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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报
塔里木河阿拉尔段叶尔羌高原鳅群体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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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塔里木河阿拉尔段叶尔羌高原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Ｈｅｄｉｎｉｃｈｔｈｙｓ）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Ｄａｙ）］形态特征、体长分布、体
重分布、体重与体长的关系以及肥满度进行了初步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塔里木河野生叶尔羌高原鳅体长分布在

５．２～２２．５ｃｍ，体重分布在２．８～１２８．１ｇ，体重与体长的关系式为 Ｗ＝０．０６６５Ｌ２．３８１３（ｒ＝０．８２５９），Ｆｕｌｔｏｎ肥满度平
均为１．２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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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流河，全长２３００ｋｍ，
该流域是典型的大陆性荒漠气候区。叶尔羌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Ｈｅｄｉｎｉｃｈｔｈｙｓ）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Ｄａｙ）］是
生活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优势土著鱼类之一，分类上

隶属于鲤形目、鳅科、条鳅亚科、高原鳅属（朱朝阳

等，１９９９）；由于塔木河中大型凶猛性鱼类较少，使
得叶尔羌高原鳅有了良好的生存空间，形成较大群

体，其广泛分布于塔里木河的干流、支流、湖泊和池

沼中（朱松泉，１９８９）。
近几年来，由于塔里木河水资源被严重破坏及

水资源利用率低，鱼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土著鱼

类资源不断下降，加之叶尔羌高原鳅口感好、营养丰

富和脂肪含量低，深受当地居民的青睐，价格一直上

扬，对其形成了灭绝式的捕捞，使其资源受到了严重

的破坏；而叶尔羌高原鳅作为塔里木河生态系统食

物链中的一部分，其群体生活状态直接关系到整个

生态系统的稳定。因此，开展对野生叶尔羌高原鳅

群体特征分析，掌握其群体特征的变化情况，对于反

映塔里木河水系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土著鱼类资

源的生存状况以及渔政管理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

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研究材料取自塔里木河阿拉尔段水域，由当地

渔民利用拦网和小型张网进行捕捞，分别在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１８日、１０月２５日、１１月４日和１１月１５日采
集叶尔羌高原鳅标本３３０余尾，随机取样１３３尾，利
用游标卡尺和天平等工具测量鱼的体长、全长、体高

和体重，连同采集时间一并纪录，并进行了相关指标

的统计。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特征
测量标本１３３尾，全长７．８～２５．６ｃｍ，体长５．２

～２２．５ｃｍ；其体形稍长，前躯圆筒形，胸鳍附近很
宽，腹部平坦，后躯渐侧扁，尾柄很短，尾柄高不及尾



柄长的１／２；头部短粗，呈锥形，平扁；口下位，呈弧
形，口裂较宽；两眼间平坦，眼小；鼻孔在眼的内侧，

无鳞，皮肤光滑，侧线完全，背鳍位于体中偏前，背后

距大于背前距，鳔前室肥大，分左右两侧泡，分别包

于骨囊内，后室退化。

２．２　群体组成
２．２．１　体长（Ｌ）分布　５２≤Ｌ＜１００ｃｍ的个体占
总数的３５．３４％，１００≤Ｌ＜１５０ｃｍ的个体占总数
的４２８６％，１５．０≤Ｌ＜２０．０ｃｍ的个体占总数的
１７２９％，Ｌ≥２０．０ｃｍ以上个体较少，仅占总数的
４．５１％。

在采集的样本鱼中，其中体长最长的１尾达到
２２．５ｃｍ，体重１２８１ｇ。叶尔羌高原鳅作为较低等
的脊椎动物，绝对年龄较难鉴定且工作量较大，再加

上本身个体较小，而且对于高原鳅年龄的鉴定文献

较少，仅见于曾霖和唐文乔（２０１０）的报道。可根据
其体长和年龄基本成正比的关系，推测其种群的相

对年龄结构。统计数据形成一个基部略窄、中央略

宽和顶部狭窄的年龄锥体。据任波等（２００４）报道，
７．０ｃｍ左右的叶尔羌高原鳅个体性腺已发育成熟，
说明５．２～１００ｃｍ的个体基本处于幼体或亚成体，
其幼体数量比成体数量少，就意味着叶尔羌高原鳅

种群结构基本稳定。

２．２．２　体重（Ｗ）分布　同样对采集的１３３尾叶尔
羌高原鳅进行统计，体重分布比较分散，波动在２８
～１２８．１ｇ；２８≤Ｗ＜３０．０ｇ的个体为多数，占总数
的７１４３％；其次为３０．０≤Ｗ＜６０．０ｇ的个体，占总
数的１７２９％；６０．０≤Ｗ＜９０．０ｇ的个体占总数的
３．７６％；而Ｗ≥９０．０ｇ以上的个体则较少，仅占总数
的７．５２％。
２．２．３　体重与体长的关系　运用体重与体长经验
公式Ｗ＝ａＬｂ对１３３尾叶尔羌高原鳅标本的体重和
体长数据进行统计拟合，其结果为：

Ｗ＝０．０６６５Ｌ２．３８１３（ｒ＝０．８２５９）
叶尔羌高原鳅体重与体长的相关曲线见图１。
上述拟合的结果中，明显 ｂ≠３，属于异速生长

（叶富良和张健东，２００２；Ｗ Ｅ里克，１９８４）；说明该
种群的生长状况基本上是正常的。叶尔羌高原鳅体

重与体长关系 Ｗ＝０．０６６５Ｌ２．３８１３与任波等（２００４）报
道的阿克苏河叶尔羌高原鳅 Ｗ＝０．０３９７４８Ｌ２．０３６４９相
比较有一定的差异。

２．２．４　肥满度比较　采用 Ｆｕｌｔｏｎ（１９０２）肥满度计
算公式Ｋ＝（Ｗ／Ｌ３）×１００对１３３尾叶尔羌高原鳅标

图１　体重和体长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

本按不同的体长组进行分析；其中，５．０≤Ｌ＜
１００ｃｍ的个体肥满度为 １４５１６，１０．０≤ Ｌ＜
１５０ｃｍ的个体肥满度为 １２７５０，１５０≤ Ｌ＜
２００ｃｍ的个体肥满度为 １４２７０，２００≤ Ｌ＜
２５０ｃｍ的个体肥满度 ０８７５，肥满度平均为
１２５８３；小于任波等（２００４）报道的阿克苏河叶尔羌
高原鳅的肥满度平均值 １．４６。

３　讨论

３．１　种群变化
从我们２００６年采集的鱼体样本进行体长推算

和分析，并与任波等（２００４）的研究比较，发现塔里
木河阿拉尔段的叶尔羌高原鳅种群结构基本稳定，

但由于近几年其繁殖工作一直在继续中，还未取得

突破性进展，对于补充阿拉尔河段叶尔羌高原鳅仍

未达到一定的功效，再加上水体流量的缩小，繁殖受

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种群数量降低的趋势加剧，而

其中过度捕捞、水域污染和环境恶化则可能是导致

其种群衰退的主要原因，如不尽快采取行之有效的

保护措施，将会导致其种群数量继续减少。

３．２　肥满度
从肥满度数据来看，即使是同一种鱼，在不同的

捕获季节和不同水域，其值都有可能不同（叶富良

和张健东，２００２）；而我们采样的季节是冬季，随着
水温的下降，鱼体摄食量减少，因此肥满度较阿克苏

河叶尔羌高原鳅略低，再加上阿克苏河作为塔里木

河的主源支流，也可能是由于两地的水域生态环境

及营养条件的不同，导致结果有所差异。

３．３　生长差异
叶尔羌高原鳅体重与体长的关系 Ｗ ＝

００６６５Ｌ２．３８１３与任波等（２００４）报道的阿克苏河叶尔
羌高原鳅 Ｗ＝０．０３９７４８Ｌ２．０３６４９相比也有一定的差
异，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对此鱼采集的地点、季节以及

４４１ 第３２卷第２期　 　　　　　　　　　水 生 态 学 杂 志　　　　　　　　　　　　　　　　　２０１１年３月



该种群的生长条件和环境状况不同造成的。

３．４　保护措施
塔里木河阿拉尔段叶尔羌高原鳅体重在６０．０ｇ

以上的个体只占总数的１１．２８％，商品鱼群体数量
严重不足，过度捕捞导致其生存环境的继续恶化可

能是主要原因。塔里木河流域作为生态脆弱区，应

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保护流域的生态环境，并严格

执行渔业法律法规，积极开展对叶尔羌高原鳅的生

长、营养生理、繁殖生理以及行为学的研究，为其人

工繁育饲养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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