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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期刊应重视植物病虫害中文名的规范使用

胡成志　郝红梅　丁丹丹　赵进春　米文广　翁维义
《中国果树》编辑部，１２５１００，辽宁兴城

摘　要　列举农学期刊中不规范使用植物病虫害中文名的典
型现象，指出不规范使用植物病虫害中文名导致的问题，并提

出规范使用植物病虫害中文名的建议，以期引起论文作者和编

辑同人对此问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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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期刊中都会涉及到关于植物病虫害的内容。

依照国际生物命名法规，每种被认知的植物病虫害都

有唯一的拉丁学名。为避免混乱，每种植物病虫害也

要确定一个与拉丁学名相对应的规范的中文名称，其

他的都应作为俗名，亦称别名。有关的专著和工具书

中提到的“中文名”“中名”“汉名”［１３］指的都是规范的

中文名称。在我国，很多植物病虫害的中文名称带有地

方性特征，即俗名。一种植物病虫害可能有许多俗名，

同时，一个俗名在不同地区可能会用来指称完全不同的

植物病虫害。关于生物学名的编排规范及其存在的问

题已有文献论述［４７］。笔者在此只探讨来稿中和已出版

的各农学期刊中植物病虫害中文名的规范使用问题。

１　植物病虫害中文名的不规范使用情况

１１　中文名与俗名不分　同一种植物病虫害在不同地
区常有不同的名称，如“小地老虎”在河南叫“土蚕”“地

狗子”，在陕西叫“土狗子”，江南诸省称“地蚕”［８］，“梨

黑星病”俗名“疮痂病”“黑霉病”“雾病”“乌码”“荞麦

皮”等［９］，这样就导致了植物病虫害的“同种异名”问

题。有些植物病虫害的中文名与俗名不好区分，论文作

者及期刊编辑经常混淆，如“苹果全爪螨”俗名“苹果红

蜘蛛”［１０］。在ｃｎｋｉ数据库中以“篇名”检索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关于“苹果全爪螨”的文献，共１７篇，关于“苹果红蜘
蛛”的文献共３０篇。可以看出，题名中使用俗名的文献
明显多于使用中文名的文献。统计表明：使用中文名的

期刊多数为学术类和技术类期刊，而使用俗名的期刊多

数为技术类和科普类期刊；涉及到的农学期刊共３３种，
其中不规范使用中文名的期刊１９种，有５种期刊的论
文在题名中出现中文名和俗名均有使用的情况。

１２　中文名不准确 　笔者从来稿和查询的文献中发
现，由于作者及编辑疏忽所致，植物病虫害中文名还存

在丢字、多字、别字等问题。

１）丢字。如苹果树的重要病害“苹果树腐烂病”，
在有些来稿中或已发表的文献中丢“树”字，在ｃｎｋｉ数
据库中以“篇名”检索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关于“苹果树腐
烂病”的文献，共１５２篇，检索关于“苹果腐烂病”的文
献，共 １１９篇，不规范文献数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４３９％。相似的例子还有：将“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写
成“水稻条斑病”，将“柑橘大实蝇”写成“橘大实蝇”，

将“桃小食心虫”简写为“桃小”等。

２）多字。如将“梨轮纹病”写成“梨树轮纹病”，将
“绿盲蝽”写成“绿盲蝽象”，将“大黑鳃金龟”写成“大

黑鳃金龟子”等。

３）别字。如将“苹果绵蚜”写成“苹果棉蚜”，将“梨
圆蚧”写成“梨园蚧”，将“葡萄黑痘病”写成“葡萄黑豆

病”，将“马铃薯黑胫病”写成“马铃薯黑茎病”等。在ｃｎｋｉ
数据库中以“篇名”检索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关于“苹果绵蚜”
的文献，共１７４篇，检索关于“苹果棉蚜”的文献，共７篇；
以“篇名”检索关于“梨圆蚧”的文献，共１７篇，检索关于
“梨园蚧”的文献，共４篇，错误率较高。
４）其他问题。如将“绿盲蝽”写成“绿盲椿象”、将

“梨圆蚧”写成“梨园介壳虫”等。此外，在来稿和已发表

的论文中，常常出现“烂果病”“落叶病”“叶斑病”等按发

病症状归类的病害名称，以及“红蜘蛛”“介壳虫”“食心

虫”“金龟子”等按类型归类的害虫名称，应引起注意。

１３　中文名后未标出学名　农业论文中植物病虫害
中文名后通常要附加拉丁学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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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

范或错误使用拉丁学名，导致其学术影响力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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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引发学术误导［５］。笔者翻阅了１０种中文农学期
刊已发表的论文，检查植物病虫害中文名后是否缺失

拉丁学名，发现学术类期刊比较规范，只有极个别论文

没有标出拉丁学名，而技术类期刊不标出拉丁学名的

情况则比较多，可能是期刊编辑部认为没有必要所致。

２　植物病虫害中文名不规范使用导致的问题

　　总体看，农学期刊中植物病虫害中文名的使用存
在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多作者和编辑对植物病

虫害中文名规范化的意识淡薄，用词既不规范又不统

一，情况令人担忧。

农学期刊中植物病虫害中文名的不规范使用会严

重影响其学术质量，不规范及错误的中文名也不利于

农业信息的传播和植物保护学科的健康发展。“同种异

名”和“异种同名”问题易引起读者误解。例如，“苹果

粗皮病”既是苹果枝干轮纹病的俗名，又是一种锰过量

引起的苹果枝干生理性病害，在已发表的题名包含“苹

果粗皮病”的文献中，这２种病害均有涉及，这就会让读
者产生误解，生产中有可能由于防治方法的误用而导致

经济损失。此外，植物病虫害中文名与俗名混用，读者

使用中文名检索文献时会导致漏检，不易查全文献。

作者来稿中不规范使用植物病虫害中文名会加重

编辑的负担。笔者近期曾收到一篇有关“黄粉虫”药

剂毒力测定的文章，作者在引言中提到“黄粉虫”是套

袋梨的主要害虫，但在材料和方法中说“黄粉虫”取自

花鸟鱼虫市场，笔者才知道作者没有分清这是２种不
同的害虫，故此作出退稿处理，并向作者说明了原因。

３　关于规范使用植物病虫害中文名的建议

　　１）编辑应重视植物病虫害中文名的规范使用。
很多编辑由于不重视植物病虫害中文名的规范表达，

或者对部分植物病虫害的中文名与俗名不了解而忽视

了此项工作，面对各种各样的来稿，怠于查证，这种做

法有失编辑的职业道德。编辑是论文质量的最后把关

者，应以一个编辑应有的高度责任感和对文字的敏感

性审视植物病虫害的中文名与俗名，对有疑问的中文

名，不经查证，不能随意更改。

２）编辑应具备正确区分植物病虫害中文名与俗
名的能力。在我国，植物病虫害“中文名”和“俗名”的

关系如同“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中文名是规范名

称，俗名多是某一地区老百姓口头上对植物病虫害的

称谓，通常是用一些通俗的词汇表达或是对植物病虫

害特征的明显描述，简单易记；所以，在现阶段乃至更

长的一段时间里，植物病虫害中文名与俗名将长期共

存。为此，正确区分和掌握植物病虫害的中文名与俗

名，是农学期刊编辑所必备的基本技能。编辑在编校

工作中要勤于对来稿中不能确定的植物病虫害中文名

进行查证，要经常翻阅植物保护学科专著，通过长期积

累，使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逐渐增加。为减少因疏漏

造成的不规范，可将常见的一些植物病虫害中文名与

俗名进行总结归纳。此外，编辑遇到作者使用不规范

的中文名时应及时与作者沟通，避免出差。

３）农学期刊应合理使用植物病虫害名称。植物病
虫害中文名与拉丁学名是一一对应的，在国际交流日益

频繁的今天，在植物病虫害中文名后附加拉丁学名是非

常必要的。附加正确的拉丁学名不仅能避免产生误解，

还利于提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促进学术交流［１１］。

对于个别植物病虫害，由于俗名的地域性特征比

较强，其使用范围也相对广泛，并且约定俗成不易改

变，故常将该俗名作为中文名确定下来，全国通用。编

辑在审理和加工稿件时要特别注意这类病虫害的中文

名，不能按习惯一概而论。如“棉铃虫”与“棉铃实夜

蛾”、“桃小食心虫”与“桃蛀果蛾”都是前者为中文名，

后者为俗名。因此，对于农学期刊来说，重要的植物病

虫害俗名不能废弃，还应鼓励作者在撰写论文时，除中

文名、拉丁学名外，最好列出重要的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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