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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０９年９月和２０１０年５月在蔍水河流域对鱼类资源进行了调查，共捕获鱼类４目、１０科、２９种；蔍水河上
游太白段以山区溪流冷水型鱼类为主，种类较少；下游城固段海拔低，鱼类种类相对上游河段丰富。不同河段在

不同季节的鱼类组成和质量密度有显著差异。与相邻山区的河流相比，蔍水河鱼类资源较为丰富，但目前外部因

素已经开始影响鱼类的生存与繁衍，河流污染和其他人为干扰可能对该流域鱼类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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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蔍水河古代称左谷水，清末改名蔍水，为汉江左
岸支流；源于周至县西南秦岭光秃山西北侧的菜子

沟，向西流入太白县，纳太白河、红岩河、大箭沟、牛

尾沟，经黄柏塬转向西南，经二郎坝穿洋县西北角，

纳坪堵河，入城固县，纳石槽河、溪河、桃源河、板凳

河，经石马、盘龙、小河，又转向东南，再经桔园、西原

公、吕家村、莲花，在良马寺东南流入汉江，全长

１６５．５ｋｍ，流域面积２３０７．３８ｋｍ２。
蔍水河流域地处秦岭高海拔山区，受秦岭多样

化地貌结构及气候类型的影响，生态结构类型复杂，

这样的水文环境为蔍水河流域的鱼类生存提供了有

利条件。有关蔍水河流域鱼类资源的报道较少（杨

德国等，１９９９）。为了解该流域鱼类资源组成并探
讨其保护对策，项目组分别在２００９年９月（秋季）
和２０１０年５月（夏季）对流域内的鱼类资源进行了
初步研究，旨在系统地了解蔍水河流域鱼类区系，并

为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１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选择蔍水河上游太白段和下游城固

段，上游为太白县境内蔍水河主河道及支流，干流

４５．６ｋｍ及支流１７３．３ｋｍ，该区域属暖温带与亚热
带过渡的山地气候，年均气温７．６℃，极端最高气温
３２．８℃，极端最低气温为 －２５．５℃，年均降水量

８２６．２ｍｍ，无霜期１５８ｄ；下游自城固县桔园镇许庙
村至汉江入口，海拔４６９～５０５ｍ，河道长约３０ｋｍ，
该区域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带，年均气温１４３℃，
极端最高和最低气温为３７．６℃和８．２℃，年降雨量
８４３９ｍｍ，无霜期２４５ｄ。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点选择
２００１年在太白县蔍水河流域建立了“陕西省太

白蔍水河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并于２０１０年
晋升为国家级保护区，同年陕西省水利厅组织相关

专家对保护区进行了综合科学考察，调查区域的鱼

类资源状况与杨德国等（１９９９）的结果相同，反映了
保护区建立以来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为本次项目研

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在蔍水河下游城固段自上而下

选择样点进行调查，并用 ＧＰＳ定位。具体样点位置
详见图１和表１。

图１　蔍水河流域城固段的采样点位置（● 表示采样点）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ｔｅｏｆＸｕｓｈｕｉＲｉｖｅｒｉｎＣｈｅｎｇｇｕ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ｐｏｉｎｔ）



表１　采样点分布、海拔和地理坐标
Ｔａｂ．１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ｔｅｓ

采样点 海拔高度／ｍ 地理坐标

许庙 ４９６ ３３°１５′０９．２″Ｎ；１０７°１５′０９．０″Ｅ
五门堰 ４９５ ３３°１４′４８．５″Ｎ；１０７°１４′５２．６″Ｅ
大桥 ４９１ ３３°１２′３４．６″Ｎ；１０７°１６′３５．４″Ｅ
西营 ４７４ ３３°１１′５９．８″Ｎ；１０７°１７′５６．９″Ｅ
沙场 ４７０ ３３°１１′４３．１″Ｎ；１０７°１９′２０．４″Ｅ
莲花１ ４７０ ３３°１０′１８．５″Ｎ；１０７°２１′２０．７″Ｅ
莲花２ ４６９ ３３°０９′４７．２″Ｎ；１０７°２１′３２．９″Ｅ

２．２　调查方法
参照内陆水域渔业自然资源调查方法，鱼类资

源量评估经定点取样，获得单位面积尾数，经统计

分析推算。鱼类调查按照所选样点，在每个样点布

设样线３条，调查采用样线捕尽法，选择１００ｍ的河
段一侧边缘用电捕器将鱼捕尽，然后统计鱼的种类、

数量和重量等。具体操作时调整电捕器电压，瞬间

电击，仅使鱼短期昏迷，就地迅速分类、统计和称重

（方树淼等，１９８４；陕西省动物研究所，１９８７；陕西省
水产研究所，１９９２）；用３％食盐水浸泡处理，统计结
束后就地放生。

２．３　数据分析
由于各种鱼类的规格区别很大，甚至同一种鱼

类不同个体间的规格也有较大差异，所以采用平均

质量密度进行鱼类资源统计（蔡萌和徐兆礼，

２００９）；计算公式如下：
ρｆ＝Ｍ／Ｓ
式中：ｆ为鱼的种类，ρ为鱼类平均质量密度

（ｋｇ／ｋｍ２），Ｍ是每种鱼类总质量（ｋｇ），Ｓ是总取样
面积（ｋｍ２）。

３　结果

３．１　蔍水河上游太白段的鱼类资源
杨德国等（１９９９）在太白县蔍水河流域的调查

共捕获１３种鱼类，分属３目、５科（表２）。以细鳞
鲑、多鳞铲颌鱼和拉氏鱼岁３种鱼为主，占总捕获重
量的９９．８％，占总数量的９７．２％；其中，细鳞鲑占总
重量最多，为 ５７．０％，拉氏鱼岁占总数量最多，为
６０．１％；详见表３。
３．２　蔍水河下游城固段的鱼类资源

由于在陕西汉中城固段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大鲵

养殖业遍布山区各地，一些个体养殖户为了节省饵

料开支到河中捕鱼；因此，为了更好地分析蔍水河在

流经本区域时受到的人为影响情况，本次调查将蔍

表２　蔍水河上游的鱼类种类组成
Ｔａｂ．２　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ＸｕｓｈｕｉＲｉｖｅｒＵｐｐｅｒ

中文名 学　　名

鲑形目 Ｓａｌｍ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鲑科 Ｓａｌｍｏｎｉｄａｅ
　　细鳞鲑 Ｂｒａｃｈｙｍｙｓｔａｘｌｅｎｏｋ
　　贝氏哲罗鲑 Ｈｕｃｈｏｂｌｅｅｋｅｒｉ
鲤形目 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拉氏鱼岁 Ｐｈｏｘｉｎｕｓｌａｇｏｗｓｋｉｉ
　　蛇? 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ｄａｂｒｙｉ
　　长蛇? 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ｄｕｍｅｒｉｌｉ
　　嘉陵颌须? Ｇｎａｔｈｏｐｏｇｏｎｈｅｒｚｅｎｓｔｅｉｎｉ
　　片唇? Ｐｌａｔｙｓｍａｃｈｅｉｌｕｓｅｘｉｇｕｕｓ
　　似? Ｐｓｅｕｄｏｇｏｂｉｏ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ｉ
　　宜昌鳅鈟 Ｇｏｂｉｏｂｏｔｉａ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多鳞铲颌鱼 Ｖａｒｉｃｏｒｈｉｎｕｓｍａｃｒｏｌｅｐｉｓ
　平鳍鳅科 Ｈｏｍａｌ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ｅ
　　峨眉后平鳅 Ｍｅｔａｈｏｍａｌｏｐｔｅｒａ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汉水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ｓｐ．
鲈形目 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

虎鱼科 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栉

!

虎鱼 Ｃｔｅ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ｇｉｕｒｉｎｕｓ

表３　蔍水河上游鱼类采样的数量和重量
Ｔａｂ．３　Ｆｉｓｈ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ＸｕｓｈｕｉＲｉｖｅｒ

鱼名
数量／

尾

占总数

比例／％

重量／

ｋｇ

占总重

比例／％
细鳞鲑 ８８ ２４．４ ９．３１ ５７．０

多鳞铲颌鱼 ４６ １２．７ ５．９６ ３６．５
拉氏鱼岁 ２１６ ６０．１ １．０３ ６．３
鳅、? １０ ２．８ ０．０３ ０．２
总生物量 ３６０ １６．３３

水河下游城固段分为上、中、下３段，在３段样方内
２个季节共调查采集到鱼类４目、１０科、２９种（方树
森和许涛清，１９８０；王启军等，２０１１）；其中，夏季２１
种，上段见到１４种，中段和下段均见到１７种；秋季
有１９种，其中上段见到１２种，中段见到５种，下段
见到１２种；２个季节的共有鱼类１１种，但同一河段
不同季节的鱼类物种组成相似性小于在同一季节不

同河段之间的物种组成相似性（表４）。不同河段在
不同 季 节 鱼 类 的 质 量 密 度 也 有 显 著 差 异

（Ｐ＜０．０５）。夏季，上段和中段质量密度最高的都
是泥鳅（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下段质量密度
最高的是黑鳍

"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ｉｇｒｉｐｉｎｎｉｓ）；秋
季，上、中、下段质量密度最高的均为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即使是同一种鱼类在不同河段的密度也
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鱼类总质量密度为夏季下
段最高，而秋季则中段总质量密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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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蔍水河下游城固段的鱼类种类组成、质量密度和分布
Ｔａｂ．４　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ＸｕｓｈｕｉＲｉｖｅｒ ｋｇ／ｋｍ２

中　文　名 学　　名
夏　　季 秋　　季

上游 中游 下游 上游 中游 下游

鲤形目 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汉水扁尾薄鳅 Ｌｅｐｔｏｂｏｔｉａｔｉｅｎｔａｉｅｎｓｉｓ ６．６３ １４．４７
　　中华花鳅 Ｃｏｂｉｔ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４７．８０ ７０．４３ １０．８２ １２．１７ ７．７７
　　北方花鳅 Ｃｏｂｉｔｉｓｇｒａｎｏｅｉ ３７．５２ ５５０．８７ ７５８．１９ ８．０３
　　泥鳅 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６２２．７５ １３８７．４６ ３５１．９０ ２１７．４８ ２７１．７０ ６４．７０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马口鱼 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ｈｔｈｙｓｂｉｄｅｎｓ ３０．６８
　　宽鳍鸇 Ｚａｃｃｏｐｌａｔｙｐｕｓ １１７．３７ ３５．７３ １０３．４７
　　赤眼鳟 Ｓｐｕａｌｉｏｂａｒｂｕ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ｓ ８８．２０
　　黄尾鲴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ｄａｖｉｄｉ ３１．７８
　　彩石鲋 Ｐｓｅｕｄｏｐｅｒｉｌａｍｐｕｓｌｉｇｈｔｉ １８．８７
　　大鳍刺

#$

Ａｃａｎｔｈｏｒｈｏｄｅｕｓｍａ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３．０３ １．６２ ９８．３５ ４７．９７
　　寡鳞飘鱼 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 １．０７ ７０．７０
　　%

又
鱼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３８．８７

　　唇鱼骨 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ｌａｂｅｏ １４９．６７ ２０５．１４
　　麦穗鱼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ｐａｒｖａ １４．６０ ９．５５ ３０．１０ ２０．２５ １１．３３
　　黑鳍

"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ｉｇｒｉｐｉｎｎｉｓ １６５．６２ ４３８．１７ ２６７３．８４
　　短须颌须? Ｇｎａｔｈｏｐｏｇｏｎｉｍｂｅｒｂｉｓ ８．７３
　　似? Ｐｓｅｕｄｏｇｏｂｉｏ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ｉ ６４６．１７ ５４．１７
　　棒花鱼 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７８．３６ ３９９．２７ ５８４．７３ ５１．５５ １８．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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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４．１　鱼类资源变化的主导因素
蔍水河流域共有鱼类５目、１２科、４０种。上游

太白段鱼类区系组成较单一，以山区溪流冷水型鱼

类为主。在海拔较高、水温较低的蔍水河主河道田

坝以上河段、支流红崖河、大箭沟以及西太白河等水

域集中分布，而在小箭沟以下蔍水河主河道及其支

流观音峡、牛尾河、黑峡子等水域没有发现（杨德国

等，１９９９）。目前，由于受山区小水电建设的影响，
在个别支流出现了枯水期断流现象，导致鱼类资源

量减少，由于其资源多分布于河段的中上游，细鳞鲑

和哲罗鲑等鱼类的资源状况不容乐观。

蔍水河下游城固段因海拔低、气候适宜，鱼类资

源相对丰富；夏季下段资源量大，秋季中段资源量

大。调查区域鱼类分布较广，种类较多。由于自然

环境条件，资源状况相对上游太白段丰富；但单就城

固段而言，理应均匀分布的鱼类，如马口鱼、彩石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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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等仅在个别地方有捕获。造成这种现状的最主要

原因是周边群众偷猎鱼类作为大鲵饵料。

通过对比太白段与城固段，发现蔍水河流域下

游鱼类资源种类较上游丰富。太白段气候环境特

殊，鱼的种类少、数量低，资源状况严峻；但由于其高

海拔、冷水性，适宜世界范围内４０°Ｎ以南细鳞鲑和
哲罗鲑２种鲑类并存，便于开展我国及世界鱼类地
理分布及古气候、古地理变迁规律的研究，具有特殊

的科研意义。

４．２　鱼类资源的现状和问题
据地方水利部门统计，蔍水河流域年均径流量

达５．４３亿 ｍ３，水资源丰富，沿岸植被保存完好，有
丰富的水源和很强的保水能力，为流域鱼类提供了

必需的生存条件。蔍水河流域鱼类资源中不仅有山

溪类型，还有分布于平原的内陆类型，与相邻区域的

褒河和金水河相比（刘诗峰和张坚，２００３；郭文艺
等，２００７），鱼类资源相对更加丰富，并且特种经济
鱼类种类较多，这可能与蔍水河的特殊地理位置以

及错综复杂的水域环境有关。

调查发现，目前蔍水河流域也出现了一些影响

鱼类繁衍生息的人为因素，比如已经建成的水电站，

由于拦坝蓄水发电造成个别支流出现断流现象，不

仅阻断了上下游鱼类洄游，也对水生生物造成毁灭

性的破坏；此外，在一些人工大鲵养殖区域，偷捕鱼

的现象仍时有发生，鱼类低龄化、小型化的趋势越来

越明显。这些状况若想得到改善，需要在加强鱼类

资源保护的同时，继续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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