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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澜沧江水系水生生物资源的初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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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对青海澜沧江上游水系的香曲、扎曲、子曲、巴曲进行了水生生物调查，共采集到浮游植物４
门、５３种，香曲、扎曲、子曲的浮游植物数量分别为１３．８５×１０４～３４．２０×１０４个／Ｌ、４．７５×１０４～３８００×１０４个／Ｌ、
２２．１７×１０４～２０６．９３×１０４个／Ｌ，相应的生物量为 ０．２１９７～０．３４８９ｍｇ／Ｌ、０．１３１６～０．２４５６ｍｇ／Ｌ、０．１５９７～
１．１２６０ｍｇ／Ｌ；浮游动物２４种，香曲、扎曲、子曲的浮游动物数量分别为２７～４８个／Ｌ、１１～２６６个／Ｌ、０６９～
１９．４９个／Ｌ，生物量为０．００８０～０．０７２０ｍｇ／Ｌ、０．０１０６～０．０５６４ｍｇ／Ｌ、０．０００３～０．０１６５ｍｇ／Ｌ；底栖动物采集到１６
种；鱼类采集到６种，裸腹叶须鱼（Ｐｔｙｃｈｏｂａｒｂｕｓｋａｚｎａｋｏｖｉ）和前腹裸裂尻鱼（Ｓｃｈｉｚｏｐｙｇｏｐｓｉｓａｎｔｅｒｏｖｅｎｔｒｉｓ）为优势种，
鱼类生物多样性指数不高；初步探讨了渔业资源的变化，分析了其资源受威胁的因素，提出了保护与合理利用澜

沧江水生生物资源的建议。

关键词：青海；澜沧江；水生生物

中图分类号：Ｑ１７８．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３０７５（２０１２）０６－００２０－０９

　　澜沧江发源于青海，流经西藏，在云南出境。澜
沧江干流在青海省境内称为扎曲，又称杂曲，系藏语

音译，为“山岩中流出的河”，古名兰苍水，位于青海

省西南部，发源于玉树州杂多县西北，唐古拉山北麓

的查加日玛西４ｋｍ的高地，河源海拔５３８８ｍ，自西
北流向东南，在囊谦县娘拉乡流出青海省进入西藏

自治区，省界处海拔 ３５１６ｍ，青海境内河长 ４４８
ｋｍ，流域面积 １８５０９ｋｍ２。子曲为扎曲的一级支
流，发源于玉树州杂多县扎格俄玛拉东北２ｋｍ，河
源海拔５４２８ｍ，全长２９０．１ｋｍ，河口海拔３４８６ｍ，
青海境内河长２７６．２ｋｍ，流域面积６６６５ｋｍ２。巴曲
为澜沧江一级支流昂曲（青海境内河段称解曲）的

左岸支流，发源于玉树州囊谦县境内的日啊恰塞东

南的无名山丘，河源海拔４６４０ｍ，全长１３３．４ｋｍ，省
界处海拔３６８０ｍ，青海境内河长１２６ｋｍ。草曲为
子曲的左岸支流，在玉树县的东南部与西藏汇入子

曲。香曲为扎曲右岸支流，在囊谦县香达镇注入扎

曲 （青海省水利志编委会办公室，１９９５；三江源自然
保护区生态环境编辑委员会，２００２）。

有关澜沧江上游水生生物的研究较少，武云飞

和陈瑗（１９７９）、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１９８９）、武云飞和吴翠珍（１９９２）报道了２５种浮游

植物和２种底栖动物，详细报道了８种鱼类；朱松泉
（１９８９）记载了４种高原鳅属鱼类；褚新洛等（１９９９）
记载了１种鱼类；乐佩琦（２０００）记载了３种裂腹鱼
类；陈燕琴等（２０１２）详细报道了澜沧江囊谦段夏秋
季的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作者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对
澜沧江上游扎曲、巴曲、子曲、香曲进行了水生生物

的初步调查，分析了其种类组成、数量、生物量、多样

性及生态分布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鱼类资源面

临的问题。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调查时间与地点
扎曲调查范围为囊谦县扎曲大桥至娘拉乡水

域，调查时间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９年５
月。子曲调查范围为玉树县那益雄至交尼日卡水

域，调查时间２０１１年６月。草曲调查范围为玉树县
小苏莽乡至省界着落可水域，调查时间 ２００９年 ５
月。巴曲的调查范围为囊谦县白扎林场上下游水

域，调查时间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９
月。香曲调查范围为囊谦县城香达镇青土村至香曲

与扎曲交汇处，调查时间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０８年１０
月、２００９年５月。
１．２　调查方法

水生生物样本的采集与实验方法参照《内陆水

域渔业自然资源调查手册》（张觉民和何志辉，

１９９１）和《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价》（喻庆国，２００７）
进行。



　　１．囊谦县香达镇青土；２．囊谦县扎曲大桥至扎曲大坝；３．囊谦县

香达镇冷日；４．囊谦县莫岔；５．囊谦县娘拉乡；６．玉树县那益雄；７．玉

树县下拉秀镇查日扣；８．玉树县交尼日卡；９．囊谦县白扎林场上游；

１０．囊谦县白扎林场下游；１１．玉树县小苏莽乡；１２．玉树县着落可

图１　澜沧江上游水生生物调查点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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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采用刺网、地笼、电捕鱼仪（经过批准）等

渔具实地捕捞。采用当地手工自制的五层刺网（网

片尺寸８．０ｍ×１．２ｍ，网目依次为２．０ｃｍ、３．５ｃｍ、
４．０ｃｍ、７．０ｃｍ、９．０ｃｍ）在河流中顺水流方向采集
鱼类；用三层刺网在河流的回水弯或沿河流方向布

设采集鱼类；用地笼网布设在河流中和回水弯捕捉

小个体鱼类和底栖鱼类；电捕鱼仪在水流缓、水深

６０ｃｍ以下、透明度超过６０ｃｍ的水域使用。
现场用数码相机对采集的鱼类拍照，统计渔获

物组成，测量个体的体长、体重等生物学数据，部分

标本用１０％福尔马林浸泡固定，带回实验室分析，
多数鱼类在现场测量后放回原水域。

１．３　物种鉴定方法
物种鉴定参照中国淡水藻志（齐雨藻等，２００４；

胡鸿钧和魏印心，２００６）、动物志（王家楫，１９６１；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甲壳动物研究组，１９７９；蒋燮治
和堵南山，１９７９；刘月英等，１９７９；朱松泉，１９８９；乐佩
琦，２０００；赵文，２００８；段学花等，２０１０）。
１．４　鱼类多样性分析方法

选用物种丰富度指数、物种多样性指数、优势度

集中指数、物种均匀度指数对所调查鱼类进行多样

性分析（喻庆国，２００７；王寿兵，２００３；张金屯，
２０１１）。物种丰富度Ｍａｒｇａｌｅｆ指数（Ｍａｒｇａｌｅｆｉｎｄｅｘ）、
多样性香农 －威纳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ｉｎｄｅｘ）和
香农－威纳多样性改进指数、优势度辛普森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ｉｎｄｅｘ）以及均匀度Ｐｉｅｌｏｕ指数公式如下：

（１）物种丰富度指数（Ｄ）：Ｄ＝（Ｓ－１）ｌｎＮ
（２）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Ｈ）：

Ｈ＝－∑
Ｓ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

（３）香农－威纳多样性改进指数（Ｈ″）：

Ｈ″＝－ｌｎＮ∑
Ｓ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

（４）优势度集中指数（Ｃ）：Ｃ＝１－∑
Ｓ

ｉ＝１
（Ｐｉ）

２

（５）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Ｊ）：Ｊ＝ＨＨｍａｘ
＝ Ｈ
ｌｎＳ

式中：Ｎｉ为第ｉ物种的个体数，Ｎ为调查所有物
种的总个体数，Ｓ为调查到的物种数，Ｐｉ为第 ｉ个物
种的个体数（Ｎｉ）占所有物种总个体数（Ｎ）的比例，

即Ｐｉ＝
Ｎｉ
Ｎ。当同一个群落（水域）各个物种的个体

数目相等时，即Ｐｉ＝１／Ｓ，Ｈｍａｘ＝－∑
Ｓ

ｉ＝１

１
Ｓｌｎ

１
Ｓ ＝ｌｎ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浮游植物
２．１．１　浮游植物种类组成　调查共采得浮游植物
定性和定量水样２８个，共记录４门、５３种（表１）。
硅藻种类最多，有３３种，占６２．２６％；蓝藻８种，占
１５．０９％；甲藻 ２种，占 ３．７７％；绿藻 １０种，占
１８．８８％。扎曲、香曲、子曲分别有 ２９种、２０种、４８
种，在３个水域里均出现过的种类有１４种，占总数
的２５．９３％。各水域均以硅藻为主，占 ５９．５７％ ～
７０．００％。分布较广的有颤藻（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ｉａｓｐ．）、尖
针杆藻（Ｓｙｎｅｄｒａａｃｕｓ）、普通等片藻（Ｄｉａｔｏｍａｖｕｌ
ｇａｒｅ）、舟形藻（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ｓｐ．）、桥弯藻（Ｃｙｍｂｅｌｌａ
ｓｐ．）、菱形藻（Ｎｉｔｚｓｃｈｉａｓｐ．）等。
２．１．２　浮游植物数量与生物量　香曲、扎曲、子曲
的浮游植物数量分别为 １３．８５×１０４～３４．２０×１０４

个／Ｌ、４．７５×１０４～３８００×１０４个／Ｌ、２２．１７×１０４～
２０６．９３×１０４个／Ｌ；其中，硅藻数量为２２．１７×１０４～
１６６．３５×１０４个／Ｌ，占 ５７．２４％ ～１００％。香曲、扎
曲、子 曲 的 浮 游 植 物 生 物 量 为 ０２１９７ ～
０．３４８９ｍｇ／Ｌ、０．１３１６～０．２４５６ｍｇ／Ｌ、０．１５９７～
１．１２６０ｍｇ／Ｌ；其中，硅藻生物量为 ０．１５３３～
１．１１３４ｍｇ／Ｌ，占 ９６．２９～１００％。优势种类有普通
等片藻、长等片藻（Ｄｉａｔｏｍａｅｌｏｎｇａｔｕｍ）、席藻（Ｏｓｃｉｌ
ｌａｔｏｒｉａｓｐ．）和小颤藻（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ｉａｔｅｎｕｉｓ）。硅藻在数
量和生物量上均占绝对优势，是水体初级生产力的

主要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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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澜沧江上游浮游植物种类组成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ＬａｎｃａｎｇＲｉｖｅｒ

种　　　类 扎曲 香曲 子曲 种　　　类 扎曲 香曲 子曲

蓝藻门Ｃｙａｎｏｐｈｙｔａ ２８．膨胀桥弯藻Ｃｙｍｂｅｌｌａｔｕｍｉｄａ ＋
１．颤藻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ｉａｓｐ． ＋ ＋ ＋ ２９．箱形桥弯藻Ｃｙｍｂｅｌｌａｃｉｓｔｕｌａ ＋
２．蓝纤维藻Ｄａｃｔｙｌｏｃｏｃｃｏｐｓｉｓｓｐ． ＋ ３０．极小桥弯藻Ｃｙｍｂｅｌｌａｐｅｒｐｕｓｉｌｌａ ＋
３．阿氏颤藻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ｉａａｇａｒｄｈｉｉ ＋ ３１．披针形桥弯藻Ｃｙｍｂｅｌｌ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 ＋
４．弱细颤藻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ｉａｔｅｎｕｉｓ ＋ ３２．双生双楔藻Ｄｉｄｙｍｏｓｐｈｅｎｉａｇｅｍｉｎａｔａ ＋ ＋
５．为首螺旋藻Ｓｐｉｒｕｌｉｎａｐｒｉｎｃｅｐｓ ＋ ＋ ３３．异极藻Ｇｏｍｐｈｏｎｅｍｓｐ． ＋ ＋ ＋
６．席藻Ｐｈｏｒｍｉｄｉｕｍｓｐ． ＋ ＋ ３４．缢缩异极藻Ｇｏｍｐｈｏｎ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ｕｍ ＋ ＋
７．鞘丝藻Ｌｙｎｇｂｙａｓｐ． ＋ ３５．扁圆卵形藻Ｃｏｃｃｏｎｅｉｓｐｌａｃｅｎｔｕｌａ ＋
８．念珠藻Ｎｏｓｔｏｃｓｐ． ＋ ＋ ３６．真卵形硅藻Ｅｕｃｏｃｃｏｎｅｉｓｓｐ． ＋
硅藻门Ｂａｃｉｌｌａｒｉｏｐｈｙｔａ ３７．曲壳藻Ａｃｈｎａｎｔｈｅｓｓｐ． ＋
９．直链硅藻Ｍｅｌｏｓｉｒａｓｐ． ＋ ＋ ３８．菱形藻Ｎｉｔｚｓｃｈｉａｓｐ． ＋ ＋ ＋
１０．小环藻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ｓｐ． ＋ ３９．草鞋形波缘藻Ｃｙｍａｔｏｐｌｅｕｒａｓｏｌｅａ ＋
１１．普通等片藻Ｄｉａｔｏｍａｖｕｌｇａｒｅ ＋ ＋ ＋ ４０．卵形双菱藻Ｓｕｒｉｒｅｌｌａｏｖａｔａ ＋ ＋ ＋
１２．长等片藻Ｄｉａｔｏｍａｅｌｏｎｇａｔｕｍ ＋ ＋ ４１．马鞍藻Ｃａｍｐｙｌ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ｐ． ＋
１３．弧形蛾眉藻Ｃｅｒａｔｏｎｅｉｓａｒｃｕｓ ＋ ＋ ＋ 甲藻门Ｄｉｎｏｐｈｙｔａ
１４．脆杆藻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ｓｐ． ＋ ＋ ＋ ４２．多甲藻Ｐｅｒｉｄｉｎｉｕｍｓｐ． ＋
１５．针杆藻Ｓｙｎｅｄｒａｓｐ． ＋ ＋ ＋ ４３．角甲藻Ｃｅｒａｔｉｕｍｈｉ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 ＋ ＋
１６．星杆藻Ａｓｔｅｒｉｏｎｅｌｌａｓｐ． ＋ 绿藻门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ｔａ
１７．尖针杆藻Ｓｙｎｅｄｒａａｃｕｓ ＋ ＋ ＋ ４４．衣藻Ｃｈｌａｍｙ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ｐ． ＋
１８．肘状针杆藻Ｓｙｎｅｄｒａｕｌｎａ ＋ ４５．球四鞭藻Ｃａｒｔｅｒｉａｇｌｏｂｕｌｏｓａ ＋ ＋
１９．布纹藻Ｇｙｒｏｓｉｇｍａｓｐ． ＋ ＋ ４６．实球藻Ｐａｎｄｏｒｉｎａｍｏｒｕｍ ＋
２０．舟形藻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ｓｐ． ＋ ＋ ＋ ４７．丝藻Ｕｌｏｔｈｒｉｘｓｐ． ＋
２１．双头舟形藻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ｄｉｃｅｐｈａｌａ ＋ ４８．环丝藻Ｕｌｏｔｈｒｉｘｚｏｎａｔａ ＋
２２．英吉利舟形藻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ａｎｇｌｉｃａ ＋ ４９．刚毛藻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 ＋ ＋
２３．舍恩菲尔德舟形藻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ｓｃｈｏｅｎｆｅｌｄｉｉ ＋ ＋ ５０．水绵Ｓｐｉｒｏｇｙｒａｓｐ． ＋ ＋ ＋
２４．微型舟形藻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ｍｉｎｉｍａ ＋ ５１．双星藻Ｚｙｇｅｎｍａｓｐ． ＋ ＋
２５．羽纹藻Ｐｉｎｎｕｌａｒｉａｓｐ． ＋ ＋ ＋ ５２．转板藻Ｍｏｕｇｅｏｔｉａｓｐ． ＋ ＋
２６．卵圆双眉藻Ａｍｐｈｏｒａｏｖａｌｉｓ ＋ ＋ ５３．宽带鼓藻Ｐｌｅｕｒｏｔａｅｎｉｕｍｓｐ． ＋
２７．桥弯藻Ｃｙｍｂｅｌｌａｓｐ． ＋ ＋ ＋ 　　　　合　　计 ２９ ２０ ４７

２．２　浮游动物
２．２．１　浮游动物种类组成　调查共采得浮游动物
定性和定量水样２８个，浮游动物共记录２４种（表

２）。其中，原生动物７种，占２９．２％；轮虫１４种，占
５８．２％；枝角类 １种，占 ４．２％；桡足类（含无节幼
体）２种，占８．４％。扎曲、香曲、子曲分别有浮游动

表２　澜沧江上游浮游动物种类组成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ＬａｎｃａｎｇＲｉｖｅｒ

种　　　类 扎曲 香曲 子曲 种　　　类 扎曲 香曲 子曲

原生动物Ｐｒｏｔｏｚｏａ １４．角突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 ＋ ＋
１．表壳虫Ａｒｃｅｌｌａｓｐ． ＋ ＋ １５．螺形龟甲轮虫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ｃｏｃｈｌｅａｒｉｓ ＋ ＋ ＋

２．砂壳虫Ｄｉｆｆｌｕｇｉａｓｐ． ＋ ＋ ＋ １６．矩形龟甲轮虫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ｑｕａｄｒａｔａ ＋ ＋ ＋

３．栉毛虫Ｄｉｄｉｎｉｕｍｓｐ． ＋ ＋ ＋ １７．尖削叶轮虫Ｎｏｔｈｏｌｃ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 ＋

４．曲颈虫Ｃｙｐｈｏｄｅｒｉａｓｐ． ＋ ＋ １８．鳞状叶轮虫Ｎｏｔｈｏｌｃａｓｑｕａｍｕｌａ ＋ ＋ ＋

５．钟虫Ｖｏｒｔｉｃｅｌｌａｓｐ． ＋ ＋ １９．巨头轮虫Ｃｅｐｈａｌｏｄｅｌｌａｓｐ． ＋

６．似铃壳虫Ｔｉｎｔｉｎｎｏｐｓｉｓｓｐ． ＋ ２０．裂痕龟纹轮虫Ａｎｕｒａｅｏｐｓｉｓｆｉｓｓｓａ ＋

７．筒壳虫Ｔｉｎｔｉｎｎｉｄｉｕｍｓｐ． ＋ ＋ ２１．椎轮虫Ｎｏｔｏｍｍａｔａｓｐ． ＋ ＋ ＋

轮虫Ｒｏｔｉｆｅｒａ 枝角类ｃｌａｄｏｃｅｒａ

８．猪吻轮虫Ｄｉｃｒａｎｏｐｈｏｒｕｓｓｐ． ＋ ２２．尖额蟤Ａｌｏｎａｓｐ． ＋

９．爱德利亚狭甲轮虫Ｃｏｌｕｒｅｌｌａａｄｒｉａｔｉｃａ ＋ 桡足类Ｃｏｐｅｐｏｄａ

１０．鞍甲轮虫Ｌｅｐａｄｅｌｌａｓｐ． ＋ ＋ ２３．无节幼体Ｎａｕｐｌｉｕｓ ＋ ＋

１１．轮虫Ｒｏｔａｒｉａｓｐ． ＋ ＋ ２４．猛水蚤 Ｈａｒｐａｃｔｉｃｅｌｌａｓｐ． ＋ ＋

１２．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ｓｐ． ＋ ＋

１３．萼花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ｃａｌｙｃｉｆｌｏｒｕｓ ＋ ＋ 　　　　合　　计 １８ １２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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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澜沧江上游底栖动物种类组成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ｎｔｈｉｃａｎｉｍ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ＬａｎｃａｎｇＲｉｖｅｒ

种　　　类 扎曲 香曲 子曲 种　　　类 扎曲 香曲 子曲

环节动物门Ａｎｎｅｌｉｄａ 毛翅目Ｔｒｉｃｈｏｐｔｅｒ
１．带丝蚓属 Ｌｕｍｂｒｉｃｕｌｕｓｓｐ． ＋ ９．纹石蛾科Ｈｙｄｒｏｐｓｙｃｈｉｄａｅｓｐ． ＋ ＋
２．颤蚓科Ｔｕｂｉｆｉｃｉｄａｅ ＋ １０．石蛾科Ｐｈｒｙｇａｎｅｉｄａｅｓｐ． ＋ ＋
３．舌蛭科Ｇｌｏｓｓｉｐｈｏｎｉｉｄａｅ ＋ １１．摇蚊属Ｃｈｉｒｏｎｏｍｕｓｓｐ． ＋
水生昆虫Ｉｎｓｅｃｔａ 软体动物门Ｍｏｌｌｕｓａ
４．蜻蜓目一科Ａｍｐｈ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ｄａｅ ＋ １２．耳萝卜螺Ｒａｄｉｘ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
５．鞘翅目一科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ｄａｅ ＋ １３．青海萝卜螺Ｒａｄｉｓｃｕｃｕｍｏｒｉｃａ ＋
!

翅目Ｐｌｅｃｏｐｔｅｒａ １４．截口土蜗Ｇａｌｂａｒ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ｌａ ＋
６．短尾石蝇科Ｎｅｍｏｕｒｉｄａｅｓｐ． ＋ ＋ １５．凸旋螺Ｇｙｒａｕｌｕｓｃｏｎｖｅｘｉｕｓｓｕｌｕｓ ＋
７．石蝇科Ｐｅｒｌｉｄａｅｓｐ． ＋ ＋ 甲壳动物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
蜉蝣目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ｄａ １６．钩虾属Ｇａｍｍａｎｕｓｓｐ． ＋ ＋ ＋
８．扁蜉科Ｅｃｄｙｕｒｉｄａｅｓｐ． ＋ ＋ 　　　　合　　计 ６ １１ ６

物１８种、１２种、１９种。分布较广的有砂壳虫（Ｄｉｆ
ｆｌｕｇｉａｓｐ．）、鳞状叶轮虫（Ｎｏｔｈｏｌｃａｓｑｕａｍｕｌａ）、螺形
龟甲轮虫（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ｃｏｃｈｌｅａｒｉｓ）、矩形龟甲轮虫（Ｋｅｒａ
ｔｅｌｌａｑｕａｄｒａｔａ）等。
２．２．２　浮游动物数量与生物量　香曲、扎曲、子曲
的浮游动物数量分别为 ２．７～４．８个／Ｌ、１．１～
２６．６个／Ｌ、０．６９～１９．４９个／Ｌ；相应的生物量为
０．００８０～０．０７２０ｍｇ／Ｌ、０．０１０６～０．０５６４ｍｇ／Ｌ、
００００３～０．０１６５ｍｇ／Ｌ。
２．３　底栖动物

调查共采得底栖定性样品１２份，共记录底栖动
物１６种（表３）。钩虾分布最广泛。扎曲和子曲种

类相同，共６种，以水生昆虫幼虫为主；香曲１１种，
以环节动物和软体动物为主。

２．４　鱼类
２．４．１　鱼类名录　根据资料记载（武云飞和陈瑗，
１９７９；朱松泉，１９８９；武云飞和吴翠珍，１９９２）和现场
调查，青海澜沧江水系有鱼类８种，隶属２目、３科、
５属。鲤形目鱼类占绝对优势，由裂腹鱼亚科和条
鳅亚科鱼类构成，共 ７种；鲇形目仅 １种。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年共采集到６种，未采集到澜沧裂腹鱼［Ｓｃｈｉｚｏ
ｔｈｏｒａｘ（Ｒａｃｏｍａ）ｌａｎｔｓａｎｇｅｎｓｉｓ］和细尾鎣（Ｐａｒｅｕｃｈｉ
ｌｏｇｌａｎｉｓｇｒａｃｉ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ａ）。

澜沧江上游鱼类种类组成详见表４。
表４　澜沧江上游鱼类种类组成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ＬａｎｃａｎｇＲｉｖｅｒ

种类 扎曲 子曲 巴曲 香曲 草曲

鲤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裂腹鱼亚科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ｃｉｎａｅ
　　　裂腹鱼属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ｘ
　　　　１．光唇裂腹鱼Ｓ．（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ｘ）ｌｉｓｓｏｌａｂｉａｔｕｓ ＋ ＋ ＋
　　　　２．澜沧裂腹鱼Ｓ．（Ｒａｃｏｍａ）ｌａｎｔｓ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
　　　叶须鱼属Ｐｔｙｃｈｏｂａｒｂｕｓ
　　　　３．裸腹叶须鱼 Ｐ．ｋａｚｎａｋｏｖｉ ＋ ＋ ＋ ＋
　　　裸裂尻鱼属Ｓｃｈｉｚｏｐｙｇｏｐｓｉｓ
　　　　４．前腹裸裂尻鱼Ｓ．ａｎｔｅｒｏｖｅｎｔｒｉｓ ＋ ＋ ＋ ＋ ＋
　鳅科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条鳅亚科Ｎｅｍａｃｈｅｉｌｉｎａｅ
　　　高原鳅属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５．细尾高原鳅Ｔ．（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ｓｔｅｎｕｒａ ＋ ＋
　　　　６．修长高原鳅Ｔ．（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ｌｅｐｔｏｓｏｍａ ＋ ＋
　　　　７．小眼高原鳅Ｔ．（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ｍｉｃｒｏｐｓ ＋ ＋
鲇形目Ｓｉ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鎣科Ｓｉｓｏｒｉｄａｅ
　　　鎣属Ｐａｒｅｕｃｈｉｌｏｇｌａｎｉｓ
　　　　８．细尾鎣Ｐ．ｇｒａｃｉ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ａ △

　　注：＋表示本次调查采集到的种类，△表示历史记录中有，但本次调查未采集到的种类。

Ｎｏｔ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ｕｒｖｅｙ，△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ｉ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ｕｔｗｅｒｅｎｏ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ｕｒｖ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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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　渔获物分析　在扎曲、巴曲、草曲、子曲共采
集到鱼类４种，３５８尾，总重３２９４８．５ｇ（表５）（香曲
渔获物未做统计）。其中，光唇裂腹鱼 ４０尾，占总
数１１．１７％，重７２０７．７ｇ，占总重的２１．８８％；裸腹叶
须鱼９４尾，占２６．２６％，重１０５７９．６ｇ，占３２．１１％；
前腹裸裂尻鱼２２２尾，占６２．０１％，重１５１５１．１ｇ，占
４５．９８％；细尾高原鳅２尾，占０．５６％，重１０．１ｇ，占
０．０３％。前腹裸裂尻鱼占绝对优势。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在扎曲囊谦县娘拉乡政府下游
水域仅捕获鱼类２种，５尾，重３８５．５ｇ。２０１０年９
月，在扎曲囊谦县香达镇下游水域捕获鱼类３种，重
２３３ｇ。２００９年５月，在草曲玉树县小苏莽乡水域采
集鱼类３种，１１９尾，总重２０６４０ｇ。采用流刺网作
业４ｈ，９７尾，平均个体较大；地笼网捕获２２尾，主
要为体长在１５ｃｍ以下个体。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在巴

曲囊谦县白扎林场上下游水域捕获鱼类 ３种，１８５
尾，总重７０９５ｇ。２０１１年６月在玉树县子曲那益雄
至交尼日卡水域共采集鱼类 ２种，４０尾，总重
４５９５．０ｇ。

裸腹叶须鱼、前腹裸裂尻鱼为优势种，每次调查

的数量百分比均在１０％以上。光唇裂腹鱼为常见
种，数量百分比在３．４％～２６．１％，其中２００９年５月
采自巴曲一支流的比例较高，是一批正在繁殖期集

群上溯的群体。

２．４．３　多样性分析　物种丰富度指数（Ｄ）为
０．２７１１～０９１０２，香农 －威纳生物多样性指数（Ｈ）
为０．５００４～１．０６０９，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改进指数（Ｈ″）
为 ０．８０５４～４．１０８４，辛普森优势度指数（Ｃ）为
０３６００～０９９８９，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Ｊ）为０．１６８４～
０．４８２８（表６）。

表５　澜沧江上游渔获物组成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ｔ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ＬａｎｃａｎｇＲｉｖｅｒ

时

间

水

域

鱼

名

数量／

尾

比例／

％

重量／

ｇ

比例／

％

体长范围／

ｍｍ

体重范围／

ｇ

平均体重／

ｇ

２００７－１１ 扎曲
裸腹叶须鱼 ４ ８０．０ ３６２．４ ９４．０ １５１～２６２ ３８．９～２０３．８ ９０．６
前腹裸裂尻鱼 １ ２０．０ ２３．１ ６．０ １１８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０１０－０９ 扎曲

裸腹叶须鱼 ４ ４４．４ １５８．３ ６７．９ １１０～１７０ １４．５～６４０ ３９．６
前腹裸裂尻鱼 ３ ３３．３ ６４．６ ２７．７ ９５～１４０ １０．２～３４．２ ２１．５
细尾高原鳅 ２ ２２．２ １０．１ ４．３ ８７～８８ ４．９～５．２ ５．１

２００９－０５ 草曲

光唇裂腹鱼 １１ ９．２ ３５４００ １７．２ １６５～３０５ １４３．０～６２４．０ ３２１．８
裸腹叶须鱼 ３２ ２６．９ ５８２００ ２８．２ １１２～３５８ ２６．０～７０１．０ １８１．９
前腹裸裂尻鱼 ７６ ６３．９ １１２８００ ５４．７ ３９～２４９ ５．４～２２５．０ １４８．４

２００８－１０ 草曲

光唇裂腹鱼 ３ ８．８ ４４０．０ ３３．１ １５５～２５３ ８０．５～２２０．０ １４６．７
裸腹叶须鱼 ６ １７．６ ４８７．０ ３６．６ ９５～２００ １０．０～１２０．５ ８１．２
前腹裸裂尻鱼 ２５ ７３．５ ４０２．０ ３０．２ ８０～１８０ ３．８～５４．７ １６．１

２００９－０５ 巴曲

光唇裂腹鱼 ２４ ２６．１ ２８９０．０ ６９．４ １２５～３２５ ３０．５～５２０．０ １２０．４
裸腹叶须鱼 １１ １２．０ ５６０．０ １３．４ １０４～１９０ １３．２～８０．０ ５０．９
前腹裸裂尻鱼 ５７ ６２．０ ７１５．０ １７．２ ６２～２２０ ３．８～１５６．０ １２．５

２０１０－０９ 巴曲

光唇裂腹鱼 ２ ３．４ ３３７．７ ２１．１ １９５～２５５ ９８．２～２３９．５ １６８．９
裸腹叶须鱼 １４ ２３．７ ５６０．４ ３５．０ ８３～２３５ ７．０～１５４０ ４０．０
前腹裸裂尻鱼 ４３ ７２．９ ７０２．９ ４３．９ ８０～１８０ ３．８～５４．７ １６．３

２０１１－０６ 子曲
裸腹叶须鱼 ２３ ５７．５ ２６３１．５ ５７．３ １５２～２９５ ５０．０～３０３．５ １１４．４
前腹裸裂尻鱼 １７ ４２．５ １９６３．５ ４２．７ １１８～２８０ ２３．０～３２６．５ １１５．５

表６　澜沧江上游鱼类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６　Ｔｈｅｆｉｓｈ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ＬａｎｃａｎｇＲｉｖｅｒ

时间 水域
鱼类种

数（Ｓ）

鱼类个体

总数（Ｎ）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Ｈ）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最大值（Ｈｍａｘ）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改进指数（Ｈ″）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Ｃ）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

度指数（Ｊ）
２００７－１１ 扎曲 ２ ５ ０．６２１３ ０．５００４ ０．６９３１ ０．８０５４ ０．３６００ ０．３１０９
２０１０－０９ 扎曲 ３ ９ ０．９１０２ １．０６０９ １．０９８６ ２．３３０９ ０．８０２５ ０．４８２８

２００９－０５ 草曲 ３ １１９ ０．４１８５ ０．８５９７ １．０９８６ ４．１０８４ ０．９９１５ ０．１７９９

２００８－１０ 巴曲 ３ ３４ ０．５６７２ ０．７４６４ １．０９８６ ２．６３２１ ０．９９２２ ０．２１１７

２００９－０５ 巴曲 ３ ９２ ０．４４２３ ０．９０１１ １．０９８６ ４．０７４５ ０．９３１９ ０．１９９３

２０１０－０９ 巴曲 ３ ５９ ０．４９０５ ０．６８６６ １．０９８６ ２．７９９７ ０．９９８９ ０．１６８４

２０１１－０６ 子曲 ２ ４０ ０．２７１１ ０．６８１９ ０．６９３１ ２．５１５３ ０．６６９４ ０．１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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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４　鱼类产卵期与产卵场　裂腹鱼类繁殖期开
始较早，每年４－５月在河流冰层融解后开始。产卵
场位于流水砾石底质的河滩处，鱼卵在石砾缝中进

行胚胎发育。鱼卵有毒性。光唇裂腹鱼产卵繁殖高

峰期在５月下旬至６月中旬。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６日在
巴曲白扎林场下游的卵石滩，白扎林场上游巴曲与

一支流交汇处，均捕到正在产卵繁殖的群体；轻压腹

部，雌性有卵流出，卵黄色，具微粘性；雄性有白色精

液流出。产卵场为卵石长滩，石砾较为粗大，水温

１２～１４℃，水深３０～７０ｃｍ，水质较为混浊，透明度
为２８～６８ｃｍ，流速为 ０．３～０．６ｍ／ｓ，河宽 １０～
１５ｍ。５月２３日在玉树县小苏莽乡草曲水域，河宽
５～１５ｍ，底质为砂砾石或不规则石块，水深 ３０～
７０ｃｍ，清澈见底。裸腹叶须鱼产卵期在４月下旬至
５月中旬。产卵场在水流较为平缓、沙砾较细小的
水域。前腹裸裂尻鱼产卵期在 ５月下旬至 ６月中
旬，对产卵场环境条件具有广适性，产卵场广泛分布

于干支流水域，呈分散性，河道中的心滩、卵石滩、分

汊河道的洄水湾及支流汇口等都是前腹裸裂尻鱼的

产卵场所。

２．４．５　食性　光唇裂腹鱼、前腹裸裂尻鱼以摄食着
生藻类为主，口下位，下颌前缘具锐利角质，以下颌

发达的角质边缘在砂砾石表面或泥底刮取着生藻类

和水底植物碎屑，兼食植物碎片，偶有浮游动物、水

生昆虫。澜沧裂腹鱼、裸腹叶须鱼以摄食底栖动物

摇蚊幼虫和水生昆虫为主。细尾鎣以底栖动物为主

要食物，口下位，横裂，上下颌具齿带，适合摄取底栖

动物。细尾高原鳅、小眼高原鳅、修长高原鳅均为底

栖小型鱼类，其食物多以摇蚊幼虫、钩虾等底栖动物

为主（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１９８９）。

３　讨论

３．１　地理特性与水生生物种类的关系
由于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种类较少、生物量不

高、底栖动物也比较贫乏，决定了澜沧江上游水体的

产力比较低，主要与澜沧江地处青藏高原和气候严

寒有关。底栖动物的分布与生境有密切的关系，扎

曲和子曲调查水域底质均为砂砾石，种类相对较少，

以适应流水环境的种类为主，多为水生昆虫幼虫，如

筑巢并结网滤食的扁蜉幼虫、石蝇幼虫等。香曲调

查水域水草丰富，底质为淤泥，以底埋型种类为主，

适应泥中生活，多为环节动物和软体动物。

在怒江上游（西藏自治区水产局，１９９５）、长江
上游（武云飞和吴翠珍，１９９２）和海拔更高的可可西

里湖泊群（武云飞等，１９９４ａ；１９９４ｂ）均有裸腹叶须
鱼和裸裂尻鱼属鱼类分布，是高海拔地区的典型大

型鱼类，广泛分布于干支流水域，适应高原环境能力

强。光唇裂腹鱼在巴曲（５月、９月、１０月）、子曲支
流草曲（５月）、扎曲（６－７月）常见，但在子曲干流
（６月）没有调查到，这可能与渔具渔法有关。澜沧
裂腹鱼在扎曲以及扎曲下游西藏和云南水系多见，

此次调查未见。细尾鎣以及另外３种高原鳅的分布
应进行深入调查。

青海澜沧江水系鱼类区系组成为中亚高原山区

系复合体鱼类和中印山区鱼类复合体鱼类（中国科

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１９８９），与西藏澜沧江水
系鱼类区系成分相同，与怒江上游、长江上游组成相

近（武云飞和吴翠珍，１９９２；西藏自治区水产局，
１９９５）；与澜沧江下游的云南省境内１３７种相比，种
类明显少得多（褚新洛和陈银瑞，１９８９；１９９０）；这种
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游与下游间环境、水文

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也反映了青藏高原自然条件

恶劣的地理特性。

３．２　澜沧江上游渔业资源的变化趋势
由于澜沧江上游各农业（渔业）部门均没有具

体的统计数据，对渔业资源的讨论采用捕获的种类、

个体大小、体重、易捕程度以及濒危程度来进行。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前，澜沧江上游的渔
业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澜沧江青海境内水域的重

要经济和食用鱼类主要有澜沧裂腹鱼、光唇裂腹鱼、

裸腹叶须鱼、前腹裸裂尻鱼、细尾鎣等。澜沧裂腹鱼

在夏、秋季常见，最大个体体长６０ｃｍ，体重２．８ｋｇ；
光唇裂腹鱼为常见鱼类，数量较多，最大个体重达

３ｋｇ，一般常见个体１ｋｇ；裸腹叶须鱼常见体重１ｋｇ，
是产区主要食用鱼类，前腹裸裂尻鱼最大个体体重

０．８ｋｇ，数量多、易捕捞，为当地重要经济鱼类；细尾
鎣常见于澜沧江干支流等（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

物研究所，１９８９；武云飞和吴翠珍，１９９２）。
作者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的现场调查过程中，澜沧

裂腹鱼和细尾鎣均未捕到；光唇裂腹鱼在草曲和巴

曲捕获的数量不是很多，草曲光唇裂腹鱼体重１４３．０
～６２４．０ｇ，平均３２１．８ｇ，巴曲光唇裂腹鱼体重３０．５
～５２０．０ｇ，平均１２０．４～１４６．７ｇ；裸腹叶须鱼的数
量比较多，历次捕获的平均体重在３９．６～１８１．９ｇ；
前腹裸裂尻鱼捕获的数量还比较多，个体平均体重

在１４８．４ｇ以下。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扎曲囊谦
县城附近水域一年四季都容易捕到鱼，种类随季节

不同，但捕获的数量还是较多的。现在除前腹裸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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尻外，其他鱼类很少见。每年的４－７月，在一些人
类活动较少，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支流如草曲、子曲

和扎曲上游等水域，还能见到成群上溯的繁殖群体。

人类活动越频繁、强度越大的地区，渔业资源变化就

越明显。１９９８年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收录１种，裸
腹叶须鱼为易危物种（乐佩琦和陈宜瑜，１９９８）；
２００４年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收录了裸腹叶须鱼、澜沧
裂腹鱼和细尾鎣，其中澜沧裂腹鱼、细尾鎣被列为濒

危物种（汪松和解焱，２００４）。总体上看，澜沧江水
系的鱼类资源呈明显下降趋势。

３．３　物种多样性特点
物种丰富度分为绝对物种丰富度和相对物种丰

富度。绝对物种丰富度是简单、最古老的物种多样

性测度方法，是指单位面积内物种的数目，反映一个

群落或生境中物种数量的多寡（喻庆国，２００７）。在
扎曲有８种鱼类，其支流２～４种，种类少。相对物
种丰富度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指数为０．２７１１～０．９１０２，总体较
低，子曲（２０１１年）最低，而巴曲（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为
０．４４２３～０．５６７２，物种分布不均匀。

本次调查得到澜沧江上游鱼类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为０．５００４～１．０６０９，扎曲、草曲、巴
曲的物种数相同但多样性指数有差异，说明各水域

的个体分布不均匀导致。子曲多样性指数为

０．６８１９，接近最大值 ０．６９３１，鱼类分布较为均匀。
巴曲连续３年种类相同，多样性指数有明显差异，鱼
类分布存在不均匀性和随机性，这也与采集的样本

数量不丰富和时间有关。扎曲（２０１０年）鱼类样本
数少，但其多样性指数最高，为０．９１０２，并且接近最
大值，用此计算结果容易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误

判。为客观量化澜沧江上游的物种多样性，发挥种

群数量大小在维持生物多样性的贡献，对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指数进行了改进，增加了一个与个体数量呈
正相关的因子（王寿兵，２００３）。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改
进指数（Ｈ″）扎曲（２００７）最低（０．８０５４），草曲
（２００９）最高（４．１０８４）。在高海拔地区、江河源区等
水域鱼类种类少，物种稀有而又不能采集较多样本，

进行多样性分析时，要综合考虑样本数量对生物多

样性性的影响。

从澜沧江的多样性指数来看，与长江天鹅故道

（凌去非和李思发，１９９８）、老江河（张家波等，
１９９８）、西江青皮段（李捷等，２００９）相比较低，与独
龙江干流与支流（陈自明等，２００６）和黑河（唐文家
等，２０１２）相近，说明澜沧江上游物种不丰富，多样
性总体偏低，鱼类群落结构简单。整个群落由少数

几种鱼类控制，水生生态系统稳定性不高，一旦生态

环境发生改变，鱼类群落结构组成将发生较大变化。

３．４　影响鱼类生存的主要因素
３．４．１　栖息地受到破坏　森林植被和草地植被退
化，水源涵养能力下降，许多支流出现季节性的断

流、干枯，使得裸腹叶须鱼、澜沧裂腹鱼等鱼类在繁

殖季节失去了支流产卵的生态环境，种群增殖受阻。

３．４．２　过度捕捞与有害渔具渔法　最初在澜沧江
流域没有专业渔民，多为沿江居民自捕自食，捕捞量

不大。过度捕捞主要出现在旅游季节和鱼类上溯洄

游季节，时间为每年的５－９月，一些餐饮部门以当
地出产的珍稀鱼类作为吸引游客增加收入的手段，

加剧了非法捕捞行为的蔓延，在２００７年调查过程中
也了解到，由于鱼类具有季节性，在繁殖洄游季节大

肆捕捞、收购和冷冻作为常年销售；同时，一些有害

渔具渔法对鱼类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３．５　保护建议
青海澜沧江上游水系的鱼类以裂腹鱼亚科和条

鳅亚科鱼类为主，这些鱼类都具有生长缓慢、性成熟

相对晚、繁殖力低的特性，其天然渔产量并不高，不

能承受超强度捕捞，一旦资源遭受破坏，难以在短期

内恢复起来，为保护好珍稀鱼类资源，提出如下建

议。

３．５．１　加强基础研究，开展本底调查　虽然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做过澜沧江水系的鱼类资源调查，
近些年也做了一些监测工作，但还缺乏系统性和完

整性。有必要对澜沧江源区以及各支流进行全面调

查，摸清现有种类、数量及分布范围，在此基础上制

定保护规划。

３．５．２　加大科技投入，开展技术攻关　一方面要为
鱼类资源保护服务，开展人工繁殖技术攻关，为增殖

放流以及增加渔业资源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要

从市场需求出发，开展人工养殖技术攻关，发挥珍稀

特有鱼类价值，既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些鱼类，又能满

足市场的需要，减轻捕捞天然鱼类的压力。

３．５．３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保持原有生境是物种
保护的最佳途径，完整、良好、原始的自然水域可以

成为珍稀濒危鱼类最好的避难所。尽快成立鱼类自

然保护区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在鱼类“三场一

通道”的水域实施禁渔。完整保存水生生态环境，

鱼类分布集中的干支流上游不宜进行水电开发。水

利水电开发要认真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因地制

宜选择合适的渔业资源增殖补偿措施。加强沿江流

域的污水治理，完善排污治污设施，严禁污水、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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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流入澜沧江。

３．５．４　加强渔政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在澜沧江流
域尚没有成立渔政机构，当前的鱼类保护工作主要

是当地的藏族群众和寺院自发性保护，应尽快成立

渔政机构，加快渔政队伍建设，依法行政，打击破坏

渔业资源行为。

３．５．５　防控外来入侵种　澜沧江上游水系土著鱼
类种类少、生物多样性低、种间竞争不是很激烈。特

别是澜沧江上游在水利水电开发后，河流形态改变

成人工湖泊，将出现巨大的生态空位，那些广温性、

广食性、耐运输、世代周期短、能在静水或微流水环

境完成世代更替的小型种类，如麦穗鱼（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
ｏｒａｐａｒｖａ）、棒花鱼（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鲫等，极易
形成自然繁殖种群，并在初期快速繁殖，种群快速增

长，并向上下游快速扩散。虹鳟（Ｏｎｃ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ｍｙｋｉｓｓ）等冷水性鱼类也能占据土著鱼类不能利用
的生态位。随着放生活动日益频繁，而水库又将是

当地群众放生的重点水域，外来鱼类入侵风险增大，

要提早做好外来鱼类的防控工作。

志谢：青海省渔业环境监测站陈燕琴高级工程

师、李柯懋高级工程师，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农牧

局、玉树县农牧局、囊谦县农牧局给予了全力支持和

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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