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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植物所有的分类单元学名均用拉丁文表示，该
学名作为该物种的铭牌，具有信息存储、传递等重

要功能。 新命名的分类单元的接受名称必须符合

《国际藻类、真菌、植物命名法规》的规定，才能被视

为有效发表，否则不予公认和保留。 《国际藻类、真
菌、植物命名法规》保证每一个植物分类群都有一

个真正的、国际上统一使用的科学名称即拉丁学名

（蒋巧媛和莫彬，２００３）。
近年来，由于系统学的快速发展，许多类群的

系统学位置发生了变化，一些科属的范围出现了比

较大的变动，最典型的如广义的百合科。 广义的百

合科有说 ２８８ 属４ ９５０种（吴征镒等，２００３），也有说

２８０ 属 ４ ０００种 （张宏达， １９８６）； 《中国植物志》、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采用广义的百合科概念，包含约 ６００
种。 狭义的百合科指 １７５ 属 ２ ０００ 种 （侯宽昭，
１９８２）。 现在即使是狭义百合科亦趋向更狭义，进
一步分出许多科，例如藜芦科、菝葜科和秋水仙科

等，这种处理由于得到了诸多系统学和形态学证据

的支持，已被越来越普遍地接受（ＡＰＧ，２００９； 刘冰

等，２０１５）。 根据编委会的决议，在编研《中国生物

物种名录》植物卷的过程中，按照最新的 ＡＰＧＩＩＩ 系
统进行排列，我们也采用 ＡＰＧＩＩＩ 狭义的百合科概

念，收录 １５ 属约 １６０ 种，主要包括老鸦瓣属（Ａｍａｎａ
Ｈｏｎｄａ ）、 大 百 合 属 ［ Ｃａｒｄｉｏｃｒｉｎｕｍ （ Ｅｎｄｌｉｃｈ．）
Ｌｉｎｄｌ．］、 七 筋 菇 属 （ Ｃｌｉｎｔｏｎｉａ Ｒａｆ．）、 朱 蕉 属

（Ｃｏｒｄｙｌｉｎｅ Ｃｏｍｍ． ｅｘ Ｊｕｓｓ．）、猪牙花属（Ｅｒｙｔｈｒｏｎｉｕｍ
Ｌ．）、贝 母 属 （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Ｌ．）、 顶 冰 花 属 （ Ｇａｇｅａ
Ｓａｌｉｓｂ．）、百合属 （ Ｌｉｌｉｕｍ Ｌ．）、 洼瓣花属 （ Ｌｌｏｙｄｉａ
Ｒｅｉｃｈ．）、豹子花属（Ｎｏｍｏｃｈａｒ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假百合属

（Ｎｏｔｈｏｌｉｒｉｏｎ Ｗａｌｌ． ｅｘ Ｂｏｉｓｓ．）、扭柄花属 （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ｕｓ
Ｍｉｃｈ．）、油点草属（Ｔｒｉｃｙｒｔｉｓ Ｗａｌｌ．）、郁金香属（Ｔｕｌｉｐａ
Ｌ．）（ ＡＰＧ，２００９；刘冰等，２０１５）。

２　 研究结果

在编研《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第一卷第三分册

（百合科———五桠果科）的过程中，发现百合科的有

斑百合和黄花油点草在《中国植物志》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中均使用了错误的名称，特此订正如下：
２．１ 有斑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 （ Ｆｉｓｃｈ．） Ｂａｋｅｒ，
Ｊ． Ｌｉｎｎ． Ｓｏｃ．， Ｂｏｔ． １４： ２３７（１８７４）．

Ｂａｓｉｏｎｙｍ： Ｌｉｌｉｕｍ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 Ｆｉｓｃｈ．， Ｉｎｄｅｘ Ｓｅｍ．
［Ｓｔ． 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 ６： ５６ （１８３９）； ———Ｌｉｌｉｕｍ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 （ Ｆｉｓｃｈ．） Ｒｅｇｅｌ， Ｇａｒｔｅｎｆｌｏｒａ ２５： ３５４
（１８７６）， ｎｏｍ． ｉｌｌｅｇ． Ｔｙｐ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ｔｅ ｕｎ⁃
ｋｎｏｗｎ， Ｈｅｒｂ ［ａｒｉｕｍ］ Ｌｅｄｅｂｏｕｒ． ｅ Ｄａｖｕｒｉａ． ｍ． ［ｉｔ ｃｏｕｄ
ｍｅ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Ｆｒｉｓｃｈ．， ｓ．ｎ． （ＬＥ）．

Ｓｙｎｏｎｙｍｓ：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ｕｓｃｈｉａｎｕｍ Ｌｏｄｄ．， Ｂｏｔ． Ｃａｂ．
１７． ｐｌ． １６２８ （１８３０）； ———Ｌｉｌｉｕｍ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 ｂｕｓｃｈｉａ⁃
ｎｕｍ （ Ｌｏｄｄ．） Ｂａｋｅｒ， Ｊ． Ｌｉｎｎ． Ｓｏｃ．， Ｂｏｔ． １４： ２３６
（１８７４）． Ｔｙｐｅ： Ｂｏｔ． Ｃａｂ． １７． ｐｌ． １６２８ （１８３０）；

《中国植物志》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唐进和汪发缵

（１９８０）以及 Ｌｉａｎｇ ＆ Ｔａｍｕｒａ （２０００）均认为 Ｌｉｌｉｕｍ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 ｂｕｓｃｈｉａｎｕｍ （Ｌｏｄｄ．） Ｂａｋｅｒ （１８７４）是有

斑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 （Ｆｉｓｃｈ．） Ｒｅｇｅｌ
（１８７６）的异名。 在整理名称时，发现异名发表的时

间竟然比接受名更早，因此，笔者根据文献考证，得
出以下名称变动历史：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 于 １８０６ 年发表了渥

丹 Ｌｉｌｉｕｍ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Ｓａｌｉｓｂ．，Ｌｏｄｄｉｇｅｓ 于 １８３０ 年发表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ｕｓｃｈｉａｎｕｍ Ｌｏｄｄ．；Ｂａｋｅｒ 于 １８７４ 年将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ｕｓｃｈｉａｎｕｍ Ｌｏｄｄ．（１８３０）处理为渥丹 Ｌｉｌｉｕｍ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Ｓａｌｉｓｂ． （ １８０６） 的变种———Ｌｉｌｉｕｍ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 ｂｕｓ⁃
ｃｈｉａｎｕｍ （Ｌｏｄｄ．） Ｂａｋｅｒ （１８７４）；在同一篇文章中同

时也将另一个种 Ｌｉｌｉｕｍ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 Ｆｉｓｃｈ．处理为渥丹

的另一个变种———Ｌｉｌｉｕｍ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
（Ｆｉｓｃｈ．） Ｂａｋｅｒ。 随后 Ｒｅｇｅｌ 又发表了晚出等名

Ｌｉｌｉｕｍ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 （ Ｆｉｓｃｈ．） Ｒｅｇｅｌ
（１８７６）。 笔者也认同唐进和汪发缵 （１９８０） 以及

Ｌｉａｎｇ ＆ Ｔａｍｕｒａ（２０００）的处理意见，认为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ｕｓ⁃
ｃｈｉａｎｕｍ Ｌｏｄｄ． 和 Ｌｉｌｉｕｍ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 Ｆｉｓｃｈ．是同一实

体，根据《国际藻类、真菌、植物命名法规》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ａｌｇａｅ， ｆｕｎｇｉ，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ＣＮ））优先率（Ｐｒｉｏｒｉｔｙ）法则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５ 的

规定，Ｂａｋｅｒ 在 １８７４ 年发表两个名称具同等优先权，
且均早于 Ｌｉｌｉｕｍ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 （ Ｆｉｓｃｈ．）
Ｒｅｇｅｌ （１８７６）。 由于《中国植物志》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均使用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 作为变种加词，为了避免混乱，故
选用 Ｌｉｌｉｕｍ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 （ Ｆｉｓｃｈ．） Ｂａｋ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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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斑百合的接受名。
２．２ 黄花油点草

Ｔｒｉｃｙｒｔｉｓ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 Ｄ． Ｄｏｎ ） Ｊ． Ｆ． Ｍａｃｂｒ．，
Ｃｏｎｔｒ． Ｇｒａｙ Ｈｅｒｂ． ５３： ５ （１９１８）．

Ｂａｓｉｏｎｙｍ：Ｃｏｍｐｓｏａ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Ｄ． Ｄｏｎ， Ｐｒｏｄｒ． Ｆｌ．
Ｎｅｐａｌ． ５１ （１８２５）； —Ｃｏｍｐｓａｎｔｈｕｓ 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Ｄ． Ｄｏｎ）
Ｓｐｒｅｎｇ．， Ｓｙｓｔ． Ｖｅｇ． （ Ｓｐｒｅｎｇｅｌ ） ４ （ ２）： １３７ （ １８２７）．
ＴＹＰＥ：Ｎｅｐａｌ， １８２１， Ｗａｌｌｉｃｈ， ６０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Ｋ）．

Ｓｙｎｏｎｙｍｓ： Ｔｒｉｃｙｒｔｉ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Ｗａｌｌ．， Ｔｅｎｔ． Ｆｌ．
Ｎａｐａｌ． ２： ６２， ｐｌ． ４６ （１８２６）； Ｔｙｐ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ｓｏａ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Ｄ． Ｄｏｎ．

Ｄｉｓｐｏｒｕｍ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ｉ Ｈ． Ｌéｖ．， Ｂｕｌｌ． Ｓｏｃ． Ｂｏｔ．
Ｆｒａｎｃｅ． ５４（６）： ３７０ （１９０７）． Ｔｙｐ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ｅ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Ｊ． Ｈ．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 ９１１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Ｅ）

Ｃｏｒｃｈｏｒｕｓ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Ｈ． Ｌéｖ．， Ｒｅｐｅｒｔ． Ｓｐｅｃ．
Ｎｏｖ． Ｒｅｇｎｉ Ｖｅｇ． １０（２６０－２６２）： ４３７ （１９１２）． Ｔｙｐｅ：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 Ｋｏｕｙ－Ｔｃｈéｏｕ， １９０８， Ｊ．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
３６５８ （Ｉｓｏｔｙｐｅ： Ｅ）．

《中国植物志》中，唐进和汪发缵（１９８０）认为黄

花油点草的接受名为 Ｔｒｉｃｙｒｔｉｓ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Ｄ． Ｄｏｎ）
Ｊ． Ｆ． Ｍａｃｂｒ． （１９１８），而在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中 Ｃｈｅｎ ＆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 ２０００ ） 把 Ｔｒｉｃｙｒｔｉｓ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 Ｄ． Ｄｏｎ ）
Ｊ． Ｆ． Ｍａｃｂｒ． （ １９１８ ） 作 为 Ｔｒｉｃｙｒｔｉ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Ｗａｌｌ．
（１８２６） 的异名。 笔者经过考证，Ｔｒｉｃｙｒｔｉｓ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Ｄ． Ｄｏｎ） Ｊ． Ｆ． Ｍａｃｂｒ． （ １９１８） 的基名为 Ｃｏｍｐｓｏａ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Ｄ． Ｄｏｎ （１８２５）（原始文献见附件二），早于

Ｔｒｉｃｙｒｔｉ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Ｗａｌｌ． （ １８２６）。 按照 《国际藻类、真
菌、植物命名法规》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Ｎｏ⁃
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ａｌｇａｅ， ｆｕｎｇｉ，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 （ ＩＣＮ））优先

率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 法 则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 的 规 定， 种 加 词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优先于“ｐｉｌｏｓａ”。 因此，黄花油点草的正

确学 名 应 为 Ｔｒｉｃｙｒｔｉｓ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 Ｄ． Ｄｏｎ ） Ｊ． Ｆ．
Ｍａｃｂｒ． （１９１８）。

另外，笔者经过考察原始文献发现：Ｄｏｎ（１８２５）
在发表新属 Ｃｏｍｐｓｏａ Ｄ． Ｄｏｎ 时，同时发表了单属种

Ｃｏｍｐｓｏａ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Ｄ． Ｄｏｎ （１８２５），根据 ＩＣ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５．１，属于属种联合描述，均为合格发表。 其后虽然

属名 Ｃｏｍｐｓｏａ Ｄ． Ｄｏｎ 被废弃，但 Ｃｏｍｐｓｏａ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Ｄ． Ｄｏｎ （ １８２５） 并不是非法名称。 因此， Ｍａｃｂｒ．
（ １９１８ ） 发 表 的 基 于 Ｃｏｍｐｓｏａ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Ｄ． Ｄｏｎ
（１８２５）的组合应引证为 Ｔｒｉｃｙｒｔｉｓ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Ｄ． Ｄｏｎ）

Ｊ． Ｆ． Ｍａｃｂｒ．，而 ＩＰＮＩ（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ｓ
Ｉｎｄｅｘ）收录的名称 Ｔｒｉｃｙｒｔｉｓ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Ｊ． Ｆ． Ｍａｃｂｒ．，其
作者引证是错误的。

３　 讨论

以上两个名称均为晚出名称的问题，意为该分

类群已有合法的名称，但其他学者由于信息交流不

畅等原因忽视了早期已经发表的合法名称而又发

表了新名称，此名称为晚出名，依据《国际藻类、真
菌、植物命名法规》优先率的原则，晚出名称是先发

表的合法名称的异名。
植物拉丁学名的应用规范合法与否，直接影响

着对于植物物种的认知，对相关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类研究有利于避免各个

国家地区、学者等在使用该种植物名称的混乱，避
免徒劳的创立名称，为植物的正确鉴别和利用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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