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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锹甲”名称的由来及中国锹甲属的中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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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介绍了“锹甲科”中文名称的由来；回顾、讨论了当前国内学术界有关将中文名称“锹甲”改

为“鹿甲”的争议及这种更改可能带来的结果；同时系统记述了中国锹甲科已知属的中文名称。

关键词 锹甲科，中国锹甲属，中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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锹甲科是鞘翅目中一个独特的类群，雄虫

的多型性、明显的性二型现象及亚种的多样性

使其成为研究昆虫进化及系统发育的常用素

材。同时，绝大多数锹甲具鲜艳的金属光泽，雄

性发达的上颚或长而弯曲，或短而粗壮，形似各

式鹿角，外观威武俊美，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是昆虫爱好者的珍品收藏，更是“玩虫族”的流

行新宠，因而也是各式科普读物中的重要角色。

随着中国昆虫科研及科普工作的开展，锹甲引

起了更多国人的兴趣，一股“锹甲热”正在悄然

兴起。针对这一现状，本文对“锹甲”名称的由

来与争议及中国锹甲科常见属的中文名称进行

了简要介绍，以期为更好认识锹甲提供一定的

参考。

7 “锹甲科”名称的由来

拉丁学名 E;<*-)=*1 中的“E;</”意为“光亮

的”，指的是该科昆虫多数种类的鞘翅都具金属

光泽。英文名称为“O?*. >11?:1”意指该科昆虫

的雄性多具发达的上颚，形似鹿角。日本、台湾

称 之 为“ 锹 形 虫 ”。“ 锹 ”字 来 源 于 日 本 语

（0;G*.*?*A;@5)J* 或 0;G*.*?*）。“0;G*.*?*”指

的是“日本武士（平安中期 P 镰仓时代）所戴头

盔上的锹形前立”，这种“锹形前立”主要起装饰

作用，以增加威仪（封 Q 图版!：图 ! P R）。而

多数锹甲科昆虫体型健硕、体表光滑如铁甲、头

胸上常有刺状突起，鹿角状上颚极发达，与这种

锹形前挡很相似，看上去十分威武，且雄性勇猛

好斗，很有“武士”风派，因而称“锹形虫”（封 Q
图版!：图 Q P S）。但“锹”的另一说法是指“该

科昆虫的鞘翅形状同圆锹铲土的铁质部分相

似”［!］。具体“锹”字是指“上颚”还是指“鞘翅”，

在一些较经典的日本昆虫学文献并没有明确的

释义。如内由清之助［L］、素木得一［R］都只称之

为“锹形虫”。

早期的国内学者如尤其伟［Q］都依日本语，

称为“兜矛虫科、锹形虫科”，易希陶也称之为

“锹形虫科”［M］；!TQT 年，周尧称其为“锹形虫甲

”［S］，后为吴维钧等［N］、管致和［#］等引用；至 !TMT
年，萧采瑜等采用了“锹甲科”的名称并在以后

的教科书中沿用了下来［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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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锹甲科”更名之争

目前国内部分学者提议将“锹甲科”更名为

“鹿甲科”或“鹿角甲科”，其基本理由如下：（!）

似“鹿”" 锹甲雄性的上颚发达，多似鹿角，而

雌性上颚不发达，这种明显的性二型现象与鹿

科动物很类似；（#）谐“鹿”" 锹甲科的拉丁学

名 $%&’()*’+ 的首字母“$%”恰与“鹿”的中文拼

音“,%”谐音，便于记忆；（-）统“鹿”" 英文名

称 ./’0 1++/,+ 来源于该科昆虫雄性的上颚，直译

即为“鹿甲”，这样不同的称谓统一于对“鹿角状

上颚”的形态认知，简洁、科学，可有效避免因不

同文化背景而产生的认知与理解分歧。

但如果将“锹”改为“鹿”，也将引发以下问

题：（!）经过数十年的应用，“锹甲”已经广为接

受，且由于同有“锹”字，在华语世界，包括日本

都已经达成文化共识，更名可能会使这种舒畅

交流产生障碍；（#）已经出版的教科书、科研著

作、科普读物中的“锹甲科”名称将会与后来的

“鹿甲科”相异，且“锹”“鹿”的中文字面意思差

异很大，可能会造成普遍使用中的不便；（-）对

于更名工作，不可避免会出现支持方和反对方，

而双方各执一词、各用一名，最终会引发“有关

名称”的学术之争。这样的争论可能于实际工

作意义不大，有舍本逐末之嫌。

作者也曾在两处昆虫爱好者网站上发出

“锹甲科的中文名要改了！”的帖子。结 果 在

#-# 上回帖的昆虫爱好者中，有 !2 个明确反对

更改中名，有 - 个支持但倾向于不改，另有 # 个

支持但对更名后的结果持怀疑态度。总结他们

的普遍观点是“锹甲科“已经约定俗成，且此名

无明显问题，没有必要改。不难看出，更名的理

由很充分，反对更名的理由也很充分，但争议的

最后应当有一个结论。而科研工作的基本目标

当与实际的生产、生活结合起来，而非高高在

上、独立成章。因此，作者也倾向于仍沿用“锹

甲科”这一中名。

" 有关中国锹甲科已记录属的中名

尽管锹甲是为大众所喜爱的昆虫，但由上

述情形已能看出目前国内有关锹甲的研究还很

薄弱，尤其是作为基础的系统分类学的研究现

状制约了相关工作的开展。显著表现之一就是

已知属种的中文名称很混乱，如一些属种有多

个中名，另一些属种尚无中名，或者是 # 个属种

占用同一个中名，也有一些属种的中名过于随

意而令人费解。为便于锹甲科在今后的科研及

科普工作中应用，非常有必要规范中国已知属

种的中名。鉴于中国锹甲种类的具体数目尚在

研究中，笔者在此仅对已记录中国有分布的 #2
个锹甲属的中名予以系统记述，并希望属的名

称相对规范后，能对结束该科种的中名混乱状

况奠定一定的基础。

"#$ 锹甲属 !"#$%"& 3&454,)，!67-
曾用 名：锹 甲 属［8］；我 国 台 湾 称“ 深 山

属”［!］。

说明：“$%& " ”有“光亮”之意，而“$%&’(%.”
在拉丁语中有“火神”之意，应是指该属锹甲体

态具不同程度的金属光泽且俊美威武。作为模

式属，“深山属”的译法没有体现与“锹甲科”间

的科、属关系；且“深山”也没有完全体现出该属

的习性。这里仍沿用萧采瑜等译的“锹甲属”。

"#! 六节锹甲属 ’()$*+,*-"& 945+，!2:#
曾用名：六节锹甲属［!-］。

说明：“9+;’ " ”拉丁语意为“六”；“’</=< " ”

拉丁语意为“关节”。该属的明显特征是触角鳃

片状部分由 7 节组成且第 > 节强度扩展，故称

“六节锹甲属”，这里仍沿用。

"#" 纹锹甲属 ?+.’,%. @’1<)&)%.，!2A!
曾用名：我国台湾称“斑纹锹形虫属”［!］。

说明：该属昆虫是锹甲科中形体最小的，约

在 # B 7 CC 之间，外形似小型的金龟子类。鞘

翅上多有明显的斑纹，这里称“纹锹甲属”。

"#% 璃锹甲属 ./$+0#(*"& D+4EE<4F，!67#
曾用名：宽锹甲属［!:］；我国台湾称“琉璃锹

形虫属”［!］。

说明：“G,’/FH”拉丁语意为“宽、阔”，“H&+<%.”
意为“角”，该属锹甲有宽扁而短的上颚，外形与

有些步甲很相似。但是，该属最显著的特征是

多数种类通体呈现不同程度的蓝或绿色金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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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似常见的琉璃制品色泽，相当艳丽。这里简

化已知台湾名称，称为“璃锹甲属”。

!"# 凹锹甲属 !"#$%&’()(*"’ !"#$%&’()$，*+,-
曾用名：无。

说明：“./0"/1”希腊语意为“沟、槽、伤痕”，

“’)#$1”希腊语意为“骨”，意指该属的明显特征

为“两性的头顶中央为明显的沟槽状凹陷”。这

里综合学名释义，称为“凹锹甲属”。

!"$ 刀锹甲属 +&,%"’ 2"/3$"4，*+*-
曾用名：陶锹甲属［*5］；我国台湾称“大锹形

虫属”［*］。

说明：“6’%/ 7 ”拉丁语意为“羚羊”；意指该

属的主要特征，即雄性的上颚的与雄性羚羊的

角有些形似。同时，称“大锹形虫属”的寓意太

泛，且“大”并非该属的主要特征。这里结合音

译称“刀锹甲属”。有关 +&,%"’ 属的分类地位

目前还存在很大争议。以 289(:(;" 和 <"="8 为

代表的日本锹甲研究者“本着简化的原则”将

+-.&/&0*&,"’， +-(&1&2),"’， 3)1-’&2&,%"’，
4$%,&2&,%$’， 4)($##$%("’， 5-00&/&2&,%"’，
6),,&./$(*"’ 等 合 并 成 到 +&,%"’［*5］ 中，但 以

>"%#’0’998 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则认为风行在日本

包括台湾的这一观点应当“慎重对待”。“因为

这些日本研究者中少有专业的分类学家，更多

的是昆虫标本商和业余爱好者”（个人通讯）。

当前日本锹甲研究者的主要兴趣在于发现新种

和新亚种，而很少做有关属、种的详细厘定，即

便是有关一些种群的记述（即将很多种的地位

或升获降，从而成为一个包括很多亚种的种

群），也着重在外部形态的细微差别上而很少提

供两性的外生殖器特征。因此，在没有找到明

确科学依据的情况下，还是应当承认这些属的

存在而非简单的合并。

!"% 半刀锹甲属 3)1-’&2&,%"’ ?&’;)’:，*+,@
曾用名：半锹甲属［*,］。

说明：“A$;81”希腊语意为“半”，该 属 与

“6’%/()”的特征很相似，这里称“拟刀锹甲属”。

!"& 扁锹甲属 6),,&./$(*"’ 2’#)/&(0)B4，*+,*
曾用名：锯锹甲属［*C］；我国台湾称扁锹甲属［*］。

说明：“D$%%1”拉丁语意为“锯”；“1=:"#&()”意

为“颚、颌”；该属的主要特征是雄性上颚较为宽

扁而直，内则有排列整齐而细密的小齿，外观似

扁锯 状，且 该 属 多 数 种 类 的 虫 体 非 常 扁 平。

“扁”是该属的显著特征，这里依台湾称“扁锹甲

属”。

!"’ 枝锹甲属 7#$2&0*8##"’ A’(E0$%#，*-*@
曾用名：无。

说明：“F0"G’H&400()”拉丁语意为“枝叶状

的”，指该属的触角末端各节粗大而稀疏，呈极

细的小枝状。这里译为“枝锹甲属”。

!"() 环锹甲属 78%#&11$("’ I"%%4，*+,J
曾用名：环锹甲属［*C］；我国台湾称“细身赤

锹形虫属”［*］。

说明：“F4/0’1”希腊语意为“圆、环”。意指

的该属的雄性上颚多异常发达而内弯，合拢起

来略呈圆环状。这里仍称“环锹甲属”。

!"(( 娥锹甲属 9#-.1&2&/("’ A’(0E$%#，*-*K
曾用名：无。

说明：“L08=1”拉丁语意为“无”，“’G’:#1”意

为“齿”，但拉丁语意不易顺畅表达，该属的体型

娇小而玲珑，直接音译为“娥锹甲属”。

!"(* 钩锹甲属 :&/&1)(&0"’ A’(0E$%#，*-*K
曾用名：无。

说明：“L’:’1”发生；“ #’H1”地方，但拉丁语

意难以理解，这里音译为“钩锹甲属”，也指其雄

性上颚的末端分成三叉，似钩状。

!"(! 柱 锹 甲 属 ;,-’1&./$(*"’ 2’#)/&(0)B4，
*+,M

曾用名：狭锹甲属［*+］；我国台湾称“鬼锹形

虫属”［*］。

说明：“ I%8);1”拉 丁 语 意 为“ 棱 柱 ”；“1
=:"#&()”意为“颚”，指的是该属的雄性上颚短而

厚，多有密布的小齿而略呈棱柱状，这里称为

“柱锹甲属”。国内文献也曾将此属与 <-."#"’
2"/3$"4，*+*- 的中名都称为“狭锹甲属”。为

免混 乱，这 里 特 将 ;,-’1&./$(*"’ 2’#)/&(0)B4，
*+,M 的中名称为“柱锹甲属”。

!"(+ 前锹甲属 ;,&’&0&%&-#"’ A’H$ )( !$)#N’’G，

*+5K
曾用名：前锹甲属［*+］；我国台湾称“锯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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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属”［!］。

说明：“"#$%$&”拉丁语意为“在前，向前”；此

属雄虫的上颚多长而直，且具大小不同的齿，很

似长锯。但由于该属的一些常见种类为大众所

知，仍称“前锹甲属”。

!"#$ 赛锹甲属 !"#$%&’()*+" ’$(%)*+,%-.，!/0!
曾用名：洒锹甲属［!0］。

说明：“"%1,23$#45+%”拉丁语意为“如天堂

的，极优美的”。该属锹甲的上颚长度与身体

总长比例协调，上颚上的齿多对称而分布均匀，

体型 优 美。日 本 学 者 认 为 此 属 是 前 锹 甲 属

!(’"’,’-’%$+" 的异名，但二者间的关系还需进一

步讨论。这里直接音译为“赛锹甲属”。

!"#% 莫锹甲属 .#-(’&’(-#" ’$(%)*+,%-.，!/0!
曾用名：莫锹甲属［!/］；我国台湾称“薄颚锹

形虫属”［!］。

说 明：“’1)#$&”希 腊 语 意 为“ 大、长 ”，

“3$#)1%&”即 指 上 文 的“3$#)+%”，该 属 的 特 征 与

/’(-+" 也有些相似。虑及此属的一些种类已为

大家所熟识，这里仍称“莫锹甲属”。

!"#& 盾锹甲属 0)1+" ’1)641.，!/!7
曾用名：眼锹甲属［!8］；我国台湾称“肥角锹

形虫属”［!］。

说明：“94:&”拉丁语意谓“盾”。该属的主

要特征是上颚粗壮而肥硕，基部的 ; 个大齿宽

大，且该属虫体宽阔，鞘翅上有明显的纵向深

纹，颇似古代盾牌的纹饰。这里称为“盾锹甲

属”。

!"#’ 根锹甲属 23#,4#$’(56 <+#542%(4#，!/=>
曾用名：根锹甲属［!/］。

说明：“?@1A*1,$#.B”拉丁语中含有“装饰”

含意，该属锹甲雄虫复眼后方有明显的尖锐凸

起，有些种雄虫的头部中央有 ! 个较粗壮直立

的根状物，这里仍称“根锹甲属”。

!"#( 鹿锹甲属 74#)8+$+" C4%(D$$3，!/>!
曾用名：我国台湾称“鹿角锹形虫属”［!］。

说明：该属的雄性上颚非常发达，是锹甲科

中上颚形状同雄鹿的角最相似的属。这里基本

沿用我国台湾原称，称为“鹿锹甲属”。

!")* 拟鹿锹甲属 !")+&’(4#)8+" ",1@4(，!/77

曾用名：我国台湾称“黑鹿角锹形虫属”［!］。

说明：“"%4+3$&”意为“假，拟”；意指该属的

特征与 E*14(+,+% 相似。这里称“拟鹿锹甲属”

!")# 狭锹甲属 F2:+,+% ’1)641.，!/!7
曾用名：狭锹甲属［!/］；我国台湾称“矮锹形

虫属”［!］。

说明：“F2:+,+%”意为“小的袋状物”，用以形

容该属虫体较小而狭长的特征，这里称为“狭锹

甲属”。

!")) 眦锹甲属 !)3%-4(’$+-#3+" G4.#$,,4，!/0H
曾用名：无。

说明：此属的显著特性“眼眦（$)+,1# )1@(*2）
向外相当延伸扩展”，其生物学特性的独特之处

是与白蚁科昆虫共生，这里称为“眦锹甲属”。

!")! 颚锹甲属 9%1%&%’3+" I#24%)*4，!7;0
曾用名：颚锹甲属［!0］；葫芦锹形虫属［!］。

说明：“J2:&”意为“黑色的”；“ 232$@&”意为

“独特、清楚”；该属的雄性上颚短而向上弯翘。

这里仍称为“颚锹甲属”。

!")+ 磙锹甲属 9%1%&%+" ’1)641.，!/!7
曾用名：磙锹甲属［!7］；角葫芦锹形虫属［!］。

说明：该属外部形态与 9%1%&%’3+" 有些相

似，但该属的雄性上颚短，内侧的 ! 个大齿长而

弯曲，几乎与上颚等长。这里称为“磙锹甲属”。

!")$ 新锹甲属 9)’$+-#3+" K*$5%$@，!/0;
曾用名：新锹甲属［!8］；我国台湾称“圆翅锹

形虫属”［!］。

说明：“J4$&”意为“新”，而“圆翅”仅是该属

种部分种的特征。这里仍“新锹甲属”。

!")% 奥锹甲属 :&’38’$#;%" L$A4，!/=;
曾用名：奥锹甲属［!H］、光胫锹甲属［!8］；我国

台湾称“鬼艳锹形虫属”［!］。

说明：“M3$@$($&”拉丁语意为“齿”；“ ,1N2%&”
意为“唇”。但该属的明显特征是复眼后方有尖

锐的齿状突起。因此拉丁学名不便转义到属名

中。国内已有论文集中称“光胫锹甲属”，或“奥

锹甲属”皆有，造成一定的混乱。今后如能按其

音译，统称“奥锹甲属”更宜。

!")& 拟锹甲属 <%3’&)3&(’3 O)*2@4234#，!>7!
曾用名：拟锹甲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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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希 腊 语 意 为“ 中 国 ”；“%
&’#&($#”意为“树”。意指该属锹甲的鞘翅上有

些瘤状的突起物，同中国特有的树状结晶石很

相似。但因使用已久，这里仍称“拟锹甲属”。

也曾 有 学 者 将 该 属 独 立 为 科，称 拟 锹 甲 科

!"#$&’#&("&)’。*)+(’#,’ 和 -’+.$# 也将它确定

为锹甲科的一个属，且绝大多数锹甲研究者都

将它作为锹甲科的一个属。

!"#$ 角锹甲属 !"#$%&$’ /),*’)0，1213
曾用名：角锹甲属［14］。

说明：“5’(%”意为“角”。这里仍称“角锹甲

属”。

% 结束语

无论是追溯锹甲中名的由来还是强调已知

锹甲属中名的统一与规范，都主要是考虑到锹

甲作为观赏昆虫及其可能在科普与科研所起的

作用。只有厘清它们各自的“身份”，才能更好

的认识和研究它们。实际上，很多研究者并不

关注物种的非拉丁学名的名称，但作为分类学

工作者，对某一物种的所有已知名称包括俗名

都持审慎态度还是相当有必要的。分类学的历

史也证明命名在分类学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一个物种的名称具有特定的信号意义，而双

名法则、“死去的语言”拉丁语及优先律都是为

了强调、扩大和巩固这一信号意义。由拉丁学

名所译成的中名也应担负同样的作用与使命。

不仅如此，自然科学有别于一般的人文环境，其

所用的中文名称不仅仅是一或多个字符，更要

表达出独立的、科学的信息。朱弘复等［11］，田

立新等［16］，采用了“译意、象形、意义及形态特

征、意义及字音、音义及形态、以寄主命名、译

音、沿用现有名称、以习性命名、以产地命名”

等 17 个具体途径来拟定中名，这也是目前总结

出的比较完善的常用途径。无论使用何种途

径，拟定中名在本质上是一种学术名词的翻译，

既是翻译，拟定时也当考虑尽量向“信、达、雅”

的标准接近。具体而言，当是尽可能遵守和涵

盖拉丁学名所提供的信息与规则，以保证所译

内容的科学性；并保持与“达、雅”的结合，使所

得的中名优美、流畅，琅琅上口而印象深刻。可

以想象，能把众多生僻的拉丁字母转成更符合

中文思维、理解和接受力的文字，将有助于国人

更好的认识奇妙的昆虫及生物世界。

致谢 承蒙中国农业大学彩万志博士提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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