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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流域天柱段鱼类资源调查

孟立霞１，潘年庆１，薛明淦２

（１．凯里学院环境与生命科学学院，贵州 凯里 ５５６０１１；２．天柱县农业局，贵州 天柱 ５５６６００）

　　摘　要：对清水江流域天柱段的鱼类资源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共有５２种（亚种），隶属４目１２科
４１属，其中以鲤形目种类最多，鲈形目、鲇形目次之，合鳃目最少。干流分布的鱼类种类比支流多；小型
野杂鱼种类多，大中型鱼类较少。近些年来鱼类资源呈减少的趋势，主要是受过度捕捞、水利工程和水

域环境污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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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江位于贵州东南部，属于长江水系，在黔东南

天柱县流经坌处、竹林、远口、白市、江东和瓮洞６个乡

镇，沿岸濒江的村寨５０余个，流经河段７７ｋｍ，沿河接纳

三门溪、鉴江河、圭大溪、汶溪河、江东溪、瓦窑江、瓮瓦

溪等诸条溪河，于瓮洞镇的下金紫村流入湖南，出省河

口海拔２１６ｍ。该流域气候温暖，常年雨量充沛，生境类

型多种多样，蕴育着丰富的鱼类资源。１９８９年伍律［１］对

清水江鱼类进行过记录，代应贵等人［２］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和２００３年对清水江鱼类资源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

１０年来，随着该地区渔业资源的开发、水利工程建设和

水域环境污染的存在，清水江天柱段鱼类资源现状却无

相关报道。本文通过对清水江流域天柱段鱼类资源现

状调查，对该区域鱼类的组成、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旨在为更好地保护该区域的鱼类资源和合理地

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方法

依据《内陆水域渔业自然资源调查手册》［３］按清水

江从上游向下游方向设置调查点，设立凤城镇、远口镇、

白市镇、瓮洞镇４个调查点，其中干流调查点３个，支流

１个。先后于２０１１年４月和６月２次对４个站位进行

调查和鱼类标本采集，以分析清水江流域天柱段鱼类资

源现状。采取现场捕捞与市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并走访当地渔民和渔业主管部门，了解鱼类资源现状以

及历史资料。标本采集主要使用刺网和电鱼机进行捕

捞，还在各个调查点集市收集，并在凤城镇、远口镇、白

市镇各采集点委派渔民专人长期进行采集并记录。采

集到的样本现场用１０％福尔马林溶液固定，注明采集时
间以及采集地点；带回实验室后用５％福尔马林溶液保
存。采集到的标本依据《贵州鱼类志》［１］和《中国淡水鱼

类检索》［４］、《中国鲤科鱼类志》［５］进行鉴定。根据调查

中鱼类的出现率将清水江鱼类划分为优势种、普通种和

稀有种。出现率为出现某种鱼类的调查点数占调查点

总数的百分比。其中稀有种的出现率≤３０％，优势种的
出现率≥６０％ ，普通种的出现率即为３０％～６０％［６］。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鱼类种类组成

在此调查期间共采集到鱼类５２种（亚种）（表１），
隶属４目１２科 ４１属。其中胡子鲇为清水江流域天柱
段鱼类外来种［２］，其余均为土著鱼类。该区段鱼类中鲤

形目最多，有３４种，占鱼类总种数的６５４％。其次，鲈
形目有９种，占１７３％；鲇形目有８种，占１５４％；合鳃
目最少，仅１种，占１９％。在科的水平上，该区鱼类以
鲤科鱼类最多，为２７种，占土著鱼类总种数５２９％。其
次，鳅科、

!

科各有５种，各占 ９６％。而鲇科、胡子鲇
科、鎣科、合鳃科、塘鳢科、鳢科等均各只有１种，所占比



例很低。该区段鲤科鱼类以?亚科最多，为６种；其次，

"

亚科和鳊亚科各有５种；雅罗鱼亚科有４种；
#$

亚

科、鲢亚科、鲤亚科均各为２种。

鲤、长薄鳅、白甲鱼、斑鳜、大鳍
%

和黄鳝等大中型

鱼类有２１种，占清水江鱼类种数的４０３８％。经济鱼类

有３１种，占５９６１％。泥鳅、草鱼、马口鱼、宽鳍鸇、大眼

华鳊、高体
#$

、宽口光唇鱼、棒花鱼、鲤、鲫、唇鱼骨、花

鱼骨、大鳍
&

、黄颡鱼、鲇、月鳢、鳙鱼和黄鳝等１８种鱼

类的出现率相对较高，形成一定的捕捞量，具有一定的

渔业利用价值。

表１ 清水江流域天柱段鱼类名录

分　类 出现率／％ 经济鱼类 大中型鱼类

鲤形目 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薄鳅属 Ｌｅｐｔｏｂｏｔｉａ
长薄鳅 Ｌｅｌｏｎｇａｔｅ ２５ √ √
桂林薄鳅Ｌｇｕｉ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０
副沙鳅属 Ｐａｒａｂｏｔｉａ
漓江副沙鳅 Ｐｌｉ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２５
点面副沙鳅 Ｐｍａｃｕｌｏｓａ ５０
泥鳅属 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
泥鳅 Ｍ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７５ √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雅罗鱼亚科 Ｌｅｕｃｉｓｃｉｎａｅ
青鱼属 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青鱼 Ｍｐｉｃｅｕｓ ２５ √ √
草鱼属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草鱼 Ｃｉｄｅｌｌｕｓ ５０ √ √
马口鱼属 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ｈｔｈｙｓ
马口鱼 Ｏｂｉｄｅｎｓ１００
鸇属 Ｚａｃｃｏ
宽鳍鸇 Ｚｐｌａｔｙｐｕｓ １００
鳊亚科 Ａｂｒａｍｉｄｉｎａｅ
'

属 Ｃｕｌｔｅｒ
红鳍

'

Ｃ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５０ √ √
拟 属

Ｐｓｅｕｄｏ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ＮｉｃｈｏｌｓｅｔＰｏｐｅ
南方拟 Ｐｄｉｓｐａｒ ２５
属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２５

鲂属 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ｅ
三角鲂 Ｍ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ｓ ２５ √ √
华鳊属 Ｓｉｎｉｂｒａｍａ
大眼华鳊 Ｓｍａｃｒｏｐｓ ５０
鲴亚科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ｎａｅ
圆吻鲴属 Ｄｉｓｔｏｅｃｈｏｄｏｎ
圆吻鲴 Ｄｔｕｍ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２５ √ √
鲢亚科 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ｉｎａｅ
鲢属 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鲢 Ｈ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５０ √ √
鳙属 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
鳙 Ａｎｏｂｉｌｉｓ ５０ √ √


$

亚科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ｉｎａｅ


$

属 Ｒｈｏｄｅｕｓ
高体

$

Ｒ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１００

副?属 Ｐａｒ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广西副? Ｐ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ｕｓ ２５
"

亚科 Ｂａｒｂｉｎａｅ
光唇鱼属 Ａｃｒｏｓｓｏｃｈｅｉｌｕｓ
口光唇鱼 Ａ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ａ ５０
厚唇鱼 Ａｌａｂｉａｔｕｓ １００ √
突吻鱼属Ｏｎｙｃｈｏｓｏｔｏｍａ
南方白甲鱼 Ｏｇｅｒｌａｃｈｉ ２５ √ √
白甲鱼 Ｏｓｉｍａ √ √
直口鲮属 Ｒｅｃｔｏｒｉｓ
直口鲮 Ｒｐｏｓｅｈｅｎｓｉｓ ２５ √
?亚科 Ｇｏｂｉｏｎｉｎａｅ
棒花鱼属 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
棒花鱼 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５０
属 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
唇 Ｈｌａｂｅｏ ７５ √
花 Ｈ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７５ √ √
吻?属 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ｏ
吻? Ｒｔｙｐｕｓ ２５
麦穗鱼属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
麦穗鱼 Ｐｐａｒｖａ １００
(

属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小

(

Ｓｐａｒｖｕｓ ２５
鲤亚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ｎａｅ
鲫属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鲫 Ｃａｕｒａｔｕｓ １００ √ √
鲤属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鲤 Ｃｃａｒｐｉｏ １００ √ √
平鳍鳅科 Ｈｏｍａｌ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ｅ
平鳍鳅亚科 Ｈｏｍａｌｏｐｔｅｒｉｎａｅ
华吸鳅属 Ｓｉｎｏｇａｓｔｒｏｍｙｚｏｎ
下司华吸鳅 Ｓｈｓｉａｓｈｉｅｎｓｉｓ ５０
腹吸鳅亚科 Ｇａｓｔｒｏｍｙｚｏｎｉｎａｅ
原缨口鳅属 Ｖａｎｍａｎｅｎｉａ
平舟原缨口鳅Ｖｐｉｎｇ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７５
鲇形目 Ｓｉ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鲇科 Ｓｉｌｕｒｉｄａｅ
鲇属 Ｐａｒａｓｉｌｕｒｕｓ
鲇 Ｐａｓｏｔｕｓ １００ √ √
胡鲇科 Ｃｌａｒｉｉｄａｅ
胡鲇属 Ｃｌａｒｉａｓ
胡子鲇 Ｃｆｕｓｃｕｓ ２５ √ √
!

科 Ｂａｇｒｉｄａｅ
鎨属 Ｌｅｉｏｃａｓｓｉｓ
粗唇鎨 Ｌｃｒａｓｓｉｌａｂｒｉｓ ７５ √
&

属 Ｍｙｓｔｕｓ
大鳍

&

Ｍｍａ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１００ √ √
黄颡鱼属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
黄颡鱼 Ｐ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 ７５ √
拟

!

属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
长脂拟

!

Ｐａｄｉｐｏｓａｌｉｓ ７５ √
凹尾拟

!

Ｐｔｅｎｕｉｓ ５０ √
鎣科 Ｓｉｓｏｒｉｄａｅ
纹胸鎣属 Ｇｌｙｐｔｏｔｈｏｒａｘ
福建纹胸鎣 Ｇｆｕｋｉｅｎｓｉｓ ７５
合鳃目 Ｓｙｍｂｒａｎｃｈｉｆｏｒｍｅｓ
黄鳝属 Ｍｏｎｏｐｔｅｒｕｓ
黄鳝 Ｍａｌｂｕｓ １００ √ √
鲈形目 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鎠科 Ｓｅｒｒａｎｉｄａｅ
鳜鱼属 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
长体鳜 Ｓｒｏｕｌｅｉ ５０ √
暗鳜 Ｓｏｂｓｃｕｒａ ２５ √ √
斑鳜 Ｓｓｃｈｅｒｚｅｒｉ ５０ √ √

８９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６月



石鳜 Ｓｕｎｄｕｌａｔｅ ２５ √ √
塘鳢科 Ｅｌｅｏｔｒｉｄａｅ
沙塘鳢属 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ｓ
沙塘鳢 Ｏｏｂｓｃｕｒｕｓ １００ √
)

虎鱼科 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栉

)

虎鱼属 Ｃｔｅｎｏｇｏｂｉｕｓ
褐栉

)

虎鱼 Ｃｂｒｕｎｎｅｕｓ ７５
洞庭栉

)

虎鱼 Ｃ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ｐｏｐｅｉ ２５
普栉

)

虎鱼 Ｃｇｉｕｒｉｎｕｓ ５０
鳢科 Ｃｈａｎｎｉｄａｅ
鳢属 Ｃｈａｎｎａ
月鳢 Ｃ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７５ √

２２ 鱼类的分布格局

经实地调查和走访得知，分布于该区段河流的５２

种鱼类中，有多种半洄游性鱼类，如白甲鱼、南方白甲

鱼、鲤、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吻?、黄颡鱼等；有少数

如黄鳝、泥鳅等定居性鱼类。此外，经实地调查发现在

该区有埂洞、关上塘、牛场湾、青鱼塘、青云塘、三门塘、

云塘湾、宰贡塘等８处较大的天然鱼类产卵场。

２３ 资源评价

目前该区域鱼类中，泥鳅、鲤、马口鱼、月鳢、斑鳜和

鲇等２２种鱼类为优势种，占该区鱼类总种数的４２３％。

点面副沙鳅、大眼华鳊、下司华吸鳅、凹尾拟
!

、斑鳜和

长体鳜等１３种（亚种）鱼类为普通种，占总种数的２５％。

稀有种类有长薄鳅、青鱼、白甲鱼、南方白甲鱼等１７种，

占总种数的３２７％。因河流地处山区，水流较急，落差

较大，虽然鱼类种类多，但是许多种类如鳅类、平鳍鳅类

和鎣类等属于经济价值较低的小型鱼类，因此，在鱼类

的资源量上相对较贫乏。在本次调查的鱼类中，小型野

杂鱼种类为２２种，占总种数的４２３１％。而且近些年经

济鱼类资源量下降明显，且明显趋于小型化和低龄化，

使得鱼类资源保护压力增大。长薄鳅属正在开发的种

类，价格高，市场前景好。

３ 清水江流域天柱段鱼类资源下降的原因

３１ 过度捕捞

如今野生鱼类市场紧俏、贸易十分活跃，鳜鱼、鲇

鱼、黄颡鱼等已卖到上百元 １ｋｇ。在经济利益的驱使

下，渔民盲目缩小渔网网目尺寸，增加捕捞时间和捕捞

强度，以提高渔获量。更为严重的是渔民滥造各种大功

率捕鱼机进行违法电捕鱼，如深水区作业的电渔船、浅

滩区捕鱼的电鱼机。还有少量渔民使用大量的甲氰菊

酯等菊酯类农药毒鱼，使各种大小鱼一起被捕。偶有炸

鱼事件。虽然渔获量短期得到增加，渔民增加了收入，

但由于长期过渡捕捞使鱼类资源群体补偿能力遭到严

重破坏，致使近几年鱼产量呈现连年降低趋势，特别是

一些性成熟较迟、个体较大的经济鱼类如白甲鱼、青鱼

等已濒临绝迹，难以恢复。而且，过度的捕捞已导致该

区域鱼类明显趋于小型化和低龄化。

３２ 水利工程

该区域干流已在白市和远口建有２座电站水坝，近

些年各条支流也陆续建起许多小型电站水坝。由于这

些电站水坝的水利管理和过鱼设施均不完善，导致半洄

游性鱼类如青鱼、草鱼、鲢、鳙、白甲鱼等上溯生殖洄游

的路径被阻断，同时也使沅江中下游鱼类难以进入该区

域产卵繁殖。电站水坝建成后由于水位抬高可能使该

区域的天然鱼类产卵场向上游迁移或消失，将导致适宜

的天然鱼类产卵场呈现减少的趋势，对鱼类的繁殖带来

不利影响。同时，许多原有底质为砾石，水流落差大，水

流湍急的急流江段或者浅水滩头，变为泥底半静止或静

止的水环境。环境的改变使那些适应急流生活的鱼类

如马口鱼、宽鳍鸇、光唇鱼、白甲鱼、平鳍鳅科和鳅科等

鱼类失去赖以生存的急流水环境，导致这些鱼类在该区

域日益减少。特别是直口鲮、白甲鱼属和平鳍鳅科等刮

食性鱼类将失去可供刮食藻类的浅水滩头后而不能摄

食，对鱼类资源的增殖带来不利。

３３ 水域污染

该区域河流经过坌处镇、凤城镇、邦洞镇、远口镇、

白市镇、瓮洞镇等城镇，这些城镇均邻河而建，大量的生

活污水长期排入河内。部分沿岸中小企业向河内排放

工业废水导致附近河段鱼类资源迅速减少，严重时如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鉴江金井段受冶金污染曾出现无鱼可捕。

且在清水江天柱段流域干、支流均有打沙船作业，严重

破坏了水体环境。这些因素使得该区域鱼类资源日趋

衰退。

４ 鱼类资源保护措施

鉴于清水江流域天柱段鱼类资源呈现减少的趋势，

建议环保部门和渔政管理部门加强监管力度，适当减少

天然水体的捕捞量，使鱼类资源逐步恢复。其次，在合

理利用清水江鱼类资源的同时，在本地区发展养殖业以

减轻天然水体的渔业压力。再次，建议有关部门加强渔

业水质的监测工作，定期监测水体理化指标、浮游生物、

底栖动物、水生维管束植物、鱼类资源量、鱼类产卵场等

指标，及时掌握电站运行后水生生物及其生境的变化情

况，为保护渔业环境提供科学依据。最后，还应加大宣

传力度，通过免费发放科普性资料、电视、广播和报纸

等，向清水江沿岸居民大力宣传鱼类保护的重要意义及

措施，增强公众对鱼类资源的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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