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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中国 。。多种淡水鱼类因受水工建设
、

围湖造田
、

乱伐滥垦等改变和破坏水域环

境
、

酷渔滥摘
、

水体污染
、

不合理引种
、

法制不全及执法不力等原因导致部分鱼类濒危 初步确定

为 种
,

分属 日
、

雌科
、

属
,

根据程度分成四个等级
,

绝灭 刁种
、

稀有 种
、

濒危 种
、

渐危

种
。

关键词 濒危淡水鱼类 致危成因

生物进化历史进程中
,

物种产生与消亡的速率几乎相等
,

故物种询长期维持相对平衡
。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

特别是出现 了人类社会以后
,

经历人类长期生活和生产活动
,

生物 多

样性的格局多少受到改变和破坏
。

人类活动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

而现代人作为一个特

殊物种却又成为其他物种的主要干扰源
,

其影响波及全球
,

形成导致当前生物灭绝最主要的

因素之一哎
。

濒 危 现 状

疆域辽阔
、

地形复杂
、

水环境和气候条件多样
,

为我国鱼类提供了多种多样栖息与繁衍

的生境
,

孕育了鱼类物种多样性
。

全国各类水域中存在的 多种淡水鱼类
,

其中的很大一

部分是特有
、

珍稀和单型属种
。

但在近数十年或更久的年代
,

受人类活动及其他诸因素的作

用
,

数量显著下降
,

往往数十年前区域性经济鱼类
,

至今 已临近濒危
。

即使 目前 尚保持一定数

量的种类
,

其个体和种群结构也明显趋向小型化
、

低龄化
。

稀有种类则更抵御不住人类 活动

与环境恶化的强大压力
,

有的种已从地球上消失
。

经过调查统计
,

中国濒危淡水鱼类初步被定为 种
,

分属 于 目
、

科
、

属 表
。

根据濒危程度
,

分为绝灭 绝迹
、

稀有
、

濒危
、

渐危四个等级
,

其中属于绝灭 绝迹 的有 月种
、

稀有 种
、

濒危 种
、

渐危 种
。

以上各级濒危鱼类中
,

不乏 年前的经济鱼类
,

因受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等因素

的作用致危
。

如云南姻
, 卿 , , 幼 。 。。

、

大头鲤 , , , ‘ ‘ 、

大理裂腹鱼
。 , 。 绪 二 及松江妒 , 。 记 , 。二 。 。 必‘。 ,

等 有分布局限
,

自然生存量本不

多 的 稀 有 种类
,

同 样 受干 扰 致 使数 量更 少
,

如 双 孔 鱼 尹 无 。二 论川
、

角 鱼

来稿日期 年 月 日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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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 , , 、 , 。 。 以 及华缨鱼 。

胡 人 “ 夕“ 。 人 ,

川 等 更有的种发现时 已

呈濒危
,

如无眼岭鳅
, ‘。、 户 ‘ ,。 。 、

个旧 盲条鳅 ,
, ,‘。 。“二 。 夕 , 。 。

、 等的洞

穴鱼类及小型特有种类的小似姻 , , 。 记 , 。。 、

唐鱼 。‘几 几 , , 石。 。乙 。 和

林 氏细卿 尹 犷 夕 , 钻 ‘。

等
。

表 中国濒危淡水鱼类科日种类统计

血 石

名称 目 科 脚 种 百分率 线

甲‘尸勺口一,‘斑一
几

⋯
,﹄峪,乃‘口乃

卜

一,‘

七鳍鳗目

匆形目

鲜形 目

蛙形目

鳗缅 目

鲤形目

贴形目

梦形目

助形目

总 计

, 八声 月萝之洲 沂 户

河。 门 , 甲 〔”, ” ”

件 浑爪 尸

加 爪门名 汗 护,

月一夕“ 吐 名 防

夕尹 以‘ 沂 护 ,

占空“ 沂们 尸

即门 少爪 护夕

沂 。 , , 用‘ 月

致 危 成 因

尽管物种致危原因多样
,

但总是 山直接的或 接的诸因素综合作用所致
。

直接机制 中最

突出的是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变迁和栖息地的丧失
。

以 鱼类而言
,

便指水体生态
,

包括栖息
、

肥育和繁殖等环境的改变和破坏 其次是对生物资源的过渡开发
、

水体污染
、

盲 目引种
、

法制

不全及执行不力等
,

均成为鱼类致危的主要成因阅
。

栖息环境的变化

水 二 建设 近半个世纪全国范围内大兴水利
,

普遍修建拦河坝闸
,

江河被拦
、

江湖被

隔
,

局部河道的流量
、

流速
、

流 态及水温等水文条件发生变化
,

部分鱼类正常生活节律受影

响
,

甚至丧失基本生活条件危及生存
。

兴建水利工程对上游鱼类资源影响较大
,

建坝后
,

不仅对溯 降 河性鱼类的生殖徊游

不利
,

且坝上江段水面增宽
、

水深加大
、

流速减小
、

饵料生物数量和组成变动较大
,

鱼类资源

随之产生数量变动
。

如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筑后
,

鲜类 爪
、

‘

爵
、

铜鱼类
。、 。 , 、

白甲鱼类 叮 “ ,“ 及岩原鲤 犷 , 。, , 乙
、

胭脂鱼 材 梦 梦 , 。 。

“ 。 和倒

刺肥 必。 。。 二 。 。

。 等多种适应上游生活的种类数量减少
。

上游支流情况也同
,

沱江

罗坝和大 川河江段筑坝后
,

墨头 鱼 , 尹 , 几乎绝迹
,

虎嘉鱼 万 、 ‘ 乙 沦 , 分布范

围缩小
。

大渡河龚嘴原先滩 多水急
,

急流生活的姚类 从胡 , 记 。。 、

平鳍鳅类
。 , 。 , 记 。。

及墨头鱼类的数量较多
。

建坝后
,

游形成平缓的坝区
,

原生境不复存在
,

坝区上下阻隔
,

徊

游性鱼类近乎绝迹
,

急流生活鱼类显著减少匡
。

水 面退缩 江河湖泊水面的 日益缩小是近段时期渔业 匕存在的一大问题
。

现代 人类

经济活动加剧
,

人 口 猛增与对蛋 白质需求质与量的提高
,

及为增粮和木材等物质的需要
,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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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向大 自然
“

索取
” ,

过去常发生乱肆砍伐毁林
、

滥垦荒地
,

破坏了植被而造成水土流失
、

河道

淤塞
,

水面 日益缩减
。

围湖工程和放水涸 田也迫使湖面退缩
,

沿湖平缓的浅水区消失
,

使一些

鱼类失去索饵
、

肥育
、

生长繁殖的最佳场所
,

因而也促进部分鱼类致危
。

最具代表性的实例是

云南异龙湖
,

曾因发 电和围湖造 田
,

多次挖湖
、

打洞
,

年 月连续排水导致全湖持续干

涸 天
,

故使分布于该湖的特有种类异龙中鲤 , ‘二 。 。 夕 哪 从此绝灭
。

自然 因 素 自然灾害也是造成环境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
,

特别是水灾造成的危害
。

如上游支流暴雨或久雨诱发的山洪暴发
,

泥沙大量冲泻人江
,

短时间内泥沙量猛增
,

江水汹

涌混浊
,

使鱼类难于适应环境骤变
,

受伤或窒息死亡
。

水灾常与森林被伐和植被破坏等人为

因素直接相关
。

洪水伴有泥石流危害更大
,

四 川青衣江地处暴雨区中心线边缘
,

受暴雨袭击
,

滑坡和泥石流频频发生
。

雅安市辖 区内 年发生 次
,

其中泥石堆积成灾的 次
。

该

江支流周公河上游
,

年发生特大暴雨引起江水猛涨
、

泥浆泛滥
,

余公里的河段 内大

量鱼类受伤
、

窒息致死
,

仅一次统计死亡数量 已逾 ‘ 二
。

此外
,

南方季节性河流
,

在

一年内某特定季节发生间隙性枯水断流现象
,

造成一些南方鱼类濒危以致消失
。

目前
,

甚至

连北方地区的某些河流也出现缺水断流现象
。

繁殖生态及食物环境的破坏

水工建设改变坝闸上下的水文条件
,

特别是枢纽型水库库 区环境变迁
,

流水变静水
,

需

流水产卵环境鱼类的产卵场随之消失
。

水库下水流量减少及季节变化
,

致使另一部分鱼类的

繁殖生态条件难以达到要求
。

湖泊围垦工程
、

江湖筑坝阻隔
、

砂砾淤积
、

地下水泉 口 被堵和消

失
、

水草的减少和枯竭等均是毁坏与危及鱼类产卵场的原因

水草资源的被破坏
,

其结果不仅引起草食性鱼类因食物的短缺而数量锐减
,

而且还恶化

或丧失了鱼类栖息环境和繁殖条件
。

肉食性鱼类的食物条件
,

由于鱼类总体资源量下降而导

致其饵源不足
,

种群数量必然随之降低

酷渔滥捕

破坏性 渔捞 绝灭性
、

破坏性渔捞是许多种鱼类致危的主要原因之一
。

现代社会的

人 口与需求同步增长
,

经贸发展与利润追逐等
,

往往产生单纯为获利而不顾大局
,

不考虑资

源持续利用与长远利益
,

加大捕捞强度进行过度开发
,

甚至不惜采用各种毁灭性的渔具 渔

法
。

如使用密普
、

密网
、

拦河网
、

设置鱼桩
、

筑坝及断溪截流
,

更有以电
、

毒
、

炸等绝灭性的渔法

以提高渔捞强度
。

长江上游某些支流 中曾进行过大型电捕
,

凡电捕船所经之处
,

大小鱼类均

难幸免
。

强化捕捞的恶果破坏种群生 态
,

减少补充群体数量
,

最终会致部分种类濒危
。

,

盲 目“
除 害

”

盲 目围歼和捕杀凶猛鱼类也会造成不 良后果
。

有一段时期
,

养殖湖 库

中 凶 猛鱼类猖撅
,

严重制约渔产量
,

为此
,

曾采取一切手段与方法围歼捕杀鳃
。 , 比从 好

, 及红拍 , ‘ 、。 橱记 等凶猛食鱼鱼类
。

保障养殖和其他经济鱼类成 活与增长

是有必要的闭
。

但是
,

不适当地进行大规模围歼活动定然会产生负面影响
,

因为在歼灭性除

害捕杀的同时
,

其他种类也会受到伤害
。

即使此举获得明显效果 也确实起到保护养殖和经

济鱼类的作用
,

最终必然会促进鱼类区系组成简单化
、

生物多样性下降
。

并且
,

饵料生物的

不合理利用
,

非经济的小型杂鱼大量繁衍
,

反过来抑制了养殖和经济鱼类的增 长
,

还引起部

分种类致危
。

对集群鱼 类的捅 杀 主要是指对集群亲鱼
、

仔幼鱼及越冬鱼类的捕杀
。

许多鱼类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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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 自的生活规律
,

包括泅游路线
、

产卵场地点
、

越冬 出洞时 可等
。

而当地群众都了解并掌握

本地鱼类的习性和规律
,

且有的地区还历来具拦截围捕产卵亲鱼
、

集群仔幼鱼或越冬出洞鱼

类的 习惯
。

各地拦 捕集 群 产 卵亲鱼 较 为普 遍
,

不 多列 举
。

多种营洞 穴 生 活 的如金线配
。‘ 。“。 , 、

突吻鱼 沙 。 , ‘ , 。 , 等鱼类
,

每当其中某些种越冬 出泉洞时
,

即被堵 口 围

捕
,

兼或在这些种类的产卵场中过渡捕捞集群亲鱼阁
。

除捕成鱼外
,

也捕杀集群仔幼鱼
,

如著

名的庐山石鱼
、

湖北阳新的春鱼等即是栉锻虎鱼类 自妞 。 的仔幼鱼焙干而成
。

生殖季

节
,

在产区的各溪流和小河置放花篮 一种鱼笼
,

密密排阵进 行拦捕
。

特殊渔 法 乃指以动物作捕鱼工具的生物捕捞
,

如水獭
、

鸽鹉渔业
,

虽并不普遍
,

但

对鱼类资源具不可小视的破坏作用
。

四 川嘉陵江地 区饲养鸿鹅 余只
,

仅计喂养耗鱼量
,

年逾 “ ,

超过该江总捕捞量 环
,

且专叼捕幼鱼和低龄鱼
,

足见其危害的严重性困
。

水域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受害最大的为淡水生态系统
。

工农业生产废水排入江河湖库导致水域环境污

染
。

尽管现时对水污染 危害已引起普遍重视并进行整治
,

但高速发展的现代工业 包括乡镇

企业 及农业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
,

污染程度有增无减
,

直接威胁鱼类的正常生活和生存
。

鱼类在较严重污染的水体中生活
,

缺氧或中毒致死的现象时有发生
。

年 月
,

四 川内江

至沪州江段的工厂排放大量有机物
,

水体溶氧剧降
,

引起鱼类窒息死亡的数量超过 川
。

不合理弓种

引进不合理的外源鱼种是破坏生态系统多样性
、

形成地方特有种濒危的又一重要原因
。

水体生态系统是统一的整体
,

生物与环境
、

生物与生物相互关联
,

任何成分的变动都将诱发

整体的变化
,

一个鱼种的加入或缺失均可能引起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改变
,

故引种不慎常使生

态平衡遭破坏
,

导致鱼种濒危
。

早期曾有未经试验和预期评估盲 目引入不宜鱼种或搭配不当

产生未及预料的负效应
。

云南祀麓湖
、

星云湖原盛产大头鲤
,

自先后投放以维翰为主的家鱼

苗后
,

因维编与该湖大头鲤食性相重
,

土著种经不起外源种强有力的竟争
,

数量锐减沦为濒

危
。

水草繁茂的水体中宜投放草食性鱼类
,

但投放过量
、

比例失控会影响水草再生力
。

结果

除草食性鱼类本身数量缩减外
,

水草生物量的减少还使许多鱼类失去栖息
、

摄食
、

繁殖和避

敌场所
,

对产粘性卵的鱼类影响更大
。

引 种初期常混杂多种小型杂鱼
,

这些鱼类个体小
、

生长快
、

适应性强
、

生活和繁殖周期

短
、

生殖条件粗放
、

群体内察增长率高
。

在缺少凶猛鱼类压力的环境中
,

短期内便可形成优势

种
,

在移入水体中攫卵竞食
,

抑制部分 内察增长率低的经济鱼类的生长
。

如 年代云南滇池

引种时带进麦穗鱼 。 , 。劝 。 , 。 。。。 、

蟹虎鱼等小杂鱼及虾类
,

大量发展后使湖内特有

经 济鱼类云南户目和 多鳞 白鱼 , 亡‘。 , 衍
、

银 白鱼 曰 。 , , 。 等种类致危 , 〕

另一 种情况 发生在新疆
,

生 活 在欧洲 和 我国额尔齐斯河的 肉食性 经 济鱼类河 梦 ,

“ 。
蒯“司

,

个体较大
。

自引进博斯腾湖后 使该湖的特产名贵 鱼类和经济鱼类数量大减
,

其

本 身也终因群体繁殖过多
,

发生食物竞争和 自残现象
,

使个体变小而失去其原有的经济价

值 〕
。

立法执法存在问题

许多国家对维护保障资源持续利用的有关法律 尚不够健全
,

且多偏重于陆生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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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畴
。

我国虽 已订有《中国 自然保护纲要 》
、

《野生动物深护法 》
、

《水产资源保护条例 》和

《渔业法 》等多种法规
,

但常因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效贯彻
。

如执法 人员数量少
,

执法手段落

后等
,

以致有害渔具
、

渔法屡禁不止
,

法定的渔捞规格也未能实施
。

更有跨界水域常一方保

护
,

另方破坏
,

干扰正常保护工作
。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 自然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
,

也直

接影响濒危淡水鱼类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

结 语

分布于 中国境内的淡水鱼类
,

在近数十年由于受到 水利工程建设引起的环境变迁
,

乱伐

毁林
、

滥垦荒地破坏植被造成的水土流失
,

围湖造 田迫使水域面积缩减
,

酷 渔滥捕破坏鱼类

资源
,

工 农业废水导致的水体污染
,

引种不慎改变原有的鱼类 区系以及立法不全
、

执法不力

等综合作用的影响致危
。

过去 由于人类只顾 向大 自然索取
,

不注意 自然保护
,

直至开始意识到生物资源是有限度

的
,

且这限度 已被突破时
,

面临的 已是 包括淡水鱼类生物多样性严重衰退的客观事实
。

目前
,

有很大一部分淡水鱼类 哑待 保护
,

摆在我们面前的 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保护的 任务十分艰

巨
。

撰文旨在提高对 自然和物种保护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

以祈 引起社会的重视
,

加强对淡水

鱼类 自然保护的意识
,

并 为采取相应保护性
、

针对性措施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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