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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鱼类的新属、新种和新亚种

武 云 飞  吴 翠珍

1986年 5月 至 10月 ,作者参加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 ,在长江河源区和上游

金沙江诸水域进行广泛地科学考察时 ,采得一批鱼类标本千余尾,经鉴定有 1新属、1新

种和 2新亚种。与此同时,又分别汇总作者 1978和 1980年在上述某些相同水域采集的

鱼类标本资料 ,进一步研究,整理成文。。兹将其分别记述如下:

甜 纶属 ,新属.′Vieogo;fo3oth gCn.nov,

[模式 种 l Co历口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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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uang ct zhang

体延长 ,前躯稍宽圆 ,头部腹面平坦 ,尾柄侧扁。头楔形 ,吻较平扁 ,前端钝圆。口下

位 ,颇 大 ,近似横裂。须 6根或 8根 ,口 角须 2根 ,颏须 4根或 6根。眼侧上位 ,很小 ,瞳孔

圆。下咽齿 2行 ,3.5-5.3,咽齿齿冠匙状 ,末端钩曲。第 1鳃弓外侧鳃耙退化 ,内 侧鳃耙

仅 3-4枚。身体除侧线外完全裸露。侧线直,侧线鳞 43枚左右。背鳍起点位于身体中

央 ,胸 鳍和腹鳍发达而较长 ,分 别达到或接近腹鳍和臀鳍起点 ,腹 鳍起点和背鳍起点相对。

尾鳍长 ,深 叉形。鳔较小 ,分 2室。前室长圆形、横置 ,外 包 1菱角状韧质膜囊 ,两端无向

后突出的侧泡。膜褒前部和侧部不完全封闭 ,裸露的鳔前室可见。后室为膜质囊泡 ,圆 形

或长柱形 ,约为前室宽的 1/2倍 ,游离(其形状随充气量而定),其前端有细小弯曲长管与

食道腹面相通。无胃,肠管短 ,双弯,约 为体长的 0.64倍 (图 1)。

体灰褐色,无明显斑纹或黑点。鲜标本体褐色,各鳍灰绿色。

新属和 Co历 o沙。
`氵`Krcycnbcrg(1911)类 似,但区别于后者的是体完全裸露;多 数

个体颏须为 2对 ;鳔前室长圆形 ,外 包一菱角形韧质膜壤,两端无
·
向后突出的侧泡。膜囊

前部和侧部不完全封闭,鳔后室游离,有 小管与食道相通。

本属模式种采自四川省乐山县,为 黄宏金等首次描述 (1986年 )。 1986年 10月 作者

在四川渡口格里坪金沙江水系中采得 4尾标本 ,经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保存全

模标本比较鉴定 ,其形态特征基本一致 ,故认为同种。此外 ,对 3尾标本进行了解剖 ,现补

充描述如下:

裸体新鳅蛇 j%ogo;jo;of扫 n口出oorpo(Huang et zhang)(图 1)

测量标本 4尾 ,采自四川省渡口格里坪金沙江水系,全长 59-78毫米,体长 41·5-

本文 1987年 5月 25日 收到。
1)本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挟对标本时,得到陈宜硷、陈众星和陈伟诸同志的协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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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Fig· 1) 裸体新鳅陀 Ⅳ饣ogo切 o多orc″“
`:corp`(Huang et zhang)!,侧面观 (Lateral view) 2.头 跤面观 (Head,ventral viCw) 3.韧 质缥

=腹
面观

(ventral vic△ of tenaCi” c8psule of air-bladdcr) 4,消 化管 (Digc:tive duct)

55毫米。

背鳍 iii-7-8;胸鳍 i-12;腹鳍 i-7-8;臀鳍 ii-6-7。 第 1鳃弓外侧无鳃耙,内侧

鳃耙 3或 4枚。下咽齿两行 3.5-5.3。 侧线鳞 43枚。脊椎骨数 4+17。

体长为体高的 4·45-5.63(平 均 5.12± 0.2386)倍 ,为头长的 3,61-3.77(平 均 3.70±

o.0320)倍 ,为尾柄长的 5·53-6.43(平 均 5· 88± 0,1673)倍。 头长为头宽的 1.43-1.77

(平均 1.61± 0.0605)倍 ,为头高的 1.77-1.88(平均 1.84± 0.0209)倍 ,为吻长的 2.30-

2·50(平均 2.41± 0.0370)倍 ,为眼径的 6.67-7.67(平均 7,27± 0.1895)倍 ,为 口宽的
2.73-3.25(平 均 2.99± 0.0948)倍 ,为 口角须的3.29-4.34(平 均 3.74± 0.2234)倍 ,为
后颏须长的 2,88-3.25(平 均 3.03± 0.0674)倍。 口宽为口长的 1.75-2.75(平均 2.02±

0.2120)倍 ,眼间距为眼径的1.50-2.33(平均 1.86± 0.1567)倍 ,尾柄长为尾柄高的 1·40-
1·50(平均 1.45± 0.0192)倍 。

体延长,前躯稍宽,胸腹部腹面平坦 ,尾柄侧扁而高。头前部钝圆,吻稍平扁。眼侧上

位,眼径约与鼻孔径同大,瞳孔圆形。口大,下位,弧形或近似横裂。唇不发达,唇后沟仪

限于口角处。须 3对或 4对 ,口 角须 1对 ,达眼球中后部;颏须 2对或 3对。中颏须常退

化,1尾标本具有非常细小的中颏须,后颏须发达。全身除侧线外裸露无鳞。侧线平直 ,

侧线鳞明显。 背鳍起点位于身体中部,体长为背鳍起点至吻端距离的 1.84-2.08(平均
2.00± 0.0475)倍。胸鳍发达,胸鳍末端接近腹鳍起点,胸鳍长为胸鳍和腹鳍基部起点距

离的0.76-0.93(平 均 0.86± 0.0388)倍。腹鳍起点与背鳍起点相对或稍前;腹鳍末端接

近或超过臀鳍基部起点,腹鳍长为腹鳍起点至臀鳍起点之间距离的 0.82-1.59(平 均
1.19± 0,1408)倍。尾鳍宽大,深叉形,末端长而尖。肛门位于腹鳍起点与臀鳍起点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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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点或稍近于臀鳍。

下咽齿齿冠匙状,末端钩曲,齿柱细圆。缌耙退化,残留的内侧缌耙细小而稀琉。鳔

较小,分 2室。前室长圆形,横置,外包 1菱角状的韧质膜囊,两端无向后突出的侧泡。膜

亵前部和侧部不完全封闭,可见到裸露的鳔前室驻泡。后室为 1小膜质壤泡,其形状随充

气情况而变化,呈圆泡状或长柱形,充气时其宽约为前室的 1/2倍 ;后室前端有 1弯曲

的鳔管与食道相通。肠管短,前部粗大,2曲。腹膜灰白,具稀疏黑点。

新鲜标本体褐色,各鳍灰绿色。浸泡酒精溶液后 ,体色灰褐 ,各鳍灰白色,体无斑纹或

黑点。

生活于长江上游干支流泥滩附近的小型底栖鱼类 ,以水生无脊椎动物为食。 10月 初

在渡口金沙江中仍采得性成熟的雄性个体 ,其胸鳍鳍条腹侧具有若甲小刺状突起。

采自渡口格里坪金沙江水系的标本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保存的本种全模标

本比较 ,其形态特征和体各部测量特征变异范围基本一致 ,故应为同种。但前者的眼径平

均数值较小,须较长,腹鳍和臀鳍之间的距离较短于后者,从两者上述性状特征的量度比

例差异和各自所在的地理位置看,被认为是 2个不同种群。

硬剌松潘棵鲤 ,新亚种 C冫mnooyprfo pofcninf Ffrmispind。 B,subsp.nov.(图 2)

鉴别特征 新亚种与指名亚种 Cy″″oc夕 pri‘ Po``′’i″j po″″;`j Hcrzcnstein的 主要

区别在于:1)本亚种背鳍第 3不分枝鳍条较粗硬 ,后缘具明显深刻锯齿 12枚 以上 ,指名

亚种的则细弱,其 后缘锯齿细小,近似结节状。2)臀鳞每侧 23-25枚 ,行列前端达腹鳍

基部 ,后者臀鳞 11-20枚 ,多数个体其行列远未达腹鳍基部。3)体较高,体长为体高的
3.93-5.00(平均 4.48± 0,0982)倍 ,后者为 5.20-6.20(平 均 5.60)倍。 4)本亚种只发

现在云南金沙江水系,后者栖息在四川岷江。

正模标本 编号 8609315,y,全 长 111.5毫 米,体长 89毫米,1986年 9月 ,采自

云南省中甸县下桥头附近的金沙江支流硕多岗河河口。 副模标本 11尾 ,编号 8609316,

8609317,785129-137,全 长 54-I10毫米 ,体 长 44-90毫米,1978年 5月 和 1986年 9

月分别采自云南省中甸县下桥头和丽江县石鼓附近的金沙江及其支流硕 多 岗河 和冲 江

河。全部模式标本保存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鱼类标本室。

背鳍 iii-7-8;臀鳍 iii-5;胸 鳍 i-16-19;腹鳍 i-7-10。 下咽齿 2行 ,3.4-4.3,第

1鳃弓鳃耙数外侧 7-9(平均 7.80± 0.2160),内 侧 10-12(平均 11.10± 0,2348),脊 椎

骨数 4+46。

体长为体高的 3.93-5.00(平 均 4.48± 0.0982)倍 ,为头长的 3.71-4.41(平 均 4.05±

0.Os93)倍 ,为尾柄长的 4.75-6.42(平 均 5,45± 0.1208)倍 。 头长为头高的 1.38-1.54

(平均 1.46± 0.0148)倍 ,为头宽的 1.50-2.00(平均 1.85± 0.0421)倍 ,为吻长的 3.00-

4.00(平均 3.46± 0.0849)倍 ,为 口宽的 3.00-3.83(平 均 3.35± 0.0680)倍 , 为眼径的

3.00-5.17(平均 4.00± 0.1630)倍 ,为背鳍刺高的 1.00-1.47(平均 1.32± 0.0342)倍。口

宽为口长的 1.00-1.75(平均 1,32± 0.0541)倍 。眼间距为眼径的 0.86-1,50(平 均1.15±

0.0531)倍 。尾柄长为尾柄高的 1,70-2.43(平均 2,05± 0.0509)倍 。

小型鱼类 ,体延长 ,稍侧扁;头锥形,吻钝圆。口亚下位,呈弧形 ;下颌前缘无锐利角

质,但有明显不同程度的内层角质;下唇狭细 ,分 为左、右下唇叶 ;唇后沟中断;刀须。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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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完全裸露 ,仅有臀鳞和肩鳞。 肩鳞在肩带部分有 2-3行不规则的鳞片;臀鳞每侧

22-25枚 ,行列前端到达腹鳍基部。背鳍第 3不分枝鳍条较粗硬 ,后缘具明显深刻的锯

齿 12枚以上;背鳍起点至吻端距离稍小于至尾鳍基部的距离。腹鳍基部起点与背鳍第

2或第 3分枝鳍条相对。

下咽骨狭窄 ,呈弧形 ,其长度为宽度的 3.0-3,6(平均 3,28)倍。下咽齿细圆 ,顶端尖

而弯曲。鳔 2室 ,后室的长度约为前室的 2.75倍。肠管短 ,约 等于或稍大于标准长。腹

膜黑色。

性成熟雄鱼背鳍基部较长 ,臀鳍最后 2根分枝鳍条变硬 ;在 生殖季节 (‘-7月份),背

鳍、臀鳍、头部和侧线上出现 白色颗粒状的珠星。

体背部蓝灰色或灰褐色 ,杂有小斑点 ,腹侧银白色或灰白色 ,尾鳍灰黑色。

讨论:曹文宣 (1964)指 出
“
云南下桥头和维西有松潘裸鲤的另外 2个种群

”
,显示出

松潘裸鲤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的复杂性。 1978年 ,我们在广泛采集标本的基础上分别对

岷江上游、金沙江(云南下桥头和石鼓 )、 澜沧江(维西水春河)等 3个不同群体的标本详细

比较研究之后,发现金沙江群体的形态特征与其它 2个群体有明显不同,如 鉴定所示。而

澜沧江群体与岷江上游群体的形态特征的差异不明显。这种现象,显然说明上述 3个群

体间在形态特征上存在着种内的密切联系和共同的历史渊源。因此,我们认为上述 3个

群体实为同种。 由于金沙江群体在形态特征上表现出与岷江上游群体的一些主要差异 ,

且有明显的地理隔离,显 然应属于种内的不同亚种。岷江上游为种的模式产地 9故岷江上

游群体应为指名亚种。澜沧江群体虽与岷江上游群体有明显地理隔离,但由于群体间主

要形态特征一致 ,尚 未显示出种内明显的分化标志 ,故只能作为指名亚种的不同地理群体

看待。  .
分析金沙江和澜沧江 2个毗邻群体所在水系的鱼类区系组成 ,可 以发现石鼓、下桥头

lomtn

lumⅡ

图2(Fig· 2) 硬刺松潘课鲤,新亚种 C'″″ocy pr:‘ p口″″
`”

;`″″订
`:″

``“
,subsp.nov

1.曰面观 (Latctal view) 2.头 腹面观 (Head,ventml vie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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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op乃 y‘口 刀J`,^:'刀 grˉ

″“J,sp.noV,

钝  圆
C)btugely round

特 征

较 1 析种与近似种的比较

Table l Coinparison of fishcs between the present species and similar species

种
species 7· r`pJop乃 y‘口 口印g,`‘

(Failg)
T/|prop乃 夕‘dg`'汤 口

`”

J

(Regan)
Charactefstic

吻 s。 out

下  唇
Lower lip

鳔
Air-b1adder

·
 腹腔内无游离豫  

·

ithout frec porti° ni

尖
Pointed

尖
Pointed

具浅皱裙
With shallow rolds with只扌想暑泽缪褶

folds ly dcep

具浅皱褶  ,

`7ith shallow Folds

腹腔内有小游离缧·
涵rith a si:lall free

portlon
wi獠职皙亨留呻小

p。 niJ;all freletI1c at)(it)Ⅱ linal Cavity

肠  管
Aliinentary canal

2环 ,“Y” 字型
Coiled twice,y-1ike

.4-5环

4-5 Coiled
2环 ,“ Y” 字型

Coiled twice,y-like

背鳍第 3不分枝鳍条
3rd si】nplc ray of dors8Ifin

硬
ossified

硬
ossified

细而柔软·
I· bin aj△ d delicate

-腹鳍末端
The enu of ventral fin·

达 肛 门
Reach△ilg vent

达 肛 门
Reaching vent

未 达肛 门 ‘相 隔一 段距 离
Not reac)1ing ven.t,￡ ro“ l

lt at a distance

体  色
ColouI Pattern

背部有 5或 6个黑棕色横斑
5 or 6 da:k brOw】 l ba〖 s

oIl the back
或 8个大黑斑

-8 1arger  dark spots

背部有 6或 7个黑棕色横斑
6 or 7 dark brOw】 l

l    bars on back
on thcside fIOm pcctoial
to the basc of caudal
in along thc latera1 1ine

金沙江河段有凶猛的鲈鲤 IP夕rco印 p'订

`j刀

gj`‘′’gi(TChang)1分布,而维西水春河中

没有。栖息在金沙江石鼓和下桥头河段中的硬刺松潘裸鲤具有体较高背鳍第 3不分枝鳍

条粗硬其后缘有深刻锯齿的形态特征,显然对鲈鲤等凶猛鱼类的侵袭和保护自身种群的

繁衍有一定的预防作用,这是本亚种对金沙江水域生物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 ,其与指名亚

种的主要形态差异是这种长期适应结果的具体体现。松潘裸鲤间断分布的原因尚待进一

步研究。

宁蒗高原鳅 ,新种 Tripr。 p△冫:o ningrdf召en:ig sp.nov.(图 3)

鉴别特征: 本种相似于安氏高原鳅 r/;`J口

`勿

“ 仞g′
j‘ (Fang)和 昆明高原鳅 Tri~

PJop`,,‘‘g/〃 切″;(Regan),但有以下主要区别:如表 1所示。

正模标本 编号 8609464,J,全长 75毫米 ,体长 62毫米,1986年 9月采自云南省宁

蒗县宁蒗河;副模标本,24尾 ,编号 804176-183,8609461-463,8609465-474号 及无号标

本 3尾 ,全长 44-84毫米 ,体长 36-70毫米 ,分别于 1980年 4月和 1986年 9月 采自宁

蒗河 ,全部标本保存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鱼类标本室。

背鳍 iii-7-8;胸 鳍 i-8-lO;腹鳍 i-6-7;臀 鳍 iii-5。  第 1鳃弓内侧鳃耙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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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脊椎骨数 4+33。

体长为体高的 5.13-7.00(平均 5.85± 0.lO28)倍 ,为尾柄长的 4,57-5.70(平 均

5.11± 0.0571)倍 ,为头长的 3.83-4.55(平均 4.21± 0.0469)倍。 头长为头高的 1.37-

1.94(平均 1.61± 0.0264)倍 ,为头宽的 1.27-1`0(平均 1.48± 0.0263)倍 ,为吻长的

2.00-2.69(平 均 2.30± 0.0344)倍 ,为眼径的3,26-7.20(平 均 5.37± 0,1660)倍 ,为 口宽

的 2.56-4.19(平 均 3.42± 0.0689)倍。口宽为口长的 1`5-4,00(平均 2.30± 0.113)倍 ,

眼间距为眼径的 1.30-2.2`(平均 1.69± 0.0494)倍 ,尾柄长为尾柄高的2.00-2,63(平 均

2.31± 0.0380)倍 。

体延长,前躯略粗圆,后部渐细,尾柄侧扁。体裸露无鳞。皮肤光滑。侧线完全,延伸

至尾鳍基部。头锥形,吻钝圆而宽,眼侧上位。口下位,呈弧形。唇厚,肉质,上唇褶皱浅 ,

下唇分左、右两叶。下颌裸露或稍裸出,呈匙状,但不锐利。须 3对 ,吻须 2对 ,口 角须 1

对。外吻须伸达鼻孔后缘或眼前缘 ,口 角须达眼后缘。背鳍起点位于体长中点前后 ,背鳍

第 3不分枝鳍条下半部硬,头长为第 3不分枝鳍条高的 1.08-178(平均 1.26± 0.0304)

倍。 背鳍后缘较平直。胸鳍长为胸鳍至腹鳍间距离的 0.49-0`8(平均 0.68± 0.0182)

倍。腹鳍起点与背鳍第 1-3分校鳍条相对。腹鳍末端超过肛门,尚未达臀鳍起点,腹鳍

长为腹鳍至臀鳍间距的0.73-1.00(平 均 0.86)倍。尾鳍后缘凹人;2鳍叶均等长。

缥前室分左、右 2侧泡,包于骨质鳔褒中,鳔后室退化,膜腔中无游离膜质鳔。胃壶

状。肠管短,呈
“
Y”字形,自 胃幽门突起前后 2曲 ,然后直通肛门。其长小于体长的 0.75

倍。

10mm

lOmm

4

5mm

一
m一伽

图 3 (F ig· 3) 宁蒗高原鳅,新种 T″ PJop乃 ”
'″

切g``″ gc`:‘:‘,sp.nov.
1· 侧面观 (Latenl view)2.头 腹面观 (nead,ventral view) 3.骨 质缥亵和退化游离鳔后
室腹面观 (Ven“ al view。 f bony capsule and rudiillcntary ftee pordon of air-bladder)

-4· 消化管 (Diges“ ve 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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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基色浅黄 ,侧线以上具多数不规则褐色杂斑 ,侧线之下则少,多数个体背部有 5-6
个棕黑色斑带,背鳍后 3个 ,背鳍前 2-3个不等。

本种常栖息于宁蒗河以砾石底、水流清澈的河道中,以 枝角类和硅藻为主要食物。繁

殖期长 ,每年 4月和 9月 间皆可见到性成熟雌体。此时,雄性个体颊部和胸鳍背面显著增

厚 ,表现出高原鳅所共有的性征。因本种目前仅采自于云南省宁蒗县宁蒗河中,故名宁蒗

高原鳅。

通天河长多高原鳅 ,新亚种 Tripr。 p△y:o Jongicnorf:rd,昭 ti。,山口口。1B,subsp.nov

(图 4)

鉴别特征:本亚种与指名亚种 rripr。 p匆扬 I。″gJ`″.':打 Jong切咖j‘ (Ren et wu)(西

藏纳木湖)的主要形态特征,诸如臀鳍分枝鳍条数,齿骨后关节突发达程度,鳔和肠管的

形态结构及鳃耙数目等完全一致,但有以下区别:1)本亚种吻部较短,其头长为吻长的
2.70-3.17(平 均 2.90土 0.0865)倍 ,而指名亚种为2.04-2.35(平 均 2,17)倍 ;2)眼睛

大,头长为眼径的4.86-6.75(平均 5.71± 0.3434)倍 ,而指名亚种为 6.67-9.6o(平 均
7,90)倍 ;3)头部较高,头长为头高的 1.79-1.93(平均 1,85± 0.0268)倍 ,而后者为

1.96-2.12(平均 2.04)倍 ;4)本亚种分布于长江上游地区,而指名亚种分布于西藏纳木

湖,两者有明显地理隔离。

正模标本 编号 8606088,♀ ,全长 110毫米 ,体长 93毫米,1986年 6月采自青海省

通天河上游当曲会曰附近;副模标本,3尾 ,编号 8606089-91,全长 72-90毫米,体长
59-72.5毫 米,分别于 1986年 6月 中、下旬采自沱沱河和奔得错湖。^全部标本保存于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鱼类标本室,

背鳍 iii-8-9;胸鳍 i-10;腹鳍 i-7-9;臀鳍 iii-6。 第 1鳃弓内侧鳃耙 15-17枚。

脊椎骨数 4+37枚。

体长为体高的 5.81-6,56(平 均 6,15± 0.1508)倍 ,为尾柄长的 4,03-4.54(平 均

4.22± 0.1006)倍 ,为头长的3,44-3.92(平 均 3,61± 0.0953)倍。 头长为头高的 1`9-
1.93(平均 1.85± 0,0268)倍 ,为头宽的 1.85-2.13(平均 1.98± 0.0727)倍 ,为吻长的

2.70-3,17(平 均 2.90± 0.0865)倍 ,为眼径的 4.86-6.75(平 均 5`1± 0.3434)倍。 眼间

距为眼径的 1.14-1.50(平均 1.33± 0.0713)倍 , 口宽为曰长的 1.17-1,60(平均 1.33±

0.0890)倍 ,尾柄长为尾柄高的 5,13-5.80(平 均 5.42± 0,1216)倍。

体延长,头部较高,体前躯圆而粗,尾部较细圆,尾柄长度适中。吻部锥状,眼睛较大 ,

侧上位。须 3对 ,吻须 2对 ,口 角须 1对 ,内 吻须短,外吻须可达鼻孔下方,口角须可达眼

球中后部。口下位,口 裂呈马蹄形。上唇缘呈穗状,下唇多深褶皱。唇后沟中断,间隔较

宽。下颌齿骨后关节突发达,使下颌面拱曲稍向上倾斜。体被细小刺突或无。

背鳍无骨质硬刺,起点位于体中央稍后。胸鳍长,其末端接近腹鳍起点。雄体胸鳍背

面鳍褶间有 3-4枚膜质板状突起。腹鳍起点与背鳍 I-3分校鳍条相对,末端达到或超

过臀鳍起点。臀鳍无骨质硬刺,具 3根不分枝鳍条和 6根分枝鳍条,最后分枝鳍条为双

枝 ,仅有 1尾标本为单枝。尾鳍上叶长,下叶短 ,游离缘微凹。鳔 2室 ,前室较小,分左右

2部 ,包于骨质荚内,骨荚外侧不愈合,其上为匙骨覆盖◇后室大为膜质鳔J中间凹隘,游

离于体腔内,约 占体腔长度的 2/3。 肠擎简单,肠长为体长的 2/3。 腹膜灰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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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4) 通天河长绡高原鳅,新亚种 T” pJop乃
,`‘`Jo″

rF″
'J|‘ `'″

gf9‘:″乃‘
`“,subsp.nov

1· 侧面观 (Latcral view) 2.头 腹面观 (Head,ven0al View) 3.绿 的骨质鳔瑷
和游离部分的腹面观 (Vcntral vicw of bony capsulc and the frce por“ on of

thc air-b18ddcr) 4· 消化道跛面观 (AliolentaF`canal,ventral view)

新鲜标本 ,背部和体侧为青灰色,具明显程度不同的斑块或斑点,腹部银白色。经酒

精浸泡后 ,体色稍淡。

生态:栖息于湖泊和河流水生植物丛生的沿岸地带,以水生昆虫幼体 ,枝 角类和桡足

类及硅藻类等为主要食物,兼食植物腐屑。每年 6月为繁殖季节。

讨论:本亚种个体一般远小于指名亚种。测量水生所采自青海省沱沱河的 5尾标本
(标本号 730859-861、 865和 866)全长 72-115毫米 ,体长 59-96毫米。有人将本亚种

误认为 T'iPJop匆弼 ″″刃″j(Hora),其实 2种除在臀鳍、背鳍分枝鳍条数、头长、眼径、

下唇结构、胸鳍长短诸方面有明显差异外〈任慕莲等,1982),其齿骨后关节突发达程度明

显不同,本亚种和指名亚种发达 ,其下颌明显拱曲,而 ⒎JPIoP勿田 ‘
`。

幽″f(Hora)种 则

不见这种情况,其齿骨后关节突不发达,下颌平直。故 2种容易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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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ON A NEW GENUs,A SPECIEs AND TWo
sUBSPECIEs OF FIsHES FROMI THE UPPER REACHEs

oF CHANGJIANG R1VER,CHINA

`Vu Yunfci   `V·
u Cuizhcn

(N。
`彦

屁
`‘

cj` P`召 icc“ `″ “

``‘
``r 

°J Bio′ ogy' .亻 c夕 dc`,.氵 口 s氵
`,ic口

)

This papcr des。 工ibcsla ncw gcnus aIld a ncw spccles as we11 as tw· o ncW subspccies of

cyprinid and cobiid fishes frotl t△ c tlppcr rcaches of Changiiang River ill Qinghai, sichuall

and Yunnan Provinccs,from.May to Octobcr,1986,May,· ,1978 and~April,1980. All of tlt

typc spcciinc11s arc kept iil thc Northw.c“ Platcau Insututc of Biology, Xilling.

a`纟。g。莎J。乃o,:。, gcn. Ilov.

Genotype:Co历 oao`|c.、
'″

口rpc Huang et zhang,cdlectcd in Minilang Rivcr,Leshan

C|ouIlty, sichuan iProvincc.

Body clongate preVcntral portion slightly broadly ro.undcd, ventral surfacc of head and

brOa‘ t Flattcncd, 。audal pcduncle con△prcssed. Head obtuscly roulldcd iIl front.  snout light

dcpresscd.  △1outb.infcrior, rather largc, nearly trarlsvcrsc.  B.arbcls 3 or 4 pairs, o△ nxillary

onc pair,chin 2 or 3 pairs.Eycs supcr-latera1 sm311,pupils rou.nded. Body scalclcss, except

latcral linc, w.hich straight,; w△ h 43 scalcs.  (.9rigin of dorsal fin opposite to that of verltral

fin, about equidist3Ilt fr()】 n base of caudal and tip of snout.  IPcctoral and.vcntral fins wcil

dcvcloped, longcr.  'rhc· f。rmer ilearly or rcaChing origin of veiltral firl, the lattcr rcBching

or beyond.origin of anal fin. Caudal fin forked, lollg,

Pharyngeal tceth 2 rowed 3.5/5· 3,hookcd at tips, Gill-rakers rudil△ entary on outer row

of thc first arch,3 or 4 on inIler row. Air-bladdcr s1△ 1all, dividcd into two parts. Thc an-

tcrior part subcylindrical,transVerse, cnc1。 sed ii〖l a watcr-caltrop-liked tcnacity  capsulc, out

uncovcred in front and lateral sidcs; thc posterior part vcry sIna11, lying frce in thc abd()mi-

nal cavity,and b· cing connccted csophagus by a curvcd tubc.  I ntcstincs short, doublc4ooped.

0.64 times as long as thc bod.y(fig.1·
)·

Body grcyish brOwIl, fins grcyish grccn.

Thc prcsent genus resemblcs Cα 9Jo沙@订日Kncyebcrg(1911),but diffcrs froin it in ncked

body,barbcls 3 pairs in thc grcat nlajority of spccimens and thc pattcrn of air-bladder,etc.

Cy`,,″ ocyp'订 `@`c刀 J″氵 ri砌‘

`J勿

σ
``‘

, subsp.nov,

Diagilosis: The new subspccics is closely rclated to lC夕
`彳

″ocypris p. P″口″氵
`,J,but it dif~

fers frorn thc lattcr in having; 1) the 3rd.simplc ray of dorsal fin conlparativcly  llard, its

hind inargin with over 12 obvious scrraturcs in the prcscnt forIn; thc lattcr has a w.cak dorsal

spinc with very sma11 and fcwer serratures or unnoticcd papilles bchind.2)therc is an anal

scaly shcath consisting of 23-25, cxtcnding antcriorly to tbc ventral axil in this form, whilc

thc anat scaly shCath ll-20, ()Illy rcaching half distancc bctw· ecn origins oF ventral aild anal

fins in thc latter.3)its body dcpth ia body length 4.48 tiIn“ versus 5.60 timcs in thc latter~

4) in gCographical distribution,thc ncw forFn is found in JianshiiaⅡ g RivCr, Yunnan Provi-

ncc, whilc Cy`m叼 ocypr`‘ po,口刀J” i po|口,|j`:j inhabits `Iinjiang River,sichuan Provincc.

Holotype:No. 8609315,c尹 ,total lcngth ll1,5mm.,standard lcngth 89 mm”  collc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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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a the confluencc of the Jinshaiiang Rivcr and its tributary s1】 uoduogang,  ∶Xiaqiaotou of

211tongdian County, V· unnan 【∶)rovincc, in scptcmbcr,  1986.  iParatypes:  11, Nos.  8609316,

8609317, 785129-137, totall lcngth 54———110n1n1., 8tandard lcngth 44———90n】m”  collcctcd in thc

Jinshaiiang RivCr and its “vo tributarics-shlloduogang and Chongiiang R~ivcrs, X|iaqiaototl of

zhongdian County and shigu of Lijiang County, Yunnan Provincc, in May, 1978 and scptct】-

bcr, 1986, sep.aratcly.

7· r氵

``D``,y‘

口 ″|″g`口刀g勿‘

`‘

, sp. nov.

1)iagnosis: This ncw spccics is closcly allicd to r/`、

`。

、
`Jy|c口

″g/`‘ (Fang)and r/`P.gr口 ˉ

乃召″,` (Rcgan),but it diffcrs from both of thcnl in tablc 1.

Holotypc; No, 8609464, c尹 , total lcngtl1 75 mn】., standar(l length 62 nnn1., coIIectcd.frorn

Ninglang R~ivcr, Ninglang County, Y· unnan Provincc, in scptc1】 bcr 1986. Paratypcs: 24, Nos.

804176-183, 8609461~46,3, 8609465-474 an(il t11rcc unnurnbered spccirncns, total lcngth 44— 84

1△n1.,standard lcngth 36-70 mn△ ,collcctcd from thc samc location in April,1980 and septcmˉ

bcr, 1986, rcsp.cctivcly.

r./氵

``。`匆

s口 ′。″g氵夕″@`氵‘ `口绍俨
ˉ
仞乃夕″‘J‘, subsp. nov.

Diagnosis:Thc ncw onc is ck、 ely a11icd to r````。 p乃

'fc `o″

g|c″口
`订

 `o`,g′口侈夕
`订

 (Rcn ct
′Vu) in thc nun1bcr of Anal branchcd rays and Cill-rakcrs, thc morpho-structurcs of mouth,

air-bladdcr, intestinc, ctc., but may bc distinguishcd by charactcristics as shown in thc follo、 -̌

ing rcspccts: 1) its snout shorter than that of thc lattcr, snout lcngth in hcad lcngth 2,70-

3· I7(M=2ˉ 90± 0.0865)vCrsus 2.0午 235(M=2.17)times;2)its Cyes largcr than that of the

latter,eyc in hcad 4.86-6.75(M=5.71± 0.3434)vcrsus 6.67-9.60(M=7.90)timCs;3)dep|h

of hcad in lcngth of hcad 1.79-1.93 (M=1· 85± 0.0286)tirncs in thc ncw forn1 vcrsus 1.96

-2.12(M=2.04) in thC lattcr;4) thc nCw onc is found in thc uppcr rcachcs of Tangtian He

(RivCr)belongs to thc water systcm of thc Changiiang,whilc thc lattcr inhabits the Nam Cuo

(I· akc)·   ·rhcre is a cornplctcly gcographic isolation in thc gc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olotypc: No. 86o6o88, ♀, total lcngth 110 inn1,,standard lcngth 93 in】 n., collcctcd frot11

thc rn。 uth of Dangqu, thc upper rcachcs of thc 
·
rangtianhc Rivcr, (冫 i.nghai Provincc, in Junc,

1986.  Paratypcs: 3, Nos. 8606089~91, tota1 1ength 72-90 nlln,, standard lcngth 59-72.5 nlm.,

collcctcd in 
·
r‘u。 Tu。 ric (RivCr) and BCnd Cuo (Lakc) l)elonging to thc uppcr rcachcs oF

Tong0an「Ie,Qinghai Province,in thc sanlc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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