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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大学坐落在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都——太原，学校前身为创建于1902年的山

西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一起，开创了中

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纪元，是三晋大地百年文化科教的重镇。 

 



山西大学植物标本馆 

发展历史 

• 山西大学植物标本馆历史悠久，其前身为始建于1949年的山西大学理学院

生物系植物标本室，伴随历史上学校的几度院系调整及更名后发展为现在的

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 

• 初期的标本馆建设成效显著，至上世纪80年代，标本馆馆藏腊叶植物标本

达5万多号，其中有大量同国外学者交换来的珍贵标本，另外还有大量真菌

标本和一些图书资料。据说当年标本馆存放的植物标本之多、价值之高在国

内和世界上是颇具影响的。可惜1984年的一场火灾使得之前标本馆的所有

积累毁于一旦。 



标本馆现状 

• 现今的标本馆是在1985年零基础上重建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标本主要依托

我院本科生的教学实习采集而来，还有部分是结合我院教师的科研工作从野

外采集。 

• 1995年以来接收中科院地理所及云南植物研究所、西南师范学院等标本室

万余件植物标本，并与陕西榆林学院等单位交换了部分标本，使标本馆的标

本不仅在数量和种类上得到了补充，标本收藏的范围也从本省扩展到全国各

地。 

 



馆藏规模 

• 目前标本馆面积大约240 m2，馆藏植物标本大约50000号，其中种子植物

约40000号，蕨类植物约2000号，苔藓植物约2000号，菌类和地衣植物约

1000号，藻类植物约5000号。种子植物标本以腊叶标本为主，还有部分浸

渍标本。 

 



腊叶标本 
• 腊叶标本大约40000号，其中已数字化的约25000号，已上台纸但未数字化

的约为10000号，还未上台纸的约50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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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数字化标本的采集情况 

按省份统计标本采集量 

省 份 号 数 

山西省 12997 

云南省 599 

甘肃省 364 

北京市 177 

内蒙古自治区 114 

西藏自治区 104 

其它省份 487 

日本 115 



已数字化标本的采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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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份统计标本采集量 

年 份 份 数 

1982 1405 

1983 1111 

1985 1783 

1987 1057 

2014 1736 

2015 1264 





   

• 本馆存放标本主要是山西省境内的标本，占到全部标本的80%以上。 

• 馆内存放有一批我省珍稀濒危植物标本。 

野大豆 

Glycine soja 

四照花 

Dendrobenthamia japonica var. chinensis 

南方红豆杉 

Taxus chinensis  var. mairei 

臭冷杉 

Abies nephrolepis  

http://bbs.stockstar.com/printpage.asp?BoardID=42&ID=203585
http://www.ziye99.com/pic/dwzw/zw89.html


标本馆功能 

本馆是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综合性标本馆。教学方面，本馆坚持以本科教学为

中心，服务教学为目的，为生物学相关专业本科生进行实验、教学实习、毕

业实习、科研训练和科技创新活动的主要场所。本馆的研究以孢子植物的系

统发育为特色，同时涵盖从低等到高等所有类群植物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本

馆也面向社会开展科普教育。1999年，我馆被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 



标本馆存在问题 

• 与办公室、实验室争地盘（400-280-240 m2） 

• 缺乏专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 经费紧张（设施不全，采集跟不上） 

• 标本信息不全（接受标本） 

• 标本采集时间集中在7-8月  

• 和外单位缺乏交流 







山西大学植物标本数字化 



2014年 

• 与别馆不同之处在于，我馆的标本本身就少，能直接用于数字化的标本连基

本任务都达不到，而且在标本室是散乱的，所以一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用在

了标本固定、标本鉴定和标本整理上。同时自己脑子里没有清晰的工作思

路，找了很多学生来帮忙，固定标本、整理标本和录入信息同时进行，虽然

给学生进行了分工，但工作过程中经常出现标本固定和标本整理赶不上标本

的录入，总是窝工，一部分人要等另一部分人。 

                                                       

1 流 程 ！ 



2014年 

• 部分录入人员的植物学基础弱或不认真，录入出错率高，返工

多。 

 

2 成 员 ！ 



2014年 

天锐摄影灯 

三脚架 

 

尼康D90 

60mm微距镜头 

18-105标配镜头 

 

相机各种参数设置 





标本翻拍架 

• 基本要求：立柱稳固不能晃动、底座大于45x45cm，立柱高度大于1米。 

品牌 香港美达亮专业翻拍台 

型号 CS-1070 

底价 ¥880 

底座尺寸 60X60cm 

立柱 117cm 

承载 2kg 

净重 6KG 



翻拍灯光 
• 基本要求：光照亮度达到阴天日光左右，光照度均匀，输出稳定、色温恒

定。 

• 满足上述条件的白炽灯、节能灯、太阳灯、LED灯都可以作为拍摄用灯。 

• 推荐使用闪光灯箱，2只，带柔光箱，柔光箱尺寸60x90cm左右。 品牌 金贝 

型号 影室闪光灯400W 

底价 ¥1580 

柔光箱 60x90cm 

功率 400W x2 

附件 无线引闪器 

其他 400Ws足功率，超高指数，LED数显
，专业卡口，铝合金机身， 回电快、
色温标准，照片锐度高，质感强， 

注意调整闪光灯输出，达到相机M档s250，f16值
准确曝光为宜 

 



香港美达亮专业翻拍台

CS-1070 

 

金贝影室闪光灯400w 

 

尼康D90 

35mm微距镜头 

 

 

 

3 设 备 ！ 



2017年 

原 则： 

1. 成员少而精，认真负责，细心耐心，对植物感兴趣，喜欢做这项工作 

2. 严格按照工作流程按部就班（录入和拍照同时进行） 

3. 设备满足要求 

                                                       



数 

字 

化 

流 

程 

1 整理标本 

2 粘贴条码 

4 录入信息  

6 提交数据  

3 采集图像  

5 检查数据  

首先整理出具有花果材料、采集记录和鉴定名称的“三

有标本”。 

对标本进行加固和清洁后，在每份标本台纸适

当、相对固定的位置粘贴条形码。  

录入标本信息及拍照之后，要及时校对、检查和处

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直到符合要求。 

按进度安排将标本数据和照片通过FTP上传提交。 

使用Ginkgo软件进行标本信息录入。 

在每份标本位置放置标准色卡和标尺后，使用扫

描仪结合数码相机采集高质量标本照片。 



精益A380扫描仪 尼康D5200 









问题和建议 

• 已经提交并上线共享的数据，如果发现错误，如何在线修改？ 

• 采集标签和鉴定标签的自动打印技术需求。 

 



•敬请各位专家同行 

      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