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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草(Seagrasses)是地球上可完全生活在海水中的被子植物, 是由陆地植物演化到适应海洋

环境的高等植物。然而, 高等植物海草在中国经常被冠以低等植物“藻”的名称。中国海草现有 22种, 

隶属于 4科 10属, 其中科名、属名和种名分别有 3科、7属和 16种是以“藻”命名的, 易让人们把海

草误以为是海藻(Seaweed), 造成混乱, 同时给中国海草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带来不利影响。值此“第

十一次国际海草生物学研讨会”(The 11th International Seagrass Biology Workshop)首次在中国举行之

际, 国内众多的海草研究专家得以共聚, 有机会共同探讨中国海草的“藻”名更改。经过研讨, 专家们

形成一致意见, 建议将这些被命名为“藻”的海草统一命名为“草”, 以期促进我国海草研究与保护的

全面推进。随着未来中国海草种类与分布的深入调查, 以后新发现的海草种类名称建议也统一命名

为“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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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草床(Seagrass bed)是近岸海域中生产力极高

的生态系统 , 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重要的生态

服务功能(Hemminga et al, 2000; Larkum et al, 2006)。

与低等植物的海藻(Seaweed)不同 , 海草(Seagrasses)

是地球上可完全生活在海水中的被子植物 , 是由陆

地植物演化到适应海洋环境的高等植物 , 在植物进

化上拥有重要的地位(Orth et al, 2006)。海草床在海洋

生态系统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 通过降低悬浮物和吸

收营养物质来改善水质; 为众多动物提供栖息地、庇

护场所、育幼场所以及食物来源; 减弱海浪冲击力, 

固定底质, 保护海岸线(Orth et al, 2006; 黄小平等, 

2007); 是地球上最有效的碳捕获和封存系统之一

(Fourqurean et al, 2012)。近些年来, 有关海草床的保

护和恢复逐渐成为国际上的研究热点之一(Orth et al, 

2006; Short et al, 2011; Fourqurean et al, 2012; Greiner 
et al, 2013)。 

1  中国海草命名更改的必要性 

我国对海草的认识和研究进展相对缓慢。

Miki(1932)首次提及中国海草, 之后近半个世纪,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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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杨宗岱及其他学者才开始对我

国的海草床进行初步调查 , 并对沿海的海草分类系

统和海草地理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描述(杨宗岱等 , 

1981, 1983; den Hartog et al, 1990)。1989—1994年开

展的广东海岸带和海岛资源调查 , 积累了一些海草

资源的资料和数据(吴德邻, 1994; 中国科学院南沙综

合科学考察队, 1996)。同时, 20世纪 80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 , 由中国科学院南海考察队主持的国家专项

“南沙综合考察”, 对南沙群岛的 141 个岛屿调查, 记

录海草 6 属 7 种(中国科学院南沙综合科学考察队, 

1996)。近十多年来, 海草的研究才逐渐被重视, 初步

摸清了我国温带和热带-亚热带海草床的资源与生境

现状, 在海草生理生态特征、海草床生物多样性及生

态功能 , 以及退化海草床的生态恢复等方面做了不

少基础性工作(Fong, 1998; Fong et al, 2000; Lee et al, 

2001; 黄小平等, 2007; 范航清等, 2009, 2011; 郭栋

等, 2010, 2012; Xu et al, 2011; 王道儒, 2012; Han et 

al, 2012; Liu et al, 2013; Jiang et al, 2014; Zhang et al, 
2014; Zhou et al, 2014), 但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 

人类活动已导致我国海草床显著退化 (黄小平等 , 

2007; 郑凤英等 , 2013), 海草床的研究与保护亟待

进一步加强。 

研究表明, 全球海草种类约有 72 种(Short et al, 

2011), 而中国现有海草 22 种, 隶属于 4 科 10 属(表

1)(范航清等, 2009; 郑凤英等, 2013), 约占全球海草

种类数的 30%。中国海草的 4 个科包括丝粉藻(海神

草)科(Cymodoceaceae)、水鳖科(Hydrocharitaceae)、

大叶藻科(Zosteraceae)、川蔓藻科(Ruppiaceae), 但很

明显有 3个科是以“藻”命名的。同样, 中国海草的 10

个属和 22种中, 分别有 7个属和 16个种是以“藻”命

名的, 如二药藻(Halodule uninervis)、大叶藻(Zostera 

marina)、针叶藻(Syringodium isoetifolium)、黑纤维虾

海藻(Phyllospadix japonicus)等(范航清等, 2009; 郑

凤英等, 2013; Yu et al, 2014)。 

而且, 同种海草也存在不同叫法, 易让人产生混

淆, 如丝粉藻(Cymodocea rotundata)又叫海神草(范航

清等 , 2009; 郑凤英等 , 2013)、泰来藻 (Thalassia 

hemprichii)又叫海龟草(杨宗岱等, 1983)、日本大叶藻

(Zostera japonica)又叫矮大叶藻等(范航清等, 2009; 

郑凤英等, 2013)。 

海草是高等植物, 既有根、茎、叶的分化, 又能

开花结果, 但其具有的“藻”名名不符实, 给中国海草

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带来混乱。而且, 海草的“藻”名, 

也妨碍海草知识的普及 , 特别是在近岸居住的民众

常把海草与海藻混淆, 不了解海草的重要性, 海草保

护意识不强 , 不利于我国海草的保护与管理。我国

《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 要加大海洋

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 保护与修复滨海湿地、盐沼、

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草床等重要海洋生态系统, 建设

海岸带蓝色生态屏障, 恢复海洋生态功能。可见, 海

草床生态系统的保护 , 已从国家层面列入未来生态

环境发展的重要领域, 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因

此, 规范海草的科名、属名和种名, 尽快解决中国目

前海草命名的混乱状况非常重要 , 这可加速我国海

草研究和保护的全面推进。 

2  中国海草命名更改的结果 

2014年 11月, 正值“第十一次国际海草生物学研

讨会” (The 11th International Seagrass Biology Workshop)

首次在中国举行之际 , 国内众多海草研究专家得以

共聚, 共同探讨中国海草的“藻”名更改。经过研讨, 

专家形成一致意见, 建议将这些被命名为“藻”的海草

统一命名为“草”, 并建议依此来修改中国植物名录中

海草的命名。其中, 命名修改的基本原则是在不改变

原种类的植物分类学命名情况下, 结合拉丁名含义、

英文俗名进行修改。主要修改结果如下(详见表 1):   

(1) 丝粉藻科(Cymodoceaceae), 由于 Cymodocea 有

丝状的意思, 而且另种海草 Posidonia 是海神的意思, 

结合拉丁名含义, 建议统一修改为丝粉草科, 属名与

种名对应修改 ; (2) 丝粉藻 (C. rotundata), 由于

rotundata 有圆的意思 , 考虑到与齿叶丝粉草 (C. 

serrulata)的命名相对应, 并避免与属名混淆, 建议丝

粉藻修改为圆叶丝粉草; (3) 二药藻(H. uninervis), 由

于 uninervis 有单脉的意思, 考虑到与羽叶二药草(H. 

pinifolia)的命名相对应, 并避免与属名混淆, 建议二

药藻修改为单脉二药草; (4) 喜盐草(Halophila ovalis), 

由于 ovalis 有卵形的意思 , 考虑到与小喜盐草 (H. 

minor)、毛叶喜盐草(H. decipiens)、贝克喜盐草(H. 

beccarii)的命名相对应, 并避免与属名混淆, 建议喜

盐草修改为卵叶喜盐草; (5) 大叶藻科, 由于其叶片

的宽度较狭, 与“大叶”名不符实, 加上大叶藻的英文

名称 eelgrass 具有鳗草的意思, 建议大叶藻科改为鳗

草科, 不仅与英文俗名一致, 而且也较形象地描述该

海草叶片的特征 ; 含有“大叶藻“的属名与种名也对

应修改; (6) 日本大叶藻(Z. japonica)(又名为矮大叶

藻), 由于 japonica具有日本的意思, 建议日本大叶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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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日本鳗草; (7) 由于川蔓藻科(Ruppiaceae)在中国

的分布有了新修订(Yu et al, 2014), 分别为 2个新种

(短柄川蔓藻(Ruppia brevipedunculata)、中国川蔓藻(R. 

sinensis))和一个新纪录(大果川蔓藻(R. megacarpa)), 

建议分别改为短柄川蔓草、中国川蔓草、大果川蔓草。 

随着未来中国海草种类与分布的调查深入 , 建

议以后新发现的海草种类译名也统一成“草”名。同时, 

建议对新版《中国植物志》中海草的相关称谓进行修

订。另外, 宜通过科普展、宣传册等有关途径对普通

群众进行海草命名更改的普及教育 , 普及政府相关

部门工作人员、科研院校专家与学生、普通群众等对

海草重要性的认识。国家相关部门也应加大对有关海

草研究项目的资助力度 , 以提高我国海草的研究水

平, 促进我国海草床的保护与管理。 

表 1  中国海草种类的“藻”名更改 
Tab.1  The nomenclature of the “algae” name of seagrasses species in China 

序号 原科名 原属名 原种名 拉丁文 被修订中文名称 

1 丝粉藻(海神草)科   Cymodoceaceae 丝粉草科 

2  丝粉藻(海神草)属  Cymodocea 丝粉草属 

3   丝粉藻(海神草) C. rotundata 圆叶丝粉草 

4   齿叶丝粉藻(齿叶海神草) C. serrulata 齿叶丝粉草 

5  二药藻属  Halodule 二药草属 

6   二药藻 H. uninervis 单脉二药草 

7   羽叶二药藻 H. pinifolia 羽叶二药草 

8  针叶藻属  Syringodium 针叶草属 

9   针叶藻 S. isoetifolium 针叶草 

10  全楔草属  Thalassodendron 全楔草属 

11   全楔草 T. ciliatum 全楔草 

12 水鳖科   Hydrocharitaceae 水鳖科 

13  海菖蒲属  Enhalus 海菖蒲属 

14   海菖蒲 E. acoroides 海菖蒲 

15  泰来藻(海龟草)属  Thalassia 泰来草属 

16   泰来藻(海龟草) T. hemprichii 泰来草 

17  喜盐草属  Halophila 喜盐草属 

18   喜盐草 H. ovalis 卵叶喜盐草 

19   小喜盐草 H. minor 小喜盐草 

20   毛叶喜盐草 H. decipiens 毛叶喜盐草 

21   贝克喜盐草 H. beccarii 贝克喜盐草 

22 大叶藻科   Zosteraceae 鳗草科 

23  大叶藻属  Zostera 鳗草属 

24   矮大叶藻(日本大叶藻) Z. japonica 日本鳗草 

25   丛生大叶藻 Z. caespitosa 丛生鳗草 

26   宽叶大叶藻 Z. asiatica 宽叶鳗草 

27   具茎大叶藻 Z. caulescens 具茎鳗草 

28   大叶藻 Z. marina 鳗草 

29  虾形藻属  Phyllospadix 虾形草属 

30   黑纤维虾海藻 P. japonicus 黑纤维虾形草 

31   红纤维虾海藻 P. iwatensis 红纤维虾形草 

32 川蔓藻科   Ruppiaceae 川蔓草科 

33  川蔓藻属  Ruppia 川蔓草属 

34   短柄川蔓藻 R. brevipedunculata 短柄川蔓草 

35   中国川蔓藻 R. sinensis 中国川蔓草 

36   大果川蔓藻 R. megacarpa 大果川蔓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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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MENCLATURE OF THE “ALGAE” NAME OF SEAGRASS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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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agrasses are epigeal angiosperms, whose flower, fructify and germinate are completely under the seawater. 

Seagrasses evolved from land plants, and adapted to marine environments. However, seagrasses, belonging to higher plants, 

are often taxonomically named as “algae” in China. There are 22 species of seagrasses belonging to 4 families and 10 

genera in China, with the name of 16 species, 7 genera and 3 families as “algae” in their Chinese scientific name. Thus, 

people may confuse seagrasses and algae/ seaweeds, resulting in negative impacts on seagrass research,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1th International Seagrass Biology Workshop” held in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omestic experts of seagrass research discussed this issu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of seagrasses, 

all the experts reach a consensus on unifying the Chinese scientific name of seagrass as “grass” instead of “algae”. In 

addition, with intensive investigation of seagrass 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in China in future, the newly discovered seagrass 

species should also be unified as the Chinese scientific name of “gr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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