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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与目标： 

为何做：模式标本数字化与标本现代化管理 

                   

如何做：模式标本数字化的过程与要求 

 

期望与展望：国家标本共享平台与你的标本馆 

 

 



一、模式标本数字化的重要性 



1. 基于标本本身 

 

特点：即是普通标本，又不同于普通标本 
 

是与植物名称直接相关的标本 

是确立植物学名的载体 

是新种确立过程的凭证和体现：采集、识别和发表——集一体 

是标本重要价值和开展深入研究的集中反映和代表 

具有数量既有性：不同于普通标本同一种植物的标本越多越好 

具有一次性：不同于普通标本同一种植物的标本可以多次增补 

 



2. 基于标本管理和在标本馆中的地位 

 是一类身份独特、地位特殊的标本 

 是标本管理中需分类管理一类标本 

 是标本馆人员开展标本研究的重要对象和材料 

 是标本馆中需重点加强保护的标本 

 是标本数字化中“另类” 、“特别关照”的标本 

 

总：是标本馆管理、尤其是数字化工作的重中之重 

 



3. 基于植物命名法规 

 不同于普通标本，模式标本是《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确

立、赋予的一类标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模式标本是《法规》论及的重要内容和题材之一，具有

特殊的重要地位。根据《法规》，在规定了“分类群及

其等级（第一章：第1~5条）”之后，首先就论及“名称的地

位、模式指定和优先权（第二章：第6~15条）”，其中设专

节（第二节：第7~10条）对模式的指定进行了定义和规定，

共有56条，分属4项规则和6项附则（St. Louis Code）。 

 命名法规是不断发展和修订的，有关模式标本的定义、

规定有历史阶段性，对模式标本要进行与时俱进的查证、

认定和规范。 

 



4. 基于分类研究 

 是植物种类研究（订正）的依据 

 是从事植物系统分类研究的科学材料与参照 

 是开展专科专属修订的重要基础 

 是植物志编写、植物区系调查研究的资料 

     。。。。。 

 

 



5. 基于我国模式标本管理现状 

 对模式标本的研究不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1）全国植物模式标本的数量不清 

     2）现有标本馆很少对馆藏模式标本进行全面的专项清

理，模式标本混于普通标本中 

     3）有相当数量的标本馆/室没有进行模式标本的清理     

     4）很少有标本馆对模式标本进行详细研究和类型考证 

     5）除PE外，尚无其他标本馆对模式标本进行编辑出版 

 

 



模式标本数字化的工作要点： 

 清理：对馆藏模式标本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清理 

 研究：对馆藏模式标本进行深入研究和认真考证 

 数字化：对模式标本及其发表文献进行信息整理与录入
，建立模式标本数据库 

 平台共享：模式标本数据或信息是平台建设的深化，更
是有待充分开发和利用的共享资源 

 管理：加强标本馆的标本现代化管理，或提高管理水平 

 保护：实现对模式标本的重点保护 

 

 



二、模式标本概念与类型 



模式标本的概念 

 命名法模式（nomenclatural type, typus）：分类
群名称的模式。 

 

 命名法模式：是与某一个分类群的名称永久依附的那个
成分（标本、插图等）。 

 

 模式：是一个实物。 

 

 模式标本：作为模式的标本。 



模式标本的类型 

 主模式标本（holotype） 

 等模式标本（isotype） 

 合模式标本（syntype） 

 副模式标本（paratype） 

 后选模式标本（lectotype） 

 新模式标本    （neotype） 

 附加模式标本（epitype） 

 

 

原作者、命名人 

后来人、考证人 



(1) 主模式 (holotype)  

是作者在命名时使用或指定为命名模式的1份标本或1幅插图。只要
主模式还存在，就由它来限定相关名称的应用。（1个采集号中的） 

 

(2) 等模式 (isotype)  

是主模式的任何1个复份，与主模式属于同一号采集 (gathering)，
即同一采集人在同一采集地采集的编号相同的标本。等模式一定是
标本，如果主模式是一幅插图，则不可能存在等模式。 

（主模式所在的那个采集号中的所有副份。不同于合模式） 

 

(3) 合模式 (syntype)  

发表一分类群时未曾指定主模式或2份以上的标本被指定为模式，这
些被引证标本中的任何1份标本，均可称为合模式。合模式也必须是
标本，而不可能是插图。（可以有等合模式isosyntype ） 

 

(4) 副模式 (paratype)  

在发表分类群时，除了主模式、等模式、合模式（同时指定2份以上
标本）之外引用的任意1份标本。（可以有等副模式isoparatype ） 

 



(5) 后选模式 (lectotype) 

名称发表时没有指明主模式，主模式损毁或遗失，或模式代表不止一
个分类群时，从原始材料中指定的、作为命名模式的1份标本或1幅插
图。（可以有等后选模式isolectotype ） 

 

(6) 新模式 (neotype) 

当所有原始材料均不存在或丢失、损毁时，被指定作为命名模式的1

份标本或1幅插图。（可以有等新模式isoneotype ） 

 

(7) 附加模式 (epitype) 

当名称的模式显然含混不清，以致不能提供准确鉴定的情况下，作为
一种解释性模式而被指定的1份标本或1幅插图。（当主模式、后选模式或

先前指定的新模式，或当所有的与一个合格发表名称有关的原始材料，确实模糊不清
，因而不能被准确地鉴定以确保该分类群的精确应用时，可指定一个附加模式。当指
定附加模式时，该附加模式所支持的主模式、后选模式或新模式必须明确地引证。） 

（可以有等附加模式isoepitype ） 

 



文献中遇到（现在不再用）： 

 

 

Cotype：一个过时的术语，指合模式； 

 

Typotype：一个非正式的术语，指作为插图模式绘制基础的标本； 

 

Topotype：一个非正式的术语，指从模式产地采集到的一份标本，
可以作为新模式或附加模式。曾经称为原产地模式标本。 

 

Kleptotype：一个非正式的术语，指模式的一部分或被借出未归还
或盗走的模式。 



自1990年1月1日起，用1份标本或未发表的图进行的种或种
下分类群名称的后选模式指定或新模式指定，只有在给出
其所保留的标本馆或研究所时才有效。 

 

自2000年1月1日起，种或种下分类群名称的后选模式指定或
新模式指定，只有在使用了术语“lectotypus”或
“neotypus”,或其缩写，或现代语言中的等同语，才有
效。 

 



作为替代旧名称的替代名称发表的新名称，其模式同于所被

代替的旧名称的模式。 

 
在如何情况下，基于一个先前发表的合法名称（stat. nov.或

comb. nov.）的新名称，其模式同于其基名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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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式标本数字化及其过程 



（一）制定整体方案，弄清工作流程 

①  制定合理、严格的管理办法 

 

② 合理安排馆内人员参加标本规范化整理工作 

  

③ 聘请专家从事标本鉴定和规范化整理 

 

④ 制定好整体方案和工作进度 

 



⑤ 模式标本数字化的流程 

 

初审“模式标本”——确定“新名称”名录出处 

——查“新名称”——查原始文献； 

——从普通标本中查找模式标本——确定是否模式标本 

——确定模式类型——更正错误信息——补充相关信息； 

——标本信息录入——原始文献信息录入； 

——标本扫描—— 原始文献扫描； 

——校对录入信息——上传网络中心； 

——制做原始文献夹——更新模式标本夹； 

——模式标本规范化入柜 



（二）进行模式标本的考证 



1、查找本馆的模式 

落实本馆收藏的模式及其总数。 

 

1）清查本馆模式标本库内收藏的模式标本及模式信息； 

2）查找本馆普通标本数据库，从中发现写有新分类群名称
（sp. nov.、 var. nov.、 f. nov.等 ）的标本（拟模式标本）； 

3) 根据馆藏普通标本的植物种类名录，查询国内外大型相关
数据库，如Tropicos、“物种2000”、NSII中的“模式标
本”等，获得名称的模式 



2、查找模式的名称出处——发表的文献 

1）对于馆藏模式标本或拟模式标本，根据其上的新名称，
通过《中国高等植物模式标本汇编》、“Kew Indexensis‘’

等文献及Tropicos 、IPNI等检索系统，查找其名称的出处或
原始资料。 

 

2）对于通查大型数据库获得的与本馆相关的模式，记录其
名称发表的原始文献。 

 



模式标本数字化参考资料与网站 

1.《中国高等植物模式标本汇编》（含补编I、II） 

 

2.《中国植物志》和《Flora of China》（含电子版） 

 

3. CVH网站、NSII网站、中国知网…… 

 

4. 密苏里植物园网站（TROPICOS） 

    邱园网站（IPNI） 

    …… 

 



3、确定模式类型 

根据馆内模式标本，对有效发表的名称（尤其是拟模式标本

首先要确定其上的名称是否为有效发表），根据《国际植

物命名法规》相关规则，通过核对原始资料，确定模式标

本的模式类型。 

 

对于syntype，还要进行后选模式指定（或新模式指定）。 

【《法规》9.9：如果种或种下分类群的名称的作者没有指定主模式，或当主模

式丢失或毁坏时，或当被指定为模式的材料属于一个以上的分类群时，可指

定一个后选模式；或在被允许指定新模式时，指定一个作为代理的新模式。】 

 



4、模式类型的订正、固定 

对于模式标本中原模式类型不对的，需进行模式订正。 

对于拟模式标本，一旦确定了模式类型，需予以确定 

 凡此都要将新的模式类型固定在标本台纸上。 

 固定的形式有多种，一般为盖章法或手写法，
也有附贴法（将新的模式类型另外打印，然后
剪裁后贴在台纸上）。 

 建议：新改或新确定的模式类型最好注明模式
类型的确定人和确定时间。 



5、模式发表文献的复印及信息核对 

1）在确定模式类型后，完整地扫描或复印名称发表的文献
（原始资料）； 

2）对照标本核对文献信息，进行必要的标注； 

3）将文献单独放在一个文件夹，与模式标本一起收藏于相
应的模式标本夹中。也可装订在台纸上（但不建议）。 

 



（三）模式标本数字化与数据库 



（2）配备硬件，学会使用 

    电脑（专用） 

    标本扫描仪 

    文献扫描仪 

    标本照相 

 

1. 准备硬件和软件 
 

（1）熟悉模式标本数据库，   

         了解项目要求 



2. 图像信息采集 

（1）模式标本进行拍摄或扫描。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
标本，建议模式标本图像信息应足够大，以便后人
查阅标本时以图像为主，尽量少动标本。建议：模
式标本图像用扫描方式。 

 

（2）将模式发表文献进行拍照或扫描。文献图像应在
保证全文的基础上对标本凭证的局部放大。 

 

（3）对图像进行技术处理，保证图像调正、文图清晰、
色彩还原。 



3. 文字信息录入与校对 
 

    （1）准备好模式标本和文献的照相图像或扫描图像 

     （2）根据图像录入标本台纸上的采集信息及鉴定信息 

     （3）根据图像录入模式发表的原始文献上的信息 

     

      （4）校对标本信息和文献信息 

 



数字化注意事项：  

① 所使用的数据库必须是项目组指定的数据库 

② 信息输录要完全忠实于标本或文献上的原来信息 

③ 每份标本或文献至少有1张数码照片或扫描件，照片的

质量要求：尽量保证图像清晰、色彩真实，画面要覆盖整份

标本 

④ 数码相机像素为1200万以上，扫描发病率为300bpi以上 

⑤ 数据库包括文字信息和图像信息，二者能进行无缝对接 



普
通
标
本
数
据
库
条
目 

45 



模式标本数据库的内容 

管理信息：条形码 、标本馆（保存地）、标本馆号、标本状态 

模式信息：模式类型 

采集信息：采集人、采集号、采集日期；国家、省市、区县、地名；海 拔、

地形、生境、分布  

形态信息：习性、体高、胸径、茎、叶、花、果实、种子  

附记信息：用途 附记  

分类信息：科名、属名、中名、种加词、亚种加词、变种加词、变型加词、 

种下其它等级加词、命名人、命名日期 

图像信息：照相图像、扫描图像 

附加信息：原始文献（子窗口）、历史模式（子窗口） 

责任信息：录入员、录入日期、校对人、备注 

 



原始文献信息内容（16项） 

作者、论文题目、刊名／书名／文集名、版本、编者  

出版地、出版社、发表年份／出版年份、卷（期）  

分类群页码、论文页码、图版页码、文献扫描照片 

 



普通标本信息录入界面 



数据库查询界面 



物种信息界面 

模式名与正确名称不一致时，在物种信息中修改： 

  添新名，点新记录保存；若修改，点修改保存 



添加或修改物种信息（左边只能选择，右边修改） 



模式文献信息录入界面 

aaaaaa 

aaaaaaa 

aaaaaa 
aaaaaaa 



已有原始文献：修改保存        新文献：新记录保存 

        先录历史文献，保存历史模式；再录新文献 

标本信息根据条形码编号，文献信息根据物种代码编号 



模式&文献核实、查询 



几点体会 

   ★ 信息准确和图像清晰是数据库建设的基本要求 
  1、回聘专家鉴定标本，解决疑难问题；管理人员规范化整理标本。 

  2、对输录员和校对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 

  3、对常见错误编成正误对照表2200余条。 

  4、对文字信息和图像进行严格的校对。 

 
★ 严格制度和有效措施是建好数据库的组织保障 
  1、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根据任务性质对工作人员分别提出相关要求。 
  2、对标本的保护、仪器的管理、网络的使用等均有明确的措施，防止意
外事故的发生。 

 
★  现代知识与技能是高效建设高水平数据库的根本 

   只有不断提高专业知识水平和实验技术能力，发挥协同作战精神，才能保
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建立起国际一流水平的植物标本数据库。 



四、模式标本的管理 



1、模式标本及其发表文献的管理 

1）定制模式标本种夹。 

      模式标本种夹上印有必要的固有信息项，供填写信息。 

      模式标本种夹的式样可有不同式样，但必需为左右覆盖。 

      建议：与普通标本的种夹有区别，如颜色、包裹、夹面标注等 

2）增加文献夹，单独存放模式发表的文献。 

      将文献夹置于模式标本夹内 

3）将模式标本单独存放，便于保管和使用。 

     （1）从普通标本鉴别出的模式标本，应从中抽提出来；  

     （2）模式标本单独放置，根据馆内保存条件模式标本可
以分柜、分区、分库，或置于科首/科后【不建议此种存放方式】 

4）单独存放的模式标本应按系统排列【建议：同于普通标本的系统】 

5）加强硬件，重点保护。 

 

 

 



2、模式标本数据库的管理 

参照馆内标本数据库的管理 

按照国家标本建设共享平台的要求   

【略】 



五、模式标本数字化的成果 



1. 标本现代化管理更加规范 

    提高标本馆管理水平 

1）理清馆藏模式标本 

2）建立馆藏模式标本数据库 

3）纳入国家植物模式标本共享平台 

 



2. 规范了模式标本 

1）确定了每份标本的模式类型 

2）对模式标本进行了规范化整理 

3）对发表文献进行错误纠正 



3.  形成模式标本研究论著 

1）发表模式标本相关研究文章 

2）出版模式标本图集 

3）专科专属分类修订 

4）模式标本的相关研究。。。。。。 



模式标本合格发表 

后选模式指定 



馆藏模式标本汇编  馆藏模式标本图集  

例 例 例 例 例 例 
 
 



4. 人才培养 

 

1）提高管理人员对模式标本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2）可以结合研究生培养 

 

 



六、模式标本数字化的 
期望与展望 

 

 

国家标本共享平台与你的标本馆建设 



1. 我国有大量模式标本，清理和考证工作有待开展 

 

1）《中国高等植物模式标本汇编》 (靳淑英  1994、1999、2007) 

收载了我国14237种植物的模式标本信息。 

       全国模式标本数量初步估计：44367份（杨永，2012，未
含江苏所、西北所、庐山园） 

 

2）普通标本中仍有一定数量的模式模式，尚未进行系统清理 

 

3）可进行模式标本考证的人员数量不足 



2. 国家标本共享平台的模式标本数据库有待加强： 

 

1）平台中已有一定数量的模式标本，但尚有大量模式标本
信息未及进入平台。 

 

2）平台上模式标本数据库中的模式标本未进行严格、系统
、全面的模式类型考证； 

 

3）在普通标本数据库进行到一定水平时，有必要将模式标
本提到全面建库的日程 



3. 国家标本共享平台 

    开始推进全面建设模式标本数据库 

 

 

1）“华东地区馆藏植物模式标本数据库及共享”课题立项 

 

2）开展模式标本数字化专项培训 

 



七、模式标本数字化举例 
——关键步骤：考证 















定边县，1963年8月，
陕西药检所， 

土名“红柴胡” 

 

（模式标本，宁） 

江苏植物所标本馆 

 

NAS 

HN 

HJ  

宁 

 

北京植物所标本馆 

PE 

HP 



 

 

未 

见 

此 

名 

称 

发 

表 

非模式 



 

 

未 

引 

证 

此 

号 

标 

本 

非模式 



 

 

不 

合 

格 

发 

表 

 

非模式 



 

 

原 

始 

文 

献 

采 

集 

号 

印 

刷 

错 

误 



 

 

命 合 

名 格 

标 发 

签 表  

名 名 

称 称 

不 与 

符  

 



 

 

主 

模 

式 



等 

模 

式 
           



副 

模 

式 

           



等
副 

模 

式            



合 

模 

式 

           



等 

合 

模 

式 



                 

后 

选 

模 

式 



原
始
文
献
夹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