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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迦巴瓦峰地区鱼类区系的初步分析

武 云 飞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南迦巴瓦峰地区简称南峰地区。它位于西藏墨脱、波密、林芝、米林四县交界。其主峰
-

南迦巴瓦是西藏东部 ,喜马拉雅山东端最著名的高峰 ,海拔 7782米 ,高高耸立在著名的雅

鲁藏布江大拐弯的环抱之中。它与墨脱背崩的直线距离仅 45公里 ,离林芝则林的尼羊河

口和帕隆一易贡藏布人口处分别为 70和 30公里 ,由波密通麦桥可眺望其雄伟的 雪 峰 银

岭。探讨本区鱼类区系的水域范围大致限定于则拉以东至墨脱希让雅鲁藏布江 干 支 流 ,

包括雅鲁藏布江支流尼羊河和帕隆一易贡藏布及墨脱汉米河、亚让河、卢根河、西贡湖等水

域。为讨论方便 ,本文也引用作者在则拉以上雅鲁藏布江及西藏、云南各有关河流收集的

鱼类区系资料进行分析比较。

本世纪以来,有关西藏地区的鱼类已有不少报道,诸如 Rcgan(1905),u。 W(1908),

stcwart(1911),Chaudhuri(1913),Hora(1922),张 春霖等 (1962,1963,1964),曹 文宣

(1964,1974),武云飞 (1979),伍 献文等(1981),任 慕莲等 (1981)及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鱼类室 (1982)等 。但上述报道都未涉及本区鱼类区系分析问题。为此,作者在

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将 1973和 1977年两次考察墨脱及其毗邻地区时所获得的鱼类标本

及资料整理成文,为研究南峰地区鱼类分布,区系划分、形成和演变规律等提供参考,兹报

道如下:

p 自 然 环 境

南峰地区地形十分复杂,南 迦巴瓦峰与加拉白垒峰 (7151米 ),银装素裹、基立云天、

隔江相峙 ,江水由此穿流进人墨脱低山热带森林之中。由高山之巅至热带谷地 ,海拔高差

达 7000米 以上,构成世界罕见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这里自然垂直带完整,层次鲜明 :

在高山冰雪带以下分别是高山草甸、亚高山灌丛、山地阴暗针叶林、温湿针阔混交林 ,阔叶

林带、谷底则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热带季雨林带(张荣祖等,1982),但就其局部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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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情况不同。

境内雅鲁藏布江干流 ,自 西向东流经则拉 (2900米 )时 ,支流尼羊河由此汇入,向 东至

派区 (2800米 ),长约 60公里的雅鲁藏布江干流 ,河谷宽达数百米 ,江面平稳 ,岸边细砂、

卵石相间,则拉附近雅鲁藏布江内有沙洲两座。这里地形开阔,但由于海拔高在 2800米

左右 ,更加喜马拉雅山阻挡南来气流,虽地处亚热带纬度,夏季 7月 平均温度仅 15℃ 左

右 ,冬季 1月 平均为 一3℃ 左右。气温相对东部同纬度地区要低得多。由派区至帕龙藏

布人口 (1400米 ),河段穿行本区主峰和另一高峰加拉白垒峰 (7151米 )之高山峡谷问,河

床坡降很大,不足百公里的河段 ,水面下降 1400米 ,而加玉至米亚河段,距离仅 7.8公里 ,

水面却下降了 350米 (杨逸畴 ,1975)。 此处谷宽仅 80米 ,河段流速高达 16米 /秒以上 ,江

水翻滚,汹 涌澎湃,咆哮声振撼山谷,其穿越峭壁悬崖之势为世界所罕见。谷地受印度洋

南来气流的明显影响 ,降水量每年在 1000毫米以上 ,又加海拔较低,这里气候终年温暖湿

润。帕龙藏布人口处以下,江流向南转人中低山峡谷相间的墨脱县境,此处谷底滩礁棋

布 ,乱石嵯峨,或悬崖高耸或峭壁悬河,但 总的讲 ,其河床变缓 ,江流虽急但渐趋平稳,行至

墨脱县城以下变得迂迥曲折,由 人口处至地东约 140公里长河段 ,水面下降约 700米。除

上述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干流之外 ,还有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南坡的尼羊河,帕龙藏布以及

墨脱境内发源于南峰南坡的汉米河和发源于米什米山北坡的金当河等雅鲁藏布江支流。

后三条支流沿途穿越若干陡坡峡壁 ,间或构成瀑布、悬河注人大江,且 河段坡降甚陡,因此

水流都十分湍急 ,如帕龙藏布自通麦至雅鲁藏布江人口处仅 20余公里流程,水面下降达
800米。

由于本区不同河段和干支流 ,在地理位置 ,海拔高度 ,地形及自然条件方面 ,气候有明

显变化 ,因此河流鱼类分布也彼有差异。

二、鱼类区系的基本情况

两次调查所获本区鱼类共 626尾”,经鉴定研究,共得 22种 ,隶属于 2目 ,4科 ,16
属 ,其 中包括鲤科裂腹鱼亚科两新种 (另文发表),兹将各种分列于表 1中 ,以资比较分
析。

1.南 唪地区不同坡向鱼类区系的比较

从表 1中 可知本区南坡墨脱境内鱼类种类组成与北坡和东坡水域的有明显差别。南

坡所得鱼类 13属 14种 ,主要是中印山麓特有鱼类,其中适应激流的姚科鱼类最为丰富
(伍献文等,1981),另有扁吻鱼 ,墨 头鱼 ,华鲮 ,四 须鳃及有鳞条鳅。适应于低海拔的 3种
裂腹鱼类也分布在南坡 ,但它们不同于北坡的同属鱼类。北坡地区有 6属 9种 ,主要是分
布于中亚高原较高海拔的裂腹鱼类和无鳞条鳅等。南北两坡鱼类仅有 3个相同属,即裂

l)其甲墨脱县境采到 I4种 384尾 ,上中游种类因在其他水域采捕量多,故本区仅采种类样品 242尾。以利资源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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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鱼属,原跳属 ,姚属,只有一个两地共有种黑斑原姚。

南烽东坡帕隆一易贡藏布水域有鱼类 5种 ,4属。其中 4种同北坡种类,1种 同南坡

种类;即扁头姚,表现出南北两坡水域的过渡性质。以汇人雅鲁葳布江人口处为界 ,将南

峰地区鱼类区系划分为南北不同的两个部分。从鱼类组成看,帕隆-易贡蔽布水域的鱼类

更接近于北坡 ,故将其划归为北坡。

2,南啼地区鱼类区系与雅鲁燕布江上中游河段和西t诸河流湖泊鱼类区系的比较 (表 1)

就整体而言,南峰地区所有鱼类皆属雅鲁藏布江水系。只是南峰地区北坡水域处于

雅鲁藏布江中游尾阊,而南坡诸水域处于其下游而已。张荣祖等 (1982)将 雅鲁藏布江划

分为上中下 3段 ,仲 巴以上为上游,仲巴至派区为中游,派区以下至中印边境巴昔卡为下

游 ,全长共 2070公里。从鱼类分布情况看,仲 巴以上只有无鳞片的高级特化的裸裂尻鱼

和高原鳅类。仲巴以下 ,在萨噶 (4300米 )附近有鳞的双须叶须鱼出现 ,在拉孜 (4000米 )

出现全身披鳞较原始的拉萨裂腹鱼和巨须裂腹鱼及黑斑原姚等。因此可以认为仲巴是较

原始裂腹鱼和高级特化裂腹鱼的分界处。鱼类分布与自然地理划分雅鲁藏布江上、中游

分界基本吻合。分析雅鲁藏布江中游干支流日喀则、江孜、南木林、拉萨、羊八井、曲水、查

加、朗县、林芝、则拉、米林派区等鱼类采集情况与拉孜基本相同。这里鱼类组成主要是裂

腹鱼类,高原条鳅及个别馋扌‘类,这些鱼类一直延续至帕隆一易贡藏布。说明本区北坡和东

坡与雅鲁藏布江中游鱼类组成大致相同。雅鲁藏布江上游虽然单纯具有高级特化的裸裂

尻鱼和高原鳅 ,但这些成分同时出现在中游河段,因 此在鱼类区划上,雅鲁藏布 r△上、中游

河段应归为同一区域。

进一步比较雅鲁藏布江水系各不同河段和支流,可知察隅河同本区南坡鱼类区系成

分十分接近 (表 1)。 截止日前,察 隅河共采得 9种鱼类 ,其 中墨头鱼 ,藏鳗 ,褶跳 ,扁头眺 ,

墨脱裂腹鱼,弧唇裂腹鱼 ,棕色条鳅等 7种与南坡相同,说明两地鱼类区系组成基本一

致。

从鱼类种数讲 ,雅鲁藏布江分布着 26个种 ,而本区自林芝则拉至地东 ,不足 300公 里

的河段即有 22种 鱼 ,占 雅鲁藏布江现有鱼类总数的 80%以 上。就西藏自治区讲 ,现调查

鱼类 56种 (表 1),而南峰地区约占其总鱼数的 39.3%。 事实说明南峰地区鱼类既丰富,

又特殊,这是本区鱼类区系的又一特点。

3.本区鱼类与西南南都诸邻国的鱼类区系比较

Chaudhuri(1913)曾报道过雅鲁藏布江下游阿波尔山区的鱼类共 43种。由于该文

记录种名,存在许多同物异名,尚待进一步商榷 ,故暂不讨论。

现仅就南坡助区所采标本种类同南部毗邻国家各水域比较。前已述及本区南北两坡

鱼类区系不同,北坡鱼类显然不同于南部诸国水域鱼类。南坡鱼类情况则恰恰相反。根

据 Mcn。 n(1962)报道,本区南坡鱼类中,诸 如墨脱华鲮、墨脱裂腹鱼、棕色条鳅、平鳍扁

吻鱼、黄斑褶姚、平唇跳、扁头跳和藏鳗等 8种在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水系中也有分布。

墨脱墨头鱼只在缅甸亲敦江水系,墨脱纹胸姚只在尼泊尔科西河流域各有一个 共同种。

由此可知 ,本区南坡鱼类区系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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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c
“

〓
勺
0
‘

ζ
“
ハ
●
〓
‘

∞
 
`
。

一
口
ζ
Φ
●
∞
ハ
“
^
ˇ

︱
i
︱

I
△

△
△

△
i
●

^
.
舀

∽
υ
"
￠

“
0
ˇ

∽b
>
△

●
●
钿
<
0
·

隘
 
~
￠

d
 

。
。
σ
仪
己
0
ˇ

●i|·0

--Ⅱ !i.il

1 lo 8

(新
种(西饿鱼类志手漓,待发表) New spccics。

蔽
J北

内
陆
水
系

×

z

\



三、影响鱼类区系分布的主要因素

一个如区的鱼类区系是在周围复杂环境的长期综合影响下形成的。南峰地区位于喜

马拉雅山脉的东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强烈而明显地影响着本地区。 造山运动的历史揭

示(李吉均,1979)其强烈隆起时代始于上新世;河流从高原面上下切始于早更新世;中 更

新世的大间冰期 ,流水侵蚀十分活跃 ,此 时雅鲁藏布江强烈下 011,至 晚更新世 ,雅鲁藏布江

大拐弯高山深谷面貌已基本形成。此时南迦巴瓦峰南北两坡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明显地

影响着本区鱼类区系的形成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

1.海拔高度的影响

从裂腹鱼各属鱼类的分布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点。裂腹鱼类最特化的属种,如裸裂

尻鱼和裸鲤属鱼类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及其支流和青藏高原海拔最高的腹心坤区 ,

而较原始的裂腹鱼属则分布在雅鲁藏布江干支流的中下游及海拔较低的 高 原 边 缘 地 带

(曹文宣等 ,1981),说 明裂腹鱼类随着海拔升高而逐渐地形成其特化属种。另外条鳅亚科

的鱼类也有类似的情况 ,即较原始的条鳅属分布在海拔低的纬度偏南的峡谷地区,而特化

无鳞的高原鳅分布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腹心地区。其他诸如鳃亚科鱼类和扁吻鱼及跳科

鱼类则多分布在低于 2000米的南坡。

2.水温的影响

由于各种生物繁殖、生长都有其最高和最低的水温界限 ,其 中又有一定较小的范围是

它们繁殖、生长的最适温度。因此这一因素决定着某种鱼类能否在该区繁殖生长 ,从 而决

定了鱼类区系的组成和发展。根据我们对裂腹鱼类观察研究 ,高级特化种类诸如裸鲤、扁

咽齿鱼、裸裂尻鱼、黄河鱼属等在冰下仍可摄食 ,冰冻融化后水温仅 3-4℃ 即开始产卵

繁殖。而较原始的裂腹鱼属在水温 10℃ 以下则表现食欲减低 ,用 诱饵难以钓上 ,在冰下

则完全停止摄食 ,其 繁殖季节多在水温 10℃ 以上才开始。华鲮 ,四 须钿E是喜温鱼类 ,即便

是本区南坡的文流也很少见到 ,只有在南坡谷底大江附近才可见到其踪迹 ,说 明水温的作

用对鱼类影响是相当深刻的。

3.水流速度的影响

从南峰地区东部易贡、通麦及帕隆等较低地区的海拔、水温等条件看 ,应该有更多的

鱼类分布。以易贡为例 ,其 海拔高度 2250米 、年平均气温 11.4℃ ,与察隅县海拔 2300米、

年平均气温 11.6℃ 相比较 (张荣祖等,1982),两 者几乎相同。例如分布在本区南坡墨脱

县的 s(R)f″
'历

`汕`/o砌

‘和 s,(s.)'9`F`o‘″or助 两种裂腹鱼等,也分布在察隅许多河流

中,但绝不分布到类似海拔、气候的易贡或通麦如区 ,这是为什么?分析帕隆一易贡藏布和

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水速情况,即 可晓得。某些河段水流超过 16米 /秒速度 ,这种流速和两

股巨大水流相会后产生的气浪或迥旋力,在很大程度上起着阻碍南坡鱼类与北、东坡交往

的作用 ,因 此帕隆一易贡藏布就没有这些鱼类的分布,充分说明水流速度对鱼类分布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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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南北坡鱼类中虽有吸 口馁{‘ 和黑斑原姚等两种鱼类为共有种 ,但这究竟是个别现

象 ,扁头备{‘ 等可能具有适应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及帕隆一易贡藏布下游急流的特化功能 ,为
其他鱼类所不及 ,囚此才同时出现在南北两坡水系中。这里应该指出 ,黑斑原鱿虽也出现

在南坡墨脱地区水域中 ,但从整个雅鲁藏布江现代鱼类分布情况比较 ,它主要应属北坡分

布的鱼类。扁头角{‘ 虽两次调查都在易贡和通麦地区采到 ,但与本区南坡比较则显然数量

少得多。

综合上述讨论可以知道喜马拉雅山的强烈隆起 ,使南峰地区不同坡度的海拔、温度、

流速产生巨大差异 ,因此明显地影响着本区不同坡度鱼类分布、区系的形成和发展。

四、南峰地区鱼类区系成因及形成时代

在原始古代南峰地区的区系组成是比较简单的 ,但在历史发展中 ,由 于本地区种类的

不断分化和外来种的侵人致使种类组成逐渐复杂起来。当然,新分化的鱼类和外来的鱼

类能否在这里
“
安家落户

”
延续后代 ,又要看它们能否适应于本区的环境条件 ,特别是 在青

藏高原不断隆起作用下的海拔、水温和水流条件。

根据西藏北部伦坡拉盆地大头近裂腹鱼 (P坛
`osˉ

汤go扬°
'“

彤a″or'`‰
```,Wu″

Chcn)

化石资料 (武云飞等,1980),知 裂腹鱼最近类似祖先于上新世出现在青藏高原腹心坤
区,那时海拔低于 1000米 (李 占均等,1979)。 随着喜马拉雅山隆起和青藏高原不断抬升
(营文宣等,1981),而逐渐演化发展成特化程度不同的三个类群,每一类群对其栖息的高
原环境条件相对适应,从而形成高级特化类群主要在高原腹心和河流上游地区,较原始类
群主要在高原边缘或低山峡谷地带,一般特化类群则穿插其问的分布特点。南峰南坡无
高级和一般特化的裂腹鱼类群,说明本区裂腹鱼分布附合上述规律。褚新洛 (1979)对 蜈
鲜‘和褶鲜‘鱼类的研究,指出

“
原姚首先在西藏东南地区出现,不断分化并由此向西北方向

扩展,只发生种级分化,而属级分化则是在向东扩展了川西、滇北后才发生的,时问就更晚
些,可能是在更新世。显然喜马拉雅强烈隆起,使高原边缘水域环境条件向着有利姚科鱼
类扩布、演化、发展而得以实现。陈宜瑜 (1981)对 扁吻鱼的研究肯定其是在中更新世之
后期,随喜马拉雅山升起,由类似墨头鱼类的祖先分化出来的新近鱼类。朱松泉 (zhu
songquan,1981)对青藏高原鳅类研究也指出无鳞鳅是随高原不断隆起而特化的产 物。
伍献文(1977),论证鳃亚科鱼类在我国的分布并认为其出现较早,且在上新世以前。他赞
成 Hora和 Mcn。n认为印度现有淡水鱼类区系是从中国西南部,特别是云南迁去的说法。
诸如上述引证,说明本区多数的鱼类是晚近发生的,唯四须鳃等历史较久。

五、南峰地区鱼类区系的区划

在中国淡水鱼类区系区划研究方面,张春霖 (1954)、 伍献文等 (1977)、 李思忠(1981)

已做过大量工作 ,武云飞等 (1979)也 对阿里地区鱼类区划进行过讨论,但都缺少对本区
的鱼类区划分析。

由于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的交错,使北纬 30度以南至北迥归线以北的西藏东
部、云南、四川山地的地形、地势和气候条件变得十分特殊,更加不同水域的分布,导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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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鱼类区系组成复杂。为此认为李思忠 (1981)对康藏亚区和怒澜亚区的划分还有待

补充研究。尽管如此,本文仍按李思忠的意见,将南峰地区置于康藏亚区之下,但认为南

峰地区应划分两个不同的省级地理单位(即小区)。 一个是北坡和东坡 ,为
“
米林一波密

·’
`J`

区。这里鱼类区系主要组成是裂腹鱼和高原鳅类。另一个是南峰南坡墨脱县境雅鲁藏布

江下游干支流 ,为
“
墨脱小区

为
,以 跳科鱼类和鳃亚科鱼类为主要组成。反之笼统地将雅鲁

藏布江划归同一部分 ,既难以反映鱼类主要组成,也难以反映鱼类各自演化发展的实际情

况 ,更不能反映本区南北坡水域在地质历史上、地理、气候条件上的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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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FISH FAUNA OF
NAMJAGBARWA REGlON IN XIzANG,CHINA

`Vu Yull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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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upOn a large num!ber oF fish speolmens collected￡ rom NGmjagbaFwa Regioll
of Xizallg (Tibet) in 1973 and 1977, tihe present paper deals wlth a prelilninary analyˉ

sis of Nanljagba1η ·a fish Fauna.This region ls situated iⅡ  thO boundaries of IIim-alayas

and I】 engduall lII° ulltaills.  The natural ellvironm~ental conditio【 ls are ColnpleX in the

region and a grea七 gorge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ls located there.Altogetber 15

gcnera and 22 species of fishes ill tllis regn.on h.ave beeu~deternlilled.  ′
rhey. c。 llsititute

39.3%of the total n· umber(56 spec1es)of￡ ishes in X弦 a△lg and over 80%of fishes from

Yarlung zangbo River,Ⅱ ence the species of fishes of Namjagbarwa Region are α〉nsi-
dered to bO g· reatly abundant,

In ule Yarlung zangbo River s5stenl of south slope(south Namjagoarws Re酽 .on),

fronl tlle I110uth of I)arlullg~ˉ Fi’ong z·angbo I1iver to Digdo△ lg of Medog CouIlty, there

arO 14 species (1nclud1.ng 2 new species of sci。 ″o古助Oro￠ ) belonglng to 12 genera,naˉ
mely,11 single species of the genera s讠 ”JJeb eo,Borbo汤 s,GGrro,Ps2切 r△umo无 tt s,Czvpˉ

ros`cra″ ″l,ε勿p古。古无@rc￠ ,Ps召够Jeo无emeos,Poroc△ 7切σJo?lis, P@rctc凡 ″ogiα mas, ~Erosf@`,1。 ,

Ⅳcml‘9c无山‘s and g speoes of sc凡忉@诊

`tor@勿

,The fis△ es ul s° uth slope are mostly Indo~
Clhina△Ioulltainous ele1m.ellts,  AIYlO11g Which sisorids show a do1Ilil∶ lant par△ .  Ill North
slope(North Na.mjagbarwa Region),the Yarhng zangb。 River system from ohagla
of N· yingchi County to Pai of△ raiIlling County and Parlung of∶ Bom.e County,there are
10 spOcies belonglng to 7 gellera,namely,3 species of sc△ 够of凡 or口￠,2 species of rropˉ
氵
`,p凡vso alld 5 single species of the genera,P彦 vc7oob。 rb%s, s· c无讠″opv￠ @p“.s, 0￠

:`gvm】 %oC乡p-
ris, Pcrettc71氵 ‘,gJ‘ Im.·泌. and (艹

J乡pfos扌 crmit`,t..  
′rhey are lnainly the en.delnic elements of

Xizang Plateau belongmg to the Plateau eleme11诸 of Central Asia.Among them tlle
sohizothoracin ss△ es occupy 52%of the total speoles.The E灬 t slope is East Namjag~
barwa R.egion including the Parlungˉ Yi’ong zangbo River system.TheⅡ  are 5 species
l)elonigulg t° 4 genera,nam.ely,2 speoies of zˉ lr氵p:@p凡″s￠, 1 speCies oF so】 。izo古】.oro￠ .sO△ 2-

刀Op:`gopsas alld .Pcre.叨 ci%仍ogJ砀 m。s respec0vely. A.In~ong Ⅱ̀ hich 4 species belong to the
plateau elem.ents oF Ce】 ltral Asia,1 species oE ~P‘ 田·‘z‘c无氵Jo夕

`,,:`s is 111d()~Cllil辶
t 1Iou△ -

tai11ous eleluOnt. C〉 b了 loˉusly,the IItlst slope is a t,ran.sitiorlal z。 ne bet、 `een North slope
and south slope.  C)Ⅱ ~the baseg of the distributions of s.s.hes and the cornpositions of

fisll faulla,both iEast slope a1】d North slope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olle zoogeographi~
cal unit,so that the present artlcle suggests tLai the Namjagbarwa Regio.n can be divid-

ed illto t、·o infraregions under the ICang~z· 111g Mou11tainous subrcgion (Li sizhong,
1()81)、 tlle N·yingchi-B。llle infranegion and △Iedog infraregion.  The natural en、nron~
inents oF south slope differ fr° 丘〗that oF North an∶East slopes in av(`rage altitude, lvaˉ
tcr-telllperature, current ělocity, topography, clim.ate and the habitat,  The n1arked
diffcrcilces are (1ˉ ue to the separate histolical developrrle【 lts of the various slopes in the
c()ursc of∶I【iizallg∶Plateau uphea17a1.

C)、villg to tlle adaptatio【 ls to the differeill erlvironrnental conditions over a lon‘
`。 e~

riod of tIl11e, sOItle species of Nˉ orth and East slopes have gradually specialized as en~
(lenli(· species of the plateau,n10reover,sollle species of soutb slope h.ave differelltiated

tlll(lF()rllled.  △.few new species are disOovered,  1、 lley w111 be published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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