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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8年7月至2009年9月对海南岛自然保护区的鱼类组成和生境进行了调查, 共采集鱼类39种, 隶属5目15科
34属。鱼类群落中以山区溪流性小型鱼类为主。鲤科鱼类是其中最大的类群, 构成鱼类区系成分的主体。万泉河水

系有27种，多于昌化江水系的25种和南渡江水系的21种，植物食性占12.82%，动物食性占23.08%，杂食性占43.59%，

碎屑食性占20.51%，并分析了资源衰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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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Fish Communities in Forest Streams in H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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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sh fauna of Hainan province was surveyed from July 2008 to September 2009. A total of 39 species 
belonging to 34 genera in 15 families and 5 orders were identified. Most of them were found in brooks. And Cyprinids 
is the main component of this fish fauna. Various diversity indices revealed that they are the best preserved sites with 
high fish diversity. The fish stocks of the Reserve belong to different ecological types in their migration, feeding and 
inhabitation，Fish communities were dominated by sedentary species of the community, omnivore species and 
sub-stratum species, among which there are 12.82% herbivore, 23.08% carnivore , 43.59% omnivorou and 20.51% 
detritus. Therefore, the natural fishery resource of Dayaoshan Nature Reserve has been decreased severely and it was 
urgent to protect wild fish effectively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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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位于南海北部，海拔超过 1 000 m的山峰

有 81 座，地势中部高四周低，比较大的河流大多发

源于中部山区，组成辐射状水系。全岛独流入海的

河流共 154 条，其中集水面积＞1.0×104  hm2的共

38 条。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为海南岛三大河流，

3 条大河的流域面积占全岛面积的 47%。海南气候

属于海洋性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 22 ℃~26 
℃，年均降水＞1 600 mm，其中以 8、9 月份降雨

量 为充沛。从沿海到高山，相继分布红树林—热

带常绿季雨林和热带雨林—山地雨林—山地矮林。 
 

 

珠江水产研究所等在1965—1983年间曾4次对

海南岛进行泛岛淡水鱼类调查[1-3]。但是，这些调查

多集中在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等较大河流展开，

山区仅见对鹦哥岭地区进行鱼类多样性的研究，由

于丘陵山区位置偏远、交通闭塞,对溪流鱼类群落调

查结果较少。为此，我们选择森林资源保存较为完

整的自然保护区的溪流的种类进行鉴定, 并结合前

人的研究资料[4-9], 对海南丘陵区鱼类进行分析,为
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相关的背景资料，此次

调查对探讨鱼类群落演替规律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

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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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9 月，选择海南自然保

护区坝王岭(海拔 600 m)、尖峰岭(海拔 700m)、尖

岭(海拔55 m )、南岭(海拔25 m)、青皮林(海拔 5 m )、
吊罗山(海拔 900 m )、五指山(海拔 650 m)、佳西(海
拔 150 m)、黎母山(海拔 610 m)、鹿母湾(海拔 2l0 m)、
上溪(海拔 35 m)作为采集样地，进行鱼类标本采集，

在每个保护区溪流中连续采样 5 次。鱼类标本采集

时，在较深的河段用电鱼工具，较浅的河段用小捞

网捕捞。野外采集到的鱼类标本先在现场做好各种

生物学性状测量和记录并进行形态描述，然后立即

将其浸入 5％甲醛溶液中；购得的鱼做同样处理,并
对当天获得的鱼进行整形固定，个体较大的鱼分别

在胸鳍腋部和背部注射 5％甲醛溶液，回室内进行

分类鉴定。标本鉴定和学名参照陈宜瑜、乐佩琦等

文献[5-6]。食性分类参照Goldstein[8]和Simon[9]的标

准。 

2 结果与分析 

海南山地森林溪流淡水鱼类共有 5 目 15 科 34
属 39 种，其中鲤形目(Cypriniformes) 多，有 25
种，分布比例为总数的 64.10％ ；其次是鲈形目

(Perciformes)，有 10 种，分布比例为 25.64％；鲶形

目(Siluriformes)3 种，分布比例为 7.69％；鳉形目

(Cyprinodniformes)与合鳃目(Synbranchiformes)都为

1 种，分布比例均为 2.56％。在鲤形目中鲤科

(Cyprinidea)鱼类 多，有 6 亚科 15 属 16 种，鲤科

鱼类中以鲃亚科(Barbinae) 多，有 4 种，分布比例

为鲤科总数的 25.00％，分隶于小鲃属(Puntius)、光

唇鱼属(Acrossocheilus)、白甲鱼属(Onychostoma)；
鱼丹亚科(Danioninae)4 种，占 25.00％，分隶于鱲

属 (Zacco) 、 异 鱲 属 (Parazacco) 、 马 口 鱼 属

(Opsariichthys)、拟细鲫属(Nicholsicypris)；野鲮亚

科(Labeoninae)3 种，占 18.75％，分隶于华鲮属

(Sinilabeo)、纹唇鱼属(Osteochilus)、鲮属(Cirrhinus)；
鮈亚科(Gobioninae)和鲤亚科(Cyprininae)都为 2 种，

分布比例均为 12.50％，分隶于墨头鱼属(Garra)、
小鳔鮈属(Microphysogobio)、鲤属(Cyprinus)、鲫属

(Carassius)；鲌亚科(Cultrinae)1 种，分布比例为 6.25
％，隶于海南餐属(Hainania)；鳅科(Cobitidae)与平

鳍鳅科(Homalopteridae)鱼类有 8 种，分布比例为

20.51％。鲈形目的鰕虎鱼科(Gobiidae) 吻鰕虎鱼属

(Rhinogobius)2 种，分布比例为 5.12％。本调查结果

见表 1。 
 

表 1 海南山地森林溪流淡水鱼类分布和名录 
Table 1. Fish 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forest stream fresh-water fish in Hainan island 

分布    Sampling locality 

种名 

Species 

坝王

岭 

Bawan

gling 

尖峰岭 

Jianfenglin

g 

尖岭 

Jianlin

g 

佳西 

Jiaxi 

南岭 

Nanli

ng 

青皮岭 

Qingpilin

g 

吊罗山 

Diaoluosha

n 

五指山 

Wuzhisha

n 

黎母山 

Limusha

n 

鹿母湾 

Lumusha

n 

上溪 

Shangx

i 

食性 

Feedin

g habit

海南异鱲 Parazacco 

spilurus fasciatus 
   ＋    ＋ ＋ ＋＋＋  杂食性

宽鳍鱲 Zacco platypus       ＋＋＋     杂食性

马口鱼 Opsariichthys 

bidens 
＋   ＋＋    ＋＋  ＋ ＋ 杂食性

拟细鲫 Nicholsicypris 

normalis 
 ＋   ＋  ＋＋＋ ＋＋ ＋ ＋  杂食性

锯齿海南餐 Hainania 

serrata 
        ＋＋   

碎屑食

性 

疏斑小鲃         ＋＋    杂食 

Puntius paucimaculatus

条纹小鲃P. 

semifasciolatus 

    ＋＋＋  ＋＋  ＋  ＋ 

性 

 

杂食性

虹彩光唇鱼

Acrossocheilus 

iridescens iridescens 

      ＋＋   ＋＋  植食性

细尾白甲鱼

Onychostoma leptura 
＋ ＋     ＋＋ ＋＋＋ ＋ ＋  

植食性

 

 

鲮 Cirrhinus 

molitorella 
  ＋       ＋ ＋ 植食性

盆唇华鲮 Sinilabeo 

discognathoides 
         ＋ ＋ 植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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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Fish 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forest stream fresh-water fish in Hainan island 

纹唇鱼 Osteochilus 

salsburyi 
      ＋ ＋    植食性

海南墨头鱼Garra 

pingi hainanensis 
＋ ＋          杂食性

嘉积小鳔鮈

Microphysogobio 

kachekensis 

＋ ＋          杂食性

鲤 Cyprinus carpio    ＋    ＋    杂食性

鲫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      ＋  杂食性

中华花鳅 Cobitis 

sinensis 
    ＋    ＋ ＋  

碎屑食

性 

泥鳅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   ＋  ＋＋＋ ＋ ＋ ＋  

碎屑食

性 

美丽小条鳅

Micronemacheilus 

pulcher 

＋  ＋       ＋  
碎屑食

性 

横纹南鳅Schistura 

fasciolata 
＋＋      ＋＋＋ ＋＋  ＋  

碎屑食

性 

无斑南鳅S. incerta          ＋  
碎屑食

性 

琼中拟平鳅

Liniparhomaloptera 

disparis 

 ＋     ＋ ＋ ＋   
碎屑食

性 

海南原缨口鳅

Vanmanenia 

hainanensis 

         ＋  
碎屑食

性 

爬岩鳅Beaufortia 

leveretti 
         ＋  杂食性

越南隐鳍鲇Silurus 

cochinchinensis 
 ＋     ＋  ＋   肉食性

胡子鲇Clarias fuscus          ＋  肉食性

斑鳠Hemibagrus 

pluriradiatus 
         ＋  肉食性

食蚊鱼Gambusia 

affinis 
  ＋＋＋ ＋＋ ＋＋ ＋  ＋ ＋＋   杂食性

黄鳝Monopterus albus  ＋          杂食性

大刺鳅 Mastacembelus 

armatus 
         ＋  肉食性

尼罗口孵非鲫

Oreochromis niloticus 

niloticus 

   ＋＋  ＋  ＋＋ ＋   肉食性

海南细齿塘鳢 

Philypnus chalmersi 
       ＋    杂食性

子陵吻鰕虎鱼 

Rhinogobius giurinus 
   ＋  ＋ ＋ ＋   ＋ 杂食性

项鳞吻鰕虎鱼                                 ＋                                                                                             杂食性 

 R. cervicosquamus 

攀鲈 Anabas 

testudineus 
     ＋      肉食性

叉尾斗鱼 

Macropodus 

opercularis 

 ＋   ＋ ＋  ＋ ＋ ＋  杂食性

斑鳢 Channa 

maculata 
＋＋           肉食性

宽额鳢C. gachua  ＋  ＋ ＋  ＋＋ ＋ ＋ ＋＋  肉食性

月鳢 C. asiatica          ＋  肉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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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代表＜5 尾； ＋＋代表 5~20 尾；＋＋＋代表 30~50 尾；＋＋＋＋代表＞50 尾 
Note: ＋represents ＜5 fish; ＋＋represents 5~20 fish; ＋＋＋represents 30~50 fish; ＋＋＋＋represents ＞50 fish 

海南岛森林溪流淡水鱼类分布区系属东洋区，

华南亚区的海南岛分区。根据调查可把它划分为 5
个区系复合体。热带平原鱼类区系复合体包括鲤科

的鲃亚科大部分属，丹亚科的拟细鲫属、异鱲属、

鱲属，还有合鳃科、食蚊鱼科、塘鳢科、鰕虎鱼科、

鳢科、刺鳅科；江河平原鱼类区系复合体包括鮈亚

科的小鳔鮈属；中印山区鱼类区系复合体，包括野

鲮亚科的华鲮属、纹唇鱼属、鲮属，鳅科的条鳅属、

南鳅属，平鳍鳅科的拟平鳅属、原缨口鳅属、爬岩

鳅属。早第三纪鱼类区系复合体包括鲤亚科的鲤属、

鲫属，鳅科的泥鳅属，鲶科的鲶属。北方平原鱼类

区系复合体包括鳅科的花鳅属。 
采集点属于 3 个水系。坝王岭、尖峰岭、尖岭、

佳西属于昌化江水系；南岭、青皮岭、吊罗山、五

指山、黎母山和上溪属于万泉河水系；鹿母湾属南

渡江水系。昌化江水系发源于五指山西北麓，横贯

海南岛西部，流经琼中、保亭、乐东、东方至昌化

港入海，共有鱼类 25 种，该水系没有海南餐、条纹

小鲃、虹彩光唇鱼、纹唇鱼、中华花鳅、海南原缨

口鳅、爬岩鳅、胡子鲇、斑镬、海南细齿塘鳢、攀

鲈、大刺鳅等类群的鱼类：而仅见于该水系的鱼类

有嘉积小鳔鱼句、鲤、黄鳝、项鳞吻鰕虎鱼、斑鳢

等。万泉河水系上游分南北两支流，分别发源于五

指山和风门岭，流经琼中、万宁、屯昌至琼海县龙

江合流，经嘉积至博敖港入海，共有鱼类 27 种。与

该区毗邻水系相比较，该水系没有嘉积小鳔鮈、鲤、

美丽小条鳅、爬岩鳅、黄鳝、大刺鳅等，仅见于该

水系的类群有宽鳍鱲、海南餐、疏斑小鲃、鲮、攀

鲈等种类。另外，与其他两水系比拟细鲫、细尾白

甲鱼、泥鳅、尼罗非鲫，等鱼类的种类所占分布比

例较多。南渡江水系发源于白沙县南平岭，流经白

沙、琼中、儋县、澄迈、屯昌、安定县和琼山诸县

经海口市入海，共有鱼类 21 种，该水系鱼类组成的

显著特点是没有海南餐、条纹小鲃、盆唇华鲮、

麦穗鱼、鲫、琼中拟平鳅、越鲇、食蚊鱼、尼罗非

鲫等鱼类。特有类群有海南原缨口鳅、爬岩鳅等鱼

类，另外在该区分布的鱼类在广东都有分布。 
按营养结构(食性)分为碎屑食性、植食性、肉

食性和杂食性四种；调查的 39 种淡水鱼从食性结构

来看，以植物为食的有 5 种，占总数的 12.82%；以

水中动物为食的有 9 种，占总数 23.08%；兼食动物

性和植物性食物的有 17 种，占总数的 43.59%；以

水中的有机碎屑和夹杂其中的微小生物为食的有 8
种，占总数的 20.51%。  

3 讨  论  

从此次调查结果来看，海南山地森林溪流淡水

鱼类主要以鲤形目鱼类为主，且多为山区小型鱼类。

其鱼类组成特点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有关。流经山地

森林中的溪流，陡坡较多，水浅湍急，多石砾底质，

因此，适应于此山涧小河环境，多为游泳迅速的小

型鱼类和具吸附能力的鱼类。调查发现有海南异鱲、

海南鳘、疏斑小鲃、细尾铲颌鱼、虹彩光唇鱼、嘉

积小鳔绚、盆唇华鲮、海南原缨口鳅、琼中拟平鳅、

海南细齿塘鳢、项鳞吻鰕虎鱼等 11 种特有种，占总

数的 28.21％。特有种的存在与海南岛独具岛屿特色

的地形是分不开的。另外调查还发现了极为罕见的

海南鳖，它被国家红皮书列入易危种类，随时面临

消失。 
海南森林溪流各科鱼类大多在昌化江水系有分

布，但各类群的种数所占的比例不同，如拟细鲫、

泥鳅、子陵栉缎虎鱼等鱼类所占的比例明显比其他

两水系偏少。昌化江水系存在少量在越南广布的鱼

类，如条纹二须鳃。昌化江水系与万泉河水系都有

的鱼类有海南异 、马口鱼、拟细鲫、条纹二须鳃、

盆唇华鲮、麦穗鱼、鲫、横纹南鳅、泥鳅、琼中拟

平鳅、越鲇、食蚊鱼、尼罗非鲫、子陵栉缎虎鱼、

叉尾斗鱼、宽额鳢等。这反映出两水系鱼类区系存

在一定的差异，但也有一定的联系。与南渡江水系

比较，万泉河水系缺美丽小条鳅、海南原缨口鳅、

爬岩鳅、大刺鳅鱼类：两水系共有鱼类有海南异 、

马口鱼、拟细鲫、条纹刺鲍、虹彩光唇鱼、细尾铲

颌鱼、纹唇鱼、中华花鳅、泥鳅、胡子鲇、子陵栉

缎虎鱼、叉尾斗鱼、宽额鳢等。两水系相同鱼类较

多，这也反映出两水系自然地理环境较为相似。与

昌化江水系比较，南渡江水系没有虹彩光唇鱼、纹

唇鱼、中华花鳅、海南原缨口鳅、爬岩鳅、胡子鲇；

仅见于该水系的种有条纹二须鱼巴、盆唇华鲮、麦

穗鱼、嘉积小鳔啻句、鲤、鲫、琼中拟平鳅、黄鳝、

尼罗非鲫、项鳞栉缎虎鱼、斑鳢等。两水系鱼类组

成差别较大反映出地理环境的较大差异。 
海南岛北部原与广东雷州半岛相连，约在上新

世海南岛才与大陆隔开，在淡水鱼分布上也证明了

这一点，39 种森林溪流鱼中 28 种在广东有分布，

而靠近北部的南渡江水系 20 种鱼在广东都有分布。

海南岛西部与印度支那半岛的越南相连，从昌化江

水系具有 2 对须的小鲃属而这些种类越南也有分布

就足以证明，两岛大约在上新世才被隔开。海南岛

与大陆、越南隔开后，经过漫长的岁月，在特定的

森林溪流条件下为鱼类物种分化提供外在条件，这

样就形成了海南岛的淡水鱼特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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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森林溪流鱼类资源丰富、鲤、鲫、鲮、

光唇鱼类和白甲鱼类等都是当地主要的捕捞对象，

鳅科, 平鳍鳅科，鲤科中的鰺、马口鱼及宽鳍鱲等

很多小型鱼类往往因数量较多而成为该地区主要的

食用和饲用对象。另外, 某些种类具有特殊的观赏

价值，如爬岩鳅等，因其体型特异且具一定的资源

量已成为观赏鱼类之一。而美丽小条鳅等生活时体

色美丽、色彩斑斓, 具有作为观赏鱼养殖开发的良

好前景。部分种类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某些在特

殊生境中生活的特殊类群, 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

成了与其栖息环境相适应的独特形态，但随着社会

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也越来

越强，海南野生淡水鱼类资源呈现出较明显的衰退

和单一化趋势。近年采集工作发现，唇鱼骨

[Hemibarbus labeo (Pallas)]、花鱼骨 (Hemibarbus 
maculates)等以往常见种类已经非常稀少甚至消失，

野生鱼类物种丰富度有明显下降的趋势。野生鱼类

种群数量下降，小型化趋势明显，物种多样性受到

威胁，物种分布区缩小、斑块化。与该地区的养殖

种类相比, 现今海南自然水体中野生鱼类以中小型

鱼类为主, 缺乏经济价值较高的大型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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