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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圈 l 青舸 可西里’电区各水系和采集点 

表 I 可可西量地区各承域永生生物的组成和分布 

＼  勒 勒 、
＼  采 集 地 西 

半 
斜 斜 

岗 玛 苟 新 尕 ＼  金 洪 威 过 武 武 齐 童 鲁 青 尔 水 水 东 担 担 曲 错 错 皓 曲 
兰 阿 挂 河 错 镨 

河 钕 温 人 

掘 翻 猢 泉 柯 ＼ ＼  瑚 流 体 阿 
●  

蓝藻门 CYANOPHYTA 

颤蘸 Oscif 4‘0r 、 素 

席 藻 Pho rmidium jc jc jc jc jc 

念璩藻 No~o~ 

螺旋藻 印 iru~ina jc * 

鞘 丝藻 Lyngb，d 

平裂醺 rismopcdla 

兰纤堆藻 D4 l 。fⅢ pp ， jc 

鱼腥蘸 #46日 4 

柬 丝 漂 Bniiom~no jc 

散埔蕞 Micro~o]t~J 木 

技须藻 R~vularia * 
。 - 一  ● ●一  

隐藻门 CRYPTOPHYTA 

一 一  藻 ĉ foom Ⅲ  jc 

蚀隐菲 Cryp~omo d 

黄藻门 XANTHOPHYTA 。。。一  。。。一  

黄壁藻 ，lf r口r， hal~s 

· 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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雉衰 I 

＼  勒 
斜 勒 、、＼  采 集 点 西 

生 武 斜 岗 玛 萄 新 

＼  盎 洪 还 担 武 齐 童 鲁 青 尕 乌 水 成 柬 错 担 曲 错 错 晦 尔 

聋 ＼ ＼

＼  

兰 阿 水 河 错 河 钕 韫 曲 
湖 睦 流 潮 湖 湖 枭 阿 

＼  柯 饿 
金藻 门 cHRYSOPHYTA 

单鞭 盘藻 chro~ulim4 
_ 。一  

_。 _一  

韪藻门 BACILIARIOPHYTA 

西环硅菁 Cy~[of 4 * 

波技硅藁 Cymaloplttura ， 

敢 眉硅 藻 0 r 

曲 壳硅藻 AcAn4̂ f̂fl 

纵隔硅藻 Tab aria 

小环 硅蒹 ，i rd 

脆杆硅藻 FtaEi~et * * 奉 

布毁硅藻 Gyro~iEm口 * * 

舟形硅骧 Nayicula * 奉 * 

针杆硅藻 yncdra 木 * * 

薄片硅蘸 D 4lo肺c 

菱形硅藻 Nitz “ 4 

挤弯硅藻 cym5 fd 木 * 

羽纹硅藻 Pinnatorl= * 

卵形硅藻 Coco0n~is * * 

异极硅藻 Gomphon 孵口 * 

弯攫硅藻 丑 f口 p̂ f * 

双菱 硅藻 SBri,ella * 

幅节硅藻 曲d ， ， 丰 丰 

峨眉硅蘸 Ccr4f0 ， 采 

长菱 硅藻 Hanszsc~ia 
_。 _一  

绿蘸门 CHLOROPHYTA t 。。一  

双屋 藻 Zygn m口 

表藻 c ·myo抽m。t~t1$ 奉 

转板藻 Moug~osia * 木 

水 绵 Spitogyra 

小球藻 口， j 丰 采 

丝 藻 Ulosht 宰 

剧 毛蒸 ctadop~or4 * 

拟新月囊 Closseriop~i s 

无 隔藻 VaucActia 

壳 衣藻 Ph4 ol 采 * 

船藻 f 奉 

蹄孵藻 ，fh crl 玎4 

鞘藻 Oedo&。nlu~n 

预接 毂漾 。 y，ol m 

纺锤耀 ，4扣l0f̂r 

十字藻 CruciFf_『． 拳 

四 角藻 flraedrom 术 

弓形 蕞 roederia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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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衰 l 

＼ ＼  勒 

勒 斜 新 、＼  采 集 地 点 西 
坐 武 斜 玛 苟 

青 尕 ＼
＼  金 洪 成 正 担 武 童 鲁 尔 乌 水 东 错 担 齐 锚 

错 畦 曲 
# 粪 ＼  兰 河 水 错 曲 钕 温 

＼  湖 洼 阿 湖 坷 湖 何  ̂ 瑚 泉 
流 

＼  河 体 

原 生动物 PROTOZOA 

茼壳虫 Ti tinuidium 木 

喇叭 虫 l0 l r 术 

瑛 口虫 l-ly “o arida 木 

沙壳 Diffugia 木 

似铃壳 虫 Tintlo例  “ 木 

艳虫类 ROTAT ORTA 

鳞收叶轮虫 Nothoica squu*smu[a 术 

臂昆 靶 虫 Br f̂ ionus 木 

车轮虫 Tric~odl 口 木 

挟 甲靶虫 Coluretta 

线 虫类 NEMATHFLMlNTHEs 

缱虫 Nematoda 8p． 木 木 木 木 

枝 角类 cLADOCEP．A 

多刺裸腹溢 Moina macrocopa 木 

长刺疆 D口 nia Ion$isplna 木 

尘瓤涵 

无 甲类 ANOSTHACA 

卤虫 Jmeraia salina 木 

挠 足类 COPEPODA 

猛水蚤 4 户 f， ‘of f 木 木 

成水北镙水蚤 r lo 4 。Ⅲ 木 木 

西藏拟水蚤 D4 niopsis 木 木 

英勇剑 水蚤 Cycloy~，f r J 

介形粪 OSTRAcODA 

舟形 虫 0 stracod6 木 木 * 木 

嫱足类 AMPHIPODA 

钩虾 Gammar~t p 

水 生 昆虫 INSECTA 

水跳虫 Pod~r4 木 

直宾摇蚊 Ot̂口 ladius 木 * 木 木 

撺蚊属 ĉ iron0 木 

虻科幼虫 ŷdrida 木 

蜉 蝣 目 Ephemeropte ri 木 

植 翅 目 Ple~opte Fg 木 

粗 愎摇 蚊属 Pelopia 木 

醋蚊 c âoborlsf 木 

石蝇 P~ala 

召石蛾 Limnophilms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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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类 3个属种，桡足类 4个属种，各类永生昆虫 

l0个属，其它为卤虫、线虫、钩虾和介形类等各 

1个属种。各采集点，永生无脊椎动物比较贫 

乏，唯有西金乌兰湖和长江源头区分别有 1 1个 

和 10个不同属种出现 ，其它各点则很少。 

有关水生无脊椎动物定量工作，只测到乌 

兰乌拉湖的，浮游动物每升 1256个，生物量为 

0．034mg／L。 

2 鱼类及其生柏学特性 

2．1 鱼类 本区鱼类共 3属 6种，其中最为常 

见的是小眼高原鳅，其次为小头裸裂尻鱼和细 

尾高原鳅。萁它 3种，裸腹叶须鱼、刺突高原 

鳅和斯氏高原鳅，仅分布在本区青藏公路沿线 

及其以东的河流湖泊或温泉流水处。现将地理 

分布列于表 2，其生物学特性扼要分述 如下 ： 

衰 2 青海省可可西里地区鱼类的分布 

＼  唐 
玛 燕 岗 乌 、、

＼  采 集 点 古 承 沱 舞 壹 太 新 五  

＼  布 拉 尔 沱 得 檐 玛 弃 乌 阳 青 雪 曲 曲 山 曲 
河 错 钦 盘 曲 拉 蝴 蝠 鲢 ＼  温 柯 潮 潮 柯 河 {龋 泉 

刺突高原鳅 Triplophysa stmwaw~i 

小眼高原鳅 Triplophysa microps * 术 霉 霉 

斯氏高原鳅 Ttiplophys~stollvz&at 

细尾高原鳅 THplophysa“f ，4 木 

裸腹叶须鱼 P；yc．hobarb~s l川 口 口 霉 

小头裸裂尻鱼 5chizopygopsls microcepha f 

台计 T0tal 5 3 5 

衰 3 青海省可可西置地区鱼类的摄食对象 
、 

(1) (2) (3) (●) (5) (6) =：= ～  编号 (1) (2) (3) (4) (5) ) 

食料 ＼  5 5 5 

＼  ●_—— 

食料 ＼  5 5 5 

扁 缝硅藻 双 眉 硅藻 霉 

Ⅳ =sch mpho~11 

新月硅藻 * 霉 横 隔硅蒹 术 术 木 

Cym6ella Didlom4 

针杆硅藻 术 * 霉 波纹硅藻 

5yn r口 Cym4』opteu r 

带 列硅藻 菱 形 硅藻 ‘ 木 

F，agita r - _，ir~lta 

舟形硅藻 * * 霉 羽绞硅藻 术 

N㈣ iw j口 Pinn~lu r 

小 环硅藻 * 楔 形硅 藻 木 

jlf 0 rj ra 尺t~oieopho 

异救硅藻 术 鼓藻 

Go ph⋯ m4 Cm  r 

峨眉硅藻 圃J毛蘸 血 

C，r4lo fis Ctadoph 

异 壳硅藻 血 * 壁 藻 * 

C口Ⅲ  ● UIo；̂ ri 

曲亮 硅藻 霉 * 颤藻 * 丰 

f̂  口l̂ fj 0 f』Ilalor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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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衰3 

■～～ 犏 (1) (2) 0) (4) (5) (6) ＼  IO) (2) 0) ) (5) ＼、 啶 ＼  

食科 ＼  5 寅 ＼＼  3 
平列 藻 介形 粪 

M eri川  edi4 0，JⅢ 0da 

植物 碎屑 积 翅 目 

Vegetsble Di J ， 

疆屋 摇蚊幼虫 

D 4ohnia C  ̂，0 0 

盘肠 搔 毛翅 目 

Cv 0 rida~ Trichopt r 

捌承蚤 磕翅目 

Cyciop~ Ephcmeroptera 

寡 毛 类 * 

Oligochdf 4 

(j)刺突高原鳅 Triplophysa stewartij (2)细尾高原鳅 T． 川 。； (3)斯氏高原鳅 T．stollcz~ae； 

(●)小服高原鳅 T．microps； ( )谍腹叶须鱼 Ptychobarbu s tⅢ 4t。 ； (6)小头谍裂尻鱼 Schizopygopsis 

街i r。‘坤  #i． 

2．1·1 刺 突 高 原 鳅 Triplophysa stewartii 

(Hora) 

分布于沱沱河和奔得错湖的岸边浅水或草 

丛处 ，以水生无脊椎动物为主要食物(表 3)。每 

年 6—7月产卵，卵米黄色。根据 1 986年 6月 

25日采自沱沱河标本，8606091号，体长72ram， 

性晾 IV 期，卵巢重 O．4g，绝对怀卵量为 12 50 

粒，卵径 0．7ramo 

分布于长江源头尕 日曲、沱沱河和布曲各 

支流的浅水卵石下，以底栖硅藻为食，兼食永生 

底栖动物 (表 3)。 每年 5—6月份产卵。解剖 

1 990年 6月 7日采自尕 曰曲支流楚多 曲 源 头 

无号标本 1尾，体长 94ram，卵巢发育为 vI期， 

已排过卵的卵巢松弛，但仍残留有 5l枚 成 熟 

卵 卵米黄色，卵径为 L4ram。温泉兵站标本 

75016号 ，体长 138mm。性腺I 期，卵巢重 3g， 

取其部分计数(O 7g)台卵 628粒，卵径 1．1mm， 

绝对怀 卵量 为 2691粒。 

2．1．3 斯 氏 高 原 鳅 Triploph ，口 ， Dlif }口 

(Steind．) 

在本区仅采于唐古拉山口以北 温 泉 溪 流 

中，海拔 4800ra。以底栖硅藻和摇蚊幼虫为主 

要食物 (表 3)。每年 6—7月为产卵盛期。 解 

剖无号标本 1尾，体长 58．5mm，性晾 IV 期，卵 

巢全重 O．3g，取 O．1g计算卵数为 2 94粒 ，卵径 

0．8ram，绝对怀卵量为 882粒。 

2．1．4 小 眼 高 原 鳅 Triplophysa microps 

(Steind．) 

分布于本区各采集鱼类点，常栖息于岸边 

浅水处石下，是以摇蚊幼虫和藻类为主的杂食 

性鱼类 (表 3)。 每年产卵盛期为 6—7月。解 

剖采自沱沱河源头(海拔 520'0ra)，性成熟标本 

1尾，8606007号，体长 87ram，性腺 IV 期，卵 

巢重 O．75g，取 0．1 5g计数为 382粒，卵径 0．9 

mm， 绝对怀卵量为 1 910粒，相对怀卵 量 为 

2546．6粒。 

2．1．5 裸腹叶 须 鱼 P~ychobarbus kannaltovi 

(Nikolsky) 

本种是可可西里地区唯有的两种经济鱼类 

之一。 1 986年 6月作者之一在本区首次发 现 

该种。分布于青藏公路沿线的布曲和沱沱河中， 

但又发现其在当曲千支流极多。并铡得最大个 

体体长 513ram，体重为 1160g。本种常栖息于 

流急多石的河段，较小个体则常见于岸边褒流 

D “ 

．̈  

鲰 

高 

尾 

细 
盼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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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主要以水生昆虫和摇蚊幼虫为食(表 在 

当曲上游支流查曲源头采到刖排过卵的 雌 鱼， 

卵巢松弛，仍残留尚未排尽的成熟卵子。由此 

得知本种产卵活动较其它鱼类更早，大约在河 

水刚开冰时即集群产卵。 有关本种年龄生长， 

仅据 3尾鱼的臀鳞年轮标志进 行 1至 10龄 组 

的体长推算，现将其结果列入表 4。 

2．1．6 小头裸裂尻鱼 ScIiizopygopsis microce， 

phalus(Herz．) 

分布长江源头各支流及奔得错，玛璋错钦， 

乌兰乌拉湖水系等。本种个体较大 ，用小撒网 

采得最大体长 470ram，体重 l320g，种群数量 

大，分布广，为青藏高原主要经济鱼类之一。本 

种肠含物中几乎垒为硅藻，仅有个别颤藻 (表 

3)。年龄生长系依据采自乌兰乌拉镧 3尾标本 

的臀鳞鉴定的，其体长推算结果列于表 4。 

衰 l 攥艇叶额鱼和小头攥裂尻鱼I至I●龄平均停长推算 

＼ 种 裸腹叶缅鱼 小头锞裂尻鱼 
～  迢 ＼ 年龄 、 ＼  064 065 066 平均‘ 年 增量 ’ 008 010 无号 平 均‘’年增 量’ 

Ll 45．0 49．D 47．0 47。0 4l。0 40．D 3B．0 40。O 

Ll 7B．9 7B．4 7B．B 78。7 31．7 57．0 60．D 59．0 58。7 18。8 

Lj 109．B 105。B t10。j 10B．6 29．9 99．j 120．O l00。5 106．6 47．9 

L· 1卯 ．B l56。B 157．6 157．4 4B．B 124．B t26。9 128．9 126．9 28．3 

L， l8●．0 186。2 1BB．2 184．B 27．4 I55·3 t68．0 153．4 I B。9 32．8 

L。 2l3．0 220．5 2l6．7 2l6．6 31。B t90．2 lB8．0 191．B tgO．0 31．1 

L， 234．0 —  236．4 235．2 1B。6 221．9 — 221．3 221．6 51．6 

LJ 265．O —  z60．0 261。j 26．3 一 一  250．B 250
。 B 29．2 

k 315．6 一 一 315．6 54．1 一 一 29S，0 295。0 44．2 

L¨ 341．9 一  一 341．9 26．3 

平均 年增量 ‘) 32。B 31．9 

E Pb。 j。 1)sPccicsi 2)body lemgth； 3)。 ； 4)Ⅲ ragc； )yearly incremcn【； 。Ⅲ ·ge yee r[y 

1nc rem e n1． 

沱沱河的小头裸裂尻鱼每年 5月为产卵盛 

期。曾解剖浸制标本 1尾，编号 73—668，体长 

290ram，卵巢发育为 IV 期，重 35g，卵径 2．4 

mm，每克卵巢含卵 198粒，绝对怀卵量为 6930 

粒。 

2·2 生物学特性 通过上述各种 鱼 类 生物学 

特性初步研究，将可可西里地区鱼类区系生物 

学 特点归 纳如 下： 

2．2·l 本区 6种鱼类的食性和其各自栖息水域 

的食料生物基本一致。其中以动物性食料为主 

的鱼类主要有刺突高原鳅和裸腹叶 须 鱼，其它 

4种皆以硅藻为主，其中小头裸裂尻鱼和斯氏 

高原鳅食性为专一的植物性。细尾高原鳅和小 

跟高原鳅则兼食动物性食料。 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鱼类的各种食料生物在肠道中的数量并不 

成一定比例，其往往与所处环境的食料生物的 

种类和数量有关。同时各种鱼类的食性特点往 

往与其所具有的摄食器官和消化道的构造相适 

应。例如小头裸裂尻鱼和斯氏高原鳅，其口常 

居下位 ，下颌前缘呈铲状或具有锐利的角质层， 

肠管细长且多呈盘曲状。这些构造和它们甜食 

底泥或卵石表面藻类并易于消化植物性食料相 

适应。刺突高原鳅，裸腹叶须鱼，唐部肥厚，且 

有口须 1对或 3对，有助于探索底栖动物，翻动 

砂砾或摄取砂砾间细小动物，肠管较为粗短，与 

摄食消化动物性食料相适应。各种鱼类的食性 

分歧和不同的水域分布，使高原鱼类间食料需 

求的矛盾得到缓解。 

2．2．2 本区鱼类生长发育，仅就初 步 研 究 可 

知：(1)叶须鱼和小头裸裂尻鱼生长速度都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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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慢，但前者又稍快于后者，年平均增长量 

为 32．77ram， 后者为 31．88ram。 相比之下两 

者比纳术湖小头裸裂尻鱼年平均增长量 20ram 

大的多。(2)本区鱼类同龄组个体之间生长差 

异不大，由鳞片年轮推算的体长大小比较接近 

(<20ram)。而纳木湖小头裸裂尻鱼 (任慕蓬 ， 

1982)则不同，同龄组个体之间生长差异较大， 

为 ‘O一90ram。(3)无论是裸腹叶须鱼，还是小 

头裸裂尻鱼，其整个生长发育阶段显示出不同 

年龄间体长增长快慢不同，前者在 3龄至 4龄 

和 8龄与 9龄间分别为体长增长跃进期，体长 

增长量分别各比头一年多 48．8和 54．4ram。后 
一

种则在 2—3龄和 8--9龄之间为体长增长跃 

进期，体长增长量分别比头一年多 47．9和 44．2 

111211[]。这种情况是否与阶段发育有关，尚待进一 

步研究。 

2．2．3 关于本区鱼类繁殖生物学的 资 料，通过 

各种鱼类 巢的解剖观察初步认为：(1)小头 

裸裂尻鱼一生为多次产卵、每年最多只成熟一 

次的产卵类型。这可以由 p巢中卵子成熟度一 

致，卵径一致所证实。但是，它并不是把垒部 

成熟卵都排出，而常见有一些成熟卵留在体腔 

内。(2)同种鱼类，体长大者怀 日量多，体短小 

者怀卵量少。(3) 4种鳅类虽体长相同，但怀 

卵量和卵径大小不同，其怀卵量分别由 882粒 

至 2691粒。卵径分别为 O．7ram至 1．4ram。表 

现出种间差异。 

3 鱼类资源现状的估价 

本区的许多河流、湖泊都有鱼类栖息，而且 

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的落后状态。 特 别 是 1 983 

年以来，青藏公路沿线金农的不断增加和铺路 

建桥部队的进驻，使鱼类资源任人滥捕的情况 

愈加严重。 

1 973年 5月，访问当地兵站的钓鱼者．每 

天至少钓鱼 25k罟，鱼体长多在 40ram左右。同 

年作者用小撒网在岸边采捕的小 头裸裂 尻 鱼 

仅 5网即获鱼类标本 3O尾，平 均体 长 1 72．65 

mⅢ。 体长 1 50--200mm的个体占总数 47％， 

说髓当初鱼类资源十分丰富6 但 1 990年 6月 

初在同地点，用同样网具则采不到鱼，只有沿河 

上下数十公里外才能捕到。所采的标本平均佑 

长为 74．55ram，体长 51--1 OOmm 的幼体占总 

鱼数的 85唠。 十余年间平均体长降低 了 98．1 

mm。按小头裸裂尻鱼体重与体长关系计算，分 

别求得 1 973年平均体重为 7O．87g，1 990年为 

6．54g。前后相差 64．33g。 由此看出 1 7年间鱼 

体平均体重减少，鱼群趋向小型化，说明沱沱河 

水域鱼类资源已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分析其主 

要原因，一是近年无节制的滥捕。二是本区矿 

山开发，造成河流 湖泊的污染。三是近年垒球 

性气候变千，冰川的退缩对河水水量的减少，成 

化有明显影响，困而导致鱼类资源降低。 

4 渔业资源保护及增殖措施 

人类活动对本区渔业资源的不合理 利 用， 

不仅改变了长期进化中天然鱼群结构的 格 局， 

而且明显地使沱沱河沿(青藏公路附近)河段的 

小头裸裂尻鱼小型化，使其可更新资源的利用 

率明显下降。此外，使该河段某些鱼类几乎绝 

迹，导致物种趋于单一化，甚至河段生态系统功 

能的破坏。因此，本区渔业资源保 护问题应该 

目j起足够的重视。为了更好地制定本区渔业资 

源保护方案及渔业增殖措施，现根据考寮结果 

提出如下初步建议： 

4．1 配合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加强渔 

业资源的保护。建议本区主要河流及近河 口湖 

区，在每年 7月中旬之前为禁渔区和禁捕期。 

4．2 限制渔具渔法。严禁毒鱼、炸鱼、电击鱼 

的不法行为。定置网具网眼不得小于 8cm，拖网 

或大拉网，网眼不得小于 7cm。 严禁使用滚钩 

等损害渔业资源的器具。 

4．3 加强渔业科学管理和研究，提高水域鱼产 

性能。建议对两种经济鱼类进行全面调查，切 

实加以保护，重点是河流和湖泊的产卵区。因 

为这里是种质基因交流的地方，应加强科学管 

理，以保证水域中经济鱼类最有效的生长发育 

和繁殖，从而提高水域鱼产性能。根据本区水 

、域具体情况，要迭此目的，可采取控制高原鳅鱼 

类的数量，或对高原经济鱼类移殖驯化等措籀。 

也应积极开展高原冷水鱼类遗传育种的研究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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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重视天然经济鱼类和食料资源的增殖 

裸腹叶须鱼是本区品质优良的鱼类，但分 

布区较狭，如能通过人工培育放养鱼苗、鱼种， 

扩大 分布 区 ，增加数量 ，意义则十分深远。本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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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anqin 

(口 ng ai Fis~~ri~s R~searc 』 ll lF，Xin g，8100t2) 

ABSTR~CT The Hohxil Region of Qinghai Province is one of the region studied less in 

the world，Several investigation 01"1 hydrobios and fishes were carried oUt by aut hou~‘S in 

this region from 1 973 to 1 986 and May to August，i990．Altogether，26 collecting localities 

were set up there，over 500 fish specim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18 collecting localities and 

54 bottles of hydrobios speciments from 12 ones． 

Based OB the information of hydrobios and Eshes，the Present paper reported horizontal 

distributions of Plankton(Table 1．)，biomass of some species，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able 2，)，food habits (Table 3．)，growth (Table 4，) and fecundity of fishes．Lastly，at 
end of th paper，biological biod~versity conservatioR of fishes， reasonable utilization and 

m anagement for the resources are discussed， 

Key worda Hohxil region．Hydrobios．fi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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