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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全面深入研究都柳江的鱼类区系并为开展其鱼类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基础资

料!通过 $%%$ 年 &% 月($%&% 年 # 月的野外调查!并结合文献资料整理出都柳江共分布有鱼类

A 目 &! 科 "# 属 ?? 种"亚种#$ 其中!四须盘 %粗唇 和月鳢等 $? 种鱼类为本次调查都柳江

鱼类的新记录!而横纹南鳅%短鳔盘 %云南盘 %棒花鱼%长脂拟
"

和黄 等 # 种鱼类为柳江

水系鱼类新记录$ 多鳞盘口鲮%中间爬岩鳅和麻鳜为都柳江鱼类特有种$ 都柳江鱼类区系以

鲤形目鲤科为主$ 都柳江鱼类区系具有物种多样性丰富%富于特有种和受威胁种%缺乏裂腹鱼

亚科和高原鳅属等高原鱼类%无洄游鱼类和洞穴鱼类等特点$ 都柳江鱼类区系起源于第三纪

早期!并分别来源于老第三纪鱼类%中印山区鱼类%南方热带鱼类和中国江河平原鱼类等 A 种

区系成分!都柳江鱼类区系属东洋区南东亚亚区华南小区$

关键词! 鱼类区系& 特有种&动物地理区划& 都柳江

中图分类号! T>">8A& 1>!$8A'''''''文献标志码'-

''都柳江地处贵州东南部与广西北部交界处"

大致 位 于 东 经 &%=z!Adh&%>z!"d) 北 纬

$"z&>dh$#z$>d之间#图 &$"属珠江水系"是贵

州境内的主要河流之一( 该河流发源于贵州省

独山县南部苗岭山脉"是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第

二大支流柳江的上游( 都柳江横跨贵州省黔

南)黔东南两州"夹于北面的雷公山和南面的月

亮山之间"全长约 !#" bG"流域面积 &" %%% 多

平方公里( 干流自西向东流经贵州省独山)三

都)榕江和从江等县后在广西三江县老堡与寻

江合并为融江( 都柳江流域河谷深切"坡度陡"

落差达& $&A G"滩多流急"两岸多为崇山峻岭"

海拔 ?%% h& %%% G(

都柳江流域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河谷

夏热冬暖"气温高"霜期短"热量充足( 流域雨量

充沛"年平均降水量达 & $A$ GG( 受太平洋暖湿

气流的影响"都柳江流域雨季开始早"一般 ",&%

月的降水量占全年的 =%j( 都柳江流域植被茂

盛"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有关都柳江鱼类的早期研究资料较少( &>!&

年"/-,[

*&+首次描述并命名了采集于都柳江流域

贵州三都的E/.+()1?Q)= @O,&'>)O,=.&./H:X"即贵

州爬岩鳅#8,/-K)(+&/ @O,&'>)O,=.&.@O,&'>)O,=.&.

/H:X$( $% 世纪 ?% 年代"伍律*$+在1贵州鱼类志2

中记述了都柳江鱼类 "& 种#亚种$"分属 A 目 &$

科 != 属"并指出都柳江的鱼类种类组成反映了与

珠江水系鱼类区系的密切联系( 郑慈英等*!+在

1珠江鱼类志2中记述了采集于都柳江的鱼类 $

目 A 科 # 属 ? 种#亚种$( 此外"王大忠等*A+对包

括都柳江在内的黔东南地区鱼类区系进行了动物

地理学分析( 目前有关都柳江鱼类区系及动物地

理区划尚缺乏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 年 &%

月<$%&% 年 # 月"作者分季节对都柳江进行了系

统的鱼类标本采集和种类调查( 本次调查旨在结

合有关文献资料全面深入地总结和研究都柳江的

鱼类区系"探讨其动物地理区划"为开展都柳江鱼

类研究以及鱼类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积累基础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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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都柳江干流采样地点

于 $%%$ 年 &% 月)$%%! 年 " 月和 = 月)$%%A

年 $ 月"先后 A 次对都柳江干流进行了系统的鱼

类标本采集( 为了使调查全面而系统"每次调查

均沿干流上)中)下游设立了独山)三都)榕江和从

江等 A 个调查点#图 &$(

图 !'都柳江水系及本次调查地点图

黑点附近河段为本次调查地点(

D1;&!'->3)5915E1M30.6:2.8<F=>37<9937=3:

%1=3%<FF1%>%8371236

PZ;UÎ;USHU69:\ MZ;K7HOb \6MSI: MZ;GHN G;H: MZ;O677;OM;\

SIM;S6WWISZ SN;OIG;: I: MZISS9Û;V8

!&('都柳江支流采样地点

于 $%%A 年 ? 月)$%%? 年 &% 月)$%&% 年 # 月

酌情对都柳江三都)榕江)从江等部分江段小支流

进行了补点采集调查"补充采集调查了溪流性底

层小型鱼类种类(

!&+'调查采样方法

鱼类标本采集主要采用常规性刺网网捕和电

鱼机电捕( 采用常规性拦河刺网捕捞河流中上层

鱼类种类"采用电鱼机捕捞不容易被刺网捕获的

底层及岩缝中栖息的鱼类种类( 同时"还从各调

查点集市收集当地野生鱼类标本( 对每个调查点

除进行鱼类标本采集外"还走访了当地渔民群众

以了解鱼类区系组成的情况(

!&,'标本保存与鉴定

采集的鱼类标本主要保存于贵州大学水产标

本室"仅 $%%A 年采集的标本部分保存于中国科学

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所采鱼类标本依朱松泉*"+

)

陈宜瑜等*#+

)

'

新洛等*=+

)乐佩琪等*?+和郑慈英

等*!+进行分类鉴定(

$'结果

(&!'都柳鱼类区系的组成

本次调查共采集鱼类标本 $ "A& 号"经鉴定

为 =$ 种#亚种$"分属 A 目 &! 科 "% 属#表 &$( 其

中四须盘 )粗唇 和月鳢等 $? 种鱼类为都柳江

鱼类新记录"而横纹南鳅)短鳔盘 )云南盘 )棒

花鱼)长脂拟
(

和黄 等 # 种鱼类为柳江水系鱼

类新记录( 本次调查结合文献*$ <A"# <&%+可

知"都柳江共计分布有鱼类 A 目 &! 科 "# 属 ?? 种

#亚种$(

表 !'都柳江鱼类名录

-./&!'R>37K91%=<FF1%>3%16=>3)5915E1M30

种名

SN;OI;S

资料来源 S69UO;

本次调查采到标本

SN;OIG;: O677;OM;\

I: MZISS9Û;V

文献记录

U;W;U;:O;

柳江水系新记录

:;YU;O6U\ I:

MZ;.I9JIH:X

+Î;USVSM;G

珠江水系特有种

SN;OI;S;:\;GIO

M6 MZ;

C;HU7+Î;U

鲤形目4VNUI:IW6UG;S

'鳅科46KIMI\H;

''桂林薄鳅 H,*+)J)+&/ F-&0&=,=.&. k k

''薄鳅 HI*,00,F(&=& k k

''斑纹薄鳅 HIQ,J(/ k k k

''美丽沙鳅 8)+&/#5&=&J)+&/$ *-0'>(/ k k

''壮体沙鳅 8I#B?1,=)*>?./$ U6K9SMH k k

''花斑副沙鳅 !/(/J)+&/ K/.'&/+/ k

''美丽小条鳅 %&'()=,1/'>,&0-.*-0'>,( k k

''横纹南鳅 5'>&.+-(/ K/.'&)0/+/ k k

''泥鳅 %&.F-(=-./=F-&00&'/-2/+-. k k

'鲤科4VNUI:I\H;

''短鳔盘 3&.')F)J&) J(/'>?*>?./00&2). k k

''四须盘 3I+,+(/J/(J/+-. k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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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种名

SN;OI;S

资料来源 S69UO;

本次调查采到标本

SN;OIG;: O677;OM;\

I: MZISS9Û;V

文献记录

U;W;U;:O;

柳江水系新记录

:;YU;O6U\ I:

MZ;.I9JIH:X

+Î;USVSM;G

珠江水系特有种

SN;OI;S;:\;GIO

M6 MZ;

C;HU7+Î;U

''云南盘 3I?-==/=,=.&. k k

''东方墨头鱼 E/((/ )(&,=+/0&. k k

''桂华鲮 5&=&0/J,) 2,')(-. k k k

''异华鲮 !/(/.&=&0/J,) /..&1&0&. k k

''多鳞盘口鲮 3&.')'>,&0-.1-0+&0,*&. k k

''须 7'>,&0)F=/+>-.J/(J/+-. k

''越南 7I+)=@&=,=.&. k

''高体 G>)2,-.)',00/+-. k

''南方鳅 E)J&)J)+&/#EI$1,(&2&)=/0&. k k

''海南鳅 EI#EI$@)00,(& k

''桂林鳅 EI#!()F)J&)J)+&/$F-&0&=F,=.&. k k k

''宽鳍 R/'') *0/+?*-. k k

''马口鱼 "*./(&&'>+>?.J&2,=. k k

''鲤 A?*(&=-.'/(*&) k

''鲫 A/(/..&-./-(/+-. k

''草鱼 A+,=)*>/(?=F)2)= &2,00-. k

''棒花鱼 7JJ)++&=/ (&4-0/(&. k k

''长体小鳔 %&'()*>?.)F)J&) ,0)=F/+-. k k

''福建小鳔 %IK-@&,=.&. k k

''乐山小鳔 %I@&/+&=F,=.&. k k

''建德小鳔 %I+/K/=F,=.&. k k

''麦穗鱼 !.,-2)(/.J)(/ */(4/ k k

''江西
)

5/(')'>,&0&'>+>?.@&/=.&,=.&. k

''黑鳍
)

5I=&F(&*&==&. k

''小
)

5I*/(4-. k k

''银 5:-/0&2-./(F,=+/+-. k k

''唇 B,1&J/(J-.0/J,)

k

''花 BI1/'-0/+-.

k

''蛇 5/-()F)J&) 2/J(?& k k

''桂林似 !.,-2)F)J&) F-&0&=,=.&. k k

''片唇 !0/+?.1/'>,&0-.,M&F--. k

'' B,1&'-0+,(0,-'&.'-0-. k

''大眼华鳊 5&=&J(/1/ 1/'()*. k k

''海南拟 !.,-2)>,1&'-0+,(>/&=/=,=.&. k

''倒刺
*

5*&=&J/(J-.2,=+&'-0/+-.2,=+&'-0/+-. k

''光倒刺
*

5I>)00/=2& k k

''北江光唇鱼 7'()..)'>,&0-.J,&<&/=F,=.&. k k k

''厚唇光唇鱼7I0/J&/+-. k

''长鳍光唇鱼 7I&(&2,.',=.0)=F&*&==&. k k k

''侧条光唇鱼7I*/(/00,=. k

''窄条光唇鱼 7I.+,=)+/,=&/+-. k

''粗须白甲鱼 "=?'>).+)1/ J/(J/+/ k k

''南方白甲鱼 "IF,(0/'>& k k

''小口白甲鱼"I0&=& k

''珠江卵形白甲鱼 "I)4/0&.(>)1J)&2. k

''稀有白甲鱼"I(/(/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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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种名

SN;OI;S

资料来源 S69UO;

本次调查采到标本

SN;OIG;: O677;OM;\

I: MZISS9Û;V

文献记录

U;W;U;:O;

柳江水系新记录

:;YU;O6U\ I:

MZ;.I9JIH:X

+Î;USVSM;G

珠江水系特有种

SN;OI;S;:\;GIO

M6 MZ;

C;HU7+Î;U

''瓣结鱼 9)(#$)0&K,($J(,4&K&0&.J(,4&K&0&. k k

''圆吻鲴 3&.+),'>)2)= +-1&().+(&. k

''细鳞鲴 N,=)'?*(&.1&'()0,*&. k

'平鳍鳅科26GH76NM;UI\H;

''中华原吸鳅 !()+)1?Q)= .&=,=.&. k k k

''广西华平鳅 5&=)>)1/0)*+,(/ @O/=F.&,=.&. k k

''贵州爬岩鳅

''8,/-K)(+&/ @O,&'>)O,=.&.@O,&'>)O,=.&.

k k k

''中间爬岩鳅8I&=+,(1,2&/ k k

''伍氏华吸鳅 5&=)F/.+()1?Q)= O-& k k k

''平舟原缨口鳅P/=1/=,=&/ *&=F'>)O,=.&. k k

鲇形目1I79UIW6UG;S

'鲇科1I79UI\H;

''鲇 5&0-(-./.)+-. k k

''西江鲇 5IF&0J,(+& k

'

(

科DHXUI\H;

''黄颡鱼 !,0+,)J/F(-.K-04&2(/') k

''长脂拟
(

!.,-2)J/F(-./2&*)./0&. k k

''乌苏拟
(

!I-..-(&,=.&. k k

''粗唇 H,&)'/..&.'(/..&0/J(&. k

''大鳍
+

%?.+-.1/'()*+,(-. k

''斑
+

%IF-++/+-. k k

' 科1IS6UI\H;

''福建纹胸 E0?*+)+>)(/MK-@&,=.&.K-@&,=.&. k k

鲈形目C;UOIW6UG;S

' 科1;UUH:I\H;

''中国少鳞鳜 A)(,)*,('/ O>&+,>,/2& k k

''斑鳜 5&=&*,('/ .'>,(Q,(& k k

''大眼鳜 5I@=,(& k

''波纹鳜 5I-=2-0/+/ k k

''麻鳜 5IK)(+&. k k k

'斗鱼科 D;76:MII\H;

''叉尾斗鱼 %/'()*)2-.)*,('-0/(&. k k

'刺鳅科RHSMHO;GK;7I\H;

''大刺鳅 %/.+/',1J,0-./(1/+-. k k

'鳢科4ZH::I\H;

''乌鳢 A>/==/ /(F-. k

''月鳢 AI/.&/+&'/ k

'塘鳢科37;6MUI\H;

''黄 B?*.,0,)+(&..O&=>)=&. k k

' 虎鱼科[6KII\H;

''褐栉 虎鱼 A+,=)F)J&-.J(-==,-. k k

''普栉 虎鱼 AIF&-(&=-. k k

合鳃目1V:KUH:OZIW6UG;S

'合鳃科1V:KUH:OZI\H;

''黄鳝 %)=)*+,(-./0J-. k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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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柳江鱼类区系中"鲤形目占绝对优势"为 ##

种#亚种$"构成了该河流鱼类总种数的 ="8%j(

其次"鲈形目为 &$ 种"占总种数的 &!8#j( 再次"

鲇形目为 > 种#亚种$"占总种数的 &%8$j( 而合

鳃目最少"仅 &种"占总种数的 &8&j( 在都柳江鱼

类 &!科中"以鲤科种类显著较多"为 "& 种#亚种$(

其次"鳅科有 > 种( 平鳍鳅科和
(

科各为 # 种#亚

种$" 科 " 种( 鲇科)鳢科和 虎鱼科各有 $ 种(

科)斗鱼科)刺鳅科)塘鳢科和合鳃科则最少"均

各为 &种#亚种$( 都柳江以鲤形目鲤科鱼类占主

体的鱼类区系组成与我国其他河流鱼类区系的特

点是一致的(

都柳江鲤科鱼类共由 &% 个亚科组成( 以

亚科)

*

亚科种类较多"分别为 &")&! 种#亚种$(

其次"野鲮亚科有 = 种(

,

亚科) 亚科)鳅 亚

科各为 ! 种( 亚科)鲴亚科)鲤亚科均各为 $

种( 而以雅罗鱼亚科最少"仅 & 种( 都柳江无裂

腹鱼亚科和鲢亚科鱼类分布(

(&('都柳江鱼类区系的特点

物种多样性丰富''都柳江为珠江流域西江

支流柳江的上游"全长 !#" 公里"分布了共计达

?? 种#亚种$鱼类#表 &$( 其中 ?# 种鱼类在1珠

江鱼类志2

*!+有记载"占1珠江鱼类志2记载西江

纯淡水鱼类 $$> 种的 !=8#j"并占珠江水系纯淡

水鱼类 $!> 种的 !#8%j( 在都柳江 ?? 种#亚种$

鱼类中"在1贵州鱼类志2

*$+中有记载的鱼类共计

=# 种#亚种$"占1贵州鱼类志2记载鱼类总种数

$%$ 种#亚种$的 !=8#j( 可见"都柳江鱼类物种

多样性丰富(

富于特有种和受威胁种''在都柳江分布的

?? 种#亚种$鱼类中"桂林薄鳅)斑纹薄鳅)四须盘

)桂华鲮)异华鲮)多鳞盘口鲮)桂林鳅 )长体

小鳔 )桂林似 )北江光唇鱼)长鳍光唇鱼)中华

原吸鳅)贵州爬岩鳅)中间爬岩鳅)伍氏华吸鳅)斑

+

和麻鳜等 &= 种#亚种$鱼类为珠江水系特有种

#表 &$"占珠江水系鱼类 =" 个特有种#亚种$

*!+

的 $$8=j( 其中麻鳜仅分布于都柳江和融江"多

鳞盘口鲮和中间爬岩鳅仅见于都柳江*!"?"&%+

( 然

而"都 柳 江 缺 乏 珠 江 水 系 鱼 类 异 条 鳅 属

#!/(/=,1/'>&0-.$)平头鳅属#"(,)=,'+,.$)唐鱼

属#9/=&'>+>?.$)瑶山鲤属#;/).>/=&'-.$)卷口鱼

属#!+?'>&2&)$等特有属的分布*!+

( 在都柳江鱼类

中"稀有白甲鱼现已被1中国物种红色名录2列为

濒危物种"而小口白甲鱼和波纹鳜则为易危物

种*&&+

( 因此"都柳江除分布了特有种多鳞盘口

鲮)中间爬岩鳅和麻鳜外"还分布有 &" 个珠江水

系鱼类特有种和 ! 个鱼类受威胁种"具有重要的

科研和保护价值(

缺乏裂腹鱼亚科!高原鳅属等高原鱼类种类

鲤形目裂腹鱼亚科)高原鳅属为青藏高原鱼类区

系的主要构成成分*&$ <&!+

( 已有研究表明"隶属于

珠江水系西江上游支流的南)北盘江分布有裂腹

鱼 亚 科 光 唇 裂 腹 鱼 * 5'>&Q)+>)(/MI# 5I$

0&..)0/J&/+-.+和灰裂腹鱼*5I#G/')1/$F(&.,-.+及

高原鳅属云南高原鳅#9(&*0)*>?./ ?-==/=,=.&.$)

南盘江高原鳅#9I=/=*/=<&/=F,=.&.$)大斑高原鳅

# 9I 1/'()1/'-0/+/ $) 大 眼 高 原 鳅 # 9I

1/'()*>+>/01/$)贞丰高原鳅#9IQ>,=K,=F,=.&.$等

= 种高原鱼类*$"&A <&"+

( 都柳江鱼类区系显示"同

属珠江水系西江支流的都柳江却缺乏裂腹鱼亚

科)高原鳅属等高原鱼类的分布(

无洄游鱼类分布''珠江水系西江支流共分

布有中华鲟 #7'&*,=.,(.&=,=.&.$)鲥 #%/'(-(/

(,,4,.&$) 七 丝 鲚 # A)&0&/ F(/?&$) 白 肌 银 鱼

#H,-').)1/ '>&=,=.&.$)鳗鲡#7=F-&00/ </*)=&'/$)

花鳗鲡#7I1/(1)(/+/$)赤 #3/.?/++./@/<,&$等

= 种洄游鱼类*!+

( 然而"到目前为止"在都柳江均

未采集到这 = 种洄游鱼类的标本(

未发现洞穴鱼类''贵州地处喀斯特地区"

岩溶地貌分布十分普遍"地下溶洞发育"在鱼类区

系组成上形成了许多适于地下洞穴生活的鱼

类,,,洞穴鱼类( 到目前为止"在贵州境内已发

现命名的喀斯特洞穴鱼类有驼背金线
*

#5&=)'?'0)'>,&0-.'?*>)+,(F)-.$)粗壮金线
*

# 5I

()J-.+-.$)长须金线
*

#5I0)=F&J/(J/+-.$)大鳞金

线
*

#5I1/'()0,*&.$)角金线
*

#5I/=F-0/(&.$)双

角金线
*

# 5IJ&')(=-+-.$) 巨须金线
*

# 5I

>-F,&J/(J-.$)荔波金线
*

# 5I0&J),=.&.$)长须盲

副鳅#!/(/')J&+&.0)=F&J/(J/+-.$)茂兰盲副鳅#!I

1/)0/=,=.&.$)贞丰高原鳅等 && 种*&#+

"主要分布

于黔西南)黔南等典型喀斯特地区岩溶洞穴中(

但本次调查都柳江流域未发现典型的喀斯特洞

穴"因而未采集到喀斯特洞穴鱼类标本(

!'讨论

+&!'都柳江鱼类区系特点的分析

中国河流众多"淡水鱼类物种多样性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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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 其中"珠江水系鱼类物种多达 $># 种#亚

种$

*!+

"仅次于长江水系*&?+

( 都柳江为珠江水系

西江下游北岸最大支流,,,柳江的上游"地处贵

州东南部"流域内气候温暖"霜期短"热量充足"雨

量充沛( 该河河床稳定"河底为沙泥底质或砾石

底质"沿河既有急流险滩又有缓流深潭"河面有宽

有窄"两岸多为中高山"植被茂盛"自然资源和生

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生境类型多样( 因此"都柳江

鱼类物种多样性丰富"其中仅分布于珠江水系的

鱼类特有种就达 &= 种#亚种$( 同时"特殊而多

样的生态环境还使都柳江鱼类物种的产生分化并

形成了麻鳜)多鳞盘口鲮和中间爬岩鳅等仅分布

于该河流的特有种(

都柳江为西江下游支流柳江的源流( 与西江

上游支流南)北盘江相比"都柳江鱼类区系缺乏裂

腹鱼亚科和高原鳅属等鱼类( 这可能是由于南)

北盘江的溯源袭夺造成的鱼类物种的差异分布(

通过溯源袭夺"南)北盘江的源流到达了云南高

原"使得原本分布于云南高原河流)湖泊中的裂腹

鱼类和高原鳅类扩散进入了南)北盘江"但由于受

自身生态习性和自然分布区的限制"这些鱼类未

能进一步向西江中下游扩散( 这反映了西江中下

游与上游南)北盘江鱼类区系组成特征的明显不

同( 这种在同一河流的上段和下段形成了明显不

同的鱼类区系的现象在青藏高原区较为普遍*&!+

(

西江自珠江口磨刀门汇入大海"进而为西江

水系 = 种海河洄游鱼类提供了洄游路径( 与下游

柳江和西江干流相比"都柳江水质清瘦"流量较

小"沿河落差较大"河床浅"滩涂较多"在枯水季节

甚至会出现断流的现象"从而不能为这 = 种洄游

鱼类提供适宜的洄游生境( 到目前为止"尚未在

都柳江采集到这 = 种洄游鱼类的标本( 因而"在

都柳江鱼类区系中缺乏洄游鱼类区系成分(

贵州是我国乃至世界主要的喀斯特地区"境

内岩溶地貌十分普遍"从而为金线
*

类)条鳅类洞

穴鱼类的分布和演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 然

而"研究表明"都柳江流域为贵州境内少有的几个

非喀斯特地貌区域之一*&>+

( 该流域岩溶地貌不

发达"未能形成适于洞穴鱼类分布和分化的地下

洞穴( 从而"都柳江鱼类区系中无洞穴鱼类种类(

+&('都柳江鱼类区系成分的起源

珠江现代淡水鱼类区系起源于第三纪早

期*$%+

( 在老第三纪古新世和始新世"包括都柳江

流域在内的亚洲大陆广泛分布着原始的
*

亚科)

亚科和
(

科等老第三纪鱼类( 在渐新世后期"

随着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和青藏高原的隆起"引起

了亚洲大陆地貌的急剧变化"在青藏高原的周缘

出现了强烈的切割( 包括都柳江在内的珠江流域

内河流深切"河谷变深"形成了急流环境"进而使

分布于该地区的老第三纪鱼类产生了适应于急流

环境的特化"演化形成了野鲮亚科)平鳍鳅科)

科和 科等适应热带)亚热带急流生活的中印山

区鱼类*!"$&+

( 同时"伴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在亚

洲大陆东部形成了大面积的冲积平原和江河湖泊

纵横交错的水域生境"进而由分布于该地区的原

始鱼类类群演化形成了适应于我国东部江河平原

的
,

亚科)鲴亚科) 亚科)鳅 亚科) 亚科等

中国江河平原鱼类并向南扩散到了包括都柳江在

内的珠江水系( 其后"分布于南岭以南的亚洲热

带低地沼泽)河流和由海洋派生的原始鱼类类群

则演化形成了沙鳅亚科)胡鲇科)长臀 科)斗鱼

科)鳢科)刺鳅科等南方热带鱼类"构成了珠江水

系现代淡水鱼类区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从

鱼类区系的起源来看"都柳江鱼类区系来源于 A

种区系成分( 其中泥鳅属#%&.F-(=-.$) 亚科)

*

亚科)鲤亚科)麦穗鱼属 #!.,-2)(/.J)(/$)

(

科)鲇科) 科等 !$ 种#亚种$鱼类为老第三纪鱼

类的直接后裔"条鳅类)野鲮亚科)平鳍鳅科和

科等 &# 种#亚种$鱼类属于适应热带)亚热带急

流生活的中印山区鱼类"沙鳅亚科)薄鳅属

#H,*+)J)+&/$)斗鱼科)刺鳅科)鳢科)塘鳢科) 虎

鱼科)合鳃科等 &A 种鱼类为起源于南岭以南亚洲

热带低地的南方热带鱼类"而雅罗鱼亚科) 亚科

#除麦穗鱼属$)

,

亚科) 亚科)鳅 亚科)鲴亚

科等 $# 种鱼类则为起源于我国东部江河平原的

中国江河平原鱼类( 由此"都柳江鱼类区系以起

源于老三纪鱼类和起源于中国江河平原鱼类的种

类较多(

+&+'都柳江鱼类区系的动物地理区划

我国淡水鱼类区系分属东洋区和全北

区*$%"$$+

( 但有关我国淡水鱼类区系东洋区和全

北区界线的划分国内尚无一致定论"主要有两种

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以自喜马拉雅山)苗岭)南

岭到武夷山一线为东洋区和全北区的分界

线*$$ <$!+

(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东亚东洋区和全北

区的分界线应北推至秦岭山脉"即自喜马拉雅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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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代应贵!贵州都柳江的鱼类区系及动物地理区划 ''

秦岭山脉一线以南为东洋区"该线以北则为全北

区*&!"$%"$A+

( 但无论从上述哪一种观点来看"隶属

于珠江水系西江支流的都柳江鱼类区系均属东

洋区(

陈宜瑜等*&!"$%+从动物区系历史发展的角度

认为自喜马拉雅山)秦岭山脉一线为东亚古北区

和东洋区真正的分界线"同时还以鱼类东亚类群

的自然分布区为依据以云南高原东缘为界将东亚

东洋区划分为南亚亚区和南东亚亚区( 云南高原

东缘以西的区域"包括进入高原的隶属于珠江水

系的南)北盘江及附属于南盘江的滇东湖群"属南

亚亚区( 该亚区广泛分布有滇东高原特有的白鱼

属#7=/J/(&0&-.$)云南鳅属#;-==/=&0&-.$等鱼类"

此外南)北盘江还分布有裂腹鱼类"滇东南盘江附

属湖群则分布有许多鲤属#A?*(&=-.$特有种"这

些鱼类类群在珠江水系其它区域均无分

布*$ <!"&A"$"+

( 而包括大部分珠江流域在内的云南

高原东缘以东的其他东洋区则属南东亚亚区( 鉴

于南东亚亚区的广大区域以及鱼类区系和自然地

理的差异性"陈宜瑜等*$%+还以苗岭)南岭)武夷山

脉为界将该亚区划分为北部的华东小区#长江)

淮河水系$和南部的华南小区#含部分珠江水系)

浙闽水系)海南岛水系和元江水系$( 从而将珠

江水系鱼类区系划分为云南高原东缘以西的南亚

亚区和以东的南东亚亚区华南小区( 这种同一河

流的上段和下段分属不同动物地理区的现象在青

藏高原区也普遍存在*&!+

( 都柳江属西江下游支

流柳江上游"其鱼类区系缺乏滇东湖群特有鱼类

如白鱼属)云南鳅属及鲤属特有种等鱼类和南)北

盘江分布的裂腹鱼亚科等鱼类"这显示了都柳江

鱼类区系与云南高原东缘以西的南亚亚区鱼类区

系之间的显著差异"即都柳江鱼类区系不属于南

亚亚区( 另一方面"都柳江地处苗岭以南"其鱼类

区系占珠江水系纯淡水鱼类总种数的 !#8%j"并

含有 &= 种珠江水系鱼类特有种"但该河流缺乏匙

吻鲟科)鲑科和胭脂鱼科等长江水系特有科)铜鱼

属#A)(,&-.$)近红
,

属#7='>,(?+>()'-0+,($)似鳊

属#!.,-2)J(/1/$等长江水系特有属*!+以及宽口

光唇鱼 #7'()..)'>,&0-.1)=+&')0-.$)嵩明白鱼

# 7=/J/(&0&-. .)=F1&=F,=.&.$) 汪 氏 近 红
,

#7='>,(?+>()'-0+,( O/=F&$) 圆 口 铜 鱼 # AI

F-&'>,=)+&$)宜昌鳅 *E)J&)J)+&/#EI$K&0&K,(+)半

#B,1&'-0+,(,00/ ./-4/F&$)团头鲂#%,F/0)J(/1/

/1J0?',*>/0/$)鲈鲤#!,(')'?*(&.*&=F&*&=F&$)岩

原 鲤 # !()'?*(&. (/J/-2&$) 泉 水 鱼

# !.,-2)F?(&='>,&0-. *()'>,&0-.$) 湖 南 吻

# G>&=)F)J&) >-=/=,=.&.$) 四 川 裂 腹 鱼

*5'>&Q)+>)(/M#G/')1/ $ @)Q0)4&+)中华倒刺
*

#5*&=&J/(J-..&=,=.&.$)异鳔鳅 #N,=)*>?.)F)J&)

J)-0,=F,(&$)长薄鳅#H,*+)J)+&/ ,0)=F/+,$)短体副

鳅#!/(/')J&+&.*)+/=&=&$)短身金沙鳅 #U&=.>/&/

/JJ(,4&/+,$)白缘 #H&)J/F(-.1/(F&=/+-.$)中华

纹胸 #E0?*+)+>)(/M.&=,=.,.&=,=.,$等长江水系

特有种的分布*&?+

( 同时"都柳江位于隶属长江中

游支流沅江上游的清水江南面( 这两条河流在贵

州东南部近似于东西向平行排列"并且地理位置

十分邻近( 这两条河流之间"都柳江北面支流与

清水江南面支流还相互交错排列( 然而"广泛分

布于沅江水系的长江鱼类特有种如拟尖头
,

# A-0+,( )M?',*>/0)&2,.$) 洞 庭 小 鳔

#%&'()*>?.)F)J&) +-=F+&=F,=.&.$) 泸溪直口鲮

# G,'+)(&.0-M&,=.&.$) 圆 筒 吻 # G>&=)F)J&)

'?0&=2(&'-.$)洞庭华鲮# 5&=&0/J,) +-=F+&=F$)张氏

薄鳅#H,*+)J)+&/ +'>/=F&$)武昌副沙鳅#!/(/J)+&/

J/=/(,.'-&$)犁头鳅#H,*+-(&'>+>?.K&1J(&/+/$和下

司华吸鳅#5&=)F/.+()1?Q)= >.&/.>&,=.&.$等在都柳

江并无分布( 可见"都柳江与沅江水系清水江之

间不存在长江鱼类特有种的跨水系分布( 这表明

横亘于都柳江与邻近沅江水系清水江之间的苗岭

山脉产生了阻限作用( 可见"都柳江鱼类区系不

应属于南东亚亚区华东小区(

根据陈宜瑜等*$%+对珠江水系鱼类区系划分

的看法"并结合都柳江鱼类区系的起源)组成及自

然地理的特点"都柳江鱼类区系应划属东洋区南

东亚亚区华南小区(

贵州大学水产养殖专业本科生王光福!潘朝

华!李昌茂等参加了野外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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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U;;:\;GIOM6 MZ;@97I9 +Î;U8PZ;WISZ;SI: 4VNUI:I\H;"4VNUI:IW6UG;SY;U;\6GI:H:MI: MZ;WI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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