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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菌物分类学论文中学名的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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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菌物学报》编辑部，１００１０１，北京）

摘　要　阐述菌物分类学论文中关于拉丁学名、中文学名、地
名和人名的规范写法，以及新种发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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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物学分类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学科，也是一个

不断发展的学科。根据权威专家预测，全世界菌物

（ｆｕｎｇｉ）估计在１５０万种以上［１］，现已知的仅约８万余
种［２］。我国菌物总种数应在２０万种以上，然而目前已
知的尚不及英国和印度［３］，仅１万余种［４］，尚有大量

的菌物物种在我国有待发现。为避免同物异名或异物

同名引起的混乱，强调菌物学分类论文中学名的规范

使用尤为重要。

《菌物学报》（原名《真菌学报》）自１９８２年创刊以
来主要刊载菌物系统分类、菌物区系地理以及菌物资

源调查方面的论文，为国内外了解中国菌物新种资源

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分类学论文因其特殊的科学定名

规则、书写规范以及国际通行的发表要求，也就有了与

其他科技类论文不同的编辑要求。

１　拉丁学名的规范使用

　　菌物与高等植物以及其他孢子植物一样，在命名
上遵循《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现行法规为２００５年在
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第１７届国际植物学大会通过的
维也纳法规，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ｄｅ）的各项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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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文发表的论文中物种名后附加拉丁学名主要

是为了知识的准确表达［５］，利于国外学者查询中文文

献。为了推进拉丁学名的规范使用，《菌物学报》对分

类学文章中的拉丁学名作了一些规定。例如：

１）凡涉及到分类学和命名方面的论文，种和种以
下分类单位（亚种、变种和变型）的学名在文中第一次

出现时必须写出全称，不得缩写，而且必须引证名称的

作者，即命名人。这方面国际植物命名法规有相关规

定（见维也纳法规第４６款），对于属及属以上分类群
本刊规定可以不列举命名人。

２）文章摘要部分的学名也必须写出全称。
３）在学名的书写上，当物种汉名与学名并列出现

时，学名不附在括号中，如灵芝 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ｌｕｃｉｄｕｍ
（Ｃｕｒｔｉｓ：Ｆｒ．）Ｐ．Ｋａｒｓｔ．在本刊中不得写成“灵芝（Ｇａｎｏ
ｄｅｒｍａｌｕｃｉｄｕｍ（Ｃｕｒｔｉｓ：Ｆｒ．）Ｐ．Ｋａｒｓｔ．）”，以突出拉丁学
名的重要性。

４）图表作为文章的独立单元，图题、表题（注）中
的拉丁学名须以全名表示。

５）菌物学名命名人的缩写必须按照Ｋｉｒｋ＆Ａｎｓｅｌｌ
（１９９２）的标准［６］，而寄生菌的寄主植物学名命名人的

缩写必须按照Ｂｒｕｍｍｉｔｔ＆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２）的标准［７］。论

文中凡涉及动物的拉丁学名，则要求作者按动物命名

法规加以规范。

２　汉语学名的规范使用

　　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我国学者常将拉丁学名
译成汉名，限在国内使用，便于人们对物种名称的记忆，

这在教学、生产、学术交流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有必

要；但汉名的拟定缺乏一个供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定，同

一个物种汉名各地各人叫法不一，已经造成了名称上的

极大混乱。为此，１９８６年中国植物学会真菌学分会（现
中国菌物学会）曾经制定《真菌、地衣汉语学名命名法

规》（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日第２届全国真菌、地衣学大会通
过，见：真菌学报，１９８７，６（１）：６１６４），并决定成立了由
１７人组成的真菌、地衣汉语学名统一工作委员会。本
法规是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基本原则和汉语特点

而制定的，明确规定种级单位的汉名与拉丁学名一样实

行双名制，每一个分类群只能有一个汉语学名，对于过

去使用过或现在正在使用但不符合本法规的汉名一律

列为异名。《菌物学报》编委会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孢

子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率先使用这个法规对汉语学名进

行规范，但过去由于执行不严，不规范的汉名仍不时出

现在《菌物学报》中，近年来编辑部决定强制执行这个法

规，对于使用不规范汉名的稿件一律拒收。例如：Ｐｌｅｕ
ｒｏｔｕｓｏｓｔｒｅａｔｕｓ（Ｊａｃｑ．：Ｆｒ．）Ｑｕéｌ．汉名必须是“糙皮侧
耳”，在本刊中不得使用“平菇”这个菇农常用的俗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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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但“平菇”可加注在括号中，如“糙皮侧耳（平

菇）”；Ｍａｇｎａｐｏｒｔｈｅｇｒｉｓｅａ（Ｔ．Ｔ．Ｈｅｂｅｒｔ）Ｍ．Ｅ．Ｂａｒｒ的
汉名必须是“灰色大角间座壳菌”，在本刊中不得使用

“稻瘟病菌”，但“稻瘟病菌”可加注在括号中。当然，这

个要求常使文章作者感到不便，但为了名称的科学化，

杜绝混乱，规范的汉语学名势在必行。如果拉丁学名的

种加词源于地名或人名，则地名和人名的汉译也必须按

正式出版的译名辞典或手册的标准予以规范。

针对有些种类鉴定有误、拉丁学名使用没有严格

遵守最新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命名人缩写不规范等问

题，《菌物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６期发表了题为《中国药用
真菌名录及部分名称的修订》［８］的文章，对我国 ４７３
种药用真菌的名称按新近的研究成果和最新命名法规

进行了订正，可作为我国药用真菌的规范化学名，供其

他研究者作为参考标准。

此外，我们在编辑工作中发现有些作者常使用不

规范的译名。如中国的地名使用于英文或拉丁文时必

须按照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集》的拼音标准。例如：“乌鲁木齐”应写为Ｕｒｕｍｑｉ，而
不是Ｗｕｌｕｍｕｑｉ；“呼和浩特”应写为 Ｈｏｈｈｏｔ，而不是
Ｈｕｈｅｈａｏｔｅ；“柴达木盆地”应写为 ＱａｉｄａｍＢａｓｉｎ，而不
是ＣｈａｉｄａｍｕＢａｓｉｎ。在编辑工作中，我们可以参照《作
者编辑常用标准及规范》中的《关于地名用字的若干

规定》［９］。

３　新种命名的注意事项

　　在编辑发表新分类单位（新变种、新种、新属、新
科、新目等）的稿件时我们特别注意新分类单位名称

是否符合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各项规定，如是否标明

分类等级（新种 ｓｐ．ｎｏｖ．，新属 ｇｅｎ．ｎｏｖ．，新组合
ｃｏｍｂ．ｎｏｖ．，改级新组合 ｓｔａｔｕｓｎｏｖ．，新名称 ｎｏｍ．
ｎｏｖ．；等等），是否有符合要求的拉丁文特征描述，是否
已指定模式，模式采集记录是否完善，模式保存地点是

否明确；是否有附图；等等。

３１　新种发表的优先权　新种发表的优先权是根据
所刊载的期刊的正式出版日期为准。不同的研究学者

如果在同一时间段内先后发表了相同的新物种，那么

新种的合法名称（拉丁学名）以报道日期早的为准；因

此，凡涉及新种的论文《菌物学报》均尽早地予以优先

发表。

３２　加强国际交流　目前很多菌物学期刊如美国的
《Ｍｙｃｏｔａｘｏｎ》和《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ａ》、英国的《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等在新种发表前都会将新种提交由荷兰菌种
保藏中心建立的ＭｙｃｏＢａｎｋ，获得ＭｙｃｏＢａｎｋｎｕｍｂｅｒ，在
新种发表时写在新种学名的下方。这种方式与基因序

列报道前从 ＧｅｎＢａｎｋ获取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是类似
的。该保藏中心现已具备一定规模的物种拉丁学名在

线检索数据库，同时提供对新命名的审核，以避免新种

发表时因重复命名而引发的混乱，同时该机构已建立

与其他生命科学数据库的多元化网络链接，在新种正

式发表后可在互联网上被研究学者查询和引用，为各

国分类学者的信息交流建立了良好的网络平台；因此，

《菌物学报》已要求作者在发表新种前先登录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ｙｃｏｂａｎｋ．ｏｒｇ获得 ＭｙｃｏＢａｎｋｎｕｍｂｅｒ，并将获得
的编号列在新种的下方，有利于加快我国学者的科研

成果国际化传播。申请获得 Ｍｙｃｏｂａｎｋｎｕｍｂｅｒ的过程
并不繁琐，只要以注册的Ｅ－ｍａｉｌ地址和密码进入，输
入新种的拉丁名、命名人、拉丁文描述、英文描述等信

息，就会很快获得新名称的专一代码。

世界上还有大量的物种资源有待发现和研究，规

范学名和命名人的正确使用，准确报道中国的新种，将

有利于中国菌物分类学的健康发展，并为今后发挥菌

物资源的潜能，造福人类打下科学的基础，这也是我们

科技期刊编辑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地衣重点实验室庄

剑云先生对本文的写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在此表示

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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