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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澜沧江西双版纳段 ５ 次鱼类资源调查数据，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该流域鱼类组成及物种多样性进行

了分析。 结果显示：澜沧江西双版纳段此次共调查到鱼类 １１９ 种，隶属于 １１ 目 ２８ 科 ７９ 属，而历史记录鱼类共 １７９ 种，隶属于

１２ 目 ３４ 科 １０６ 属。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土著鱼类种数逐渐增多，但占比却逐渐下降，外来鱼类种数逐渐增多，占比也逐渐升

高；本次调查到土著鱼类 ９２ 种，占鱼类种数的 ７７．３１％，占比进一步下降；外来鱼类 ２７ 种，占鱼类种数的 ２２．６９％，占比进一步升

高。 该区域鱼类优势种为云南吻孔鲃 Ｐｏｒｏｐｕｎｔｉｕｓ ｈｕａｎｇｃｈｕｃｈｉｅｎｉ 和少鳞舟齿鱼 Ｓｃａｐｈｉｏｄｏｎｉｃｈｔｈｙｓ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ｔｅｒｕｓ，常见种为长臀鲃

Ｍｙｓｔａｃｏｌｅｕｃｕ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ｓ 和宽额鳢 Ｃｈａｎｎａ ｇａｃｈｕａ。 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２０２１ 年）鱼类 ５ 种，《中国生物多样性红

色名录 脊椎动物卷》（２０１５ 年）受威胁鱼类 ８ 种。 相对于我国其他江河，澜沧江西双版纳段有极高水平的鱼类物种多样性，其
中澜沧江干流鱼类物种多样性相对于左、右岸支流较低，左岸支流鱼类多样性高于右岸，罗梭江鱼类多样性高于其他一级支流。
虽然澜沧江西双版纳段鱼类物种多样性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土著鱼类占比下降趋势明显，仍面临着严重威胁，本文分析了受威

胁因素，并提出了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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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发源于唐古拉山北麓海拔 ５５１４ ｍ 的果宗木查山［１］，流经青海、西藏、云南三省区后，于云南省勐腊

县出境，始称湄公河，自北向南又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最后在越南注入南中国海［２⁃３］。 澜沧江⁃湄公

河鱼类物种多样性极高，其中老挝南端至源头的中上游流域共记录淡水鱼类 ７４５ 种［４］，整个流域估计有鱼类

物种 １２００—１３００ 种［５⁃６］。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南部边缘，位于东经 ９９° ５６′—１０１° ５０′，北纬

２１°０８′—２２°３６′之间，北接横断山脉，南连中南半岛，处于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是印度—马来热带区的最

北缘，气候终年温暖湿润，植物种类繁多而茂密，为热带、亚热带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各自适宜的栖息繁

衍场所，是物种高度多样性的地区之一，素有“种质资源基因库”的誉称［７⁃９］。 西双版纳属澜沧江⁃湄公河水

系，境内河网密布、纵横深切、生境多样，鱼类资源丰富［９⁃１９］，褚新洛和陈银瑞［１０］ 于 １９８７ 年较为系统地调查整

理了西双版纳鱼类名录，记录鱼类 １００ 种；杨德华［９］于 １９９３ 年报道了西双版纳鱼类 ９２ 种；随着国内外学者对

西双版纳鱼类研究的深入，更多新种或新纪录被发现［２０⁃２９］，但对西双版纳鱼类物种多样性的相关研究较少。
本文基于近三年对西双版纳鱼类资源调查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历史文献资料［４， ９⁃４１］，对澜沧江西双版纳段

鱼类组成和现状进行整理汇总，分析鱼类组成特点、物种多样性变化和受威胁因素，并对鱼类资源保护提出相

应对策。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澜沧江—湄公河在西双版纳州境内干流长 １８４ ｋｍ，主要支流有罗梭江、南腊河、南览河、南阿河、流沙河、
南果河、勐养河、南肯河等［７］。 按照澜沧江河流流向，澜沧江流域西双版纳段划分为澜沧江干流、澜沧江左岸

支流和澜沧江右岸支流。 根据鱼类生物学特性和栖息地特征，在澜沧江西双版纳段共设置 ４０ 个采样点（表 １
和图 １）。
１．２　 调查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对西双版纳罗梭江流域鱼类资源进行了调查，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和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对

西双版纳鱼类资源进行了系统调查，２０１９ 年 ６ 月—７ 月、２０２０ 年 ６ 月—７ 月对西双版纳罗梭江流域鱼类早期

资源进行了调查。
１．３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包括历史文献查阅和野外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历史文献参阅各志书以及发表的新种、新纪录

等［４， ９⁃４１］，排除同物异名，更新分类地位变动，整理成三个阶段（截至 １９９０ 年，截至 ２０１３ 年，截至 ２０２０ 年）的
历史记录，有疑问的种类未收录，如：东方墨头鱼 Ｇａｒｒ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南方鳅鮀 Ｇｏｂｉｏｂｏｔｉａ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ｉｓ、间鱼骨

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 ｍｅｄｉｕｓ、后背鲈鲤 Ｐｅｒｃｏｃｙｐｒｉｓ ｒｅｔｒｏｄｏｒｓｌｉｓ、飘鱼 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裸腹叶须鱼 Ｐｔｙｃｈｏｂａｒｂｕｓ
ｋａｚｎａｋｏｖｉ、刺鳍鳑鲏 Ｒｈｏｄｅｕｓ ｓｐｉｎａｌｉｓ、横纹南鳅 Ｓｃｈｉｓｔｕｒａ ｆａｓｃｉｏｌａｔａ、密纹南鳅 Ｓｃｈｉｓｔｕｒａ ｖｉｎｃｉｇｕｅｒｒａｅ、版纳金线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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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ｏｃｙｃｌｏｃｈｅｉｌｕｓ ｂａｎｎａｅｎｓｉｓ、宽鳍鱲 Ｚａｃｃｏ ｐｌａｔｙｐｕｓ 等。

表 １　 澜沧江西双版纳段采样点设置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调查样点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河流
Ｒｉｖｅｒｓ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１ 景栋厂 澜沧江干流 ２２．０３１０８２ １００．７８８４５７ ５３７

２ 流沙河汇口 澜沧江与流沙河汇口 ２１．９９０８４３ １００．８３０９５１ ５５０

３ 勐罕镇 澜沧江干流 ２１．８５１６３７ １００．９２２６９７ ５１９

４ 罗梭江汇口 澜沧江与罗梭江汇口 ２１．８１５９９２ １０１．１５９７２ ５１３

５ 关累口岸 澜沧江干流 ２１．６８９１５９ １０１．１２８７９ ４９１

６ 南腊河汇口 澜沧江与南腊河汇口 ２１．５６８７５４ １０１．１４０８６４ ４７９

７ 大河边村 勐养河 ２２．２０５９２５ １００．７５９６８２ ６２７

８ 曼乐村 南肯河 ２２．３６１９４８ １００．８５５５７ ９２７

９ 跳坝河村 罗梭江支流南线河 ２２．１７８１４２ １０１．００７４５２ ７３６

１０ 大窝塘 罗梭江支流普文河 ２２．３９２３５６ １０１．１１５８４６ ８３４

１１ 大开河村 罗梭江支流普文河 ２２．５８０７０５ １０１．０１７７７１ １０１０

１２ 老黄寨村 罗梭江支流勐旺河 ２２．４６４８４ １０１．２１０８１８ １０８５

１３ 踏青河汇口 罗梭江与踏青河汇口 ２２．５８５０７８ １０１．４４５３６５ ８３２

１４ 曼帕村 罗梭江 ２２．２１２９９８ １０１．２０１５５２ ６７８

１５ 曼配村 罗梭江 ２１．９９４２１５ １０１．２７７９６３ ５６８

１６ 曼打鸠村 罗梭江 ２１．９２６１３２ １０１．２７２７４５ ５３５

１７ 曼赛村 罗梭江支流曼赛河 ２２．１０４６６ １０１．２５６５６８ ６５３

１８ 曼着村 罗梭江支流磨着河 ２１．９７５５６ １０１．３５０９６３ ５８４

１９ 曼梭醒村 罗梭江支流南品河 ２１．８７８７３ １０１．２７１１８ ５２５

２０ 补蚌村 南腊河 ２１．５９９４９８ １０１．５８６９９２ ６７２

２１ 曼迈村 南腊河与南木窝河汇口 ２１．４１２８７８ １０１．５４８１９２ ６１１

２２ 曼批村 南腊河 ２１．４３６８６２ １０１．２９８６６７ ５６４

２３ 曼岗村 南腊河 ２１．５９１１３１ １０１．２２２７７７ ５２４

２４ 尚冈村 南腊河支流南木窝河 ２１．２６８０８８ １０１．６８５４５６ ７３６

２５ 曼庄村 南腊河支流南木窝河 ２１．４１６４７８ １０１．６６１４２５ ６６６

２６ 曼景东 流沙河 ２２．００９３７ １００．７２８２９３ ５５２

２７ 曼拉村 流沙河 ２１．９５４８２５ １００．３３８１６７ １１７５

２８ 曼行村 流沙河 ２１．８９５００３ １００．２２３３９８ １２３２

２９ 勐混镇 流沙河 ２１．８５９２０８ １００．３８６８３４ １１９２

３０ 篾笆桥 南果河 ２２．２４１４１７ １００．３７６２３５ １０３９

３１ 纳丙村 南果河 ２２．２６５３０９ １００．２６８９０９ １２７９

３２ 南达村 南览河 ２２．１２９２３３ １００．０４４０９８ ８１２

３３ 打洛村 南览河 ２１．６９８０４２ １００．０５２０６７ ６３４

３４ 勐板村 南览河支流南撇河 ２１．７３７０７５ １００．２０２８８２ ６８３

３５ 新龙村 南览河支流南桔河 ２１．６１１６１３ １００．２５８２５２ ７５８

３６ 勐囡村 南阿河 ２１．６１６６６３ １００．５０５０６７ １００２

３７ 曼南坎村 南阿河 ２１．５９０９８８ １００．６５０４９７ ６４７

３８ 嘎囡村 南阿河 ２１．６９７２０８ １００．７２２３９７ ６１６

３９ 曼岛 南阿河 ２１．６９６３９３ １００．８１５６２５ ５９７

４０ 土鲁村 南阿河 ２１．６９２７９９ １００．８７６７４６ ５７１

野外调查按照环境保护部公告 ２０１７ 年第 ８４ 号《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相关技术规定》之《内陆鱼

类多样性调查与评估技术规定》和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内陆水体鱼类》（ＨＪ ７１０．７—２０１４），

９５５９　 ２４ 期 　 　 　 付贵权　 等：澜沧江西双版纳段鱼类组成和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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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澜沧江西双版纳段采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ｐ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并参照《水库渔业资源调查规范》（ＳＬ １６７⁃９６）、《内陆水域渔业自然资源调查手册》 ［４２］ 等进行，主要包括现场

调查、渔获物调查、鱼类早期资源调查、访问调查等。 现场调查主要采用撒网、流刺网、地笼等方法获取鱼类标

本；渔获物调查主要通过采买渔民或市场的野生鱼类获取标本；早期资源调查主要用弶网进行采集，通过

ＤＮＡ 条形码进行物种鉴定；访问调查主要是访问渔民、渔业管理人员等，以影音、活体或标本资料为依据，如
无影音、活体、标本资料或产地来源不明的不计入本次调查数据之列，如哈氏方口鲃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ｌｕｓ ｈａｒｍａｎｄｉ、弓
背鱼 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ｕｓ 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ｕｓ、光唇裂腹鱼 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ｘ ｌｉｓｓｏｌａｂｉａｔｕｓ 等。 依据鱼类分类学研究成果［９， ３０⁃３７］进行分类

鉴定。 本文目科级分类系统参照陈小勇［３８］《云南鱼类名录》，个别属种名称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更新。 中文名

参照《拉汉世界鱼类系统名典》 ［４３］。
１．４　 鱼类濒危状况

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４４］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名录 脊椎动物卷》 ［４５］评估澜沧江西双版纳

段保护鱼类和受威胁鱼类状况。
１．５　 数据分析

（１）采用 Ｐｉｎｋａｓ 相对重要性（优势度）指数（ＩＲＩ）分析流域内鱼类优势种及常见种［４６］，其中 ＩＲＩ 值大于等

于 １０００ 时为优势种，５００—１０００ 为常见种，１００—５００ 为一般种，１０—１００ 为少见种，１０ 以下为稀有种。
ＩＲＩ ＝ （Ｎ％ ＋ Ｗ％） × Ｆ％ × １０４

式中，Ｎ％ 为某物种数量百分比；Ｗ％ 为某物种质量百分比；Ｆ％为某物种出现的采样点占总样点数的比例。
（２）采用 Ｇ⁃Ｆ 指数［４７⁃４８］分析澜沧江西双版纳段的鱼类物种组成及多样性差异，采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

性指数（Ｈ′） ［４９］、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 ［５０］，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Ｄ） ［５１］ 分析澜沧江西双版纳段鱼类群落多

样性。
Ｆ 指数（ＤＦ）：指科间的多样性。

ＤＦ ＝ ∑
ｍ

ｋ ＝ １
ＤＦｋ ＝ － ∑

ｍ

ｋ ＝ １
∑ ｎ

ｉ ＝ １
Ｐ ｉ ｌｎＰ ｉ

式中，Ｐ ｉ ＝Ｓｋｉ ／ Ｓｋ，Ｓｋｉ为 ｋ 科 ｉ 属中的物种数，Ｓｋ为 ｋ 科中的物种数，ｎ 为 ｋ 科中的属数，ｍ 为科数。
Ｇ 指数（ＤＧ）：指属间的多样性。

０６５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ＤＧ ＝ ∑
ｐ

ｊ ＝ １
ＤＧｊ ＝ － ∑

ｐ

ｊ ＝ １
ｑ ｊ ｌｎｑ ｊ

式中，ｑ ｊ ＝Ｓ ｊ ／ Ｓ，Ｓ ｊ为鱼类 ｊ 属中的物种数，Ｓ 为鱼类的物种数，ｐ 为鱼类的属数。
Ｇ⁃Ｆ 指数（ＤＧ⁃Ｆ）：鱼类物种多样性。

ＤＧ－Ｆ ＝ １ － ＤＧ ／ ＤＦ

式中，Ｇ⁃Ｆ 指数是 ０—１ 的测度，非单种科越多，Ｇ⁃Ｆ 指数越高；反之，数值就越低。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

Ｈ′ ＝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ｌｎＰ ｉ

式中，Ｐ ｉ为第 ｉ 种个体的占总个体数的比率，Ｓ 为种类数。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

Ｊ′ ＝ Ｈ′ ／ ｌｎＳ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Ｄ）

Ｄ ＝ （Ｓ － １） ／ ｌｎＮ
式中，Ｓ 为种类数，Ｎ 为总渔获尾数。

２　 结果

２．１　 鱼类种类组成现状

本次调查共采集鱼类标本 ６１２５ 号，调查到鱼类 １１９ 种，隶属于 １１ 目 ２８ 科 ７９ 属，鱼类早期资源调查鱼类

１２ 种，隶属于 ２ 目 ４ 科 １０ 属（详见附录）；其中中国鱼类新纪录 ５ 种，云南鱼类新纪录 １ 种，待定种 ５ 种，西双

版纳外来鱼类新纪录 １５ 种。 鲤形目鱼类种类最多，有 ７４ 种，占鱼类种数的 ６２．１８％；其次是鲇形目 １９ 种和鲈

形目 １５ 种，分别占鱼类种数的 １５．９７％和 １２．６１％；其余 ８ 目共 １１ 种，占鱼类总种数的 ９．２４％。 从科级水平看，
鲤科鱼类种类最多，有 ４８ 种，占鱼类种数的 ４０．３４％；其次是条鳅科 １６ 种和鮡科 ８ 种，分别占鱼类种数 １３．４５％
和 ６．７２％；爬鳅科和丽鱼科各 ５ 种，分别占鱼类种数的 ４．２０％；其余 ２３ 科共 ３７ 种，占鱼类种数的 ３１．０９％。
２．２　 土著种和外来种的历史组成变化

根据文献资料［４， ９⁃４１］和本次调查结果统计，截至 ２０２０ 年，西双版纳共记录鱼类 １７９ 种，隶属于 １２ 目 ３４ 科

１０６ 属（详见附录），是 １９９０ 年（１０６ 种）和 ２０１３ 年（１４５ 种）的 １６８．８７％和 １２３．４５％。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澜
沧江西双版纳段土著鱼类种数逐渐增多，但占比却逐渐下降；外来鱼类种数逐渐增多，占比也逐渐升高（详见

表 ２）。 本次调查到土著鱼类 ９２ 种，占鱼类种数的 ７７．３１％，占比进一步下降；外来鱼类 ２７ 种，占鱼类种数的

２２．６９％，占比进一步升高，外来鱼类已对土著鱼类构成了严重威胁。

表 ２　 澜沧江西双版纳段土著鱼类和外来鱼类的历史组成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ａｎｄ ｅｘｏｔｉｃ ｆｉｓ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截至 １９９０ 年

Ｂｙ １９９０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Ｂｙ ２０１３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Ｂｙ ２０２０
本次调查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种类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种类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种类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种类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土著鱼类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ｆｉｓｈ １００ ９４．３４％ １２８ ８８．２８％ １４７ ８２．１２％ ９２ ７７．３１％

外来鱼类 Ｔｈｅ ｅｘｏｔｉｃ ｆｉｓｈ ６ ５．６６％ １７ １１．７２％ ３２ １７．８８％ ２７ ２２．６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６ １４５ １７９ １１９

２．３　 鱼类优势种

根据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澜沧江西双版纳段调查数据对该区域鱼类相对重要性（优势度）指数（ＩＲＩ）进行计

算得出： 澜 沧 江 西 双 版 纳 段 鱼 类 优 势 种 为 云 南 吻 孔 鲃 Ｐｏｒｏｐｕｎｔｉｕｓ ｈｕａｎｇｃｈｕｃｈｉｅｎｉ 和 少 鳞 舟 齿 鱼

Ｓｃａｐｈｉｏｄｏｎｉｃｈｔｈｙｓ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ｔｅｒｕｓ，常见种为长臀鲃 Ｍｙｓｔａｃｏｌｅｕｃｕ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ｓ 和宽额鳢 Ｃｈａｎｎａ ｇａｃｈｕａ，一般种为

１６５９　 ２４ 期 　 　 　 付贵权　 等：澜沧江西双版纳段鱼类组成和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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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南南鳅 Ｓｃｈｉｓｔｕｒａ ｋｅ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尼罗罗非鱼 Ｏｒｅｏｃｈｒｏｍｉｓ ｎｉｌｏｔｉｃｕｓ、丽色真马口波鱼 Ｏｐｓａｒｉｕｓ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ｓ、斯托利

佩西鲃 Ｐｅｔｈｉａ ｓｔｏｌｉｃｚｋａｎａ、南方白甲鱼 Ｏｎｙｃｈｏｓｔｏｍａ ｇｅｒｌａｃｈｉ、华南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ｒｕｂｒｏｆｕｓｃｕｓ、鲫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马
口鱼 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ｈｔｈｙｓ ｂｉｄｅｎｓ ８ 种，其它为少见种或稀有种。
２．４　 鱼类濒危状况

根据 ２０２１ 年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西双版纳有国家重点保护鱼类 ５ 种，其中 Ｉ 级保护鱼

类 １ 种，ＩＩ 级保护鱼类 ４ 种。 根据 ２０１５ 年颁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脊椎动物卷》，西双版纳受威胁

鱼类有 ８ 种，其中极危（ＣＲ）鱼类 ２ 种，濒危（ＥＮ）鱼类有 ４ 种，易危（ＶＵ）鱼类 ２ 种；近危（ＮＴ）鱼类 １３ 种（详
见表 ３）。

表 ３　 澜沧江西双版纳段重点保护及受威胁鱼类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ｉｓｔ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ｆｉｓ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鱼类种类
Ｆｉｓ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１）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Ｒｅｄ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５）

长丝鱼芒 Ｐａｎｇａｓｉｕｓ ｓａｎｉｔｗｏｎｇｓｅｉ Ｉ 级 ＣＲ

花鳗鲡 Ａｎｇｕｉｌｌａ 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ＩＩ 级 ＥＮ

双孔鱼 Ｇｙｒｉｎｏｃｈｅｉｌｕｓ ａｙｍｏｎｉｅｒｉ ＩＩ 级

魾 Ｂａｇａｒｉｕｓ ｂａｇａｒｉｕｓ ＩＩ 级 ＶＵ

巨魾 Ｂａｇａｒｉｕｓ ｙａｒｒｅｌｌｉ ＩＩ 级 ＶＵ

朱氏高鲮 Ａｌｔｉｇｅｎａ ｚｈｕｉ ＣＲ

细纹似鳡 Ｌｕｃｉｏ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ｓｔｒｉｏｌａｔｕｓ ＥＮ

红鳍方口鲃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ｌｕｓ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ｉｓ ＥＮ

短须粒鲇 Ａｋｙｓｉｓ ｂｒａｃｈｙｂａｒｂａｔｕｓ ＥＮ

老挝魟 Ｄａｓｙａｔｉｓ ｌａｏｓｅｎｓｉｓ ＮＴ

双色鳗鲡 Ａｎｇｕｉｌｌａ ｂｉｃｏｌｏｒ ＮＴ

大鳍鱼 Ｍａｃｒｏｃｈｉｒｉｃｈｔｈｙｓ ｍａｃｒｏｃｈｉｒｉｕｓ ＮＴ

云南吻孔鲃 Ｐｏｒｏｐｕｎｔｉｕｓ ｈｕａｎｇｃｈｕｃｈｉｅｎｉ ＮＴ

细尾长臀鲃 Ｍｙｓｔａｃｏｌｅｕｃｕｓ ｌｅｐｔｕｒｕｓ ＮＴ

皮氏野鲮 Ｌａｂｅｏ ｐｉｅｒｒｅｉ ＮＴ

斑鳍连穗沙鳅 Ｓｙｎｃｒｏｓｓｕｓ ｂｅａｕｆｏｒｔｉ ＮＴ

南方连穗沙鳅 Ｓｙｎｃｒｏｓｓｕｓ ｌｕｃａｓｂａｈｉ ＮＴ

叉尾鲇 Ｗａｌｌａｇｏ ａｔｔｕ ＮＴ

短须鱼芒 Ｐａｎｇａｓｉｕｓ ｍｉｃｒｏｎｅｍｕｓ ＮＴ

长臀鲱鲇 Ｃｌｕｐｉｓｏｍａ ｌｏｎｇｉａｎａｌｉｓ ＮＴ

穗缘异齿鰋 Ｏｒｅｏｇｌａｎｉｓ ｓｅｔｉｇｅｒ ＮＴ

似黄斑褶鮡 Ｐｓｅｕｄｅｃｈｅｎｅｉｓ ｓｕｌｃａｔｏｉｄｅｓ ＮＴ

　 　 ＣＲ：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ＥＮ：濒危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ＶＵ：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ＮＴ：近危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２．５　 鱼类物种多样性

基于澜沧江西双版纳段各采样点采集到的鱼类进行统计计算（详见表 ４），澜沧江西双版纳段有较高水平

的鱼类物种多样性（Ｈ′＝ ３．４１；Ｊ′＝ ０．７８；Ｄ＝ ９．３６），其中澜沧江干流鱼类物种多样性（Ｈ′＝ １．８５；Ｊ′＝ ０．５７；Ｄ ＝ ４．
３５）相对于左、右岸支流较低，群落结构复杂程度和丰富度不高，鱼类物种分布的均匀程度较低；左岸支流鱼

类科数、属数、种数、Ｆ 指数、Ｇ 指数、Ｇ⁃Ｆ 指数均高于右岸支流，鱼类物种多样性（Ｈ′＝ ３．１４；Ｄ＝ ８．５０）相对右岸

（Ｈ′＝ ３．０８；Ｄ＝ ６．３４）也较丰富，但鱼类物种分布的均匀程度（Ｊ′＝ ０．７４）不如右岸（Ｊ′＝ ０．８）。
从各一级支流鱼类物种多样性指数而言，罗梭江 Ｆ 指数、Ｇ 指数、Ｇ⁃Ｆ 指数均最高，说明罗梭江鱼类群落

结构中非单种科的比例最高，科属结构复杂程度也比其他支流较高。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结果显

示：罗梭江＞南腊河＞南览河＞南阿河＞流沙河＞南肯河＞勐养河＞南果河，说明罗梭江鱼类物种多样性最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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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河最低。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南肯河＞流沙河＞南阿河＞南腊河＞南览河＞罗梭江＞勐养河＞南果河，说明

南果河的鱼类分布较均匀，南肯河的均匀度最低。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Ｄ）：罗梭江＞南腊河＞南览河＞南阿河

＞流沙河＞勐养河＞南肯河＞南果河，说明罗梭江的鱼类丰富度最高，南果河最低。

表 ４　 澜沧江西双版纳段各水系鱼类物种多样性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ｉｓ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河流
Ｒｉｖｅｒｓ

科数
Ｆａｍｉｌｙ

属数
Ｇｅｎｕｓ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 指数
Ｆ ｉｎｄｅｘ

Ｇ 指数
Ｇ ｉｎｄｅｘ

Ｇ⁃Ｆ 指数
Ｇ⁃Ｆ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Ｈ′）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Ｊ′）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Ｄ）

澜沧江西双版纳段 ２８ ７９ １１９ １０．８９ ４．１４ ０．６２ ３．４１ ０．７８ ９．３６

干流 ２１ ５０ ６０ ６．１２ ３．８５ ０．３７ １．８５ ０．５７ ４．３５

左岸 ２２ ６８ ９８ ９．４５ ４．０７ ０．５７ ３．１４ ０．７４ ８．５０

罗梭江 １７ ５４ ７９ ８．１５ ３．８２ ０．５３ ２．９６ ０．７３ ７．５９

南腊河 ２０ ４５ ５１ ５．１６ ３．７７ ０．２７ ２．６７ ０．７６ ５．５９

勐养河 ６ １３ １３ ２．０８ ２．５６ －０．２３ １．７９ ０．７０ ２．３３

南肯河 ５ ９ ９ １．６１ ２．２０ －０．３７ ２．０３ ０．９２ １．８４

右岸 １５ ３９ ５０ ６．２８ ３．５０ ０．４４ ３．０８ ０．８０ ６．３４

南览河 ８ ２６ ３５ ４．５２ ３．０７ ０．３２ ２．６２ ０．７４ ５．０６

南阿河 １０ ２０ ２６ ３．２４ ２．７９ ０．１４ ２．５０ ０．７７ ４．０２

流沙河 １２ １９ ２０ ２．６０ ２．９３ －０．１３ ２．２０ ０．８１ ２．４４

南果河 ８ １４ １４ ２．７１ ２．６４ ０．０３ １．３５ ０．５８ １．７６

　 　 Ｆ 指数：指科间的多样性，Ｇ 指数：指属间的多样性，Ｇ⁃Ｆ 指数：指鱼类物种多样性

３　 分析与讨论

西双版纳位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较高的气温、充沛的降雨和较高的初级生产力，鱼类物种多样

性极高［７⁃１０］。 通过整理统计褚新洛等［１０⁃１１， ３１⁃３２］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研究成果，在西双版纳共记录土著鱼类

１００ 种；陈小勇［３８］于 ２０１３ 年整理的云南鱼类名录中收录西双版纳土著鱼类 １２８ 种；随着调查强度的不断加大

和鱼类分类研究的不断深入，截至目前土著鱼类记录已有 １４７ 种，鱼类种类远高于澜沧江中上游流域［５２⁃５４］。
本次调查到鱼类 １１９ 种，其中土著鱼类 ９２ 种，仅占土著鱼类历史记录（１４７ 种）的 ６２．５９％。 国家重点保

护鱼类或受威胁鱼类中，长丝鱼芒［５５］、细纹似鱤已多年未见踪影，花鳗鲡、双孔鱼、朱氏高鲮、红鳍方口鲃、短须

粒鲇在野外也极难见到，魾、巨魾野外种群数量急剧减少；近危（ＮＴ）鱼类如老挝魟、双色鳗鲡、大鳍鱼、短须

鱼芒、长臀鲱鲇及其它土著鱼类如爪哇无名鲃 Ｂａｒｂｏｎｙｍｕｓ ｇｏｎｉｏｎｏｔｕｓ、盔圆唇鱼 Ｃｙｃｌ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ａｒｍａｔｕｓ、鲃鲤

Ｐｕｎｔｉｏｐｌｉｔｅｓ ｐｒｏｃｔｏｚｙｓｒｏｎ、爪哇鲃鲤 Ｐｕｎｔｉｏｐｌｉｔｅｓ ｗａａｎｄｅｒｓｉ、尾斑单吻鱼 Ｈｅｎｉｃ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ｃａｕｄｉ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长背鲃

Ｌａｂｉｏｂａｒｂｕｓ ｌｅｐｔｏｃｈｅｉｌａ、 舌 唇 鱼 Ｌｏｂｏｃｈｅｉｌｕｓ ｍｅｌａｎｏｔａｅｎｉａ、 澜 沧 湄 公 鱼 Ｍｅｋｏｎｇｉｎａ ｌａｎｃ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湄 公 半 鲇

Ｈｅｍｉｓｉｌｕｒｕｓ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等在野外也不易见到，也应列为重点保护鱼类或受威胁鱼类。
相对于我国其他江河［３８， ５６⁃５７］，澜沧江西双版纳段有极高水平的鱼类物种多样性，主要原因是这里地处热

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气候终年温暖湿润，河网密布，生境复杂多样，河道蜿蜒曲折，水流急缓结合，深潭与

浅滩交错，饵料生物充足，人为干扰相对较少，部分河段仍维持原始生境，这为不同生境的鱼类提供了良好丰

富多样的栖息场所、食物来源，也为洄游鱼类提供了重要的产卵场所，蕴育了丰富的鱼类物种多样

性［１４⁃１５， ５５， ５８⁃５９］。 澜沧江干流鱼类物种多样性相对于左、右岸支流较低，主要原因是干流生境较支流更单一，与
王莹［５９］对罗梭江鱼类物种多样性略高于澜沧江干流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左岸支流鱼类物种多样性高于右

岸，罗梭江高于其他一级支流，主要是由罗梭江河流生境的复杂程度决定的［１４⁃１５， ５８⁃５９］；左岸支流主要是罗梭

江、南腊河、勐养河和南肯河，右岸支流主要是南阿河、南览河、流沙河和南果河，左岸支流罗梭江生境比其他

一级支流更加复杂多样，蕴育了更加丰富的鱼类物种多样性；南腊河、南览河［１３］和南阿河均靠近边境，人为干

３６５９　 ２４ 期 　 　 　 付贵权　 等：澜沧江西双版纳段鱼类组成和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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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相对较少，开发强度有限，鱼类多样性仍保持较高水平；而流沙河、南果河、勐养河、南肯河开发强度较大或

者流域面积较小，鱼类物种多样性较低。
虽然澜沧江西双版纳段土著鱼类较多，鱼类物种多样性也维持较高水平，但仍有一些流域或河段面临着

严重威胁，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①外来种的入侵。 随着调查的深入，西双版纳外来鱼类不断被发现，从历史记录看，西双版纳外来鱼类种

数占比逐渐升高，而土著鱼类种数占比逐渐下降，与郑兰平等［１７］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本次调查外来鱼类 ２７
种，占比达 ２２．６９％，从优势度指数看，外来鱼类尼罗罗非鱼为一般种，下口鲇 Ｈｙｐｏｓｔｏｍｕｓ ｐｌｅｃｏｓｔｏｍｕｓ 为少见

种，但这些外来鱼类的生存能力强，繁殖快，数量急剧增加，严重压缩了土著鱼类的生存空间，对土著鱼类造成

较大威胁。
②河流生境破碎化。 水电开发、水利工程等大型工程项目使河流的连通性受阻［１８， ６０⁃６２］，西双版纳澜沧江

干流目前建设有景洪水电站，南腊河等一级支流也建设有中小型水电站，这些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均导致了

河流生境破碎化，对鱼类“三场”和栖息地环境产生影响，导致洄游鱼类的洄游通道受阻、土著鱼类的基因交

流减少，鱼类遗传多样性降低。
③水质污染。 沿河两岸的城镇和农村生活污水、畜禽粪便等，农业面源污染物，工业企业产生的废水等进

入河流，对鱼类的栖息环境产生威胁。
④捕捞强度过大。 西双版纳澜沧江干支流捕捞强度过大，非法捕鱼和电鱼活动屡禁不止，特别是在鱼类

繁殖期对聚集产卵亲鱼的无序捕捞，使鱼类资源面临严重威胁。

４　 保护建议

针对澜沧江西双版纳段鱼类组成特点、物种多样性变化和受威胁因素，提出如下建议：
①严格控制外来鱼类入侵，规避生态安全风险。 要加大对外来鱼类的管控和治理力度，严防养殖鱼类逃

逸到自然水体形成新的外来鱼类，进一步规避外来鱼类的入侵导致的生态安全风险。
②加大鱼类保护区的管理投入和生态监测。 目前，西双版纳州设立有罗梭江鱼类自然保护区和澜沧江—

湄公河流域鼋、双孔鱼保护区及普文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南腊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对西双版纳鱼类资源保护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些保护区设立时间相对较短，管理投入不

足，缺乏系统的生态监测。 因此，加强保护区的管理投入和生态监测尤为重要。
③减小河流的开发强度。 要推进河流空间生态修复，有条件地拆除部分老旧引水式小型水电站，恢复鱼

类栖息地的连通性；减少河道两侧挖沙采矿等活动，在条件适宜的支流加强栖息地保护，进行生境修复，建设

人工模拟产卵场等。
④减少水质污染。 要有规划的使用化肥、农药，沿河农村生活污水、畜禽废水和工业废水等进行处理后再

排放，减少水质污染的风险。
⑤限制捕捞强度。 要严格禁止“电毒炸”现象，限制对产卵期亲鱼的捕捞，加大监管和联合执法力度，做

好鱼类多样性保护。
⑥推广河长制制度。 要进一步加强鱼类保护意识的宣传和引导，推广河长制，突出社区保护的作用，把保

护的主体从政府部门向政府部门与当地社区协同联动方向转变。
⑦加大科研投入。 支持土著、珍稀鱼类的驯养繁殖，持续推进土著、珍稀鱼类的增殖放流力度和人工养殖

规模，减轻野生鱼类的捕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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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
方

翅
条

鳅
Ｐｔ
ｅｒ
ｏｎ
ｅｍ

ａｃ
ｈｅ
ｉｌｕ

ｓｍ
ｅｒ
ｉｄ
ｉｏ
ｎａ

ｌｉｓ
○

¤
●

√
√

√
√

宽
斑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ａｍ

ｐｌ
ｉｚｏ

ｎａ
★

¤
●

√
版

纳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ｂａ
ｎｎ
ａｅ
ｎｓ
ｉｓ★

¤
短

头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ｂｒ
ｅｖ
ｉｃｅ

ｐｓ
★

○
¤

鼓
颊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ｂｕ
ｃｃ
ｕｌ
ｅｎ
ｔａ
★

○
¤

纵
带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ｃｆ．

ｍ
ｅｌａ

ｒａ
ｎｃ
ｉａ
★

●
√

尼
氏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ｃｆ．

ｎｉ
ｃｈ
ｏｌ
ｓｉ★

●
√

√
√

锥
吻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ｃｏ
ｎｉ
ｒｏ
ｓｔｒ
ｉｓ★

○
¤

湄
南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ｋｅ
ｎｇ

ｔｕ
ｎｇ

ｅｎ
ｓｉｓ

○
¤

●
√

√
√

√
√

√
√

克
氏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ｋｌ
ｏｅ
ｔｚｌ
ｉａ
ｅ★

¤
●

√
贡

丰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ｋｏ
ｎｇ

ｐｈ
ｅｎ
ｇｉ
★

●
√

宽
纹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ｌａ
ｔｉｆ
ａｓ
ｃｉａ

ｔａ
★

○
¤

●
√

√
√

√
大

头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ｍ
ａｃ
ｒｏ
ｃｅ
ｐｈ
ａｌ
ｕｓ
★

¤
●

√
√

裸
背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ｎｕ

ｄｉ
ｄｏ
ｒｓｕ

ｍ
★

●
√

√
棒

状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ｐｅ
ｒｔｉ
ｃａ

★
¤

●
√

√
密

带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ｐｏ
ｃｕ
ｌｉ

○
¤

波
托

斯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ｐｏ
ｒｔｈ

ｏｓ
★

¤
●

√
多

鳞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ｓｃ
ｈｕ

ｌｔｚ
ｉ

○
¤

●
√

瓦
氏

南
鳅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ｗａ

ｌｔｏ
ｎｉ

○
¤

南
鳅

待
定

种
Ｓｃ
ｈｉ
ｓｔｕ

ｒａ
ｓｐ

．★
●

√
异

颌
棱

唇
条

鳅
Ｓｅ
ｃｔｏ

ｒｉａ
ｈｅ
ｔｅｒ
ｏｇ
ｎａ

ｔｈ
ｏｓ
★

¤
鲤

科
Ｃｙ

ｐｒ
ｉｎ
ｉｄ
ａｅ

小
鱼丹

Ｄａ
ｎｉ
ｏ
ａｐ
ｏｐ
ｙｒ
ｉｓ★

¤
金

线
鱼丹

Ｄａ
ｎｉ
ｏ
ｃｈ
ｒｙ
ｓｏ
ｔａ
ｅｎ
ｉａ
ｔａ
★

○
¤

●
√

√
√

√
√

老
挝

鱼丹
Ｄａ

ｎｉ
ｏ
ｌａ
ｏｅ
ｎｓ
ｉｓ★

◎
玫

瑰
鱼丹

Ｄａ
ｎｉ
ｏ
ｒｏ
ｓｅ
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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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中
文

名
Ｓｃ

ｉｅ
ｎｔ
ｉｆｉ
ｃ
ｎａ

ｍ
ｅ

截
至

１９
９０

年
Ｂｙ

１９
９０

截
至

２０
１３

年
Ｂｙ

２０
１３

截
至

２０
２０

年
Ｂｙ

２０
２０

干
流 ＧＬ

罗
梭

江
ＬＳ

Ｊ
南

腊
河

ＮＬ
ＡＨ

南
览

河
ＮＬ

ＮＨ
南

阿
河

ＮＡ
Ｈ

流
沙

河
ＬＳ

Ｈ
南

果
河

ＮＧ
Ｈ

勐
养

河
Ｍ
ＹＨ

南
肯

河
ＮＫ

Ｈ

金
光

长
须

鱼丹
Ｅｓ
ｏｍ

ｕｓ
ｍ
ｅｔａ

ｌｌｉ
ｃｕ
ｓ

●
√

马
口

鱼
Ｏｐ

ｓａ
ｒｉｉ
ｃｈ
ｔｈ
ｙｓ

ｂｉ
ｄｅ
ｎｓ

○
¤

●
◆

√
√

√
√

√
泰

国
真

马
口

波
鱼

Ｏｐ
ｓａ
ｒｉｕ

ｓｋ
ｏｒ
ａｔ
ｅｎ
ｓｉｓ

¤
●

√
丽

色
真

马
口

波
鱼

Ｏｐ
ｓａ
ｒｉｕ

ｓｐ
ｕｌ
ｃｈ
ｅｌｌ
ｕｓ

○
¤

●
√

√
√

√
√

黑
背

波
鱼

Ｒａ
ｓｂ
ｏｒ
ａ
ａｔ
ｒｉｄ

ｏｒ
ｓａ
ｌｉｓ

★
○

¤
黄

尾
波

鱼
Ｒａ

ｓｂ
ｏｒ
ａ
ｄｕ
ｓｏ
ｎｅ
ｎｓ
ｉｓ

¤
北

方
波

鱼
Ｒａ

ｓｂ
ｏｒ
ａ
ｓｅ
ｐｔ
ｅｎ
ｔｒｉ
ｏｎ
ａｌ
ｉｓ★

○
¤

长
嘴

鱲
Ｒａ

ｉａ
ｍ
ａｓ

ｇｕ
ｔｔａ

ｔｕ
ｓ

○
¤

●
√

√
√

短
须

鱊
Ａｃ
ｈｅ
ｉｌｏ
ｇｎ

ａｔ
ｈｕ

ｓｂ
ａｒ
ｂａ
ｔｕ
ｌｕ
ｓ

○
¤

高
体

鳑
鲏

Ｒｈ
ｏｄ
ｅｕ
ｓｏ

ｃｅ
ｌｌａ

ｔｕ
ｓ∗

¤
●

√
√

√
√

√
√

√

红
鳍

鲌
Ｃｕ

ｌｔｅ
ｒａ

ｌｂ
ｕｒ
ｎｕ

ｓ∗
●

√

Ｈｅ
ｍ
ｉｃｕ

ｌｔｅ
ｒｌ
ｅｕ
ｃｉｓ
ｃｕ
ｌｕ
ｓ∗

●
√

√
大

鳞
半

Ｈｅ
ｍ
ｉｃｕ

ｌｔｅ
ｒｅ
ｌｌａ

ｍ
ａｃ
ｒｏ
ｌｅｐ

ｉｓ★
○

¤
●

√
√

√
大

鳍
鱼

Ｍ
ａｃ
ｒｏ
ｃｈ
ｉｒｉ
ｃｈ
ｔｈ
ｙｓ

ｍ
ａｃ
ｒｏ
ｃｈ
ｉｒｉ
ｕｓ

○
¤

罗
碧

鱼
Ｐａ

ｒａ
ｌａ
ｕｂ
ｕｃ
ａ
ｂａ
ｒｒｏ

ｎｉ
○

¤

棒
花

鱼
Ａｂ
ｂｏ
ｔｔｉ
ｎａ

ｒｉｖ
ｕｌ
ａｒ
ｉｓ∗

¤
●

√
√

花
鱼骨

Ｈｅ
ｍ
ｉｂ
ａｒ
ｂｕ
ｓｍ

ａｃ
ｕｌ
ａｔ
ｕｓ

○
¤

●
√

√
√

麦
穗

鱼
Ｐｓ
ｅｕ
ｄｏ
ｒａ
ｓｂ
ｏｒ
ａ
ｐａ
ｒｖ
ａ∗

○
¤

●
√

√
√

√
√

√
√

草
鱼

Ｃｔ
ｅｎ
ｏｐ
ｈａ
ｒｙ
ｎｇ
ｏｄ
ｏｎ

ｉｄ
ｅｌｌ
ａ∗

○
¤

●
√

√
√

青
鱼

Ｍ
ｙｌ
ｏｐ
ｈａ
ｒｙ
ｎｇ
ｏｄ
ｏｎ

ｐｉ
ｃｅ
ｕｓ

∗
¤

鲢
Ｈｙ

ｐｏ
ｐｈ
ｔｈ
ａｌ
ｍ
ｉｃｈ

ｔｈ
ｙｓ

ｍ
ｏｌ
ｉｔｒ
ｉｘ

∗
○

¤
●

√
√

鳙
Ｈｙ

ｐｏ
ｐｈ
ｔｈ
ａｌ
ｍ
ｉｃｈ

ｔｈ
ｙｓ

ｎｏ
ｂｉ
ｌｉｓ

∗
○

¤
●

√
√

爪
哇

无
名

鲃
Ｂａ

ｒｂ
ｏｎ
ｙｍ

ｕｓ
ｇｏ
ｎｉ
ｏｎ
ｏｔ
ｕｓ

¤

红
鳍

方
口

鲃
Ｃｏ

ｓｍ
ｏｃ
ｈｉ
ｌｕ
ｓｃ

ａｒ
ｄｉ
ｎａ
ｌｉｓ
★

○
¤

盔
圆

唇
鱼

Ｃｙ
ｃｌｏ

ｃｈ
ｅｉｌ
ｉｃｈ

ｔｈ
ｙｓ

ａｒ
ｍ
ａｔ
ｕｓ
★

¤
●

√
√

短
须

圆
唇

鱼
Ｃｙ

ｃｌｏ
ｃｈ
ｅｉｌ
ｉｃｈ

ｔｈ
ｙｓ

ｒｅ
ｐａ
ｓｓｏ

ｎ
○

¤

小
盘

齿
鲃

Ｄｉ
ｓｃ
ｈｅ
ｒｏ
ｄｏ
ｎｔ
ｕｓ

ｐａ
ｒｖ
ｕｓ
★

○
¤

●
√

瓣
结

鱼
Ｆｏ

ｌｉｆ
ｅｒ

ｂｒ
ｅｖ
ｉｆｉ
ｌｉｓ

○
¤

裂
峡

鲃
Ｈａ

ｍ
ｐａ
ｌａ

ｍ
ａｃ
ｒｏ
ｌｅｐ

ｉｄ
ｏｔ
ａ

○
¤

●
√

√
√

大
鳞

高
须

鱼
Ｈｙ

ｐｓ
ｉｂ
ａｒ
ｂｕ
ｓｖ

ｅｒ
ｎａ
ｙｉ

○
¤

●
√

√

细
纹

似
鳡

Ｌｕ
ｃｉｏ

ｃｙ
ｐｒ
ｉｎ
ｕｓ

ｓｔｒ
ｉｏ
ｌａ
ｔｕ
ｓ★

○
¤

细
尾

长
臀

鲃
Ｍ
ｙｓ
ｔａ
ｃｏ
ｌｅｕ

ｃｕ
ｓｌ
ｅｐ
ｔｕ
ｒｕ
ｓ★

○
¤

●
◆

√
√

长
臀

鲃
Ｍ
ｙｓ
ｔａ
ｃｏ
ｌｅｕ

ｃｕ
ｓｍ

ａｒ
ｇｉ
ｎａ
ｔｕ
ｓ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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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中
文

名
Ｓｃ

ｉｅ
ｎｔ
ｉｆｉ
ｃ
ｎａ

ｍ
ｅ

截
至

１９
９０

年
Ｂｙ

１９
９０

截
至

２０
１３

年
Ｂｙ

２０
１３

截
至

２０
２０

年
Ｂｙ

２０
２０

干
流 ＧＬ

罗
梭

江
ＬＳ

Ｊ
南

腊
河

ＮＬ
ＡＨ

南
览

河
ＮＬ

ＮＨ
南

阿
河

ＮＡ
Ｈ

流
沙

河
ＬＳ

Ｈ
南

果
河

ＮＧ
Ｈ

勐
养

河
Ｍ
ＹＨ

南
肯

河
ＮＫ

Ｈ

史
氏

新
光

唇
鱼

Ｎｅ
ｏｌ
ｉｓｓ
ｏｃ
ｈｉ
ｌｕ
ｓｓ

ｔｒａ
ｃｈ
ｅｙ
ｉ

●
√

纺
锤

白
甲

鱼
Ｏｎ

ｙｃ
ｈｏ
ｓｔｏ

ｍ
ａ
ｆｕ
ｓｉｆ
ｏｒ
ｍ
ｅ★

¤
●

√

南
方

白
甲

鱼
Ｏｎ

ｙｃ
ｈｏ
ｓｔｏ

ｍ
ａ
ｇｅ
ｒｌａ

ｃｈ
ｉ

○
¤

●
√

√
√

√
√

斯
托

利
佩

西
鲃

Ｐｅ
ｔｈ
ｉａ

ｓｔｏ
ｌｉｃ
ｚｋ
ａｎ
ａ

○
¤

●
√

√
√

√

棱
吻

孔
鲃

Ｐｏ
ｒｏ
ｐｕ
ｎｔ
ｉｕ
ｓｃ

ａｒ
ｉｎ
ａｔ
ｕｓ
★

○
¤

●
√

√
√

√
√

云
南

吻
孔

鲃
Ｐｏ

ｒｏ
ｐｕ
ｎｔ
ｉｕ
ｓｈ

ｕａ
ｎｇ
ｃｈ
ｕｃ
ｈｉ
ｅｎ
ｉ

○
¤

●
√

√
√

√
√

河
口

吻
孔

鲃
Ｐｏ

ｒｏ
ｐｕ
ｎｔ
ｉｕ
ｓｋ

ｒｅ
ｍ
ｐｆ
ｉ

○
¤

镰
鲃

鲤
Ｐｕ

ｎｔ
ｉｏ
ｐｌ
ｉｔｅ
ｓｆ
ａｌ
ｃｉｆ
ｅｒ
★

○
¤

●
√

√

爪
哇

鲃
鲤

Ｐｕ
ｎｔ
ｉｏ
ｐｌ
ｉｔｅ
ｓｗ

ａａ
ｎｄ
ｅｒ
ｓｉ

○
¤

条
纹

小
鲃

Ｐｕ
ｎｔ
ｉｕ
ｓｓ

ｅｍ
ｉｆａ

ｓｃ
ｉｏ
ｌａ
ｔｕ
ｓ

○
¤

●
√

√
√

√

少
鳞

舟
齿

鱼
Ｓｃ
ａｐ
ｈｉ
ｏｄ
ｏｎ
ｉｃｈ

ｔｈ
ｙｓ

ａｃ
ａｎ
ｔｈ
ｏｐ
ｔｅｒ
ｕｓ

○
¤

●
◆

√
√

√
√

√
√

黄
尾

短
吻

鱼
Ｓｉ
ｋｕ
ｋｉ
ａ
ｆｌａ

ｖｉｃ
ａｕ
ｄａ
ｔａ
★

○
¤

短
吻

鱼
Ｓｉ
ｋｕ
ｋｉ
ａ
ｇｕ
ｄｇ
ｅｒ
ｉ

○
¤

●
√

长
须

短
吻

鱼
Ｓｉ
ｋｕ
ｋｉ
ａ
ｌｏ
ｎｇ
ｉｂ
ａｒ
ｂａ
ｔａ
★

¤

多
鳞

结
鱼

Ｔｏ
ｒｐ

ｏｌ
ｙｌ
ｅｐ
ｉｓ★

¤

中
国

结
鱼

Ｔｏ
ｒｓ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
○

¤
●

√
√

√
√

√

野
结

鱼
Ｔｏ
ｒｔ
ａｍ

ｂｒ
ａ

○
¤

●
√

√
√

宽
头

高
鲮

Ａｌ
ｔｉｇ

ｅｎ
ａ
ｌａ
ｔｉｃ
ｅｐ
ｓ★

○
¤

●
√

√

脂
高

鲮
Ａｌ
ｔｉｇ

ｅｎ
ａ
ｌｉｐ
ｐａ

★
¤

●
◆

√
√

云
南

高
鲮

Ａｌ
ｔｉｇ

ｅｎ
ａ
ｙｕ
ｎｎ
ａｎ
ｅｎ
ｓｉｓ

★
○

¤

朱
氏

高
鲮

Ａｌ
ｔｉｇ

ｅｎ
ａ
ｚｈ
ｕｉ

¤

鲮
Ｃｉ
ｒｒｈ

ｉｎ
ｕｓ

ｍ
ｏｌ
ｉｔｏ
ｒｅ
ｌｌａ

○
¤

●
√

麦
瑞

加
拉

鲮
Ｃｉ
ｒｒｈ

ｉｎ
ｕｓ

ｍ
ｒｉｇ

ａｌ
ａ∗

●
√

√

网
纹

穗
唇

鲃
Ｃｒ
ｏｓ
ｓｏ
ｃｈ
ｅｉｌ
ｕｓ

ｒｅ
ｔｉｃ
ｕｌ
ａｔ
ｕｓ

○
¤

●
◆

√

柬
埔

寨
墨

头
鱼

Ｇａ
ｒｒａ

ｃａ
ｍ
ｂｏ
ｄｇ
ｉｅｎ

ｓｉｓ
○

¤
●

√

斑
尾

墨
头

鱼
Ｇａ

ｒｒａ
ｆａ
ｓｃ
ｉａ
ｃａ
ｕｄ
ａ★

¤

缺
须

墨
头

鱼
Ｇａ

ｒｒａ
ｉｍ
ｂｅ
ｒｂ
ａ

○
¤

●
√

√

奇
额

墨
头

鱼
Ｇａ

ｒｒａ
ｍ
ｉｒｏ

ｆｒｏ
ｎｉ
ｔｓ★

○
¤

●
◆

√

尾
斑

单
吻

鱼
Ｈｅ

ｎｉ
ｃｏ
ｒｈ
ｙｎ
ｃｈ
ｕｓ

ｃａ
ｕｄ
ｉｍ
ａｃ
ｕｌ
ａｔ
ｕｓ

○
¤

●
√

√

贝
氏

凹
鼻

鲮
Ｉｎ
ｃｉｓ
ｉｌａ

ｂｅ
ｏ
ｂｅ
ｈｒ
ｉ★

●
√

√

皮
氏

野
鲮

Ｌａ
ｂｅ
ｏ
ｐｉ
ｅｒ
ｒｅ
ｉ

○
¤

露
斯

塔
野

鲮
Ｌａ
ｂｅ
ｏ
ｒｏ
ｈｉ
ｔａ

∗
●

√
√

长
背

鲃
Ｌａ
ｂｉ
ｏｂ
ａｒ
ｂｕ
ｓｌ
ｅｐ
ｔｏ
ｃｈ
ｅｉｌ
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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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中
文

名
Ｓｃ

ｉｅ
ｎｔ
ｉｆｉ
ｃ
ｎａ

ｍ
ｅ

截
至

１９
９０

年
Ｂｙ

１９
９０

截
至

２０
１３

年
Ｂｙ

２０
１３

截
至

２０
２０

年
Ｂｙ

２０
２０

干
流 ＧＬ

罗
梭

江
ＬＳ

Ｊ
南

腊
河

ＮＬ
ＡＨ

南
览

河
ＮＬ

ＮＨ
南

阿
河

ＮＡ
Ｈ

流
沙

河
ＬＳ

Ｈ
南

果
河

ＮＧ
Ｈ

勐
养

河
Ｍ
ＹＨ

南
肯

河
ＮＫ

Ｈ

舌
唇

鱼
Ｌｏ
ｂｏ
ｃｈ
ｅｉｌ
ｕｓ

ｍ
ｅｌａ

ｎｏ
ｔａ
ｅｎ
ｉａ

○
¤

澜
沧

湄
公

鱼
Ｍ
ｅｋ
ｏｎ
ｇｉ
ｎａ

ｌａ
ｎｃ
ａｎ
ｇｅ
ｎｓ
ｉｓ★

¤

鲫
Ｃａ

ｒａ
ｓｓｉ
ｕｓ

ａｕ
ｒａ
ｔｕ
ｓ

○
¤

●
√

√
√

√
√

√
√

√

华
南

鲤
Ｃｙ

ｐｒ
ｉｎ
ｕｓ

ｒｕ
ｂｒ
ｏｆ
ｕｓ
ｃｕ
ｓ

○
¤

●
√

√
√

√
√

√

脂
鲤

目
ＣＨ

ＡＲ
ＡＣ

ＩＦ
ＯＲ

Ｍ
ＥＳ

脂
鲤

科
Ｃｈ

ａｒ
ａｃ
ｉｄ
ａｅ

短
盖

肥
脂

鲤
Ｐｉ
ａｒ
ａｃ
ｔｕ
ｓｂ

ｒａ
ｃｈ
ｙｐ
ｏｍ

ｕｓ
∗

●
√

鲮
脂

鲤
科

Ｐｒ
ｏｃ
ｈｉ
ｌｏ
ｄｏ

ｎｔ
ｉｄ
ａｅ

条
纹

鲮
脂

鲤
Ｐｒ
ｏｃ
ｈｉ
ｌｏ
ｄｕ
ｓｌ
ｉｎ
ｅａ
ｔｕ
ｓ∗

¤

鲇
形

目
ＳＩ
ＬＵ

Ｒ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甲
鲇

科
Ｌｏ

ｒｉｃ
ａｒ
ｉｉｄ

ａｅ

下
口

鲇
Ｈｙ

ｐｏ
ｓｔｏ

ｍ
ｕｓ

ｐｌ
ｅｃ
ｏｓ
ｔｏ
ｍ
ｕｓ

∗
¤

●
√

√
√

√
√

√

胡
子

鲇
科

Ｃｌ
ａｒ
ｉｉｄ

ａｅ

蟾
胡

子
鲇

Ｃｌ
ａｒ
ｉａ
ｓｂ

ａｔ
ｒａ
ｃｈ
ｕｓ

¤

胡
子

鲇
Ｃｌ
ａｒ
ｉａ
ｓｆ
ｕｓ
ｃｕ
ｓ

○
¤

●
√

√
√

√

鲿
科

Ｂａ
ｇｒ
ｉｄ
ａｅ

丝
尾

鳠
Ｈｅ

ｍ
ｉｂ
ａｇ
ｒｕ
ｓｗ

ｙｃ
ｈｉ
ｏｉ
ｄｅ
ｓ

○
¤

●
√

√
√

√

黄
颡

鱼
Ｔａ

ｃｈ
ｙｓ
ｕｒ
ｕｓ

ｆｕ
ｌｖｉ
ｄｒ
ａｃ
ｏ∗

●
√

√
√

√

鲇
科

Ｓｉ
ｌｕ
ｒｉｄ

ａｅ

湄
公

半
鲇

Ｈｅ
ｍ
ｉｓｉ
ｌｕ
ｒｕ
ｓｍ

ｅｋ
ｏｎ
ｇｅ
ｎｓ
ｉｓ★

○
¤

湄
南

细
丝

鲇
Ｍ
ｉｃｒ
ｏｎ
ｅｍ

ａ
ｍ
ｏｏ
ｒｅ
ｉ

○
¤

缺
须

亮
背

鲇
Ｐｈ

ａｌ
ａｃ
ｒｏ
ｎｏ
ｔｕ
ｓａ

ｐｏ
ｇｏ
ｎ

¤
●

√

滨
河

亮
背

鲇
Ｐｈ

ａｌ
ａｃ
ｒｏ
ｎｏ
ｔｕ
ｓｂ

ｌｅｅ
ｋｅ
ｒｉ

○
¤

●
√

√
√

鲇
Ｓｉ
ｌｕ
ｒｕ
ｓａ

ｓｏ
ｔｕ
ｓ∗

●
√

叉
尾

鲇
Ｗ
ａｌ
ｌａ
ｇｏ

ａｔ
ｔｕ

○
¤

●
√

√

锡
伯

鲇
科

Ｓｃ
ｈｉ
ｌｂ
ｉｄ
ａｅ

长
臀

鲱
鲇

Ｃｌ
ｕｐ
ｉｓｏ

ｍ
ａ
ｌｏ
ｎｇ
ｉａ
ｎａ
ｌｉｓ
★

○
¤

●
√

中
华

鲱
鲇

Ｃｌ
ｕｐ
ｉｓｏ

ｍ
ａ
ｓｉｎ

ｅｎ
ｓｉｓ

○
¤

●
◆

√
√

√

鱼芒
科

Ｐａ
ｎｇ

ａｓ
ｉｉｄ

ａｅ
贾

巴
鱼芒

Ｐａ
ｎｇ

ａｓ
ｉｕ
ｓｄ

ｊａ
ｍ
ｂａ
ｌ

○
¤

短
须

鱼芒
Ｐａ

ｎｇ
ａｓ
ｉｕ
ｓｍ

ｉｃｒ
ｏｎ
ｅｍ

ｕｓ
★

○
¤

长
丝

鱼芒
Ｐａ

ｎｇ
ａｓ
ｉｕ
ｓｓ

ａｎ
ｉｔｗ

ｏｎ
ｇｓ
ｅｉ★

○
¤

鮰
科

Ｉｃ
ｔａ
ｌｕ
ｒｉｄ

ａ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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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中
文

名
Ｓｃ

ｉｅ
ｎｔ
ｉｆｉ
ｃ
ｎａ

ｍ
ｅ

截
至

１９
９０

年
Ｂｙ

１９
９０

截
至

２０
１３

年
Ｂｙ

２０
１３

截
至

２０
２０

年
Ｂｙ

２０
２０

干
流 ＧＬ

罗
梭

江
ＬＳ

Ｊ
南

腊
河

ＮＬ
ＡＨ

南
览

河
ＮＬ

ＮＨ
南

阿
河

ＮＡ
Ｈ

流
沙

河
ＬＳ

Ｈ
南

果
河

ＮＧ
Ｈ

勐
养

河
Ｍ
ＹＨ

南
肯

河
ＮＫ

Ｈ

斑
点

叉
尾

鮰
Ｉｃ
ｔａ
ｌｕ
ｒｕ
ｓｐ

ｕｎ
ｃｔａ

ｔｕ
ｓ∗

●
√

鮡
科

Ｓｉ
ｓｏ
ｒｉｄ

ａｅ
魾

Ｂａ
ｇａ

ｒｉｕ
ｓｂ

ａｇ
ａｒ
ｉｕ
ｓ

○
¤

●
◆

√
巨

魾
Ｂａ

ｇａ
ｒｉｕ

ｓｙ
ａｒ
ｒｅ
ｌｌｉ

○
¤

●
√

√
√

纺
锤

纹
胸

鮡
Ｇｌ
ｙｐ
ｔｏ
ｔｈ
ｏｒ
ａｘ

ｆｕ
ｓｃ
ｕｓ

○
¤

●
√

√
老

挝
纹

胸
鮡

Ｇｌ
ｙｐ
ｔｏ
ｔｈ
ｏｒ
ａｘ

ｌａ
ｏｓ
ｅｎ
ｓｉｓ

○
¤

●
◆

√
√

√
√

√
长

须
纹

胸
鮡

Ｇｌ
ｙｐ
ｔｏ
ｔｈ
ｏｒ
ａｘ

ｌｏ
ｎｇ
ｉｎ
ｅｍ

ａ
◎

大
斑

纹
胸

鮡
Ｇｌ
ｙｐ
ｔｏ
ｔｈ
ｏｒ
ａｘ

ｍ
ａｃ
ｒｏ
ｍ
ａｃ
ｕｌ
ａｔ
ｕｓ
★

○
¤

●
◆

√
√

√
√

√
√

扎
那

纹
胸

鮡
Ｇｌ
ｙｐ
ｔｏ
ｔｈ
ｏｒ
ａｘ

ｚａ
ｎａ

ｅｎ
ｓｉｓ

¤
●

√
穗

缘
异

齿
鰋

Ｏｒ
ｅｏ
ｇｌ
ａｎ

ｉｓ
ｓｅ
ｔｉｇ

ｅｒ
★

○
¤

●
√

√
似

黄
斑

褶
鮡

Ｐｓ
ｅｕ
ｄｅ
ｃｈ
ｅｎ
ｅｉｓ

ｓｕ
ｌｃａ

ｔｏ
ｉｄ
ｅｓ
★

○
¤

●
√

粒
鲇

科
Ａｋ

ｙｓ
ｉｄ
ａｅ

短
须

粒
鲇

Ａｋ
ｙｓ
ｉｓ
ｂｒ
ａｃ
ｈｙ
ｂａ
ｒｂ
ａｔ
ｕｓ
★

○
¤

中
华

粒
鲇

Ａｋ
ｙｓ
ｉｓ
ｓｉｎ

ｅｎ
ｓｉｓ

★
○

¤
胡

瓜
鱼

目
ＯＳ

Ｍ
ＥＲ

ＩＦ
ＯＲ

Ｍ
ＥＳ

银
鱼

科
Ｓａ

ｌａ
ｎｇ

ｉｄ
ａｅ

太
湖

新
银

鱼
Ｎｅ

ｏｓ
ａｌ
ａｎ

ｘ
ｔａ
ｉｈ
ｕｅ
ｎｓ
ｉｓ∗

●
√

颌
针

鱼
目

ＢＥ
ＬＯ

Ｎ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颌
针

鱼
科

Ｂｅ
ｌｏ
ｎｉ
ｄａ

ｅ
似

灰
异

齿
颌

针
鱼

Ｘｅ
ｎｅ
ｎｔ
ｏｄ
ｏｎ

ｃａ
ｎｃ
ｉｌｏ
ｉｄ
ｅｓ

◎
怪

颌
鳉

科
Ａｄ

ｒｉａ
ｎｉ
ｃｈ

ｔｈ
ｙｉ
ｄａ

ｅ
小

青
鳉

Ｏｒ
ｙｚ
ｉａ
ｓｍ

ｉｎ
ｕｔ
ｉｌｌ
ｕｓ
★

○
¤

●
√

中
华

青
鳉

Ｏｒ
ｙｚ
ｉａ
ｓｓ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
¤

鳉
形

目
ＣＹ

ＰＲ
ＩＮ

ＯＤ
ＯＮ

Ｔ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胎
鳉

科
Ｐｏ

ｅｃ
ｉｌｉ
ｉｄ
ａｅ

食
蚊

鱼
Ｇａ

ｍ
ｂｕ
ｓｉａ

ａｆ
ｆｉｎ

ｉｓ∗
○

¤
●

√
√

合
鳃

鱼
目

ＳＹ
ＮＢ

ＲＡ
ＮＣ

Ｈ
ＩＦ
ＯＲ

Ｍ
ＥＳ

合
鳃

鱼
科

Ｓｙ
ｎｂ

ｒａ
ｎｃ

ｈｉ
ｄａ

ｅ
黄

鳝
Ｍ
ｏｎ
ｏｐ
ｔｅｒ
ｕｓ

ａｌ
ｂｕ
ｓ

○
¤

●
√

√
√

刺
鳅

科
Ｍ
ａｓ
ｔａ
ｃｅ
ｂｅ

ｌｉｄ
ａｅ

网
纹

刺
鳅

Ｍ
ａｓ
ｔａ
ｃｅ
ｍ
ｂｅ
ｌｕ
ｓｆ
ａｖ
ｕｓ

○
¤

●
√

√
√

√
√

刺
鳅

待
定

种
Ｍ
ａｓ
ｔａ
ｃｅ
ｍ
ｂｅ
ｌｕ
ｓｓ

ｐ．
★

●
√

鲈
形

目
ＰＥ

ＲＣ
ＩＦ
ＯＲ

Ｍ
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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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中
文

名
Ｓｃ

ｉｅ
ｎｔ
ｉｆｉ
ｃ
ｎａ

ｍ
ｅ

截
至

１９
９０

年
Ｂｙ

１９
９０

截
至

２０
１３

年
Ｂｙ

２０
１３

截
至

２０
２０

年
Ｂｙ

２０
２０

干
流 ＧＬ

罗
梭

江
ＬＳ

Ｊ
南

腊
河

ＮＬ
ＡＨ

南
览

河
ＮＬ

ＮＨ
南

阿
河

ＮＡ
Ｈ

流
沙

河
ＬＳ

Ｈ
南

果
河

ＮＧ
Ｈ

勐
养

河
Ｍ
ＹＨ

南
肯

河
ＮＫ

Ｈ

丽
鱼

科
Ｃｉ
ｃｈ

ｌｉｄ
ａｅ

齐
氏

罗
非

鱼
Ｃｏ

ｐｔ
ｏｄ
ｏｎ

ｚｉｌ
ｌｉｉ

∗
●

√

奥
利

亚
罗

非
鱼

Ｏｒ
ｅｏ
ｃｈ
ｒｏ
ｍ
ｉｓ
ａｕ

ｒｅ
ｕｓ

∗
●

√

莫
桑

比
克

罗
非

鱼
Ｏｒ
ｅｏ
ｃｈ
ｒｏ
ｍ
ｉｓ
ｍ
ｏｓ
ｓａ
ｍ
ｂｉ
ｃａ

∗
○

¤
●

√

尼
罗

罗
非

鱼
Ｏｒ
ｅｏ
ｃｈ
ｒｏ
ｍ
ｉｓ
ｎｉ
ｌｏ
ｔｉｃ
ｕｓ

∗
○

¤
●

√
√

√
√

√
√

√

花
身

副
丽

鱼
Ｐａ

ｒａ
ｃｈ
ｒｏ
ｍ
ｉｓ
ｍ
ａｎ

ａｇ
ｕｅ
ｎｓ
ｉｓ∗

●
√

沙
塘

鳢
科

Ｏｄ
ｏｎ

ｔｏ
ｂｕ

ｔｉｄ
ａｅ

小
黄

鱼
幼

鱼
Ｍ
ｉｃｒ
ｏｐ
ｅｒ
ｃｏ
ｐｓ

ｓｗ
ｉｎ
ｈｏ
ｎｉ
ｓ∗

¤
塘

鳢
科

Ｅｌ
ｅｏ
ｔｒｉ
ｄａ

ｅ

云
斑

尖
塘

鳢
Ｏｘ

ｙｅ
ｌｅｏ

ｔｒｉ
ｓｍ

ａｒ
ｍ
ｏｒ
ａｔ
ａ∗

●
√

√
鰕

虎
鱼

科
Ｇｏ

ｂｉ
ｉｄ
ａｅ

褐
吻

鰕
虎

鱼
Ｒｈ

ｉｎ
ｏｇ
ｏｂ
ｉｕ
ｓｂ

ｒｕ
ｎｎ

ｅｕ
ｓ∗

¤
●

√
√

波
氏

吻
鰕

虎
鱼

Ｒｈ
ｉｎ
ｏｇ
ｏｂ
ｉｕ
ｓｃ

ｌｉｆ
ｆｏ
ｒｄ
ｐｏ
ｐｅ
ｉ∗

¤
红

河
吻

鰕
虎

鱼
Ｒｈ

ｉｎ
ｏｇ
ｏｂ
ｉｕ
ｓｈ

ｏｎ
ｇｈ

ｅｎ
ｓｉｓ

●
√

颈
斑

吻
鰕

虎
鱼

Ｒｈ
ｉｎ
ｏｇ
ｏｂ
ｉｕ
ｓｍ

ａｃ
ｕｌ
ｉｃｅ

ｒｖ
ｉｘ
★

¤
●

√

真
吻

鰕
鯱

鱼
Ｒｈ

ｉｎ
ｏｇ
ｏｂ
ｉｕ
ｓｓ

ｉｍ
ｉｌｉ
ｓ∗

¤
●

√
√

√
√

√
√

√
攀

鲈
科

Ａｎ
ａｂ

ａｎ
ｔｉｄ

ａｅ
攀

鲈
Ａｎ

ａｂ
ａｓ

ｔｅｓ
ｔｕ
ｄｉ
ｎｅ
ｕｓ

○
¤

●
√

斗
鱼

科
Ｂｅ

ｌｏ
ｎｔ
ｉｉｄ

ａｅ
叉

尾
斗

鱼
Ｍ
ａｃ
ｒｏ
ｐｏ
ｄｕ

ｓｏ
ｐｅ
ｒｃ
ｕｌ
ａｒ
ｉｓ

○
¤

●
√

线
足

鲈
Ｔｒ
ｉｃｈ

ｏｇ
ａｓ
ｔｅｒ

ｔｒｉ
ｃｈ
ｏｐ
ｔｅｒ
ｕｓ

○
¤

●
√

√
鳢

科
Ｃｈ

ａｎ
ｎｉ
ｄａ

ｅ
宽

额
鳢

Ｃｈ
ａｎ

ｎａ
ｇａ

ｃｈ
ｕａ

○
¤

●
√

√
√

√
√

√
√

√
√

带
鳢

Ｃｈ
ａｎ

ｎａ
ｌｕ
ｃｉｕ

ｓ
○

¤
线

鳢
Ｃｈ

ａｎ
ｎａ

ｓｔｒ
ｉａ
ｔａ

○
¤

●
√

√
鲀

形
目

ＴＥ
ＴＲ

ＡＯ
ＤＯ

ＮＴ
ＩＦ
ＯＲ

Ｍ
ＥＳ

鲀
科

Ｔｅ
ｔｒａ

ｏｄ
ｏｎ

ｔｉｄ
ａｅ

湄
公

河
鲀

Ｐａ
ｏ
ｔｕ
ｒｇ
ｉｄ
ｕｓ
★

○
¤

●
√

　
　

∗
为

外
来

种
，★

为
澜

沧
江

⁃湄
公

河
特

有
种

；○
为

截
至

１９
９０

年
历

史
记

录
（《

云
南

鱼
类

志
》截

止
时

间
），

¤
为

截
至

２０
１３

年
历

史
记

录
（《

云
南

鱼
类

名
录

》截
止

时
间

），
◎

为
２０

１３
⁃２

０２
０
年

记
录

，●
为

本
次

调
查

记
录

，

◆
为

鱼
类

早
期

资
源

调
查

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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