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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与新物种产生跨界联系的
明星并不鲜见。2021年，一只虫子因
为以胡歌、古天乐命名而广为人知。
在《世界生态学》刊登的一篇学术文
章中，一种在四川发现的叉襀（jì）科
新物种，正式以胡歌、古天乐的名字
命名为“胡古叉襀”。

文章的摘要里提到，该物种是为
了致敬胡歌、古天乐而命名，以此感
谢他们对中国西部山区环境保护与
基础教育事业的贡献。有网友调侃：

“虫子蹭帅哥热度了”“感觉虫子都变
帅了”……

在国外，以明星给新物种命名也
屡见不鲜。2012年，澳大利亚科学家
发现一种罕见牛虻，将其命名为“碧
昂丝”。因为这种牛虻不仅身材曼
妙，而且下腹部密布金黄色细毛，研
究人员形容其为“苍蝇界古往今来第
一天后”，以此向流行音乐天后碧昂
丝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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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无爪蜉、胡古叉襀等“横空
出世”，让不少人对新物种是如何命
名的产生兴趣。就像我们绞尽脑汁
给宝宝取名一样，给新物种取名也
是一门学问。

给新物种命名
既严谨又自由

每种生物的名字，其学名都包
括属名和种名两部分，称为双名法。

成都华希昆虫博物馆馆长赵力
介绍，“对于新物种的命名，可以根据
发现者的‘喜好’来，但还有一个大家
约定俗成的方式。”按照国际公认的
法则，新物种命名，一般是由拉丁文
的三个单词来组成。其中，第一个和
第三个单词必须严谨和统一。

“第一个单词是属名，这是固定
的。”赵力举例称，比如猫科动物，无
论是沙漠猫、草原猫还是家猫，它们
第一个单词必须是猫科。

为了体现对新物种命名者的尊
重，第三个单词则是命名者的姓氏，
比如“胡古叉襀”这个种的第三个单
词，就是两位作者的姓氏“王”和

“孟”加起来共同命名的。不过，第
三个单词，在很多地方会被省略掉，
只有在正式文章中才会有。

“相对于第一和第三个单词的严
谨、统一，新物种的第二个单词，就可
以自由发挥了。”赵力表示，一般情况
下，第二个单词可以是毛色、外形等
描述新物种特性的词语，也可以是地
名，甚至可以是神话传说的名字。

给新物种命名
都有哪些门道

□知多一点
近日，中国昆虫学会昆虫分类

区系专业委员会公布了“2024年
度中国十大昆虫新物种”名单，其
中，“苏轼无爪蜉”位列榜首，不少
网友争论以“苏轼”命名虫子是否
合适。那么，科学家给新物种命名
都有哪些讲究？又起了哪些脑洞
大开的名字？

“苏轼无爪蜉”属于昆虫纲
蜉蝣目中的一个小科——无爪
蜉科。

在 2019 年前，全世界只报
道了 3 属 7 种，我国未有发现。
但是，该科在泰国、俄罗斯和欧
洲等地都有发现。

中国有没有？这在南京师
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蜉蝣目课
题组一直存疑。2019年，有人在
云南怒江发现了一种。同一时
期，有人在长江中无意采集到一
头无爪蜉的标本。

循着这些足迹，南京师范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科研团队分
别前往怒江和长江湖北段进行
多次采集。

“幸运的是，最终我们获得
了一些标本，并养出了它们的成
虫。通过它们的特征，鉴定出长
江中的无爪蜉是一个新物种。”
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
授周长发介绍。

我国目前至少有2属3种无
爪蜉，而全世界也只有 4 属 9
种。“苏轼无爪蜉”和其他无爪蜉
的发现与研究，再次证明了我国
在生物资源上的丰富多样。

无爪蜉都是沙栖性蜉蝣，幼
虫生活在松软的沙子里，可能会
潜入沙中20厘米以上的深度，采
集它们十分困难。同时，它们的
成虫羽化时间不集中，时间很
短，不容易采集。

在导师周长发的指导下，出
生于千禧年的“00后”博一学生
郑徐弘毅多次到长江湖北段采
集。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郑
徐弘毅他们在黄昏时捕获了一
只从没见过的无爪蜉稚虫。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
一粟”出自苏轼的《赤壁赋》，用
蜉蝣表达了人生短暂的观念；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
物”出自《念奴娇·赤壁怀古》，是
苏轼对长江的描述。

蜉蝣、长江、赤壁、苏轼，就
这样联系在一起。

“无爪蜉在湖北荆州靠近赤壁
的地方发现，因此我给它取名‘苏
轼无爪蜉’。”郑徐弘毅表示，一开
始只是觉得有趣，并借此致敬和纪
念苏东坡。“感谢他匠心独运、豪情
满怀地书写过蜉蝣，使得蜉蝣在我
国古典文学中具有更大的、独特的
文化内涵与感人意境。”

除了苏轼无爪蜉，之前以周
杰伦歌曲命名的蜘蛛，也在网上
引发热议。

今年1月初，刊发于《动物
学研究：多样性与保护》的一篇
关于蜘蛛的论文火爆全网，原
来，论文里列出的16种新发现
的西双版纳蜘蛛，其名字全部来
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比如龙拳
艾蛛、花海桂齐蛛、搁浅唐园蛛、
夜曲王园蛛、暗号尹园蛛、彩虹
尹园蛛、稻香朱园蛛等。

从此，这些蜘蛛不仅有了学
术身份，还自带一段周杰伦的配
乐。这个奇特组合迅速登上热
搜，引发网友热烈讨论。论文第
一作者、铜仁学院农林工程与规

划学院院长米小其教授介绍，自
己从大学时就喜欢听周杰伦的
歌，堪称忠实粉丝。

2022年，在一次发表论文过
程中，米小其以形态特征来给蜘
蛛起名，其中一个因为和其他种
重复，导致出错，影响了论文发
表。

米小其教授称，物种命名要
求在一个类群中不能重名，要给
16个新种蜘蛛同时命名挺耗时
间，而采用熟悉的歌曲命名简单
省时。西双版纳新种蜘蛛以周
杰伦歌曲命名，引爆网络，大家

“隔空喊话”周杰伦：你的歌迷已
经是科学家了！

其实，这并非科学界首次与
周杰伦产生“巧妙”联系。2020
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孙智新，把他
发现的一种5亿年前的独特三叶
虫，以周杰伦的专辑《范特西》，
命名为范特西虫，也算是一种理
科生的浪漫。

2023年，国家林草局发布新调整的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三有’名录”）。

其中，雨神角蟾是新“三有”名录收录
的蛙类新种，源自南京林业大学外籍教授
凯文团队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发现。

2014年，凯文团队在武夷山国家
公园内的挂墩村开展野外动物调查。
其间，他捕获一种难以辨别出物种的蛙
类，起初认为它是挂墩角蟾。后来发
现，其背部纹理与挂墩角蟾明显不同，
身形也更短，鸣叫更为急促。之后，该
团队先后收集到20多只标本，经过鉴
定，确认其为一个新物种。“雨神角蟾”
之名，则基于其暴雨期间活跃的习性。

新“三有”名录里，不少野生动物
与福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有
的是在福建新发现的物种，模式标本
产自福建，如三明角蟾、雨神角蟾；有
的以福建地名命名，如福建华珊瑚蛇、
福建竹叶青、德化脊蛇。

以周杰伦的歌为名 蜘蛛也有了文艺范

苏轼+无爪蜉 一场跨越千年的缘分

胡歌古天乐“代言”小虫
连虫子也变帅了

福建这只角蟾叫“雨神”

新物种命名
也玩二次元

在中国，通常情况下，“拉丁名+
中文名”是每个物种的标配。拉丁名
和所代表的物种是“一一对应”关系，
为国际通用学名，一经认定便不能修
改。而中文名并不具备唯一性，有的
既有官方名字，也有民间叫法。

科研人员给新物种取中文名，多
从显著特征入手。例如在四川峨眉
山，有一种蛙因喉部声囊作用，会发
出如传说中仙姑弹琴的声音，便得名

“仙琴蛙”。
在安徽黄山，有一种会发出“吱

吱”叫声的蛙，被当地人叫作“水吱”，
后来科学家将其命名为凹耳蛙。因
为这种蛙的鼓膜凹入头腔，具有与鸟
类相似的外耳道。

发现新物种后，能够以其形态或
生态特征来命名是最理想的，如果行
不通，从地名、人名、文化历史等角度
入手，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新物种的命名也逐渐二次元。
2020年，东新墨西哥大学的一名教授
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一名博士在澳
大利亚发现了三个新的甲虫物种。
这三种澳大利亚甲虫很难找到，因此
两位研究人员以《神奇宝贝》系列中
的三种极其稀有的口袋精灵——急
冻鸟、火焰鸟和闪电鸟来命名它们。

（综合齐鲁晚报、现代快报、新京
报、福建日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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