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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堇属模式标本馆藏现状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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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模式标本是发表新种的依据ꎬ对稳定物种学名至关重要ꎮ 紫堇属(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ＤＣ.)隶属于罂粟科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荷包牡丹亚科(Ｆｕｍａｒｉｏｉｄｅａｅ)紫堇族(Ｃｏｒｙｄａｌｅａｅ)ꎬ是分类学研究的困难属之一ꎮ 该研究首

先基于«中国植物志»、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以及全球物种名录查询获得被认可的 ５２６ 个紫堇属物种ꎬ然后通过检

索全球数字化植物标本数据库( ＪＳＴＯＲ)、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数据库(ＧＢＩＦ)和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ＣＶＨ)获得了其中 ３９５ 个物种 １ ８９４ 份模式标本ꎬ最后对获得的标本信息进行核实、整理和归纳ꎬ提取模式

类型、馆藏地、采集人、模式产地和采集时间等关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表明:紫堇属每个物种平均仅

有约 ５ 份模式标本ꎻ该属模式标本散落在全球 ８０ 个标本馆中ꎬ其中超过 ８５％为国外采集者采集ꎮ 未来应当

结合文献ꎬ加强对该属模式标本的信息考证和规范化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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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标本作为发表新种的凭证ꎬ对稳定植物

学名至关重要ꎬ在分类学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

价值ꎮ 为了使各种植物的名称与其所指的物种之

间具有固定的、可以查询的依据ꎬ在给新物种命名

时ꎬ除了要有拉丁文的特征描述和图解外ꎬ还要指

定该物种的模式标本ꎬ作为日后核查、研究的有效

资料ꎮ 模式标本往往附有原始文献及较高画质影

像ꎬ是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重要科学依据ꎬ对于

开展专科专属研究、编写植物志、开展资源合理开

发利用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沈晓琳等ꎬ ２０１０ꎻ Ｓｏｌｔｉｓꎬ ２０１７)ꎮ
标本数字化使得标本的形态、地理分布、采集

等主要信息得到最大限度的永久保存ꎬ极大地方

便了标本信息的共享(王仁赞等ꎬ２０１２ꎻ 林祁等ꎬ
２０１７)ꎮ 植物标本数字化始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

代的欧美发达国家(覃海宁和杨志荣ꎬ ２０１１)ꎮ 标

本数字化一般包括标本的修复和规范化整理、分
类鉴定、图像获取及处理、电子信息获取、地理位

置的描述与地标化处理等步骤(陈建平和许哲平ꎬ
２０２１)ꎮ 近年来ꎬ植物标本数字化和数字植物标本

馆建设在全球得到了极大的推动ꎮ 世界各地先后

成立了多个网络平台提供数据查询和数据共享服

务ꎬ如中国的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ＮＳＩＩ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ｓｉｉ.ｏｒｇ.ｃｎ / ２０１７ / ｈｏｍｅ.ｐｈｐ)、美国国家标本数

字 化 平 台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ｄ Ｂｉ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ｉＤｉｇＢｉｏ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ｄｉｇｂｉｏ. ｏｒｇ / )、澳大利亚生物

多样性信息系统 (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ꎬ ＡＬＡ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ａ.ｏｒｇ.ａｕ / )以及整合了多地多家单位

的全球标本数据最大的共享平台—全球生物多样

性信息网络(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ꎬ
ＧＢＩＦ)(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ｂｉｆ.ｏｒｇ / )等ꎮ

伴随植物标本数字化的快速发展ꎬ模式标本

的数字化和数据共享得到了极大的推动ꎮ ２００４ 年

非洲植物倡议(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ＡＰＩ)标志

着全球模式标本数字化工作的开始ꎬ随后ꎬ拉丁美

洲 植 物 倡 议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ＬＡＰＩ)和全球植物倡议 (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ＧＰＩ)也应运而生ꎮ 目前ꎬ全球数字化植物标本数

据库 ＪＳＴＯＲ( ｈｔｔｐｓ: / / ｐｌａｎｔｓ. ｊｓｔｏｒ. ｏｒｇ / )共享了全球

３００ 余家主要标本馆近 ３００ 万份高分辨率的植物

模式标本(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极大满足了分类学

家对模式标本的需求ꎮ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ꎬ秦
仁昌、方文培等早期植物分类学家在欧美访学期

间拍摄了大量模式标本的照片ꎬ可视为我国模式

标本数字化的雏形ꎮ 而国内大规模的植物模式标

本数字化是伴随 ２００６ 年植物标本全面数字化开

始的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国内有 ８０ 余个教学科研单

位的标本馆(室)开展了模式标本数字化(林祁等ꎬ
２０１７)ꎮ 我国各大标本馆的植物模式标本数字化

之后ꎬ主要通过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ＶＨ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ｖｈ. ａｃ.
ｃｎ / )平台向广大科研工作者共享ꎮ 此外ꎬＣＶＨ 还

通过与国外大型标本馆的数据共享ꎬ获得了大量

散落在国外的中国模式标本数据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底ꎬＣＶＨ 数据库收录了超过 ５ 万份模式标本ꎬ约占

我国模式标本馆藏总量的 ８０％(刘慧圆等ꎬ ２０１７ꎻ
谢丹等ꎬ ２０２１)ꎮ 全球模式标本的数字化以及数

据共享为广大分类学者获取模式标本的详细信

息ꎬ开展分类修订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ꎬ但是这

些数据库在使用过程中能否满足分类学者对模式

标本的基本需求ꎬ以及在使用时存在哪些问题ꎬ目
前并未见到有量化的分析ꎮ

以紫堇属为例ꎬ对其模式标本进行检索、统计

和分析ꎬ获得了紫堇属物种模式标本的馆藏地、产
地、采集时间及采集人等重要的时空信息ꎮ 旨在

探讨模式标本的馆藏现状、模式标本数据库的使

用以及数字化过程中文献考证的必要性ꎬ为数字

化模式标本的使用提供重要参考ꎬ同时ꎬ为紫堇属

物种产地模式标本的采集提供参考ꎬ为该属的分

类和系统学研究奠定重要基础ꎮ
紫 堇 属 (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ＤＣ.) 是 罂 粟 科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最大的属ꎬ隶属于荷包牡丹亚科

(Ｆｕｍａｒｉｏｉｄｅａｅ) 紫堇族(Ｃｏｒｙｄａｌｅａｅ)ꎮ 该属成立于

１８０５ 年ꎬ广布于除北极以外的北半球温带地区ꎮ 该

属有 ４６０ ~ ５００ 种ꎬ隶属于 ４１ 个组ꎬ我国产该属 ３９
个组ꎬ共计约 ３６０ 种ꎬ其中近 ６０％为我国特有种(吴
征镒等ꎬ １９９９ꎻ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ꎮ 紫堇属物种生

态幅广阔ꎬ可以适应中低海拔亚热带和温带森林、
亚高山针叶林林缘ꎬ以及亚高山和高山草甸灌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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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高山流石滩ꎬ甚至是环境恶劣的石灰岩、石隙

等多种生境(吴征镒等ꎬ １９９９)ꎮ 紫堇属绝大部分类

群含有多种生物碱ꎬ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ꎬ在中医

和藏医中有较多的记载ꎬ其中延胡索 (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ｙａｎｈｕｓｕｏ)、夏天无 ( Ｃ. ｄｅｃｕｍｂｅｎｓ) 和地丁草 ( Ｃ.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被写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２０２０
版)ꎮ 此外ꎬ该属植物花色艳丽、花型别致、姿态优

美ꎬ具有很好的观赏价值ꎮ
该属自建立以来ꎬ属的命名人、后选属模式以

及属下亚属及组的范围都存在很大的争议(吴征

镒等ꎬ １９９９ꎻ 王英伟ꎬ ２００６ꎻ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Ｐéｒｅｚ￣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０１５)ꎮ 紫堇属植物

形态特征极为复杂ꎬ花(包含雌蕊、柱头、花冠管、
距、苞片、萼片等)、果实、根等多个器官都极其复

杂多变ꎬ少数种的种内多态性达到了惊人的水平ꎬ
是一个分类困难的大属(吴征镒等ꎬ １９９６)ꎮ 由于

本属种类众多ꎬ且特有现象显著、生境特殊ꎬ导致

野外调查及标本积累有限ꎬ一些特有种类仅见模

式标本ꎮ 要完善该属的分类ꎬ有必要对该属的模

式标本信息进行彻底清查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紫堇属物种名录整理

检索«中国植物志»、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Ｃ)、植
物智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ｐｌａｎｔ.ｃｎ / )和全球物种名

录数据库(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Ｌｉｆｅꎬ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０８－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ｌｉｆｅ. ｏｒｇ / ａｎｎｕａｌ￣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 )
中记载的所有紫堇属物种(变种、亚种等种下单位

按照种来统计)ꎬ结合国际植物物种名录索引数据

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Ｉｎｄｅｘꎬ ＩＰＮＩ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ｐｎｉ.ｏｒｇ / )和植物物种名录数据库(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Ｌｉｓ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ｌｉｓｔ. ｃｏｍ / )对其进行初步

考证和整理ꎬ去除所有异名ꎬ最终获得目前被广泛

接受的紫堇属物种名录ꎮ
１.２ 中国紫堇属物种模式标本的检索和统计分析

在进行模式标本查询时ꎬ首先ꎬ我们在全球数

字 化 植 物 标 本 数 据 库 ( ＪＳＴＯＲꎬ ｈｔｔｐ: / / ｐｌａｎｔｓ.
ｊｓｔｏｒ.ｏｒｇ / )、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 ＣＶＨ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ｖｈ.ａｃ. ｃｎ / ) 以及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

(ＧＢＩＦ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ｂｉｆ. ｏｒｇ / ) 中逐一进行检索ꎮ
然后ꎬ对每一份检索到的模式标本记录其模式类

型、馆藏地(标本馆)、馆藏号、采集人、采集时间和

产地信息ꎬ如果数据库或者标本上未指明模式类

型或者指定的模式类型具有明显错误ꎬ我们均标

注为未知类型(Ｔｙｐｅ)ꎮ 最后ꎬ利用 Ｅｘｃｅｌ 对其进行

统计分析ꎮ 世界各大标本馆的所属地及代码信息

来源 于 纽 约 植 物 园 标 本 馆 数 据 库 ( ｈｔｔｐ: / /
ｓｗｅｅｔｇｕｍ.ｎｙｂｇ.ｏｒｇ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ｉｈ / )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紫堇属物种名录

«中国植物志»记载了 ２８８ 个紫堇属物种ꎬ隶
属于 ３９ 组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记载了 ３５８ 个紫堇属物

种ꎬ隶属于 ４０ 组 ５ 个系ꎻ全球物种名录数据库中

记载了 ５２２ 个紫堇属物种ꎮ 排除重复名和异名之

后ꎬ共获得 ５２６ 个被接收的紫堇属物种名(附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ｉｈａ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 在线发表)ꎮ
２.２ 模式标本数量及分布

５２６ 个紫堇属物种中有 １３１ 个物种 (约占

２５％)未检索到模式标本或者仅有异名的模式标

本ꎬ剩余 ３９５ 个物种共查询到 １ ８９４ 份模式标本

(附录)ꎮ 在搜索的三大数据库中ꎬ紫堇属模式标

本数目最多的是 ＪＳＴＯＲ 数据库ꎬ有 １ ２３１ 份(占总

数 ６５.０％)ꎬ其次是 ＧＢＩＦ 数据库ꎬ有 ９０３ 份(占总

数 ４７.７％)ꎬ数量最少的是 ＣＶＨ 数据库ꎬ仅有 ５４２
份模式标本(占总数 ２８.６％)(图 １)ꎮ

从单个物种模式标本的数目来看ꎬ单个物种模

式标本数最多的是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ａｕｒｅａꎬ有 １０２ 份模式标

本(附录)ꎻ仅有 ４２ 个物种含有 １０ 份及以上数目的

模式标本ꎬ不足紫堇属物种总数的 １０％ꎻ７ 个物种含

有 ９ 份模式标本ꎻ１２ 个物种含有 ８ 份模式标本ꎻ２０
个物种含有 ７ 份模式标本ꎻ２７ 个物种含有 ６ 份模式

标本ꎻ２９ 个物种含有 ５ 份模式标本ꎻ４０ 个物种含有

４ 份模式标本ꎻ５８ 个物种含有 ３ 份模式标本ꎻ６９ 个

物种含有 ２ 份模式标本ꎻ有 ９１ 个物种仅有 １ 份模式

标本ꎬ约占紫堇属物种总数的 １７％(图 ２)ꎮ
２.３ 模式标本类型

根据数据库记录 １ ８９４ 份紫堇属模式标本中ꎬ
超过 ５０％的模式标本未指定类型( Ｔｙｐｅ) ９５１ 份

(隶属于 ２２６ 个物种)ꎬ其余确定类型的模式标本

数量最多的是等模式( Ｉｓｏｔｙｐｅ)５４４ 份(隶属于 ２４７
个物种)ꎬ其次是主模式(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１７６ 份(隶属于

１６４ 个物种)、副模式(Ｐａｒａｔｙｐｅ)６９ 份(隶属于 ２８ 个

物种)、合模式(Ｓｙｎｔｙｐｅ)６２ 份(隶属于 ２８ 个物种)、

４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图 １　 不同数据库中紫堇属模式标本数目比较
Ｆｉｇ. 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图 ２　 单个物种模式标本数量统计
Ｆｉｇ.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等合模式(Ｉｓｏｓｙｎｔｙｐｅ)４３ 份(隶属于 ２４ 个物种)、等
后选模式( Ｉｓｏ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 ２７ 份(隶属于 １３ 个物种)、
原始材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１４ 份(隶属于 １１ 个物

种)、后选模式(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７ 份(隶属于 ６ 个物种)ꎬ
还有 １ 份产地模式(Ｔｏｐｏｔｙｐｅ) (隶属于 １ 个物种)
(表 １)ꎮ 在 １６４ 个查询到主模式的物种中ꎬ有 ８ 个

物种 [斑花紫堇 ( Ｃ. ｃｈｅｉｌｏｓｔｉｃｔａ)ꎬ 曲花紫堇 ( Ｃ.
ｃｕｒｖｉｆｌｏｒａ)ꎬ穆坪紫堇(Ｃ.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ꎬＣ. ｊｏｎｅｓｉｉꎬ甘洛紫

堇(Ｃ.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ｉａｎａ)ꎬ地锦苗(Ｃ. ｓｈｅａｒｅｒｉ)ꎬＣ. ｓｏｌｉｄａꎬ
金钩如意草(Ｃ. ｔａｌｉｅｎｓｉｓ)]含有超过 １ 份主模式标

本ꎬ均为种内含有多个种下单位的物种(附录)ꎮ
２.４ 馆藏地分析

１ ８９４ 份紫堇属物种模式标本分别收藏于全

球 ８０ 个标本馆中(附录)ꎮ 馆藏紫堇属模式标本

量最多的是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标本馆 ( Ｅ)
(２９１ 份)ꎬ其次是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Ｋ)

(２３７ 份)和柏林－达勒姆植物园标本馆( Ｂ) (２１０
份)ꎬ其他馆藏紫堇属模式标本超过 ２０ 份的标本

馆还包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 ＰＥ)
(１７２ 份)、法国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标本馆( Ｐ)
(１６７ 份)、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ＢＭ) (１１６ 份)、
美国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ＨＵＨ)(７７ 份)、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ＫＵＮ)(７２ 份)、美国

迈阿密大学标本馆(ＭＵ) (４９ 份)、美国史密森研

究院标本馆(ＵＳ)(４９ 份)、瑞士日内瓦植物园(Ｇ)
(４５ 份)、纽约植物园标本馆(ＮＹＢＧ) (４５ 份)、瑞
典乌普萨拉大学演化博物馆(ＵＰＳ) (３７ 份)、美国

圣塔安那农场植物园标本馆(ＲＳＡ) (３５ 份)、瑞典

哥德堡大学标本馆(ＧＢ) (３４ 份)、瑞典国家自然

历史博物馆(Ｓ) (２６ 份)、美国费城自然科学研究

院标本馆(ＰＨ)(２４ 份)(图 ３:Ａ)ꎮ

表 １　 不同类型模式标本数量及其对应物种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类型
Ｔｙｐｅ

模式标本数量
Ｎｏ. ｏｆ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物种数目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等模式 Ｉｓｏｔｙｐｅ ５４４ ２４７

主模式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１７６ １６４

副模式 Ｐａｒａｔｙｐｅ ６９ ２８

合模式 Ｓｙｎｔｙｐｅ ６２ ２８

等合模式 Ｉｓｏｓｙｎｔｙｐｅ ４３ ２４

等后选模式 Ｉｓｏ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 ２７ １３

原始材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１４ １１

后选模式 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 ７ ６

产地模式 Ｔｏｐｏｔｙｐｅ １ １

未指定类型 Ｔｙｐｅ ９５１ ２２６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 ８９４ ３９５

２.５ 采集时间分析

１ ８９４ 份紫堇属模式标本中ꎬ有 １ ４７８ 份标注了

采集日期ꎬ年代分布如图 ３:Ｂ 所示ꎮ 紫堇属模式标

本采集开始于 １６９１ 年ꎬ 该模式标本为刻叶紫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ｉｎｃｉｓａ)的两份未知类型的模式标本ꎬ现均

藏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 ＢＭ) 标本馆中ꎬ 由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 Ｅ 采自于日本ꎮ 数据库中能查询到的最新

采集记录为 ２００７ 年ꎬ这一年采集了文县紫堇(Ｃ.
ａｍｐｈｉｐｏｇｏｎ)、匍匐茎紫堇(Ｃ. 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ａ)、泉涌花紫

堇(Ｃ. ａｎｔｈｏｃｒｅｎｅ)和近泽黄堇(Ｃ. ｈｅｌｏｄｅｓ)４ 个物种

５４１增刊 １ 曹家谅等: 紫堇属模式标本馆藏现状及分析



共 ６ 份模式标本ꎮ １８８０—１９３９ 年期间采集的模式

标本最多ꎬ约占总数的 ４５％ꎬ其中 １９２２ 年采集的中

国紫堇属模式标本最多ꎬ达 ８７ 份(图 ３:Ｂꎻ附录)ꎮ
２.６ 采集人分析

１ ８９４ 份紫堇属模式标本中ꎬ有 １ ７９１ 份包含采

集人信息ꎮ 其中中国学者采集的模式标本有 ２２７
份ꎬ不到总数的 １５％ꎻ国外学者采集的模式标本有

１ ５６７份ꎬ超过总数的 ８５％(若为中外学者合作采集ꎬ
按照排序第一位采集人统计)ꎮ 国内学者中采集紫

堇属模式标本数目最多的是俞德浚(Ｙｕ ＴＴ)先生ꎬ
共采集 １０ 个物种 ２４ 份模式标本ꎻ国外学者中采集

数目最多的是瑞典植物分类学家 Ｓｍｉｔｈ Ｈꎬ共采集

２３ 个物种 ８７ 份模式标本(图 ３:Ｃꎻ附录)ꎻ此外ꎬ法
国人 Ｄｅｌａｖａｙ ＪＭ、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 Ｊ 和 Ｄａｖｉｄ Ａꎬ丹麦人

Ｗａｌｌｉｃｈ Ｎꎬ英国人 Ｌｕｄｌｏｗ Ｆ、Ｈｏｏｋｅｒ ＪＤ、Ｆｏｒｒｅｓｔ Ｇ、
Ｆａｒｇｅｓ ＰＧ、Ｋｉｎｇｄｏｎ￣Ｗａｒｄ Ｆ、Ｔｈｏｍｓｏｎ Ｔ、Ｗｉｌｓｏｎ ＥＨꎬ
奥地利人 Ｈａｎｄｅｌ￣Ｍａｚｚｅｔｔｉ Ｈ 以及俄国人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
ＮＭ、Ｒｅｇｅｌ Ａ 等也采集了较多的紫堇属模式标本(图
３:Ｃ)ꎮ 国外这些重要的采集者共采集 ７０４ 份紫堇

属模式标本ꎬ约占总数的 ４０％ꎮ
２.７ 模式产地分析

１ ８９４ 份紫堇属模式标本中ꎬ其中 １ ８１９ 份有

采集地记录ꎬ不过绝大多数仅记录大地点ꎬ比如将

采集地记为中国、印度、锡金、阿富汗等ꎻ有些地点

记录沿用当地习惯ꎬ根据现有网络和文献资源查

找困难ꎬ比如吊大板、瓜捡坡等ꎻ或者记录为派区

多雄山、敏拉山顶、二龙河等山川ꎬ以及河流小地

点ꎻ部分模式标本由于采集时间较早ꎬ其采集地行

政区划或名称与如今标准有所不同ꎬ需要进一步

查询相关资料才能确定其地理位置ꎻ还有一些在

国外采集的模式标本ꎬ或者在中国采集到的模式

标本ꎬ但是用英文、法文或者其他国家的语言记

录ꎬ单词拼写错误或者语法不对ꎬ以至于无法准确

定位ꎮ 本研究仅对这些模式标本的产地按照国家

进行了简单统计ꎬ发现紫堇属模式标本采自全球

４９ 个国家和地区ꎬ其中约 ５０％的模式标本采自中

国ꎬ美国、印度、阿富汗、尼泊尔、俄罗斯、土耳其等

国家也是紫堇属多个物种的模式产地(图 ３:Ｄ)ꎮ

馆藏量低于 ２０ 份的标本馆(Ａ)以及采集量低于 ２０ 份的采集人(Ｃ)未展示ꎮ 各标本馆代码含义参考附录ꎮ
Ｔｈｅ ｈｅｒｂａｒｉａ (Ａ) 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ｓ (Ｃ) ｏｗｎｅｄ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２０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图 ３　 紫堇属物种模式标本信息统计
Ｆｉｇ. 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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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与结论

一份完整合格的植物模式标本在进入标本馆

内进行编目保存时ꎬ应该具有最基本的信息ꎬ如物

种名、馆藏地、馆藏号、采集人、采集地、采集日期、
模式类型、原始文献等ꎬ以便于相关人员参考、查
阅ꎮ 通过对紫堇属物种模式标本的查询和统计分

析ꎬ我们发现该属的模式标本主要存在以下问题ꎮ
(１)模式标本数量严重不足ꎮ 由于 １ 份标本难以

同时展现 １ 株植物不同时期不同部位的典型特

征ꎬ因此每个物种应具有较多数量和较多类型的

模式标本来稳定其学名以便于分类学研究ꎮ 根据

Ｂａｕｍ(１９９６)的估计ꎬ全球每个物种平均有 １０ 份

模式标本(包括种下的变种、变型、亚种等分类等

级)ꎮ 而根据我们的统计结果ꎬ紫堇属每个种平均

仅有不足 ５ 份模式标本ꎬ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ꎮ
超过 １０ 份模式标本的物种占该属总物种数目的

不足 １０％ꎬ约 １７％的物种仅有 １ 份模式标本ꎮ (２)
模式标本存在大量信息缺失或错误ꎮ 主要表现为

该属约 ２５％物种找不到模式标本ꎬ仅约 ３０％的物

种查询到主模式标本ꎬ有约一半的模式标本未指

定模式类型ꎬ已认定模式类型的标本也存在大量

错误信息ꎬ采集地点记录的过于笼统模糊ꎬ缺少采

集时间、采集人和采集号等关键信息(附录)ꎮ
导致紫堇属模式标本信息缺失或有误的原因

可能有如下几方面ꎮ (１)该属分类困难ꎬ不同学者

对同一类群的界定及分类等级存在诸多争议ꎮ 我

们以目前接受的学名为基础ꎬ查询模式标本时仍然

检索到大量异名的模式标本(未展示)ꎮ (２)模式标

本采集时信息记录不全ꎮ 例如ꎬ二十世纪早期甚至

更早采集的一些标本ꎬ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ꎬ不同

学者在进行信息录入时习惯不同ꎬ如很多标签上未

添加采集地点、采集人、采集号、生境、性状信息ꎬ因
此给模式标本考证带来了巨大挑战ꎮ (３)不可抗拒

的外力ꎬ如战乱、自然灾害以及人为因素等造成标

本损毁或遗失等ꎮ (４)数字化过程中造成的关键信

息丢失或错误记录ꎮ 模式标本数字化过程缺乏统

一的标准ꎬ同一个采集者或者采集地点用不同的方

式表示ꎬ如英国植物学家乔治福雷斯特就有 ４ 种

记录方式 Ｆｏｒｒｅｓｔ Ｇ、Ｆｏｒｒｅｓｔ Ｇｅｏｒｇｅ、Ｇ Ｆｏｒｒｅｓｔ、Ｇｅｏｒｇｅ
Ｆｏｒｒｅｓｔꎻ此外ꎬ还有很多国内早期分类学家时而用中

文名ꎬ时而用英文名等ꎬ而相关工作人员在数字化

的过程中又没有详细考证ꎬ或直接忽略这些重要信

息ꎬ或将这些关键信息记录错误ꎮ (５)缺乏原始文

献考证ꎮ 部分分类学研究人员在描述新种时未引

证ꎬ未指定主模式ꎬ或者引证的研究材料较少ꎬ很多

情况仅 １ 份标本ꎮ 由于相关工作人员在进行数字化

时ꎬ未对原始文献考证ꎬ因此导致出现大量未知类

型的模式标本ꎬ甚至模式标本类型的错误归属ꎮ
近年来ꎬ植物标本(包括模式标本)数字化得

到了极大的推动ꎬ大部分标本馆的模式标本数字

化工作已基本完成ꎬ如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标

本馆(Ｅ)、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Ｐ)以及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ＰＥ)等ꎮ 但是ꎬ仍有很

多标本馆还未完成模式标本的数字化或者由于管

理不善、经费不足等原因未能开始模式标本的数

字化ꎮ 据统计ꎬ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Ｋ)和
东京大学标本馆( ＴＩ)尚未完全数字化(谢丹等ꎬ
２０２１)ꎮ 在我国目前登记在册的标本馆接近有 ４００
家(陈建平和许哲平ꎬ ２０２１)ꎬ但参与数字化的标

本馆还不足 １００ 家(林祁等ꎬ ２０１７)ꎮ 这些均有可

能导致大量紫堇属模式标本“隐藏”在普通标本

中ꎬ给我们利用数据库开展基于模式标本的分类

研究带来了不便ꎮ 此外ꎬ全球已经完成数字化的

植物模式标本目前主要通过 ＪＳＴＯＲ、ＧＢＩＦ 和 ＣＶＨ
数据库共享ꎬ但每个数据库中共享数据的完整性

如何ꎬ目前还未见有研究对其开展量化评估ꎮ 本

研究结果显示ꎬ尽管我国是紫堇属的多样性中心ꎬ
但是 ＣＶＨ 数据库中收录的该属模式标本远不及

ＪＳＴＯＲ 和 ＧＢＩＦꎬ３ 个数据库共享的紫堇属模式标

本不足 １ / １０ꎮ 这也提示我们未来在使用数据库查

询模式标本时要综合多个数据库来使用ꎮ
在标本数字化过程中ꎬ不仅要关注“量”的提

高ꎬ而且要注重“质”的提升ꎮ 正如本研究对紫堇

属模式标本馆藏现状分析结果ꎬ其中出现的种种

问题主要是由于模式标本数字化不规范造成的ꎮ
林祁等(２０１７)总结了模式标本数字化过程中的一

些常见问题ꎬ提出了植物模式标本数字化的规范

流程和技术路线ꎬ并对一些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

了解决方案ꎮ 今后ꎬ在模式标本数字化过程中相

关工作人员可以参考此标准ꎬ加大对合格标本入

库编目的审核ꎬ加强对模式标本信息ꎬ尤其是原始

文献的考证ꎬ对所有模式标本进行统一规范化整

理ꎮ 此外ꎬ还应当尽快推动国内中小型标本馆的

数字化ꎬ补充更多的模式标本信息ꎻ鼓励今后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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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发表新种时ꎬ严格按照命名法规来处理且尽

量将模式标本保存在国内几家大型标本馆里ꎬ以
方便管理ꎬ防止丢失ꎻ还应加派相关工作人员到国

外植物模式标本储量丰富的国家对模式标本进行

搜集与整理ꎬ加强与国外模式标本数据库的信息

共享ꎬ从而丰富我国的模式标本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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