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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黄河鱼类及其区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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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省黄河流域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青海省东南,地势高亢。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

山北麓各恣各雅山下的卡日曲,海拔 4800米 ,省境干流最低处海拔 1670米。

关于青海省黄河流域的鱼类,早在我国古籍中,如西宁府新志 (杨应琚,1746)和循化

志 (龚景瀚,清嘉庆)就有所记载。以后陆续有 K6slCr(1876)、 「ep睡¨ 汛 (1888-

1891λ Pappcnhcim(1907)、 朱元鼎(1935)、 方炳文(1935-1936)、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1959)、 曹文宣(1964)、 张春霖等(1965)、 李思忠(1965)、 武云飞等(1979)、 朱松泉等

(1984)等报道。但上述文章多限于局部河段的另星采集,或受人委托代为鉴定,对青海省

黄河有关鱼类的记述和种类鉴定,难以系统准确 ,同 物异名不少。更因缺少扎陵湖以上黄

河水域 ,诸 如星宿海、卡日曲、约古宗列曲等水域考察 ,难得青海省黄河水域鱼类分布的完

整资料D。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作者自 1961年在青海省黄河流域各地进行多次考察,特别是

1983-1985年间,首次考察黄河发源地、星宿海的鱼类并再次进行扎陵湖、鄂陵湖及玛

多、玛沁、达日、久治、循化、民和、互助各县地黄河干支流补点考察,获得大量鱼类标本

和资料 ,现整理成文,为进一步研究黄河鱼类提供参考。

自然地理概况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黄河上有 3源 ,即扎曲、约古宗列曲、卡日曲。以往人们以为约

古宗列曲为黄河正源,后 来经过对黄河源的多次考察,特别是 1978年河源考察队深入源

头地区实地查勘 ,经过综合分析研究确定 ,卡 日曲是正源。其理由是卡日曲从源头至约古

宗列曲相汇处 ,其长度较约古宗列曲长 25公里,为黄河源头最长的河道;此处卡口曲流量

为 6·3立方米/秒 ,约古宗列曲流量为 2·5立方米/秒 ,事实证明卡日曲流量比约古宗列曲

大 2·5倍以上。卡日曲支流众多,流域面积 3126平方公里,比约古宗列曲的流域面积要

大 754平方公里 ,因此卡日曲为黄河正源依据准确 (赵济,1982)。 作者于 1985年 6月 又

实地考察了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曲源头及星宿海和扎陵湖,除同意赵济意见外 ,并将考察记

1)据 repueHm·路Ⅱ资料记载,普尔热瓦尔斯基所采黄河流域鱼类最高海拔 13600英尺(1英尺=0· 3048米),低

于星宿海东部地区高度,确证采集人没有采到真正黄河源鱼类。徐近之(】 948)记载,普 氏只到过星宿海东端。

本文 !986年 5丹 28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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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如下。

卡日曲源头位于各恣各雅山北坡 4800米 ,其下 4670米 有一小泉,潺潺流水;pH 8.1,

水温 10℃ (下午测)。 约古宗列曲发源于约古宗列盆地西南隅,上顶海拔 4650米 ,源 头由

东南侧山地流至一个为冰覆盖大部的泉眼处,此处海拔 4530米 ,其入口处 pH8· 3,水温
9·2℃ ,出 口处 pH7· 7,水温 0。04℃。两曲各自奔流,流经宽阔的谷地和沼泽草甸。卡日曲

比降较大,且汇人支流众多,水量、水速很快增大,而约古宗列曲比降较小,汇人扎曲后相

汇卡日曲于星宿海北部。星宿海实为一布满沼泽和河流的沙丘滩地,东西长约 30公里 ,

南北宽约 10余公里,这里由上百个浅水沼泽湖泊组成,河水自星宿海北部流入扎陵湖、鄂

陵湖,出玛多县,时有小湖出现,东 南经达日县至久治门堂乡。此间原野浩瀚 ,地势起伏相

对平缓,河谷开敞 ,河流蜿蜒曲折,切割较浅,有时河流发育较为完善,其分支密,河漫滩亦

多;有时出现较大弯曲。在扎陵湖北部和久治县附近见到不少 U形谷地和巨大冰川漂砾 ,

残留着古冰川活动的迹象。沿岸植被为高山草甸和高山灌丛草甸。草甸以禾本科、莎草

科为主,灌丛以杜鹃、山柳、金腊梅为主。接近省境至四川唐克索格藏寺时 ,有支流白水汇
人,继续沿阿尼马卿山人黑水。唐克、玛曲一带黄河迂迥曲折形成不少牛轭湖,此处亦是
一片沼泽地。由于地势平坦、开阔,每逢雨季,河水经常泛滥阻碍交通。黄河继续西北流

至香扎寺附近又回折到青海省境(图 1)继续北上经兴海县唐乃亥再转向东流至黄河著名
的峡谷区,此后峡谷川地交替频繁,主要峡谷有龙羊峡,阿什贡峡、松巴峡、李家峡、公们
峡、积石峡、寺沟峡等 7个狭窄谷地 ,此处山高坡陡,两岸高度 200-400米不等,河水面宽
一般在 40-50米 左右。由于河道比降大,水流湍急 ,这一带构成东部平原地区鱼类分布

的天然分界线。盆地主要有著名的贵德盆地,化隆甘都,循化群科平川,这里海拔多在
2000米 以下,地势较为平坦 ,河谷开敞 ,宜于农牧耕作和发展鱼类养殖。

二、考察地区的鱼类

通过多次调查,收集了青海省黄河水域大批鱼类标本 ,经鉴定计有 21种 (不包括引进
种类),隶属 2目 3科 11属 ,其中鲤科鱼类 8属 9种 ,鳅科 2属 11种 (包括 1未定种),鲶科
1属 1种。简述如下 :

1· 黄河雅罗鱼 LeucjsO。8c△△‘Inc村c口J(Kcsslcr)

s日“
`J″

f c乃 “
``,c方 `Cf‘

了 1Ccsslcr, 1876, In Przclvalskii ‘‘Mongolia i strana .I· anguto吼
'’

,

2(4): 23 (ˉ菪霰
.氵

F1)。

I召″c`fr`‘ ″o″go`″″‘ (Kcsslcr), Banarcscu, 1970, Estratto Bagli Annali Dd Civico

Di sto0a Naturalc Di Genova,LXXVIII-1:47-51(其
中 黄 河 部 分 )。

z'9‘c`‘r″‘″沾饣和 ‘″”″
`″
|Mori,1941,zoo1.Mag.53:182(包 头)。

测量标本 19尾 ,全长 79-292毫 米,体长 64-246毫米,分别采自青海西宁、贵德、民
和等地黄河干流。

D,3,7,A.3,9-11,P.1,16-18;V.1,8-9。 下咽齿 2行 ,3.5/5· 3,个别 2.5/5· 2或
3· 4/4· 3。 第1鳃弓鳃耙数,外侧 12-14(12.75± 0.14),内 侧 15-20(17.94± 0.31);侧 线鳞
51-59(54.26± 0.59),侧线上鳞 9-10(9·26± 0.10);侧线下鳞 5-6(5.05± 0.05);背 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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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海省黄河水系分布和鱼类采集点

Fig. l Distnbution of rivers and streains o(H~uanghe syste1】  and

sites for fish co11eclions in Qingha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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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 26-28,围尾柄鳞 16-18枚。

各部分同体长的百分比:体高为 20·8-27.6(M=23· 53± 0,38),背 鳍前距为 48· 1-

53.7(M-51· 75± 036),尾柄长为 18·0-22.9(M-19· 83± 0,31),胸 腹鳍基距为 21·2-

26·9(M-24· 18± 0.30),腹 、臀鳍基距为 19·4-23.2(M-2⒈ 38± 0.28),胸 鳍长为 14·9-

20.2(M=17·93± 0.28),腹 鳍长为 19·4-23.2(M=2⒈ 38± 0,28),背 鳍高为 15.0-20.9

(M-19· 07± 0,31),背 鳍基长为 9·9-12,3(M-10· 73± 0.14),臀 鳍高为 12·6-19,2(M

=1⒌ 43± 0.36),臀鳍基长为 9·26-11.9(M-10· 73± 0,17),头 长为 23· 1-28.6(M-

25.961二 0.36)。

各部分同头长的百分比:头高为 56.1-69.0(M-61· 65± 0.78),眼径为 15· 7-23.5

(M-1⒐ 18± 0·60),其中体长 140毫米以上的成熟个体 M-18· 49± 0.47,140毫 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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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个体 M=2⒉ 8± 1.77; 吻长为 24.9-31.3(M-27.78± o.40), 口宽为 23,3-37.7
(M-27,58± o,72)。

各项间的百分比:尾柄高为尾柄长 44.05-69.93(M-53.09± 1.15),眼径为眼间距
47.85-90.o9(M-6⒉ 39± ⒉32),口 长为口宽 70.92-113.63(M=9⒋ 49± 2,65),下 咽骨
宽为其长 18.52-25.o0(M=22.66± 0.44)倍。

体延长 ,侧扁,吻端尖。口端位或亚上位,口 裂斜直 ,较宽大 ,前端与眼球中在同一水
平线或其上方。上下颌平齐或下颌略突出。唇薄无角质。眼小位于头前半部,眼后头长
大于眼后缘至吻端距离。头顶较平。下咽齿主行较细长,端部弯曲呈钩状。鳃耙短小,排
列稀疏。鳞片中等大,薄而呈椭圆。腹部鳞片较体侧小。侧线自鳃孔上缘开始以平弧下

弯沿体下 -:-后 伸至尾鳍基部。

腹鳍基部外侧有狭三角形腋鳞各 1枚。肛门靠近臀鳍起点。腹鳍起点位于背鳍起点
之前 ,臀鳍鳍条后缘凹陷,尾鳍分又 ,两末端尖。

体背部浅褐色,腹部银白色,鳍 浅灰色。生活时体有银白色光泽,鳍 淡黄色。
常栖息于黄河干支流缓河湾处,以水生昆虫、桡足类为主要食物 ,间食高等水生植物

及藻类。 5月 上旬为产卵盛期,此时雄鱼吻部和颊部及胸鳍内侧密布有乳白色的细小珠
星。

本种在我国黄河中游 ,海拔 1000-26oo米高原山区干支流中,自 青海龙羊峡以下的
曲沟附近起,贵德、循化、民和、甘肃刘家峡、宁夏青铜峡、内蒙包头、托克托等黄河干流及
六盘山区西吉、隆德县渭河上游等都有分布。

讨论: Kcsslcr(1876)依 据 ∏pxe:a71bcK碰 采自我国达里诺尔和黄河的雅罗鱼标
本各 1尾 ,分别建立了两个不同种:前者被命名为 s孕锣

'``'‘
″。″g沈c‘‘‘,后者即本种被命

名为 sg″
'`J“

‘r乃″
'″

r″c”。由于两个种各是依据 1尾标本建立的,而且各自的原始描述
欠缺完美,导致后人区分两种有困难。Bepr(1914)将两种归并到 E叼“c树 属 ,并认为本
种 是 L.″ o″go汤” (Kcsslcr)(=s彳 .铭 o″go彷笏‘ Kcsslcr)的 同 物 异 名 。

.Banar6cu(197o)

核对列宁格勒苏联动物研究所保存的两种的模式标本,又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核对了
所保存的 E,″

`切″r‘″
``″

彻J Mori(1941)的 标本后,表示同意 Bepr(1914)的 意见 ,

并对 L.″ o″go``r盯 (Kcsslcr)进行补充描述,同时又指出 L,″″″u‘历y勿″
`M。

ri也
是该种的同物异名。 我们同意 Bepr将 两种归并到 L″弼r″‘属的意见,但对本种作为
L.″口刀go/`r'‘ (K6sler)的 同物异名表示怀疑。究竟本种是否是 I.″ o″goJ‘ c9‘.(Kcsslcr)

的同物异名?E.″ o馏。′″钙 (Kcsslcr)种 名是否能够确立,是否有效?这是令人关切的问
题。

分析 K6slcr(1876)和 Banarcscu(1970)文章 ,我们认为 Kcsslcr(1876)所描述
的两种雅罗鱼尽管存在一些问题 ,诸如采自达里诺尔的 sg,″ o″go切弼 (K“slcr)若干度
量性状与附图不相吻合和采自黄河的 sg.c乃 ″″″r历r″F(Kcsslcr)的 描述过于简单且无附
图等。但我们仍能从其原始描述中得到两个种的若干差异 ,如后者其侧线下鳞数多 1排 ,

胸鳍较长 ,臀鳍鳍条数较少以及其鳞片呈银白色,无色素斑点等。从前者的原始描述中得
知其鳃耙数11枚 ,并具有较大体高,头较小,上颌位于下颌之前 ,口 裂斜 ,背部弯曲等形态
特征。这些特点对确定两种间的差别显然是重要的描述。 另外 ,·Banarcscu(1970)重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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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L.″ o刀go`r`‘ (Kcssler)时 ,将 s日 ,仞 o″goJ氵彻‘(Kcsslcr)的 模式标本产地记载为
“
达里诺尔 ,黄河水系

”
,同 1个标本出现两个不同地点,显然与实际不附。据 Banarcscu

的量度结果,采 自黄河的标本与采自达里诺尔的模式标本比较,显得头较长,眼小,体高较

小,胸鳍较长,两者存在一定差异。显然 sg.″口召o`:c″‘的模式标本只能采自达里诺尔 ,

而不是采自黄河,这样分析的结果与 K6slcr记 述的模式标本产地是完全一致的。 说明

黄河雅罗鱼 s日 ,'切刃″砌 ″‘与达里诺尔雅罗鱼 sg,移 o″go肪″‘实为两个不同种,故

Bepr和 Banarcscu不 应将本种作为 I.″。昭oJ,‘“‘(Kcsslcr)的 同物异名。

我们采自青海省黄河水系(19尾)雅 罗鱼标本与采自内蒙古达里诺尔 (10尾 )的雅罗

鱼标本比较 ,前 者头较长 ,头顶平 ,口 裂斜而直,下颌常突于上颌之前 ,眼睛明显地小(无论

成熟与非成熟的个体都明显小于后者),下 咽骨较狭细等。两地标本在侧线鳞、鳃耙数、咽

喉齿和鳍条数目的多少上有重叠交叉,但黄河标本侧线下鳞为 5-6(5· 05± 0.22)枚 ,达里

诺尔标本为 4-5(4· 83± 0.37)枚 ;第一鳃弓外侧鳃耙数黄河标本为 12-14(12,75± 0· 56),

而达里诺尔标本为 10-12(11± 0·45)枚。 说明本种与 L.〃 o昭o`″朽 (Kcsslcr)种 间存

在着明显差异 ,因此本种应为不同于 L.″°″驷肪” (KcsslCr)的 独立种群。

进一步比较研究采自青海西宁、民和、贵德、甘肃刘家峡、宁夏西吉、隆德、青铜峡、内

蒙古托克托(包头附近),辽河水系内蒙古多伦、黑龙江水系嫩江及内蒙古达里诺尔等 11

个地点的雅罗鱼标本后,认为上述黄河谷地标本的主要形态特征基本一致,应属本种无

疑。内蒙古达里诺尔与辽河水系内蒙古多伦和黑龙江水系嫩江 3地的标本形态特征十分

接近,故应为同种。 由于后两地的雅罗鱼为众所周知的 L.″″
`茁

天方(Dyb.)种 ,且该

种较早于内蒙古达里诺尔的 L.″。″go防″F(KcsslCr)种名的发表,故 L.″。ngoJ|c” (Kcs-

sler)应 为 L.″刀氵
'钛

访(Dyb· )种的同物异名。所以,达里诺尔的雅罗鱼应为 L,″口JO

c天方 (Dyb· )。

1985年作者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博物馆核对过 L.″油欲JJ‘枷”订Rcndahl(1925)采

自山西平陆和河南新安两地 3尾模式标本,确认其与本种为不同的两个种。黄河出现两

种不同雅罗鱼,主要可能有以下 2个因素造成:1)雅罗鱼历史古老,中新世以前已广泛分

布于欧亚大陆和我国北方。在黄河上、中、下游沟通之前,两个种已分别出现。2)黄河水

系在中、晚更新世沟通(张伯声,1958;祁 延年 ,王志超,1959),沟通后,壶 口瀑布和渭河人

口附近,黄河大量的泥沙可能形成两个东西交流的障碍。以上两点也可能是黄河中、下游

鱼类很少交往和宁夏、山西中游鱼类种类少的主要原因。

2· 审刂鱼句
^c。

nt△ogoJio guent△ eri Hcrzcnstcln

测量标本 23尾 ,全长 74-154毫米,体长 57-123毫米,分别采自西宁、共和曲沟、尖

扎、民和黄河干支流。D.3,7(少 数为 6);A,3,6,P.1,15和 16;V.1,7;第 1鳃弓鳃耙数 ,

外侧 3-5,内侧 11和 12枚。下咽齿 2行 ,3.5/5· 3。 侧线鳞 41了
士T42;围

尾柄鳞 17-

18枚。口角须 1对 ,背鳍最后不分支鳍条为一光滑硬刺。

⒊ 黄 河 绚 Co“ o△ 口口ng△ ensiB Lo,Yuc and Chcn

测量标本 11尾 ,全长 5⒍ 5-212.0毫 米 ,体长 44-167毫米 ,分别采自青海尖扎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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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河干流。D.3,7;A.3,6;P,1,14和 15;V.1,6和 7。 第 1鳃弓鳃耙数,外侧 5和 6,内

侧 10-12枚。下咽齿 2行 ,3.5/5· 3。 侧线鳞 42T1f743;围尾柄鳞 16枚。 口角须 1

对。背鳍无硬刺。

4· 厚厝裸重屠鱼 C,`mnodfpfyc△m pcc△ y“efr‘I:Hcrzcnstcin

测量标本 22尾 ,全长 218-438毫 米,体长 180-368毫 米。分别采自青海玛多、久

治、西宁黄河干支流。D.3,8;A,3,5;第 1鳃弓鳃耙数,外侧 17(14-20),内 侧 24(18-
27)。 下咽齿 2行 3.4/4.3。 脊椎骨数 48-51枚。体裸露无鳞,口 下位,唇发达肥厚 ,有 口

须 1对。

s· 习陀.获田嗓|鲤 (CJ`m″ocJ`prfa ec△JonJ I△crzcnstcin

测量标本 72尾 ,全长 102-660毫 米,体长 83-570毫 米。采自黄河上游约古宗列

曲、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玛多、久治、民和等地。D.3,7(8);A,3,5;第 1鳃弓鳃耙数,外
侧 18(15-20);内 侧 25(20-31)。 下咽齿 2行 ,3,4/4· 3。 脊椎骨数 50-52枚。体裸露无

鳞,口 端位,口 裂平直 ,下颌无锐利角质,无须。

⒍ 斜口揉鲤 Cymnocyprfs gco△ 。fom。s Wu ct Chcn

测量标本 28尾 ,全长 170-318毫 米,体长 139-265毫 米。采自青海久治逊木措湖。
D.3,7;A.3,5;第 1鳃弓鳃耙数,外侧 30(20-42),内 侧 39.6(29-54)。 下咽齿 2行 ,

3·4/4· 3。 脊椎骨数 50枚。体裸露无鳞。口端位或亚上位 ,口 裂斜,无须,下颌前缘无锐利

角质。

7· 黄河裸裂尻鱼 ,炙△fzopygopgtB pyEzo。 1 Kcsslcr

测量标本 68尾 ,全长 71-380毫米,体长 57-320毫米,,分别采自约古宗列曲、星宿

海、扎陵湖、玛多、久治、尖扎、西宁、大通、民和、互助等黄河干支流。 D,3,8;A,3,5;第 1

鳃弓鳃耙数,外侧 12-21,内侧 25-35枚 ;下咽齿 2行 ,3.4/4· 3。 脊椎骨数 51枚。体延

长,裸露无鳞,口 下位 ,下颌前缘具锐利角质,角质宽而平。背鳍刺硬、发达。无须。

&骨 屠黄河鱼 C△口口
`●

c拓口 h;Jogc Hcrzcnstcin

测量标本 38尾 ,全长 185-320毫 米 ,体长 150-268毫 米。分别采自约古宗列曲、星

宿海、扎陵湖等黄河上游干支流。D,3,7;A,3,5;第 1鳃弓鳃耙数 ,外侧 16.4(13-21),

内侧 28.4(23-33),下 咽齿 2行 ,3.4/4· 3,脊椎骨数 50-51枚。体延长 ,裸露无鳞。 口下

位。下颌长度显著短于眼径 ,前缘有向上倾斜呈截形的角质钝缘。无须。背鳍刺硬 ,后有

锯齿。

⒐ 极边扁咽齿鱼 Phfyp△crodon e对 remttB Hcrzcnstcin

测量标本 30尾 ,全长 103-460毫 米,体长 84-393毫米。分别采自约古宗列曲、扎
陵湖和鄂陵湖。D.3,7(6);A.3,5;第 1鳃弓鳃耙数,外侧 19.2(16-22),内 侧 2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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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枚 ;下咽齿2行 ,⒊ 4/4· 3。 脊椎骨数50和 51枚。体延长,裸露无鳞。口下位。上颌角

质化,下颌前缘具锐利角质。下咽骨宽阔,咽齿呈铲状。脑颅具发达的后下颞窝。无须。

10· 长蛇高原鳅 TrfpJophys曰 Jongfcng‘ Ijs(Wu ct Wu)

测量标本 4尾 ,全长 191-214毫 米,体长 164-185毫 米,采 自逊木措湖。 D.3,7;

A.3,5;第 1鳃弓鳃耙数,外侧退化,内侧 105(10-12)。 脊椎骨数 46枚。体细长 ,尾柄

侧扁。体裸露无鳞。唇正常 ,下颌不露出。背鳍最后不分支鳍条细长而硬。鳔仅前室发

达 ,包于骨质囊内,腹腔游离膜质鳔缺如,肠简单。尾鳍微凹。

11.巩乃斯高原鳅 rripJ。 p△ yso Inngesscnc(Kcsslcr)

测量标本 15尾 ,全长 77-166毫米 ,体长 64-133毫米。分别采自卡 日曲源头小湖 ,

星宿海和久治黄河干支流。D,3,6和 7;A.3,5;脊椎骨数 46-48枚。体延长 ,尾柄侧扁。

体裸露无鳞 ,唇多皱褶 ,下颌正常 ,背鳍最后不分文鳍条软。鳔前部包于骨质囊中,后部为

一狭长游离膜质鳔。肠管略盘曲,由前后 2环构成。尾鳍微凹。

12· 拟硬利高原鳅 rrfpr。 p△ ys0 pse口dos。rer。pfer口 (zhu ct Wu)

测量标本 58尾 ,全长 45-220毫米 ,体长 39-184毫米,分别采自约古宗列曲、星宿

海、久治黄河干支流。 D.3,8;A.3,5;第 1鳃弓鳃耙数内侧 12(11-13)。 脊椎骨数 4+
37(38)枚。体延长,尾柄侧扁。无鳞。口下位,下颌正常。背鳍最后不分支鳍条下部 2/3

硬。鳔前室包于骨质囊中,后室游离为卵圆形膜囊,直接与前室相连。肠由2-4环组成。

尾鳍微凹。

13· 黄河高原鳅 Tripr。 p△ ys。 pcppen△eimf(Fang)

测量标本 21尾 ,全长 87-190毫米,体长 75-157毫米。分别采自西宁、循化、久治

黄河干支流。D.3,8;A,3,5;第 1鳃弓内侧鳃耙 9-10枚。脊椎骨 44和 45枚。体延长 ,

头适当扁平 ,尾柄较细稍侧扁。无鳞。 口下位,下颌正常。鳔前室包于骨质囊内 ,后室为

1小游离膜质囊。肠管十分简单。背部具 7条明显的褐色横斑带。尾鳍叉状。

15· 甘肃高原鳅 rrfpr。 p△ yso ro3口 gt口 (Kcsslcr)

测量标本 14尾 ,全长 73-117毫米,体长 60-97毫米。分别采自民和、循化、门源、

西宁黄河干支流。D.3,8;A,3,5。 第 1鳃弓内侧鳃耙 7-10枚。 脊椎骨 44枚。体延长 ,

尾柄侧扁。口下位,下颌正常。背鳍最后不分支鳍条稍硬。腹鳍起点在背鳍前。鳔前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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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屡.拟鲶高原鳅 rripr。 p△ys。 sir‘‘r。 f‘res(Hcrzcnstcin)

测量标本 12尾 ,全长 83-420毫米,体长 70-360毫米。分别采于星宿海、扎陵湖、

达 日、久治、循化、西宁黄河干支流。D.3,8和 9;A.3,5;第 1鳃弓内侧鳃耙 10-11枚。脊

椎骨 48枚。体延长 ,头扁平呈三角形 ,尾柄细圆。 口大 ,下位。下颌正常。鳔前部包于骨

质囊内,后部为极细小的游离膜质囊。肠管短。尾叉形。头、背部和体侧具明显虫蚀花纹

花斑。



发达,包于骨质囊中。肠管简单 ,尾鳍深凹。体背侧有 9-10条褐色横带。

16· 细体高原鳅 rrfpr。 p△ ys。 rept。 s。 md(Hcrzcnstein)

测量标本 12尾 ,全长 75-118毫米,体长 63-94毫米,分别采自约古宗列曲和门源

黄河干支流。D,3,7(8);A.3,5。 第 1鳃弓内侧鳃耙 11-15枚。脊椎骨 47枚。体延长 ,

尾柄侧扁。口下位,唇多皱褶,下颌正常。背鳍刺软。腹鳍起点与背鳍第 1、 2分支条相

对。鳔前室包于骨质囊中,游离膜质鳔很小。肠管简单。尾鳍微凹。

17· 背斑高原鳅 rripr。 p△ ys。 dorsonof耐口 (Kcsslcr)

测量标本 20尾 ,全长 74-102毫 米,体长 64-85毫米。分别采自西宁和民和黄河支

流湟水。D.3,7-8;A,3,5。 第 1鳃弓内侧鳃耙 14-18枚。 脊椎骨 44-46枚。体延长 ,

尾柄侧扁。口下位,唇多皱褶,下颌前缘明显突露,锐利。口横裂。背鳍刺软 ,腹鳍起点与

背鳍第 2、3分支鳍条相对。鳔前室包于骨质囊中,游离膜质鳔残缺。肠盘曲,5、 6环。尾

鳍微凹。

Bepr(1914-1949)将本种作为 r”

`.‘
`。

″‘收″ (stCind.)同 物异名。 我们将本种

同印度河上游采得的 rr`p.‘
`。

``‘

欲″ (stCind)比较,发现两者唇的结构有明显差异。本

种下唇前缘完整,多 皱褶。后者下唇中间有明显缺刻 ,呈花瓣状,其上多乳状突。两者有

明显种间差异。

1⒏ 隆头高原鳅 Tripr。p△ysc dfj。 eps(Hcrzcnstcin)

测量标本 17尾 ,全长 64-96毫米,体长 55-81.5毫 米。分别采自黄河最上游约古

宗列曲和卡日曲。D.3,7;A,3,5;第 1鳃弓内侧鳃耙 15-19枚 ,鳃耙内侧多具小刺突。

脊椎骨 43枚。体延长,前 躯粗厚,尾柄侧扁而较细狭。口下位,唇肉质,下颌突露。口横

裂。鳔前室非常发达,包于骨质囊中,游离膜质鳔仅呈小泡状。肠绕成螺旋形。尾鳍凹陷。

19· 高原鳅(待定种)rripJ。 p△y.sc gp.

测量标本 7尾 ,全长 33.5-106毫 米,体长 28-9o毫 米。1985年 6月 采自黄河源卡

日曲小湖。D.3,7;.A.3,5。 第 1鳃弓内侧鳃耙 16和 17枚。脊椎骨 41枚。下颌正常 ,唇

肉质具多数不规则褶状突起。全身布满微细水泡状结节 ,骨鳔囊较大呈圆泡状 ,为眼径 2

倍。

20· 北方花鳅 Co3fffs gr。 noeE Rcndam.

测量标本 4尾 ,全长 72-80毫米 ,体长 61-68毫米,采自西宁西川河。 D,3,7和 8;

A,3,5;P,1,7-9;V.1,6。 脊椎骨 48枚。体细长,侧扁。眼下刺分叉,体无鳞,尾鳍截

形。背部具 13-18个矩形大斑,体上侧及头部具虫状花纹或不规则斑点。

21· 兰州鲶.sfr‘Er‘Is‘‘”″z而°ten-sfs Chcn

s″够/″‘乙刃″奶诩卸弱 Chcn(陈 湘脊),1977,水生生物学集刊 ,6(2):210(甘肃兰州及

内蒙古托克托县和巴彦淖尔盟 )

据

垮

 
 

“

凶
Ⅱ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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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标本 2尾 ,全长 57-615毫米,体长 530-555毫 米,采 自青海民和黄河干流。D.

o,5;A,78和 83;P.1,14和 15;V,11和 12。 第 1鳃弓内鳃耙 10和 11枚。脊椎骨 4十 (63

-66)枚。体修长,尾侧扁。头扁平,眼小、上位。口宽阔,上 位,下颌比上颌突出在前,多

牙齿。犁骨齿带分两块,呈八字形。口须 4根,上颌须末端超过胸鳍基部。胸鳍前缘无明

显锯齿。

讨论:我们采自宁夏中卫的鲶鱼标本胸鳍刺外缘带有明显锯齿,唯有犁骨齿带分为

两块,因 此认为胸鳍刺是否带有明显锯齿,不宜作为与 s.“。
`″

‘种间的鉴别特征。其他

皆同意陈湘裨(1977)意见。

三、青海省黄河鱼类区系的特点

从青海省黄河鱼类组成和分布情况考虑,其鱼类区系具有以下 3个特点:

1.同本省其他水系相比,其鱼类区系组成较为复杂。本省:黄河水系的鱼类区系,由

中亚山区、第三纪早期,北方平原和中国平原等 4个鱼类复合体组成。长江水系包括中亚

山区、中印山区和北方山麓 3个复合体的鱼类。澜沧江只有中亚山区和中印山区两个复

合体的鱼类。柴达术水系只有唯一的中亚山区复合体鱼类 (表 1)。 从鱼类种类上比较 ,

黄河有 11属 21种 ,长江有 8属 18种 ,澜沧江 5属 8种 ,柴达木水系为 3属 9种。黄河与

长江有 3属 3种相同,与澜沧江仅 1属 1种相同,与柴达木水系有 3属 7种相同,即 柴达

木水系的全部鱼属和 78%的 种与黄河相同。 说明本省黄河和柴达木 2水系的鱼类在发

生上有着密切的地理亲缘关系。

2.青海省黄河河段
1)鱼

类与同水系中、下游比较具有区系的独特性。这里所有的鱼类

分布于海拔 1600米以上较高地区,而黄河中、下游见不到。青海黄河水域不仅具有整个

水系全部中亚高山复合体的鱼类,而且有两个特有属 7个特有种。特有属即扁咽齿鱼属

和骨唇黄河鱼属
2),特

有种有极边扁咽齿鱼、骨唇黄河鱼、斜口裸鲤、细尾高原鳅、隆头高

原鳅、巩乃斯高原鳅和 1未定名鳅。甘肃黄河水系虽有中亚高山复合体鱼类分布,仅是个

别种类,只有岷县条鳅一特有种。

3,青海省黄河水系不同河段的鱼类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从大体方面看、青海

省龙羊峡以上黄河上游地区仅有以裂腹鱼和条鳅鱼类为代表的中亚高山复合体,而龙羊

峡以下至省境黄河河段,除中亚山区复合体外,还有以黄河雅罗鱼为代表的北方平原复合

体 ,以鲶、刺鲍和黄河鲍为代表的中国平原复合体和第三纪早期复合体鱼类。根据中国淡

水鱼类区划(李思忠,1981)的 意见,龙羊峡以上应属青藏亚区;龙羊峡以下至天水以西应

属陇西亚区。就不同种类讲,高原鳅属鱼类分布最广,可以分布到海拔最高的黄河发源

地 ,而且终年生活在此处的有巩乃斯高原鳅,隆头高原鳅和一未定种。裸鲤、裸裂尻鱼、扁

咽齿鱼、黄河鱼等属种裂腹鱼类和细尾、拟硬刺、拟鲶等 3种高原鳅可分布于约古宗列曲、

卡日曲、星宿海等水域 ,夏季水温较高时也可能上溯到卡日曲和约古宗列的源头地区。裸

重唇鱼和黄河高原鳅及背斑高原鳅只分布到扎陵湖以下黄河河段。而甘肃高原鳅、黄河

雅罗鱼、兰州鲶、刺的和黄河鲍只分布到龙羊峡附近的黄河曲沟以下水域。

1)指青海民和以上黄河干支流,包括玛曲一帝。

2)以前记载青海省民和以下,甘 肃黄河河段有扁咽齿鱼和骨唇黄河鱼,其实皆为黄河操裂尻鱼的误写。

●
J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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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海省黄河水系鱼类区系的成因

由青海省黄河鱼类区系特点 可知,其与青藏高原毗邻水域不同,反映出青海省黄河鱼

类区系有着自己独特的成因和发展道路。

李吉钧 (1979)指 出
“
横贯欧亚大陆南部的特提斯海从早二叠世晚期开始由相继发生

的海西、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等构造运动,逐步由北向南 ,由 东向西撤退。昆仑山、横断
山和唐古拉山等山区至白垩世中期已脱离海浸。喜马拉雅山区较晚,雅鲁藏布江东段于

第三纪初期 ,西段和喜马拉雅山分别在第三纪早期脱离海浸 ,至中新世,喜马拉雅山开始

隆起
”
。由此得知 ,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黄河流域 ,远较青藏高原其他地区脱离海

浸早。当时 ,这里气候温暖湿润 ,地势较为平坦 ,海拔不高,且 具丰富的水系网。这些水系
网是由众多湖泊和河流构成。我国大陆广泛分布着原始的鲤科鳃亚科、雅罗鱼亚科、鲍亚

科鱼类和鳅科的花鳅、条鳅亚科及鲶科鱼类,它们首先构成了黄河流域上游最原始的鱼类
类群。可能是原始的把亚科和鳅科鱼类成为这里最早的区系成分。由于喜马拉雅构造运
动的强化 ,青藏高原的抬升,迫使湖泊分离 ,高原面的早期水文系统被分解改造 ,原始鱼类
区系的成分或是灭亡、或是迁移 ,或是逐步适应新的环境而改变其生活习性和形态结构。

以裂腹鱼类为例 ,随着青藏高原的不断隆起和第四纪冰期到来及其多次发生 ,裂腹鱼类在
长期适应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形成冬季集群、穴居的生活习性和鳞片,须退化或完全
退化的形态结构。在不同的地质历史时期 ,分 别出现了全身被有细小鳞片、须 2对的裂腹
鱼属鱼类;体部分被鳞 ,须 1对的叶须鱼属鱼类,和体完全裸露无须的高级特化的裸裂旯
鱼、裸鲤等。由于它们特化程度不同,对青藏高原特殊环境的适应性也有所不同。身体完
全裸露的裸裂尻鱼等 ,特别适应于青藏高原严酷条件。身体鳞片的完全退化 ,是由于在高
海拔、强辐射、低水温的长期作用下形成的 ,严酷的高原环境条件 ,一方面促使鱼体体表粘
液腺大量分泌和皮下脂肪增厚。皮下脂肪增厚使抗寒力加强,粘液腺发达对调节渗透压、
沉淀浸蚀杌体的有害物质和有碍呼吸的泥沙微粒,减少水流摩擦及防止体液凝固等方面
有积极的保护作用 ,因 此 ,鳞片的作用逐渐减弱而逐渐退化。另一方面,高原强烈隆起和
冰川作用 ,促使其群体蛰居生活习性的形成 (曹文宣等 ,1962、 1980),由 于钻营洞穴和石
缝、捕食等弯曲身体的需要,鳞片的缩小,退化以至消失也是必然的。

在裂腹鱼类演化发展的同时 ,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其毗邻地区的其他鱼类也在相应的
演化发展。鳅科鱼类在鳞片退化方面,大概也经历了类似的从有到无的阶段。但在其他
结构方面 ,如鳔则是在种的分化过程中,随着适应各自栖息的生态环境和摄食习性的不同
而进行着全面的分化。逐渐在青藏高原上形成多种多样的条鳅亚科鱼类。

对于青海黄河的兰州鲶、黄河雅罗鱼、刺约和黄河鲴及花鳅来讲 ,这些鱼类可能由于
它们分布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 ,受青藏高原隆起的影响不如裂腹鱼和条鳅鱼类大 ,也可
能由于这些类群早在黄河水系沟通以前 ,已 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形成。待中、晚更新世
黄河上游与陇西盆地沟通后,适应较高海拔水域环境而保存下来。于是形成了龙羊峡以
上南海拔河段单一的中亚山区鱼类复合体,和龙羊峡以下多种鱼类复合体的复杂鱼类区
系。

柴达术水系和黄河流域上游鱼类区系非常相似,据作者实地考察所见:柴达术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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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0海省与黄河流域其它水系鱼类分布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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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雅合拉达泽山(以前此山被误认为黄河约古宗列曲的发源地),该山周围的河流均

汇人格涌曲 ,北流注入柴达木盆地。现在尽管与约古宗列盆地有一不高的分水岭 ,但由于

两河系相隔不远 ,更加约古宗列盆地湖泊多若繁星。由此估计 ,古代两水系鱼类相互移栖

完全可能。因此,柴达术水系有 78%的鱼类与黄河上游相同。

黄河卡 日曲发源地与长江支流色吾曲发源地虽然相距很近(据报道直线距离 200米 ,

但根据作者目测少则 1公里 ,且前者高于后者约 200米 ),但分居于一山的两侧,流向相

反 ,分水岭甚高,古代没有相互串通的可能 ,两河源头的鱼类根本没有移栖的可能。因此 ,

现代两水系源头鱼类极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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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ON FIsHEs IN HUANGHE DRAINAGE OF Q1NGHAI
PROVINCE,WITH A FAUNAL ANALYsIs

Vσu Yunfei  `Vu Cui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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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y' zrdde俩 i夕 si△ 0饣)

Thc prcscnt papcr dcals 、vith thc rcsults oI many survcys on fishcs in I△ tlailghe tlrainage of

Qlnghai Provincc froⅡ】 1962-1985 including a faunal analysis of thc IIuangllc drainage.  It

co∏)priscs csscntia11y 4 parts∶  l〉 the physica1 1andscapc in this drainagc; 2)thc soccics of rishcs;

3) the faunal charactcristics of the H.langhc fishcs in Qinghai lProvincc; 4) thc fornlation of tbc

local fish fauna,

originating in thc northcrn s1opc of Cczigeya (各 恣各雅)branch rangc of Bayan Kara

rangc with an altitudc of about 4800 m,the sourcc of Huanghe Rivcr is Kar Qu‘ 卡日曲 ).

`Vhich flo私

冫s 1580 kilorlctres,covcring an arca of 106,458 sq,  Kilom.ctres, through thc C)ocha

Lakcs(sca of stars星 宿海 ),Cyaring--Ngoring Lakcs,Madoi,Jigzhi and Longyang Gorgc to

thc bordcr bctB`ccn Qinghai aIld Cansu pr。 vinccs. Thc watcr bodics of thc Htlangllc drainagc

trlay bc divided into 2 main typcs: lotic and lcntic, the formcr conaprising strcains v,· ith largc-

valley, rapids of steep-sidcd vaillcy, and nlountainous floⅥ `ing、
vatcrs,the lattcr inclu(ling platcau

lakcs,tarns and rnarshcs (Fig·  1)·

Altogcthcr 11 gcncra and 21 spccics of fishcs in this drainagc havc bccn collcctcd, onc spc一

cics bclongs to thc siluridac fanlily,9 spccies bclong t(,Cyprinidac,and 11 spccics bclong to Cobi-

tidac (△
·
ablC 1· ).  T.hC schizothoracinac subfall)ily of Cyprinidac and thc gcnus z· riP`o``zyfc of

Cobitidac rcprescnt thc csscntial componcnt of thC fish Fauna in this drainage.  z饣
``cFsc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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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cn arc four middlc H· uanghc spccics occurring below Longyang C· orgc of Qin‘ ;hai Province.L,

″。绍 @`访″s(KCsslCr)is symonym of L彬 四″欲 ″(Dyb· ),L· 刃日勿饮 ″‘历 y``口 ″

`Moriis sVmonym of
L.c乃 ,``刀 C′7′ r:`‘ (KCsslCr), L, (∶ 乃

`|〃

″c力 |c`‘‘ (K~csslCr)diffCrs froin L.z`四
`er友

f氵 (l)yb.) in having

thc hcad long, thc top of thc llcad flat, thc n】 outh obliquc and thc cycs snaa11, b· ith an avcragt;

cyc diamctcr in % of hcad lcn砂 h△1==19.18 +0.60. sf``‘ /``f `c″ :乃 o″e`,s氵 s Chcn is quitc casily dis-

tinguishcd fr。 n1s|`″ /彦‘J 日so′″‘ 〈Lin.) l)y thc prcscncc of t、 vo tccth band in the volncr.

Fro1】1 thc Kar Qu to Longyang 【iorgc thcrc are 15 spccics bclonging to schizotlloracinac and

r'|p`口 P乃 yJ夕· ThCy arc con1plcielv thc cndcnnic clcI】 cnts of Qinghai~Xizang Platcall bclonging

to thc platcau clcIncnts of Cˉcntral Asia.  From longyang Gorge to thc border bctwccn〈 冫ng~

llai and C· ansu thcrc arc 13 specics including thc Ccntral-Asia’ s plateau, (rhina’ s Plains, thc

North Plains and thc 
·
rcrtiary clcmcnts,  Discussion conccrning thc problc△ l of gcographical

d.istribulion of fislles in thc d.rainagc ls also nnadc.  C)Il thc bascs of tllc distributions of fishcs

and the compositions of fish fauna,uppcr I.~ongyang Corgc of this drainagc slloul(1 bc considcrcd

as Qinghai-Xizang subrcgion,lowcr Longyang Corgc (龙 羊峡)as Longxi (陇 西 )subrCgion

(Li sizhong, 1981),

Thc spccics of thc I-Iuanghc and Qaidam(柴 达木 )systCms diffcr from that of the Chang

Jiang(YangtzC Rivcr)and thC Lancang Jiang(Lantsang Rivcr) systCms, This marked diffc-

rencc inay l)c due to thc scparatc historical dcvcloprncnts of thc t、vo rCgions in tllc course of

platcau uphcavc1.

situatcd on the【lorth of thc Kunlun Miountains thc I1|uanghc and F2aidarn systclns WcrC

affcctcd.by thc glaciation anti tllc drv clinlatc 111orc scriously than tllc Cllang,Iiang an(I Lancang

Jiang systcms on thc south o1 thc KunluIl lˇ‘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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