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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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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鲥名称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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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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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世界的主要鲥（溯河洄游性种类）及其分布

英文名称 拉丁名称 主要分布地

!"#$%&’()*&+ !"#$%%&$’()%"($（,-.’*-""，/0/1） 北美大西洋沿海

2"&%&3&)*&+ !"#$%%"%*%+%&（456+&789:$63&77，/0;<） 墨西哥湾

2""-))*&+ !"#$%%"#$%（=-77&$#)，/>?0） 比利时及挪威等欧洲沿海

@&)A-&7)*&+ !"#$%,%$-(%（9-’*B&"+，/0C0） 里海、黑海及亚速海

D(-AE&’()*&+ !"#$%,.,/$#,."#0($（F&G-7$)H#$，/0IJ） 墨西哥湾及密西西比和俄亥俄河

KB&-.$)*&+ !"#$%1%""%2（=&’$A$+$，/0JC） 冰岛、不列颠岛沿海、波罗的海等

@&)A-&7&7&+6535#))*&+ !"#$%3&$$"&0(（L6-33，/00>） 里海中部、北部及南部沿海

M-’*56N)*&+ !"#$%+&4(#,0($（,-.’*-""，/0/1） 缅因至佛罗里达的大西洋沿海

O57.-’)*&+ !"#$%-#5’(,%（9-’*B&"+，/0C0） 黑海及亚速海

2"$B-G$ !"#$%-$&64#..%0&576$（P-")57，/0//） 北美大西洋沿海

23$6-’&7)*&+ !"#$%$%-(4($$(+%（P-")57，/0//） 北美东、西部沿海

Q$"$$)*&+ 8("$%3&"&&（@#:-$6，/0I;） 印度西太平洋、孟加拉湾

R7+-&7)*&+ 9&56%"#$%("($.%（M&3-".57S!#’*&7&7，/0II） 波斯湾至缅甸的北印度洋

=57T.&-")*&+ 9&56%"#$%+%,060%（!"$$($6，/0?I） 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沿海

F$$:$))*&+ 9&56%"#$%0&&)&$((（F-’*&6+)57，/01<） 中国东南沿海

K5"-)*&+ 9&56%"#$%’#"(（U&"$7’-$77$)，/01>） 印度东西沿海至瓜哇海及中国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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