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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属和暗纹东方#的学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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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叙述了东方3属建立的历史和暗纹东方3的命名历史。阿部宗明在 %(#! 年建议成立东方3属并

以“1)/)”命名时，已于 %($( 年先行在圆3属（23"(%*(#4%&）下建立了 ’ 个亚属。基于亚属与属具有同等有

效的地位，根据国际动物命名法规中优先律的原则，应该以 %($( 年建立的亚属之一 5+6#-)/) 作为东方3
属的学名，而不用“1)/)”这个名称。早在 %)$$ 年，*+,--./0 根据采自浙江宁波、舟山一带的标本命名了

暗纹东方3，按照国际动物命名法规中优先律的原则，分布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和近海的暗纹东方3学名

应该恢复为：5+6#-)/) -+&7#+8)&（*+,--./0，%)$$）。3鱼类已经被列入人类基因组学研究的模式动物，而且

一些3鱼类的国内外贸易量日益增加，有关东方3属和暗纹东方3的学名问题应及时正本清源，使其更

符合科学研究历史的本来面貌，有利于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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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方3属鱼类目前共 !! 种。其中假

睛东方3（5+6#-)/) 3&)4(<<)&）等 X 个种是我国

学者发现并命名的［%］。东方3属鱼类因含有剧

毒的河豚毒素（;;Y）很早就被我国人民所认识

并加以利用了［!，4］。3鱼类是鲜美的高档水产

品，深受我国和日本、韩国等国家居民的喜爱。

3鱼类的养殖生产从 !" 世纪 ’" 年代中期开始

至今，规模逐渐扩大，在我国和日本已经成为颇

具规模的养殖产业［$，#］

!!!!!!!!!!!!!!!!!!!!!!!!!!!!!!!!!!!!!!!!!!!!!!!!!!!!!!!!!!

。但有关暗纹东方3的



学名和东方3属的命名始终存在问题。随着国

际贸易和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这些鱼类的学名

应该早日取得共识，以提高信息交流的效率。

本文就此问题阐述如下。

! 东方3属的建立

现在归于东方3属（ !"#$%&’&）的鱼类，在

!" 世纪时都被记于3属（ !()*"+,+-）。#$ 世纪

以后 又 被 归 于 圆3属（ ./0+(*+$,(1 %&’()(*(，
!+",）直至 !"-# 年。!"./ 年，01&2(1341566(1 指

出圆3属的模式种（78)( 2)(’9(2）是大西洋产的

!()*"+,+- 1/(-’2(*$ 4:;’<，!+,#［=］。!"-# 年，>?(，
@A（阿部宗明）报道了对太平洋和大西洋产的

3鱼类头骨形态比较的结果，指出两者差异很

大，便以横纹东方3 !"#$%&’& +32+-’&1（4:;’<，

!+,=）为模式种建立新属东方3，以 4&’& 命名，

把北太平洋西部产的3鱼类归入 4&’&［+］。然

而 >?( 于 !"." 年发表的日本及其近邻海域3
科鱼类分类时，已经在圆3属 ./0+(*+$,(1 下面

建立了 = 个新亚属［,］。其中，第一个亚属不属

于东方3属，第二个就是 !"#$%&’&。国际学术

界承认了新属，但对属名“4&’&”有争议。!"-/
年澳大利亚学者 B<97:(8 指出，根据国际动物命

名法规，亚属与属同等有效，认为 >?( 于 !"."
年建立的新亚属 !"#$%&’&［,］可以直接用作该属

的学名。因此，>?( 在 !"-# 年建立新属（东方

3属）时，他所提倡的属名 4&’&［+］已经被他自

己在 !"." 年提出的 - 个新亚属名［,］所优先了。

所以 这 - 个 有 效 新 亚 属 的 第 一 个 新 亚 属

!"#$%&’& 理应是东方3属的新属名。据此，欧

美学 术 界 在 #$ 世 纪 -$ 年 代 中 期 开 始 使 用

!"#$%&’& 作为东方3属的属名，日本学术界在

+$ C ,$ 年代也弃用 4&’&，改用 !"#$%&’&。我国

学者最早使用 4&’& 指称东方3属的文献是

!"=# 年出版的《南海鱼类志》［"］。!"+- 年，成庆

泰等以 4&’& 为属名，整理了我国东方3属鱼

类 !- 种［!$］。由于历史原因，#$ 世纪 -$ 年代初

至 +$ 年代末，我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

不畅，因此没有及时获得东方3属定名的信息。

虽然匡庸德等已经在 !",. 年描述本属新种时

使用了属名 !"#$%&’&［!!］，但 !""# 年版《拉汉英

鱼类学名词》中仍采用“4&’&”为属名［!#］。国内

有些文献至今还在使用 4&’& 这个属名。

" 暗纹东方3的命名历史

本种最早是 D’E::&6* 氏于 !,.. 年根据采

自我国舟山和宁波的标本进行了描述，命名为

!()*"+,+- %"15$")&1［!/］。然而“!()*"+,+- %"15$")&1”
已经在 !,$! 年被 4:;’< 和 F’<6(9*(1 首先用于

“暗纹四齿3”，所以是一个无效的命名。G(H&6
氏于 !"$# 年整理 D’E::&6* 氏采自宁波的标本

时，将 本 种 命 名 为 !()*"+,+- 65722"-,$ G(H&6，

!"$#［#］。!"#$ 年，0;I:(1 和 4(&6 在苏州采集本

种，命名为 ./0(*+$,(1 +5(22")&1（弓斑圆3），发表

在《美国自然博物馆文集》［!.］。!"/$ 年，寿振黄

（F<&I）也在苏州采集本种，以 !()*"+,+- +5(22")&1
的学 名 发 表 在《静 生 生 物 调 查 所 汇 报》［!-］。

!"." 年，>?(（阿部宗明）在没有查阅到 D’E::&6*
氏 !,.. 年发表的原始文献［!/］的情况下，将采自

福建闽江的本种与弓斑圆3区分开，作为弓斑

圆3的 一 个 新 亚 种 命 名 为 ./0(*+$,(1 +5(22")&1
+315&*&1［,］。!"-- 年，松 原 喜 代 松 又 以 4&’&
+5(22")&1 +315&*&1 的学名报道过本种。同年，我

国学者李思忠在《黄渤海鱼类调查报告》［!=］中

首次以星弓斑圆3 ./0(*+$,(1 +315&*&1 为种名记

录了本种。!"=/ 年，朱元鼎和许成玉在《东海

鱼类志》中命名本种为 4&’& +315&*&1（中文名为

暗色东方3）［!+］。!"+- 年，成庆泰等把中文名

改为暗纹东方3［!$］。

综上所述，暗纹东方3早在 !,.. 年就被

D’E::&6* 氏命名了，按照国际动物命名法规中

优先 律 的 原 则，暗 纹 东 方3理 应 恢 复 使 用

!"#$%&’& %"15$")&1（D’E::&6*，!,..）这个学名。但

直 至 #$$. 年 出 版 的 文 献［!,］ 中 还 在 使 用

“+315&*&1”。目前，在我国最新的鱼类权威著作

中已经恢复采用这个学名［!，#］。在即将出版的

《江苏省鱼类志》中也将对暗纹东方3恢复使用

D’E::&6* 氏的命名（伍汉霖，#$$.，个人通讯）。

随着学术交流的日益扩大，鱼类产品的国

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东方3属的属名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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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清源，恢复其正确的学名。目前东方3属中

经济价值最大的两个种暗纹东方3 !"#$%&’&
%"()$"*&(（!"#$$%&’，()**）和红鳍东方3 !"#$%&’&
+&,+$-.(（+,--.&"/ .* 0"1$,2,’，()34）已经成为我

国和日本的重要养殖鱼类。尤其重要的是，后

者已经在 (553 年 (( 月被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

接纳为新的基因组学研究模式动物之一［(5，64］，

因此东方3属学名的使用应该严格按照国际动

物命名法规的要求，使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更

便于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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