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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黄河小浪底以下河段渔业资源现状，２０１０年５－９月对此河段的鱼类及其饵料资源进行了调查。结
果表明，浮游植物密度为 ３．４９×１０４个／Ｌ，现存量为 ０．０２３４ｍｇ／Ｌ，浮游动物密度为 ５２６个／Ｌ，现存量为
０．１２４５ｍｇ／Ｌ，现存量较小。底栖动物２３种（属），水生植物６种，现存量极少，物种多样性较低，鱼类种群数量减
少。渔获物中，１＋龄鱼占８１．７６％，平均体重１５０．３ｇ，呈现明显的低龄化和小型化趋势。鱼类区系组成简单，以
鲤科鱼类为主，与３０年前相比，鱼类种群结构变化明显。渔业资源衰退的主要原因为水利工程建设运营和人为
干扰，并据此提出了鱼类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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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小浪底至入海口包括了流经河南的大部分
河段和山东的全部河段，全长超过１０００ｋｍ。在小
浪底电站大坝以下全段再无大坝阻隔，河道通畅。

小浪底以下至孟津，河谷渐宽，是黄河由山区进入平

原的过渡地段。河南孟津以下的河段为黄河下游，

长度７８６ｋｍ，流域面积仅２．３万 ｋｍ２，占全流域面积
的３％；下游河段总落差９３．６ｍ，平均比降０．０１２％，
区间增加的水量占黄河总水量的３．５％。由于黄河
泥沙量大，水流变缓，下游河段长期淤积形成举世闻

名的“地上悬河”，河床高出地面４～５ｍ，黄河约束
在大堤内成为海河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水岭。在下

游河段，除伊洛河、沁河和大汶河汇入外，再无较大

支流汇入；利津以下为黄河河口段，入海口因泥沙淤

积，不断延伸摆动。目前，黄河入海口位于渤海湾与

莱州湾交汇处，是１９７６年人工改道后经清水沟淤积
塑造的新河道；最宽处约１５００ｍ，一般为５００ｍ，最
窄处只有５０ｍ，水深一般为２．６ｍ，有的地方深度只
有１．２～１．６ｍ。

由于环境变化，黄河水资源量逐年减少，至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黄河花园口以下年年断流，渔业生态
遭到了严重破坏。小浪底水库建成运行后，使黄河

不再断流，再加上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黄河渔业

资源正在逐步恢复。尽管如此，由于黄河泥沙含量

大，小浪底下泄水的温度较低，黄河主河道在鱼类繁

殖期水温一般在１０℃左右，不适合鱼类生长繁殖；
同时，黄河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水体污染以及水域

生态环境受人为干扰大，水质相对不稳定，对黄河干

流水生生物资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对渔业资源影

响也较大；为了解黄河干流小浪底以下段渔业资源

现状，２０１０年５－９月对这一河段的渔业资源进行
了调查。

１　调查内容与方法

１．１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以饵料生物资源和鱼类资源为主。饵

料生物资源调查主要包括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和水

生植物的种类组成及数量变化特征；鱼类资源调查

主要包括鱼类区系特点和渔获物种类组成。

１．２　调查时间
２０１０年的５－６月完成了黄河下游山东段５个

调查断面的渔业资源调查，７－９月初完成了河南段
５个调查断面的渔业资源调查。对１０个采样河段
分别进行了不少于１周的鱼类样本采集。
１．３　样点布设

通过对黄河小浪底至入海口的实地考察，并结

合现有资料和文献综合分析，本次调查共选取了１０
个采样地点，分别是小浪底坝下、伊洛河口、花园口，

柳园口、东坝头、东阿、济南洛口、利津、垦利和黄河

口，采样点坐标为水生生物采样地，同时将生物采样

点上下游５ｋｍ河道作为鱼类采样断面（图１）。小
浪底以下河段再无水利工程拦截，河道开阔通畅，流

经地主要为开阔平原，水流平缓、河面宽阔、水深较



浅，且此河段工业、农业及生活用水均取自黄河，历

史上这一区域鱼类丰富、渔业资源量较大，此次调查

基本能够反映黄河小浪底至河口段的渔业资源现

状。采样点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采样断面的基本情况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河段 地理坐标 海拔／ｍ 水温／℃ 流速／ｍ·ｓ－１ 透明度／ｃｍ ｐＨ

小浪底坝下 １１２°２４′２１６″Ｅ；３４°５５′０４９″Ｎ １１５ ７．６ １．４７ ４８ ６．５
伊洛河口 １１３°０３′７３０″Ｅ；３４°５０′２９９″Ｎ ８４ １３．７ １．４８ １４ ６．５
花园口 １１３°３７′０３８″Ｅ；３４°５５′８４３″Ｎ ７３ １１．３ １．１６ ２５ ６．５
柳园口 １１４°２２′０４３″Ｅ；３４°５４′３７８″Ｎ ７１ １２．５ １．０３ １５ ６．３
东坝头 １１４°４６′６４９″Ｅ；３４°５５′２８９″Ｎ ６９ １４．０ １．１２ １７ ６．５
东阿 １１６°１８′４９８″Ｅ；３６°２１′２９２″Ｎ ３５ １７．０ ０．９７ １５ ６．５

济南洛口 １１６？５９′３０９″Ｅ；３６°４３′４９６″Ｎ ３０ ２０．０ １．１５ １３ ６．５
利津 １１８°１８′４１７″Ｅ；３７°３０′９１０″Ｎ １０ ２１．０ ０．９２ １２ ６．５
垦利 １１８°３１′７４４″Ｅ；３７°３６′３６７″Ｎ ８ １９．５ ０．３３ １３ ６．５
黄河口 １１９°１４′３４７″Ｅ；３７°４８′２６１″Ｎ １ １８．５ ０．５３ １５ ６．３

图１　黄河小浪底至入海口的采样点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１．４　调查方法
１．４．１　饵料生物资源　饵料生物样本的采集、定
性、定量分析依据《内陆水域渔业自然资源调查试

行规范》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制定的《淡

水生物资源调查方法》进行。

１．４．２　鱼类资源调查　鱼类资源采取实地捕捞、市
场调查、走访了解和查阅资料相结合方法进行，具体

方法如下：（１）捕捞网具：采用目大１．２～４．５ｃｍ的
三层流刺、定置刺网和定置张网进行捕捞，对较浅水

域则配合电捕，诱捕采用１．５～２．５ｍ长的密眼虾
笼，放入诱饵进行诱捕。（２）渔获物统计：根据采样
结果以及当地捕鱼人提供的数字统计渔获物，将所

有的渔获物进行分类计数、称重。（３）鱼类标本：选
择体表无伤的鱼类作为鉴定标本，先采用１０％的甲
醛溶液固定２４ｈ，然后转入４％的甲醛溶液中长期
保存。（４）年龄鉴定：选择鱼类标本的臀鳞、鳃盖骨
或脊椎骨进行年龄鉴定。标本通过磨片处理后，在

解剖镜下进行观察。种类鉴定参考《中国鱼类系统

检索》、《中国鲤科鱼类志》和《中国动物》。

２　结果

２．１　饵料生物资源
２．１．１　浮游植物　共检出浮游植物 ６门、１５３种
（属）；其中，硅藻门最多，有７５种，占４９．０２％；绿藻
门４２种（属），占２７．４５％；蓝藻门 １９种（属），占
１２．４２％；黄藻门８种（属），占５．２３％；裸藻门 ８种
（属），占５．２３％；金藻门最少，仅１种，占０．６５％。

对各采样点浮游植物定量分析表明，黄河干流

小浪底坝下至入海口浮游植物密度为１．５２×１０４～
６．７９×１０４个／Ｌ，平均密度为 ３．４９×１０４个／Ｌ；生
物量为 ０．０２６６～０．１２０２ｍｇ／Ｌ，平均生物量为
０．０２３４ｍｇ／Ｌ。详见表２。
２．１．２　浮游动物　本次调查共检出浮游动物３大
类 ６０种属，原生动物最多，为 ２７种（属），占
４５．００％；轮虫其次，共２２种（属），占３６．６７％；桡足
类最少，共１１种（属），占１８．３３％；其他各门的种类
均未见到。

对浮游动物的定量分析表明，黄河干流小浪底

坝下至入海口浮游动物密度为１５９～１２５５个／Ｌ，平
均为 ５２６个／Ｌ；其中，原生动物占绝对优势，为
８８．３５％。浮 游 动 物 生 物 量 为 ０．０１２４ ～
０．３１２８ｍｇ／Ｌ，平均为０．１２４５ｍｇ／Ｌ。详见表３。
２．１．３　底栖生物　通过对１０个采样点的样本进行
定性镜检，共检出底栖生物７大类、２３种（属），详见
表４。

表２　浮游植物密度和生物量统计
Ｔａｂ．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ｔａｘａ

地点 小浪底坝下 伊洛河口 花园口 柳园口 东坝头 东阿 济南洛口 利津 垦利 黄河口

密度／个·Ｌ－１ １７０００ ３６３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６２５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６７９５０ ３１８５０ ４０２５０ １５２００
生物量／ｍｇ·Ｌ－１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１６３ ０．１２０２ ０．０６９０ ０．０３９１ ０．０６７２ ０．０６３２ ０．０６４６ ０．０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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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统计
Ｔａｂ．３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ｔａｘａ

地点 小浪底坝下 伊洛河口 花园口 柳园口 东坝头 东阿 济南洛口 利津 垦利 黄河口

密度／个·Ｌ－１ ２１０ ２３５ １５９ ４６０ ５６０ ５９５ ９８２ ２５５ ５５０ １２５５
生物量／ｍｇ·Ｌ－１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１３２ ０．１１６１ ０．１０３１ ０．０５３６ ０．０７１９ ０．３１２８ ０．１２４０ ０．２２２０ ０．２１６１

表４　底栖动物定性分析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ｅｎｔｈｉｃａｎｉｍａｌｓ

　　　　　　　　　　　种　　名 　　　　　　　　　　　种　　名

摇蚊幼虫Ｃｈｉｒｏｎｏｍｕｓｌａｒｖａ 　　细螯沼虾 ＭａｃｒｏｂｒａｃｈｉｕｍｓｕｐｅｒｂｕｍＨｅｌｌｅｒ
　　前长寡角摇蚊 Ｄｉａｍｅｓａｇｒ．ｐｒｏｌｏｎｇａｔａＫｉｅｆｆｅｒ 　　斑节沼虾 Ｍａｃｒｏｂｒａｃｈｉｕｍ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ｍＬｉａｎｇｅｔＹａｎ
　　速疾环足摇蚊 ＣｒｉｃｏｔｏｐｕｓｆｕｇａｘＪｏｈａｎｎｓｅｎ 　　秀丽白虾 Ｐａｌａｅｍｏｎ（Ｅｘｏｐａｌａｅｍｏｎ）ｍｏｄｅｓｔｕｓ（Ｈｅｌｌｅｒ）
　　指突隐摇蚊 Ｃｒｙｐｔｏｃｈｉｒｏｎｏｍｕｓｄｉｇｉｔａｔｕｓ 　　中华米虾 Ｃａｒｉｄｉｎａ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六附器毛突摇蚊 ＣｈａｅｔｏｃｌａｄｉｕｓｓｅｘｐａｐｉｌｏｓｕｓＹａｎｅｔｙｅ 　　克氏原螯虾 Ｐｒｏｃａｍｂａｒｕｓｃｌａｒｋｉｉ
　　黑内摇蚊幼虫 Ｅｎｄｏｃｈｉｒｏｎｏｍｕｓ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 　　日本沼虾 Ｍａｃｒｏｂｒａｃｈｉｕｍｍｉｐｐｏｎｅｎ
软体动物Ｍｏｌｌｕｓｃａ 　　中华绒螯蟹 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方形环梭螺 Ｂｅｌｌａｍｙａｑｕａｄｒａｔａ（Ｂｅｎｓｏｎ） 端足目Ａｍｐｈｉｐｏｄａ
　　椭圆萝卜螺 Ｒａｄｉｘｓｗｉｎｈｏｅｉ（Ｒ．Ａｄａｍｓ） 　　钩虾 Ｇａｍｍａｒｕｓｓｐ．
　　铜锈环棱螺 Ｂｅｌｌａｍｙａ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口足目Ｓｔｏｍａｔｏｐｏｄａ
　　河蚬 Ｃ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ｆｌｕｍｉｎｅａ 　　虾蛄 Ｏｒａｔｏｓｑｕｉｌｌａｏｒａｔｏｒｉａ
　　蚂蟥 ＷｈｉｔｍａｎｉａｐｉｇｒａＷｈｉｔｍａ 　颤蚓科Ｔｕｂｉｆｉｃｉｄａｅ
　　凸旋螺 Ｇｙｒａｕｌｕｓｃｏｎｖｅｘｉｕｓｃｕｌｕｓ 　　水丝蚓 Ｌｉｍｎｏｄｒｉｌｕｓ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ｉ
　　中国圆田螺 Ｃｉｐａｎｇｏｐａｌｕｄ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Ｇｒａｙ 　划蝽科 Ｃｏｒｉｘｉｄａｅ
十足目Ｄｅｃａｐｏｄａ 　　划蝽 Ｍｉｃｒｏｎｅｃｔａｓｃｈｏｌｔｚｉ

２．２　鱼类区系组成与资源状况
２．２．１　种类组成　本次调查共采集到鱼类标本４７
种（表５），隶属于６目、１２科；其中，鲤科鱼类３０种，
占６３．８３％；其他１１科所占比重仅３６．１７％，包括

!

虎科４种，占８．５１％，鲶科３种，占６．３８％，鲻科、鎨
科各２种，各占 ４．２６％，鳅科、

"

科、刺鳅科、塘鳢

科、鳢科、斗鱼科、银鱼科各１种，各占２．１３％。黄
河下游鱼类具有地域性经济价值，如鲻、梭鱼等。

２．２．２　渔获物组成分析　本次调查实地捕获鱼类
２４４２尾，共计 ５７２５６ｇ，鲤科鱼类占绝对优势，计
２１８４尾，占渔获物总尾数的 ８８．９％，其中#

又
鱼的数量

最多，种群数量较大，多达１５７４尾，占６４．４６％；其
次是鲫４８６尾，占１９．９０％；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占绝
对优势的鲤仅４６尾，占本次渔获物数量的１．８８％，
鲶、棒花鱼、麦穗鱼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其他鱼类所

占比重较小。从规格上看，鱼类体重明显偏小（表

６），平均体重仅１５０．３ｇ，土著鱼类平均体重９１．２ｇ。
鲫的平均体重５３．４ｇ，体重在６．８～２６９．０ｇ，未采集
到较大个体。鲤的平均体重２３９０ｇ，体重范围２９．９
～６２１．０ｇ，未采集到２ｋｇ以上的个体。鲶、乌鳢等
肉食性鱼类规格也较小，鲶的平均体重１４６０ｇ，体
重范围２２．２～６１１．０ｇ，乌鳢平均体重１１４．２，体重
范围３１．７～１６９．５ｇ。本次采到革胡子鲶２尾，为外
来物种，个体较大，应为养殖外逃个体，体重分别为

７４２９和 １２１０．２ｇ。大中型经济鱼类个体数占

２４．２７％，小杂鱼占 ７５．７５％，大型经济鱼类种群数
量明显偏少。

对种群数量较大的主要经济鱼类渔获物分类，

并随机取样进行年龄鉴定，所有鱼类样品中，均以１
龄鱼占绝对优势，比例为８１．７５％。１＋龄黄颡鱼占
到 ９５．２４％，１＋龄鲤达到 ９５．０％，１＋龄鲫占到
７４００％，１＋龄鲶为６５．３８％。检测样本中，２＋龄样
本占１６．７９％，３＋龄样本仅占１．４６％。统计见表７。

３　讨论

３．１　饵料资源现状及变化
本次调查浮游植物种类组成上以硅藻门为主，

绿藻门次之，各河段水样中均未检测到甲藻门浮游

植物，这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调查将结果有较大差异
（黄河水系渔业资源调查协作组，１９８６），但与介子
林和朱文锦（２０１０）的调查结果一致。本次调查浮
游植物现存量（０．０２３４ｍｇ／Ｌ）明显低于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黄河水系渔业资源调查协作组的调查结果

（０．４１～１７．６ｍｇ／Ｌ），密度（３．４９×１０４个／Ｌ）与龙羊
峡至刘家峡浮游植物调查结果（３．３２×１０４个／Ｌ）接
近（冯惠和杨兴中，２００９）。总体而言，该河段浮游
植物门类组成简单，生物量较小；笔者认为，黄河的

高含沙量降低了水体透明度，抑制了浮游植物的光

合作用，限制了浮游植物的生长，小浪底下泄水的温

度较低也是限制浮游生物繁殖的原因。有 研 究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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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黄河小浪底至入海口的鱼类名录
Ｔａｂ．５　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ｔｒｕｎｋｓｔｒｅａｍ

鲤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

亚目Ｐａｒａｂｅｍｂｒｉｄａｅ
　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

科Ｐｌａｔｙｃｅ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ｎｓａｕｒａｔ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

Ｐｌａｔｙ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ｉｎｄｉｃ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鲤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鲑形目Ｓａｌｏｍ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麦穗鱼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ｐａｒｕａ 　银鱼科Ｓａｌａｎｇｉｄａｅ
　　赤眼鳟Ｓｑｕａｌｉｏｂａｒｂｕ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ｓ 　　大银鱼Ｐｒｏｔｏｓａｌａｎｘ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清徐胡?Ｈｕｉｇｏｂｉｏｃｈｉｎｓｓｕｅｎｓｉｓ（Ｎｉｃｈｏｌｓ） 鲶形目Ｓｉ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蛇?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ｄａｂｒｙｉＢｌｅｅｋｅｒ 　鎨科Ｂａｇｒｉｄａｅ
　　长春鳊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ａｓｉｌｅｗｓｋｙ） 　　黄颡鱼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团头鲂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ａｍｂ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ａ 　　光泽黄颡鱼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ｎｉｔｉｄｕｓＳａｕｖａｇｅｅｔＤａｂｒｙ
　　红鳍

$

Ｃｕｌｔｅｒ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Ｂａｓｉｌｅｗｓｌ 　鲶科Ｓｉｌｕｒｉｄａｅ
　　黑龙江

%&

Ｒｈｏｄｅｕｓｓｅｒｉｃｅｕｓ（Ｐａｌｌａｓ） 　　兰州鲶Ｓｉｌｕｒｕｓｌａｎ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Ｃｈｅｎ
　　兴凯刺

%&

Ａｃａｎｔｈｏｒｈｏｄｅｕｓｃｈａｎｋａｅｎｓｉｓ（Ｄｙｂｏｗｓｋｙ） 　　革胡子鲶Ｃｌａｒｉａｓｌｅａｔｈｅｒ
　　高体Ｒｈｏｄｅ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Ｋｎｅｒ） 　　鲶Ｐａｒａｓｉｌｕｒｕｓａｔｏｔ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兴凯?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ｃｈａｎｋａｅｎｓ（Ｄｙｂｏｗｓｋｙ） 鲈形目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花鱼骨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ｍａｃｕｌａｔｅｓ（Ｂｌｅｅｋｅｒ） 　

!

虎科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稀有麦穗鱼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ｆｏｗｌｅｒｉ 　　斑纹舌

!

虎鱼Ｇｌｏｓｓｏｇｏｂｉｕｓｏｌｉｖａｃｅｕｓ
　　黑龙江马口鱼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ｈｔｈｙｓｕｎｃ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波氏栉

!

虎鱼Ｃｔｅ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ｐｏｐｅｉ
　　逆鱼Ａｃａｎｔｈｏｂｒａｍａｓｉｍｏｎｙ（Ｂｌｅｅｋｅｒ） 　　神农栉

!

虎鱼Ｃｔｅ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贝氏#

又
鱼ＨｅｍｉｕｌｔｅｒｂｌｅｅｋｅｒｉＷａｒｐａｃｈｏｗｓｋｉ 　　弹鱼Ｐｅｒｉ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ｕｓｃａｎｔｏｎｅｎｓｉｓ（Ｏｓｂｅｃｋ）

　　蒙古贝氏#

又
鱼ＨｅｍｉｃｃｕｌｔｅｒｂｌｅｅｋｅｒｉＷａｒｐａｃｈｏｗｓｋｉ（Ｎｉｋｏｌｓｋｙ） 　刺鳅科Ｍａｓｔａｃｅｍｂｅｌｉｄａｅ

　　银色颌须?Ｇｎａｔｈｏｐｏｇｏｎ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ＳａｕｖａｇｅｅｔＤａｂｒｙ） 　　刺鳅Ｍａｓｔａｃｅｍｂｅｌｕｓａｃｕｌｅａｔｕｓ
　　棒花鱼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塘鳢科Ｅｌｅｏｔｒｉｄａｅ
　　#

又
鱼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Ｂａｓｉｌｅｗｓｋｙ） 　　黄黝鱼Ｈｙｐｓｅｌｅｏｔｒｉｓ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Ｇｕｎｔｈｅｒ）

　　中华
&

Ｒｈｏｄｅ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Ｇｕｎｔｈｅｒ 　鳢科Ｏｐｈｉｏｃｅ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黄河?Ｇｏｂｉｏｈｕａｎｇｈｅｎｓｉｓ 　　乌鳢Ｏｐｈｉｐ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ａｒｇｕｓ（Ｃａｎｔｏｒ）
　　草鱼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ｕｓ 　斗鱼科Ｂｅｌｏｎｔｉｉｄａｅ
　　南方马口鱼ＯｐｓｒｉｉｃｈｔｈｙｓｂｉｄｅｎｓＧｕｎｔｈｅｒ 　　圆尾斗鱼Ｍａｃｒｏｐｏｄ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鳙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ｏｂｉｌｉｓ 鲻形目Ｍｕｇｉ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鲢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鲻科Ｍｕｇｉｌｉｄａｅ
　　棒花?ＧｏｂｉｏｒｉｖｕｌｏｉｄｅｓＮｉｃｈｏｌｓ 　　鲻Ｍｕｇｉｌ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鳅科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梭鱼Ｅｓｏｘｌｕｃｉｕｓ
　　泥鳅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Ｃａｎｔｏｒ）

　　注：革胡子鲶为入侵物种。
Ｎｏｔｅ：Ｃｈａｒｉａｓｌｅａｔｈｅｒｉｓａ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表６　黄河小浪底至入海口的渔获物分析
Ｔａｂ．６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ｃａｔ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ｔｒｕｎｋｓｔｒｅａｍ

类别 鱼名 数量／尾 体重范围／ｇ 平均体重／ｇ 总重／ｇ 重量比／％ 数量比／％ 分类比／％

大

型

鱼

类

鲫 ４８６ ６．８～２６９．０ ５３．４ ２５９５２ ４５．３３ １９．９０
鲤 ４６ ２９．９～６２１．０ ２３９．０ １０９９４ １９．２０ １．８８
鲶 ２６ ２２．２～６１１．０ １４６．０ ３７９６ ６．６３ １．０６

黄颡鱼 ２１ ２２．４～５５．８ ３１．３ ６５５ １．１４ ０．８６
乌鳢 ６ ３１．７～１６９．５ １１４．２ ６８５ １．２０ ０．２５
赤眼鳟 ３ ３３．５～６００．０ ２２９．３ ６８８ １．２０ ０．１２
梭鱼 ２ ２１７．０～２４５．６ ２３１．３ ４６３ ０．８１ ０．０８

革胡子鲶 ２ ７４２．９～１２１０．２ ９７６．６ １９５３ ３．４１ ０．０８
花鱼骨 １ １８１．１ １８１．１ １８１ ０．３２ ０．０４

２４．２７

小

型

鱼

类

#

又
鱼 １５７４ － ６．９ １０９３９ １９．１１ ６４．４６

麦穗鱼 ５８ － １．２ ６９ ０．１２ ２．３８
棒花鱼 １８ － ３．３ ５９ ０．１０ ０．７４
蛇? ９ － ２４．２ ２１８ ０．３８ ０．３７
泥鳅 ５ － １３．３ ６６ ０．１２ ０．２０
其他 １８５ － ２．９ ５３６ ０．９４ ７．５８

７５．７３

土著鱼类 ２４４０ － ９１．２ ５５３０３ ９６．５９ ９９．９２
外来鱼类 ２ － ９７６．６ １９５３ ３．４１ ０．０８
合　　计 ２４４２ － １５０．３ ５７２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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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黄河下游主要经济鱼类的年龄分析
Ｔａｂ．７　Ａｇ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ｔｒｕｎｋｓｔｒｅａｍ

种类 样本数／个 年龄 数量／尾 比例／％

鲫 ５０
１＋ ３７ ７４．００
２＋ １２ ２４．００
３＋ １ ２．００

鲤 ４０
１＋ ３８ ９５．００
２＋ ２ ５．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鲶 ２６
１＋ １７ ６５．３８
２＋ ８ ３０．７７
３＋ １ ３．８５

黄颡鱼 ２１
１＋ ２０ ９５．２４
２＋ １ ４．７６
３＋ ０ ０．００

合计 １３７ １００．００

明，浮游植物密度和生物量在一定范围内随温度的

增加而增加（冯慧等，２００８）。
浮游动物共检测出原生动物、轮虫类和桡足类

３大类。以原生动物和轮虫类为主，占８１．６７％。这
与黄河水系渔业资源调查协作组（１９８６）的结果一
致；比黄河上游玛曲段多了桡足类（张军燕等，

２００９）；符合中国江河、湖泊浮游动物群落结构以原
生动物和轮虫类等小型浮游动物为主、枝角类和桡

足类等大型浮游动物较少的总体状况（姜作发等，

２００６）。该河段浮游动物现存量和生物量（５２６个／Ｌ
和０．１２４５ｍｇ／Ｌ）与黄河水系渔业资源调查协作组
（１９８６）的结果接近，密度高于黄河上游龙羊峡至刘
家峡河段（冯慧，２００９）；这与黄河干流浮游动物密
度和生物量自至下呈递增趋势的结论相符（黄河水

系渔业资源调查，１９８６）。本研究发现，该河段浮游
动物现存量较其它河流、湖泊少（洪松，２００２；苏洁
２００４）。较高的泥沙含量影响了浮游动物的生长繁
殖，较大个体的浮游动物一旦进入夹带泥沙的流水，

大部分会死亡，严重时全部消失（Ｓａｎｄｌｕｎｄ，１９８２；陈
受忠，１９９０）；泥沙含量较大的河流不适合大型浮游
动物的生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１９５９；孙胜利
等，２０００）。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调查显示，黄河干流有浮游植

物９２种（属），浮游动物４９种（属），底栖动物７０种
（属），在所有１９个断面均未发现大型水生植物（黄
河水系渔业资源协作调查组，１９８６）。本次调查得
到浮游植物１５３种（属），浮游动物６０种（属），底栖
动物２３种（属）；受黄河水域环境和技术条件限制，
本研究仅对底栖动物和大型水生植物作定性分析，

未进行定量分析。与历史记录对比，浮游植物种类

增加，生物量基本不变；浮游动物种类下降，分布极

不均匀，密度较小；水生植物仅发现芦苇、慈姑、茨

藻、刚毛藻、眼子菜和杂狐尾藻共６种，相比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调查结果，本次调查发现其种类有所增
加，但种群数量较少；同时还发现黄河下游浮生物种

类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所增加，但生物量没有增加，
浮游生物种群数量较以前有所下降。综上可知，黄

河干流小浪底以下至黄河入海口段鱼类饵料资源较

为匮乏，制约着渔业资源的发展。

３．２　鱼类资源变化及衰退原因分析
３．２．１　鱼类资源变化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黄河
干流鱼类资源丰富，产量高；７０年代急剧下降，到８０
年代更低，与 ５０年代相比，渔业产量下降 ８０％ ～
８５％。近年来，随着水电设施的不断增多和下游水
质变差以及断流和调水调沙的影响，鱼类种群数量

急剧下降。由于黄河干流渔业资源量的锐减，渔民

数量较少，调查河段无专业捕鱼队，捕鱼者都是当地

农民和水上餐饮业者，无法统计鱼类年捕捞量。渔

获物组成上，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黄河干流渔业产
量可达有１．５×１０６ｋｇ，黄河鲤尤为突出，不仅产量
高，而且个体也较大，一般均在１０００ｇ以上，１０～
１５ｋｇ的个体常在渔获物中出现；８０年代，渔获物中
的黄河鲤以７００ｇ左右的占绝对优势，达到４４．７％
（何志辉，１９８７）。本次调查中，黄河鲤的平均体重仅
２３９０ｇ，最大个也仅重 ６２１０ｇ。由此可见，近 ３０
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黄河流域渔业资源衰退

加剧，分布范围日益缩减，土著鱼类种群数量呈减少

趋势，个体趋于小型化，经济鱼类尤为严重；小型鱼

类数量明显增多，种群结结构变化较大。鱼类总体

呈现小型化、低龄化的特点。在很多水域，传统的大

中型种类被庞杂的小型种类取代，优质鱼类被低质

的非经济种类取代，部分种类已呈濒危（唐文家等，

２００６）。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在黄河干流小浪底至
入海口，鱼类分布主要为#

又
鱼、鲫、鲤、鲶、黄颡鱼、麦穗

鱼等江河平原复合体种类；渔获物组成上以#

又
鱼、鲫、

麦穗鱼、棒花鱼、
!

虎鱼等小型鱼类为主，个体数量

和生物量都占明显优势，而较大型的经济鱼类所占

比例较少。土著鱼类数量及分布变化尤为明显，鲶

虽然在全河段均能采集到，但其个体明显呈现出小

型化、低龄化的特点，１＋龄鱼占６５．３８％，平均体重
仅１４６０ｇ；历史上北方铜鱼、刀鲚曾经在这一河段
广泛分布，但本次调查并未采集到，虽无法断定其绝

迹，可以肯定其数量已经十分稀少。鱼类优势种群

变化较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黄河中鲤、鲶所占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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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百分比为２９．３％ ～３５．６％、２３．４％ ～３４．４％（黄
河水系渔业资源调查协作组，１９８６）。本次调查发
现，黄河鲤和鲶仅占１９．２０％和６．６３％。鲫和#

又
鱼所

占比重上升较快，分别为４５．３３％和１９．１１％，并且
在种群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两者分别占１９．９０％和
６４．４６％，合计达到８４．３６％。由此可见，大型经济鱼
类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物种组成较单一；此外，革胡

子鲶等外来物种已有一定的种群数量，存在生物入

侵的威胁。

３．２．２　衰退原因　自小浪底水库建成以来，大坝以
下河段即不再出现断流现象，该河段水域生态环境

趋于稳定，但鱼类资源量却一直较低，分析其原因有

以下几个方面：

（１）调水调沙导致“流鱼”。调查发现，调水调
沙后，幼鱼资源量锐减，仅见调水调沙后繁育的鱼

苗，期间大量鱼类被泥沙呛死或由于水体缺氧窒息

死亡。调水调沙是下游鱼类资源量下降的一个重要

原因。

（２）鱼类“三场”面积减少和功能退化。本次调
查发现，研究河段符合鱼类“三场”要求的水域生态

环境较少，生长有水草的缓流浅水区域匮乏。河道

地形的不稳定性导致鱼类“三场”功能性退化。

（３）水温偏低。研究河段在鱼类繁殖期（５－６
月）水温仅８．０～１８．５℃，不能满足受精卵发育需
求，影响了鱼类正常繁殖。水温较低也会影响鱼苗

和成鱼的生长发育。

（４）径流量减少、水污染加剧。沿河取水导致
水量减少、水体承载力严重下降、污染加重。水质污

染不仅对鱼类正常生理功能产生严重影响，甚至会

影响到鱼类的生存和繁育，产卵场水环境（要求Ⅱ
类水质）的恶化，导致鱼卵胚胎发育紊乱，仔鱼生存

压力加大，种群数量得不到及时补充。

（５）洄游通道阻隔。小浪底大坝将黄河中游分
成两段，鱼类的洄游通道被阻隔，影响了部分鱼类尤

其是洄游鱼类的生存繁育。

（６）酷渔滥捕。近年来电捕、药毒等非常规捕
鱼方式的运用，使得干、支流鱼类资源量接近枯竭。

３．２．３　渔业资源保护对策　要恢复黄河干流小浪
底至入海口的鱼类资源，应该加强渔业资源保护并

实施可持续利用的综合措施：

（１）开展调研。研究调水调沙开展的时间，尽
量避开鱼类繁殖期，如无法避开鱼类繁殖期，应研究

如何保护该河段的幼鱼。

（２）建设鱼类避难所。在调水调沙时期鱼类无
避难场所，应优化控导岛建设，考虑增加其避难功

能。

（３）准确掌握鱼类资源。尽快查清流域生态现
状和鱼类资源的分布、种群结构、产卵场等现状，制

定切实可行的鱼类保护措施。制定严格的禁渔制

度，加强执法力度。

（４）加大增殖放流。在河道符合产卵条件的场
所设置人工鱼礁、人工产卵场，保证鱼类的正常繁

育；建设增殖站，采取天然采卵、人工孵化、苗种放流

的措施，加大濒危鱼类的增殖放流力度。

（５）控制污染。开展水环境污染对水生生物影
响的研究，控制黄河干流和各支流污水的排放，加强

各污染严重断面的监测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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