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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鱼科鱼类及其物种多样性保护

张 洁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100 101

摘要 银鱼科鱼 类为 东亚所特有的一年生小型鱼类
,

在我 国有着丰富的物种资源
,

其中的一 些种

类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

结合银鱼最新研究成果
,

介绍 了银鱼的分类与系统
、

分布范围和栖息地特点
,

并对资源变化及保护措施进行了论述
,

强调有必要针对不 同银鱼物种的生物学
、

生态学和遗传学背景
,

制 定更为合理的保护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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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

太平洋西北沿岸
,

亚洲东部近海
、

河口
、

河流及内陆湖

泊
。

我国具有非常丰富的银鱼物种资源
,

其中的一些种

类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

1 银鱼的形态特征
、

分类和系统

银鱼具有幼态持续或幼体成熟的特性
,

在其结构

和形态上具有一般硬骨鱼类个体发育前期的特点或

缺少硬骨鱼类成鱼的特点
。

如下页图所示
,

所有银鱼在

外观上明显区别于其他鱼类
,

头部扁平或极度扁平 ; 体

细长
,

前部近似圆柱形
,

后部侧扁
,

体长分布范围为

33
一 2 10 m m

。

活体体色为透明或半透明 ;具脂鳍 ;雌雄

异形
,

雌性体表无鳞
,

成熟雄性臀鳍弯曲膨大
,

并在其

基部上方具一列较大鳞片 ;腹鳍数目稳定
,

为 6 一8; 脊

椎骨数目为 4 8 ~
79

,

骨化程度弱
,

终生具有脊索
。

银鱼

进人 2 0 世纪
,

一新学科物种生物学 (bi
o sys tem a tie s

)

在欧洲和美国兴起
,

此学科将细胞遗传学引人植物分类

学
,

进行移植实验和繁殖实验
,

以探讨物种的形成
、

变异

和演化等问题
。

这样
,

植物分类学由描述阶段进人实验

阶段
。

美国学者 P
.

H
.

D a vi,
和 v

.

H
,

H e

卿
o o d (19 63 )认

为欧洲西部和中部
、

北美和日本的植物志属于此阶段的

著作
。

在 20 世纪 50 年代
,

分子生物学诞生
,

不久植物分

子系统学接着兴起
,

近 20 年来发表了多数这方面论文
,

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对被子植物这方面的研究表明金鱼

藻 ‘era toP 五川IU。是其他被子植物的姊妹群
。

在 90 年代

末发表的同样研究中
,

金鱼藻被换为互叶梅 A励此刀
日 ,

同时还表明
“
A N仃A

”

位于被子植物系统树基部
,

是被子

植物的原始群仁A 代表特产太平洋新喀里多尼岛的单种

科互叶梅 A汕
o re u a e e a e ; N 代表 睡莲 目 Nym pha e a le s :

仃A 代表八角科 11一ie ia e e ae
,

腺齿木科 T找m e n iac e a e
(含 2

属
,

5 种
,

分布于澳大利亚东南部及北部岛屿 )和木兰藤

科 Au stro ba ileyac e ae (单种科
,

特产澳大利亚东北部)」(丫

L
.

Qi
u e t 以

,

199 9 )
。

现在
,

分子系统学蓬勃发展
,

相信会

继续揭示出植物界及其大
、

小类群的系统发育新情况
。

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开展较晚
,

在 20 世纪

20 年代
,

留美的钱崇澎
、

胡先啸
、

陈焕墉和留法的刘慎

愕教授先后回国
,

他们分别在南京
、

北京
、

广州等地建立

植物学研究机构
,

然后培养人才
,

开展研究工作
,

这样
,

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描述阶段在欧美植物分类学进

入实验阶段之时才开始起步
。

19 59 年起开始编写《中国

植物志》
,

到 2 004 年
,

这部 80 卷的巨著终于完成 ; 同时
,

到 90 年代末
,

我国大部省
、

区编写出植物志 (刘全儒等
,

20 07 )
。

上世纪 70 年代后
,

发表了一些细胞分类学
、

物种

生物学
、

有关分类的抱粉学
、

分子系统学等方面的论文
,

以及少量数量分类学
,

分支系统学的论文
。

在分类系统

方面
,

秦仁昌教授提出的藏类系统在国际上产生影响
,

胡先啸教授
、

吴征锰等教授各发表一个被子植物新系

统
,

张宏达教授提出种子植物一个新系统
。

在不足百年

的时间中
,

我国植物分类学家取得了多项成果
,

其中
,

《中

国植物志》的完成为世界区系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

我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
,

在分类学研究方面要同时

进行调查采集
、

描述
、

实验
、

分子 4 个阶段的工作
,

由于

我国分类学研究历史短
,

而植物区系极为丰富
、

复杂
,

为

赶超国际水平
,

今后在这 4 个方面
,

还需做出不懈努力
,

同时
,

对以下 4 个基础条件
:
人才培养

、

标本馆
、

图书馆

和实验室建设
,

尤需予以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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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幼态持续特征的同时
,

还在形态及 生态上表现 海
、

河 口
、

河流及内陆湖泊
。

北起黑龙江河 口及库页岛

出与幼鱼完全不 同的发育偏差和行为特化
,

主要表 现 沿岸
,

环 日本海沿岸及 日本本州岛太平洋沿岸
,

经朝

为明显 的雌雄异 形 (臀鳍的形状 )
,

交配 行为 的特化
,

鲜半岛西南
,

中国大陆沿岸
,

直至越南北部沿海
。

除沿

食性 的分化以及脊椎骨和胸鳍鳍条数 目较多等
。

岸 区域 以外
,

银 鱼 的分布区域还 包括流 人黄海
,

渤海

—
和东海 的大部分水系及其附属湖泊

。

各属详细分布情

况如下
:

l) 日本银鱼属分布于 日本海沿岸及 日本列岛太平

洋沿岸 ;2 )大银鱼属和新银鱼属具有 相似的分布范围
,

分布于朝鲜半岛西南经大陆至越南北部沿岸 近海
,

淮

河
,

长江中下游 内陆河道及湖泊
,

其中雷 氏新银鱼 仅

分布于 日本九州的有明湾 ; 3) 白肌银 鱼属分布于东海

陈 氏新银鱼 (N
.

ta n gka
hkeii

) 南部大陆沿岸及大陆南部闽江
,

九龙江
,

韩江
,

榕 江
,

有关银 鱼 科鱼类的分类 和系统研究已有 20 0 多 北 江
,

西 江等淡水河流及其河 口
,

以及 越南北 部沿岸 ;

年的历史
,

其中早期研究多为一些西方学者
。

上世纪 4 )有明银鱼属分布于 日本九州西部有明湾
,

朝鲜半岛

30 年代
,

我国学者方秉文先生对分布于 中国的银鱼
、

日 西南沿岸及大陆沿岸近 海及河 口 ; 台湾也 曾有 过有明

本学者对分布于朝鲜半岛和 日本的银鱼作了 比较系 银 鱼分布的记载
,

但 尚需查证 ; 5 )间银 鱼属分布于朝

统的整理 和研究
。

之后
,

我国学者又陆续对银鱼科鱼类 鲜半岛西岸河 口至我 国阮江河 口
,

以及长江 中下游及

进行了新种补充
。

由于银 鱼的分布跨越北纬 53 度至 附属湖泊之中
。

北 纬 2 0 度之间不 同的气候带
,

而早期研究常受地 理条 大多数银 鱼物种栖息于近海沿岸
,

在繁殖季节作

件所限
,

银鱼 分类学研究常集中于个别种群
,

检视 种 短距离溯河徊 游
。

因此银鱼多为广盐性鱼类
,

其中以大

群较少
,

且每种仅包含一至数个检视标本
,

并且有长期 银 鱼
、

陈氏新银鱼 和 白肌银鱼最为代表性
,

他们既可

沿用误 记名称的现象
。

同时
,

银鱼的幼态持续可 以导致 以栖息于淡水河流 和湖泊中
,

也 可 以在河 口 和近海沿

同种生 物不 同个体或不 同生长 时期具有较大 的形 态 岸出现
。

在所有银鱼 物种中
,

产于我 国的寡齿新银鱼

可塑性
。

上述原 因均使得银鱼科鱼类的分类有很多疑 (N.
o 1J’g

o
do

n tis )和前领间银鱼 (H
.

bra
c五yro s

trde
)以及

难和混乱
,

以致于银鱼科鱼类命名多达 28 种 []4j
。

目前
,

日本的雷氏新银鱼 (N
.

rega
nl’u s )是在淡水中完成它们

我 国鱼类学家普遍认为银 鱼科鱼类划分为 2 亚科 6 整个生活史的
。

属 17 种
。

长期以来
,

中国因其具有最为丰富的银鱼物 值得 注意 的是
,

在银鱼科鱼类 中
,

同域分布是相

种多样性而被认为是起源地
。

当普遍的
,

例如在 日本太平洋沿岸 的小齿 日本银鱼和

近年来
,

随着我 国学者对银鱼分子系统学研究 的 石川 日本银鱼
,

在 日本九州有明湾的有 明银 鱼和雷氏

深人开展
,

银鱼的系统发育
,

进化 历程等科学问题被一 新银鱼
,

在鸭绿 江 口的有 明银鱼
,

乔氏新银鱼
,

安氏大

一解开
,

根据银 鱼科内分子 系统 学研究结果和生物地 银鱼 和大银 鱼
,

在我 国太湖的寡齿新银 鱼
,

陈氏新银

理学原理 可以推测
,

银鱼起 源于渐新世晚期 或 中新世 鱼
,

大银 鱼和短 吻间银 鱼
,

在 我 国珠 江 口 的陈氏新银

早期
。

受 日本海形成这一地理历史事件的影响
,

小齿 日 鱼
,

大银鱼和 白肌银 鱼等
。

在绝大多数场合
,

同域分布

本银 鱼在 16 80 万
一21 00 万年前最先从共 同祖先中分 的各个物种均分别来 自于不 同的较早分化的支序

,

具

化 出来 ; 其余银 鱼祖先进一 步向大陆沿 岸扩散
,

因 为 有较高的遗传差 异
,

由此可 见
,

银鱼科鱼类具 有很强

那里有许多河流流人
,

能够为溯河产 卵习性的银鱼提 的种 间隔离机制来维持其进化 而来的物种 多样性
。

供生 存条件
,

并且有可能成 为银 鱼 的成种和新的适 应 3 银 鱼的资源状况和主要威胁

辐射 中心
。

同时
,

基于银鱼形态
、

物种 之间的遗传距离 目前银 鱼资源在世界范围 内普遍 存在严 重下 降

和生 态特征
,

我们对银 鱼的分类也作了进一步探讨
。

我 的趋势
。

在我 国著名 的银 鱼产地太湖
、

洞庭湖和 都 阳

们认 为安 氏新银 鱼应归属 于大银鱼属 ;陈氏新银鱼
、

太 湖
,

上 世纪 80 年代银鱼 的产 量分别降至其 60 年代的

湖新 银鱼和近太湖新银鱼 实为同种异名
,

按照命名 法 ro %
、

3 % 和 1%
,

目前的资源情况更加危机
,

个别物种

则
,

陈氏新银鱼为有效物种名称
。

而过去做为主要分类 危急或已近灭绝
。

前领间银鱼 曾为为我 国沿岸重要经

特征的卵膜 丝排列 方式 和数 目的差 异应 为生 态适 应 济鱼类
,

19 59 至 19 63 年
,

长江 口前领间银鱼的年间平

的表 现
,

而不是分类 的有效形 态特征
。

均产量为 7%
.

6 t
,

在接下 来 的 10 年 中平 均为 4 74 t
,

因此
,

现 生银鱼 物种应 为 6 属 巧 种
,

中国具有 5 1 987 年急剧下降为 2 4. 3 t
,

19 91 年仅为 I t
。

上 世纪 5 0

属 12 种
。

年代
,

鸭绿江河 口前领间银鱼 和有 明银鱼 合计年平均

2 银鱼的分布和栖息环境 产量为 soo t
,

7 0 年代降至 20 t/ 年
,

从 70 年代末 期开

银鱼科 鱼类分布 于太平 洋西北 沿岸
,

亚洲 东部近 始 已见不到前领间银鱼种
。

目前
,

前领间银 鱼在其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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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已完全失去渔业价值
,

成鱼及幼鱼均很少见
。

而 日本的雷氏新银鱼和有明银鱼也因其资源量

严重下降而先后被被 日本环境厅列为易危种
。

银鱼为一年生小型鱼类
。

从其生物性特征来看
,

银

鱼为典型的
”
R 一
选择

”

生存对策者
,

亦即个体小
,

生长

快
,

成熟早
,

产卵量高和世代交替较快等特点
。

这种生

存对策是有利于其资源回复的
。

银鱼在世界范围内持

续的资源减少可以说明
,

人为活动 已经对银鱼资源产

生了严重的影响
。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
,

由于水利工程

建设和农田围垦兴起
,

导致了银鱼所栖息的江
一
湖水网

系统严重破碎化 ;建坝截流不仅使河流的径流量下降
,

还改变了河 口区域的潮流和盐分
,

直接影响了河口银

鱼的产卵场条件 ; 而城市和农业排污也会直接对银鱼

的产卵场造成严重危害
。

此外
,

对幼鱼和产卵亲鱼的滥

捕
,

栖息地外来物种的引人等都是造成银鱼资源下降

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

4 银鱼物种的保护措施和今后巫待解决的问题

银鱼保护 目前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

l) 基础研究和生态调查较少
,

曾有的调查和研究几

乎全部集中于经济价值较高的物种
,

如大银鱼和陈氏新

银鱼等
。

而我国特有或濒危物种
,

如白肌银鱼
、

短吻间银

鱼等
,

尚未展开相关基础生物学研究和生态调查 ;

2) 虽然新银鱼属出现了多个同种异名
,

有些分类

关系和进化状态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但很显然各种

群在地理分布格局和繁殖对策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不

同
。

所有这些暗示 了新银鱼属具有高度的种群多样性
,

有待进一步对其遗传结构及遗传多样性进行评估并

确定濒危物种 的基本保护单元—
进化显 著单元

(Esu )和管理单元(Mu )
。

3) 尽快杜绝对幼鱼和亲鱼的滥捕
,

减少兼捕造成

的损失 ;维护栖息地条件
,

保护产卵场
。

4) 有必要针对不同的银鱼物种的生物学
、

生态学

和遗传学背景
,

制定更为合理的保护措施
。

5) 以科学和审慎的态度对待银鱼移植
。

19 79 年陈

氏新银鱼 9 尾雌鱼的受精卵首次 由太湖移入云南滇

池
,

至 20(刃 年底
,

全国银鱼移植已扩散到除台湾和西

藏以外全国所有省市 自治区的 66
.

7 万 h耐 水域
。

可以

说
,

象这样被大规模移植物种的
,

在世界范围内也属

罕见
。

不可否认
,

银鱼移植带来过巨大的经济效益
,

但

也引起 了难 以控制的社会局面和负 面生态影响
,

例

如
,

移植多为盲目的商业操作
,

缺乏明确种质来源记

录
,

对当地土著鱼种 (包括栖息地原有银鱼 )的毁灭性

的打击等
,

而爆发期过后
,

银鱼资源常常原因不明地

低迷或消失
。

因此
,

我们呼吁应该以银鱼为例
、

为戒
,

尽

快建立法律法规
,

科学评价鱼类移植与放流的生态效

应和潜在风险
,

杜绝外来物种的人侵以及由此带来的

一系列生态和社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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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特定酶活性能够阻断 HIV 复制

美国科学家近 日研究发现
,

通过抑制某种酶的活性
,

能够

阻断 HIV 在体内的传播
。

这一新颖的方法不仅有助于研发对

付这一病毒的药物
,

更重要的是
,

由于它针对的不是 Hlv 本

身
,

而是免疫系统中的蛋白
,

所以它回避了影响传统治疗方案

效果的抗性问题
。

相关论文 4 月 28 日在线发表于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刊》上
。

Hw 感染无法治愈
,

患者需要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以

维持身体状况
。

当前的给药方案攻击病毒的某些部分
,

但由于

这些病毒不断变异
,

难以避免会出现抗性品系
。

在最新的研究中
,

美 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 And re w H -

en de rs on 和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 的 Pa m el a

sc hw artz be rg

发现
,

当敲除其中的诱导 T 细胞激酶(IT K )后
,

免疫细胞变得

较不易受 Hl v 的感染
。

研究人员发现
,

抑制 IT K 的活性能够影

响 H IV 生活周期的多个阶段
,

包括向细胞的进人
、

病毒基 因的

表达以及新病毒粒子的产生
。

Sc hw alt
z
be rg 表示

,

这一新方法并不能够为 Hl v 疫苗的研

发提供希望
。

这应该是一种帮助已经感染了 Hl v 的人的策略
,

而不是一种预防措施
。

摘 自《科学时报》2 0 08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