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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０９年对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原鳅［Ｔｒｉｙ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Ｈｅｄｉｎｉｃｈｔｈｙｓ）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Ｄａｙ）］群体生物学进行研
究。叶尔羌高原鳅体长、体重相关方程为：Ｗ＝０．０１９０Ｌ２．８９１１；相对怀卵量平均为（１１６０．７±３６４．７）粒／ｇ，性腺处于
Ⅳ期发育阶段的雌、雄鱼平均成熟系数分别为（１３．５９±５．２１）％、（０．７９±０．２６）％；集中产卵时间在６７月份，繁
殖水温约为２２℃。食物组成以水生高等植物（秋季）和水生昆虫（春季）为主，秋季的摄食率、饱满度及摄食强度
等指标远高于春季。春季群体，体长５～８ｃｍ、体重４．１～８．１ｇ，主要为繁殖群体；秋季群体，体长２～５ｃｍ、体重
０．１～４．１ｇ，主要为育肥生长阶段的幼小群体。当干流全线有一定流量或有洪水暴发时，叶尔羌高原鳅遍布于塔
里木河干流全线，并在干流鱼类种群数量中占优势地位，其种群资源主要集中在塔里木河干流阿拉尔河段；该鱼

属于广温性（０．２～３３℃）底层小型鱼，具有耐低氧、喜集群及短距洄游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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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里木河位于新疆天山南部的塔里木盆地，是
我国最长的内陆河，流域全长约２４４０ｋｍ，总面积约
５万 ｋｍ２。历史上，塔里木河干流起于阿瓦提县夹
合子，东流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最后流入若羌

以北的台特马湖，其一部分河水在尉犁草湖向北汇

入孔雀河，流到罗布泊。干流总长１２４９ｋｍ，面积
１．８万 ｋｍ２，坡降１／５０００左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
塔里木河阿拉尔段年径流量８０亿 ～１００亿 ｍ３；６０
多年来，由于人类活动加剧，影响了流域的生态环境

和土著鱼类资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１９９８）。叶尔羌高原鳅［Ｔｒｉｙ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Ｈｅｄｉ
ｎｉｃｈｔｈｙｓ）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Ｄａｙ）］属于鳅科、鲤形目，是
遍布塔里木河水系的代表性特有土著物种。对叶尔

羌高原鳅的研究已有相关报道（王德忠，１９９５；朱松
泉，１９８９，１９９２；任波等，２００４；郭焱等，２００５；陈生熬
和姚娜，２００８；马燕武等，２００９）；关于塔里木河干流
叶尔羌高原鳅种群生物学特性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

道。２００９年，作者在塔里木河干流及附属水体进行
了水生物种资源调查，对叶尔羌高原鳅群体的生物

学、种群结构、生活习性、分布现状进行相应的研究，

旨在为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基础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为确保采样工作的全面性，在塔里木河干流

（河道全线）设置１０个采样点，按季节分２个阶段，
２００９年５６月为春季采样，９１０月为秋季采样。采
样工具有单层挂网（网目为１、２、３ｃｍ）、小抬网（网
目０．５ｃｍ）及地笼（网目０．２ｃｍ），共采捕叶尔羌高
原鳅５５３尾。
１．２　数据处理

调查方法和食性分析参照张觉民和何志辉

（１９９１）、鱼类分类按朱松泉（１９９２）、性腺发育分析
参照周国民和钟翠平（２００５）的方法。利用摄食率、
饱满度、食物出现率评价了该鱼的摄食情况和食物

组成，计算公式如下：摄食率 ＝胃肠有食物的鱼尾
数／样本总尾数×１００％；饱满度 ＝胃肠内食物重量
（ｇ）／体重（ｇ）×１００％；食物出现率＝胃肠中某种食
物出现的鱼尾数／有食物的样本总尾数×１００％。

利用目测法将消化道内含食物的充塞程度分６
个级别，即０～５级来表示其摄食强度。

采用Ｆｕｌｔｏｎ公式：Ｋ＝Ｗ／Ｌ３×１００［Ｋ－肥满度、
Ｗ－体重（ｇ）、Ｌ－体长（ｃｍ）］和 Ｃｌａｒｋ公式：Ｋ＝Ｗ／
Ｌ３×１００［Ｋ－肥满度、Ｗ－空壳重（ｇ）、Ｌ－体长
（ｃｍ）］计算其不同性别与季节的肥满度差异（Ｆｕｌ



ｔｏｎ，１９１１；Ｃｌａｒｋｅ＆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１９９４）。
利用相对怀卵量和成熟系数等指标分析了处于

性成熟阶段的叶尔羌高原鳅的繁殖力。计算公式：

成熟系数 ＝性腺重量（ｇ）／体重（ｇ）×１００％；相对
怀卵量＝绝对怀卵量（粒）／体重（ｇ）。

２　结果

２．１　形态特征
形态测量标本１６尾，全长７６．２～１０１．０ｍｍ，体

长６０．０～７６．０ｍｍ，体重３．３３～９．４０ｇ。背鳍Ⅲ７，
臀鳍Ⅲ５，胸鳍Ⅰ１２～１３，腹鳍Ⅰ７，鳃耙内侧１１～
１３，脊椎骨４＋３２～３３。其可量性状比详见表１。

表１　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原鳅可量性状比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ａｂｌｅ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ｎｉｃｈｔｈｙｓ）

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ＴａｒｉｍＲｉｖｅｒ

性 状 比 均 值 幅 度

体长∶体高 ４．９３±０．５６ ４．０４～５．８５
体长∶头长 ３．９０±０．１８ ３．６３～４．１７
体长∶头高 ７．７６±０．４８ ７．００～８．６１
头长∶头高 １．９９±０．１３ １．７３～２．１９
头长∶头宽 １．６０±０．１１ １．３３～１．７９
头长∶吻长 ２．６２±０．１６ ２．３８～２．９２
头长∶眼径 ６．３９±０．５５ ５．００～７．１４
头长∶眼间距 ３．１３±０．１６ ２．８６～３．３８
头长∶口裂宽 ２．９３±０．１８ ２．６２～３．１８
头长∶口裂长 ４．５６±０．４３ ４．００～５．４２
头长∶背鳍高 １．１９±０．１２ １．２９～１．４３
头长∶臀鳍长 １．６８±０．３８ １．５０～２．００
尾柄长∶尾柄高 １．５５±０．１９ １．２６～２．００
背吻距∶背尾距 １．１７±０．１８ ０．６０～１．３５
口裂宽∶口裂长 １．５７±０．１２ １．３８～１．８３

胸鳍长∶胸腹鳍距／％ ６９．３７±９．５２ ５９．３０～８２．８７
腹鳍长∶腹臀鳍距／％ ６７．６４±７．８０ ５４．２１～７９．５４

２．２　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根据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原鳅体长与体重的

实测数据，获得其群体体长、体重相关方程为：

Ｗ＝０．０１９０Ｌ２．８９１１（Ｒ２＝０．９５４８，ｎ＝５５３）；其相关曲
线见图１。
２．３　生殖

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原鳅雌鱼最小性成熟体

长为 ５．６０ｃｍ，体重为 ２．５０ｇ；卵巢黄色，重量
０．４４ｇ；绝对怀卵量４８６０粒，卵径０．４ｍｍ；相对怀
卵量１９４４粒／ｇ，成熟系数为 １７．６０％。雄鱼体长
５．２０ｃｍ、体重２．２０ｇ时即可性成熟，精巢白色，重
量０．０１ｇ，成熟系数为０．４５％。解剖了１０６尾标本，
统计了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原鳅性腺发育的春季

（５月下旬）和秋季（１０月上旬）的变化状况，见表
２。

图１　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原鳅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Ｌｅｎｇ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ｎｉｃｈｔｈｙｓ）
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ＴａｒｉｍＲｉｖｅｒ

　　叶尔羌高原鳅性成熟雌鱼的绝对怀卵量在
２３９０～１３８１０粒，平均为（６１２５．９±２８３９．５）粒；相
对怀卵量在５３９．６～１８４０．９粒／ｇ，平均为（１１６０．７
±３６４．７）粒／ｇ。５月中旬（春季），其性腺处于Ⅳ期
的个体数量占绝对优势，即７６．９％；性腺处于Ⅴ和
Ⅵ期的个体数量所占的比例很少，分别为１７．３％和
５．８％。１０月上旬（秋季），叶尔羌高原鳅群体中性
腺处于Ⅲ期的个体数量最多，为６６．７％；其次为Ⅱ
期的个体，占３１．５％；性腺处于Ⅳ期的个体数量仅
占１．８％。卵巢处于Ⅱ、Ⅲ、Ⅳ和Ⅴ期发育阶段的雌
性个体的平均成熟系数分别为（１．１３±０．３５）％、
（１９９±０６４）％、（１３５９±５２１）％和（１９３７±
１２２）％；精巢处于Ⅲ和Ⅳ期的雄性个体的平均成
熟系数分别为（０２５±００８）％和（０７９±０２６）％。

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原鳅５月下旬开始进入
繁殖期，集中产卵时间在６７月，产卵于河道两边的
河水缓流处、河湾、河汊汇流处及沼泽地；繁殖水温

为２０～２５℃。阿拉尔段为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
原鳅的主要产卵场；另外，在干流上游的附属水体

（多浪、上游、胜利等水库及其上、下游沟渠）也有产

卵场分布。繁殖期雄鱼的胸鳍较雌鱼的相对宽长，

尤其是自胸鳍不分支鳍条至第３枚分支鳍条存在角
质膜，使其胸鳍显得厚而坚硬；另外，在繁殖期成熟

雌鱼的腹部相对膨胀，生殖孔略有发红。

随机抽样的１２８尾标本进行性别鉴定，其中雌、
雄个体分别有７７尾和５１尾，雌雄比例为３∶２。
２．４　肥满度

雌鱼在春季的Ｆｕｌｔｏｎ肥满度（１．４７）和 Ｃｌａｒｋ肥
满度（１．１４）均略低于其秋季的 Ｆｕｌｔｏｎ肥满度
（１７８）和 Ｃｌａｒｋ肥满度（１．３０）。在春季，雄鱼的
Ｆｕｌｔｏｎ肥满度（１３８）和Ｃｌａｒｋ肥满度（１．２２）也均略
低于其秋季的Ｆｕｌｔｏｎ肥满度（１．７６）和Ｃｌａｒｋ肥满度
（１．３９），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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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原鳅不同季节的性腺发育状况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ｇｏｎａ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ｎｉｃｈｔｈｙｓ）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ＴａｒｉｍＲｉｖｅｒ

采样

时间

成熟

度

雌　　性 雄　　性
体长／

ｃｍ

体重／

ｇ

性腺

重／ｇ

性腺

颜色

成熟系

数／％

数量／

尾

体长／

ｃｍ

体重／

ｇ

性腺

重／ｇ

性腺

颜色

成熟系

数／％

数量／

尾

春季

Ⅳ ５．６～８．６ ２．５～８．４ ０．３～０．９ 黄色 ５．４～１６．７ ２１ ５．２～８．６ ２．２～７．８ ０．０１～０．０５白色 ０．４～１．２ １９
Ⅴ ６．７～８．０ ４．４～８．２ ０．９～１．７ 橘黄１８．０～２１．１ ７ ６．２～６．８ ４．１～４．２ ０．０５～０．０６乳白 １．２～１．５ ２
Ⅵ ７．５～７．７ ５．７～８．２ ＜０．０１ 肉红 ３

秋季

Ⅱ ４．５～５．８ １．６～３．５ ０．０２～０．０３淡红 ０．８～１．９ ８ ４．４～６．２ １．６～３．８ ＜０．０１ 透明 ９
Ⅲ ４．７～８．１ １．７～８．８ ０．０５～０．１９淡黄 ０．９～３．５ ２５ ５．４～８．０ ２．６～７．８ ０．０１～０．０２淡白 ０．２～０．４ １１
Ⅳ ５．９ ３．２ ０．０２ 白色 ０．６ １

表３　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原鳅不同季节与性别的肥满度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ｆｕｌｌｎｅｓｓ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ｎｉｃｈｔｈｙｓ）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

ｓｅｘ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ＴａｒｉｍＲｉｖｅｒ

采样

时间

Ｆｕｌｔｏｎ肥满度 Ｃｌａｒｋ肥满度
雌（ｎ＝６４） 雄（ｎ＝４２） 雌（ｎ＝６４） 雄（ｎ＝４２）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春季 １．０６～１．８４ １．４７±０．２０ １．２１～１．６６ １．３８±０．１３ ０．８６～１．４２ １．１４±０．１４ １．０６～１．４４ １．２２±０．１０
秋季 １．３９～２．４９ １．７８±０．２６ １．５２～２．３０ １．７６±０．２１ １．２１～１．７１ １．３０±０．１２ １．２２～１．６３ １．３９±０．１２
全年 １．０６～２．４９ １．７８±０．２６ １．２１～２．３０ １．７６±０．２１ ０．８６～１．７１ １．３０±０．１２ １．０６～１．６３ １．３９±０．１２

２．５　食性
在２００９年春季（５月）和秋季（１０月），解剖了

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原鳅标本共１０６尾，根据消
化道内的食物状况，对该鱼食性进行以下几方面的

分析。

２．５．１　摄食率与饱满度　春季解剖分析食性的标
本共有 ５２尾，其摄食率为 ３６．５％，饱满度为
１１９％；秋季解剖分析了 ５４尾，其摄食率为
８５２％，饱满度为 ６．７１％。全年摄食率平均为
６１３％，饱满度平均为３．９５％（表４）。塔里木河干
流叶尔羌高原鳅春季的摄食率和饱满度均明显低于

秋季的相应指标。

２．５．２　食物组成　在５月的春季（标本数１９尾），
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原鳅的食物组成以水生昆虫

（摇蚊幼虫、蜻蜓幼虫）为主，其出现率高达８９３％；
叶尔羌高原鳅也可摄食浮游生物、有机碎屑及水生

高等植物等，但其出现机率很低。在１０月的秋季
（标本数４６尾），其食物组成以水生高等植物为主，
出现率高达 ９１３％；其次为水生昆虫，其出现率
４５７％；偶尔摄食有机碎屑、陆生昆虫（蚂蚁）及浮
游动物（枝角类、桡足类）等，详见表５。

表４　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原鳅
不同季节的摄食率及饱满度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ｆｕｌｌ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ｏｆｆｏｏｄ
Ｔ．（Ｈｅｄｉｎｉｃｈｔｈｙｓ）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ＴａｒｉｍＲｉｖｅｒ

采样

时间

标本

数／

尾

消化道有

食标本

数／尾

消化道无

食标本

数／尾

摄食

率／

％

饱满

度／

％

春季 ５２ １９ ３３ ３６．５ １．１９

秋季 ５４ ４６ ８ ８５．２ ６．７１

全年 １０６ ６５ ４１ ６１．３ ３．９５

表５　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原鳅不同季节的食物组成及食物出现率
Ｔａｂ．５　Ｔｈｅｆｏｏ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ｎｉｃｈｔｈｙｓ）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ＴａｒｉｍＲｉｖｅｒ

采样时间 春　　　　季 秋　　　　季

食物种类 水生昆虫 有机碎屑 浮游动物 浮游植物 水生植物 水生植物 水生昆虫 有机碎屑 陆生昆虫 浮游动物

出现数／次 １７ ３ ２ ２ １ ４２ ２１ ３ ３ １
出现率／％ ８９．３ １５．８ １０．５ １０．５ ５．３ ９１．３ ４５．７ ６．５ ６．５ ２．２

２．６　种群结构的时空分布
２．６．１　体长和体重结构　春季群体，体长以 ５～
８ｃｍ为主，占７９．８％；体重以４．１～８．１ｇ为主，占
４８．３％；属于繁殖群体。在秋季，体长以２～５ｃｍ为

主，占 ５４．９％；体重组以 ０．１～４．１ｇ为主，占
８７．２％，主要为幼小群体。综合全年看来，干流全线
的群体体长以５～８ｃｍ为主，占６７．３％，其次为２～
５ｃｍ，占 ２０．２％；体重以 ０１～４１ｇ为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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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２％，其次为４１～８１ｇ，占３５１％。绝大多数标
本（７９６％）采自于塔里木河干流阿拉尔河段。
２．６．２　叶尔羌高原鳅在干流鱼类种群数量中所占
的比例　目前，在塔里木河干流存在的鱼类有叶尔
羌高原鳅、隆额高原鳅、长身高原鳅、泥鳅、鲫、鲤、
!

又
鱼、麦穗鱼、棒花鱼、长春鳊、花鱼骨、褐栉"

虎鱼、黄

鱼幼、塘鳢共１４种；其中，仅有叶尔羌高原鳅、隆额高
原鳅和长身高原鳅属于土著物种，其余的均为外来

物种。从不同河段（采样点）和季节来看，叶尔羌高

原鳅在塔里木河干流各种鱼类群落中均占优势地

位，即在干流全线鱼类总数与生物总量中分别占

４６．６％ 和５０．４％，其群体资源主要集中在塔里木河
干流阿拉尔河段（表６）。在春季，塔河沙雅大桥以
下河段流量很少或处于断流状态，未采集到鱼类标

本；在整个调查期间，大西海子河段处于断流状态，

也未采集鱼类标本。

表６　叶尔羌高原鳅在塔里木河干流鱼类种群结构中所占比例
Ｔａｂ．６　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ｄｉｎｉｃｈｔｈｙｓ）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ｉｎａｌｌｆｉｓｈ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ＴａｒｉｍＲｉｖｅｒ

采样点

春季采样 秋季采样

种
类

总
数／
尾

叶尔羌
高原鳅
比例／％

总
重／
ｇ

叶尔羌
高原鳅
比例／％

种
类

总
数／
尾

叶尔羌
高原鳅
比例／％

总
重／
ｇ

叶尔羌
高原鳅
比例／％

塔里木
河源头

叶尔羌高原鳅、鲫 ２ ５０．０ １０ ４０．０ 叶尔羌高原鳅、鲫 ３７ ９４．６ ８８ ９５．９

阿拉尔
水文站

叶尔羌高原鳅、隆额高
原鳅 长身高原鳅、泥

鳅、鲫、!又鱼、麦穗鱼、棒

花鱼、长春鳊、褐栉
"

虎鱼、黄鱼幼、塘鳢

７２４ ４９．３ ４１５５ ５０．７
叶尔羌高原鳅、隆额高

原鳅、长身高原鳅、!又鱼
１９ ５８．４ ９２ ５１．８

塔河沙
雅大桥

叶尔羌高原鳅 １７ １００ １７ １００

新区满
水文站

叶尔羌高原鳅、!又鱼、麦

穗鱼、长春鳊、褐栉
"

虎鱼

３５ ２０．０ ２７ １９．９

英巴扎
水文站

叶尔羌高原鳅、!又鱼、褐

栉
"

虎鱼
２６ ８８．５ １９ ９５．２

塔河轮
台大坝

叶尔羌高原鳅、!又鱼、棒

花鱼、褐栉
"

虎鱼
１７ ５８．８ ２０ ５８．９

乌斯满
水文站

叶尔羌高原鳅、鲫、!又鱼、

麦穗鱼
１０ １０．０ １８ １０．５

阿其
可河口

叶尔羌高原鳅、鲫、!又鱼、

麦穗鱼、棒花鱼、青
#

３１ ６１．３ ４９ ４６．９

恰拉水
文站

鲫、鲤、棒花鱼、麦穗
鱼、长春鳊、花鱼骨、褐
栉

"

虎鱼
７６ ０．０ １０７ ０．０

全年统计 ９９４ ４６．６ ４６０２ ５０．４

２．７　分布水域和生活习性
叶尔羌高原鳅是塔里木河水系独有物种，广泛

分布于塔里木河水系，包括干流和除山区以外的阿

克苏河、叶尔羌河、车尔臣河、和田河、渭干河等大、

小支流以及湖泊（博斯腾湖、罗布泊）与泡沼。目

前，塔里木河干流已成为季节性河流，在干流全线有

一定流量或发洪水时，叶尔羌高原鳅即遍布于整个

塔里木河干流，并在干流鱼类种群数量中占优势地

位，其种群主要集中在塔里木河干流阿拉尔河段。

３　讨论

３．１　繁殖力与肥满度
叶尔羌高原鳅属于广温性底层小型鱼，耐低氧、

喜集群、易捕捞。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高原鳅的适

宜生活水温为 ５～２６℃、适宜 ｐＨ６．５～８．５；繁殖前
溯河洄游（４６月），繁殖过后（９１０月）顺河而下寻
找越冬场。在叶尔羌高原鳅群体中，雌性个体的体

长和体重分别达５．６０ｃｍ和２．５０ｇ时便能够性成
熟，其绝对繁殖力和相对繁殖力分别为４８６０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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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粒／ｇ，成熟系数为１７．６０％；雄性个体的体长
和体重分别到５．２０ｃｍ和２．２０ｇ时即可性成熟，成
熟系数０．４５％。体长和体重分别在 ５．２～８．６ｃｍ
和２．２～８．４ｇ的性成熟群体中，雌鱼的绝对繁殖力
平均为（６１２５．９±２８３９．５）粒，相对繁殖力平均为
（１１６０７±３６４．７）粒／ｇ，成熟系数平均为（１５．０３±
４３１）％；雄鱼的成熟系数平均为（０．８３±０３０）％。

叶尔羌高原鳅雌、雄鱼在春季的Ｆｕｌｔｏｎ与Ｃｌａｒｋ
肥满度均略低于秋季，原因在于春季群体是经过越

冬后再进入繁殖阶段，此时其生存环境中的饵料生

物量和水温也均处于相对较低的状态，而秋季群体

的生存环境中，饵料生物量和水温均处于相对较高

的状态；春季鱼体肥满度也较秋季的低。本研究与

前人调查结果一致（朱松泉，１９８９，１９９２；任波等，
２００４；郭焱等，２００５；陈生熬等，２００８）。
３．２　食性变化

叶尔羌高原鳅在塔里木河水系以水生昆虫为

食，个体较大的叶尔羌高原鳅（体长９．１ｃｍ，体重１４
ｇ）贪食麦穗鱼、高原鳅等小型鱼类幼体 （王德忠，
１９９５）。在１８６尾解剖标本中，约有 ３０％的叶尔羌
高原鳅捕食小鱼或小虾（陈生熬等，２００８）。

叶尔羌高原鳅在塔里木河干流以水生昆虫和水

生高等植物为食，属于杂食性鱼。为了适应饵料生

物资源受季节性变化规律和自身的繁殖和育肥等生

命规律，它能够自然调整食性。在饵料生物欠缺的

春季或接近繁殖期时，其摄食率、饱满度或摄食强度

均普遍处于低水平，在此阶段通过少量摄食具有较

高能量的动物性饵料（水生昆虫）来维持自身的生

命活动。在饵料生物丰富的夏、秋季，其摄食率、饱

满度或摄食强度普遍上升，由于其栖息水域夏、秋季

水生植物生物量较高，在此阶段通过连续、大量摄食

以水生植物为主的天然杂饵来快速补充能量，奠定

了其育肥、越冬等生命活动的基础。

３．３　种群结构的时空分布
由于春、夏季为叶尔羌高原鳅的繁殖季节，春季

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原鳅群体体长以５～８ｃｍ为
主，体重以４．１～８．１ｇ为主，是其繁殖群体。夏、秋
季为育肥阶段，秋季塔里木河干流叶尔羌高原鳅群

体长以２～５ｃｍ为主，体重以０．１～４．１ｇ为主，主
要为生长育肥阶段的苗种。叶尔羌高原鳅的种群资

源主要集中在塔里木河干流阿拉尔河段及其附近，

由于该河段水量相对较多并稳定，深水河湾也较多，

河道两岸植被覆盖率较高以及饵料相对充足，流速

缓慢（除汛期）及水温较高，附近古河、洼地、沼泽及

沟渠较多，为叶尔羌高原鳅生长繁衍提供了良好的

栖息生态环境。

据本次研究，在干流全线有一定流量或发洪水

时，叶尔羌高原鳅即遍布于塔里木河干流，并在干流

鱼类种群数量中占优势地位。由于塔里木河中无大

型凶猛性鱼类，使得叶尔羌高原鳅有了良好的生存

空间，形成了较大的群体。

３．４　资源现状及保护措施
叶尔羌高原鳅在鳅科鱼类中属于个体较大的鱼

类之一，最大体长可达 ３０．０ｃｍ、体重３０５ｇ。由于
是当地人们的喜食佳肴，现已成为商品鱼进行出售，

价格从原来的１５元／ｋｇ左右上升到现在的７０元／ｋｇ
左右，大大超过了普通经济鱼类的市场价格。近年

来，由于人为过度捕捞、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在塔

里木河流域下游已很难捕到该品种，中、上游的资源

也有所下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１９９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１９７９）。鉴于叶
尔羌高原鳅资源急剧下降和经济价值的一再上升等

状况，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塔里木大学水产科研人员对
叶尔羌高原鳅的洄游、繁殖、生活等习性进行了相关

研究。２００９年，作者对塔里木河干流水生物种资源
调查发现，叶尔羌高原鳅是目前塔里木河水生物种

中分布最广、生存能力较强的代表性特有土著物种，

掌握了其生态学包括生物学、资源及生存环境现状。

由于塔里木河水源来自天山与昆仑山脉的冰、雪、雨

水，本来属于季节性河流，再加上目前在干流两岸形

成了大片农田、城镇及工业建设，过度地利用水资源

已成为干流中、下游处于断流的主要原因。人口增

长和生活需求的提高，加大了对当地渔业资源的捕

捞利用力度，由于人们对物种资源保护意识的欠缺，

叶尔羌高原鳅等土著鱼类资源被过度利用，使其栖

息水域环境明显萎缩，资源量急剧下降，个体趋向小

型化。

基于以上问题，建议塔里木河流域管理部门、地

方和兵团相关管理部门及相关渔业管理部门，依照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原有的工作基础上，采取更好

的节水和资源保护措施，使得塔里木河干流能够有

一定的流量，保护流域物种资源和生态平衡；同时还

建议相关研究部门，对叶尔羌高原鳅的生态学、繁殖

及分子生物学进行更深的研究，攻克其人工繁育、增

殖保护及开发利用方面的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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