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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滇池、抚仙湖、洱海鱼类区系

的起源和关系的分析
辛

褚 新 洛
(中 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引|  言

云南省位于北纬 20° 9′-29° 15′ ,东经 97° 39′-106° 12′ ,西邻缅甸,南接老挝、越南 ,

面积 400000平 方公里 ,约 占全国面积 4.1%。 云南境内多山,地势复杂,海拔最低处只有
74米 ,最高处 6740米 ,相对高差达 6666米 ,实系国内少见。

在云南高原面上有 30多个湖泊,小的 lO平方公里,大的 298平方公里。 深度也不

一 ,浅的平均约 4米 ,深的平均 87米 ,海拔高度约在 1280-3270米。 这些湖泊集中分布

于云南高原的东南和西北部 ,分 属 3个水系,即金沙江、南盘江、澜沧江。抚仙湖、滇池、洱

海是 3个最大的具有代表性的湖泊,鱼类种类也最多,它们分属南盘江、金沙江和澜沧江

水系。云南高原湖泊鱼类区系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逐个

地加以研究。对以上 3个湖泊的分析研究可能会对整个问题的解决带来一些启示。

二、资 料 概 要

1· △本硬据

(1)抚仙湖 位于北纬 24° 17′-37′ ,东经 lO2° 49′-57′ ,面积 211平方公里 ,水面海

拔 1721米 ,最大深度 151米 ,平均深度 87米 ,形成时期为早更新世。
(2)滇池 位于北纬 24° 40′-25° 02′ ,东经 102° 42′ -57′ ,面积 298平方公里,水面

海拔 1885米 ,最大深度 5.7米 ,平 均深度 3.9米 ,形成时期为早更新世。
(3)洱海 位于北纬 25° 37′-54′ ,东经 100° 7′ -17′ ,面积 250平方公里,水面海拔

1974米 ,最大深度 20,7米 ,平均深度 15米 ,形成时期为早更新世。

⒉三个湖泊的鱼类区系

根据已有资料统计 (黎尚豪等 ,1963;伍献文等 ,1964、 1977;陈银瑞等,1980;王幼

中本文曾在 1985年 7月 在 日本召开的
“
东亚淡水鱼类的起源和发展

”
学术讨论会上宣读。 讨 论 会 的 原 称是

“symposiulil oil the Origiil and I)eve1opmeilt of FIeshwatef Fishes in East As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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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等,1982),抚仙湖原产鱼类 18种 ,滇池 21种 ,洱海 16种。表 1为各湖鱼类名录及在

有关 3个江河水系中的分布情况。

三、资 料 分 析

1.三个湖泊之间的关系

在进行比较分析前,首先将广泛分布的共同种剔除 ,如鲫鱼 (C″口‘‘
`″

‘
',‘

r``” )、 杞

麓鲤 (C,p″″″‘r″

`,oc″
初)、 泥鳅 0仿 g″ r″″‘口″g″ J′′Ic幽拓

`“

‘)、 侧纹云南鳅 (Y叨″″〃-

`,‘
`″

‘p`″ro`″″,四

`')、
黄鳝 (Mo刀 o``″″‘

`氵

沏‘)、 青鲔 (o/y″“
`'″

p西 )。  剔除以后,抚

仙湖剩 12种 ,滇 池剩 15种 ,洱海剩 10种。这些种类可以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特有种 ,

在表 1中用 中号标出。 第二类是分布区有一定局限的地方种,如抚仙湖的云南 光 唇 鱼

('″口“oc加J`粥 夕″″ヵ卵 御 “ )、 长 体 刺 鳕 鲛 ('″″ 乃or助洳 ″‘ 召

`o`,g″

” )、 云 南 盘 鲍 (DI‘co-

go历口

'``,`″

″“ )。 分析的第一步是在任何二湖洎间进行比较 ,统计相近种的数目,结果

如图 1-A所示。举例说明,抚仙湖 8个特有种中在滇池有 6个相近种;滇池 7个特有种中

在抚仙湖有 5个相近种。 分析的第二步是统计相同的地方种,结 果如图 1-B所示。举例

说明,抚仙湖与滇池有 3个相同的地方种。 分析的第三步是合并图A和图 B,结果如图

1-C所示。 在该图中 52%、 32%、 20%为 关系的相对指数,其计算方法为 生
专f,式

中

NRL为相近种和共同地方种的总数,NT为两个比较湖泊的合计种数。 此指数表明比较

湖泊之间的亲近关系的程度,指数越大表示越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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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湖泊与江河水系之间的关系

在进行比较时,以每一湖洎为单位统计相近种和相同地方种的总数,结果如图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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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湖泊与江河水系之间的关系

Fig. 2  Re18tionships bctlvecn cach lake and river systel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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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举例说明,在 图 2-A,抚仙湖与澜沧江的相近种和相同地方种数为 2,抚仙湖与金沙

江为 8,抚仙湖与南盘江为 10。 这个数字越大表明相互的关系越密切。

论
亠
一
口

″
乡四

(1)根据鱼类区系的比较分析,抚仙湖和滇池的关系最近 ,其关系的相对指数最大。

抚仙湖与洱海的关系次之 ,洱海与滇池的关系最远(图 1-C)。

(2)就湖泊和江河水系的关系而论,各湖泊与其各自所属的江河水系关系最近。这

种情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各湖泊鱼类区系的渊源所在。虽然湖泊鱼类区系的起源可

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来自所属的江河水系。

(3)各湖泊中的特有种的百分比是相当高的,抚仙湖为 44%,滇池为 33%,洱海为

44%。 所以可以说,各湖泊的鱼类区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特有种的出现以及某些地方种

的保留。特有种的出现是祖种为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表现出来的进化结果。生态隔离在

此进化过程中可能起了重要作用。 各种空生境 (cmpty nich)的 存在为这种进化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因此,特有种的出现在多数情况下是同域分化的结果(褚新洛等,1981;陈

宜瑜等,1982)。 虽然如此,作者并不排除异域分化的可能性,因为古洱海确曾存在多个

相互隔离的湖洎,尔后才合并为一个。

(4)按照自然演化的规律 ,是古代的特定地理条件决定了鱼类的演化,本 文从鱼类区

系的比较分析的结果,有可能倒过来反映古代地理环境变迁(即各湖泊和水系之间的相互

关系)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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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ORIGIN AND RELATIONSHIPs
oF ICHTHYOFAUNA IN LAKES DIANCH1,FUXIAN

AND ERHAI OF YUNNAN

Chu Xinlu。

(K“″″;″ g `刀‘汀:`‘:c o` zoo′°召夕, '‘口ze讶 jd sini‘ d)

Bascd on conlparative analysis of ichthyofauna in lakes Fuxian, 1.)ianchi and E.rhai, thc

author statcs boldly that thc rclationship hctwccn thc lakcs Fuxian and DiaIlchi is tllc n.carcst

arnong thrce lakcs.  IEach lakc has rclation closcst to its oⅥ `n rivcr systcn1,  1·
^hcsc rclationships

clucidatc that thc ichthyofauna of lakcs has its sourccs inainly fron△ conncctcd rivcr systcn1. 
·
I· hc

dcvelopmcnt of ichthyofauna of lakcs is causcd by thC emcrgcncc of cndcn1ic spccics and thc

rescrVation of sornc 1ocal oncs.  Ecological isolati。 n In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c in thc spccia-

tion of cndclnic spccics,  1·
·
hc varicty of cnlpty niches providcd favouritc conditions for such a

spcciation,  Consequcntly, thc dcvclopn1cnt of cndcnlic spccics in lakcs is n)ainlv thc rcsult of

sympatric spccialization.  Howcvcr, thC author docs not cxcludc thc possibility。 f allopatric sipc-

cialization as thc ancicnt E.rhai lakc did occur isolatcd lak.es u冫 hich wcrc lattcr nlcrgCd inlo

o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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