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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中真菌拉丁学名的正确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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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鉴于科技论文中真菌拉丁学名表述不规范现象比较
普遍，根据最新《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维也纳法规）要求，介绍

真菌拉丁学名的命名规则和书写规范，总结了真菌学名表述常

见问题和注意事项，并对真菌学名正确与否的查证方法进行阐

述，旨在引起论文作者和期刊编辑对此问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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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真菌的科技论文中，物种拉丁学名使用频率

很高，这是由当前学术交流国际化的需求和物种拉丁

学名的国际通用性决定的。国内外学者在查阅文献

时，往往以拉丁学名作为第一关键词进行检索；然而，部

分刊出论文由于漏标或者使用不规范以及错误的拉丁

学名，而导致其学术影响力大大降低，甚至引发学术误

导。笔者结合《食用菌学报》编辑实践，对真菌物种学名

的正确使用和常见错误进行探讨，以期对相关科技期刊

编辑编修论文中的真菌物种拉丁学名有所帮助。

１　真菌拉丁学名构成和书写规范

　　科技期刊编辑要对拟用稿中真菌学名进行有效甄
别和修改，首先要求对真菌物种名称构成和书写规则

有一定的了解。

１１　真菌物种拉丁学名的构成　真菌物种命名采用
生物学中一贯沿用的林奈（Ｌｉｎｎａｅｕｓ）“双名法”，即一
个完整物种拉丁学名由属名 ＋种名加词（种加词）＋
命名人姓氏 ＋命名时间等 ４部分组成［１］。以茶薪

菇为例，其拉丁学名“Ａｇｒｏｃｙｂｅｃｙｌｉｎｄｒａｃｅａ（Ｄ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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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者，或者在作者署名结尾处甚至起始处署上协作组

的名称；但无论如何，面对一篇存疑的署名“共同第一

作者”的投稿，编辑部处理起来应该有合乎逻辑和既

定规范的依据，以避免来稿照登。

可能对部分作者来说，共同第一作者或者通信作

者似乎是一个自封的“头衔”，为了避免成为滥用这种

头衔的认证单位，编辑部最好在查明各位作者的何种

贡献并备案后，以同等贡献的方式作客观表述。

以上对共同第一作者和作者贡献的处理方法，目

前并无定论，部分杂志有着自己的表达方式［７］。笔者

所表达的主题只是顺应主流发展趋势，提出相关概念，

以引起编者和读者的关注，最终只是为了规范办刊，即

使目前看来是很小的一个方面，但也是对科学真实性

和严谨性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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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的“Ａｇｒｏｃｙｂｅ”为属名，“ｃｙｌｉｎｄｒａｃｅａ”为种加词，
“ＤＣ．”是首次定名人姓氏缩写（该种首次是以“Ａｇａｒｉ
ｃｕｓｃｙｌｉｎｄｒａｃｅｕｓＤＣ．”这个学名来发表的），“Ｍａｉｒｅ”和
“１９３８”分别是现名的定名人姓氏和定名年份。其中
属名和种加词是学名构成的主要部分，其余组成为次

要部分，次要部分通常可省略，即茶薪菇拉丁学名亦可

写成“Ａｇｒｏｃｙｂｅｃｙｌｉｎｄｒａｃｅａ”。
当某真菌是一个变种或亚种时，学名就应按“三

名法”拼写，即学名 ＝属名 ＋种加词 ＋等级术语缩写
＋亚种／变种的加词＋名命人＋命名时间。如“Ｐｌｅｕｒｏ
ｔｕｓｆｕｓｃｕｓｖａｒ．ｆｅｒｕｌａｅＬａｎｚｉ”。
１２　书写规则　学名中的属名应是斜体并首字母大
写。通常情况下，属名在文中首次出现应写全，相同属

名非首次出现，且其后有种加词的，一般缩写为首字

母。如紫芝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ｓｉｎｅｎｓｅ、赤芝Ｇ．ｌｕｃｉｄｕｍ。
学名的种加词为斜体但首字母不大写。不论在什

么情况下，均需写全。

命名人姓氏为正体且首字母大写。若拉丁学名经

２次及２次以上命名的，首次定名人姓氏用括号括起，
其后为现定命人姓氏。如“Ｆｏｍｉｔｏｐｓｉｓｃａｊａｎｄｅｒｉ（Ｐ．
Ｋａｒｓｔ．）Ｋｏｔｌ．＆Ｐｏｕｚａｒ”。

定名年份用括号括起。

变种或亚种学名中等级术语缩写（ｖａｒ、ｓｕｂ），用小
写正体［２］。

此外，对于属以上分类单元的拉丁文名称，如门、

纲、目、科等，第１个字母都要大写，可根据期刊规定而
相应采用正体或斜体表述。当某一个或一类真菌种级

分类单元不明确或只需涉及到属级水平时，学名中种

加词部分写为“ｓｐ．”（单数）或“ｓｐｐ．”（复数）［３］，如用
“Ｌｅｎｔｉｎｕｌａｓｐ．”表示微香菇属的１个种，而用“Ｌｅｎｔｉｎｕ
ｌａｓｐｐ．”表示微香菇属的 １个以上的物种，其中的
“ｓｐ．”和“ｓｐｐ．”为正体并小写。

２　学名标引常见错误

　　由于部分期刊编辑和作者对物种学名正确表述的
重要性没有充分认识，对真菌分类学发展关注不够，而

导致拉丁学名漏标或使用错误。笔者翻阅数种相关期

刊，并结合《食用菌学报》来稿情况，总结出真菌拉丁

学名表述常见错误为以下５类。
２１　使用不规范名称　部分期刊刊登的论文中存在
使用不规范名称的现象。不规范名称包括３类：１）由
于命名时不够严谨或可能引起混淆等原因而更名废弃

的，以及基于这些废弃名称的组合；２）使用一些被当
作异名处理的学名；３）产生在过去缺乏统一规范的年
代，不符合当前“法规”规范的名称。比如：卯晓岚先

生在《中国毒菌物种多样性及其毒素》［４］一文中“金黄

硬皮马勃”所用拉丁学名 “Ｓｃｌｅｒｏｄｅｒｍａ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
（Ｖａｉｌｌ．）Ｐｅｒｓ．”是基于“Ｌｙｃｏｐｅｒｄｏｎ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Ｌ．”的组
合名，而由于研究发现后者的模式种实际包含了２个
种的标本，不符合一个学名只代表一个种的原则，所

以，“Ｓｃｌｅｒｏｄｅｒｍａ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Ｌ．）Ｐｅｒｓ．”及“Ｌｙｃｏｐｅｒｄｏｎ
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Ｌ．”均被废弃，已不再使用。废弃名称可参
见最新版《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维也纳法规）附录

Ⅴ［１］。此外，如柱状田头菇 “Ａｇｒｏｃｙｂｅｃｙｌｉｎｄｒａｃｅａ
（ＤＣ．）Ｍａｉｒｅ”，其曾用名 “Ａｇｒｏｃｙｂｅａｅｇｅｒｉｔａ（Ｖ．
Ｂｒｉｇ．）Ｓｉｎｇｅｒ”已作为异名来处理，但在包括《食用菌
学报》《中国食用菌》《中国乳品工业》等多家期刊于

２００９年仍在使用。当然，同物异名的现象非常普遍，
也因为一些作者持不同的分类观点或其他原因，有些

论文中仍坚持用一些作为异名的名称。对于这种现

象，编辑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如

果合理的，可以尊重作者的意见；但更多时候应建议作

者遵循最新《国际植物命名法规》，避免使用普遍被认

为是异名的学名。

２２　物种命名人书写不规范　物种命名人没有按照
国际规范格式书写，这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作者不了

解定名人姓名表达形式的“唯一性”而造成的。如有

些人看见命名人 ＰｉｅｒＡｎｄｒｅａＳａｃｃａｒｄｏ（１８４５—１９２０）
用“Ｓａｃｃ．”来表示，就以为凡姓Ｓａｃｃａｒｄｏ的定名人都可
以用“Ｓａｃｃ．”来表示。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一种表
达方式只代表一个命名人。如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Ｓａｃｃａｒｄｏ
（１８６９—１８９６）要用“Ｆ．Ｓａｃｃ．”表示，而 ＤｏｍｅｎｉｃｏＳａｃ
ｃａｒｄｏ（１８７２—１９５２）则应用“Ｄ．Ｓａｃｃ．”表示。命名人
姓名常常使用缩写，但也有姓氏需全写或姓氏全写加

名字缩写的情况，比如“ＲｏｌｆＳｉｎｇｅｒ（１９０６—１９９４）”现
在要用“Ｓｉｎｇｅｒ”来表示，而不可以使用缩写形式
“Ｓｉｎｇ．”（以前曾用）。所以，对于真菌学名命名人姓
氏缩写，须遵从 Ｋｉｒｋ和 Ａｎｓｅｌｌ（１９９２）的标准［５］，以确

保命名人书写正确。

２３　拉丁学名漏标　论文中漏标拉丁学名的现象也
较多，尤其技术类期刊如《食用菌》等刊发论文中只涉

及中文学名甚或俗名与商品名居多。由于俗名和中文

学名存在使用地域的限制，且存在混乱现象，所以容易

造成交流障碍。比如“多脂鳞伞［Ｐｈｏｌｉｏｔａａｄｐｏｓａ
（Ｆｒ．）Ｑｕéｌ．］”在云南俗称为“柳树菇”，在山东称为
“柳蘑”，而在吉林则称为“刺儿蘑”；又如常见的“赤芝

（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ｌｕｃｉｄｕｍ（Ｃｕｒｔｉｓ）Ｐ．Ｋａｒｓｔ．）”“紫芝（Ｇ．
ｓｉｎｅｎｓｅＪ．Ｄ．Ｚｈａｏ，Ｌ．Ｗ．Ｈｓｕ＆Ｘ．Ｑ．Ｚｈａｎｇ）”“松杉
灵芝（Ｇ．ｔｓｕｇａｅＭｕｒｒｉｌｌ）”等十几个物种均被称为灵
芝。英文等其他语言文字的真菌名称也同样存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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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的现象，而拉丁学名是物种

的权威名称，被各国分类学家共同认可和使用［６］，即

只有拉丁学名能尽最大可能避免这些混乱；因此，发表

论文中使用规范拉丁学名是极其必要的。

２４　拉丁学名书写错误　在书写字母较多的拉丁学
名时，漏字母、添字母和偷换字母频率较高。比如“毛

木耳”拉 丁 学 名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Ｍｏｎｔ．）
Ｓａｃｃ．”，在来稿中属名中的第１个“ｒ”和“ｌ”均被漏写
过，而种加词中的“ｏ”也被错误写成“ａ”等。

拉丁学名书写格式不规范的发生频率也较高，主

要包括正斜体和大小写混淆。如将“毛头鬼伞”拉丁

学名“Ｃｏｐｒｉｎｕｓｃｏｍａｔｕｓ（Ｏ．Ｆ．Ｍüｌｌ．）Ｐｅｒｓ．”在《利用
草菇棉籽壳废料栽培鸡腿蘑技术研究》（《安徽农业科

学》，２００４（４））一文中误写为“ＣｏｐｒｉｎｕｓＣｏｍａｔｕｓ”。
还有一种常见的书写不规范就是全文中首次出现

的拉丁学名中属名被缩写。

２５　新近发表种学名的错误引用　有的来稿在引用
别人已发表的较新物种学名时，“ｓｐ．ｎｏｖ．”也被错误
标引。其实“ｓｐ．ｎｏｖ．”是“新种”的意思，只在物种第
１次正式发表时要加注，以后使用该学名则不应出现。

３　学名表述的其他注意事项

３１　物种相关信息的标注　使用物种学名的目的之
一是保证文章所指物种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所以，科技

期刊编辑或作者需明确真菌学名使用要有科学的依

据。例如：真菌分类研究和资源调查研究的论文，要求

正确表述所研究物种的拉丁学名之外，还要标出证明

该物种存在的标本编号或采集编号；对于实验所用的

菌种，除标出真菌的名称外，还要注意标明其来源，以

便索源查证；而对于其他报道内容论文中的常见且不

易出现错误的物种，拉丁学名则可只标注属名和种

加词［７］。

３２　学名的查证和处理方法　作为科技期刊编辑，可
以不具备渊博的分类学知识，但需掌握编修和甄别论

文中学名是否规范使用的方法。

由于现代真菌分类学发展较快，最新的分类系统

较以前的有较大变动，如果仍沿用以前国内出版的工

具书中的学名或分类体系，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和不

便；因此，建议论文作者和相关期刊编辑在对拟发表文

章中学名的使用进行甄别时，在参阅权威文献（目前

的一些主要参考文献中，《中国真菌志》对学名的使用

是较为规范的）的基础上，请教相关的一些有经验的

分类学家或借助官方网站 “Ｉｎｄｅｘｆｕｎｇｏｒｕｍ（Ｉｎｄｅｘｏｆ
Ｆｕｎｇｉ）”（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ｄｅｘｆｕｎｇｏｒｕｍ．ｏｒｇ／Ｎａｍｅｓ／
Ｎａｍｅｓ．ａｓｐ）对物种现用学名及分类地位进行确认，也

可借助其他一些相关网站，如“生物物种编目数据库”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ｌｉｆｅ．ｏｒｇ），对每个真菌物
种的分类地位进行进一步确定，最后还需依据最新的

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相关规定来处理。当然，由于一

些真菌类群在分类学上还存在较大分歧，不同的分类

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因而其学名的使用并不一定要

完全遵从“ＩｎｄｅｘＦｕｎｇｏｒｕｍ”，可以忠实于作者本人赞
同的分类学观点，但学名书写形式上一定要规范。此

外，部分药用真菌和食用菌正确名称亦可参查戴玉成

老师等的《中国药用真菌名录及部分名称的修订》［８］

和《中国食用菌名录》［９］。

４　结束语

　　规范使用真菌物种拉丁学名在真菌学术论文中至
关重要，可以提高论文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被检索频

次，便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从而对提升刊载论文期

刊影响力也具有积极意义。希望相关科技期刊编辑和

作者对物种拉丁学名的正确使用给予足够重视。在了

解真菌物种命名原则和基本书写规则的基础上，关注

最新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相关规定，以此为标准来规

范真菌物种学名的使用。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李泰辉教授对本文提出过宝

贵的指导意见，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李传

华博士提出过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ＢｕｓｗｅｌｌＪｏｈｎ先生
对本文英文部分作了认真修改，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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