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植物园标本馆发展史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所）标本馆是由已故院士陈焕镛教授创建于 1928

年，是国内最早的植物标本馆之一。1926 年陈焕镛教授于中山大学任教，1927

年 4 月 20 日到香港采集，同年创建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标本馆。1954 年 12 月

由中山大学农林学院改隶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2003 年 10 月因应中国科

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更名，始用现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 

本标本馆馆藏热带亚热带植物标本达 100 万余份，其中有种子植物 85 万份、

苔藓植物 4万份、蕨类植物 4万份、模式标本近 7000 份、复份标本 10 万份、液

浸标本 6400 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馆收藏的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植物标本占本馆标本的 8％。特

别有一批菲律宾标本，其本国标本已被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我馆在抗日期间

由于将标本转移到香港得以保存完好。本馆收藏最早的标本距今已有 160 多年的

历史。就馆藏标本的数目、整体规模及管理方式而言，本馆是我国三大植物标本

馆之一，也是植物鉴定权威机构之一。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标本馆 香港办事处旧址 

 

本馆从创建之初就注重科学的管理方法，沿承美国哈佛大学标本馆及世界上

其他标本馆的先进管理体制，制订了一套完善的管理方法，种子植物标本都必须

具花或果、采集记录资料详实，标本从科、属、种、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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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地进行分类管理。在过去无电脑管理的年代，建立了三套完善的卡片检索系统，

可根据植物的名称、采集人、采集号、标本流水号、地区分布等，从三套卡片系

统中迅速查到所需的标本。同时在标本内还附有大量的原始记载、重要专著等相

关的研究文献资料，把图书馆与标本馆有机地结合起来，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

的方便，也使标本定名更为准确，标本检索系统和标本台纸上随附的文献资料已

成为我馆标本管理的二大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科研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结合国家经济建设需要，承担了

海南、雷州半岛橡胶宜林地调查，华南植物资源调查、广西红水河流域综合考察、

广东中药普查、海岸滩涂、海岛调查、南岭山地考察、湖南武夷山区生物资源调

查，海南种质资源等国家攻关项目和中科院重点任务；进行了大量专科专属和部

分热带、亚热带重要植物群的系统分类研究，其中木兰科、报春花科、姜科和菊

科蒿属的研究分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二等奖。

中国第一部用现代植物分类研究方法编写的地方植物志—《广州植物志》由我馆

（1956）出版，第一部查询中国种子植物名称的工具书—《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辞

典》也由本馆出版。在《中国植物志》这部具有 80 卷 126 册的世界巨著中，我

馆主编或参加编写的共有 32 册，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强，我馆研究人员也参与了

Flora of China 中许多科的编研工作。其它主要著作还有：《海南植物志》、

《广东植物志》、《广东植物名录》、《南沙群岛及其邻近岛屿植物志》、《广

东珍稀植物图谱》、《常用中草药彩色图谱》、《香港稀有及珍贵植物》、《深

圳野生植物》、《中国木兰》、《香港植物志》、《香港植物名录》、《中国的

珍稀植物》、《乐昌植物志》等，还发表了大量的科学论文。同时发表了大量新

种新属，著名的活化石银杉 Cathaya 的发现受到全球植物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昔日的植物分类研究室现已发展成为植物系统演化研究中心，新建的分子生

物学实验室已成为研究热带、亚热带植物的重要基地。研究工作已走出国门，面

向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应有关国家邀请，本馆研究人员完成了《柬埔寨、

老挝、越南植物志》和《泰国植物志》部分科、属的编研。在发展传统分类学研

究的基础上，同时瞄准学科前沿，积极发展分子生物学和传粉生物学的研究，探

讨植物的亲缘关系和演化途径，并取得了重大进展，我馆研究人员于 2004 年发

现了植物界一种新的传粉方式，论文发表于在学术界享有最高声誉的《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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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为了更快捷方便地查阅馆藏标本信息资料，本标本馆在国内率先实施了标本

数字化，即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数据管理，将标本的基本数据录入计算机、标本

或图片用数码相机和扫描仪进行拍照和扫描并将之放在网上，从而在世界任何能

上网的地方均能查询到本馆的标本资料。 

在实施“标本馆改扩建项目”之前，老标本馆建筑面积为 3260 平方米，标

本储藏使用面积才 1161 平方米，1995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其保藏标本的条件和

标本的容量均不能满足改革创新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在中科院以及各级领导的关

心与大力支持下，本标本馆于 2000 年进入院知识创新工程建设系列，并作为重

点支持的标本馆获得”中科院生物标本馆网络建设工程项目“专项经费 1620 万

元。经过各级领导的悉心关怀、历代植物学家的鼎力支持、项目组全体员工的大

力协助，扩建、改造后的华南植物园标本馆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在原有二层旧楼

的基础上扩建成现有建筑面积 5600 平方米、馆藏空间比原来扩大了一倍的具有

现代气息的大型植物标本馆。 

 

改造后的标本馆(南楼) 新扩建的标本馆(北楼) 

 

现有的标本馆内外环境优雅舒适，一楼大厅周围布置成图文并茂的科普展

区，各楼层挂有大量精美的植物照片、油画等，增强了神圣的植物科学研究殿堂

气氛，成为社会普及科学教育的重要基地，使标本馆更好地发挥科普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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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库区全中央空调系统，使标本库基本保持恒温恒湿，有效地控制了标本

虫害的发生；在新馆区采用国际先进的手动式密集柜，不仅使标本贮藏能力大大

地提高，而且增强了防灾、防潮与防虫能力；同时更新和添置了一批显微镜与计

算机等仪器设备，为科学研究及标本数字化管理等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中国科

学院知识创新使本标本馆的硬件有了很大地改善，而且能与国际上任何大型标本

馆相媲美，标本馆的软件建设也在与之同行，目前标本馆的管理水平正在逐步提

高，对外联系与交流也在不断地加强，规章制度也在逐步完善，标本馆人员总结

我馆近 80 年来的各项规章制度，参考国内外各大标本馆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本馆

的实际情况，撰写了《标本馆手册》。 

一楼大厅科普展示 标本密集柜 

 

本标本馆未来发展目标是创建一个世界水平的区域性标本馆，其宗旨是使馆

藏标本极富华南区域特色，使华南及东南亚地区植物标本科属收集齐备，华南尽

可能收齐到种，并集齐华南热带亚热带重要科属的全世界标本。在科普方面，充

分利用本标本馆自身在科技信息、人才、设施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向社会公众传

播、普及最新和最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充分参与社会的教育功能，使本标本馆

成为植物科学研究的殿堂、公众认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的重要基地，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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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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