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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水河龙滩水库鱼类资源调查

王　崇１，谢　山１，王进国２，常秀岭１，黄道明１

（１．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水利部水工程生态效应与生态修复重点实验室，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２．云阳县水产技术推广站，重庆　４０４５００）

摘要：于２００９年６月和１１月对红水河龙滩水库鱼类资源进行了调查，共采集到鱼类９０种，分属７目、１８科、
６９属；其中，鲤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５１属、６４种，占总种数的７１．１％；鲇形目（Ｓｉ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８属、１３种，占１４．４％；
鲈形目（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６属、９种，占１０．０％；鳗鲡目（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鲑形目（Ｓａｌｍ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

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ｏｄｏｎ
ｔｉｆｏｒｍｅｓ）、合鳃目（Ｓｙｎｂｇｒａｎｃｈｉｆｏｒｍｅｓ）均为１属、１种。结果表明，龙滩水库建设导致水域生态环境的改变是鱼类
种类组成及其群落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渔获物分析结果显示，龙滩水库鱼类资源呈现低龄化和小型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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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滩水库是红水河梯级开发的龙头水库，位于
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境内的红水河上游，下距天

峨县城１５ｋｍ；坝址以上流域面积９８５００ｋｍ２，占红
水河流域面积的７５．３％。龙滩水电站是《红水河综
合利用规划报告》确定的１０级开发方案中的第４个
梯级水电站，于２００８年底Ⅰ期工程全部完工投产；
龙滩水库首要任务是发电，兼有防洪和航运综合利

用效益。水利工程的建设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

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水库的建设使水文情

势发生变化，形成新的水域生态环境，鱼类栖息地锐

减，导致一些鱼类的种群结构发生变化；由于阻断了

鱼类洄游通道，导致其遗传多样性下降（杨富亿等，

１９９５；陈大庆等，２００５；常剑波等，２００６；吴强等，
２００７）。为探究水库建设对鱼类生态学的影响，项
目组对龙滩水库的鱼类资源进行了调查，以期为其

资源保护提供基本资料。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采样时间和地点
鱼类调查于２００９年６月和１１月在贵州及广西

境内龙滩库区及坝下进行。主要调查区域为龙滩主

库区（Ⅰ）、南盘江平班 －八渡（Ⅱ）、北盘江乐元 －
岩架（Ⅲ）、蒙江雷公滩电站 －河口（Ⅳ）、布柳河新

林－河口（Ⅴ）、龙滩坝下六排段（Ⅵ）。采样点分布
图１参照方艳红等（２０１１）。

图１龙滩水库调查区域示意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Ｌｏｎｇｔａ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１．２　采样方法及鱼类鉴定
采集的鱼类标本现场鉴定种类，进行体长、体重

等生物学测量并记录数量、采集地等相关数据。鱼

类样本用１０％甲醛固定，种类鉴定和生态类型划分
参考相关文献（郑慈英，１９８９；陈宜瑜，１９９８；褚新洛
等，１９９９；乐佩琦，２０００；周解和张春光，２００６）对部分
种名及分布进行校核订正。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鱼类组成
本次在龙滩库区及坝下采集到鱼类样本７００余

尾，根据采集到种类及走访调查结果，龙滩水库库区

及坝下共有鱼类９０种，分属７目、１８科、６９属（详见
表１）；其中，鲤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５１属、６４种，占
总种数的７１．１％；鲇形目（Ｓｉ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８属、１３种，
占 １４．４％；鲈形目（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６属、９种，占
１０．０％；鳗鲡目（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鲑形目（Ｓａｌｍｏｎｉ
ｆｏｒｍｅｓ）、

!

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ｏｄｏｎｔｉｆｏｒｍｅｓ）、合鳃目（Ｓｙｎｂ



ｇｒａｎｃｈｉｆｏｒｍｅｓ）均为１属、１种。科级分类列前３位
的依次是鲤科 ４１属、５３种，占 ５８．９％；鳅科 ７属、
８种，占８．９％；

"

科３属、５种，占５．６％。
坝上龙滩库区共采集和调查到鱼类８８种，分属

７目、１８科、６８属；其中，鲤形目 ５１属、６２种，占
７０．５％；鲇形目８属、１３种，占１４．８％；鲈形目６属、
９种，占１０．３％。各科中，鲤科以４１属、５２种居首，
占５９．１％。坝下共采集和调查到鱼类６９种，分属

６目、１６科、５６属；其中，鲤形目 ４１属、４８种，占
６９．６％；鲇形目及鲈形目均为 ６属、９种，各占
１３．０％。鲤科以３６属、４３种居首，占６２．３％。

在分布特点上，除花斑副沙鳅及多线盘?以外，

所有坝下调查到的种类坝上均有分布；其中，太湖新

银鱼、露斯塔野鲮、革胡子鲇、食蚊鱼、尼罗罗非鱼为

引入种；斑纹薄鳅及大口鲇为流域新分布记录种，露

斯塔野鲮为新植入种。

表１　龙滩水库鱼类组成与分布
Ｔａｂ．１　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ｎｇｔａ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种类
调查区域 生态类群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急流 流水 静缓流 洄游

引入

种类

红皮书

种类

Ⅰ．鳗鲡目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鳗鲡科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ｄａｅ
　　鳗鲡属Ａｎｇｕｉｌｌａ
　　 日本鳗鲡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 ☆ ☆ √
　　花鳗鲡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 ○ ○ √ ＥＮ
Ⅱ．鲑形目ＯＳＭ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银鱼科Ｓａｌａｎｇｉｄａｅ
　　新银鱼属Ｎｅｏｓａｌａｎｘ
　　 太湖新银鱼Ｎｅｏｓａｌａｎｘｔａｉｈｕｅｎｓｉｓ ★ ★ ★ ★ ★ √ 
Ⅲ．鲤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ＭＥＳ
　３．鳅科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条鳅亚科Ｎｅｍａｃｈｅｉｌｉｎａｅ
　　小条鳅属Ｍｉｃｒｏｎｏｅｍａｃｈｅｉｌｕｓ
　　 美丽小条鳅Ｍｉｃｒｏｎｏｅｍａｃｈｅｉｌｕｓｐｕｌｃｈｅｒ ☆ ☆ ☆ ☆ √
　　南鳅属Ｓｃｈｉｓｔｕｒａ
　　 横纹南鳅Ｓｃｈｉｓｔｕｒａｆａｓｃｉｏｌａｔｕｓ ★ ★ ★ √
　 沙鳅亚科Ｂｏｔｉｉｎａｅ
　　沙鳅属Ｂｏｔｉａ
　　 壮体沙鳅Ｂｏｔｉａｒｏｂｕｓｔａ ★ ★ ★ ★ ★ ★ √
　　副沙鳅属Ｐａｒａｂｏｔｉａ
　　 花斑副沙鳅Ｐａｒａｂｏｔｉａｆａｓｃｉａｔａ ★ √
　　薄鳅属Ｌｅｐｔｏｂｏｔｉａ
　　 大斑薄鳅Ｌｅｐｔｏｂｏｔｉａ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ｉ ☆ ☆ √
　　 斑纹薄鳅Ｌｅｐｔｏｂｏｔｉａｚｅｂｒａ ★ √
　 花鳅亚科Ｃｏｂｉｔｉｎａｅ
　　花鳅属Ｃｏｂｉｔｉｓ
　　 中华花鳅Ｃｏｂｉｔ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 ☆ ☆ √
　　泥鳅属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
　　 泥鳅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 ☆ ★ ★ ★ √
　４．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鱼丹亚科Ｄａｎｉｏｎｉｎａｅ
　　鸇属Ｚａｃｃｏ
　　 宽鳍鸇Ｚａｃｃｏｐｌａｔｙｐｕｓ ★ ★ ☆ ★ ★ √
　　马口鱼属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ｈｔｈｙｓ
　　 马口鱼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ｈｔｈｙｓｂｉｄｅｎｓ ★ ☆ ☆ ★ ★ √
　 雅罗鱼亚科Ｌｅｕｃｉｓｃｉｎａｅ
　　青鱼属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青鱼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ｐｉｃｅｕｓ ☆ ☆ ☆ ☆ ☆ √ √
　　草鱼属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草鱼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ｕｓ ★ ★ ★ ☆ ★ ☆ √ √
　　

#

属Ｏｃｈｅｔｏｂｉｕｓ
　　

#

Ｏｃｈｅｔｏｂｉｕｓｅｌｏｎｇａｔｅｓ ☆ √
　　

$

属Ｅｌｏｐｉｃｈｔｈｙｓ
　　

$

Ｅｌｏｐｉｃｈｔｈｙｓｂａｍｂｕｓａ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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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种类
调查区域 生态类群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急流 流水 静缓流 洄游

引入

种类

红皮书

种类

　　赤眼鳟属Ｓｑｕａｌｉｏｂａｒｂｕｓ
　　 赤眼鳟Ｓｑｕａｌｉｏｂａｒｂｕ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ｓ ☆ ☆ ☆ ☆ √
　

%

亚科Ｃｕｌｔｅｒｉｎａｅ
　　飘鱼属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
　　 飘鱼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 ★ ☆ √
　　鳊属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
　　 鳊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 ★ ★ √
　　&

又
鱼属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

又
鱼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 ★ ★ ★ ★ ★ √

　　拟&

又
鱼属Ｐｓｅｕｄｏ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南方拟&

又
鱼Ｐｓｅｕｄｏ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ｄｉｓｐａｒ ★ ★ ★ ★ ★ ★ √

　　 金华拟&

又
鱼Ｐｓｅｕｄｏ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ｋｉｎｇｈｗａｅｎｓｉｓ ★ ★ ★ ★ ★ ★ √

　　近红
%

属Ａｎｃｈ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ｕｌｔｅｒ
　　 大眼近红

%

Ａｎｃｈ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ｕｌｔｅｒｌｉｎｉ ★ ★ ★ ★ ★ ★ √
　 鲢亚科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ｉｎａｅ
　　鳙属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
　　 鳙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ｏｂｉｌｉｓ ★ ★ ★ ★ ★ ★ √ √
　　鲢属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鲢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 ★ ★ ★ ★ ★ √ √
　 ?亚科Ｇｏｂｉｏｎｉｎａｅ
　　鱼骨属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
　　 唇鱼骨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ｌａｂｅｏ ☆ ☆ ☆ √
　　 花鱼骨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ｍａｃｕｌａｔｅｓ ★ ★ ☆ ☆ √
　　 花棘鱼骨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ｕｍｂｒｉｆｅｒ ○ √
　　麦穗鱼属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
　　 麦穗鱼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ｐａｒｖａ ★ ★ ★ ★ √
　　银?属Ｓｑｕａｌｉｄｕｓ
　　 银?Ｓｑｕａｌｉｄｕｓ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 ★ ★ ★ ★ √
　　

'

属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小

'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ａｒｖｕｓ ☆ ☆ ☆ √
　　棒花鱼属Ａｂｂｏｔｉｎａ
　　 棒花鱼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ｒｉ ★ ★ ★ ★ ★ ★ √
　　蛇?属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
　　 蛇?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ｄａｂｒｙｉ ☆ ☆ ★ √
　 鳅鈟亚科Ｇｏｂｉｏｂｏｔｉｎａｅ
　　鳅鈟属Ｇｏｂｉｏｂｏｔｉａ
　　 海南鳅鈟Ｇｏｂｉｏｂｏｔｉａｋｏｌｌｅｒｉ ○ √
　 ?亚科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ｉｎａｅ
　　?属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越南?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 ★ ★ ★ √
　　 短须?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ｂａｒｂａｔｕｌｕｓ ○ √
　　

(

属Ｒｈｏａｅｕｓ
　　 刺鳍Ｒｈｏｄｅｕｓｓｐｉｎａｌｉｓ ★ ★ ★ √
　　 高体Ｒｈｏｄｅ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 ★ ★ ★ √
　

)

亚科Ｂａｒｂｉｎａｅ
　　小

)

属Ｐｕｎｔｉｎｕｓ
　　 条纹小

)

Ｐｕｎｔｉｎｕｓｓｅｍｉｆａｓｃｉｏｌａｔａ ☆ ☆ √
　　倒刺

)

属 Ｓｐｉｎｉｂａｒｂｕｓ
　　 光倒刺

)

Ｓｐｉｎｉｂａｒｂｕｓｈｏｌｌａｎｄｉ ☆ ☆ √
　　 倒刺

)

Ｓｐｉｎｉｂａｒｂｕｓ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 ★ √
　　似

$

属Ｌｕｃｉｏｃｙｐｉｎｕｓ
　　 单纹似

$

Ｌｕｃｉｏｃｙｐｉｎｕｓｌａｎｇｓｏｎｉ ☆ √ ＶＵ
　　光唇鱼属 Ａｃｒｏｓｓｏｃｈｅｉｌｕｓ
　　 细身光唇鱼Ａｃｒｏｓｓｏｃｈｅｉｌｕｓｅｌｏｎｇａｔｅｓ ☆ ☆ √
　　 云南光唇鱼Ａｃｒｏｓｓｏｃｈｅｉｌ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多耙光唇鱼Ａｃｒｏｓｓｏｃｈｅｉｌｕｓｃｌｉｖｏｓｉｕｓ ☆ √
　　　 长鳍光唇鱼Ａｃｒｏｓｓｏｃｈｅｉｌｕｓｉｒｉｄｅｓｃｅｎｓｌｏｎｇｉｐｉｎｎｉｓ ☆ ☆ ★ √
　　白甲鱼属Ｏｎｙｃｈｏｓｔ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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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种类
调查区域 生态类群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急流 流水 静缓流 洄游

引入

种类

红皮书

种类

　　 细尾白甲鱼Ｏｎｙｃｈｏｓｔｏｍｌｅｐｔｕｒｕｓ ★ ☆ √
　　 白甲鱼Ｏｎｙｃｈｏｓｔｏｍｓｉｍｕｓ ★ ☆ ☆ √
　　 南方白甲鱼Ｏｎｙｃｈｏｓｔｏｍｇｅｒｌａｃｈｉ ★ ★ ★ ★ √
　　 稀有白甲鱼Ｏｎｙｃｈｏｓｔｏｍｒａｒａ ○ √ ＥＮ
　　结鱼属Ｔｏｒ
　　 瓣结鱼Ｔｏｒｂｒｅｖｉｆｉｌｉｓｂｒｅｖｉｆｉｌｉｓ ★ ★ ★ ★ √
　 野鲮亚科Ｌａｂｅｏｉｎａｅ
　　华鲮属Ｓｉｎｉｌａｂｅｏ
　　 伍氏华鲮Ｓｉｎｉｌａｂｅｏｗｕｉ ☆ ☆ √
　　野鲮属Ｌａｂｅｏ
　　 露斯塔野鲮Ｌａｂｅｏｒｏｈｉｔａ ★ ★ ★ 
　　鲮属Ｃｒｏｓｓｃｈｅｉｌｕｓ
　　 鲮Ｃｒｏｓｓｃｈｅｉｌｕｓｍｏｌｉｔｏｒｅｌｌａ ★ ★ ★ ★ ★ √
　　纹唇鱼属Ｏｓｔｅｏｃｈｉｌｕｓ
　　 纹唇鱼Ｏｓｔｅｏｃｈｉｌｕｓｓａｌｓｂｕｒｙｉ ★ ☆ ☆ √ √
　　拟缨鱼属Ｐｓｅｕｄｏｃｒｏｓｓｏｃｈｅｉｌｕｓ
　　 巴马拟缨鱼Ｐｓｅｕｄｏｃｒｏｓｓｏｃｈｅｉｌｕｓｂａｍａｅｎｓｉｓ ☆ ★ √ √
　　唇鲮属Ｓｅｍｉｌａｂｅｏ
　　 唇鲮Ｓｅｍｉｌａｂｅｏｎｏｔａｂｉｌｉｓ ☆ √ √ ＶＵ
　　 暗色唇鲮Ｓｅｍｉｌａｂｅｏｏｂｓｃｕｒｕｓ ★ ★ √ √ ＶＵ
　　泉水鱼属Ｐｓｅｕｄｏｇｙｒｉｎｏｃｈｅｉｌｕｓ
　　 泉水鱼Ｐｓｅｕｄｏｇｙｒｉｎｏｃｈｅｉｌｕｓｐ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 ☆ ☆ √ √
　　卷口鱼属Ｐｔｙｃｈｉｄｉｏ
　　 卷口鱼Ｐｔｙｃｈｉｄｉｏｊｏｒｄａｎｉ ★ ★ ★ ★ ★ √
　　 大眼卷口鱼Ｐｔｙｃｈｉｄｉｏｍａｃｒｏｐｓ ○ √ ＥＮ
　　墨头鱼属Ｇａｒｒａ
　　 东方墨头鱼Ｇａｒｒ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 ★ ★ ★ ★ √ √
　　盘?属Ｄｉｓｃｏｇｏｂｉｏ
　　 四须盘?Ｄｉｓｃｏｇｏｂｉｏｔｅｔｒａｂａｒｂａｔｕｓ ★ ★ ★ ★ ★ √ √
　　 多线盘?Ｄｉｓｃｏｇｏｂｉｏ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ｅａｔｕｓ ★ √ √
　 鲤亚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ｎａｅ
　　原鲤属Ｐｒｏｃｙｐｒｉｓ
　　 乌原鲤Ｐｒｏｃｙｐｒｉｓｍｅｒｕｓ ○ ＶＵ
　　鲤属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三角鲤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ｍｕｌｔｉｔａｅｎｉａｔａ ☆ ☆ √
　　 鲤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 ★ ★ ★ ★ ★ ★ √ √
　　须鲫属Ｃａｒａｓｓｉｏｉｄｅｓ
　　 须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ｏｉｄｅｓｃａｎｔｏｎｅｎｓｉｓ ☆ √
　　鲫属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 ★ ★ ★ ★ ★ √
　５．平鳍鳅科Ｈｏｍａｌ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ｅ
　 腹吸鳅亚科 Ｇａｓｔｒｏｍｙｚｏｎｉｎａｅ
　　似原吸鳅属Ｐａｒａｐｒｏｔｏｍｙｚｏｎ
　　 巴马似原吸鳅Ｐａｒａｐｒｏｔｏｍｙｚｏｎｂａｍａｅｎｓｉｓ ☆ √
　 平鳍鳅亚科Ｈｏｍａｌｏｐｔｅｒｉｎａｅ
　　华平鳅属Ｓｉｎｏｈｏｍａｌｏｐｔｅｒａ
　　 广西华平鳅Ｓｉｎｏｈｏｍａｌｏｐｔｅｒａ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 ☆ ☆ √
　　华吸鳅属Ｓｉｎｏｇａｓｔｒｏｍｙｚｏｎ
　　 伍氏华吸鳅Ｓｉｎｏｇａｓｔｒｏｍｙｚｏｎｗｕｉ ☆ ☆ √
Ⅳ．鲇形目ＳＩ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６．鲇科Ｓｉｌｕｒｄａｅ
　　鲇属Ｓｉｌｕｒｕｓ
　　 越南鲇Ｓｉｌｕｒｕｓ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 ☆ ☆ ☆ √ √
　　 鲇Ｓｉｌｕｒｕｓａｓｏｔｕｓ ★ ★ ★ ★ ★ ☆ √ √
　　 大口鲇Ｓｉｌｕｒｕｓ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ｉｓ ★ √ √
　７．胡子鲇科Ｃｌａｒｉｉｄａｅ
　　胡子鲇属Ｃｌａｒｉ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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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种类
调查区域 生态类群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急流 流水 静缓流 洄游

引入

种类

红皮书

种类

　　 胡子鲇Ｃｌａｒｉａｓｆｕｓｃｕｓ ★ ☆ ★ ★ √ 
　　 革胡子鲇Ｃｌａｒｉａｓｇａｒｉｅｐｉｎｕｓ ☆ ☆ ☆ √
　８．长臀鎨科Ｃｒａｎｏｇｌａｎｉｄｉｄａｅ
　　长臀鎨属Ｃｒａｎｏｇｌａｎｉｓ
　　 长臀鎨Ｃｒａｎｏｇｌａｎｉｓｂｏｕｄｅｒｉｕｓｂｏｕｄｅｒｉｕｓ ☆ √ ＶＵ
　９．

"

科Ｂａｇｒｉｄａｅ
　　黄颡鱼属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
　　 黄颡鱼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 ★ ★ ★ ★ ★ √ √
　　 瓦氏黄颡鱼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ｖａｃｈｅｌｌｉ ★ ★ ★ ★ ★ √ √
　　鎨属Ｌｅｉｏｃａｓｓｉｓ
　　 粗唇鎨Ｌｅｉｏｃａｓｓｉｓｃｒａｓｓｉｌａｂｒｉｓ ★ ★ ★ ★ ★ √ √
　　

*

属Ｍｙｓｔｕｓ
　　 斑

*

Ｍｙｓｔｕｓｇｕｔｔａｔｕｓ ★ ★ ★ ★ ★ ★ √
　　 大鳍

*

Ｍｙｓｔｕｓｍａ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 ★ √
　１０．鎣科Ｓｉｓｏｒｉｄａｅ
　　纹胸鎣属Ｇｌｙｐｔｏｔｈｏｒａｘ
　　 福建纹胸鎣Ｇｌｙｐｔｏｔｈｏｒａｘｆｏｋｉｅｎｓｉｓｆｏｋｉｅｎｓｉｓ ★ ★ ★ ☆ √
　　鎣属Ｐａｒｅｕｃｈｉｌｏｇｌａｎｉｓ
　　 长尾鎣Ｐａｒｅｕｃｈｉｌｏｇｌａｎｉｓｌｏｎｇｉｃａｕｄａ ☆ ☆ √
Ⅴ．!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ＯＤＯＮ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１．胎

!

科Ｐｏｅｃｉｌｉｉｄａｅ
　　食蚊鱼属Ｇａｍｂｕｓｉａ
　　 食蚊鱼Ｇａｍｂｕｓｉａａｆｆｉｎｉｓ ☆ ☆ √ 
Ⅵ．合鳃目ＳＹＮＢＲＡＮＣＨ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２．合鳃科Ｓｙｎ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
　　黄鳝属Ｍｏｎｏｐｔｅｒｕｓ
　　 黄鳝Ｍｏｎｏｐｔｅｒｕｓａｌｂｕｓ ★ ☆ √
Ⅶ．鲈形目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３．鎠科Ｓｅｒｒａｎｉｄａｅ
　 鳜亚科 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ｉｎａｅ
　　鳜属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
　　 波纹鳜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ｕｎｄｕｌａｔｅ ○ ＶＵ
　　 斑鳜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ｓｃｈｅｒｚｅｒｉ ☆ ☆
　　 大眼鳜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ｋｎｅｒｉ ★ ★ ★ ★ ★ ★
　１４．丽鱼科Ｃｉｃｈｌｉｄａｅ
　　罗非鱼属Ｔｉｌａｐｉａ
　　 尼罗罗非鱼Ｔｉｌａｐｉａｎｉｌｏｔｉｃａ ★ ★ ★ ★ ★ ★ √ √ 
　１５．塘鳢科Ｅｌｅｏｔｒｉｄａｅ
　　细齿塘鳢属Ｐｈｉｌｙｐｎｕｓ
　　 海南细齿塘鳢Ｐｈｉｌｙｐｎｕｓ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ｉ ☆ ☆ ☆ √
　　 大鳞细齿塘鳢Ｐｈｉｌｙｐｎｕｓ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 √
　１６．

+

虎鱼科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吻

+

虎鱼属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
　　 子陵吻

+

虎鱼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ｇｉｕｒｉｎｕｓ ★ ★ ★ ★ ★ ★ √
　　 丝鳍吻

+

虎鱼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ｓｕｓ ○ √
　　 李氏吻

+

虎鱼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ｌｅａｖｅｌｌｉ ○ √
　１７．鳢科Ｃｈａｎｎｉｄａｅ
　　鳢属Ｃｈａｎｎａ
　　 斑鳢Ｃｈａｎｎａｍａｃｕｌａｔｅ ★ ★ √
　　 月鳢Ｃｈａｎｎ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 ★ √ √
　１８．刺鳅科Ｍａｓｔａｃｅｍｂｅｌｉｄａｅ
　　刺鳅属Ｍａｓｔａｃｅｍｂｅｌｕｓ
　　 大刺鳅Ｍａｓｔａｃｅｍｂｅｌｕｓａｒｍａｔｕｓ ★ ★ ★ ★ ★ ★ √ √

　　注：“★”表示采集到的种类，“☆”表示调查访问存在种类，“○”表示文献记录曾经分布但此次未采集或调查到的种类，不计入统计表；
“ＶＵ”、“ＥＮ”表示分别表示《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及《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易危、濒危种。

Ｎｏｔ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ｅｘｉｓ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ｅｄｉｄｎｏｔｆｉｎｄｏｕｔｂｕｔ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ＶＵ”ｄｅｎｏｔｅｓ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ＲｅｄＤａｔａＢｏｏｋｏｆ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Ａｎｉｍａｌｓ；“ＥＮ”ｄｅｎｏｔｅｓ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ｅｄＬ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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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濒危种与特有种
在本次采集和调查到的种类中，单纹似

$

及长

臀鎨为《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及《中国物种红色名

录》易危种，暗色唇鲮为《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乐

佩琦和陈宜瑜，１９９８）稀有种及《中国物种红色名
录》（汪松和解焱，２００９）易危种，唇鲮为《中国物种
红色名录》易危种，巴马似原吸鳅为广西特有种。

花鳗鲡、花棘鱼骨、海南鳅鈟、短须?、稀有白甲

鱼、大眼卷口鱼、乌原鲤、波纹鳜、丝鳍吻
+

虎鱼、李

氏吻
+

虎鱼在蓄水前调查到样本，但本次未调查没

有记录。花鳗鲡、大眼卷口鱼为《中国濒危动物红

皮书》及《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种，稀有白甲鱼

为《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种，乌原鲤为《中国濒

危动物红皮书》及《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易危种，波

纹鳜为《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易危种，大眼卷口鱼且

为广西特有种。

２．３　鱼类生态类群
２．３．１　急流底栖类群　此类群有特化的吸盘或类
似吸盘的附着结构，适于附着在急流河底物体上生

活，以着生藻类等为食；包括野鲮亚科的巴马拟缨

鱼、唇鲮、暗色唇鲮、泉水鱼、东方墨头鱼、四须盘?、

多线盘?，平鳍鳅科的巴马似原吸鳅、广西华平鳅、

伍氏华吸鳅，鎣科的福建纹胸鎣、长尾鎣，合计 １２
种，占鱼类种数的１３．３％；此类群原是该河段的标
志性鱼类种群之一，由于水库蓄水分布区域被压缩

到库尾、各支流洄水区以上以及龙滩坝下的流水段，

数量急剧减少，有些种类已很少见到，是受工程影响

最大的类群。

２．３．２　流水类群　此类群主要或完全生活在江河
流水环境中，体长形、略侧扁、游泳能力强，适应于流

水生活，是原河段最多的种群，也是主要的标志性类

群；包括鲤形目、鳅科的美丽小条鳅、横纹南鳅、壮体

沙鳅、花斑副沙鳅、大斑薄鳅、斑纹薄鳅、中华花鳅，

鲤科鸇亚科的宽鳍鸇、马口鱼，雅罗鱼亚科的青鱼、

草鱼、
#

、
$

、赤眼鳟，?亚科的唇鱼骨、花鱼骨、银?、

小
'

、蛇?，
)

亚科的条纹小
)

、光倒刺
)

、倒刺
)

、

单纹似
$

、细身光唇鱼、云南光唇鱼、多耙光唇鱼、长

鳍光唇鱼、细尾白甲鱼、白甲鱼、南方白甲鱼、瓣结

鱼，野鲮亚科的伍氏华鲮、鲮、纹唇鱼、卷口鱼，鲤亚

科的三角鲤，鲇形目的长臀鎨、粗唇鎨、斑
,

、大鳍

*

，鲈形目大刺鳅共４１种，占鱼类种数的４５．６％。
这一类群建库后主要分布于洄水区与流水交错水

域，其生存空间也受到较大的影响。少部分既适应

流水、又适应静缓流的种类，由于获得更大的生存空

间或食物来源，在部分水域数量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如
$

、卷口鱼、斑
,

、壮体沙鳅等。

２．３．３　静缓流类群　此类群适宜生活于静缓流的
水体中由于水库蓄水，这一类群获得更大的生存空

间，成为龙滩水库数量最多的类群；包括鲢、鳙、太湖

新银鱼、飘鱼、&又鱼、南方拟&

又
鱼、金华拟&

又
鱼、大眼近红%

、

麦穗鱼、棒花鱼、越南?、短须?、刺鳍、高体

、露丝塔野鲮、鲤、须鲫、鲫、越南鲇、鲇、大口鲇、胡

子鲇、革胡子鲇、黄颡鱼、瓦氏黄颡鱼、尼罗罗非鱼、

食蚊鱼、斑鳜、大眼鳜、海南细齿塘鳢、大鳞细齿塘

鳢、子陵吻
+

虎鱼、斑鳢、月鳢、泥鳅、黄鳝共计 ３６
种，占鱼类种数的４０．０％。
２．３．４　洄游类群　水域中此类群原有２种，包括日
本鳗鲡及花鳗鲡；本次在库区及坝下调查，未见花鳗

鲡，仅有日本鳗鲡１种。
２．４　不同区域渔获物组成
２．４．１　龙滩主库区　调查结果显示，渔获物重量百
分比中，鳙占 ３４％，居第 １位；鲤占 １４％，鲮占
８．２％，尼罗罗非鱼占７．８％，

$

占１７．６％。渔获物
数量百分比超过１０％有６种，依次为南方拟&

又
鱼、鲫、

鳙、鲤、鲮、&又鱼（表２）。鱼类年龄组成上，鳙以３＋～
４＋龄个体为主，其它鱼类以２＋～３＋龄个体为主。
２．４．２　南盘江平班 －八渡　南盘江平班 －八渡为
流水及缓流水河段，长约３８ｋｍ，鱼类组成除鲢、鳙
外，河流原有流水性底栖鱼类也占一定比例，尤其在

平班坝下１０ｋｍ左右的流水河段，主要是流水性种
类，与主库区鱼类群落组成有一定差异（表３）。重
量百分比居前３位的鱼类为鳙（２７．６％）、南方拟&

又
鱼

（１４．７％）、鲤（１２．６％）。静缓流类群在渔获物重量
百分比中占５０％以上，而原河段底栖流水类群野鲮
亚科、

)

亚科种类数量较多，与主库区鱼类组成不

同。鲢、鳙以２＋～３＋龄个体居多，野鲮亚科及
)

亚

科底栖流水种类以２＋龄个体居多。
２．４．３　北盘江乐元 －岩架　北盘江乐元 －岩架为
缓流或间歇性流水河段，长约１６ｋｍ，渔获组成以一
般流水性鱼类为主，如斑

,

、鲇、大口鲇、黄颡鱼、粗

唇鎨、鲤、鲫、罗非鱼、露丝塔野鲮、
$

等（表４）。该
江段渔获物统计结果表明，重量百分比占１５％以上
的有４种，依次为鲤（２０．３％）、鲇（１９．０％）、尼罗罗
非鱼（１８．２％）、斑

,

（１７．０％）；数量百分比居前３
位的依次为&

又
鱼（３１．５％）、黄颡鱼（２０．７％）、斑,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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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龙滩水库主库区渔获物组成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ｃａｔｃｈｅｓｉｎｍａｊｏｒａｒｅａｏｆＬｏｎｇｔａ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种类
体长范围／

ｃｍ

平均体长／

ｃｍ

体重范围／

ｇ

平均体重／

ｇ

数量比／

％

重量比／

％
鳙 ５１．２～６８．５ ５８．３ １１５０．０～２７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 １１．４ ３３．９
鲢 ４６．５～５７．３ ５０．１ ８２５．０～１６５０．０ １０９８．０ ５．７ ９．３
鲤 ２９．２～３６．３ ３２．９ ５７５．０～１０５０．０ ８６７．０ １０．９ １４．０

尼罗罗非鱼 ２３．４～２９．８ ２５．７ ４５２．０～１０９２．０ ６３６．０ ８．３ ７．８
鲮 ２６．７～３１．２ ２８．５ ４３３．０～７１０．０ ５３７．０ １０．４ ８．２
鲫 １１．５～１７．２ １４．３ ５５．７～１５３．３ １２１．８ １３．０ ２．３

南方拟&

又
鱼 １３．５～２２．５ １８．１ ２８．５～１２９．７ ７１．０ １６．６ １．７

&

又
鱼 １１．０～１２．１ １１．６ １６．７～２３．４ １９．２ １０．９ ０．３
$

８５．０～９５．５ ８９．８ ６３５０～９１８０ ７６３７．０ １．６ １７．６
斑

,

２６．８～３６．０ ２９．２ ２４５．２～４８２．０ ３１９．７ ６．７ ３．２
大刺鳅 ３５．２～４８．５ ４１．３ ９２．０～４２０．０ ２４７．０ ４．７ １．７

表３　南盘江平班－八渡江段渔获物组成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ｃａｔｃｈｅｓｆｒｏｍＰｉｎｇｂａｎｔｏＢａｄｕｏｆＮａｎｐａｎＲｉｖｅｒ

种类
体长范围／

ｃｍ

平均体长／

ｃｍ

体重范围／

ｇ

平均体重／

ｇ

数量比／

％

重量比／

％
鳙 ４９．３～６０．５ ５６．１ １１５０．０～２１００．０ １６４６．０ １．１ ２７．６

南方拟&

又
鱼 １５．２～１９．３ １６．６ ２９．９～８０．３ ４９．２ ２０．１ １４．７

鲤 ２４．２～２６．８ ２５．７ ３２７．０～５２５．０ ４３９．０ １．９ １２．６
鲢 ４４．８～５６．２ ５０．５ ６００．０～１３２５．０ １０１８．０ ０．５ ７．３

东方墨头鱼 ７．３～１０．２ ８．６ ９．５～２３．９ １６．１ １０．９ ２．６
卷口鱼 １０．３～１５．７ １３．４ ２０．６～６５．１ ４３．３ ９．２ ５．９
四须盘? ７．５～１０．１ ８．７ １０．６～２３．９ １５．４ １３０ ３．０
南方白甲鱼 １７．１～２３．５ ２０．５ ９５．５～３１８．０ １８５．１ ２．６ ７．１
瓣结鱼 ２３．５～２８．９ ２６．０ ２０３．４～４２７．０ ３０９．８ １．９ ８．９
壮体沙鳅 ７．０～９．５ ８．１ ９．８～２３．６ １３．１ １６．２ ３．２

&

又
鱼 １０．９～１２．１ １１．５ １５．７～２３．４ １８．５ １７．８ ４．９

横纹南鳅 ７．５～８．６ ７．９ ６．５～８．９ ７．７ １．９ ０．２
宽鳍鸇 １０．７～１４．２ １２．４ ３２．５～６１．５ ４８．１ ２．７ ２．０

表４　北盘江乐元－岩架渔获物组成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ｃａｔｃｈｅｓｆｒｏｍＬｅｙｕａｎｔｏＹａｎｊｉａｏｆＢｅｉｐａｎＲｉｖｅｒ

种类
体长范围／

ｃｍ

平均体长／

ｃｍ

体重范围／

ｇ

平均体重／

ｇ

数量比／

％

重量比／

％
斑

,

２６．０～３４．８ ３０．８ １９９．２～４４５．５ ３３２．１ １０．１ １７．０
鲇 ３２．０～３８．０ ３６．３ ３１５．０～５４０．０ ４３２．０ ８．７ １９．０

大口鲇 ２４．０～３７．５ ３１．４ １０７．５～４６５．０ ３１２．３ ５．４ ８．６
黄颡鱼 １０．９～２０．５ １７．１ ２３．５～１５１．５ ９２．６ ２０．７ ９．７
粗唇鎨 １２．５～２２．５ １６．３ ３０．０～１８８．５ ７６．８ ５．１ ２．０
鲤 ２６．５～４０．６ ３１．２ ４５５．０～１４００．０ ７３９．０ ５．４ ２０．３
鲫 １０．３～１７．７ １４．４ ４５．７～１６３．８ １０２．９ ６．２ ３．２

尼罗罗非鱼 ２１．２～２６．８ ２３．９ ３２５．０～７５０．０ ５２３．０ ６．９ １８．２
&

又
鱼 ８．９～１２．０ １０．３ ７．５～２３．８ １３．３ ３１．５ ２．１

２．４．４　蒙江雷公滩电站 －河口　蒙江雷公滩电站
－罗甸为流水河段，罗甸 －蒙江河口是缓流水至静
水河段，常见鱼类种类有鲤、鳙、鲢、罗非鱼、鲇、斑

,

、鲫、四须盘?、卷口鱼、东方墨头鱼、大刺鳅、南方

拟&

又
鱼、&又鱼、壮体沙鳅、太湖新银鱼、鲮、白甲鱼、黄颡

鱼、粗唇鎨、倒刺
)

、大眼鳜、
$

等（表５）。日本鳗鲡
原有分布，近年已很少见。该河段渔获物组成以静

缓流种类为主，重量百分比中，鳙占 ３０．１％、鲤占

２３．５％，鲢占４．５％，合计约占５８％；数量百分比占
前 ３位（除壮体沙鳅外）的种类依次为黄颡鱼
（１４．３％）、斑

,

（１２．０％）、卷口鱼（１０．５％）。鱼类
组成以２＋～３＋龄个体居多。
２．４．５　布柳河新林 －河口　此河段大部为静水或
缓流水河段，其下游鱼类与大库接近，常见种类有

鳙、鲤、斑
,

、鲇、鲢、鲫、&又鱼、南方拟&

又
鱼、大眼鳜、马口

鱼、宽鳍鸇等（表６）。布柳河新林以上为流水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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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以原有河流类群为主，主要有四须盘?、东方墨

头鱼、巴马拟缨鱼、卷口鱼、白甲鱼、南方白甲鱼、条

纹小
)

、银?、蛇?等。该河段渔获物组成中，重量

百分比占 １０％以上的鱼类有 ５种，分别是鲤
（１７．３％）、鲇 （１６．７％）、鳙 （１４．６％）、斑

,

（１４．０％）、倒刺
)

（１０．４％）；数量百分比占１０％以
上的种类有南方拟&

又
鱼、鲫、斑,

，其余依次为四须盘

?、鲤、东方墨头鱼、卷口鱼、鲇，原河段底栖流水种

类尾数百分比占３０％以上。此河段鱼类组成体现
了流水生境与静缓流生境结合的水环境特点。

２．４．６　龙滩坝下六排段　此河段属岩滩水库库尾，
种类以流水底栖鱼类为主，多为

)

亚科和野鲮亚科

种类，渔获物中常见种类有四须盘?、多线盘?、东

方墨头鱼、卷口鱼、瓣结鱼、南方白甲鱼、长鳍光唇

鱼、斑
,

、暗色唇鲮及外来种露丝塔野鲮，还有数量

较多的小型鱼类壮体沙鳅、南方拟&

又
鱼、&又鱼、马口鱼、麦

穗鱼等（表７）。渔获物重量百分比居前３位的为斑
,

（２６．２％）、瓣结鱼（１１．９％）、南方白甲鱼（１０．９）；
数量百分比居前３位的为四须盘?（１６．９％）、东方
墨头鱼（９．７％）、多线盘?（８．２％）。

表５　蒙江雷公滩电站－河口渔获物组成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ｃａｔｃｈｅｓｆｒｏｍＬｅｉｇｏｎｇｔａｎ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ｓｔｕａｒｙｏｆＭ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

种类
体长范围／

ｃｍ

平均体长／

ｃｍ

体重范围／

ｇ

平均体重／

ｇ

数量比／

％

重量比／

％
鳙 ４４．５～６６．０ ５６．４ ７４０．０～２９５０．０ １７４３．０ ５．０ ３０．１
鲢 ４９．１～５５．５ ５１．９ ９５０．０～１４５０．０ １１２９．０ １．２ ４．５
鲤 ２６．５～３７．５ ３１．６ ４５０．０～１２５０．０ ７７１．０ ８．９ ２３．５

尼罗罗非鱼 ２１．３～３０．２ ２３．１ ３２１．０～１１５０．０ ４３１．０ ６．６ ９．７
鲇 ３３．６～３５．３ ３４．２ ２８９．５～４４０．７ ３５０．２ ９．７ １１．６
斑

,

２３．５～３０．４ ２７．８ １４８．１～３１９．７ ２４７．９ １２．０ １０．２
卷口鱼 １２．５～１５．４ １４．５ ３０．９～５９．８ ４８．１ １０．５ １．７

东方墨头鱼 ９．１～１２．７ １０．１ １６．８～４４．４ ２４．５ ７．０ ０．６
壮体沙鳅 ５．５～９．３ ６．５ ４．２～１１．９ ５．６ １５．１ ０．３
黄颡鱼 １３．５～２０．５ １８．３ ４０．５～１５１．０ １００．７ １４．３ ４．９
粗唇鎨 １５．０～２１．５ １７．１ ４８．５～１５８．７ ８４．３ ９．７ ２．８

表６　布柳河新林－河口渔获物组成
Ｔａｂ．６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ｃａｔｃｈｅｓｆｒｏｍＸｉｎｌ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ｓｔｕａｒｙｏｆＢｕｌｉｕＲｉｖｅｒ

种类
体长范围／

ｃｍ

平均体长／

ｃｍ

体重范围／

ｇ

平均体重／

ｇ

数量比／

％

重量比／

％
鳙 ５５．３～６６．７ ６０．２ １５５０．０～２２００．０ １８８３．０ １．５ １４．６
鲤 ２２．５～３１．２ ２５．１ ２７６．０～６５０．０ ３８８．０ ８．８ １７．３
斑

,

２７．２～３０．２ ２８．５ ２１０．０～２７４．１ ２５７．３ １０．７ １４．０
鲢 ４８．５～５４．０ ５１．２ ９２５．０～１２５０．０ １０３１．０ １．１ ６．０
鲫 １４．２～２４．５ １６．２ ９５．５～３５５．８ １３３．５ １１．１ ７．５
鲇 ３３．６～４４．６ ３７．０ ４８．０～８７０ ４１０．８ ８．０ １６．７

南方拟&

又
鱼 １３．６～２２．１ １８．２ ２８．９～１１５．８ ６６．５ １４．６ ４．９

大眼鳜 １７．８～１９．２ １８．５ １３１．５～１４８．６ １３８．７ １．５ １．１
倒刺

)

３０．８～３８．９ ３４．３ ７５０．０～１２７５．０ １０７７．０ １．９ １０．４
南方白甲鱼 １５．１～２４．２ １７．２ ５２．４～２７３．８ ９８．０ ３．４ １．７
白甲鱼 １０．７～１５．４ １２．１ ２１．２～６０．７ ３１．６ ２．３ ０．４
四须盘? ９．０～１５．３ １１．３ １４．９～７１．８ ３２．４ ９．２ １．５
东方墨头鱼 ９．７～１２．３ １０．７ １９．２～５０．３ ２７．７ ８．４ １．２
卷口鱼 １１．０～１３．８ １２．６ ２４．５～４５．６ ３４．７ ８．０ １．４
马口鱼 １０．２～１４．３ １２．１ １５．５～４５．１ ２７．５ ９．２ １．３

３　讨论

３．１　建库前后鱼类资源的变化
据资料记载，建坝前贵州境内的南、北盘江及红

水河有鱼类６４种（伍律，１９８９）；郑慈英（１９８９）在调
查区段南、北盘江及红水河记录鱼类６７种；褚新洛
（１９８９）记载了云南南盘江水系分布有鱼类１２５种；

周解和张春光（２００６）的调查表明，广西境内红水河
有鱼类１６０种；邓星明（１９８７）在拟建大坝的龙滩库
区调查到鱼类 ７２种，分属 ４目、１４科、５４属；２００６
年１０月大坝蓄水前，广西水产所在南盘江平班电站
至天峨龙滩大坝以上库区调查并结合有关材料检索

核定，该河段有鱼类９５种或亚种，分属５目、１８科、
７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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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龙滩坝下六排段渔获物组成
Ｔａｂ．７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ｃａｔｃｈｅｓｉｎＬｉｕｐａｉ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ｔａｎＤａｍ

种类
体长范围／

ｃｍ

平均体长／

ｃｍ

体重范围／

ｇ

平均体重／

ｇ

数量比／

％

重量比／

％
四须盘? ８．１～１１．２ ９．７ １２．０～３０．７ １９．１ １６．９ ５．５
多线盘? ８．０～１２．８ ９．４ １１．３～６１．３ ２０．８ ８．２ ２．９
东方墨头鱼 １２．０～１３．８ １３．１ ３６．９～８５．０ ５２．６ ９．７ ８．７
卷口鱼 １０．３～１５．８ １３．４ １７．０～７２．５ ４４．８ ３．２ ２．５
瓣结鱼 ２４．９～２８．０ ２６．６ ２５５．０～３６９．５ ３１３．７ ２．２ １１．９

南方白甲鱼 １７．０～２７．６ ２０．６ ８９．８～３８８．３ １７２０ ３．７ １０．９
长鳍光唇鱼 ２１．６～２７．７ ２４．３ １８９．５～４６１．８ ２９２．６ １．２ ６．２
斑

,

３１．２～３８．３ ３３．１ ３３１．０～５２５．０ ４１２．９ ３．７ ２６．２
暗色唇鲮 ２０．５～２４．８ ２２．３ ２３１．２～３０２．０ ２７０．１ ２．０ ９．１
壮体沙鳅 ５．０～９．４ ６．１ ２．７～１２．２ ４．６ １９．１ １．５
南方拟&

又
鱼 １４．２～１８．０ １６．１ ３１．６～６０．５ ４４．７ １２．９ ９．８

&

又
鱼 ９．４～１２．１ １１．１ １０．３～２３．４ １６．９ １７．１ ４．９

　　根据鱼类组成和主要经济鱼类成分分析，建库
前的２００６年较１９８７年鱼类多样性水平下降明显。
建库前资源量已经下降的鱼类有倒刺

)

、南方白甲

鱼、三角鲤、稀有白甲鱼、光倒刺
)

、小口白甲鱼、暗

色唇鲮、长臀鎨、大眼鳜、斑鳜共计１０种；成库前的
２次调查结果显示，经济鱼类组成中，斑

,

、鲤等８
种鱼类的数量比较高，卷口鱼、细尾白甲鱼、巴马拟

缨鱼、尼罗罗非鱼、马口鱼、宽鳍鸇的数量有所增加，

反映鱼类向小型化方向发展，且外来种入侵的趋势

明显。

建库后，流水性底栖鱼类的生存空间被压缩至

库尾或支流上端的流水或间歇性流水河段，原资源

量较大的种类如唇鲮、瓣结鱼、卷口鱼、巴马拟缨鱼、

南方白甲鱼、细尾白甲鱼、斑
,

、马口鱼、宽鳍鸇等资

源量减少，原资源量较少的种类如倒刺
)

、三角鲤、

稀有白甲鱼、光倒刺
)

、小口白甲鱼、暗色唇鲮、长臀

鎨等有退出该分布区域的危险。既适应流水生境、

又能适应静缓流生境的种类，在水库蓄水后其生存

空间变大，种群数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如
$

、卷

口鱼、斑
,

、壮体沙鳅等。在增养殖及人工放流的协

助下，鲢、鳙在库区生长迅速；壮体沙鳅、&又鱼、飘鱼、太

湖新银鱼等小型鱼类繁殖迅速；除
$

外，斑
,

等常见

经济鱼类捕捞个体下降，外来种尼罗罗非鱼、黄颡

鱼、太湖新银鱼、露丝塔野鲮等的数量逐渐增多。库

区鱼类向小型化、湖库型及低多样性水平演化。

已有研究表明，河床底质、溶氧、水温、河宽、水

深、流速等是影响鱼类群落分布的关键因子

（Ｂｒｏｗｎ，２０００；Ｓｍｉｔｈ＆Ｋｒａｆｔ，２００５；Ｋａｄｙ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本次调查表明，龙滩大坝的建设改变了原
来水域的生态环境，如水温、流速、流量、水质等。流

水生境减少甚至消失是适应该类型生境鱼类资源量

减少的主要因素；静缓流生境及水体营养水平的增

加，导致适应该类型生境的鱼类数量增加；过度捕捞

及渔业生产中引入外来种或带入外来种也是龙滩水

库鱼类资源变化的因素。因此，龙滩水库鱼类资源

的变化不是单一因素所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

３．２　保护建议
综合分析龙滩水库成库后流水性土著鱼类的分

布格局，鱼类栖息地保护以干支流流水河段的为主，

并适当延伸至干流或支流汇口缓流水域。如干流保

护范围在库尾南盘江平班电站以下、北盘江董箐电

站以下流水河段和坝下岩滩库尾流水江段；支流保

护范围在布柳河干支流及其汇口，蒙江、曹渡河最末

梯级电站以下流水河段及其汇口。

龙滩电站运行后，库区及坝下河段水文情势及

水体理化性质均受上游梯级水库调度的影响，如坝

下低温水下泄、水位涨落频繁、洪水过程弱化等。因

此，在鱼类繁殖季节各梯级水库应联合调度，根据库

区及下游鱼类繁殖习性，尽量考虑鱼类繁殖的生态

需求，制定科学的水库调度运行方案，形成合适的洪

水过程，保证水位相对稳定，使鱼类繁殖和受精卵的

孵化能够顺利进行，并为鱼类早期生长发育创造条

件，使其能够完成整个生命过程，保证鱼类自然种群

的延续，最大程度地保护鱼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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