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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植物标本数字化技术及其应用

肖 洒
(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 西宁 810008)

摘 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及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植物标本馆也随之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植物标本数字化工作及

数字植物标本馆建设已成为大多数标本馆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植物标本数字化主要包括标本信息标签

( 采集信息、鉴定信息) 的数字化和标本拍照 2 方面内容。标本数字化打破了实体标本的诸多不便，使植物标本

更好的服务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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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植物标本是植物学家长期从事科研活动的积累和

人类自然遗产的永久记录之一，是研究物种的分布及

其历史、现状、系统演化的证据［1］。植物标本馆是收

集和保存植物标本的场所［2］。在过去，科研工作者需

要根据不同目的亲自到各个标本馆查阅相关标本。随

着计算机技术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标本馆

标本的信息化及共享化成为可能。由科技部 “国家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资助的“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 CVH) ”网站的上线，为不同需求的用户提供标本

数据查询和数据共享服务，其参与建设单位包括中国

科学院和地方科学院及一些大学的标本馆，基本上包

含了我国主要和重要的标本馆，共享了超过 1 /3 的全

国植物标本量［3］。如今，数字植物标本馆建设已经成

为大多数标本馆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4］。

2 植物标本数字化技术流程

2. 1 标本的准备

进入数字化环节的标本应为植物腊叶标本，它是

将带有花、果的植物压平、干燥、定型，固定在台纸

上的一类兼具科研和科普展示用途的植物标本。标本

需符合“三有标本”原则，即需是有花果、有采集信

息和有学名的标本。
有花果: 种子植物标本要带有花或果 ( 种子) ，

蕨类植物要有孢子囊群，苔藓植物要有孢蒴，以及其

它有重要形态鉴别特征的部分。
有采集信息: 台纸上贴有采集记录签、标本上挂

有号牌。标本自身信息完整，采集记录签上要至少写

有采集人、采 集 号、采 集 日 期 ( 年 月 日) 、采 集 地

( 国家、省份、区县、小地点) 、生境、海拔、经纬度

和植物性状描述 ( 花、果、植物高度、颜色等) ，号

牌上的采集人、采集号、采集日期要与采集记录签记

录一致。
有学名: 所有数字化标本需由植物学工作者进行

分类鉴定，并保证绝大多数标本鉴定到种的水平，鉴

定签上写有植物拉丁学名、鉴定人和鉴定时间。
2. 2 拍摄的准备

在标本台纸适当位置粘贴条形码。条形码由标本

馆馆代码和一长串数字组成，是每份植物标本的身份

证，也是数字化平台用于标本管理、查找的有效编

码。条形码要求打印清晰、粘贴牢固不脱落。
基础拍摄设备包括翻拍架，摄影灯、单反数码相

机和与相机连接的电脑。拍摄标本必须使用 2000 万

像素及以上的数码相机，以保证标本照片尺寸在 5184
×3456= 1800 万像素或以上。需在标本台纸上放置用

于白平衡调试及后期色彩比对调节的色卡和用于标定

影像内植物形态性状尺寸的标尺，两者的摆放位置以

不遮挡标本为宜，且位置相对固定。
2. 3 标本拍摄

标本图像的获取是标本数字化中的关键步骤，方

便不同人在不同地点远距离查阅标本，其影像信息在

数字化平台的构建中具有重要价值。标本拍摄工作主

要包括翻拍架、灯光、相机的布设、相机与电脑的连

接、相机调试、批量翻拍及照片后期处理等一系列步

骤。
翻拍架能够保证相机的承重和稳定性，并且具有

足够的悬臂高度和稳定的相机高度调节摇臂，使相机

每次固定后不会轻易位移，降低震动带来的拍摄影

响。灯光的布设以标本能接受四周均匀并且足够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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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为原则，翻拍台周围尽可能避免多余反光物和外来

光源，以避免标本的受光不均匀。为了增加标本的拍

摄效率，通常需要将相机与电脑连接，使拍摄数据即

时传至电脑，也使得电脑能够控制相机的工作。
每份数字化标本至少拍摄一张照片，需覆盖标本

本身和各类标签。实施者应珍惜每一份标本，不能使

标本受到任何不必要的损坏。所摄照片要求成像清

晰、白平衡准确、色彩自然，亮度、景深和对比度适

合。
标本画面的清晰度指在百分之百画面放大的情况

下对标本实物的解析度，在拍摄植物标本时，正确对

焦对展示植物标本的各部分细节及层次、拍摄主体的

清晰度至关重要。白平衡参数设置是对拍摄画面颜色

色彩的一种控制模式，在标本翻拍中，通过正确的白

平衡模式能够使拍摄出来的对象本色在最大程度上获

得还原。色彩是照片画面所呈现的整体颜色，所拍摄

的标本色彩应尽可能忠实于标本实物自身的颜色。亮

度是画面的曝光程度，画面过暗或者过亮都会影响标

本细节在照片上的展现。对比度指所拍摄对象的明暗

对比关系，过低或者过高都会导致标本细节不清、画

面整体不协调，合适的对比度对一些颜色过浅或者过

深的高反差标本极为重要。景深指的是所拍摄图像清

晰的前后距离，在拍摄具有凹凸高低特点的标本时，

应利用景深控制尽可能将标本前后上下的细节清晰展

现。
后期处理的内容为照片的裁剪和命名。裁剪是将

照片里多出台纸的部分进行的裁剪，要求每一张照片

只留下覆盖整份标本的图像。每一份标本照片的命名

要求格式统一，格式均为馆代码+条形码号。
2. 4 标本信息录入

使用由“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 http: / /www．
cvh． ac． cn / ) 开发的 Ginkgo－s 软件进行录入，可在

官方网站免费下载使用。Ginkgo－s 是小型标本数据管

理软件，主要用于个人和小型标本馆的标本数据管理

工作，包括数据录入、修改、统计等功能，能够适应

一般性标本数据采集工作，录入的数据导出后可直接

导入到主数据库中。
标本信息录入是数字化工作的最后一步，应由专

门的录入人员完成。输录要完全忠实于原来标本上的

信息资料，按照每张照片采集签及鉴定签上的内容逐

一录入，输录所得数据要与标本照片中的标签信息相

符，尽量避免输录中的错误和遗漏，其准确率应在

95%以上。
录入字段主要包括: 标本馆代码、台纸号、条形

码、标本状态 ( 有花有果、有花无果、无花有果、有

孢子 囊 等) 、采 集 人、采 集 号、采 集 日 期、采 集 地

( 国家、省、市县、地名) 、生境、海拔、经纬度 ( 度

分秒) 、标本性状 ( 习性、体高、直径、茎、叶、花、
果、寄主) 、鉴定人、鉴定日期、拉丁学名 ( 科名、
属名、种加词种下等级、命名人) 及中文名等。

3 数字化植物标本的应用

标本是某个物种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存在的第一手

证据，是分类学家进行传统分类学修订、物种志书及

名录编纂、物种地理分布图绘制等工作的凭据。物种

的研究决定着从宏观的全球生态系统至微观的生命

DNA 分子构造等全部内容，更与国家目标中的农业、
能源、信息、环境、人口与健康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

题的研究和解决直接相关［5］。
随着植物标本数字化工作的积累和中国数字植物

标本馆建设的推进，使大量标本信息和专业数据可以

被访问。这些资源信息有效支撑了三峡水淹区多样性

调查、濒危物种评估、保护区的有效性、环境评估、
入侵种预测、气候变化、国家重点野生植物分布、中

医药植物分析等多领域相关科研项目［3］。
标本馆中保存的每一份标本都凝聚了科学家的大

量心血，标本数字化就是在唤醒沉睡在标本馆里的

“科学睡美人”，让其活起来，并借助于数字化和互联

网技术，使其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为科学研究以及

全民科学素养提升做出更大的贡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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