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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植物寄生线虫俗名特点和 

学名汉译的再思 

胡 起 宇 
(江西大学生物系，南昌 ~30008) 

《经济线虫学》是本关于植物寄生线虫的教 

学 、研究参考书；中译本为笔者所译。 垒书 52 

万字，内有各种线虫名称近 300个。关于植物 

寄生线虫学名的汉译，该书“译者的话”中有所 

议论 。最近接读者来信，要求就那个思路，把 

有关问飓进一步说清楚。 

(一)植物寄生线虫，和其他各类动 物一 

样 ，通常有两种名称 ，即俗名(普通名称)和学 

名。俗名是约定俗成的 ，不受任何法规约束和 

保护可用任何文字书写。学名则不同，其命定、 

修订和使用 ，必须遵守《国际动物学命名法规》。 

依法规 ，学名必须用拉丁文书写 。 这种学名， 

在我国 由于文字隔阂，使用不便，常要加以汉 

译。学名被译成汉语之后 ，当然就不再是学名 

了。然而在各有关学科 ，这汉译工作做得很认 

真，所译就的名称不但有确定的指称范围和对 

象 ，保留有学名所蕴含的分类学信息，而且还作 

为统一名称推出，建议全国推广使用。因此应 

该说，学名的这种汉译名称，已不同于一般俗 

名 ，它具有学名的某些性质。 

学名汉译有多种译法 ，这些译法用于有关 

学 科，部不乏成功的先例。借译俗名就是其中 

的～种泽法。所谓惜译俗名 ，就是把指称对象 

的俗名译来，作为拉丁学名的汉译名称。这是 

一 种变通的译法。 植物寄生线虫常见属 的 学 

名 ，大约半数以上是用这种译法译威汉译名称 

的。本文旨在讨论植物寄生线虫俗名特点，并 

据以评述借译俗名珐在植物寄生线虫学名汉译 

中使用所出现的某些问题。 

(=)植物寄生线虫的一些常见的俗名 在 

英、日、俄等外文书刊中皆可见到 ，而且在这各 

种文字的书刊中，其词语台义、指称范围和指称 

对象基本相同 ”。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实。 

埴物寄生线虫的俗名，大部用于属的阶元。 

但指称属的俗名，与相应学名之间，词语 含义有 

的相同，有的不同；指称范围有的对等，有的不 

对等0一 。 

词语含义与相应学名相同的俗名 ，为数不 

多，如 Awl nematodes(D。 口 or )，Dagger 

nematodes(Xiphinema)，Sting nematodes(Be— 

lonolairaus)，Lance nematodes(Hoplolaim f)。 

而大多数俗名。其词语含义则与相应学名不同， 

盘口Stubby．root nematodes( ， f̂口 口r )．Bud 

and Leaf uematode8 ( f知 i )，Re— 

niform nematodes (R口 yf Ⅳ )， Sheath 

nema todes(Hemicyctioghora)。 这些用怍俗 

名的词语，有的揭示作物病状 ，有的揭示寄生部 

位 ，有的揭示线虫特征，有的揭示生态特点。 

指称范围与相应学名对等的俗名 ，如 Root— 

knot nematodes(Meloidogyne)，False root— 

knot nematodes(Nacobbus)，Gall nematodes 

(Anguina)，Pin nematodes(P口r口‘y f f五 )0 

指称范围与相应学名不对等的俗名 ，如 Burro- 

wing nematodes(Radopholus)，Spiral liem~． 

rodes(Scutetlonema)o 

然而有的俗名，与其相应学名之间 ，即良词 

语含义相同 ，指称范围也不对等，如 Ring ne— 

matodes(Cri~onema)，Spiral nematode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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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口印ff )。有的俗名。虽指称范围与相应 

学名对等，但却不是它唯一相应的俗名。 

于是在俗名与学名之间形成复杂的对应关 

系。有的是一个俗名对应于一个学名 口Root 

knot nematodes；对应 于 Meloidogyne：False 

root—knot nematodes；对 应于 Na~obbus； Pin 

nema~todes对应于 Parotylenehus．但有的则是 

一 个俗名对应于多个学名，或多个俗名对应于 
一 个学名。这种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此外还有这 样 的事 实值 得 注 意。 俗 名 

spiral nematodes可以用来指称 4个属的种类， 

瞧各属建立的年代并不相同。 其中_Hoplolai— 

miffs建立于 1905午，Helico；ylcnehus建立于 

1945年， Seutellonema建立于 1 958年 。Ro． 

tylenchus建立于 1961年。 这些属的建 立 年 

搭名 拉T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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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t前后相隔半个世纪。而且可 以 肯 定 Spiral 

nematodes这个俗名，决不是在 1961年以后出 

现 的。 再 说 Hoplolaimus是 否 列 入 Splral 

nematodes的指称 范围 ，各家的处理 也不尽一 

致Ix,6】。Reaiform nematode(s)这个俗名，原 

来是用来指称 Rotylenehu1．s reniIormis这个 

种的，后来在使用中。变成指称 Rotylenchulus 

整 一类的了日。 

鉴于以上所述。我们不难理解： 

(1)植物寄生线虫俗名，在不同语种中普 

遍使用。并且在各不相同的语种中，俗名词语含 

义、指称范围和指称对象基本一致。这说踢俗 

名的存在且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规范。 

(2)俗名与学名之间对应关系复杂，俗名 

的存在本是一种混乱。俗名是为行文的方便而 

使用的，但唯有在明义、限定条件下使用，才能 

避免混乱。 

(3)俗名指称范固 ，曾见有变动 。今后是否 

稳定，难以预料。 

这就是借译俗名法在植物骞生线虫学名汉 

译中使用具有局限性的原因。 

(三j植物寄生线虫学名的汉译名称。 米 

系统审订，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拉汉无脊椎动物 

名称》(试用本 ，1 978)虽有收录，但收录数量不 

及常见的十分之一；而散见于其他书刊的则不 

少。 有时怍 (译)者所用的名称是作为一般俗 

名．还是作为学名的汉译名弥，意图难以判断， 

但举凡带科、属等分类阶元字眼的，认作是所推 

荐的学名汉译名称。贝{『当无疑。这些译名，有的 

译得很好 ，有的从某个角度看去值得商榷。而 

这些有待进一步商榷的问题，太都蛆函于借译 

俗名不当。 

植物寄生线虫学名的汉译名称 。因借译俗 

名不当而造成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一名多译 

统一名称本是我们的愿望，这于教学、科研 

都是有益的。学名曲汉译名蒋 ．更应该统一 ．唯 

有在众多可甩译名中确定一个，才能更好体现 

它不同于一般俗名的特点。然而现在不少的植 

物寄生线虫属，其学名有两个威更多的双译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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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有时这不同的汉译名称竟见于同一出版物 

中。如 Heterodera译名有异皮(线虫)餍 ’’ ， 

胞(孢)囊(线虫)属 ；Trichodorus译名有毛 

刺(线虫)餍 根(线虫)属 ；Pratylenchus 

译名有短体(线虫)属Ⅱl ，草地(线虫)餍 ；等 

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这些属除了有依 

其学名含义拟就的汉译名称外 ，还有依其俗名 

译就的名称 ，并且这译来的俗名缀以分类阶元 

字眼 ，权当学名汉译名称使用。 

俗名在原文中通常是为了简便而用的 ，并 

且使用 中以不引起误解为匾则。这种俗名不但 

可以译，而且应该译。但俗名毕竟是俗名 ，译来 

作为学名的汉译名称，柬必是最佳方案。 

(2)同义分派 

用同义词组作为某些种类的名称 ，在拉丁 

学名中虽时有所见 ，但科学界对那些荒诞怪异、 

周义重复的名称提出指责也是事实 。 因此 即 

使对这类拉丁学名进行汉译 ，理应避免使用并 

无实际区分意义的同义词。寄生原虫中的两个 

属 Entamoeba和 Endamoeba，学名含义都是 

内变形虫”。 陈心陶先生在 《医学寄生虫学》 

1(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中把前者译为内变形 

虫属，把后者译为恩变形虫餍。这是值得借鉴 

的。 

但是借译俗名既成定势，邪些有共同俗名 

的种类，要使其学名的汉译名称避开无实际区 

分意义的同义词组，实属不易。 如 Heli'~oty- 

lenahus，和 Rolylenchus，其共同 的俗名是 

Spiral nematbde~而 Rm i0 cbo{d“ 显然s 

Ro~ylenchus相近似。于是这3个餍的学名，依 

俗名 Spiral Ilemat~des汉译 ，就不得不分别译 

为螺旋(线虫)属、盘旋(线虫)属、旋绕(线虫) 

属 · 。 

对于这类同义名称，我们汉；语读者在心理 

上可能产生一种特殊的障碍。这类同义词虽仅 

一 字之差 徂因我们惯于按词素辨析词义，讲究 

名实相符 对手这类同义名称，或会望文生义， 

导致误解 r或将视如蛇健 ，难以接受。 

(3)。轮l环现象” 、 r 

艳环 现象 也是伺义分派所造成的，但它 

． 5 ．- 

所引起的却是另一个层次的混乱。Criconema， 

和 c， fD f，，，D 有共同的俗名 Ring neina~ 

todes。这两个属的学名，按其原义本是可以区 

分的，因为后者有后缀一oides(似的)；而嵌俗名 

汉译，就只好采用轮环二字以示区别了。但轮 

环二字的分派，各家不同。有的把 Cri~oneraa 

译为环(线虫)属 ，把 Criconemoides译为艳(线 

虫)餍 ； 有的则把 Criconema译为轮(线虫) 

属，把 Griconemoides译为环(线虫)属∞。其 

结果是轮不轮，环不环 ，轮环不分，事与愿违。 

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固为 

植物寄生线虫，有些种类形态区别很小，学名含 

义微妙，不说是像其共有的俗名借译 ，即使按学 

名意译，这种现象也难避免。因此须要在译法 

上有所突破。 

(4)不宜上下 

前面说过，学名的汉译名称不同于一般俗 

名 ，应尽可能地保留学名所蕴台的分类学信息， 

而种名保持双名法，可谓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但借译俗名作学名汉译名称，有时不便达到这 

种要求。 如 Rotylenchulus，按 其 相应 俗 名 

Reniformnematodes借译为肾形(线虫)属“̂ 。 

但这属名译定之后，Rotylenchulus reniIormis 

这个种名就难译了，译成“肾形线虫 或“肾形肾 

形线虫 ，均不合适。 

以上所述，说明借译俗名法用于植物寄生 

线虫学名的汉译 ，确有一定的局限性。 

(四)说借译俗名法用于学名汉译 有 ～ 定 

局限眭，并不是对这种译法的全盘否定。纵观 

整个生物科学领域 ，各生物类群学名的译法，有 

音译法、意译法、音意兼译法、借译俗名法、译以 

俗名法等。包括借译俗名法在内，这种种译法 

在使用上都有一定局限性 ，但在一定的条件下 

也都是可取的。为了做好植物寄生线虫学名的 

汉译工作 ，应该充分发挥这些译法的作用。 

指出借译俗名作为学名汉译名称 ，发生过 

某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这并不是对植物寄生线 

虫俗名的否定。相反倒是认为植物寄生线虫的 

俗名，特 是那些可指称若干类群的俗名，应看 

作是一种文化。其存在自有 定的合理性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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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和发展自有一定的历史蕴台，因此对俗名 

理应加以研究，不可轻意废弃。再说这些俗名 

的指称范围和用法，在所见的各种文字中基本 

一 致，这可否认为是一种文化汇流现象。假如 

我们不进入这汇流之中 ，而另树一帜，那么在我 

们引导下成长的青年学生 ，一旦加入这种汇流， 

会不会感到陌生?这也是值得深思的。 

目前植物寄生线虫学名的 汉 译名 称 较 混 

乱 ，这是事实。承认这个事实，不等于否定前人 

在有关文献译介方面的贡献。我国植物线虫学 

工怍者，历尽艰辛，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他们，笔 

者深怀敬意。现在亟须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 
一 步加强学名词源和俗名历史的研究，以祈尽 

抉完成植物寄生线虫学名汉译名称的全面审订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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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动物志·鸟类》一书评介 

《浙江动物志 ·鸟类》一书于 1 990年’11月， 

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全书 449页，井附有 

彩色图版八页。杭州大学生物系诸葛阳主编。 

浙江省鸟类区系组成 共有 414种、 28亚 

种。全书分总论(研究简史、形态概述、区系分 

布和经济意义)和各论两大部分，各论按分类系 

统简述 目、科的主要特征 ，分种检索；对各个种 

记述了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地理分布和经济意 

义等内容。文后有附录，包括鸟类的保护和招 

引 、鸟类标本制作与保存、鸟类的饲养管理等。 

全书共有墨线圈 282幅。 

动物乃是 自然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 

维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起着积极的作用。 同时， 

动物资源又是生物进化历史的产物和人类社会 

的宝贵财富。人们有责任在了解和认识的基础 

上，对动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克服浪费和滥 

用资源的弊病 ，来提高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社会 

效益 ，以达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实用效益。 

《浙江动物志 ·鸟类》的编写是在长期、广 

泛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可算是瓜熟蒂落，永道 

渠成。参加编写的同志们 ，都是多年进行野外 

调查，经验丰富的鸟类学工作者。从研究简史， 

以及所列出的主要参考文献 ，即可看出收集的 

文献齐全，调查的足迹几遍全省的山山水水。 

所述各种鸟类及其图形均根据标本实物描述和 

绘面的。 本书的出版代表了浙江省鸟类学科研 

的阶段性成就。 

《浙江动物志》编委会认为：作为地方志没 

有必要与全国动物志相同，应体现出地方志的 

特色。因此 ，其编写的指导思想是：浙江动物 

志是为国民经济建设、科学研究、文化教育服务 

的地方动物志 ，要体现地方性 、实用性的特点， 

能反映浙江省动物资源的状况，同时也要反映 

现代的科学水平。所以这本志书，不是一本以 

分类学为主导的工具书而是科学性与实用性相 

结合的一本志书。并且从实用出发，这本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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