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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冠果是我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种"单属单种"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药用价值和生态价值$

为系统研究文冠果在我国的地理分布和资源特点"通过调研国内外主要标本馆的馆藏标本!或者

数字化标本信息#和已有文献"分析了文冠果的地理分布格局与主要分布区的资源特点$ 基于对

收集的 % %Y! 份文冠果标本的分析结果表明(文冠果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北&东北和华北地区的 !%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分布区域广&海拔差异大'不同地区文冠果花&果实形态大小存在差异"陕西

地区采集标本的平均果实直径明显大于其他地区'部分文冠果标本的采集地&采集时间等信息不

全"少量标本由于采集或管理不当导致标本不完整$ 该研究为利用数字化标本资源研究特色油料

植物的资源分布情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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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冠果#K.7=<26/4.5524@132019!d-G:/4$又名土

木瓜' 是 无 患 子 科 # =)U*GS)5/)/$ 文 冠 果 属

#K.7=<26/4.5$的植物'是我国特有的一种食用油料

树种*% #!+

'也是重要的园林绿化树种*0 #A+

'主要分布

于我国北方'模式标本产自我国北部*Z+

% 近年来我

国大力提倡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增加优质食用

植物油供给% 目前对文冠果资源的研究工作涉及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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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的亲缘关系"遗传多样性"良种选育"生长发育

特征等*3 #1+

'也包括对其种子品质"遗传变异"油脂

提取"油脂脂肪酸组成分析和功能评价等*Y #$+

'但对

该物种资源的地理分布格局的研究较少% 研究该物

种的地理分布格局'有利于了解其种质资源'指导对

该特有植物资源的合理保护与利用%

植物标本承载着大量的植物信息以及生境信

息'是记录生物多样性的档案'是分类调查植物资源

研究活动的百科全书'是植物学等专业研究工作非

常重要的科研基础'也是许多决策部门制定规章制

度的凭证依据*%"+

% 对文冠果所有馆藏标本进行准

确鉴定分析"对各植物标本共享平台的数字化标本

数据进行深度统计'是了解该类群物种多样性和分

布格局的有效途径% 本文对国内外多家数字化标本

馆中文冠果的标本信息进行整理与统计分析'结合

已有文献研究'阐明了文冠果资源的地理分布格局'

旨在为文冠果油料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提供有

价值的基础数据%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植物标本数据来源于国内外 3" 余家数字化标

本馆'通过访问 Q̀ P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MIIUH(77

RRR45OM4)545G7$和]=CC#中国国家标本资源平台

# MIIUH(77RRR4 GH**46F:45G7$" K+6T)+U+)GIH6G

c=<̂h#MIIUH(77U+)GIH48HI6F46F:7$"法国巴黎自然历

史博物馆#MIIUH(77H5*/G5/4(GMG4JF7$"纽约植物园

标本馆#MIIUH(77RRR4G.T:46F:7$"奥地利维也纳大

学博物馆# MIIUH(77M/FT)F*-(4-G*O*/4)54)I7$"德国

慕马丁路德大学标本馆 # MIIU(77RRR4-G*M)++/4

S/7$"英国爱丁堡植物园标本馆#MIIU(77RRR4FT:/4

-W7$"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 # MIIUH(77W/R4

6F:7$"美国哈佛大学格雷标本室 # MIIUH(77M-M4

M)FO)FS4/S-$"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标本室

#MIIUH(77RRR4)FT6F/I-(4M)FO)FS4/S-7$"德国慕尼

黑 国 家 植 物 标 本 馆 # MIIUH(77

T6I)G*H5M/HI))IHH)((+-G:4S/7$"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豪尼安瑟植物博物馆# MIIUH(77RRR4W-4SW7$等标

本馆的标本信息'对包括标本号"采集人"采集时间"

生境等标本信息进行统计'整理分析得出文冠果的

馆藏标本数量"馆藏标本采集地理分布"馆藏标本不

同地区果实形态差异"馆藏标本采集时间和果期等

情况%

?>结果与分析

!4%?馆藏标本和数量

通过对国内外数字化标本馆馆藏文冠果标本的

查询"统计与信息的整理#见表 %$'共获得 % %Y! 份

文冠果标本'其中国内馆藏标本数量 % %!3 份'国外

馆藏标本数量 Z3 份% 馆藏文冠果标本最多的有中

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东北生物标本馆

#!0% 份$"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植物标本室#!0"

份$'较多的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A%

份$"内蒙古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11 份$"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1Z

份$"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0A 份$"天津自然

博物馆植物标本室#0% 份$"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植物标本馆#0% 份$"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植物标本馆#!1 份$"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A

份$"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0

份$"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 份$和南京

林业大学树木标本馆#!" 份$'其次是新疆大学生命

科学与技术学院植物标本室#%1 份$"山东省林木种

质资源中心植物标本馆#%1 份$"复旦大学生物系植

物标本室#%A 份$"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

馆#%0 份$"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标本室#%% 份$"

河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室#%% 份$"曲阜师范大学生

物标本馆植物标本室#%" 份$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

态与地理研究所标本馆#%" 份$'其余数字化标本馆

的馆藏标本均不足 %" 份%

文冠果的模式标本#标本号(KP"""Z%"%%$现

存于美国哈佛大学标本室#PfP(由原有的格雷标

本室#KP$和阿诺德树木园标本室#@$联合组成$'

文冠果的等模式标本#标本号(N&"""!0Z"3$现存

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N&$%

表 =>文冠果标本的收藏馆及数量

标本馆及其代码 标本数量#份$ 标本馆及其代码 标本数量#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东北生物

标本馆#CEN$

!0%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植物标本室#d@f$ !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N&$ %A%

内蒙古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X@Q$ 1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研究

所标本馆#if\$

1Z

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N$ 0A

天津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C&$ 0%

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

#PCXQ$

0%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

馆#P]iN$

!1

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dcEQ$ !A

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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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标本馆及其代码 标本数量#份$ 标本馆及其代码 标本数量#份$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i<Q$

!0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Cd=Q$ !%

南京林业大学树木标本馆#]E$ !"

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植物标本室

#ecf$

%1

山东省林木种质资源中心植物标本馆

#=_E$

%1

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Ef=$ %A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f]$ %0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标本室#i]f$ %%

河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室#P&@Q$ %%

曲阜师范大学生物标本馆植物标本室

#DE]f$

%"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标本馆

#ecdC$

%"

九江森林植物标本馆#ccE$ $

纽约植物园标本馆#]g$ 1

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ef$ 1

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dc<Q$

Z

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Cd\$ Z

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N&g$ Z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标本馆#=X$ Z

佳木斯大学药学院药用植物标本室

#cX=XQ$

Z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 Z

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植物标本室#Pd]f$ A

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 A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eNPQ$ A

厦门大学生物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f$

0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d]f$

0

华中农业大学博物馆植物标本馆#QQ@f$ 0

南开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f$ 0

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植物标本馆

#=LK$

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森林植物标本

#Q=EC$

!

广西药用植物园植物标本室植物标本馆

#KeXK$

!

贵阳中医学院药学院标本室#KL<X$ !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中药系植物标本室

#PfE_$

!

东北农业大学生科院植物标本室#]&@f$ !

沈阳农业大学林学系树木标本室#=g@fE$ !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植物标本室#edKP$ !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

!

英国爱丁堡植物园标本馆#&$ !

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标本室#@$ !

德国慕尼黑国家植物标本馆#X$ !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植物分类室标本

室#Ec=C$

%

河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室#P&@Q$ %

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标本馆

#BdK$

%

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标本馆#含植物和

动物标本$#c=NQ$

%

北京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dcX$ %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室

#Q_dC$

%

福建省药品检验所#EcC_Q$ %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标本馆

#BdK$

%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博物馆#if$ %

德国慕马丁路德大学标本馆#P@B$ %

美国哈佛大学格雷标本室#KP$ %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豪尼安瑟植物博物馆

#Q$

%

合计 % %Y!

?注(数据截止时间为 !"!" 年 Z 月'标本馆代码参照 Q̀ P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MIIU(77RRR45OM4)545G7$%

!4!?采集地地理分布格局

!4!4%?垂直分布

在收集的 % %Y! 份数字化馆藏文冠果标本中'

有 %3Z 份标本有海拔的记录#见表 !$%

根据统计得到的最低海拔为 Z (#标本号(

Pd]f%""%$$31$'由王江敏于 !"%1 年 A 月 !0 日采

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南湖公园'现保存于河北师范

大学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Pd]f$% 最高海拔为

0 33" ('共有 0 份 #标本号( N& "%Y0$Y%Z" N&

"%Y0$3Y1"N&"%Y0$Y%3$'都是由青藏队植被组于

%$1Z 年 Z 月 !1 日采集于中国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罗

布林卡'现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N&$% Z"40;的文冠果标本集中分布于 % """ [

! """ (海拔范围内'!%4!%;的标本分布在 % [%$$

(海拔内% 目前中国植物志中关于文冠果的海拔并

无准确描述*%%+

'本研究结果可作为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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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文冠果的海拔分布及数量

海拔7( 标本数量#份$ 比例7; 海拔7( 标本数量#份$ 比例7;

""% [%$$ 0Z !%4!% % 3"" [% 1$$ Y A4YZ

!"" [0$$ 0 %4Y! % Y"" [% $$$ %" 34"3

A"" [Z$$ %" 34"3 ! """ [! %$$ A !4A!

3"" [1$$ 3 043A ! !"" [! 0$$ %" 34"3

Y"" [$$$ 3 043A ! A"" [! Z$$ ! %4!%

% """ [% %$$ %" 34"3 0 3"" [0 1$$ 3 043A

% !"" [% 0$$ !1 %3403 合计 %3Z %""4""

% A"" [% Z$$ !Y %34$1

!4!4!?标本地理分布

在获得的 % %!3 份国内文冠果标本中'有 %"A

份标本采集地点信息缺失或模糊无法识别% 剩余的

% "!! 份有采集地点的信息记录'采自中国共计 !%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见表 0$% 其中来自内蒙古

自治区#!A$ 份$"宁夏回族自治区#!"1 份$和辽宁

省#%!! 份$的标本最多'较多的省市还有陕西省#$A

份$"北京市#3A 份$"甘肃省#ZA 份$和山西省#Z%

份$'其次是河北省#01 份$"山东省#00 份$"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Y 份$"河南省#!! 份$和青海省#!%

份$'其余不足 %" 份的省市有黑龙江省#$ 份$"四川

省#Y 份$"西藏自治区#1 份$"天津市#1 份$"吉林

省#0 份$"上海市#! 份$"云南省#! 份$"湖北省#%

份$"湖南省#% 份$等%

表 @>文冠果标本的地理分布

采集地 分布点

内蒙古
通辽"赤峰"宁城"库伦旗"扎鲁特旗"翁牛特旗"乌审旗"昭盟"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后旗"阿鲁科尔沁旗"鄂尔多斯"

扎兰屯

宁夏 银川"盆池

辽宁 沈阳"鞍山"海城"大连"建平"义县"朝阳

陕西
西安"宝鸡"榆林"延安"延长"延川"安塞"咸阳"武功"眉县"凤县"石泉"靖边"商南"黄龙"甘泉"合阳"绥德"富县"

旬邑"麟游"清涧"长武

北京 顺义"房山"昌平"海淀

甘肃 天水"迭部"合水"崇信"甘谷"榆中"武都"西峰"正宁"花池"宁县"陇山"定西"平凉

山西 太原"五台"太谷"蒲县"乡宁"交城"泌县"中阳"翼城"离石"大宁"永和"吉县"临汾"运城"忻州

河北
唐山"沙河"涉县"怀安"围场"青龙"迁西"遵化"怀来"涿鹿"魏县"蔚县"三河"临漳"大名"曲阳"阳原"万全"盐山"

东光"张家口

山东 济南"秦安"德州"烟台"潍坊"济宁"青岛"城阳"威海"藤州

新疆 乌鲁木齐"喀什"和田

河南 郑州"封丘"陕县"许昌

青海 西宁"循化"都兰"乐都

黑龙江

四川 苍溪县

西藏 拉萨"察隅

天津 河北区

吉林

上海

云南 昆明

湖北 罗田

湖南

奥地利 维也纳

美国 纽约

墨西哥 墨西哥城

??在获得的 Z3 份国外文冠果标本中'有 00 份标

本采集地点信息缺失或模糊无法识别'有 !" 份标本

注明采集地为中国但无具体地点'其余 0 份分别为

奥地利维也纳"美国纽约和墨西哥墨西哥城#见表

0$% 其中于 !""A 年采自奥地利维也纳的文冠果标

本#标本号(if""0"""$$现保存于奥地利维也纳大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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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博物馆#if$'于 %Y$Y 年采自美国纽约的文冠果

标本#标本号(]g!AAY!%$$现保存于纽约植物园标

本馆#]g$以及于 %Y$A 年采自墨西哥墨西哥城的文

冠果标本#标本号(&""0$AY3Z$现保存于英国爱丁

堡植物园标本馆#&$%

由表 0 可知(文冠果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北"东北

和华北地区'文冠果整体呈零散分布'部分呈块状或

片状分布!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甘

肃等地'在新疆"西藏"山东"辽宁等地区零散分布!此

外'部分平原地区如天津"湖北等地也有零星分布%

!40?不同采集地区的文冠果花瓣形态差异

本次共收集统计文冠果有花标本 %!% 份'其中

花瓣为单瓣白花型#花瓣平展'多为 Z 瓣'花瓣上部

为白色'花瓣基部初为黄色'后逐渐变为紫色$的文

冠果标本有 %%A 份'为单瓣红花型#花瓣较小'花瓣

初为黄色'后渐为枣红色'花瓣上有紫色条纹$的标

本有 Z 份'为重瓣紫红型#花瓣稠密'约 !Z 枚'花瓣

基部初为黄色'后变为紫红色'不结实$的标本有 %

份'为重瓣黄花型#花瓣 %3 [!" 枚'基部黄色'上部

白色'密集扭曲'不结实$的标本有 % 份% 单瓣白花

型在各采集地区为主要的花瓣类型'所占比例极大

#$A4!%;$'这可能与单瓣白花型是结实产种的主

要类型有关%

!4A?不同采集地区的果实形态差异

对 % %Y!份国内外数字化标本馆馆藏文冠果标本

进行统计分析'仅有 YY 份具果标本'对具果的文冠果

标本中的成熟果实进行测量'得到各项指标'见表 A%

表 A>不同采集地区的文冠果果实形态

采集

地

果实纵轴长 果实横轴长

均值75(变异系数7; 均值75(变异系数7;

纵横

比

青海 A4Z" !!4!! 04Y" %04%3 %4%Y

山西 04"" %%4Y3 !4Y0 %%43Z %4"3

陕西 Z4A" %3431 A4Z" %0400 %4!"

内蒙古 A41" %34Z1 A4!" !!4A! %4%!

甘肃 A4A" "!4!1 04Z" %%4A0 %4!3

河北 !43Z %04!" !41" %Y4Z! "4$Y

山东 A4!$ %041Z 04YY %"4A" %4%%

??由表 A 可知'陕西省的文冠果果实纵轴长最大'

均值为 Z4A" 5('河北省的果实纵轴长最短'均值为

!43Z 5(% 陕西省的文冠果果实横轴长最长'均值

A4Z" 5('河北省的文冠果果实横轴长最短'均值为

!41" 5(% 青海省的果实纵轴变异系数与内蒙古自

治区的果实横轴变异系数均较大'都超过了 !!;%

果实的纵横比反映了果实的形态'甘肃省的文冠果

果实纵横比最大'为 %4!3'故形态较为-细长.'而河

北省的文冠果果实纵横比最小'为 "4$Y'故形态较为

-矮胖.'不同地区的文冠果果实形态差异较显著%

!4Z?采集时间情况

!4Z4%?采集年份

对 % %Y! 份国内外数字化标本馆馆藏文冠果标

本采集时间进行统计分析'有 0!" 份标本采集时间

信息缺失或模糊无法识别'剩余 Y3! 份标本有采集

时间的信息记录'见图 %%

图 =>文冠果标本的采集时间阶段性分析

??由图 % 可知'文冠果标本多采集于 !% 世纪以

前'其中最早的文冠果标本于 %Y0" 年采自中国#标

本号(P@B"%!"%00$'现保存于德国慕马丁路德大

学标本馆#P@B$% 文冠果标本采集有 0 个递增高

峰期(第 % 个采集高峰期在 %$0"&%$0$ 年'所采集

的文冠果标本有 31 份!第 ! 个采集高峰期在

%$Z"&%$Z$ 年'所采集的文冠果标本有 %30 份!第 0

个采集高峰期在 %$Y"&%$Y$ 年'所采集的文冠果标

本有 !YA 份% 在 %Y0" 年以前" %YZ"&%YY$ 年和

%$A"&%$A$ 年没有文冠果标本采集的记录% 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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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馆藏标本的采集历史'根据标本的采集规律'可

以用来预测可能的采集趋势和采集空缺% 调查资料

显示'我国对文冠果进行研究始于 !" 世纪 Z" 年代

中期'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在 !" 世纪 1" 年代'后来

由于各种因素对文冠果的研究中断了数年时间% 文

冠果在-十一五.期间#!""3&!"%" 年$迎来了在生

物质能源上的发展机遇'被确定为我国北方唯一适

宜发展的生物质能源树种% 这一趋势与本研究统计

的数字化文冠果标本的采集时间较符合%

!4Z4!?采集日期"花期和果期

在 A"% 份已上传图片的文冠果标本中'有 %1Y

份标本有花'YY 份标本有果'见表 Z% 在/北京植物

志0中对文冠果花期和果期的描述为花期 A&Z 月'

果期 1&Y 月*%!+

'通过统计所得的文冠果花期与/北

京植物志0中的描述相近'而统计的果期相比于/北

京植物志0的记载来说更长'这可能与不同地区的

土壤"气候和栽培管理等因素有关%

表 D>文冠果具花(具果标本的采集时间

月份 具花标本数量#份$ 具果标本数量#份$

"A !3 %

"Z 1$ %Z

"3 %3 0%

"1 % !%

"Y " 3

"$ " !

%" " %

无 Z3 %%

合计 %1Y YY

@>讨>论

文冠果主要分布在我国华北"东北及西北地区%

黄土高原是文冠果自然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分布

区主要在温带和暖温带气候区内'天然分布区内植

被以灌草为主% 文冠果作为我国特有木本油料树

种'在生态修复"园林绿化"生物能源"食用油脂和医

药保健等领域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利用价值% 文冠果

造林 0 年后就可开花结实'%Z [!" 年进入盛果期'

结果期可持续 %0" [%Z" 年*%0+

'是优良的经济和造

林树种% 本研究共收集整理得到 3" 余家国内外数

字化标本馆的文冠果标本记录'其中 Z% 家为我国的

数字化标本馆'并对得到的 % %Y! 份标本进行分析'

其中仅有 0 份采集地点为国外'而 %01 份标本采集

地点信息缺失或模糊无法识别'剩余 % "A! 份标本

均采自中国'约占所有标本馆藏量的 YY;% 统计得

到采集于国内的文冠果标本覆盖 !% 个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并且各采集地的气候差异较大% 在本文统

计的文冠果标本中采自内蒙古自治区的标本份数最

多#!A$ 份$'在 % "A! 份采集地为中国的标本中约

占 !A;% 而且调查资料显示'内蒙古自治区在我国

种植文冠果的历史最为悠久'长达 % """ 余年'在内

蒙古自治区的中东部有许多生长百余年的文冠果大

树% 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文冠果具有较强的抗性与

适应性'适合在北方干旱和寒冷地区栽培种植'这也

间接反映出国家有关部门在北方推广种植文冠果能

源林的可行性%

目前文冠果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食用油脂和

生物柴油领域'因此种仁和种子的含油率是评价油

用文冠果品质的重要指标% 但是'从文冠果数字化

标本资源中无法获取含油率的相关信息% 文献调研

结果显示'作为文冠果的集中分布区&&&内蒙古阿

鲁科尔沁旗坤都林场"阿旗东山"翁牛特旗'河南陕

县'河北蔚县和承德的果实种仁含油率最高'其次为

种子和种皮含油率*%A+

% 刘淑明等*%Z+对采自内蒙古

赤峰'陕西延安"安塞'甘肃子午岭"靖远'青海循化'

新疆喀什"伊宁等 Y 个产地的文冠果种仁含油率的

分析表明'种仁含油率均在 Z0;以上'其中陕西安

塞种群的最高含油率可达 ZY43";% 邓红等*%3+对陕

西"河南"辽宁等省的文冠果种仁含油率进行测定'

得到含油率从大到小的产地依次为陕西志丹"内蒙

古赤峰"陕西杨凌"辽宁建平"吉林白城"陕西西安"

河南灵宝'其中陕西志丹所产文冠果的含油率最高

可达 3Z4!;% 牟洪香*%1+对采自内蒙古"河南"河

北"陕西和甘肃等 %A 个文冠果自然群体的 %Z 个相

关性状#小叶数"果质量"每果种子数"种子质量"含

油率等$的研究表明(分布地区内的变异是文冠果

的主要变异来源'而且各地区种仁"种皮及种子的含

油率之间差异显著'但与单一生态因子#如经纬度"

海拔"年均温"年降水量等$的相关性不显著!文冠

果种仁"种皮和种子的含油率分别在 Z040"; [

Z$a1";"%4""; [%41Z;"!Aa03; [!$4A";之间!

文冠果油主要脂肪酸为亚油酸"油酸"亚麻酸"花生

三烯酸和棕榈酸'碳链长度主要集中在 Q%3 [Q%Y

之间'而且各脂肪酸的含量随地理纬度与经度的变

化呈现一定的变化规律% 综合文献调研结果分析认

为'文冠果种子的含油率和该种群的遗传特性"地理

分布"土壤特性"水肥管理和气候因子有一定关系'

但是其种仁含油率总体较高'平均在 Z";以

上*%Y #!"+

% 因此'文冠果是开发食用油脂和生物柴油

的优良木本油料树种%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加

大对不同产区的天然和人工种植的文冠果含油率及

油脂组成成分的分析'并探究与地理"气候和土壤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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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间的关系'为优良油用文冠果品系的选育提供

理论依据和种质来源%

本文统计分析的全部文冠果标本多采自 !" 世

纪'在 %$A"&%$A$ 年间文冠果的标本采集份数为

零'文冠果的大部分标本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采集

得到% 在所收集到的标本中'一半以上的文冠果标

本图片未上传% 在已上传标本图片中'有部分图片

不够清晰'采集地点"采集时间等信息模糊或无法识

别% 部分标本没有花和果实只有枝叶'并且存在少

量采集不完整或由于管理不当原因导致标本的部分

损坏'而完整的一份标本应包含有顶芽"枝干"叶片"

花或果实*!% #!!+

% 在统计中还发现许多标本的信息

录入不全'还有部分标本的信息录入错误'如标本号

为 =_E%""10A" 的标本图片上有花而录入的信息为

无花'标本号为 P]iN"!"$0%Z 的标本图片上有果

实而录入的信息为无果实% 此外'部分植物标本旁

无刻度尺和比色卡'在对果实"花朵等部位进行大小

测量以及颜色观察时不便% 植物标本的完好程度以

及标本信息的准确度决定了物种鉴定与其他研究的

精确度% 鉴定物种的原始凭证是现实标本馆中的馆

藏标本'以标本为载体的标本信息是研究的原始数

据'所以植物原始的馆藏标本的管理和保护需要加

强*!0+

% 而对于国内外的数字化植物标本馆'应加强

标本的信息化与管理工作'建立更加完善与便捷的

标本查询与导览系统'让植物标本资源实现社会化

共享% 因此'今后在植物标本"拍照上传以及信息录

入等方面都需要更加完善'对于错误的信息需要及

时更改%

A>结束语

文冠果浑身是宝'其作为我国特有的木本油料

树种具有很大的研究和开发利用价值% 以馆藏数字

化文冠果标本为第一手资料'研究其地理分布'生长

环境'品系间叶"花"果的差异'可掌握该物种的生物

学基本性状和资源分布特征'为植物油料资源的研

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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