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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河班多段位于青海省兴海县境内，是黄河上游主要鱼类分布区之一。２０１１年４－１１月对黄河班多段鱼
类资源进行了调查。设采样点４个，分别在鱼类生长繁殖的重要时期使用不同网具采捕４次，并结合走访调查及
鱼类样本的实验室鉴定与分析，重点研究鱼类种类、鱼类多样性、丰富度及均匀度，并提出了保护对策。结果表

明，本次调查共采集鱼类１０种、１３８尾，均为土著鱼类，种类占黄河上游青海段鱼类近１／２，班多段鱼类多样性相
对黄河上游青海段其它水域较高，鱼类组成与黄河上游青海段其它水域相似，种类相对比较丰富，涉及多种保护

鱼类，但每种鱼的个体均匀度较差，抗外界扰动的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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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在青海省境内干流长１６９４ｋｍ，占总长的
３１％；黄河上游青海段分布有鱼类２目、３科、１１属、
２３种（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１９８９；武云
飞和吴翠珍，１９９２）；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的有９
种———黄河雅罗鱼、刺?、黄河?、拟鲶高原鳅、厚唇

裸重唇鱼、斜口裸鲤、骨唇黄河鱼、极边扁咽齿鱼和

兰州鲶（汪松和解焱，２００４）；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
皮书的鱼类有３种———骨唇黄河鱼、拟鲶高原鳅和
极边扁咽齿鱼（乐佩琦和陈宜瑜，１９９８）。

黄河班多段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

与同德县境内，是青海省黄河鱼类的重要分布水域。

近年来，由于涉水工程的修建，尤其是班多水电站大

坝及人为捕捞等因素，使得鱼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

资源量明显下降，但一直未做过详细的调查和研究；

为此，２０１１年首次对黄河班多段的鱼类进行了调查
采样，并进行了鱼类多样性、均匀度和丰富度的相关

分析，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

１　研究区域与方法

１．１　采样时间和范围
分别在２０１１年５月、９月、１０月、１１月对黄河

班多段进行了４次采样和调查，基本上涵盖了黄河
土著鱼类生存和繁殖的重要时期。调查区域为青海

省海南州兴海县黄河班多段，通过实地考察，设置４
个采样点，分别在芡哈峡（班多电站坝址上游）、班

多电站坝址下游、卡力岗桥和才乃亥村。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样本采集　黄河班多段水流比较湍急，尤其
是在芡哈峡和班多电站坝址下游，给鱼类采捕工作

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采用的网具为胶丝单层刺网、胶

丝三层刺网、流网和地笼等，当日下午下网，次日凌

晨收网。

１．２．２　样本处理与鉴定　所得渔获物现场拍照后，
用１０％的甲醛进行鱼类标本固定保存后带回实验
室进行形态测定、体重测定和解剖分析。分类鉴定

依据《中国淡水鱼类检索》、《青藏高原鱼类》和《中

国条鳅志》。

１．２．３　多样性指数（ＡｎｎｅＥＭａｇｕｒｒａｎ，２０１１）　物
种多样性指数计算采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Ｈ′），

计算公式为：Ｈ′＝－∑
Ｓ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

物种均匀度指数（Ｊ）采用Ｐｉｅｌｏｕ计算公式：Ｊ＝
Ｈ′／ｌｎＳ

物种丰富度指数（Ｄ′）采用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计算公式：
Ｄ′＝（Ｓ－１）／ｌｎＮ

式中：Ｐｉ为第ｉ种的个体数与总个体数的比值；
Ｓ为样品中总种类数；Ｎ为样品中的生物总个体数。
１．２．４　优势种　优势度指数采用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Ｄ
＝１－∑ （Ｎｉ／Ｎ）

２；式中：Ｎｉ为样品中第 ｉ种鱼的个
体数；Ｎ为样本的总个体数；Ｄ为相对优势度；Ｓ为
物种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鱼类种类组成
通过对黄河班多段鱼类资源的４次调查，共采

集鱼类１０种，均为鲤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土著
鱼类，无外来种；其中，鲤科鱼类６种，分别为厚唇裸
重唇鱼、花斑裸鲤、黄河裸裂尻鱼、骨唇黄河鱼、极边

扁咽齿鱼和刺?（?亚科），占种数的６０％；鳅科鱼
类４种，分别为硬刺高原鳅、拟硬刺高原鳅、黄河高
原鳅和拟鲶高原鳅，占种数的４０％（朱松泉，１９９５）。
鱼类名录见表１。
２．２　渔获物组成

在黄河班多段共捕获鱼类１３８尾；其中，鲤科鱼
类８０尾（不包括?亚科），占总尾数的５８％；?亚科
鱼类２３尾，占１６．７％；鳅科鱼类３５尾，占２５．３％。
鱼类数量的多少与月份有着很大的关系，有的鱼每

次都能捕获，极边扁咽齿鱼仅在１１月的第４次调查
中捕获１次，而黄河裸裂尻鱼和花斑裸鲤在４次调

查中均能捕获，说明在该河段极扁边咽齿鱼的种群

数较少，黄河裸裂尻鱼和花斑裸鲤种群数量较多。

渔获物组成见表２。
２．３　群落特征指数

将黄河班多段４次鱼类调查的结果整体进行多
样性分析，多样性指数（Ｈ′）为２．８９８５，均匀度指数
（Ｊ）为０．８７２５，丰富度指数（Ｄ′）为１．２６６１；可见班
多段的鱼类多样性水平相对黄河上游青海段其它水

域比较高，物种也比较丰富，但是每种鱼的个体均匀

度较差。

２．４　优势种群
从表３可以看出，黄河裸裂尻鱼在班多各采集

月份均占很大的比重，成为优势群体。分析班多各

月份渔获物的优势度指数：５月（０．８１４８）＞９月
（０．７８８０）＞１１月（０．７３４７）＞１０月（０．５９５１）；可以
看出５月气候相对较好，鱼的种类较多，渔获量相对
较高，１０月的物种较少，１～２种鱼就可控制整个群
落，不利于该群落的发展。

表１　黄河班多段鱼类名录
Ｔａｂ．１　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Ｂａｎｄｕｏ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黄河鱼属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ａ

?亚科Ｇｏｂｉｏｎｉｎａｅ 　 ５．骨唇黄河鱼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ａｌａｂｉｏｓａＨｅｒ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刺?属Ａｃａｎｔｈｏｇｏｂｉｏ 　扁咽齿鱼属Ｐｌａｔｙｐｈａｒｏｄｏｎ

　 １．刺?ＡｃａｎｔｈｏｇｏｂｉｏｇｕｅｎｔｈｅｒｉＨｅｒ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６．极边扁咽齿鱼ＰｌａｔｙｐｈａｒｏｄｏｎｅｘｔｒｅｍｕｓＨｅｒ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裂腹鱼亚科 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ｃｉｎａｅ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裸裂尻鱼属 Ｓｃｈｉｚｏｐｙｇｏｐｓｉｓ 条鳅亚科 Ｎｅｍａｃｈｅｉｌｉｎａｅ

　 ２．黄河裸裂尻鱼 ＳｃｈｉｚｏｐｙｇｏｐｓｉｓｐｙｌｚｏｖｉＫｅｓｓｌｅｒ 　高原鳅属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裸鲤属 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７．拟鲶高原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Ｔ．）ｓｉｌｕｒｏｉｄｅｓ（Ｈｅｒ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３．花斑裸鲤 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ｅｃｋｌｏｎｉｅｃｋｌｏｎｉＨｅｒ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８．黄河高原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Ｔ．）ｐａ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ｉ（Ｆａｎｇ）

　裸重唇鱼属 Ｇｙｍｎｏｄｉｐｔｙｃｈｕｓ 　 ９．硬刺高原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Ｔ．）ｓｃｌｅｒｏｐｔｅｒａ（Ｈｅｒ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４．厚唇裸重唇鱼ＧｙｍｎｏｄｉｐｔｙｃｈｕｓｐａｃｈｙｃｈｅｉｌｕｓＨｅｒ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１０．拟硬刺高原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Ｔ．）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ｌｅｒｏｐｔｅｒａ（ＺｈｕｅｔＷｕ）

表２　黄河班多段渔获物组成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ｃａｔｃｈｅｓｆｒｏｍＢａｎｄｕｏ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鱼名
５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数量／尾 重量／ｋｇ 数量／尾 重量／ｋｇ 数量／尾 重量／ｋｇ 数量／尾 重量／ｋｇ
黄河高原鳅 ７ ０．４２ ７ ０．３６ － － － －
硬刺高原鳅 ３ ０．２０ － － － － ４ ０．０２

刺? ５ ０．３０ １５ １．０２ ３ ０．２０ － －

花斑裸鲤 ６ ０．３８ ３ ０．５０ １ ０．６２ ３ ０．６０

厚唇裸重唇鱼 ２ ０．１８ ３ ０．５９ － － １ ０．２５

黄河裸裂尻鱼 １０ ０．７９ ８ １．００ １３ ０．１４ ９ １．３１

骨唇黄河鱼 １３ ０．９４ ３ ０．３４ ４ ０．３３ － －

极边扁咽齿鱼 － － － － － － １ ０．２３

拟硬刺高原鳅 － － － － － － １０ ０．０３

拟鲶高原鳅 － － ３ ０．５９ １ ０．２２ － －

合　　计 ４６ ３．２１ ４２ ４．４０ ２２ １．５１ ２８ ２．４４

　　注：“－”表示未采集到鱼类样本。
Ｎｏｔ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ｎｏｆｉｓｈ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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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黄河班多段的鱼类优势度组成
Ｔａｂ．３　Ｆｉｓｈ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Ｂａｎｄｕｏ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鱼名
５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数量 重量 数量 重量 数量 重量 数量 重量

黄河高原鳅 ０．１５２２ ０．１３０８ ０．１６６７ ０．０８１８
硬刺高原鳅 ０．０６５２ ０．０６２３ ０．１４２９ ０．００８２
刺　　? ０．１０８７ ０．０９３５ ０．３５７１ ０．２３１８ ０．１３６４ ０．１３２４
花斑裸鲤 ０．１３０４ ０．１１８４ ０．０７１４ ０．１１３６ ０．０４５４ ０．４１０６ ０．１０７１ ０．２４５９

厚唇裸重唇鱼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５６１ ０．０７１４ ０．１３４１ ０．０３５７ ０．１０２５
黄河裸裂尻鱼 ０．２１７４ ０．２４６１ ０．１９０５ ０．２２７３ ０．５９０９ ０．０９２７ ０．３２１４ ０．５３６９
骨唇黄河鱼 ０．２８２６ ０．２９２８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７７３ ０．１８１８ ０．２１８５
极边扁咽齿鱼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９４３
拟硬刺高原鳅 ０．３５７１ ０．０１２３
拟鲶高原鳅 ０．０７１４ ０．１３４１ ０．０４５４ ０．１４５７

３　讨论

３．１　黄河班多段的保护鱼类
本次调查共计采样取得１０种土著鱼类，占青海

省黄河土著鱼类的近１／２，涉及列入中国物种红色
名录的有５种———刺?、拟鲶高原鳅、骨唇黄河鱼、
厚唇裸重唇鱼和极边扁咽齿鱼（汪松和解焱，

２００４），涉及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鱼类 ３
种———骨唇黄河鱼、拟鲶高原鳅和极边扁咽齿鱼

（乐佩琦和陈宜瑜，１９９８）。结合本项目组监测站近
年来的实际调查，刺?已很难在其它地方捕捉到，分

布范围十分有限，但在班多河段刺?尚有一定的资

源量，说明该河段鱼类整体保存相对完整。在黄河

班多段没有发现外来入侵种，这与黄河龙羊峡以下

有较多的外来鱼类情况不同。

３．２　与黄河上游青海段其它水域鱼类组成比较
本次采集到鲤科（不包括?亚科）鱼类５种，分

别为厚唇裸重唇鱼、花斑裸鲤、黄河裸裂尻鱼、骨唇

黄河鱼和极边扁咽齿鱼；鳅科鱼类４种，分别为硬刺
高原鳅、拟硬刺高原鳅、黄河高原鳅和拟鲶高原鳅；

?亚科鱼类１种，为刺?；其中，黄河裸裂尻鱼为主
要优势种，花斑裸鲤和刺?也较多，极边扁咽齿鱼仅

在一次调查中发现，数量较少；说明该河段仍以鲤科

裂腹鱼亚科和鳅科鱼类为主，鱼类整体结构简单，其

组成与黄河上游青海段其它水域相似，未发生明显

改变（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１９８９；武云
飞和吴翠珍，１９９２）。
３．３　黄河班多段鱼类的多样性与丰度

本次共调查到鱼类产卵场３处，分别为才乃亥
村、大坝下游卡力岗桥和大坝下游１ｋｍ处的缓流河
道。黄河上游班多水电站的修建，将对水生生物尤

其是鱼类造成极大的影响。班多段鱼类多样性相对

较高，物种相对比较丰富，但每种鱼的个体均匀度较

差，均为冷水性鱼类，生长缓慢，受外界环境因素影

响较大，组成不稳定，抗外界扰动的能力差，一旦本

土鱼类资源遭到破坏，在很长时间内都将难以恢复，

甚至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３．４　黄河班多段鱼类保护对策
班多河段土著鱼类种类较多，尤其是保护鱼类

刺?、厚唇裸重唇鱼、骨唇黄河鱼在黄河上游已十分

稀少，目前班多河段尚未采取必要的禁渔措施，应尽

快设立常年禁渔区，加快成立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重点对刺?、骨唇黄河鱼、厚唇裸重唇鱼、拟

鲶高原鳅和极扁边咽齿鱼加以保护；同时加强对才

乃亥村、卡力岗桥及水电站坝下游１ｋｍ处的３处鱼
类产卵场的重点保护工作，保证产卵场所必需的生

态流量，设立标识和警识牌。定期开展鱼类、浮游植

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种类组成、生物量等水生生

物监测工作。工程建设使鱼类“三场”和重要栖息

地遭到破坏，应尽量选择适宜河段人工营造相应水

生环境。

３．５　土著鱼类保护生物学的具体措施
为保护土著鱼类的生态平衡，应进一步加强水

利水电工程渔业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及补偿机制研

究。鉴于班多水电站坝址对河道的阻隔，影响鱼类

的正常生殖洄游，应建设１座鱼类增殖站，其规模兼
顾班多上下游电站建设对鱼类增殖放流的需要，同

时开展刺?、厚唇裸重唇鱼、骨唇黄河鱼等土著鱼类

基础生物学研究工作，尤其是繁殖生物学研究，重点

放流土著鱼类。依托兴海县渔政管理站，加强渔政

工作力度，指定专人负责黄河班多段渔政执法工作，

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和贩卖鱼类行为，遏制对鱼类等

水生生物资源的破坏。扩大与省内外及国外科研院

所的交流，借助外来的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合作开

展水生生物保护及其相关基础研究工作，扩大鱼类

保护资金的筹措渠道。

６０１ 第３３卷第４期　 　　　　　　　　　水 生 态 学 杂 志　　　　　　　　　　　　　　　　　　２０１２年７月



参考文献

乐佩琦，陈宜瑜．１９９８．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鱼类［Ｍ］．北
京：科学出版社．

汪松，解焱．２００４．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１卷）［Ｍ］．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武云飞，吴翠珍．１９９２．青藏高原鱼类［Ｍ］．成都：四川科学
技术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１９８９．青海省经济动物志
［Ｍ］．西宁：青海省人民出版社．

朱松泉．１９９５．中国淡水鱼类检索［Ｍ］．南京：江苏科学技术
出版社．

ＡｎｎｅＥＭａｇｕｒｒａｎ著．张峰译．２０１１．生物多样性测度［Ｍ］．北
京：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万月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Ｆｉｓｈ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Ｂａｎｄｕｏ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ＬＩＫｅｍａｏ１，２，ＳＨＥＮＺｈｉｘｉｎｇ１，２，ＣＨＥＮＹａｎｑｉｎ１，２，ＹＥＨａｉｙｕｎ１，２

（１．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
２．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ｑｕａｔｉｃ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Ｘｉｎｉｎｇ　８１００１２，Ｐ．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ｎｄｕｏ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ｉｓ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
ｅｒ，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Ｘｉｎｈａｉｃｏｕｎｔｙ．Ｗｅｈａｖ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ｔ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ｔｏ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ｉｎ２０１１．
Ｆｏｕｒ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ｗｅｒｅｓｅｔｕｐａｎｄｗ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ｔｆｉｓｈｇｒｏｗ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ｅｒｉｏｄ
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ｅｔｓｆｏｒ４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ｉｓｈｄ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ｆｉｓｈ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ｖｅｎｎｅｓｓ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ｒ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Ａｔｏｔａｌｏｆ
１０ｇｅｎｅｒａａｎｄ１３８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ａｌｌ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ｉｖｅ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ｓｅ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ａｌｍｏｓｔｈａｌｆ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ｉｎＱｉｎｇ
ｈａｉａｒｅ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ｆｉｓｈ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ｈｉｇｈ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ｉｎＱｉｎｇｈａｉ．Ｓｅｖｅｒａ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ｉｓｈｗｅｒ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Ｈｏｗｅｖ
ｅｒ，ｔｈｅｅｖｅｎｎｅｓｓ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ｉｓｈｗａｓｌｏｗ，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ｉｔ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ｉｓ
ｖｅｒｙｌｏｗ．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ａｎｄｕｏ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ｆｉｓｈ；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７０１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李柯懋等，黄河班多段鱼类多样性初步研究及保护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