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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性杂草匍匐矢车菊的学名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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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匍匐矢车菊为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其中文名、英文名及拉丁学名在与其相关的研究及文献中存在

不同程度的混乱，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经过对匍匐矢车菊的原始文献和其他相关文献的分析和考证，在植

物保护及植物检疫领域，中文名建议采用顶羽菊，英文名建议采用Ｒｕｓｓｉａｎｋｎａｐｗｅｅｄ，拉丁学名建议采用犃犮狉狅狆狋犻

犾狅狀狉犲狆犲狀狊（Ｌ．）ＤＣ．，以便于学术交流和统一调查防除。

关键词　中文名；　英文名；　拉丁学名；　契丹蓟；　匍匐矢车菊；　顶羽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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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匍匐矢车菊［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狉犲狆犲狀狊（Ｌｉｎｎ．）ＤＣ．］

为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是一种恶性杂草。

该杂草原产中亚地区，为多年生草本，可生于水旁、

沟边、盐碱地、田边、荒地、沙地、干山坡及石质山坡

等多种生境，种子常混杂于玉米、苜蓿及甜菜和饲料

中［１］。匍匐矢车菊可产生化感作用使作物枯死，其

植株含有倍半萜内酯毒素，牲畜食用后可造成脑永

久性损伤［２３］。一株匍匐矢车菊每年产种子１２００

粒，它又是根蘖和根茎繁殖的多年生杂草，所以极难

防治［４］。匍匐矢车菊在美国蒙大拿州牧场泛滥达

１．９万ｈｍ２，在俄罗斯也曾蔓延成灾，造成粮食减产

以致草荒［５］。其现被罗马尼亚、捷克、俄罗斯、澳大

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列为禁止输入植物，美国将其列

为禁止进口的恶性杂草。

作者在从事进出境植物检疫相关工作过程中发

现，在植物保护和植物检疫领域，有关匍匐矢车菊的

中文名和拉丁学名并不统一，常使用的中文名称有：

匍匐矢车菊［６７］、顶羽菊［８１１］、苦蒿［１２］、契丹蓟［１３］等，

常使用的英文名称有：Ｒｕｓｓｉａｎｋｎａｐｗｅｅｄ
［１４１７］、

ｃｒｅｅｐｉｎｇｋｎａｐｗｅｅｄ
［１５］、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ｔｈｉｓｔｌｅ

［１５］等；拉丁

学名有：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狉犲狆犲狀狊Ｌ．
［６７］、犆．狆犻犮狉犻狊Ｗｉｌｌｄ．

［８，１１］、

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狉犲狆犲狀狊（Ｌ．）ＤＣ．
［９，１１］等。这些名称在各

类文献中以不同的中文名、英文名和拉丁名组合出

现，存在一定的混乱，不利于学术研究交流和开展统

一的植物有害生物调查、防除等工作，为此有必要对

其进行考证，探求几个名称的来源、演变，找出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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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命名原则、应用普遍、易被多数植物保护学者接

受的中文名、英文名和拉丁学名。

１　匍匐矢车菊相关的分类学历史

匍匐矢车菊分类学历史上出现了多个名称和分

类地位多次变更，在１７６３年由Ｌｉｎｎａｅｕｓ依据采自

中亚的一份标本，发表了一个矢车菊属（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

Ｌ．）的新种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狉犲狆犲狀狊Ｌ．
［１８］；１８０３年Ｐａｌｌａｓ

和Ｗｉｌｌｄｅｎｏｗ依据一份采自里海的标本，也发表了

一个矢车菊属的新种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狆犻犮狉犻狊Ｐａｌｌ．犲狓

Ｗｉｌｌｄ．
［１９］，而这个名称后来被认为是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狉犲

狆犲狀狊Ｌ．的异名
［２０２１］；１８２７年，Ｃａｓｓｉｎｉ发表了一个新

属顶羽菊属（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Ｃａｓｓ．）及４个新种：犃．犪狌

犵狌狊狋犻犳狅犾犻狌犿Ｃａｓｓ．、犃．狅犫狋狊犻犳狅犾犻狌犿Ｃａｓｓ．、犃．狊犲狉

狉犪狋狌犿Ｃａｓｓ．和犃．狊狌犫犱犲狀狋犪狋狌犿Ｃａｓｓ．
［２２］，这４个名

称后来均被认为与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狉犲狆犲狀狊Ｌ．为同一物

种［２０２１］。１８３８年，ｄｅＣａｎｄｏｌｌｅ以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狉犲狆犲狀狊

Ｌ．为基名，发表了一个新组合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狉犲狆犲狀狊

（Ｌ．）ＤＣ．
［２３］，根据优先权原则和分类学家的研究，

这个名称也是目前被接受程度最高的名称［２０２１］。

２００６年，Ｈｉｄａｌｇｏ等根据核基因和叶绿体基因序列

构建的系统发育树，将匍匐矢车菊并入漏芦属

（犚犺犪狆狅狀狋犻犮狌犿Ｖａｉｌｌ．），并发表了新组合犚犺犪狆狅狀狋犻

犮狌犿狉犲狆犲狀狊（Ｌ．）Ｈｉｄａｌｇｏ
［２４］，该名称被少数数据库

接受［２５］。除以上名称外，匍匐矢车菊的异名还有

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犪狌狊狋狉犪犾Ｉｌｊｉｎ，犛犲狉狉犪狋狌犾犪狆犻犮狉犻狊（Ｐａｌｌ．犲狓

Ｗｉｌｌｄ．）Ｍ．Ｂｉｅｂ．，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犪犾狆犻狀狌犿ｓｕｂｓｐ．犪狌

狊狋狉犪犾犲（Ｉｌｊｉｎ）Ｒｅｃｈ．ｆ．等
［２０］。

２　顶羽菊属的分类地位

顶羽菊属（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Ｃａｓｓ．）是Ｃａｓｓｉｎｉ于１８２７年

发表的新属［２２］；１８７３年Ｂｅｎｔｈａｍ将其归入矢车菊下的

一个组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ｓｅｃｔ．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Ｃａｓｓ．）Ｂｅｎｔｈ．
［２６］；

１８８６年又有分类学家将其列为矢车菊属的亚属犆犲狀

狋犪狌狉犲犪ｓｕｂｇ．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Ｃａｓｓ．）Ｓｃｈｍｌｈ．
［２７］，目前多数

植物分类学资料均将其列为属的地位，并将其归入

为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菜蓟族（Ｃｙｎａｒｅａｅ）
［２０２１］。关

于顶羽菊属在菜蓟族内的归属问题，主要有矢车菊

亚族（Ｃｅｎｔａｕｒｅｉｎａｅ）
［２８］和菜蓟亚族（也称为飞廉亚

族，Ｃａｒｄｕｉｎａｅ）
［２０２１］两种观点。《中国植物志》认为，

矢车菊亚族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的瘦果有侧生着生

面，侧生着生面的瘦果与花的联系比具有基底着生面

的瘦果与花托的联系要紧密些，故将其置于菜蓟亚族

中［２１］。在整个菜蓟族中，瘦果着生面位置为重要分类

学性状，菜蓟亚族的主要特征之一为瘦果具基底着生

面，顶羽菊属植物的瘦果着生面位于基底，故将顶羽

菊属归入菜蓟亚族更合理。

３　顶羽菊属与矢车菊属的区别

顶羽菊属（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与矢车菊属（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

的不同之处在于：顶羽菊属瘦果附着疤痕为近基部

而矢车菊属为侧生；外部无不育小花；染色体基数为

２狀＝２６，不同于矢车菊属的染色体数（单倍体的数量

７、８、９和１１）
［２０］。菜蓟族（Ｃｙｎａｒｅａｅ）属间关系的分

子生物学研究支持顶羽菊属（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和矢车菊

属（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之间存在种间隔离
［２０］。Ｗａｔｓｏｎ等的

研究指出危害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狉犲狆犲狀狊的锈菌与危害矢车

菊属的柄锈菌在形态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从细

胞学、形态学和病理学等方面将匍匐矢车菊从矢车

菊属中分开［１］。

４　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狉犲狆犲狀狊的近似种

根据权威的分类学资料如《中国植物志》、《新疆

植物志》、《Ｔｈｅ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ｗｅｅｄｓ》、《Ｆｌｏｒａｏｆ

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等以及分类学数据库，顶羽菊属为单

型属，即属下仅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狉犲狆犲狀狊（Ｌ．）ＤＣ．一种
［２０２１］。

另外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犃．狉犲狆犲狀狊的种群在前

苏联境内被分成两种变型；犃．狉犲狆犲狀狊ｆ．狏犻狉犲狀狊和

犃．狉犲狆犲狀狊ｆ．犻狀犮犪狀犪，这两种变型区别仅在于叶形和

它们对除草剂的敏感性［２９］。加拿大种群也存在不

同的叶形和叶缘的形态特征，但是没有实质上分为

不同的种群［１］。

５　中文名及英文名的同物异名

《国际植物命名法规》规定，任何一种（包括亚

种，变种及变型）植物，都只能保有一个正确的学名，

即符合《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学名，凡是不符合该

法规的学名，统称为异名［３０］。结合匍匐矢车菊分类

学历史的考证，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狉犲狆犲狀狊Ｌ．、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狆犻犮狉犻狊

Ｗｉｌｌｄ．、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狉犲狆犲狀狊（Ｌ．）ＤＣ、犚犺犪狆狅狀狋犻犮狌犿狉犲

狆犲狀狊（Ｌ．）Ｈｉｄａｌｇｏ等学名为同一植物，只能保留一个

名称为合法的学名。同时，匍匐矢车菊各领域研究中

采用的不同学名为同一植物，各个学名涉及的“匍匐

矢车菊、顶羽菊、苦蒿、契丹蓟”等中文名及“Ｒｕｓｓｉａｎ

ｋｎａｐｗｅｅｄ、ｃｒｅｅｐｉｎｇｋｎａｐｗｅｅｄ、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ｔｈｉｓｔｌｅ”

等英文名为同物异名。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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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中文名、英文名及拉丁名建议

为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确保农林业生产安

全，根据《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

定，国家质检总局会同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对１９９２

年发布实施的《进境植物检疫危险性病、虫、杂草名

录》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

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已于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８日正式

发布实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

害生物名录》中出现的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狉犲狆犲狀狊相关名称

为“匍匐矢车菊（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狉犲狆犲狀狊Ｌ．）”。由于该种

已由矢车菊属（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移至顶羽菊属（犃犮狉狅狆狋犻

犾狅狀），并作为顶羽菊属唯一种，在中文名称方面，再

称其为“匍匐矢车菊”显然不合适。在我国权威植物

学著作《中国植物志》中，该种中文名称为“顶羽

菊”［２１］，此名称应为该种规范的中文名称，作者建议

今后在植保、植检领域也使用该名称，并停止使用

“匍匐矢车菊”。英文名方面，建议采用被各大权威

数据库采用更多，且相关研究学者使用更为广泛的

“Ｒｕｓｓｉａｎｋｎａｐｗｅｅｄ”
［１４１７］为主要英文名。尽管顶羽

菊分类地位和学名多次变更，但目前大部分的植物

分类权威著作及数据库（包括《中国植物志》、国内的

地方植物志、《Ｆｌｏｒａｏｆ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以及澳大利

亚等国的数据库［２０２１］）认可的学名为：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

狉犲狆犲狀狊（Ｌ．）ＤＣ．，因此在植物保护和植物检疫领

域，建议将“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狉犲狆犲狀狊（Ｌ．）ＤＣ．”作为顶羽

菊的拉丁学名使用。

本文对过去习称“匍匐矢车菊”的检疫性杂草名

称进行了考证，由于该物种的分类学历史复杂，长期

以来名称使用较为混乱，常见用法包括以下几种：匍

匐矢车菊 （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狉犲狆犲狀狊Ｌ．）、苦蒿（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

狆犻犮狉犻狊Ｗｉｌｌｄ．）、顶羽菊［犚犺犪狆狅狀狋犻犮狌犿狉犲狆犲狀狊（Ｌ．）

Ｈｉｄａｌｇｏ］等。通过对该物种学名的考证，可以发现

这些名称组合都为同一物种，但是当中文名和拉丁

名都不同时，易被认为是不同的物种，为研究、防除

等工作带来不便。本文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

《中国植物志》、《Ｆｌｏｒａｏｆ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等权威专

著和数据库及采录信息提出中文名、英文名和拉丁

学名使用建议，提出该种的科学名称应为“顶羽菊

［犃犮狉狅狆狋犻犾狅狀狉犲狆犲狀狊（Ｌ．）Ｄ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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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卷第５期 黄冲等：近几年我国马铃薯晚疫病流行特点分析与监测建议

统进化分析，认为我国四川、云南可能存在与１３Ａ２

类似的基因型［２２］，但尚未在生产中得到证实；Ｔｉａｎ

等研究认为我国西北地区尚未发现１３Ａ２基因

型［２３］。因此，要加强对马铃薯的检疫，防止致病疫

霉１３Ａ２基因型传入和扩散，切实保障我国马铃薯

产业健康发展，保护薯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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