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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孕育了历史久远的华夏文明 。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世界第五大河 ， 绵延而广布的水系中 ， 鱼类

等水生物种丰富多样 ， 构成了独特的黄河水生态系统。 黄河水产资源

为沿岸人民提供了优质的蛋白质 ， 丰富了食物来源 ，奠定了水产业发展

的基础 ，促进了沿岸经济社会的发展。 许多黄河珍稀名贵鱼类被世人

所熟知 ，"黄河鲤"被誉为 中 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鲤鱼跃龙门 " 等传

承着中华民族美好期待的典故更是被人们津津乐道。

长期以来 ， 尚未有全面系统地记载黄河流域鱼类资源的书籍，黄河

鱼类的分布情况和生活习性尚不为人们了解。 2011 年 ， 黄河流域渔业

资源管理委员会组织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

山东等沿黄九省(区 )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水产科研机构 ， 开展

了为期两年的编撰工作，通过大量的野外调查、采样 、拍摄 、编辑 ， 最终

形成了《黄河流域鱼类图志》 。 该书共收录了黄河流域鱼类 130 种，图

文并茂 ，具有很强的知识性 、趣味性和可读性 ， 是一本具有参考价值和

研究价值的好书 。

我相信 ，{黄河流域鱼类图志》的出版和发行 ，不仅会增进社会各界

对黄河鱼类的了解 ，提高人们保护黄河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 ， 还

将对从事和关心黄河渔业和渔区经济发展的人士有所启迪和禅益 ， 对

加强黄河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有所帮助 。

组』强烈〉
2012 年 11 月 9 日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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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 ， 流域界于北纬 320-420 ，东 经

96。一119。之间 ， 南北相差 10 个纬度，东西跨越 23 个经度，流域总面积

达 79.5 万平方千米。 干流贯穿青海、四川 、甘肃 、宁 夏、内蒙古、山西 、 陕

西、河南 、 山东九个省、自治区，而后注入渤海。黄河从源头到内蒙古自

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为上游 ， 河长 3472 千米 ; 河口镇至河南桃花峪为

中游，河长 1206 千米 ;桃花峪以下为下游，河长 786 千米。 黄河沿途汇

集有 76 条主要支流 ， 较大的支流在上游有追水、洗河 ， 在 中 游有汾河、

渭河、沁河，下游有伊河、洛河。 黄河上、中、下游水文地貌千姿百态 ， 自

然环境各不相同 ， 因此鱼类区系组成复杂 ，水产资源极为丰富 。

为反映黄河流域鱼类区系特点和展现鱼类绚丽多彩的面貌 ，2011 年

由黄河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河水产研究所

主编 ，青海省渔业环境监测站、四川省水产研究所、甘肃省水产研究所、宁

夏回族自治区水产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山西省水产研

究所、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 、山东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共同参与 ，{黄河流

域鱼类图志》项目正式启动。 鱼类照片分别由黄河流经省(区)各自完成

本辖区照片拍摄工作 ，黄河水产研究所负责最终的照片汇总及文字编写

工作。 经过沿黄九省(区)水产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历 时 2 年时间 ， 完成了

该图志的照片拍摄、编写 、校对和出版工作。

《黄河流域鱼类图志》收录了黄河流域现存及历史记录共计 130 种

鱼 ，分属于 15 目(亚目 ) 35 科 ( 亚科 ) 80 属。本图志对每种鱼的分类地

位、可数性状、可量性状、形态特征、栖息习性、摄食习性 、繁殖习性、地

理分布等都做了较为详尽的描述 ， 并附有该种在黄河流域的采集点分

布图 。 本图志收录的鱼类图片主要以对实地采集到的活体拍照为主 ，

以历史鱼模式图及少量引用已出版图片为辅。

目 U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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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鱼类图志》中鱼类生物学特征描述主要参考了《中国动

物志 · 鲤形目 H 中、下卷)、《中国鲤科鱼类志H 上、下卷)、《中国条锹

志》、《青藏高原鱼类》等 ; 鱼类系统检索参照了《中国鱼类系统检索) j

黄河流域自然环境概况参考了《黄河渔业生物学基础初步调查报告》及

黄河网有关黄河气候、水系等的资料。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曹文宣院士、张鹊教授 ， 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张春光教授给予悉心指教，又在百忙之中为本图志审阅文稿 ;

编撰过程中，得到了沿黄九省(区) : 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

西、山西、河南、山东的有关单位领导及同事的鼎立相助 。 在此，一并表

示感谢 !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研究工作尚欠深入，书中难免存在疏漏、错误

之处 ，诚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黄河流域鱼类图志》编写委员会

201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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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自然环境概况

黄河流域自然环境概况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流域界于北纬 32。→2。、东经 96。一119。之间，南北相差 10 个

纬度，东西跨越 23 个经度。 黄河横贯中国东西部，流域总面积达 79 . 5 万平方千米。

黄河干流流经九个省(自治区) ，分别为:青海、四川 、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

注入渤海。 黄河从源头到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为上游，河长 3472 千米;河口镇至桃花峪间

为中游，河长 1206 千米;桃花峪以下为下游，河长 786 千米。 黄河沿途汇集有 35 条主要支流，较大的

支流在上游，有温水、挑河等，在中游有清水河、汾河、渭河、沁河、伊河和洛河，下游有大汶河。

1.流域概况

1. 1 黄河上游

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的河段为黄河上游。 河段全长 3472 千米，流域面积 42.8 万平方千

米，占全黄河总量的 53 . 8% ;河段总落差 3496 米，平均比降为 1 %0;汇入的较大支流(流域面积 1000 平

方千米以上 )43 条，径流量占全河的 549毛 ;河段年来沙量只占全河年来沙量的 8% ，水多沙少，是黄河

的清水来源。 上游河道受阿尼玛卿山、西倾山、青海南山的控制而呈 S 形弯曲。 根据河道特性的不

同，黄河上游又可分为河源段、峡谷段和冲积平原段三部分。

卡日曲至贵德龙羊峡以上部分为河源段。 河源段从卡 日曲始，经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到玛多，

绕过阿尼玛卿山和西倾山，穿过龙羊峡到达贵德。

龙羊峡到青铜峡部分为峡谷段。 该段河道流经山地丘陵，因岩石性质的不同，形成峡谷和宽谷相

间的形势:在坚硬的片麻岩、花岗岩及南山系变质岩地段形成峡谷，在疏松的砂页岩、红色岩系地段形

成宽谷。

青铜峡至托克托县河口镇部分为冲积平原段 ;黄河出青铜峡后，沿鄂尔多斯高原的西北边界向东

北方向流动，然后向东直抵河口镇。 沿河所经区域大部分为荒漠和荒漠草原，基本无支流注入，干流

河床平缓 ，水流缓慢，两岸有大片冲积平原，即著名的银川平原与河套平原。

1. 2 黄河中游

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至河南桃花峪的河段为黄河中游，河长 1206 千米，流域面积 34.4万平方

千米，占全流域面积的 43 . 2% ; 总落差 0.89 千米 ，平均比降 0.74%0 ; 汇人较大支流 30 条 ;河区间增加

的水量占黄河水量的 42.5% ，增加沙量占全黄河沙量的 929毛 ， 为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

河口镇至禹门口是黄河干流上最长的一段连续峡谷一一晋陕峡谷，河段内支流绝大部分流经黄

土丘陵沟望区，水土流失严重，是黄河粗泥沙的主要来源，该河段比降很大，水力资源丰富，是黄河第

二大水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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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门口至三门峡区间，黄河流经汾渭平原，河谷展宽，水流缓慢。 该河段接纳了汾河、洛河、泾河 、

渭河、沁河等重要支流，是黄河下游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多年年均来沙量 5 . 5 亿吨。 该河段在禹门

口至漳关(即黄河小北干流)的 132.5 千米河道，冲淤变化剧烈，河道左右摆动很不稳定。

三门峡至桃花峪区间的河段由小浪底而分为两部分:小浪底以上，河道穿行于中条山 、崎山之间，

为黄河干流上的最后-段峡谷;小浪底以下，河谷渐宽，是黄河由山区进入平原的过渡地段。

1. 3 黄河下游

桃花峪以下河段为黄河下游，河长 786 千米，流域面积仅 2.9 万平方千米，占全流域面积的

3.6% ;下游河段总落差 0.0936 千米，平均比降 o. L2%0; 区间增加的水量占黄河水量的 3.5% 。 由于黄

河泥沙量大，下游河段长期淤积，形成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黄河约束在大堤内成为海河流域与淮

河流域的分水岭。 除大汶河由东平湖汇入外，本河段无较大支流汇人。

黄河下游的干流分为四段，在山东东明县离村以上为游荡河段，河床宽、浅;离村至陶城埠为游荡

到弯曲的过渡性河段，陶城埠至前左市弯曲型河段，前左以下属三角洲分叉河段。 人海口宽约L. 5 千

米。 黄河入海口因泥沙淤积，不断延伸摆动。 目前黄河的人海口位于渤海湾与莱州湾交汇处，是 1976

年人工改道后经清水沟淤积塑造的新河道。 最近 40 年间，黄河输送至河口地区的泥沙平均约为 10

亿吨/年，每年向渤海延伸 2.2 千米，年平均净造陆地 25-31 平方千米。

2. 气候特征

黄河流域主要属于南温带、中温带和高原气候区。三个气候带又可划分为 8 个气候区，其中部分

气候区划分成 2-3 个气候副区。

2.1 南温带气候区

黄河流域属于南温带的区域比较辽阔，主要包括黄河中下游除去吴堡以上的广大地区，总面积接

近 25 万平方千米。 南温带内共有两个气候区，即黄河中下游半湿润区(1)和陕甘晋半干旱区( n ) 。

2. 1. 1 黄河中下游半湿润区(I区)

包括渭河流域，泾河中下游和撞关以下广大地区，面积 8. 7 万平方千米。 区内气候较湿润，干燥

度大多在 1. 0-1. 5 之间;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65% -85% ;年最大可能蒸发量在 650-900 毫米之间;

区内光热资源较充足，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在 LO't: -L5't:之间，为流域最高。

本区降水较为丰沛，年降水量自西向东增加，渭河区为 540-630 毫米，三花金堤河区为 600-650

毫米，大汶河区为最大，约 700 毫米左右，也是黄河流域年降水量最大的区域之一。 本区降水量的季

节分配以夏季最多，春、秋季其次，冬季最少。

2.1.2 陕甘晋半干旱区( 11 区)

本区位于世界著名的黄土高原东部，区内除陕西省佳县至撞关的黄河干流区间外，还有汾河、北

， 4 1卢 2 I 黄河流域鱼类图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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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河、无定河、谏水河和泾河、沁河的中上游，面积约 16 万多平方千米。 区内气候比较干燥，干燥度大

多在 1. 5-2. 0 之间;相对湿度仅 559毛→5% ;年最大可能蒸发量 700-900 毫米;光照较充足，全年日

照时数在 2400-2700 小时，自南向北增多;日照百分率达到 53%→0% ，年平均气温除南区在 12.5-

l3 .5't:外，其余地区为 8 . 5-9. 5't: ; 大于或等于 1O't:的积温为 2800-4500't: 。

本区年降水量分布是南区和北区偏少，一般为 440-540 毫米 ;中区相对较多，为 530→30 毫米，

个别超过 700 毫米。

2.2 中温带气候区

黄河流域属中温带的区域主要位于中上游龙羊峡至吴堡区间除大通河、挑河上游以外的地区，以

及汾河的河源区，面积约 32.4 万平方千米，其中包括晋陕蒙半干旱区 ( m) 、黄河上游干旱区( N ) 和

青甘宁半干旱区(V) 。

2.2.1 晋陕蒙半干旱区(皿区)

本区位于陕西、山西和内蒙古三省区的交界地带，西有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 ，南连陕甘晋半

干旱区，东、北两侧介于流域分水岭，面积达 10 万平方千米。 区内气候干燥，干燥度大多在 1. 6-2. 9 

之间，年平均相对湿度仅 48%-57% ;而年最大可能蒸发量达 750一1000 毫米，仅次于上游的干旱区。

光照较充足，全年日照时数在 2700-3000 小时，日照百分率为 60%-70% 。 年平均气温除有南高、北

低特点外，还因受地形和下垫面的影响，明显表现出干流沿线比东西两侧要偏高，等值线呈倒"V" 型，

其值在干流沿线为 7-10't: ，东西两侧大多在 4→℃之间。

区域内年降水量的分布自东南向西北递减，东南部大多为 440-500 毫米，西北部为 350.440 毫

米。 降水量的季节差异显著，春、秋、冬三季降水总量不足年降水量的四成，而夏季降水量却占年降水

量的 60%-70% ，为流域之冠。 降水主要时段在 7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尤其 8 月上旬易产生强降水过

程。 相应出现冰雹的日数为黄河中下游最多的区域。

2.2.2 黄河上游干旱区 (N 区)

本区包括黄河上游兰州至内蒙古达拉特旗区间和内流区的大部分，跨甘肃、宁夏、内蒙古三省区 ，

面积约 15.5 万平方千米。

本区干燥度大于 2. 9; 年平均气温大多为 6-8't: ; 气温的年较差甚大，尤其北部地区高达 35-

37 't: ，为全流域之冠。 全年日照时数的地区差异比较大。

本区年降水量较少，大部分在 200-350 毫米，尤其套西区不足 150 毫米，成为全流域降水量最少

的地区。 并且，降水量的年际变率平均达 30% ，为全流域最大。

2.2.3 青甘宁半干旱区 (V 区)

本区是黄河流域各气候区的过渡带 ，全区跨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区 ，基本上呈东西带状，面积近

6.6 万平方千米。

本区干燥度大多在 1 .3-2.5 之间;年平均气温 6-9't: ;全年 日照时数达 2400-2700 小时，日 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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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率大多在 55%→0% 。 全年大风日数大部分在 10-30 天之间，最少区在临挑一带 ，全年仅 2 . 1 

天，为全流域大风最少区。

由于本区介于北侧干旱区与南侧半温润区之间，因此降水量分布的南北梯度较大，年降水量南部可

达到0 毫米，而北部最少的民和站仅 361 毫米。 区内出现暴雨的概率较小，而出现冰雹的日数较多。

2. 3 高原气候区

黄河上游兰州以上至河源的大部分地区属于高原气候区。 区内多高山 、草原 ， 海拔高程大多在

3000 米以上，积石山(又称阿尼玛卵11山)的主峰玛卿岗日海拔 6282 米，是流域内最高峰。 全区面积约

18 . 2 万平方千米。

属于高原气候区的有青川甘湿润区( VI ) 、上游半温润区( 四)和河源湖南半干旱区( VIII ) 。 同时，

根据水分热量指标和地理特点的差异，还可将上游半湿润区分为北区( WA ) 和南区 ( WB ) ; 将河源湖

南半干旱区分为河源、区( VIIIA ) 和湖南区(回B ) 。

2. 3. 1 青川甘湿润区 ( VI 区 )

本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阿尼玛卿山 、巴颜喀拉山与由民山之间的草原、沼泽地和山、谷地，高程大多

在 3000 米以上，全区跨青海、四川和甘肃三省 ，面积达 5 万多平方千米。

本区干燥度大多在 0 . 6-1. 1 之间 ;全年日照时数大多在 2300-2500 小时;日 照百分率为全流域

较小的区域，一般在 50%-55%之间 。 年平均气温在 1"C左右，气温年较差为全流域最小区，大部分小

于 22 "C 。 无霜期为全流域最短。

本区年降水量是全流域比较多的区域除北部桃河中上游为 510---6 10 毫米外 ，其余地区大多在

700-800 毫米。 区内雨季时间较长，一般 6 月末进入雨季 ，直到 9 月下旬降水量才有明显减少;其间

降水量的分配比较均匀，而且年际变率也是全流域最小的区域，仅 10% - 13 % 0 年最大可能蒸发量为

全流域最小区之一，为 500 毫米左右。

此外，由于地处高原，海拔高 ， 又有阿尼玛卿山 、 巴颜喀拉山与山民山之间地形的作用，因而全年出

现大风的日数也是全流域最多的区域。

2. 3.2 上游半湿润区(回区 )

本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居黄河河源湖南半干旱气候区的南、北两侧，故又分为南、北两个气候

副区，面积约 8.8 万平方千米。

本区干燥度为 1. 0一1. 5; 全年 日照时数为全流域较多的区域 ，为 2400-2900 小时，日照百分率达

53%→5% 。 年平均气温南区为 -3→"C， 北区沿祁连山 ，为西北一东南走向的狭长地带，且高差甚

大，故年平均气温西北低(低于 一 30 "C )、东南高( 6"C左右) 。 全区的气温年较差相对较小。 无霜期为

流域较短的区域之一。

本区年降水量大多在 400-500 毫米。 南区降水量的分布与高程关系密切，自东南向西北递增 ;

北区因偏南气流经青海湖增湿和北侧祁连山的地形作用 ，形成黄河上游又一多雨区，降水相对集中时

段在 6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 ;全年雨日为黄河流域较多的地区 ; 全区基本无暴雨发生，而冰雹 日数为流

域较多的区域。 年最大可能蒸发量是流域较小的地区，为 500---600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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