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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青海祁连山区鱼类资源状况，为今后的鱼类多样性的保护和长期监测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２０１９年６～９月，对该地区４２个样点开展８０次的实地调查．【结果】共采集鱼类标本２　１１６尾，隶属于２目３科８属

１８种及１亚种．高原鳅属鱼类为最大的类群，有１０种，占总种数的５２．６３％．文献有记载但本次未采集到的土著鱼

类有叶尔羌高原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长 身 高 原 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ｔｅｎｕｉｓ）、花 斑 裸 鲤（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ｅｃｋｌｏ－

ｎｉ）、兰州鲇（Ｓｉｌｕｒｕｓ　ｌａｎ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刺鮈（Ａｃａｎｔｈｏｇｏｂｉｏ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ｉ）和黄河雅罗鱼（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ｓ　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ｃｕｓ），未采集到

的入侵物种有中华鳑鲏（Ｒｈｏｄｅ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北 方 花 鳅（Ｃｏｂｉｔｉｓ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小 黄 黝 鱼（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ｃｏｐｓ　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与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相比，现在的鱼类个体趋于减小，数量趋于减少．【结论】该地区的鱼类资源组成变化主要受到各种类

型人类活动影响，并就此对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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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连山地是黄土高原向蒙新高原、青藏高原的

过渡带，属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１］．祁连山地诸

多山峰高于雪线，山岳冰川发育成为五大水系十二

大河流湖泊的源头［２］．该区域水系整体呈辐射－格状

分布，沿冷龙岭至毛毛山一线，再沿大通山、日月山

至青海南山东段一线为内 外 流 域 分 界 线［３］．东 南 侧

大通河注 入 黄 河 支 流 湟 水，是 祁 连 山 区 的 外 流 水

系；西北侧属内陆 水 系，河 西 走 廊 内 陆 水 系 包 括 黑

河、石羊河、疏勒河、北 大 河 和 党 河；柴 达 木 盆 地 内

陆水系包括哈尔 腾 河、鱼 卡 河、塔 塔 棱 河 和 巴 音 郭

勒河；另有２个 独 立 的 内 陆 湖 水 系 即 青 海 湖 和 哈

拉湖［２］．

青海省祁连山区的鱼类主要由裂腹鱼亚科鱼类

和高原鳅属鱼类组成．回顾前人研究记载，多数文献

集中在对河西水系、柴达木水系或青海湖等单个水

系的鱼类资源进行调查［４－６］，哈拉湖甚至没有任何相

关的文献记载，目前也还没有人对祁连山区的鱼类

物种资源进行较大范围的实地调查和评估．近年来，

由于频繁的人类活动（水利设施建设、捕捞、不规范

放生等）导致鱼类自然生境遭到破坏［７－８］，祁 连 山 区

鱼类物种组成也因此发生变化，曾有记载的土著物

种销声匿迹，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和数量有所增加，

这使得生态环境脆弱的祁连山区现生状况愈加令人

担忧．了解土著鱼类的资源状况，对其保护和利用提

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意义［９］．因此，本研究调查区域

图１　鱼类资源调查点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ｓ

涵盖了青海省祁连山区五大水系的主要湖泊和干支

流（图１），鱼 类 物 种 及 分 布 结 合 生 态 环 境 条 件 同 期

调查，全面分析该地区鱼类资源现状，为鱼类物种多

样性的保护和长期监测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２０１９年６至７月和２０１９年８至９月，分两次采

用刺网（网 片５０．０ｍ×１．０ｍ）和 地 笼（８．０ｍ×

０．４ｍ×０．４ｍ和３．０ｍ×０．３ｍ×０．３ｍ）等渔具在

青海祁连山区的４２个样点进行共８０次的实地调查

（表１）．调查范围涵盖青海省祁连山区各水系，东南

侧为外流水系，即黄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大通河和湟

水，西北侧为内流水系，包括疏勒河、黑河、八宝河等

主要河流，以及三个内陆湖泊，即青海湖、哈拉湖和

可鲁克湖．调查样点涵盖所有典型水域，如河流交汇

处、湖湾、急流、浅滩等，以及河流的上、中、下游．同

时，向渔政工作人员及当地知情人士问询了解鱼类

资源分布情况．所有裂腹鱼类渔获物均当场测录体

质量和体长数据，其中选取部分剪取鳍条样本保存，

后全部放生，鳅类渔获物部分个体浸泡于９５％的酒

精溶液中带回实验室鉴定，其余全部放归采集水域．

查阅文献资料统计历史物种名录，并结合本次调查

数据计算“鱼 类 损 失 指 数”对 鱼 类 资 源 变 化 作 出 评

价，鱼类损失指标计算公式如下［１０－１２］：

ＦＯＥ ＝ＦＯ／ＦＥ

式中：ＦＯＥ代表鱼类损失指数，ＦＯ为调查区域的土

著种数量，ＦＥ 本 次 调 查 以 前 文 献 及 专 著 记 载 的 土

著种数量．所有采集带回的标本保存于中国科学院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标本室，物种鉴定由专向研究

人员参考文献和书籍进行［１３－１６］．此外，调查人员还通

过走访渔政部门和流域内居民以及查阅新闻获取人

工养殖、禁渔和增殖放流相关信息．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青海祁连山区鱼类物种组成

此次鱼 类 调 查，共 采 集 到 鱼 类 标 本１９种（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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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隶属 于２目３科８属，其 中 仅 虹 鳟（Ｏｎｃｏｒｈｙｎ－

ｃｈｕｓ　ｍｙｋｉｓｓ）属 于 鲑 形 目 鱼 类，其 余 均 为 鲤 形 目 鱼

类，占总物种数的９４．７４％．１８种（含１亚种）鲤形目

鱼类隶属于鲤科和鳅科，分别为７种和１１种，占总

物种数的３６．８４％和５７．８９％．高原鳅属鱼类是鲤科

中 最大的类群，有１０种，占总物种数的５２．６３％，其

表１　鱼类资源调查点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ｓ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发现地地名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ｎａｍｅ

地理坐标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所属流域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

频次
Ｔｉｍｅｓ

１ 大通县宝库乡牛场 Ｅ　１０１．４１６° Ｎ　３７．２５３° 宝库河－湟水 ２
２ 大通县良教乡上磨村 Ｅ　１０１．６２０° Ｎ　３７．００３° 北川河－湟水 ２
３ 德令哈市哈拉湖 Ｅ　９７．６０７° Ｎ　３８．１８３° 哈拉湖 １
４ 德令哈市柯鲁柯镇水磨村 Ｅ　９６．９７３° Ｎ　３７．２５５° 巴音河－可鲁克湖 ２
５ 德令哈市柯鲁柯镇水磨村 Ｅ　９７．００２° Ｎ　３７．２３８° 巴音河－可鲁克湖 ２
６ 德令哈市蓄集乡拜勒其尔 Ｅ　９７．６３７° Ｎ　３７．６２７° 巴音河－可鲁克湖 ２
７ 德令哈市蓄集乡伊克拉村保护区管理站 Ｅ　９７．３３２° Ｎ　３７．７０４° 巴音河－可鲁克湖 ２
８ 刚察县泉吉乡宁夏村 Ｅ　９９．８９２° Ｎ　３７．２６２° 泉吉河－青海湖 ２
９ 刚察县泉吉乡秀脑秀麻村 Ｅ　９９．７３９° Ｎ　３７．０３６° 布哈河－青海湖 ２
１０ 刚察县热水镇尖木也村 Ｅ　１００．４２７° Ｎ　３７．５６２° 哈尔盖河－青海湖 ２
１１ 刚察县伊克乌兰乡查哈尔力革村 Ｅ　１００．１８９° Ｎ　３７．２４３° 沙柳河－青海湖 ２
１２ 刚察县依克乌兰乡地搂核玛宰村 Ｅ　９９．９７０° Ｎ　３７．６２０° 沙柳河－青海湖 ２
１３ 海晏县甘子河乡哈登纳木果村 Ｅ　１００．６４６° Ｎ　３７．２１０° 甘子河 ２
１４ 海晏县甘子河乡毫吾落 Ｅ　９９．７３９° Ｎ　３７．０３６° 草搭莲湖－甘子河 ２
１５ 海晏县甘子河乡热水村 Ｅ　１００．４０６° Ｎ　３７．１１２° 哈尔盖河－青海湖 ２
１６ 海晏县西海镇桥滩村 Ｅ　１００．８９９° Ｎ　３６．９４３° 湟水 ２
１７ 互助县巴扎藏族乡筏子湾村 Ｅ　１０２．３７８° Ｎ　３７．０６２° 大通河 １
１８ 互助县加定镇青岗峡 Ｅ　１０２．４６５° Ｎ　３６．９５４° 大通河 ２
１９ 互助县加定镇油饼子湾村 Ｅ　１０２．６５５° Ｎ　３６．８３０° 大通河 １
２０ 乐都县碾伯镇西岗村 Ｅ　１０２．４２０° Ｎ　３６．４７３° 大通河 ２
２１ 门源县东川镇卡子沟 Ｅ　１０１．８１５° Ｎ　３７．３２３° 大通河 ２
２２ 门源县浩门镇下尖尖村 Ｅ　１０１．５１６° Ｎ　３７．３７７° 大通河 ２
２３ 门源县苏吉滩乡纳子峡 Ｅ　１０１．１５５° Ｎ　３７．５９６° 大通河 ２
２４ 门源县仙米乡尕洼村 Ｅ　１０２．０００° Ｎ　３７．２４４° 大通河 ２
２５ 民和县川口堂镇享堂村 Ｅ　１０２．８３３° Ｎ　３６．３４９° 大通河 ２
２６ 祁连县阿柔乡黑石头村 Ｅ　１００．５４７° Ｎ　３８．０３３° 八宝河－黑河 ２
２７ 祁连县峨堡镇 Ｅ　１００．９２２° Ｎ　３７．９４４° 八宝河－黑河 ２
２８ 祁连县默勒镇尕日得村 Ｅ　１００．５３３° Ｎ　３７．７４７° 大通河 ２
２９ 祁连县下庄牛板筋水电站 Ｅ　１００．２３１° Ｎ　３８．１９８° 八宝河－黑河 ２
３０ 祁连县央隆乡三大队 Ｅ　９８．５８６° Ｎ　３８．７２８° 托勒河－黑河 ２
３１ 祁连县野牛沟乡大泉村 Ｅ　９９．４２３° Ｎ　３８．５７１° 黑河 ２
３２ 祁连县扎麻什乡地盘子村 Ｅ　１００．１２６° Ｎ　３８．２１０° 黑河 ２
３３ 天峻县城快尔玛乡参木康村 Ｅ　９９．０６６° Ｎ　３７．２８６° 布哈河－青海湖 ２
３４ 天峻县龙门乡岗格尔肖合力 Ｅ　９８．８５５° Ｎ　３８．０６１° 布哈河－青海湖 ２
３５ 天峻县木里镇唐莫日村 Ｅ　９９．１６０° Ｎ　３８．２４０° 唐莫日曲－大通河 ２
３６ 天峻县苏里乡多尔吉 Ｅ　９８．３５０° Ｎ　３８．１２９° 阳康曲－布哈河－青海湖 ２
３７ 天峻县苏里乡疏勒河大桥 Ｅ　９８．３１４° Ｎ　３８．４５８° 疏勒河 ２
３８ 天峻县阳康乡艾日盖塘 Ｅ　９８．４１２° Ｎ　３７．８９４° 阳康曲－布哈河－青海湖 ２
３９ 天峻县阳康乡赛尔娘村 Ｅ　９８．６６４° Ｎ　３７．６１８° 阳康曲－布哈河－青海湖 ２
４０ 天峻县舟群乡秀陇沟沟口 Ｅ　９９．３３０° Ｎ　３７．５４８° 峻河－布哈河－青海湖 ２
４１ 天峻县野牛沟乡黑河大桥 Ｅ　９８．８８６° Ｎ　３８．８４５° 黑河 ２
４２ 门源县国道２２７羊肠子沟附近 Ｅ　１０１．１５４° Ｎ　３７．７９８° 大通河 １

总计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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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青海祁连山区鱼类物种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ｉｓｔ　ｏｆ　ｆｉｓ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Ｑｉｌ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Ｑｉｎｇｈａｉ

科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属
Ｇｅｎｅｒａ

物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
名录等级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保护等级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外来物种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裸鲤属
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祁连裸鲤 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ｃｈｉｌ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ＤＤ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裸鲤属
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青海湖裸鲤 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ＶＵ 省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裸鲤属
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青海湖裸鲤甘子
河亚种

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ｇａｎｚｉｈｏｎｅｎｓｉｓ

ＶＵ 省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裸裂尻鱼属
Ｓｃｈｉｚｏｐｙｇｏｐｓｉｓ

厚唇裸重唇鱼 Ｇｙｍｎｏｄｉｐｔｙｃｈｕｓ　ｐａｃｈｙｃｈｅｉｌｕｓ　 ＶＵ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裸重唇鱼属
Ｇｙｍｎｏｄｉｐｔｙｃｈｕｓ

黄河裸裂尻鱼 Ｓｃｈｉｚｏｐｙｇｏｐｓｉｓ　ｐｙｌｚｏｖｉ　 ＶＵ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高原鳅属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隆头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ａｌｔｉｃｅｐｓ　 ＮＴ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高原鳅属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酒泉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ｈｓｕｔｓ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ＤＤ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高原鳅属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修长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ｌｅｐｔｏｓｏｍａ　 ＤＤ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高原鳅属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东方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Ｃ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高原鳅属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黄河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ｐａ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ｉ　 ＥＮ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高原鳅属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拟硬刺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ｌｅｒｏｐｔｅｒａ　 ＤＤ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高原鳅属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粗壮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ＬＣ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高原鳅属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硬刺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ｓｃｌｅｒｏｐｔｅｒａ　 ＬＣ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高原鳅属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拟鲶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ｓｉｌｕｒｏｉｄｅｓ　 ＶＵ 省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高原鳅属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斯氏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ｓｔｏｌｉｃｚｋａｅ　 ＬＣ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鲢属
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鲢 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ＬＣ 是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泥鳅属
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

泥鳅 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　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ＬＣ 是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麦穗鱼属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

麦穗鱼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　ｐａｒｖａ　 ＬＣ 是

鲑科
Ｓａｌｍｏｎｉｄａｅ

大麻哈鱼属
Ｏｎｃ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虹鳟 Ｏｎｃ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ｍｙｋｉｓｓ　 ＤＤ 是

次为裸鲤属，有 两 种 一 亚 种，占 总 种 数 的１５．７９％，

其他属均为１种．从种类组成来看，青海祁连山区鱼

类中鲤形目鲤科高原鳅属为优势属．

２．２　不同水系物种分布情况

青海湖水系共记录５个物种１个亚种，即青海

湖裸鲤、青海湖裸鲤甘子河亚种、硬刺高原鳅、斯氏

高原鳅、隆头高原鳅和修长高原鳅（图２－Ａ），青海湖

裸鲤在该水系每个采样点均有采集到，是该水系种

群数量最多最常见的物种．柴达木盆地的可鲁克湖

和哈拉湖水系共采集到鱼类标本７种，有斯氏高原

鳅、拟硬刺高原鳅、东方高原鳅、修长高原鳅、青海湖

裸鲤、泥鳅和鲢（图２－Ｂ）．黑河和疏勒河水系属河西

走廊内流水系，本次调查共采集到７种鱼类，有祁连

裸鲤、黄河裸裂尻鱼、黄河高原鳅、酒泉高原鳅、拟硬

刺高原鳅和 修 长 高 原 鳅（图２－Ｃ），黑 河 干 流 采 集 到

了上述全部的７个物种，疏勒河和黑河支流托勒河

分别采集到２种和３种．湟水、大通河水系共布设了

１５个采样点，其中湟水３个，大 通 河１２个，采 集 到

的 鱼 类 物 种 为 １１ 种，占 总 物 种 数 的 ６１．１１％
（图２－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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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上角饼图中的数字代表每个物种的绝对渔获量（条），括号中的百分数代表每个物种在总的渔获物中占的百分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　ｃｈａｒｔ　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　ｒｉｇｈ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ｃａｔｃｈ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ｅｒ－

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ｔｃｈ．

图２　鱼类物种分布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ｓ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３　鱼类损失指数

根据文献资料记载［１３－１９］获得调查区域历史土著

种数为２３种，本次调查到土著种为１５种，根据公式

计算得出鱼类损失指数（ＦＯＥ）为０．６５，根据鱼类损

失 指 数 赋 分 标 准 表［１０］获 得 该 指 标 赋 分（ＦＯＥｒ）在

４０～６０分范围内．

３　讨论

３．１　物种生物多样性状况评估

综合前人文献［１３－１９］，祁连山 区 鱼 类 有３７种，隶

属于４目６科２１属（表３）．本项目调查与前人调查

结果相比，仅记录到了１９种鱼类，隶属于２目３科

８属．文献记录的一些土著鱼类，在本次调查中并未

采集到，如叶尔羌高原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

ｓｉｓ）、长 身 高 原 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ｔｅｎｕｉｓ）、花 斑 裸 鲤

（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ｅｃｋｌｏｎｉ）及 兰 州 鲇 （Ｓｉｌｕｒｕｓ

ｌａｎ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刺鮈（Ａｃａｎｔｈｏｇｏｂｉｏ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ｉ）和黄

河雅罗鱼（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ｓ　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ｃｕｓ）等，鱼类损失指标

显示祁连山 区 鱼 类 物 种 处 于 不 健 康 状 态［１１］．另 外，

在查阅新闻和走访有关部门后推测，在黑河、疏勒河

流域祁连裸鲤渔获量众多可能和近年来有关部门指

导下的增殖放流和保育措施有关，如２０１６年张掖市

甘州区在靖安乡高崖水文站黑河东岸向黑河投放祁

连山裸鲤５万尾等．有关部门的禁渔措施和科学增

殖放流的落实对地方生物的种群恢复和生物多样性

维持起到重要作用．

前人调 查 记 录 了 多 个 外 来 物 种，如 中 华 鳑 鲏

（Ｒｈｏｄｅ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北方花鳅（Ｃｏｂｉｔｉｓ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小

黄黝鱼（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ｃｏｐｓ　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等 在 本 次 调 查 中

未能采集到．关于大通河流域新记录的外来物种虹

鳟的引入，在走访有关部门中得知，位于大通河流域

的纳子峡水电站附近曾有虹鳟的人工养殖地，很可

能是造成虹鳟入侵的主要原因．

结合文献和本次调查结果分析，一半以上的物

种未能采集到可能原因有：本次调查点位布设没有

与前人的调查点位重合，且调查时间集中于６月至

９月，时间较短；近些年水电站建设和人类活动的干

扰加强，造成物种的多样性和数量均有所下降．

３．２　珍稀濒危物种状况评估

本次调查获得的鱼类中包括３种青海省重点保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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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鱼类（表３），分别为青海湖裸鲤指名亚种、青海湖

裸鲤甘子河亚种和拟鲶高原鳅．另外，黄河高原鳅在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等级中被评为濒危，其余

５种鱼类被评为易危［２０］．此次调查中，共捕获青海湖

裸鲤指名亚种５４６尾，位列所有渔获物中的第一名，

占总渔获物数量的２５．８％．青海湖裸鲤甘子河亚种

仅捕获１６条，可能是由于甘子河裸鲤仅分布于甘子

河中，其栖息地范围较小，河道狭窄，种群数量很容

易受到内外 部 因 素 的 影 响，如 偷 捕、河 流 水 量 减 小

等．值得关注的是，厚唇裸重唇鱼在此次调查中仅捕

获４尾，种群数量急剧下降，需要重点监测并制定保

护政策和增殖放流措施．作为黄河裸裂尻鱼、拟鲶高

原鳅、黄河高原鳅重要栖息地，大通河上密集水电站

将鱼类的栖息地隔离开来，这对于生长速度慢并需

要洄游繁殖产卵的土著鱼类是致命的．

表３　鱼类历史名录与本次调查名录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ｉｓ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ｓｕｒｖｅｙ

中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拉丁名称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湟水
Ｈｕａｎｇ－
ｓｈｕｉ

大通河
Ｄａｔ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黑河
Ｈｅｉｈｅ

疏勒河
Ｓｈｕｌｅ
ｒｉｖｅｒ

青海湖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ｌａｋｅ

甘子河
Ｇａｎｚｉ
ｒｉｖｅｒ

可鲁克湖
Ｋｅｌｕｋｅ
ｌａｋｅ

哈拉湖
Ｈａｌａ
ｌａｋｅ

叶尔羌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 ＃ ＃
长身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ｔｅｎｕｉｓ ＃ ＃
斯氏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ｓｔｏｌｉｃｚｋａｅ △ △ △ △ △ △ △
拟鲶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ｓｉｌｕｒｏｉｄｅｓ △ △
硬刺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ｓｃｌｅｒｏｐｔｅｒａ ＃ ＃ △ △
甘肃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 △ ＃ ＃

拟硬刺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ｌｅｒｏｐｔｅｒａ △ △ ＊ △
黄河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ｐａ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ｉ △ △ ＊
东方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 ＃ △
小眼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ｍｉｃｒｏｐｓ ＃ ＃ ＃ ＃ ＃
修长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ｌｅｐｔｏｓｏｍａ △ △ △ △ △ △ △ ＊
酒泉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ｈｓｕｔｓ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 △
隆头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ａｌｔｉｃｅｐｓ ＃ △

兰州鲇 Ｓｉｌｕｒｕｓ　ｌａｎ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
黄河裸裂尻鱼 Ｓｃｈｉｚｏｐｙｇｏｐｓｉｓ　ｐｙｌｚｏｖｉ ＃ ＃ ＊

中华鳑鲏 Ｒｈｏｄｅ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麦穗鱼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　ｐａｒｖａ △ △ ＃

大鳞副泥鳅 Ｐａｒａ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　ｄａｂｒｙａｎｕｓ ＃
虹鳟 Ｏｎｃ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ｍｙｋｉｓｓ ＊
泥鳅 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　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 ＃ △

小黄黝鱼 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ｃｏｐｓ　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 ＃
黄河雅罗鱼 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ｓ　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ｃｕｓ ＃

鲢 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
池沼公鱼 Ｈｙｐｏｍｅｓｕｓ　ｏｌｉｄｕｓ ＃

厚唇裸重唇鱼 Ｇｙｍｎｏｄｉｐｔｙｃｈｕｓ　ｐａｃｈｙｃｈｅｉｌｕｓ ＃ △

青海湖裸鲤
甘子河亚种

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ｇａｎｚｉｈｏｎｅｎｓｉｓ △

青海湖裸鲤 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
花斑裸鲤 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ｅｃｋｌｏｎｉ ＃ ＃
祁连裸鲤 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ｃｈｉｌ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 △

黄河鮈 Ｇｏｂｉｏ　ｈｕａｎｇｈｅｎｓｉｓ ＃
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 ＃ ＃ ＃

草鱼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ｉｄｅｌｌｕｓ ＃
北方花鳅 Ｃｏｂｉｔｉｓ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

鲫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 ＃ ＃ ＃
鳙 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　ｎｏｂｉｌｉｓ ＃

刺鮈 Ａｃａｎｔｈｏｇｏｂｉｏ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ｉ ＃
棒花鱼 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 ＃

　　＃表示文献记录有但未采集到；＊表示新纪录种；△表示文献记录有同时在本次调查中采集到．

＃ｉ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ｉ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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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保护与恢复建议

１）　祁 连 山 区 的 土 著 鱼 类 具 有 溯 河 产 卵 的 习

性，水电站的建设切断了鱼类的洄游路线，影响了鱼

类的繁殖活动，拆除部分水电站或修建适合该水系

土著鱼类通过水坝的过鱼通道，恢复河流的连通性，

避免生境的片段化和破碎化，同时又可以避免由于

水坝的阻隔抑制不同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而形成

异质种群．

２）　建议扩大和延伸大通河、湟水和黑河流域

的鱼类增殖站，如黑河流域扎麻什乡地盘子水电站

和祁连县的牛板筋水电站，海晏县的东大滩水库，以

及大通河各级水电站等，通过对野生鱼类的驯养、人

工孵化、养殖、投放河道等一系列措施，增大濒危鱼

种的种群数量，从而达到保护土著鱼类的目的．

３）　在纳子峡水电站上方水库发现虹鳟，其为

凶猛性鱼类，成体及幼体均以其他鱼类为食，繁殖速

度快，食量大，对生长繁殖速度慢的土著鱼类影响较

大，建议尽快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捕捞．再者，应加强

渔业管理，严防外来养殖物种的生态逃逸，更不能让

其形成自然繁殖群体，一经发现应及时捕捞清除．

４）　进一步加强鱼类多样性监测与环境影响评

价，建立相应的水质和水生生物多样性的常态性监

测机制，选择祁连山区内比较敏感的区域进行监测

和开展定位研究，如水电站密集的大通河段，人类活

动强度大的民和县、乐都县和大通县．

５）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执法力度，健全生物

多样性保护相应的法规．加大对沿线村庄的环境综

合整治，增加基础设施投入，禁止未经处理的污水直

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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