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资源
共享平台建设

陈艳雷振宇 张旭刘 燕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91)

摘要：构建自然保护区资源共享平台，将实现自然保护区生物实物与标本资源的社会化共享，成为自然保护区科学研

究的基础平台和普及自然保护区科普知识的重要途径，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共享信息。本文从

相关标准规范的制定、共享平台结构、实现的功能以及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资源数据库系统等几个方面对自然保护区生物

标本资源共享平台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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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Biological Specimen Information Shared Platform

Chen Yan，Lei Zhenyu，Zhang Xu，“u Yan

(Institute of Forest Resource Information Tchniques，CAF，Beijing 100091)

Abstract：Biological specimen information shared platform can prompt the value of nature reserve resource

specimen sharing and popularizing in society，which will be the basic platform and important role of study nature

reserve．This paper introduced in detail the standard，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system and the biological

specimen databa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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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技资源是支撑国民生产、生活和社会

科技活动的重要战略物质基础，对国家的社会经

济、科技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为了整合植物种质、动物种质、微生物菌种、人类

遗传、生物标本、岩矿化石标本、实验材料与标准

物质等领域的自然科技资源，实现资源的全社会

共享，科技部开展了国家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建设。而自然保护区是具有公益性、基础性和战

略性的重要自然科技资源保护保存设施，是野生

动植物、微生物资源与标本的战略储存库，是国

家自然科技资源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保

护区的资源调查和生物标本整理整合共享试点

工作是国家自然科技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

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或者

有重要生态功能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或者繁育地、有特

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地，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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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区域(国务院令第167号，1994)。至2005

年底，我国已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2349

处121，总面积150万平方公里，有效地保护了我国

85％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群

类型、65％的高等植物群落类型以及20％面积的

天然林，它们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态

功能最强、最急需重点保护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

统。最近完成的全国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大熊猫

和湿地调查结果显示，我国40％的天然湿地，以

及85％以上的珍稀野生动植物物种，特别是

6l％的大熊猫、100％的朱鹃等物种的野外种群，

依靠自然保护区都得到了有效保护。因此，自然

保护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态功能最重

要、急需重点保护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是生

物资源的集中分布区。开展自然保护区的资源调

查，确定生物资源及其标本的位置，使自然保护

区成为快速得到新的种质资源和标本的基地；将

标本与生物资源实物及其生长环境的数字化、信

息化，建立自然保护区资源和标本的数字化共享

平台，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平台相关领域资

源的利用效率，而且对国家科技、经济、社会发展

等发挥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将极大地促进科学

研究和科学知识的普及【3一】。

l 资源共享标准规范

为实现资源收集、整理、保存和共享的标准

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由国家组织专家制定了相

关标准规范、法律法规和相应的运行机制。编制

完成了《国家自然科技资源分类与编码标准》、

《国家自然科技资源共性描述规范》，具体制定了

700余套个性描述规范和190余个收集、整理、保

存技术规程。在国家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相

关标准规范基础上，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标准化

整理、整合与共享子项目根据自然保护区生物标

本资源的特点对标本信息整理、整合与共享的标

准规范进行了研究。主要制定了如下标准：《自然

保护区编码规范》、《生物标本资源编码规范》、

《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资源共性描述规范》、《多

媒体信息采集规范》、《保护区珍贵树种木材标本

采集制作规范》、《自然保护区民族药用植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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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采集标准》、《植物群落样地调查的规范化整

理、录入与标准》、《自然保护区标本采集整理技

术标准》、《共性描述数据上报规范》、《多媒体信

息上报规范》、《数据汇交规范》、《数据质量控制

工作流程规范》、《数据共性信息共享规范》等。

在保护区生物标本的标准化整理、整合及共

享过程中，大概包括以下环节：标本的采集、整

理；标本信息的数字化、数字信息的标准化；标本

数字化信息的质量控制；数据汇交；汇交完成后

的信息共享。

图1 标准规范与标本信息整理、整合与共享的关系

可以看出，标准规范是按照标本信息的处理

流程制定的。标本信息标准化整理、整合与共享

的实现与它们息息相关(图1)。信息共享的实现，

需要各个环节的配合。在各个环节中，都要按照

相关规范的要求对信息进行相应的处理，绝不是

单靠某个环节就可以实现的"一1。标本信息在整

理、整合和共享实现的过程中，始终有相关的标

准规范贯穿其中。

2 资源共享平台体系结构

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标本大部分保存在

各地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以及保护区管理部门，

为了完成这些分布保存的野生动植物标本数字

化和社会化共享，本共享服务平台采用基于In-

temet的浏览器／服务器(B／S)体系结构，综合应

用Web GIS、Web数据库、Web Serviee、XML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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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平台选择了Microsoft Visual Studio．Net 2003

作为系统开发工具，采用c#作为业务中间层的

实现语言，采用asp．net语言作为系统的表现层

的实现语言。平台体系结构由基础层、技术层、数

据层和应用层构成"q’(图2)。

基础层由平台体系结构设计标准、数据标准

和平台技术规范等组成，还包括数字保护区建设

的网络环境、基础设施等。它们是自然保护区生

物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基础保障和前提条

件。

数据层是保护区生物标本共享平台建设的

核心内容，是整个平台的体系基础，为数字保护

区建设提供多源共享数据，包括基础地理数据

库、专题空间数据库、统计数据库、景观图像、声

音、VCD片段库、自然保护区研究成果库。

技术层是平台建设的支撑条件，主要由各种

系统设施和．NET框架、C#、Java、VB等系统运行

环境与开发工具组成，还包括3S技术、网络技

术、三维可视化技术、数字传感器技术、多媒体技

术等。

应用层是数字保护区建设的系统实现，针对

数字保护区服务对象和目标建立相应的业务系

统，主要有自然保护区管理系统、标本管理系统、

保护区巡护管理系统、无线网络监测系统等。

3 共享数据库系统

童圆圈囝图口

咽圈图圈圈圈

图2 资源共享平台体系结构

字化的基础，主要包括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以及

多媒体信息。其中，空间数据包括基础地理数据

库、专题空间数据库；属性数据包括公共信息数

据库、统计数据库、自然保护区研究成果库。

3．1 空间数据

基础地理数据库主要包括示范保护区的基

础地理要素的分层数据，例如：政区界线、道路、

水系、等高线等图层。专题空间数据库主要包括

自然保护区分布数据、示范保护区植被分布、功

能区划、物种分布、巡护路线等图层数据。

3．2 属性数据

生物标本资源共享平台的数据库是标本数 公共信息数据库是根据自然保护区生物标[二巫互堕田

图3 资源共享平台功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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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化要求，在统一的编码规范下，建立自然

保护区公共信息编码数据库，主要有全国自然保

护区名录、全国动物名录、全国植物名录、主要濒

危物种。统计数据库是根据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

标准化要求，在统一的编码规范下，建立自然保

护区统计数据库，包括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全

国动物名录、全国植物名录数据库、保护对象属

性数据库、野生动植物资源数据、保护区生物标

本数据、相关政策法规文件库。自然保护区研究

成果库主要收集与相关自然保护区有关的研究

成果，包括文本、图形、数据、表格等格式存储管

理的数据。

3．3 多媒体数据

多媒体信息主要是景观图像、声音、VCD片

段库。该库的主要内容是自然保护区内重点保护

对象、旅游景点及重要设施的图片、声音、VCD片

段等。

4 共享平台系统功能

报、汇交和共享等工作流程的分析研究，从系统

的实用性、技术的先进性等角度考虑，信息共享

服务系统应包含如下内容：标本数字化系统；用

户管理系统；数据传输系统；数据检查系统；数据

在线修改系统、数据共享等功能(图3)。

4．1 标本数宇化

标本数字化主要为各标本保存单位提供统

一的录入软件，完成标本的数字化以及录入信息

的检查、修改、删除等工作。

4．2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模块主要是对平台用户权限、角色

的控制，包括用户注册、用户登陆、权限的修改和

用户的删除等功能。各项目成员单位必须成为本

平台的注册用户，且管理员赋予用户权限后才能

通过用户登录，获得数据上报FrP地址，完成数

据上报工作。

4．3 数据检查

平台管理员可以根据保护区名称和信息类

通过对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标本数据上 型(如保护区，动物，植物，标本馆)对用户上传的

～3昏一
图4 资源共享平台管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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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资源共享门户网站

XML文件进行合法性的检验。如果数据文件合

法，则更改该文件的状态，为管理员上载XML数

据到数据库提供了依据和前提，如果数据文件不

合法，则生成错误报告文件，文件保存在用户上

传的m目录下和以上传的XML文件命名的
．t)【t文件中，方便用户进行更改。

4．4 数据修改

在线修改数据的实现，首先是行业专家对已

入库数据内容进行检查，专家根据保护区名称和

信息类型(如保护区，动物，植物，标本馆)对入库

的记录进行组合筛选，然后对信息内容的准确性

进行检查。如果内容正确，则将该记录的状态设

置为正确，这将为以后的查询提供前提和依据。

如果内容有误，专家选择错误的字段，写出错误

的信息描述，然后提交到数据库，此时就将数据

库中该记录的错误字段信息设置为错误，这些被

标记为错误的记录，是用户在线修改的前提和依

据。数据提供者看见专家标记了的错误记录和错

误字段后(错误字段以红色背景显示)，可以直接

对这些字段进行修改，然后提交，此时将数据库

中的错误标记的记录状态改为修改状态，为专家

的再一次检查提供搜索的依据。

4．5 数据资源共享

数据共享主要通过自然保扩区资源共享网

站(http：／／www．papc．cn)实现。本模块包含两部

分，一是项目内部共享网站(图4)，为了便于项目

组内部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和项目总体组下发

通知等工作的开展，本课题开发了项目内部交流

管理网站。该站点只对项目内部用户开放，且须

凭系统管理员开通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网站主

要包括的功能是：项目简介、项目通知、标准规

范、数据上报、数据验收管理、在线讨论等。一是

对外的保护区资源共享门户网站(图5)，主要包

括：信息检索、查询、浏览功能；信息发布；数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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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等。

4．6 数字保护区建设

针对国家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自然保护

区标本整理、整合与共享工作的需要，以湖南壶

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试点开展数字化保护

区建设。平台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

技术(RS)、卫星定位系统(GPS)、网络技术、多媒

体技术、三维可视化技术、数字传感器技术等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整合自然保护区基础地理、资

源、物种、区划、巡护、监测等相关数据，以GIS和

数据库为基础构建数字保护区基础信息管理平

台，实现保护区数据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应用，形

成具有现代技术特点的“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数

字博物馆”。

5 结论和讨论

野生动植物标本信息共享服务系统实现了

从标本数字化录入到数据上报、汇交、检查验收

以及共享的一体化管理，促进了自然保护区生物

标本资源的信息化管理，极大提升了自然保护区

资源的利用价值。此外，从技术上解决了野生动

植物标本描述规范的数字化表达，定义了描述规

范的模式(Schema)文件，并在数据录入、数据汇

交中应用模式文件定义XML文档结构、检验

XML文档语法；同时对XML文档数据交换的相

一38一

关技术进行了探讨。在信息共享服务系统中，数

据处理整合完毕后，存人数据库中，本项目数据

库中存储了大量的标本数据。但是，目前实现共

享的方式还是集中式共享，对于不同应用间基于

相关规范的数据交换共享，还需做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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