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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到 过 西 藏 的 人 , 一 定 会 以 为 西 藏 高 原 是 一

片高寒少雨 ,缺少生机的不毛之地。 其实这里湖泊

星罗棋布 ,水系纵横，世界上多 条 著 名 的 大 江 大 河

都发源于此或流经此地（关志华等，1984；徐华鑫，
1984）。 多种 多 样 的 地 形 地 貌 环 境 ,记 载 着 高 原 万

古千秋的沧桑巨变； 在这块神奇而又年轻的高原

上，生息繁衍着多种多样的生物，高原上的鱼类也

以 其 独 具 的 特 征 ， 世 世 代 代 栖 息 在 这 “世 界 屋

脊”。
关 于 西 藏 鱼 类 的 记 载 ,始 见 于 清 代 古 籍《藏 纪

概》，书中有关于“细鳞鱼”的记载。 19 世纪 以 前，

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域环境，常人难以到达，加

上 当 时 的 鱼 类 研 究 和 标 本 采 集 手 段 还 比 较 落 后 ，
绝 大 部 分 有 关 青 藏 高 原 鱼 类 的 科 学 考 察 和 研 究 ，
仅涉及高原 的 边 缘 和 邻 近 地 区 , 真 正 能 深 入 到 西

藏内部的极少。19 世纪以后 ,随着欧洲人探险活动

的不断扩展，一些西方探险家先后涉足高原腹地，
采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 自此才开始了对高原鱼

类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察研究。但直到 20 世纪初

叶， 直接深入高原腹地进行鱼类调查的工作还不

多，只是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我国鱼类学家才

逐渐开展青藏高原鱼类研究， 并取得了大量重要

青藏高原鱼类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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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武云飞等 ,1991；张春光等，1995）。
1 庞大的裂腹鱼家族

青藏高原鱼类很多都为当地特有类群， 种类

和数量上最多的首推裂腹鱼类。
所 谓“裂 腹 鱼”，其 腹 部 肛 门 和 臀 鳍 两 侧 各 有

一 排 较 大 的 排 列 整 齐 的 鳞 片（臀 鳞），两 排 鳞 片 之

间有一条明显的裂缝， 初看起来象是肚子裂开一

样，故名裂腹鱼。 有专家推测 ,裂 腹 鱼 繁 殖 时 要 用

臀鳍和尾鳍在 河 底 掘 出 产 卵 窝 , 此 时 臀 鳞 可 能 对

鱼体有保护作用。 还有研究者注意到繁殖期雄鱼

的 精 液 会 沿 着 臀 鳞 的 缝 隙 和 臀 鳍 膜 的 褶 缝 留 出 ，
这可能也是臀鳞与裂腹鱼繁殖有关的一种反映。

裂 腹 鱼 类 是 鲤 科 （Cyprinidae）中 的 一 个 自 然

类群，它与青藏高原的形成和发展息息相关；大量

研究表明裂腹鱼类是随着青藏高原的形成而出现

的， 伴随着高原的不断隆升和生存环境的不断变

化，原始裂腹鱼类不断适应变化着的环境，逐渐形

成了我们今天在高原面上见到的适应不同生存环

境 的 类 群 (曹 文 宣 等 ,1981）。 一 般 来 说，在 高 原 边

缘 较 低 海 拔 地 区 生 活 的 裂 腹 鱼 类 多 为 原 始 类 型 ，
这里生活的裂腹鱼除臀鳞外周身还保留有发育相

对比较正常的鳞片； 口角生有比较发达的 2 对触

须，反映出它们对食物的选择性还比较大。随着海

拔的不断升高，水温不断降低，可选择的食物种类

也越来越少，触须的作用逐渐变小，触须从 2 对退

化成 1 对， 甚至消失； 鱼类的体鳞也变得越来越

小，甚至很多在高原上生活的特化种类，除了臀鳞

和胸鳍上方还保留有部分体鳞外， 身体其他部分

的鳞片已全部消失。 有证据表明 ,目前生活在青藏

高原的裂腹鱼类仍处于物种分化阶段， 很多分类

性状仍不稳定， 这反映出目前青藏高原的生态环

境仍处于较剧烈的变化之中（张春光等，1995）。
裂腹鱼类还是我国淡水鱼类中为数不多的具

有毒性的鱼类之一， 现知大部分裂腹鱼类的卵具

有毒性，目前对鱼类的毒素还没有有效的解药。野

外工作中我们曾误食过裂腹鱼的卵， 食后很快上

吐 下 泻，头 昏 脑 胀，腹 部 剧 痛，2~3 d 后 才 能 恢 复

过来。有人推测，具卵毒性的鱼类在繁殖期可以保

护自身免受其他动物攻击， 同时还可防止产出的

卵被其他动物所食。
去除掉生殖腺后， 裂腹鱼类实际上具有很高

的食用价值。 西藏高原的主要经济鱼类几乎都集

中在裂腹鱼 类 中。 青 海 湖 中 的 青 海 湖 裸 鲤（Gym-
nocypris przewalskii przewalskii）、 羊卓雍湖的高原

裸 鲤 （G. waddelli）、纳 木 错 的 纳 木 错 裸 鲤 （G. na-
mensis）， 以 及 雅 鲁 藏 布 江 中 的 异 齿 裂 腹 鱼

（Schizothorax o′ connori）、巨 须 裂 腹 鱼 （S. macrop-
ogon）、尖 裸 鲤（Oxygymnocypris stewartii）等 都 是 高

原地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地方性经济鱼类。
裂 腹 鱼 类 中 的 裂 腹 鱼 属 （Schizothorax）、重 唇

鱼属（Diptychus）和叶须鱼属（Ptychobarbus）等几个

类群的鱼类属于较原始的类群，除臀鳞外，体表还

被覆有细小的 鳞 片 , 渔 业 生 产 上 常 被 称 为 “细 鳞

鱼 ”;裸 鲤 属 （Gymnocypris）、 尖 裸 鲤 属 （Oxygymno-
cypris）、裸 裂 尻 鱼 属 （Schizopygopsis）和 高 原 鱼 属

（Herzensteinia）的 鱼 类 为 较 特 化 的 类 群，除 臀 鳞 和

肩带部分有少数不规则鳞片外，体表鳞片退化，身

体 裸 露，常 被 称 为“无 鳞 鱼”。 裸 鲤 属 的 鱼 类 主 要

分布于湖泊之中， 重唇鱼属、 叶须鱼属、 尖裸鲤

属、裂腹鱼属等鱼类多分布于江河流水环境，个别

种类在江河湖泊中都有分布。
2 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鱼类———高原鳅

种 类 和 数 量 占 第 2 位 的 是 爬 鳅 科 (Balitoridae)
高原鳅属（Triplophysa）的鱼类。它们对高原环境表

现出比裂腹鱼 类 更 强 的 适 应 性 , 成 为 在 高 原 上 分

布范围最广、分布海拔最高的 类 群 ,最 高 可 分 布 到

海 拔 5 600 m， 这 也 是 已 知 世 界 上 分 布 海 拔 最 高

的鱼类。一般来说高原鳅属鱼类个体较小，体长多

在 100~150 mm， 但高原鳅属鱼类的数量较大，在

分布区内往往会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种群。 由于

个体过小，捕捞时有一定困难，目前渔业利用价值

不高。 也有个别类群体长可达 200 mm 以上，如分

布 在 马 法 木 错（也 叫 玛 旁 雍 错，被 当 地 人 称 为“神

湖”）中 的 高 原 鳅 待 定 种，肉 味 鲜 美，数 量 较 大，但

目前尚未被开发利用。
3 鮡科鱼类

鮡 科 （Sisoridae）鱼 类 以 雅 鲁 藏 布 江 下 游 分 布

最 为 集 中 ,有 8 种 ,怒 江 2 种，澜 沧 江 1 种（武 云 飞

等，1991；张春光等，1995）。 总的来看 ,在青藏高原

鮡科鱼的分布海拔高度大大低于裂腹鱼和高原鳅

类，仅 黑 斑 原 鮡（Glyptosternum maculatum）分 布 于

雅鲁藏布江中游， 在海拔 4 200 m 左右的谢通门

江段数量仍很大。 鮡科鱼类的分布也不如裂腹鱼

亚科和条鳅亚科鱼类广泛， 主要集中于藏东南各



水系。鮡科鱼类的产量虽不大，但因这类鱼肉质细

嫩， 肌间刺少， 深受群众喜爱， 有一定的渔业价

值， 尤其是黑斑原鮡， 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数量较

多，商品价值高，为当地重要渔业对象之一。
4 高原鱼类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藏区大部分群众很少吃鱼。 1959 年西藏民主

改革前，西藏长期维持着政教合一的体制。受宗教

信仰的影响， 绝大多数地方群众 “敬鱼为神”，认

为 鱼 是 神 的 化 身 ，吃 了 “神 ”鱼 ，“鱼 神 ”就 会 在 人

的肚子里作祟。其实，这可能是当时人们不知道裂

腹鱼类性腺具有毒性， 食用后会产生比较严重的

中毒反应。 另外，在有些地方因有水葬习俗，人们

可能因担心鱼会吃尸体，而不吃鱼。
对高原鱼类的开发利用最早比较集中的出现

在青海湖地区。 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对青海湖鱼

类 进 行 大 规 模 开 发，1970 年 产 量 曾 达 12 万 t （青

海省生物研究所，1975）。由于过量捕捞，资源量急

剧下降，至 1994 年产量降至 7 400 t。 除了产量急

剧下降以外， 个 体 也 急 剧 变 小 , 以 往 可 以 见 到 的

50、60 cm 以 上 的 个 体 几 乎 已 经 绝 迹，20 cm 左 右

已 算 比 较 大 的 个 体。 1994 年，为 了 保 护 青 海 湖 鱼

类资源，当地采取了封湖育苗措施，加强了对青海

湖鱼类资源的保护工作。
对高原腹地如西藏地区鱼类资源的开发应该

是近 20、30 年来的事情， 而且主要集中在一些人

口比较稠密的城镇附近。 由于开发利用的时间还

比较短，开发利用的范围有限，绝大部分水域的鱼

类仍处于比较原始的自生自灭状态， 由于长期的

积累，目前西藏鱼类资源还表现得比较丰富。1988
年以来，笔者曾多次进入西藏进行鱼类资源调查，
标本采集还比较容易， 特别是在一些人迹罕至的

地区， 经常可以很容易的一次抓到几十斤鱼。 如

1992 年，在 西 藏 西 部 的 拉 昂 仁 错 （当 地 人 也 叫 它

鬼 湖 ）采 集 鱼 类 标 本 ，笔 者 几 个 业 余 “渔 民 ”一 二

小时内曾捕到上百斤鱼；在藏北考察时，也曾遇到

过考察车过小河时， 车轮轧过之处一些鱼被轧死

的情况。
高原上生活的鱼类， 它们的生存环境相对而

言是比较恶劣的。对它们来说，最不利的是这里的

水温低；食物种类少，而且多为营养成分比较低的

着生藻类；冬季时间长，1 年 中 只 有 几 个 月 的 适 宜

生长时间， 大部分时间鱼类都处于休眠状态。 这

样，就使得生活在这里的鱼类生长发育比较缓慢。
据对青海湖裸鲤的研究， 一尾达到性成熟、 体重

500 g 左右的成鱼， 可能需要近 10 年的生长时间

（青海省生物研究所，1975）。这决定了西藏鱼类资

源 的 脆 弱 性，一 旦 过 量 开 发，资 源 受 到 破 坏，要 比

生态环境好的地区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使资源恢

复。
就水体环境来说，藏东南主要以江河为主，湖

泊较少，且多为淡水型外流湖泊；藏北以咸水内流

湖居多。 不同的水域环境，鱼的种类也有所不同；
江河鱼类体色鲜艳， 肉质细嫩； 湖泊鱼类体色较

暗，寄生虫较多。 在西藏 ,人们普遍喜食江河鱼类，
对湖泊鱼很少问津。此外，西藏湖泊中有半数左右

为咸水湖，由于咸水环境不利于胚胎发育，湖泊中

的鱼类性成 熟 后 要 逆 入 湖 河 流 而 上 , 在 河 流 淡 水

中繁殖后代。 因繁殖亲鱼在繁殖期相对集中于某

一河段，捕捞比较容易，往往给人一种鱼类很多的

感觉。而实际上，这些亲鱼包括孵化出的幼鱼在繁

殖期结束以后都要回到湖中生长发育。 一般来说

只有在繁殖期才有可能遇到汽车轧鱼的情况。
目前，在一些人类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如在

拉 萨 河 段，鱼 类 资 源 已 明 显 减 少，重 量 超 过 250 g
的鱼已很少捕到，大部分体重 在 150 g 左 右，刚 达

到性成熟。过度捕捞、环境破坏和外来鱼种的引入

是目前威胁青藏高原鱼类的几个最主要原因。 随

着西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鱼类资源的

开发利用一定会不断加大， 建议有关部门一定要

结 合 高 原 鱼 类 自 身 的 生 物 学 特 点 和 生 态 环 境 特

点，加以合理利用，避免在发达地区出现的过量利

用自然资源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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