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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高原鳅的生物学调查

陈生熬，姚　娜

（塔里木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新疆 阿拉尔　８４３３００）

摘要：由于塔里木河流域的水质不断受到污染、鱼类生态遭到破坏，研究开发塔里木河流域土著鱼类迫在眉睫。

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０７年５月，先后数次对塔里木河流域优势土著鱼类———叶尔羌高原鳅的生活习性、周期洄游习
性、生长繁殖习性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和详细的观察研究，并随机取１６８尾，解剖其肠道，观察内容物。其结果显
示：塔里木河流域优势土著鱼类———叶尔羌高原鳅具有底栖生活、周期性洄游、择地产卵繁殖、摄食凶猛等生物学

特点，是以动物蛋白质为主的偏肉杂食性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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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里木河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河，西起昆仑山脉
及天山北坡，由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等汇聚

而成为其源头。它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向东

流，全长２７３９ｋｍ。塔里木河河水最早曾注入罗布
泊（袁国映，１９９１），后由于河流水量减少，河道摆动
而改道，１９７２年以前尾水可达苦羌县城北的台特马
湖，现有终点为铁千里克的大西海子水库。在塔里

木河流域中，叶尔羌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Ｈｅｄｉｎｉｃｈ
ｔｈｙｓ）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Ｄａｙ）是其中的优势土著鱼类之
一，为发展地方经济提供了物质基础。本文对叶尔

羌高原鳅的生活习性、生活环境、繁殖习性等进行了

详细的调查以及实验室观察，其结果填补了人工养

殖该鱼的生物学基础资料的空白，为土著鱼类养殖

的多方位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也为开发和利用该

地方优势物种提供基础资料。

１　叶尔羌高原鳅生活环境

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及其水流特征、水质

状况与新疆的其它河流大致相似，但又有自己的固

有特点（武云飞和吴翠珍，１９９２）。
１．１　塔里木河流域的水流特征

塔里木河流域的年均水温较低，一般为 ５～
２６℃，常年水温在１９．５℃（唐精等，２００５）。由于水
温偏低的原因，使能适应环境而生存的鱼类极为有

限，而叶尔羌高原鳅经过进化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并

且成为塔里木河流域的优势土著鱼类物种之一，这

为开发本地特有优势物种打下了基础。塔里木河流

域的水是由天山南坡及昆仑山上的积雪融化形成

的，流经了较为广阔的山坡地表，水中带来大量的泥

土和鱼类所需的有机营养物质，所以塔里木河的水

一般处于浑浊态，且富含鱼类饵料生物。

塔里木河的水由于流速较快、河床较宽，其水体

中含氧量极为丰富，其值平均为 ９．８１ｍｇ／Ｌ（唐精
等，２００５），较池塘人工水产品养殖池高。塔里木河
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河，水流湍急。特别是到了洪水

季节，人和动物常常发生被淹事故，所以适应塔里木

河水环境的土著鱼类也较少。

１．２　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环境
塔里木河属于典型的冲积扇绿洲，在自然条件

下，植物种类较新疆的南疆其它地方丰富，吸引了大

量的昆虫和鸟类，生物网丰富，生物链稳定，生态平

衡较好。塔里木河流域还有长体高原鳅、隆额高原

鳅等鱼类。

１．３　塔里木河流域的水质状况
塔里木河在洪水季节的流量大，且从山坡上冲

刷下来，所以水中的泥沙含量高，含氧量也较高。在

枯水季节水流较小，河水较清澈，透明度也较高，约

４７ｃｍ（唐精等，２００５）但其含氧量与洪水季节的水
相差不大。

１．４　叶尔羌高原鳅生活特点
叶尔羌高原鳅成鱼在生活时，一般是在流速较

缓的水体中，很少生活在静水中或急流水域；其幼鱼

则生活在流速较缓水域或静水中；在洄游过程中则

是生活在急流水域，有冷水性鱼类固有的特点，喜欢



冲迎浪头，以便获得更多的食物。

２　洄游习性

２．１　洄游时间
每年３月，塔里木河开始进入汛期。汛期之初

就有大量的叶尔羌高原鳅溯河洄游，但体型较大、重

量较重的个体相对较少。４月中旬至７、８月，大批
的成年叶尔羌高原鳅溯河洄游至塔里木河的上游，

甚至进入源头河———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等

流域。

２．２　洄游终点
洄游后的叶尔羌高原鳅大部分成体进入与塔里

木河相接的荒漠地的洪水沟或河边的大回水弯，特

别是部分临产个体迅速进入荒漠地的洪水沟中以及

河沿岸的水深约１ｍ的沼泽地中生活，并寻找合适
的产卵地进行产卵孵化。

２．３　洄游路线
在洄游的时候，由于塔里木河在汛期时的河面

及河床宽，主河道的水流湍急，水质也浑浊不堪，洄

游所经过的路线因个体的大小不同而不同。一般较

大较重的个体喜欢水域较深但其流速又相对较缓

处，逆水奋力向上游游走；而个体相对较小的则逆河

流边缘向上游游走。

２．４　顺河洄游
当洄游到繁殖地后，生活一段时间便产卵，到约

９～１０月下旬洪水快退去时，大部分成体开始顺河
流游走，寻找过冬之地。一般过冬地选择在水域较

深处。

３　繁殖习性

３．１　产卵时间
每年５～８月，塔里木河的叶尔羌高原鳅开始进

入产卵期［１］。当叶尔羌高原鳅溯河洄游至塔里木

河上游荒漠地的洪水沟以及河沿岸的沼泽地后，寻

找合适的产卵地，适应环境后开始产卵。

３．２　产卵地点
一般在水草丰富、富集原生动物和轮虫类的浅

水平底河流水域进行产卵，水深一般是０．１～１ｍ，
由于新疆的日照时间长，这样的水域的水温较高，有

利于其卵的孵化，从而逃避其它动物对鱼卵的攻击。

４　摄食习性

４．１　急流区域的摄食习性
在水流较急处，水质一般是浑浊不堪，含沙量极

高，这对叶尔羌高原鳅的摄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为

适应此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叶尔羌高原鳅多是把身

体紧贴于河床，靠感觉灵敏的３对触须来感觉食物。
一旦感觉到食物，便凶猛地追逐食物，并迅速地吞咽

食物到胃中，很少有个体对食物进行咀嚼。在解剖

的个体中，约有３０％的叶尔羌高原鳅个体捕食的小
虾、小鱼或较它本身小的个体还未被消化，体形完

整，体表未见有伤痕。

４．２　缓流区域的摄食习性
在水流较缓处，水质一般是较为清澈，含沙量极

少，若有动物性饵料，在未触及其口须或体表时，它

视而不见。如果感觉到饵料正在运动时，便快速而

凶猛地咽下去。在食物还未到胃时，叶尔羌高原鳅

常有连续的几个猛冲，让食物滑落到胃，然后休息一

段时间。但在流动较缓慢的水体中，其嗅觉灵敏。

钓鱼者常利用此来集中较宽水域的该种鱼类，以提

高垂钓时鱼的上钩率。

摄食后当胃肠内仍能装进食物时，它们一旦发

现食物，仍然凶猛地捕食。当胃再也无法扩大而容

纳食物时，才停止觅食。然后以臀鳍着地，视觉较差

的小眼睛偶尔上下转动。

４．３　食物充塞度
从解剖的叶尔羌高原鳅的胃内容物来看，绝大

部分的个体是处于饥饿状态，说明叶尔羌高原鳅在

其生活的环境中缺乏足够的食物，对其食物的组成

和摄食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在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０７年２月进行的解剖中发现，肠内
充塞度１～２级（凌去非等，２００３）。
４．４　繁殖期的摄食

当雄性叶尔羌高原鳅进入繁殖期后，其摄食习

性无多大变化，但雌性进入繁殖期后期摄食习性则

更加凶猛。在饲养的个体中，到了繁殖期后，有个别

雌性鱼因抢占过多的食物而撑死。

５　其它习性

叶尔羌高原鳅的应激性强，受到较小的刺激就

会乱撞乱碰，造成个体外伤，且长时间不易静止下

来；叶尔羌高原鳅具有弱趋光性（冯昭信，２００３），在
夜间和黑暗中活动量大于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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