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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伊洛瓦底江和怒江褶鮡属鱼类的形态差异及分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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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采自中国伊洛瓦底江和怒江中115尾褶鮡属(Pseudecheneis)鱼类标本以采集地分为10组，对它们开

展多变量形态度量学研究，共测量了25个框架性状和14个常规性状。经两次主成分分析，逐步提取分值散点聚

在一起的标本，最终分离出5种不同的类型。第1类仅分布于伊洛瓦底江支流龙川江中下游，以其尾柄细长，区别

于其他类型，确认为细尾褶鮡（P. stenura），其余4类均是未被描记的新种。第2类分布于伊洛瓦底江支流龙

川江上游，体型极度纤细延长。第3类分布于怒江支流湾甸河，以胸鳍长为主要鉴别特征区别于其他类型，综合

解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系统发育研究结果，这类标本应是未被描记的一新种。第4类和第5类分别分布于怒江支流
南汀河及伊洛瓦底江支流大盈江，它们以背部色斑的差异相互区分。此外，腾冲曲石部分标本的度量数据无法与
大盈江的标本区分，外部形态特征亦无差异。它们是同一种类的不同地理种群，还是不同的种类，或者腾冲曲石
的这些标本是另一新种？这些猜测均有待后续采用其他方法研究后进一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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