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0!"#$%! %&"’#$ %#H )%$%

!+,-$ $#.$’/(&01.213."#$%#’#$’

基金项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项资金"45.6Ô T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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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饲养试验方法! 研究了平均体质量为"HI$* x#I#H#A的大菱鲆" @3(2"4"+,?)&?+L#?)&#幼鱼

分别在盐度 $"*$/*"%*’# 和 ’* 下饲养 *# F 后! 其鳃 4;t9ht9OVe;B?活力*血清离子浓度*生长激素
"RP#*皮质醇激素"6,̂ #*特定生长率 " TR̂ #和饲料效率 "K68#的变化& 结果表明$幼鱼鳃 4;t9ht9

OVe;B?活力*血 清 4;t浓 度 均 随 盐 度 的 升 高 而 上 升! 分 别 在 ’I%/ )/I’# g0:A和 $*&I&& )

$/#I## ::5=0c之间! 其中 $" 盐度组最低! ’* 盐度组最高& 幼鱼血清中 ht和 6=j浓度分别在 "I"# )

’I%H ::5=0c和 $’*I*H )$%"I## ::5=0c之间! 各盐度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幼鱼血清中 RP和 6,̂ 浓度

分别在 #I%$ )$I** @A0:=和 ’(I’’ )H*I%$ @A0:=之间% 其中 RP在 ’* 盐度组最高! $" 盐度组最低! 而
6,̂ 在 $" 盐度组最高! ’* 盐度组最低& 幼鱼 TR̂ 和 K68分别在 " $I%( )"I## #J0F 和 $I$"J )

$I’/J之间! 与盐度的相关性不显著! 两者均为 $" 盐度组最低& 由此可见! 盐度变化显著影响大菱鲆

幼鱼鳃 4;t9ht9OVe;B?活力*血清 4;t浓度和激素含量& 本研究对大菱鲆养殖生理生态条件分析具有

重要参考意义! 研究结果可为大菱鲆养殖的盐度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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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B> [?;[?F ;XB;=<@<X‘$" E?[?B<A@<Y<2;@X=‘=5E?[X>;@ X>5B?<@ X>?25@X[5="No#I#( #.ht ;@F 6=j

25@2?@X[;X<5@BE?[?"I’H j’I%H ::5=0c;@F $’*I*H j$%"I## ::5=0c! [?BZ?2X<_?=‘! D5X> 5YE><2> >;F @5

B<A@<Y<2;@XF<YY?[?@2?BD?XE??@ A[5\ZB"Nf#I#(#.R[5EX> >5[:5@?;@F 25[X<B5==?_?=BE?[?#I%$ j$I** ;@F

’(I’’ jH*I%$ @A0:=! [?BZ?2X<_?=‘.R[5EX> >5[:5@?=?_?=E;BX>?=5E?BX<@ X>?Y<B> [?;[?F ;XB;=<@<X‘$"! ;@F

X>?><A>?BX;XB;=<@<X‘’*! D5X> 5YE><2> >;F B<A@<Y<2;@XF<YY?[?@2?25:Z;[?F X5X>;X5YX>?25@X[5="N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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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X>;X5YX>?25@X[5="Nf#I#( #.TZ?2<Y<2A[5EX> [;X?;@F Y??F 25@_?[B<5@ ?YY<2<?@2‘E?[?" $I%( j

"I###J0F;‘;@F $I$"J j$I’/J! [?BZ?2X<_?=‘.O=X>5\A> D5X> E?[?X>?=5E?BX;XB;=<@<X‘$"! X>?‘E?[?@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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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菱鲆 " @3(2"4"+,?)&?+L#?)&#是一种生
活于大西洋东部深海的底栖鱼类! 对盐度的适
应性较广泛! 成鱼一般能够很好地适应 $" )%#

的盐度 "雷霁霖 "##(#! 甚至能在盐度低至 (

的水环境中生存"R;\:?X?X;=.$&&(#! 而幼鱼
对盐度相对敏感! 适应的盐度范围较窄& 当鱼
类生活在等于或接近体内渗透压的水环境时!

用于渗透压调节所需的能量最低! 节约的能量
可用于生长"75?\Y?X;=."##$#& 已有研究表
明! 与正常盐度"’’I(#相比! 生活在盐度为 $&

水体的大菱鲆幼鱼表现出较高的特定生长率和
饲料效率"-:B=;@F ?X;=."##H#&

无论生活在高盐还是低盐的水环境中! 鱼
类都要进行渗透压调节! 这一过程需要消耗能
量& 鳃是最主要的渗透压调节器官! 当盐度发
生变化时! 鳃 中 的 钠9钾9OVe酶 "4;t9ht9

OVe;B?! 4hO#可为鱼类渗透压调节提供能量
"8_;@B?X;=."##(#& 能量代谢*生长等均受内
分泌系统调控"马慧等 "#$"#! 激素直接或间
接参与其中! 如生长激素 "A[5EX> >5[:5@?!
RP#*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B\=<@9=<G?A[5EX>
Y;2X5[! -RK9-#*皮质醇"25[X<B5=! 6,̂ #*甲状腺
素和催乳素 " Z[5=;2X<@! ê c#等均与渗透压调
节相关"K;[[?=="#$$! O=:?<F;?X;=."#$’#& 其
中! RP*-RK9-和 6,̂ 为海水适应型激素! 而
催乳素主要在淡水适应过程中 发挥作用
"T;G;:5X5?X;=."##*#& 迄今为止! 有关盐度

对大菱鲆激素影响的研究极其有限! 仅见于盐
度对大菱鲆幼鱼 -RK9-水平的影响"-:B=;@F ?X
;=."##H#& 预实验表明! 体质量 ( A左右的大
菱鲆幼鱼不能长期生活在低于 $" 或高于 ’* 盐
度的水环境中& 本实验将大菱鲆幼鱼分别饲养
在盐度为 $"*$/*"%*’# 和 ’* 的 ( 种水环境中
*# F! 研究盐度对大菱鲆幼鱼鳃 4hO活力*特
定生长率*饲料效率*血清离子浓度*生长激素
及皮质醇激素水平的影响! 可为大菱鲆的高效
健康养殖模式提供重要基础数据&

AB材料与方法

ACAB实验动物及驯化B实验大菱鲆幼鱼取自

山东省烟台天源水产有限公司! 体质量为
"HI$* x#I#H#A" $ m’&## 的健康个体& 正式
实验前在容积为 "%# c的钢化玻璃桶中暂养 $

周! "* 尾0桶! 盛水 $%# c! 采用静水充气养殖!

养殖用水为深井过滤海水& 养殖用水盐度在
’#"对照组#的基础上! 采用每天升高或降低 $
)"I( 分别调至 $"*$/*"%*’# 和 ’* 这 ( 个盐
度! 每个盐度设 ’ 个重复组! 高盐度和低盐度
由天然海水"盐度为 ’##与海水晶或淡水调配
而成! 每天换水率为 $##J& 大菱鲆幼鱼在预
定的盐度环境中适应 $ 周后正式开始实验& 采
取饱食投食方式!每天投喂 " 次 "投喂时间为
#/$’# )#&$’# 时和 $*$’# )$H$’# 时#&
ACGB样品采集和分析B*# F 饲养实验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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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菱鲆幼鱼饥饿 "% > 后称量各养殖桶内鱼体
的总重! 计算特定生长率*饵料效率*成活率&
每桶随机抽取 / 尾鱼! 麻醉后用 $ :=注射器经
鱼尾部静脉抽取血液! %k冰箱放置过夜后
% ### [0:<@离心 $# :<@! 将上清液移入冻存管
并冻存于液氮中用于血清离子浓度*生长激素
"RP#和皮质醇 "6,̂ #激素含量测定& ht*
4;t*6=j等在日立 H*##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上进行测定& 生长激素和皮质醇含量采用放射
性免疫法"[;F<5<::\@5;BB;‘! -̂O#在青岛海慈
医院进行测定& 生长激素抗体使用 Q;@A等
""#$’#在测定鲆鲽类重组 RP生物活性时所采
用的鲑 "鳟#鱼 RP抗血清抗体 "产品编号为
eO4$! 产 品 名 称 为 T;=:5@0V[5\XR[5EX>
P5[:5@?;@X<B?[\: " [;DD<X#! 生 产 公 司 为
R[5e?Z#% 皮质醇抗体使用鱼血清 6,̂ 抗体
"产品编号为 6/%#&! 产品名称为 O@X<965[X<B5=
;@X<D5F‘ Z[5F\2?F <@ [;DD<X! 生 产 公 司 为
T<A:;#&

4;t9ht9OVe;B?"4hO#活力的测定$取大
菱鲆幼鱼左侧第二片鳃丝为测定材料! 采用南
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的 4hO测定试剂盒!
用定磷法测定 4hO的活力& 酶活力单位 "g0
:A#定义为每毫克蛋白每小时分解 OVe产生无
机磷的微摩尔数& 酶蛋白含量采用碧云天生物
技术 研 究 所 的 蛋 白 浓 度 测 定 试 剂 盒! 用
7[;FY5[F 法进行测定&
ACHB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B实验指标参照以
下公式进行计算&

特定生长率 "BZ?2<Y<2A[5EX> [;X?B! TR̂ !
J0F# m$## l"%/ j$#! / m"=@ CXj=@ C##0
4% 饲料效率 "Y??F 25@_?[B<5@ ?YY<2<?@2‘! K68!
A0A# m "CXjC# #0CY% 存活率"B\[_<_;=[;X?!
T !̂ J# m$## l"1X01# #& 式中! CX为大菱
鲆终末平均体重"A#! C# 为大菱鲆初始平均体
重"A#! 4为实验天数"F#! 1X为大菱鲆终末的
尾数! 1# 为大菱鲆初始的尾数! CY为摄食饲
料干重"A#&

实验数据 "平均数 x标准差#采用 TeTT
$*I#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统计分析 "5@?9E;‘

O4,dO#! 当差异显著时"No#I#(#! 再进行
BX\F?@X94?E:;@9h?\=B多重比较分析&

GB结B果

GCAB盐度对 :+ e[>e[<86+2%活力&特定生长
率&饲料效率及成活率的影响B饲养 *# F 后!
各盐度下的大菱鲆幼鱼鳃 4;t9ht9OVe;B?
"4hO#活力在 ’I%/ )/I’# g0:A之间! 其中!
’* 盐度组最高! $" 盐度组最低! $"*$/ 和 "%
盐度组显著低于对照组"No#I#(#! ’* 盐度组
与对照组之间差异不显著"Nf#I#(#! 4hO活
力随盐度的升高而增大 "图 $#& 特定生长率
"TR̂ #在 $I%(J0F )"I##J0F 之间! 其中! $"
盐度组显著低于其他盐度组"No#I#(#! $/ 和
’* 盐度组高于对照组! 但差异不显著 "Nf
#I#(# "图 "#& 饲料效率 "K68#在 $I$"J )
$I’/J之间! $" 盐度组显著低于对照组"No
#I#(#! $/*"% 和 ’* 盐度组显著高于对照组"N
o#I#(# "图 "#& 除 $" 盐度组的幼鱼存活率
为 /#IHHJ 外! 其 余 盐 度 组 的 存 活 率 均
为 $##J&
GCGB盐度对血清离子浓度的影响B饲养 *# F
后! 不同盐度下的大菱鲆幼鱼血清中 ht*4;t

和 6=j的浓度分别在 "I’H )’I%H*$*&I&& )
$/#I## 和 $’*I*H )$%"I## ::5=0c之间! 其
中! $" 盐度组 4;t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 "No
#I#(#! 而 ’* 盐度组 4;t浓度显著高于 $"! $/
和 "% 盐度组"Nf#I#(#! 4;t浓度随盐度的升
高而上升% 各盐度组间 ht和 6=j浓度差异不
显著"Nf#I#(#"表 $#&
GCHB盐度对血清生长激素 $‘N%和皮质醇激
素$1U;%水平的影响B饲养 *# F 后! 不同盐
度下的大菱鲆幼鱼血清 RP和 6,̂ 水平分别
在 #I%$ )$I** @A0:=和 ’(I’’ )H*I%$ @A0:=
之间& ’* 盐度组 RP水平最高! $" 盐度组最
低! $" 盐度组显著低于对照组"No#I#(#! $/
和 ’* 盐度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No#I#(#% $"
盐度组 6,̂ 水平最高! ’* 盐度组最低! $" 盐
度组显著高于 ’* 盐度组"No#I#(#! 其他盐度
组之间差异不显著"Nf#I#(#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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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B不同盐度下大菱鲆幼鱼 :+ e[>e[<86+2%活力

5’(CAB:+ e[>e[<86+2%+=.’*’.’%2/F#2/@3%3+85&(5+"$5&(

$%+$%&+.&’FF%$%".2+,’"’.’%2
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差异"No#I#(# ! 数据来自三个重复组&

+<YY?[?@X=?XX?[BF?@5X?B<A@<Y<2;@XF<YY?[?@2?" TX\F?@X94?E:;@9h?\=BX?BX! No#I#(# D?XE??@ B;=<@<X‘A[5\ZB! F;X;Y[5:

X>[??[?Z=<2;X?B;[?25:D<@?F.

图 GB不同盐度下大菱鲆幼鱼特定生长率和饲料效率
5’(CGBD7%=’F’=($/@.0$+.%$D‘;% +"&F%%&=/"*%$2’/"%FF’=’%"=? $51)% /F#2/@3%3+85&(5+"$5&(

$%+$%&+.&’FF%$%".2+,’"’.’%2
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差异"No#I#(# ! 数据来自三个重复组&

+<YY?[?@X=?XX?[BF?@5X?B<A@<Y<2;@XF<YY?[?@2?" TX\F?@X94?E:;@9h?\=BX?BX! No#I#(# D?XE??@ B;=<@<X‘A[5\ZB! F;X;Y[5:

X>[??[?Z=<2;X?B;[?25: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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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B不同盐度下大菱鲆幼鱼生长激素$+%和皮质醇激素$#%含量
5’(CHB‘$/@.00/$E/"%$‘N% $+% +"&=/$.’2/,$1U;% $#% ,%*%,2/F#2/@3%3+85&(5+"$5&(

$%+$%&+.&’FF%$%".2+,’"’.’%2
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差异"No#I#(# ! 数据来自三个重复组&

+<YY?[?@X=?XX?[BF?@5X?B<A@<Y<2;@XF<YY?[?@2?" TX\F?@X94?E:;@9h?\=BX?BX! No#I#( # D?XE??@ B;=<@<X‘A[5\ZB! F;X;Y[5:X>[??

[?Z=<2;X?B;[?25:D<@?F.

表 AB不同盐度下大菱鲆幼鱼 >e&:+ e和 1,f浓度
8+#,%AB>e’ :+ e +"&1,f =/"=%".$+.’/"2/F#2/@3%3+85&(5+"$5&(

$%+$%&+.&’FF%$%".2+,’"’.’%2

盐度
T;=<@<X‘

ht

"::5=0c#
4;t

"::5=0c#
6=j

"::5=0c#

$" "I’H x#I"% !!!!$*&I’’ x$I$(2 $’*I*H x"I#/

$/ ’I%H x#I$* !!!!$H"I’’ x#IH" D2 $’/I*H x’IH&

"% "I/# x#I"$ !!!!$H"I’’ x"I/& D2 $’HI*H x’I&’

’# "I%H x#I$’ !!!!$H*I’’ x#I(/;D $%#I*H x$I$(

’* "I"# x#I$& !!!!$/#I## x"I##; $%"I## x$I/&

!!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差异"No#I#(# ! 数据来自三个重复组&

!!+<YY?[?@X=?XX?[BF?@5X?B<A@<Y<2;@XF<YY?[?@2?" TX\F?@X94?E:;@9h?\=BX?BX! No#I#( # D?XE??@ B;=<@<X‘A[5\ZB! F;X;Y[5: X>[??

[?Z=<2;X?B;[?25:D<@?F.

HB讨B论

大菱鲆作为广盐性鱼类! 对盐度的适应范
围较广"R;\:?X?X;=.$&&(! 雷霁霖 "##(#& 本
研究表明! 各盐度组间 ht和 6=j浓度差异不
显著! 说明大菱鲆具有较强的渗透压调节能
力& 然而! 生活在盐度为 $" 的大菱鲆幼鱼成
活率显著低于其他盐度组!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
不同"雷霁霖 "##(#& 其主要原因是鱼类不同
的发育阶段对应激反应的处理能力不同! 幼鱼
对应激较敏感! 而成鱼具有较强的应激处理能

力"}_?[=<?X;=."##H#& 本实验中的研究对象
为大菱鲆幼鱼! 其生理功能易受盐度的影响从
而导致死亡! 降低了成活率& 因此! 大菱鲆不
同的发育阶段具有不同的盐度适应范围! 幼鱼
的养殖盐度应高于 $"&

当鱼类生活环境的盐度发生变化时! 不仅
其鳃上氯细胞的数量*形态会发生改变! 同时
鳃中的 4;t9ht9OVe;B?"4hO#活力也会发生
相应的改变来适应环境变化 "PE;@A?X;=.
"#$$#& 4hO主要位于鳃氯细胞的基底侧膜及
微小管系统上! 是 h;[@;G‘等于 $&H* 年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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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在渗透压调节过程中! 该酶通过消耗能量
排出 4;t*吸收 ht来形成电化学梯度! 并启动
膜转动蛋白和离子通道来维持内环境稳定&
4hO所构建的电位势! 为各种离子转运提供了
驱动力! 其能量最终来源于 OVe的水解"8_;@B
?X;=."##(#& 当水环境与体内渗透压相近或
相等时! 鱼类渗透压调节所需的能量最低! 节
约的能量可用于生长% 当水环境中的盐度越高
即与体内渗透压相差越大时! 4hO活力越大!
则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维持渗透压平衡! 从
而影响生长 "75?\Y?X;=."##$#& 同时! 4hO
对鱼类机体内离子浓度的调节发挥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P<[5<?X;=."#$"#& 本研究表明! 4hO
活力*4;t浓度均随盐度的升高而上升! 这与
-:B=;@F 等""##’#对大菱鲆和田相利等""#$##
对半滑舌鳎"!0$(/,(&&)&&%?#,+%>#&#的研究结果
相似& 虽然盐度可以显著地影响 4hO活力!
但是 4hO活力并不与特定生长率" TR̂ #和饲
料效率"K68#成负相关& 对于 $" 盐度组而言!
大菱鲆幼鱼体液最接近水体渗透压! 4hO活力
最低! 但其特定生长率*饲料效率和成活率均
最低& 其主要原因是盐度过低影响其正常的生
理功能"V<:5X>‘"##/#! 除渗透压调节需要消
耗能量外! 其他相关生理功能的正常发挥也需
要额外能量来维持! 从而最终降低了特定生长
率和饲料效率& 这与郭黎等 ""#$"#的研究结
果相似! 养殖于低盐"盐度为 ( 和 $##水环境
中的大菱鲆幼鱼死亡率显著高于盐度为 ’# 的
对照组& 对于过渡盐度区 $/ 和 "% 盐度组而
言! 大菱鲆幼鱼4hO活力低于对照组! 而饲料
效率高于对照组! 4hO与饲料效率成负相关&
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将能量分配于生长的 RP分
泌水平较高"K;[[?=="#$$#! 同时渗透压调节所
需的能量相对较少"+<?X3?X;=."#$’#! 节约的
能量可用于改善饲料效率& 对于 ’* 盐度组而
言! 大菱鲆幼鱼4hO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但
饲料效率高于对照组& 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将能
量分配于生长的 RP分泌水平较高! 抑制生长
的 6,̂ 分泌水平较低 "K;[[?=="#$$#! 同时高
盐度降低了大菱鲆幼鱼的活动水平 "75?\Y?X

;=."##$#! 节约了能量! 最终提高了饲料效
率& 已有研究表明大菱鲆的饲料效率越高! 特
定生长率越大"-:B=;@F ?X;=."##H#! 本实验中
$/! "% 和 ’* 盐度组的饲料效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 但这四个盐度组间的特定生长率差异不显
著! 其主要原因是实验养殖周期不够长&

渗透压调节过程中! 鱼类鳃中氯细胞形态
和功能*4hO活力的改变都是由内分泌系统来
调控的! 激素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 如 RP*
6,̂ *-RK9-* 甲状腺素等 "L265[:<2G ?X;=.
"##*#& 本研究表明! RP水平越高的盐度组!
特定生长率和饲料效率越高! 而与 4hO活力
"盐度#的相关性不显著& 对于受慢性盐度胁
迫的大菱鲆幼鱼而言! RP的主要功能是对能
量进行重新分配! 在保证其存活的前提下! 将
能量分配于生长和繁殖"K;[[?=="#$$#! 同时!
大菱鲆渗透压调节所消耗的能量占总需求能量
的比例较小"+<?X3?X;=."#$’#& 因此! RP与
特定 生 长 率 和 饲 料 效 率 成 正 相 关& 这 与
-:B=;@F 等""##H#有关盐度对大菱鲆幼鱼 -RK9-
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相似& 6,̂ 可提高 4hO
活力! 促进氯细胞成熟和增殖! 增强鱼类对盐
度的耐受性"L265[:<2G ?X;=."##*#& 最近研
究表明! 通常被认为海水适应型的 6,̂ 具有
双重渗透压调节功能"L265[:<2G ?X;=."##/#!
如大马哈鱼"F$3(*"0$3")&P%4+#鳃中存在两种
盐依赖性的 4hO亚基! 一种在淡水中较丰富!
另一种在海水中较丰富! 6,̂ 对这两种亚基都
具有正调节作用& 6,̂ 除了参与渗透压调节
外! 还可以充当应激指标剂"7;[X5@ "##"#! 参
与其他重要的生理功能! 如代谢*生长*繁殖*
摄 食* 免 疫 等 " P;[[<B?X;=. "###! d;@
h?:?@;F??X;=."##&#& 本研究表明! 除 $" 盐
度组 6,̂ 显著高于 ’* 盐度组外! 其他盐度组
间差异不显著% 6,̂ 与 4hO活力相关性不显
著&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6,̂ 对
大菱鲆具有双重渗透压调节功能! 同时其他一
些生理功能可诱导 6,̂ 的分泌& 因此! 6,̂
与 4hO活力相关性不确定! 其具体机制有待
进一步研究& 对于 $" 盐度组而言! 低盐度严



’ 期 曾!霖等$盐度对大菱鲆幼鱼鳃 4;t9ht9OVe;B?活力*血清离子浓度和激素水平的影响 ’%$’!!’

重影响大菱鲆幼鱼的正常生理功能! 使其处于
高度应激状态& 因此! $" 盐度组的 6,̂ 显著
高于其他盐度组&

IB小B结

养殖水体的盐度对大菱鲆4;t9ht9OVe;B?
"4hO#*血液离子浓度和激素有明显影响! 从
而影响其生长! 尤其是处于幼鱼阶段& 本实验
结果表明! 4hO活力*4;t浓度均随盐度的升
高而上升% 血清 ht和 6=j浓度不受盐度的影
响% RP和 6,̂ 与 4hO活力"或盐度#的相关
性不显著! RP在 ’* 盐度组最高! $" 盐度组最
低! 而 6,̂ 在 $" 盐度组最高! ’* 盐度组最
低% 特定生长率" TR̂ #与 4hO活力"或盐度#
的相关性不显著! 主要受内分泌调控! RP水
平越高或 6,̂ 水平越低! 特定生长率越大% 幼
鱼对盐度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弱! 养殖盐度应高
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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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物种川陕哲罗鲑在汉江上游太白河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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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哲罗鲑"B)3"(9,%%P%*##隶属于鲑形目"T;=:5@<Y5[:?B#鲑科"T;=:5@<F;?#哲罗鲑属! 是我国特有物种! 主要
分布在 "&r)’’r4秦岭以南长江流域北侧一级支流岷江水系和汉江水系的上游山区激流环境中! 是欧亚大陆鲑鳟
鱼类中分布纬度最低的种类& "# 世纪 *# 年代以前! 川陕哲罗鲑资源还较丰富! 在岷江上游的干流*大渡河*青衣
江及其附属支流均有分布& "# 世纪 *# 年代以后! 受环境恶化*过度捕捞等影响! 资源量锐减! 分布区域不断缩
小& 至 /# 年代! 其分布区缩减至岷江干流上游*大渡河上游和青衣江上游"丁瑞华等 "#$##& 至 "# 世纪末! 数量
已经极其稀少! 仅在大渡河上游的足木足河和玛柯河及岷江上游的黑水河支流*青衣江"芦山河#*天全河上游等
有一些零星报道! 同期! 在陕西汉水支流的太白河和湑水河有少量发现"杨德国等 $&&&#& "$ 世纪以来! 陕西和
四川等地绝大部分已知分布区域中已多年不见其踪迹! 仅青海玛柯河*阿坝等地还偶有报道"申志新等 "##(! 孙
大东等 "##(#& 由于川陕哲罗鲑野生资源的急剧下降! $&// 年被列为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 $&&/ 年0中国濒危
动物红皮书’鱼类1将其列为濒危物种"乐佩琦等 $&&/#! "#$" 年被 -g64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级物种&

"#$" 年 & 月陕西省太白县兴隆村村民在太白河洪水期后 $ 周内捕获川陕哲罗鲑 $& 尾! 均为成体! 体长 %#I#
)((I# 2:! 体重 #I*% )$I%H GA& 其中! 死亡 % 尾& 采用常规鱼类生物学测量和形态鉴定程序对死亡后保存的 %
尾标本进行了解剖和形态学参数测量& 死亡 % 尾川陕哲罗鲑全长 %/I& )(’I( 2:! 体长与体高之比 %I/ )(I$! 体
长与头长之比 %I( )%I/! 体长与尾柄长之比 &I$ )$’I%! 体长与尾柄高之比 $$IH )$"I(! 头长与吻长之比 ’IH )
%I’! 头长与眼径之比 (IH )HI"! 头长与眼间距之比 "I( )"I&! 头长与眼后头长之比 $$I* )$IH& 结果与0四川鱼
类志1"丁瑞华 $&&%#和0陕西鱼类志1"陕西省水产研究所等 $&&"#记载的大渡河*岷江上游及青衣江上游川陕哲
罗鲑标本的主要形态特征基本一致& 根据前述文献和0秦岭鱼类志1"陕西省水产研究所等 $&/H#等记载! 陕西省
太白县太白河曾是川陕哲罗鲑的历史分布区! 其相邻的湑水河水系也有川陕哲罗鲑的记载& 高玺章"$&/$#曾于
$&H/ 年在太白河发现川陕哲罗鲑十余尾& 据太白河村民回忆! 太白河川陕哲罗鲑在 "# 世纪 /# 年代之前还较多!
&# 年代以后还可以零星捕获! 有些个体体长可达 $ :以上& "$ 世纪以来再未有太白河川陕哲罗鲑的相关报道"杨
德国等 $&&&#& 现场考察发现! 目前太白河上游有特别管辖区域! 很少人能够进入! 可能因此保留了太白河川陕
哲罗鲑残存生境及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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