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虫知识 ChineseBulletinofEntomology　2010, 47(1):193 ～ 196

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中
二种象虫学名的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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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oweevilnames, Rhynchitescupreus(L.)andBarisgranulipennis(Tournier)belongingtofamily

CurculionidaelistedontheCatalogueofQuarantinePestforImportPlantstothePRC 2007 shouldbe

correceted.ThevalidscientificnamesareInvolvuluscupreus(L.)andAcythopeusgranulipennis(Tournier)

respectively.Thepaperpresentedsomerelateddiscussionaboutscientificname' schangeaccordingtothe

InternationalCodeofZoologicalNomenclature.Moreover, somesuggestionstoinvestigateandcheckpossible

pestsduringimportplantquarantineare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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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7年 5月 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中 , 隶属于鞘翅目

象虫总科的 2种象虫的学名需要更正。李虎象 Rhynchitescupreus(L.)正确的学名应为 Involvulus

cupreus(L.);西瓜船象 Barisgranulipennis(Tournier)正确的学 名应为 Acythopeusgranulipennis

(Tournier),文章根据《国际动物命名法规》对上述种类的学名变更进行论述。同时 ,文章还讨论进境植

物检疫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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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5月 28日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以下简称

《名录》)象虫总科 27种(属)
[ 1]
,其中的李虎象

Rhynchitescupreus(L.)和西瓜 船象 Baris

granulipennis(Tournier)的分类地位已经发生

改变 ,相应的物种有效名称也发生了变化 。为

提供正确的学名 ,本文对这 2种象虫的分类地

位以及正确的学名进行了讨论 ,并以此为例 ,简

要介绍 《国际动物命名法规(第 4版)》的有关

内容。

1　李虎象及其有效名称

李虎象的有效拉丁学名应为 Involvulus

cupreus(L., 1758), 隶属于鞘翅目 Coleoptera

象虫总科 Curculionoidea齿颚象科 Rhynchitidae

齿 颚 象 亚 科 Rhynchitinae齿 颚 象 族

Rhynchitini
[ 2]
。李虎象主要分布于立陶宛 、德

国 、芬兰 、挪威和瑞典等欧洲大部分地区 、土库

曼斯坦 、乌孜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

斯坦和日本
[ 3]
, 主要以杏(Prunusarmeniaca)、

欧洲榛子 (Corylusavellana)等梨果和核果为

食
[ 3, 4]
,危害甚广 ,是重要的农业害虫 ,也是我

国重要的检疫害虫 。

李虎象是由林奈最先进行科学命名与描述

的 , 当时的拉丁学名为 CurculiocupreusL.,

1758
[ 5]
。之后不同学者对其分类地位有不同的

观点 ,将该种归并入不同的属中 ,因此出现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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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的 异 名 , 如 CurculiocupreusL., 1758、

Attelabuscupreus(L., 1758)、Rhynchitescupreus

(L., 1758)、 Rhynchites(Involvulus)cupreus

(L., 1758)
[ 5]
。还有的学者根据不同地方采

集的标本命名了新种 ,后经整理发现 ,与李虎象

实为同一物种 ,类似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同物

异名 , 如 RhynchitespunctatusHerbst, 1797、

InvolvulusmetallicusSchrank, 1798、 Attelabus

aeneusLatr., 1804、RhynchitesdybovskyiFaust,

1882
[ 4, 5]
。

1916年 , Reitter在对德国的昆虫区系进行

研究的过程中 ,以 CurculiocupreusL., 1758为

模式种建立了一个新亚属-Euvolvulus,该亚属隶

属于齿颚象属
[ 6]
,此后多数分类学者一直沿用

Reitter的分类系统。直到 1956年 ,德国学者

Voss对 Involvulus属进行了修订 ,认为原属的模

式种 InvolvulusmetallicusSchrank, 1798实际上

就是 CurculiocupreusL., 1758
[ 7]
,也就是说李

虎象作为有效物种 ,为 Involvulus属的模式种 ,

相应的物种有效名称应为 Involvuluscupreus

(L., 1758)。

2　西瓜船象及其有效名称

西瓜船象的有效拉丁学名应为 Acythopeus

granulipennis(Tournier, 1873),隶属于鞘翅目

Coleoptera象虫总 科 Curculionoidea象虫科

Curculionidae船象亚科 Baridinae
[ 2]
。西瓜船象

主要分布于苏丹 、埃及 、以色列 、约旦 、伊拉克 、

沙特阿拉伯 、伊朗 、格鲁吉亚 、阿赛拜疆 、土库曼

斯坦和阿富汗 ,该虫主要以西瓜 、甜瓜 、药西瓜

(Citrulluscolocynthis)等瓜果为食 ,且成虫具有

较强的飞行能力
[ 3, 8]
,因此该虫不但是重要的

农业害虫 ,也是我国重要的检疫对象 。

西瓜船象是由 Tournier于 1873年最先进

行科学命名和描述的 , 当时的拉丁学名为

BaridiusgranulipennisTournier, 1873
[ 9]
。之后

相关分类研究进一步深入 ,因属的归并调整而

出现了不同 的名称 , 如 Barisgranulipennis

(Tournier, 1873)、Baris(Baris(Carpobaris))

granulipennis (Tournier, 1873)、 Acythopeus

granulipennis(Tournier, 1873)和 Acythopeus

(Carpobaris)curvirostrisgranulipennis(Tournier,

1873);因种或亚种的厘定等也产生了一些同

物 异 名 , 如 Athesapeuta (Parathesapeuta)

colocynthae Voss, 1964、 Athesapeuta

(Parathesapeuta)colocynthaecolocynthaeVoss,

1969、Athesapeuta(Parathesapeuta)colocynthae

globulicollis Voss, 1969 和 Athesapeuta

(Parathesapeuta)colocynthaecucumidisVoss,

1969
[ 9 ～ 12]

。

1902年 , Reitter将西瓜船象并入了船象属

Baris
[ 13]
,此后的学者大都沿用这一结果。 1956

年 , Zaslavskij对前苏联及其周边国家的船象属

进行了修订 ,建立了 Baris新亚属及 Carpobaris

新组(newsection),并指定西瓜船象为该新组

的模式种(依据 《国际动物命名法规 》第 10.4

条规定
[ 14]
, Carpobaris应被视为一个亚属名称

对待 )
[ 15]
。 1963 年 , Derwesh将 该种移 入

Acythopeus属 中
[ 16]
, 但 这 一 研 究 成 果 与

Zaslavskij对西瓜船象所做的变动一样均未被

广泛应用 。 1973年 , Thompson对西瓜船象的分

类地位重新进行了修订 ,将其定为 Acythopeus

curvirostris的 1个新亚种 ,并依据采自其原模式

产地埃及的标本指定了新模(neotype),同时将

Voss于 1964年和 1969年建立的新种 、新亚种

均列为该亚种的 同物异名
[ 12]
。 1999 年 ,

Alonso-Zarazaga和 Lyal在 《世界象虫总科科属

名录 》中部分采纳了 Zaslavskij(1956)和

Thompson(1973)的研究结果 ,将西瓜船象放在

Acythopeus属的 Carpobaris亚属中 ,做为该亚属

的模式种
[ 2]
, 因此西瓜船象的有效名称应为

Acythopeusgranulipennis(Tournier, 1873)。

3　讨论

3.1　关于学名 、有效名 、插入名称和新组合

学名 (scientificname)与有效名 (valid

name)。学名是用于一分类单元 ,符合 《法规 》

第 1条的名称 ,与 “俗名(vernacularname)”相

对;种级以上的分类单元的学名包括一个名字 ,

种的学名包括 2个名字(双名),亚种的学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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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3个名字(3名);但是一个学名不一定是可

用名
[ 14]
。上面对于李虎象和西瓜船象所提到

的所有拉丁名称均为学名。俗名又称地方姓

名 ,在某种语言中 ,相对于只为动物命名体制建

议的名称而言 ,用于一般性目的的动物名称 。

如 “李虎象”即为 Involvuluscupreus(L., 1758)

的中文俗名。有效名是分类学单元的正确名

称 ,即最早应用于某一分类单元的取得了优先

权的可用名称。对于西瓜船象来说 , Acythopeus

granulipennis(Tournier, 1873)就是该物种的有

效名。

《法规》第 6条第 1款规定 ,一个亚属的学

名 ,当与一个双名或 3名一起使用时 ,必须置于

圆括号内插入在属名和种本名之间 ,它不算作

该双名或 3名的组成部分之一
[ 14]
。例如 ,如果

在写西瓜船象的拉丁学名时加上亚属名的话 ,

那 么 西 瓜 船 象 的 名 称 应 为 Acythopeus

(Carpobaris)granulipennis(Tournier, 1873),但

是根据 《法规 》的这一条款 ,在我们引证这种象

虫的时候一般可以不写亚属名 ,只写 Acythopeus

granulipennis(Tournier, 1873)即可。新组合

(newcombination)就是从一个属转入另一个属

的种名 ,应把原来的定名人放在括号内 ,这就是

一个新组合。 《法规 》第 51条第 3款规定 ,在

改变了的组合内应使用圆括号括入作者姓名 ,

如需要引证日期 ,则也应该括入圆括号内
[ 14]
。

例如:当 CurculiocupreusL., 1758 被并入

Involvulus属时 ,在引证时其正确的拉丁学名就

应该是 Involvuluscupreus(L.)或 Involvulus

cupreus(L., 1758)。

3.2　关于有效名的优先权原则

《法规》规定一个分类单元的有效名称是

最早应用于它的可用名称 ,即最早正确出现的

名称
[ 14]
。当一个分类单元具有两个以上的可

用名时 ,这一现象就称为异名关系或同物异名

关系 ,所有的这些名称均称为异名(synonyms),

如前面所列出的李虎象和西瓜船象的异名 。在

众多异名中 ,就需要依据优先权原则来确定某

一分类单元的有效名称。例如 ,李虎象的异名

有 CurculiocupreusL., 1758、Attelabuscupreus

(L., 1758)、Rhynchitescupreus(L., 1758)、

Rhynchites(Involvulus)cupreus(L., 1758)、

RhynchitespunctatusHerbst, 1797、 Involvulus

metallicusSchrank, 1798、AttelabusaeneusLatr.,

1804、RhynchitesdybovskyiFaust, 1882,但是根

据优先权的原则 , 该物种的有效名称应为

CurculiocupreusL., 1758,又依据其现在所属的

上一级分类单元 ,李虎象目前正确的拉丁学名

应为 Involvuluscupreus(L., 1758)。其中 ,

CurculiocupreusL., 1758被称作有效名或首异

名(seniorsynonym),首异名只能够有 1个 ,其

他的几个异名被称作次异名(juniorsynonym),

均不能采用 ,次异名可能有多个 ,也可能只有 1

个 ,但是在列该物种的引证的时候一般应该全

部列出 ,且按异名出现的早晚顺序排列 。

3.3　害虫检疫中学名的使用

昆虫学名的正确使用 ,对于检疫工作是十

分重要的 。错误的名称往往会导致用于鉴定的

鉴别特征不正确 ,从而直接造成鉴定结果不正

确 ,给检疫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因此 ,除了

能够正确区分并掌握某一昆虫有效名之外 ,也

不能忽视异名的作用。通常对那些具有潜在入

侵危险的害虫的研究工作开展的比较多 ,而由

于某些类群的分类学工作尚不十分完善 ,往往

就会出现很多的同物异名。但是这些异名十分

重要 ,我们在查找文献资料的时候都应尽可能

包括对异名的文献查找和资料收集 ,在以后的

名录中应该尽量列出每个物种所有的异名 ,不

要因为异名的原因使得检疫害虫漏网 。

应该尽可能全面的查找 、收集相关资料信

息 ,特别是分类学方面的较老的文献 ,应该尽量

查到原始文献 ,而不是简单的照抄别人引用的

内容 。对于发生过变化的物种学名 ,在查找有

关研究资料和文献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对一些

异名和俗名的有关文献的查找 ,充分利用动物

学记录等相关资源 ,获得较全面的参考资料。

任何一个物种的拉丁学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某些物种的分类地位可

能会经常发生改变 ,因此就很有必要对检疫名

录进行定期更新。同分类学家一样 ,检疫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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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者也应该跟踪世界最新研究成果 ,更加

利于国际交流。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应按照最

新权威及时修改检疫名录中有变化的物种 ,这

样不但可以确保检疫工作的准确性 ,同时也能

够提高检疫效率 。

致　谢 　感谢西班牙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MiguelA.Alonso-Zarazaga教授提出修改意见

并惠赠资料 。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 第 862号 , 《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 2007年 5月 29日.

2 　Alonso-ZarazagaM.A., LyalC.H.C.Aworldcatalogueof

familiesandgeneraofCurculionoidea(Insecta:Coleoptera)

(exceptingScolytidaeandPlatypodiae).Entomopraxia,

Barcelona, 1999, 315.

3 　陈乃中 , 沈佐锐.水果果实害虫.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

术出版社 , 2002.280～ 303.

4 　VossE.MonographiederRhynchitinen-TribusRhynchitini.

2. Gattungsgruppe: Rhynchitina ( Coleoptera-

Curculionidae). V. 2. Teil der Monographie der

Rhynchitinae-Pterocolinae(Fortsetzung).Ent.Arb.Mus.

Frey, 1969, 20:117 ～ 375.

5 　VossE.Curculionidae:RhynchitinaeII, Allocoryninae,

Pterocolinae.In:SchenklingS.(ed.), Coleopterorum

CatalogusauspiciisetauxilioW.Junk, 1939, 167:57 ～

130.

6 　ReitterE.FaunaGermanica.DieKäferdesDeutschen

Reiches.NachderanalytischenMethodebearbeitet.K.G.

Lutz'Verlag, Stuttgart, 1916, 5:343.

7 　VossE.Dievon Biró aufNeu-Guineaaufgefundenen

Rǜsselkäfer(Col.).I.Ann.Hist.Nat.Mus.Natl.

Hung., (N.S.), 1956, 7:121 ～ 142.

8 　TournierH. Curculionides nouveaux. Mitt. Schweiz.

Entomol.Gesell., 1873, 4(4):170～ 191.

9 　HustacheA.Curculionidae:Barinae.In:SchenklingS.

(ed.), Coleopterorum CatalogusauspiciisetauxilioW.

Junk, Partes 163, ` s-Gravenhage, Verlag fǜr

Naturwissenschaften, 1938, 163:1～ 219.

10　VossE.ErgebnissederZoologischenNubien-Expedition

1962.TeilⅩ≫.Coleoptera, Curculionidae.Ann.Naturh.

Mus.Wien, 1964, 67:583 ～ 601.

11　VossE.EinigeneueRǜssler-Artenund-Unterartenausder

paläarktischenRegion.Entomol.Blät., 1969, 65(1):53～

63.

12　ThompsonR.T.Preliminarystudiesonthetaxonomyand

distributionofthemelonweevil, Acythopeuscurvirostris

(Boheman) (including Barisgranulipennis). Bull.

Entomol.Res., 1973, 63:31～ 48.

13　ReitterE.ColeopterologischeNotizen612-619.Wien.Ent.

Ztg., 1902, 21:221～ 222.

14　卜文俊 , 郑乐怡译 , 宋大祥校.国际动物命名法规(第 4

版).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07.135.

15　Zaslavskiǐ V.A.RevizijadolgonosikovrodaBarisGerm.

faunySovetskogo Sojuza isopredelnykh stran. Trudy

VsesojuznogoEntomologicheskogoObshchestva, 1956, 45:343

～ 374.

16　DerweshA.I.ApreliminarylistofColeopterafromIraq.

Tech.Bull., Min.Agric.Iraq, 1963, 1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