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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茶巴朗湿地是拉萨河中下游地区的重要湿地之一。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大量外来鱼类进入湿地，

湿地的鱼类群落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于２００９年４月和２０１３年４月对茶巴朗湿地的鱼类资源进行了调查。结
果表明：２００９年，茶巴朗湿地鱼类群落格局以外来鱼类为主、残存有部分土著鱼类，２０１３年外来鱼类完全占领了
该湿地，土著鱼类基本消失。目前，茶巴朗湿地的鱼类主要为外来种麦穗鱼（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ｐａｒｖａ）、小黄黝鱼（Ｍｉ
ｃｒｏｐｅｒｃｏｐｓ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泥鳅（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大鳞副泥鳅（Ｐａｒａ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ｄａｂｒｙａ
ｎｕｓ）以及棒花鱼（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土著鱼类仅极少量残存的高原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和裂腹鱼（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ｘ）类。
外来鱼类已在茶巴朗湿地建立了自然种群，这对与湿地相通的拉萨河流域的土著鱼类资源构成了较大威胁。防

止茶巴朗东部鱼池养殖鱼类的逃逸、提高藏民对外来鱼类的识别能力及其危害的认知、清除外来鱼类、重新引入

土著鱼类等措施对于茶巴朗湿地鱼类及生态系统恢复将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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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关于西藏地区外来鱼类入侵的报道屡
见不鲜（沈红保和郭丽，２００８；陈锋，２００９；普布等，
２０１０；马宝珊，２０１０；周剑等，２０１０）。外来鱼类入侵
已成为导致拉萨河、雅鲁藏布江等高原水体土著鱼

类种群下降、资源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陈锋和陈

毅锋，２０１０；杨汉运等，２０１０；范丽卿等；２０１１）。受特
殊地形以及多变的气候和较低水温的影响，青藏高

原上的鱼类大多生长缓慢、性成熟晚、繁殖力低（西

藏自治区水产局，１９９５；陈毅锋和曹文宣，２０００），其
种群一旦受到破坏，很难恢复。茶巴朗湿地位于拉

萨市曲水县茶巴朗村，与拉萨河连通，是拉萨河中下

游地区的重要湿地之一。关于茶巴朗湿地鱼类资源

的研究未见报道。２００９年４月和２０１３年４月，作者
对茶巴朗湿地的鱼类资源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了

茶巴朗湿地的外来鱼类群落结构，为当地鱼类资源

的保护、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提供基础资料。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地点概况
茶巴朗湿地（２９°２２′３０″～２９°２２′５９″Ｎ，９０°４９′２０″

～９０°５０′３０″Ｅ）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茶巴

朗村，沿拉萨河右岸呈带状分布，并有水渠与拉萨河

相通。湿地平均海拔３６００ｍ，总面积２０ｈｍ２，属于
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４４１．９ｍｍ，
年平均气温７．１８℃。茶巴朗湿地为芦苇坑塘型湿
地，主要植物为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香蒲
（Ｔｙｐｈ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和水葱（Ｓｃｉｒｐｕｓｔａｂｅｒｎａｅｍｏｎｔａｎｉ）
等（谢后凤等，２０１１；摆万奇等，２０１２）。湿地现分为
东、中、西３部分，东部已改造为鱼池，中部和西部为
芦苇塘（四周为芦苇，中间为敞水区）。１９９７－２００７
年间每年投放草鱼和鲤鱼种到东部鱼池，东部鱼池

与中部苇荡相通的水道虽有拦鱼设备，但小规格鱼

可以通过。

１．２　标本采集与处理
分别于２００９年４月和２０１３年４月，在湿地近

岸浅水区和中央敞水区不同位置设置采样点，采用

地笼（网目１．５ｃｍ）和定置刺网（网目７．５ｃｍ）多次
捕捞，获得所有鱼类标本。对采集到的鱼类样本依

《鱼类学》（谢从新，２０１０）、《西藏鱼类及其资源》
（西藏自治区水产局，１９９５）和《中国条鳅志》（朱松
泉，１９８９）进行鉴定。数显测微尺测量渔获物全长
（ＴＬ）、体长（ＢＬ）（精确到０．０１ｍｍ），电子秤称体重
（ＢＷ）（精确到０．０１ｇ），并用１０％福尔马林溶液浸
泡，带回实验室保存。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３年的样本分
别处理，并进行比较分析。数据分析与制图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ＰＡＳＷ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８．０以及 Ｏｒｉｇ
ｉｎＰｒｏ８．５．１软件进行，检验标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茶巴朗湿地鱼类组成与变化
２００９年４月在茶巴朗湿地共采集鱼类 ４１１６

尾，渔获物总重１５８０５ｇ，经鉴定，隶属于３目４科
１１属１３种。其中外来鱼类８种４０９８尾，土著鱼类
５种１８尾，外来鱼类占渔获物总种类数的６１．５％，
总数的９９．５６％，总重量的９９．３２％，具有绝对优势；
土著鱼类数量极少，仅占渔获物总数的０．４４％、总
重量的０．６８％，且均为小个体的裂腹鱼类和高原鳅
属鱼类。２００９年４月茶巴朗湿地土著鱼类的全长

和体重见表１。
２０１３年４月调查，共采集鱼类２１１６尾，渔获物

总重４５９７ｇ，经鉴定，隶属２目３科５属５种，均为
外来鱼类。

茶巴朗湿地的鱼类２次调查结果见表２。出现
频率较高的外类鱼类为：麦穗鱼（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ｐａｒ
ｖａ）、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小黄黝鱼（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ｃｏｐｓ
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泥鳅（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棒花
鱼（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以及大鳞副泥鳅（Ｐａｒａｍｉｓｇｕｒ
ｎｕｓｄａｂｒｙａｎｕｓ）。

表１　２００９年茶巴朗湿地土著鱼类的全长和体重
Ｔａｂ．１　Ｔｏｔ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ｎａｔｉｖｅｆｉｓｈｅｓｏｆＣｈａｂａｌａｎｇＷｅｔｌａｎｄｉｎ２００９

种　　名
样本／

尾

全长／ｍｍ 体重／ｇ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拉萨裸裂尻鱼Ｓ．ｙ．ｙｏｕｎｇｈｕｓｂａｎｄｉ ５ ７３．５９～８９．７８ ８３．９６±６．４４ ３．２３～６．４０ ４．９３±１．１３
尖裸鲤Ｏ．ｓｔｅｗａｒｔｉｉ ６ ８５．２９～９８．１８ ９１．５２±５．５１ ４．２９～７．４２ ５．９３±１．３９
细尾高原鳅Ｔ．ｓｔｅｎｕｒａ ２ ５９．１９～１０３．１４ ８１．１７±３１．０８ １．５２～７．８０ ４．６６±４．４４
东方高原鳅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４ ８０．０５～１２１．５６ ９８．２８±１７．２７ ３．４６～１１．５４ ６．７７±３．４０
西藏高原鳅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ａ １ １０９．０５ １１．１１

　　２００９年４月，茶巴朗湿地共有外来鱼类８种，
分别为麦穗鱼、鲫、鲤、小黄黝鱼、泥鳅、草鱼、鲇、棒

花鱼。麦穗鱼是茶巴朗湿地的绝对优势种，占渔获

物总数的 ５３．７９％；鲫、小黄黝鱼和泥鳅分别占渔获
物总数的２１．２６％、１７．１３％和６．６１％，棒花鱼仅占
０．７０％。

２０１３年４月茶巴朗湿地有外来鱼类５种，分别
为麦穗鱼、小黄黝鱼、棒花鱼、鲫和大鳞副泥鳅。麦

穗鱼仍是主要优势种，占渔获物总数的４３．２４％，但
相比２００９年下降了１９．６１％；小黄黝鱼和棒花鱼在
渔获物中的比例较 ２００９年大为提高，分别为
３８．４２％和１３．８０％，鲫占２．４１％，大鳞副泥鳅占
２．１３％。茶巴朗湿地主要外来鱼类的比例变化如图
１。结合表２、图１来看，目前茶巴朗湿地鱼类的生
物多样性已严重丧失。一方面，土著鱼类基本消失，

外来鱼类草鱼、鲤、鲇等也销声匿迹，湿地的鱼类群

落结构更加简单；另一方面，鱼类个体逐渐小型化，

以对环境具有较强适应能力、具有较大入侵潜力的

麦穗鱼、小黄黝鱼、棒花鱼等小型野杂鱼为主。

２．２　茶巴朗湿地主要外来鱼类的全长、体重分布
茶巴朗湿地主要外来鱼类的全长以及体重见表

３，分布见图２、见图３。
将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３年麦穗鱼、小黄黝鱼以及鲫

的全长和体重分布分别进行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检
验发现，３种鱼的全长、体重分布均年间均存在极显

著差异（Ｐ＜０．００１）。

图１　茶巴朗湿地主要外来鱼类渔获比例

Ｆｉｇ．１　Ｃａｔｃｈ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ｅｘｏｔｉｃ

ｆｉｓｈｅｓｉｎＣｈａｂａｌａｎｇＷｅｔｌａｎｄ

３　讨论

３．１　茶巴朗湿地鱼类资源演变
茶巴朗湿地为芦苇坑塘型湿地，水体较浅、水流

平缓、植被茂盛，饵料资源丰富，适合常在河流、湖

泊、池沼等水体浅水处活动的高原鳅属鱼类生存繁

衍（武云飞和吴翠珍，１９９１；西藏自治区水产局，
１９９５），在拉萨河的静水河汊中原本生活的是裂腹
鱼类幼鱼和高原鳅（陈锋和陈毅锋，２０１０）。但调查
发现茶巴朗湿地的土著鱼类极少，２００９年曾捕获３
种高原鳅和２种裂腹鱼，但样本量极少，仅 １８尾，
２０１３年所采鱼类全部为外来鱼类，未捕获到土著鱼
类。虽然由于未连续采样结果具有一定偶然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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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茶巴朗湿地的鱼类调查结果
Ｔａｂ．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ｉｓｈ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ＣｈａｂａｌａｎｇＷｅｔｌａｎｄ

鱼　　类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３年

数量／尾 占总尾数％ 数量／尾 占总尾数％
Ｉ鲤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ｉ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１裂腹鱼亚科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ｃｉｎａｅ
　 １）尖裸鲤属Ｏｘｙ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１）尖裸鲤 Ｏ．ｓｔｅｗａｒｔｉｉ ６ ０．１５
　 ２）裸裂尻鱼属Ｓｃｈｉｚｏｐｙｇｏｐｓｉｓ
　　（２）拉萨裸裂尻鱼Ｓ．ｙ．ｙｏｕｎｇｈｕｓｂａｎｄｉ ５ ０．１２
　２雅罗鱼亚科 Ｇｙｍｎｏｄａｎｉｏ
　 ３）草鱼属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３）★草鱼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ｕｓ １ ０．０２
　３鲤亚科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４）鲫属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４）★鲫 Ｃ．ａｕｒａｔｕｓ ８７５（３０１） ２１．２６ ５１（５１） ２．４１
　 ５）鲤属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５）★鲤 Ｃ．（Ｃｙｐ．）ｃａｕｐｉｏ １ ０．０２
　４?亚科 Ｇｏｂｉｏｎｉｎａｅ
　 ６）麦穗鱼属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
　　（６）★麦穗鱼 Ｐ．ｐａｒｖａ ２２１４（６８６） ５３．７９ ９１５（９１５） ４３．２４
　 ７）棒花鱼属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
　　（７）★棒花鱼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２９ ０．７０ ２９２（２９２） １３．８０
ｉｉ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５条鳅亚科 Ｎｅｍａｃｈｅｉｌｉｎａｅ

　 ８）高原鳅属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８）西藏高原鳅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ａ １ ０．０２

　　（９）东方高原鳅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４ ０．１０

　　（１０）细尾高原鳅Ｔ．ｓｔｅｎｕｒａ ２ ０．０５

　６花鳅亚科 Ｃｏｂｉｔｉｎａｅ

　 ９）泥鳅属 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

　　（１１）★泥鳅 Ｍ．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２７２（１９７） ６．６１

　 １０）副泥鳅属 Ｐａｒａ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

　　（１２）★大鳞副泥鳅Ｐ．ｄａｂｒｙａｎｕｓ ４５（４５） ２．１３

ＩＩ鲇形目Ｓｉ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ｉｉｉ鲇科 Ｓｉｌｕｒｉｄａｅ
　 １１）鲇属 Ｓｉｌｕｒｕｓ
　　（１３）★鲇 Ｓ．ａｓｏｔｕｓ １ ０．０２
ＩＩＩ鲈形目
ｉｖ塘鳢科Ｅｌｅｏｔｒｉｄａｅ

　 １２）小黄黝属 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ｃｏｐｓ

　　（１４）★小黄黝鱼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ｃｏｐｓ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 ７０５（２９１） １７．１３ ８１３（８１３） ３８．４２

　　注：★表示外来鱼类，括号内为测量了体长和体重数据的样本数。

Ｎｏｔ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ｅｘｏｔｉｃ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ｄａｔａｉｎｂｒａｃｋｅｔｓａｒ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ｔｏｔ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

说明茶巴朗湿地外来种入侵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目前在茶巴朗湿地分布最广、种群数量最多、最稳定

的外来鱼类主要是麦穗鱼、小黄黝鱼以及棒花鱼，在

生态上均属于典型的“ｒ”对策者（叶富良和陈刚，
１９９８；Ｏｎｉｋｕｒａ＆Ｎａｋａｊｉｍａ，２０１３），个体小、寿命短、
世代更新快，具有很高的种群重建能力（殷名称，

１９９５），入侵潜力不可忽视。其中麦穗鱼被认为是

目前世界上最具入侵潜力的鱼类之一，已成功入侵

到欧洲以及中东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Ｇｏｚｌ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在我国这些鱼类主要入侵西藏、云南等高
原水体（陈锋，２００９；袁刚等，２０１０；陈锋和陈毅锋，
２０１０），是导致云南抚仙湖、洱海等湖泊大多数土著
鱼类种群下降甚至灭绝的主要原因之一（潘勇等，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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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茶巴朗湿地主要外来鱼类的全长与体重
Ｔａｂ．３　Ｔｏｔ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ｅｘｏｔｉｃｆｉｓｈｅｓｏｆＣｈａｂａｌａｎｇＷｅｔｌａｎｄ

种　　名 年份
样本／

尾

全长／ｍｍ 体重／ｇ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麦穗鱼Ｐ．ｐａｒｖａ
２００９ ６８６ ４８．１６±１２．７３ ２４．３６～９６．６４ １．４６±１．２７ ０．１１～１１．２６
２０１３ ９１５ ４９．５９±９．３８ ２８．００～９２．００ １．６１±０．９７ ０．２２～１０．５９

鲫Ｃ．ａｕｒａｔｕｓ
２００９ ３０１ ７７．４０±２７．１７ ３５．４２～１８１．４０ １０．２０±１２．２３ ０．４０～１０６．００
２０１３ ５１ ９５．３１±４５．６７ ３１．００～１７９．００ ２４．９８±２７．５８ ０．４６～１１７．１２

小黄黝鱼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ｃｏｐｓ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
２００９ ２９１ ４１．７６±５．９１ ３０．９５～５９．４６ ０．９５±０．４５ ０．３４～２．５９
２０１３ ８１３ ３７．４６±４．５５ ２７．２１～５８．４５ ０．７６±０．３０ ０．２５～２．５４

泥鳅Ｍ．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２００９ １９７ １２７．６６±２１．０５ ６１．２４～１９０．５４ １２．２０±６．９２ １．３１～４３．０１
大鳞副泥鳅Ｐ．ｄａｂｒｙａｎｕｓ ２０１３ ８１３ ３７．４６±４．５５ ２７．２１～５８．４５ ０．７６±０．３０ ０．２５～２．５４
棒花鱼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２０１３ ２９２ ４７．０８±８．８４ ３５．３５～８０．９４ １．２４±０．９０ ０．３５～７．０１

图２　茶巴朗湿地主要外来鱼类的全长分布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ｔｏｔ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ｇｒｏｕｐｏｆｍａｉｎｅｘｏｔｉｃｆｉｓｈｅｓ

　　本研究中，茶巴朗湿地生态系统封闭性较高，群
落结构较为简单，物种多样性较低，相对平衡易被打

破，而其静水缓流的环境、丰富的水生植被以及泥沼

底质等又为外来鱼类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繁衍条件。

因此外来鱼类能迅速适应并成功建群、扩散，进而排

挤土著鱼类。

３．２　西藏地区外来鱼类的入侵概况
茶巴朗湿地外来鱼类入侵现状只是西藏地区外

来鱼类入侵的一个缩影。据报道，拉萨河流域多处

湿地均出现了外来鱼类（范丽卿等，２０１０）；本研究
报道的外来鱼类中除棒花鱼以外，其他几种鱼在拉

萨河以及拉萨河流域的拉鲁湿地均有发现（陈锋和

陈毅锋，２０１０；范丽卿等，２０１１）。鲫和泥鳅是西藏地
区分布较为广泛的入侵鱼类（沈红保和郭丽，２００８；
马宝珊，２０１０；杨汉运等，２０１０；周剑等，２０１０），特
别是鲫已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自然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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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茶巴朗湿地主要外来鱼类的体重分布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ｕｐｏｆｍａｉｎｅｘｏｔｉｃｆｉｓｈｅｓ

（陈锋，２００９）。大鳞副泥鳅也已成功入侵到尼洋河
流域和雅鲁藏布江流域（沈红保和郭丽，２００８；马宝
珊，２０１０）；本研究中大鳞副泥鳅在茶巴朗湿地有不
同规格大小的个体，且部分已进入繁殖期，俨然已形

成了定植种群。关于西藏地区棒花鱼的报道较少，

仅见于杨汉运（２０１０）的研究；本研究２次调查棒花
鱼在渔获物种所占的比例由２００９年的０．７％陡增
至２０１３年的１３．８０％，呈入侵加速趋势，说明棒花
鱼也在茶巴朗湿地建立了种群，并处于种群扩大阶

段。综上所述，目前茶巴朗湿地的主要外来鱼类为

麦穗鱼、小黄黝鱼、棒花鱼、鲫、大鳞副泥鳅和泥鳅，

同时已遍及整个拉萨河流域和雅鲁藏布江流域。

３．３　外来鱼类的危害与控制
入侵茶巴朗湿地的这些外来鱼类均对环境具有

较强耐受性，生态幅宽，能迅速适应环境变化并建立

种群（陈叙龙等，１９９４；Ａｂｒａｍｅｎｋ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Ｒｏｓｅｃ
ｃ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Ｐｏｌｌｕｘ＆Ｋｏｒｏｓｉ，２００６；Ｌｏｒｅｎｚｏｎ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金志民等，２０１１；王玉新等，２０１２），他们的存在
对土著鱼类的生存繁衍构成了严重威胁。首先，这

些鱼类均为杂食性鱼类（张世萍，１９９３；周材权等，
１９９８；印杰等，２０００；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２００１；杨瑞斌
等，２００４；陈锋，２００９；），且多能根据环境中食物的易
得性及喜好性调整食物结构，对当地土著鱼类构成

了强烈的食物竞争；其次，麦穗鱼、棒花鱼、鲫等还能

吞食土著鱼类的卵（Ｓｃｏｔｔ＆Ｃｒｏｓｓｍａｎ，１９７３；金克伟
等，１９９６），从而对土著鱼类种群的延续构成威胁；
第三，外来鱼类种群数量的扩大也威胁着土著鱼类

的生存空间。目前，这些外来鱼类已经造成了茶巴

朗湿地土著鱼类的基本绝迹，考虑到与茶巴朗湿地

连通的拉萨河中的外来鱼类总计达到 ４２．５％（陈锋
和陈毅锋，２０１０），为防止外来鱼类的进一步扩散，
应立即采取必要可行的措施。

清除茶巴朗湿地的外来鱼类以恢复土著鱼类种

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１）对东部鱼池中的
鱼类进行严格监控，严防其中的鱼类向茶巴朗湿地

逃逸；（２）考虑到藏民有放生的习俗，加强有关外来
鱼类鉴别和危害的宣传教育，提高藏民对外来鱼类

的识别及其危害的认知，使藏民能够有选择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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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放生（陈锋和陈毅锋等，２０１０；范丽卿等，
２０１１）；（３）采用地笼、刺网、拖网等捕捞，最大限度
清除外来鱼类，促进土著鱼类生长繁殖和种群恢复

（Ｂｒｉｔｔｏｎ＆Ｂｒａｚｉｅｒ，２００６；Ｂｒｉｔ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４）重
新引入土著鱼类，为了较快恢复种群可多次引种；

（５）加强湿地外来鱼类的动态监测，采取拦网等措
施防止湿地的外来鱼类向拉萨河逃逸、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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