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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系统名称的正斜体编排

夏元铃　高　珏　周丽萍　张　虹　翟应田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６５００９１，昆明）

摘　要　针对国内期刊中病毒名正斜体编排混乱、国内文献介
绍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关于病毒名拼写规则不完整的情况，逐

句翻译其拼写规则，以明确病毒名称的正斜体编排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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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和医学类论文中涉及大

量病毒系统名称的表述，其正斜体编排一直困扰着编

辑人员，国内期刊中病毒系统名称的正斜体编排也相

当混乱［１］。实际上，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ｏｆＶｉｒｕｓｅｓ，ＩＣＴＶ）对病毒名
称的正斜体编排有明确的规定［２］，这些规定在国内的

文献中也见报道；但这些文献只注重病毒的命名规则，

对病毒名的正斜体编排却一笔带过［３４］。特别是这些

文献只对病毒名的正斜体编排原则作了介绍，而对注

释和具体说明则只字未提，使得编辑在具体工作中很

难把握。笔者在研读文献［２］的基础上，调查国内期
刊中病毒系统名的正斜体编排现状，分析病毒系统名

称的正斜体编排混乱的原因，并提出对策，以使编辑对

病毒名的正斜体编排有更好的认识和处理方法。

１　ＩＣＴＶ建议病毒名称的拼写规则

　　下面我们在逐句翻译 ＩＣＴＶ对病毒名拼写规则
（ＲｕｌｅｓｆｏｒＯｒ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２］的基础上给出说明。
１）在正式的分类使用中，可接受的病毒目、科、亚

科、属的名称用斜体且首字母大写。种名用斜体且第

１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他单词不用大写，除非是专
用名词或部分专用名词。

注释：当在正式场合使用时，作为分类实体的标

志，名称“Ｔｏｂａｃｃｏ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和“ＭｕｒｒａｙＲｉｖｅｒｅｎｃｅｐｈ
ａｌｉｔｉｓｖｉｒｕｓ”是印刷的正确形式。不正确的形式为 Ａｓ

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ｎｉｇｅｒｖｉｒｕｓ（未用斜体），Ｍｕｒｒａｙｒｉｖｅｒ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
ｔｉｓｖｉｒｕｓ（Ｒｉｖｅｒ是专有名词），ｔｏｂａｃｃｏ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未用
斜体，首词首字母未用大写）。

从以上的规定中，我们知道病毒名与动植物（包

括细菌、黏菌、真菌）的拉丁名相比，既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都是按照目、科、亚科、

属、种的系统分类法。不同的是：①病毒名的目、科、亚
科都用斜体，而动植物目、科、亚科的拉丁名用正体；②
病毒名种名的第１个单词的首字母用大写，而动植物
种的拉丁名首字母用小写。

２）分类是一种抽象，因此当其名称正式使用时，
应排成斜体和大写以示区别。在其他场合，像形容词

形式（如 ｔｏｂａｃｃｏ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就不需要斜
体和首字母大写。当是物理实体，如是病毒粒子（如

ｔｏｂａｃｃｏ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的准备或显微照片）时也一样。
从以上的规定中，我们知道只有在正式的分类中，

病毒名才写成１）的形式，而在作形容词用或具体实物
时，种名既不用斜体，其首字母也不大写，这与动植物

的拉丁名作形容词用或具体实物时的写法是不同的。

在这一点上，与文献［５］所提到的是一致的。该文献
认为在一般性的叙述中，病毒种名不必使用斜体，仅在

指代分类系统中表述正式种名时才使用斜体；但文献

［５］的处理方法是一种简化的处理方法，人们很难把
握何时是“一般性的叙述”。

３）在正式使用中分类名应在分类单元前。
注释：正确的描述不同分类为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Ｈｅｒｐｅｓｖｉｒｉ

ｄａｅ．．．ｔｈｅｇｅｎｕｓＭｏｒｂｉｌｌｉｖｉｒｕｓ，．．．．ｔｈｅｇｅｎｕｓＲｈｉｎｏｖｉ
ｒｕ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ｏｂａｃｃｏ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ｖｉｒｕｓ，ａｎｄｓｏｏｎ。

２　国内刊物中病毒名的编排情况

　　在国内，病毒名称的编排相当混乱，我们随机调查
５０种期刊中的５０篇涉及病毒名称的文章（每种期刊
随机调查１篇文章），并且确定其病毒名称是正式的
系统分类用法，调查的结果见表１。其编排错误主要
有以下几种情况：１）全部用正体编排（包括目、科、亚
科、属、种）；２）种名第１个单词的首字母小写；３）种名
的每个单词首字母大写。

从表１可以看出，能够正确编排病毒种名的文章
很少（８％），绝大部分的错误是用正体编排病毒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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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８２％），而且，在这种错误中，还会产生每词的首字 母都大写的情况。

表１　 随机选出的５０种科技期刊中的５０篇论文的病毒名编排情况

排版形式
正　体

每词首字母大写 每词首字母小写 首词首字母大写

斜　体
每词首字母大写 每词首字母小写

无固定

格式
正确

统计数（百分率／％） ２（４） １４（２８） ２５（５０） ０ ２（４） ３（６） ４（８）

示例
Ｔｏｂａｃｃｏ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

ｔｏｂａｃｃｏ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

Ｔｏｂａｃｃｏ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

Ｔｏｂａｃｃｏ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

ｔｏｂａｃｃｏ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

Ｔｏｂａｃｃｏ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

３　分析与对策

　　造成国内期刊中病毒名编排混乱的原因如下。
１）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关于病毒名的拼写规则

比较复杂，特别是要区分是否是正式的分类情况。

２）病毒的命名过去不够统一，直到１９９３年，ＩＣＴＶ
采纳了Ｍａｒｔｅｌｌｉ分类原则，而且病毒命名采用的是半拉
丁化，半英语的形式，导致作者误认为病毒系统名是病

毒的英文名。

３）国际上病毒名称的正斜体编排也并不严格，国
内作者照抄其写法。

我们充分了解了 ＩＣＴＶ关于病毒名正斜体编排规
则后，应严格按照规则编排。当我们在编辑文章遇到

病毒名称时，首先，确定此情况是否是正式的分类场

合；其次，登录 ＩＣＴＶ的病毒分类法，输入病毒名，可查
其被接受的正式目、科、亚科、属、种名［６］；最后，若是

没有被检索到，可上谷歌，查国内外学者的使用情况。

经过以上工作，一般可正确地编排病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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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李家林先生

中共党员、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常务理事、科学出版社期刊出版中心业务拓展部主任李家林先生因病医治

无效，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８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５０岁。

李家林先生１９５９年７月生于北京，北京印刷学院毕业、研究生班结业。他热爱并献身于科技期刊出版管理

工作，自１９７８年９月进入科学出版社后，历任校对员、编辑、期刊室经营管理部主任、期刊出版中心副主任、期刊

分社副社长、学术期刊编辑管理部主任、期刊出版中心业务拓展部主任。他十分热心期刊社团工作，自１９９１年起

历任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理事、常务理事，政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组织工作委

员会委员，学会副秘书长，《编辑学报》编委。

李家林先生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同事、朋友和蔼可亲。他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

和政策水平，较强的经营管理和组织协调能力。他专业技术过硬，工作业绩突出，近５年获得科学出版社在职人

员年度业绩考核优秀１次、良好２次，先后荣获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颁发的银牛奖、中国科技期刊青年编辑骏

马奖。李家林先生３０多年如一日，为推动科学出版社期刊出版工作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科技期刊事业

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他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编辑、好朋友。

安息吧，李家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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