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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0)12)’-+.二科在我国均为常见的等足类甲壳动物，但国内学者对二者中文名称

的使用却很混乱。作者经查证，并根据使用的普遍性和稳定性原则，认为它们的中文名称以分别称为浪

漂水虱科和缩头水虱科为宜。日本浪飘水虱则因为属的变动而应称之为日本游泳水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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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8）和&/0)12)’-+.［%］是等足

目（<E)G)-+;+1(.’**.，%:%$）、扇肢亚目（H*+I.**’J.(+K+(E，

%::!）的两个常见科。前者最早是作为后者的一个亚

科，即&’()*+,’,+.F+,+，%:58，A+(D.(［!］将之提升为科，

其种类主要营自由生活；后者则以寄生生活为主，在鱼

类的体表或洞穿体腔寄生。二者在我国也是常见的等

足类，但国内学者对二者中文名称的使用却很不规范，

经常有混淆的情况发生。

全国海洋综合调查底栖生物小组编写的《无脊椎

动物 学 讲 义 》（ 初 稿，刘 瑞 玉 执 笔 ）（%45:）中，称

&’()*+,’-+.为浪漂水虱科；称&/0)12)’-+.为鱼怪科。

王永良在《中国北部海洋无脊椎动物》（杨德渐，王

永良主编，%44"）中 称&’()*+,’-+.为 浪 漂 水 虱 科，&/7
0)12)’-+.为鱼怪科（0/4($1(,为缩头水虱属，鱼怪属

的拉丁名为!+1$1/(7’"&#，&/0)12)’-+.译为鱼怪科不

妥）。

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编订出版的《无脊椎动物名称》

（%455）中，将&/0)12)’-+.译 为 浪 飘 水 虱 科，未 收 录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出版的《拉汉无

脊椎动物名称》（试用本）［%4""，%4$:，为中国科学院编

译局编订的《无脊椎动物名称》（%455）的修订和补充，

等足类名称为沈嘉瑞、刘瑞玉编定］中，也将&/0)127

)’-+.译为缩头水虱科，未收录&’()*+,’-+.。

《新拉汉无脊椎动物名称》（齐钟彦，刘锡兴主编，

%444）仍 将 &/0)12)’-+.译 为 缩 头 水 虱 科，未 收 录

&’()*+,’-+.。

《拉汉海洋生物名称》（吴宝铃主编，%4:8）中称&/7
0)12)’-+.为 缩 头 水 虱 科，0/4($1(, 为 缩 头 水 虱 属，

&’()*+,’-+.为浪漂水虱科，0%8(-,",为浪漂水虱属。

《英汉科技词汇大全》（王同亿主编，%4:9）称&/7
0)12)’-+.为 缩 头 水 虱 科，&’()*+,’-+.为 漂 水 虱 科，

0%8(-,", 为 卵 水 虱 属（ 按：&’()*+,’-+. 来 自 属 名

0%8(-,",，后者中名称“卵水虱属”缺根据，可能是排字

错误）。

魏崇德在《浙江动物志》（魏崇德主编，%44%）中称

&’()*+,’-+.为圆柱水虱科，&/0)12)’-+.为浪飘水虱科。

黄宗国%448年在《中国海洋生物种类与分布》中

称&’()*+,’-+.为圆柱水虱科，&/0)12)’-+.为浪漂水虱

科。

可见，我国对&’()*+,’-+.和&/0)12)’-+.两个科的

中文名称使用较为混乱，需要有统一的名称来加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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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动植物学名的中译名称与拉丁学名一样，也应考

虑其普遍性和稳定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

室已公布的中文名称若无大的错误或问题，后来一般

不宜改变。过去在《无脊椎动物学讲义》（初稿）（!"#$）

使用和《拉汉无脊椎动物名称》（试用本）（!"%%，!"&$）

上公布的’()*+,-(.,/为浪漂水虱科，’01*23*(.,/为缩

头水虱科的学名和中文译名已经为国内外学者广泛接

受和多年使用，不宜再做改变，以免引起混乱和麻烦。

’()*+,-(.,/科名来自其模式属!"#$%&’&，应为浪漂水虱

属，该名和($)"%&’&等属名是建立人以字母随意排列

而成的，无实际意义。!*+$,-$&属的体形特点是头部

后缩，译为“缩头水虱属”较为恰当。当时二者的译名

都曾经我国等足类研究的先驱，已故沈嘉瑞教授研究

讨论后确定。故而，作者建议’()*+,-(.,/的中文译名

仍应称为“浪漂水虱科”，’01*23*(.,/应称为“缩头水

虱科”。

!"#$%&’&属原是一个多元的大属，自本世纪初以

来陆 续 有 专 家 对 其 进 行 修 订，并 裂 分 为 多 个 属。

4)56/［7］据!"#$%&’&-"#,"./08(+-/9.:,).;，!$<=等原

隶属 于 !"#$%&’& 属 的77个 种 建 立 了 游 泳 水 虱 属

（1&,&,$%&’& 4)56/，!"$!）。!"#$%&’& 2&.$’/’0"0
>(63,).;*-，!"=<（过去在国内通常被称为“日本浪飘水

虱”）也已归于游泳水虱属，即1&,&,$%&’&2&.$’/’0"0［<］，

现其中文名应称之为日本游泳水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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鲥类是鲱科鱼类中最名贵的鱼类，全世界共有7!
种。我国鲥是鲥类中个体最大的种类之一，它不仅是

我国特有的名贵洄游性鱼类，也是世界鱼类的瑰宝。

但目前关于我国鲥及其同类名称的某些用法不甚准

确。随着鲥研究工作的深入以及国际交流的增加，有

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商榷。

! 我国鲥的学名

随着鱼类分类学的进展，我国鲥的拉丁名已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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