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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多样性是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植物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

缺的条件。 植物志 (Flora) 是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最为基础的植物典籍, 它为物种的准确

鉴定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保证, 为合理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科学依据, 在服务于我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 生物资源短缺、 生态环境脆弱和生态安全形势日趋严峻, 对生物多样性和生物

资源的保护、 保存、 研究和利用已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主题。 如何实现物种快速准确识别, 进而对其

科学评价、 发掘和保护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和新挑战。 传统植物志存在一定局限性, 基于传统形态学

特征的物种鉴定在一定程度上已无法满足人们认知物种的需求。 尽管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 大多数植物志已实现了电子化并提供网上检索和查阅, 但仍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植物物种准确、
快速鉴定和遗传信息高效获取的目标。

近年来, DNA 条形码技术的发展为物种鉴定提供了分子水平的精细分类学标准, 使物种的准确

快速鉴定成为可能 (Li 等, 2011a, b)。 生物信息学、 数字成像分析、 分子遗传学、 基因组学和 GIS /
遥感等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植物志的革新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有力的技术储备。 据此, 我们首次提出构

建新一代植物志 (iFlora) 的理念, 即: 将现代植物学、 DNA 测序技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 通过系列

关键技术的集成和攻关, 构建便捷、 准确识别植物和掌握相关数字化信息的智能植物志 (或智能装

备) (李德铢等, 2012)。
iFlora 是整合现代植物学、 DNA 测序技术与信息技术的集成装备, 它将改变人们传统认知物种的

方式而采用机器和遗传信息对物种进行识别和鉴定。 因此, 在对智能装备的研制和遗传信息的高效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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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同时, 还需要建设与设备对接的基于云服务技术的信息共享和应用平台, 对植物数据信息进行分

级、 功能划分、 智能化处理, 以及管理分析、 共享和转化, 并尽可能保证植物数据信息更加客观、 完

善并反映最新研究动态。 iFlora 的内容不仅包含传统植物志的检索表、 物种的描述, 以及生境和产地

信息, 还将包括物种较精准的分布信息 (包含 GPS 信息)、 图像、 DNA 序列数据和分子系统发育等

信息数据库, 同时建立高效的电子化比对和搜索工具,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快速物种鉴定和相关信息获

取; 吸收和融合植物学最新研究成果, 并能及时更新植物志中的错误和不准确之处; 补充现代植物志

必要的新元素; 构建开放、 共享的数据化分析和应用平台。
《中国植物志》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 收录植物种类最多的一部旷世巨著, 历尽四代植物学家 45

年艰辛编著才圆满完成和出版。 与 《中国植物志》 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 如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 以及 《云南植物志》、 《西藏植物志》 等地方植物志书也已相继出版。
这些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以及国家和区域植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和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
目前 Flora of China 编研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这些植物学巨著的出版, 以及中国植物物种信息数据库、
中国虚拟标本馆网络在线植物志资源等网络信息检索平台的开发和建立为 iFlora 的研发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2009 年来, 在中国科学院大科学装置开放研究等项目支持下, 昆明植物研究所联合全国 22 个

科研院校, 已经获取我国维管束植物三分之一属级水平的条形码数据, 并建立了植物 DNA 条形码网

络集成平台。 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 云服务技术将海量的数据信息与各领域专家的认知能力进行整

合, 构建出便捷的信息检索、 分析和获取服务工具。 这些前期工作积累为 iFlora 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有力地推动了植物 DNA 条形码的研究, 同时也促成了我们对 iFlora 研究计划的思考和提出。
iFlora 的研发将为植物分类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也为我国植物学家提供新的机遇和挑

战。 iFlora 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技术攻关, 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 为加深对 iFlora 理念的

理解和认识, 进一步推动 iFlora 的研发, 《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 组织了本专辑的出版。 专辑共收录

了 11 篇文章, 从多层次多角度围绕 iFlora 研发、 DNA 条形码研究和分子鉴定等进行论述和讨论。 李

德铢等 (2012) 从现代植物学发展趋势、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等方面提出了 iFlora 的理念, 对其概

念和科学内涵作了概述, 并讨论了其应用前景; 方伟和刘恩德 (2012) 回顾了经典植物分类学发展

历史, 强调了基于新的技术和理念的 iFlora 将成为经典植物分类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 杨湘云等

(2012) 从野生植物种质资源保存和利用的现状和意义等方面, 探讨了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应用于 iFlo鄄
ra 研发的重要性等问题; 杨雅等 (2012) 检索并分析了与 iFlora 研究相关的 DNA 条形码、 生物多样

性信息库、 基因测序技术、 移动鉴定设备等研究论文和情报, 探讨了 iFlora 研究计划在未来植物多样

性研究的趋势; 曾春霞等 (2012) 提出了 iFlora 作为一种智能装备的工作框架的建议和应用前景; 陆

露等 (2012) 探讨了 iFlora 包括的具体内容, 数据信息的分级内容、 特点和功能, 并以研究基础较好

的杜鹃花科白珠树属为案例, 介绍了 iFlora 采用的核心数据、 基础数据和拓展数据构成的三级信息及

其功能, 同时提出了信息整合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李洪涛等 (2012) 介绍了植物遗传信息及其获取

技术发展概况, 以及其在 iFlora 中的重要作用; 高连明等 (2012) 根据植物 DNA 条形码研究的特点,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植物 DNA 条形码研究技术标准和规范建议指南; 作为 DNA 条形码应用

的一个重要方面, 袁庆军等 (2012) 讨论了中药分子鉴定的方法和原则; 蔡箐等 (2012) 以剧毒的

鹅膏菌为例, 建议将 ITS 作为鹅膏属的核心条形码, tef1鄄琢 和 nLSU 作为该属的辅助条形码; 庄会富

和王雨华 (2012) 提出了 iFlora 科技领域云的建设构想。
iFlora 是一个全面开放的系统, 服务公众是其宗旨。 iFlora 的开放还体现在可以根据学科的发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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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更新, 不断注入新的内容。 iFlora 理念是在 DNA 条形码技术、 分子系统学、 基因组学、 生物多样性

信息学和计算机科学以及云服务技术等领域快速发展过程中, 对植物分类学发展的思考而提出的。
iFlora 计划的实施需要集思广益, 在推进过程中吸纳各学科有益的元素, 并不断接受各方评论或批评

方能促进其发展和完善。 本专辑文章所涉及的内容也体现了作者们各自的观点和思考, 希望本专辑的

出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进一步推动我国 iFlora 研究计划的开展, 这就是我们组织这组文章的初

衷。 由于时间紧、 任务重, 专辑中可能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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