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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简介

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和分类叙述两大部分。绪论

部分介绍云南鱼类研究简史、云南主要水系及其分布、鱼类分类系统及§里科
· 的亚科检索，分类性状及术语说明。分类叙述部分记述鲤科鱼类220种(包

括亚种)，其中新种2个，国内新记录属3个，新记录种6个。除个别种类

外，都是依据实物标本进行鉴定和描记的。内容首先描述各亚科鱼类的基

本形态特征，然后分别介绍属，种的形态和生活习性，并附有检索表和鱼类

形态、分布插图。最后，作者讨论总结了鲤科鱼类在云南的地理分布及其特

点。书末附有参考文献和中、拉名称索引。

本书可供鱼类学工作者、水产科技人员和综合性大学生物系、农业大学

水产系、水产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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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褚新洛

鲴亚科Xenocypri nae：陈银瑞 李再云

鲢亚科Hypophthalmichthyinae：’陈银瑞 李再云，

绚亚科Gobioninae：陈银瑞．李再云．i，：

鳅蛇亚科Gobiobotinae：陈银瑞 李再云 r

镑皱亚科AcheiIognathinae：陈银瑞 李再云

钯亚科Barbinae-褚新洛。崔桂华

野鲮亚科Labeoninae：褚新洛 崔桂华

裂腹鱼亚科Schizot horacinae：莫天培

鲤亚科Cyprininae：周 伟

鲤科鱼类在云南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楮新洛 周 伟

绘图： 吴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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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由于自然环境复杂，气候多样，兼有寒、温、热三带气候类型，

生物资源极为丰富。就以脊椎动物而论，占全国总数之半还强，以鸟、兽、鱼、两栖、爬行五

类动物分开计算，情况也是如此。根据目前资料粗略统计，全国淡水鱼类总共有800种左

右，云南约占半数，其中大量种类属于鲤科鱼类，多是产地经济种类或为地方特产佳肴，故

在人民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

关于云南鱼类的资料，多属单篇论文报道，散刊于国内外各种期刊杂志，非专门收集，

不易得到。至今缺乏一本比较完整的专著。60年代和70年代问世的伍献文等著《中国

鲤科鱼类志》上、下卷，可算是收集云南鲤科鱼类种类最全的一本专著，共记载云南鲤科鱼

类117种，因该书面向全国，就分省而言，尚不够详尽。有鉴于此，编写一本记述云南鱼类

的专著，无论作为摸清云南鱼类资源家底或为进一步利用和保护这些资源，发展渔业生产

提供科学依据，都显得十分必要。这就是编写本书的目的和意义。

本书除个别种类外，都是依据实物标本进行鉴定和描记的。标本均保存于中国科学

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鱼类标本室。这些标本的采集和积累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从1958

年昆踢动物研究所建所时始，几乎每年都有专人到野外采集，采集地点遍及省内各地，前

后累计参加采集人数达数十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本书的编写做出了贡献，这是需要特

别加以说明的。 、

7在编写过程中得助于国内已刊或待刊的同类著作，特别是《中国鲤科鱼类志》，是本书

-鉴定种类的重要依据。此外，还吸收了后来截止到1985年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和

分析，有所取舍和增删。总共是220种(包括亚种)，其中新种2个、国内新纪录属3个、新

纪录种6个、引入种11个o

由于缺乏国外对比标本，文献资料不够齐全，加上编著人员水平有限，使本书难免存

在缺点和错误，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批评和指教，以便在再版时加以修订，使其日臻完善。

《云南鱼类志》共分两册，上册是鲤科鱼类，下册包括鲤科以外的所有鱼类。这样编排

，完全是出于实用之方便，多少有损于分类系统的完整性。原本计划两册同时完稿出版，考

虑到这样所需时间太长，不如写一本出一本，以应读者之需要，早日为社会服务。著者的

这一想法得到科学出版社的理解和支持，遂决定分册出版。为了适应这一决定，每册保持

相对的独立性，以方便读者的使用，但研究简史这一节还是针对两册的内容合写的，以避

免在下册重复。
’

．本工作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学院昆明

动物研究所前任所长潘清华教授的热情支持和关心。完稿后蒙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曹文宣副研究员、陈宜瑜副研究员及罗云林、陈景星、林人端、何名巨、乐佩琦等同志审

阅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不少帮助来自书面通信、惠寄文献、口头讨论等，他们是云

南大学生物系何纪昌副教授，瑞士鱼类学研究室Dr．M．Kottelat，美国加州大学生物系

Dr．W．Rainboth，美国加州科学院鱼类学研究室Dr．T．R．Roberts，英国自然历史博

物馆动物学研究室Dr。P．H．Greenwood和Dr．G．Howes．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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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云南鱼类研究简史一、”五南笪荚针冗间更

据初步查考，最早科学地命名并描记云南鱼类的是Anderson(1878)，他记载缅

甸东部和云南西部的鱼类共21种，其中确系采自滇西腾冲一带的有8种，包括两个新．

种D——曰口rbⅣf margari露甜苫，D口挥iD孟口khie疗P行jij。 )

，

·自20世纪伊始，研究云南鱼类的人渐多，Regan(1904a．1904b，1906，1907，1908，

1914)前后共记载云南鱼类24种，标本主要采自滇池，少数采自抚仙湖和洱海，其中新

种19种，它们是Barilius andersoni，，Barilius 19rahami，Barilius alburn田ps，Barilius

polylepis，Barbus grahami。Barbus yunnanensis，Cyprinus micristius，彳f口撑z^D，．五口df留f

flongatus，Oreinus grahami，Schizothorax taliensis，Discognathus yunnanensis。Ne一 ．

machilus grahami，Nemachilus pleurotaenia，Nemachilus疗j量，D，行口c卯f口l甜f。Nemachilus
’

oxygnathus，Silurus grahami，Silurus me．to，Liobagrus nigricauda，Macrones media．

hallso以上19个种只有一个为次异名，其余均为有效种，只是在属的归属上有所更改o

Chaudhuri(191 1)报道大理及其附近的鱼类12种，包括3个新种。这3个新种是

Labeo yunna甩en$i$。Barbus cogginii，Nemachilus salmonides／i这篇报道的末尾开列了

一个云南鱼类名录，包括40个种。仅列名称，无文献出处，也无采集地点。这个名录给后
人添了不少麻烦，因为不少种类名称属于错订或误记，至今无法弄得清楚。不加分析地引

用，遗害无穷o

Norman(1923)描述了云南鱼类3新种，它们是Schizolhorax yunnanen$ls，Barbul

gregori，Euchtloglanis myzostoma，均为有效种o ，

Nichols(1925)描述了云南鱼类2新种，它们是Xenocypris yunnanensis，lschiiC-

auia transmontana，均为有效种o
．

。
：

，

张春霖(Tchang，1933，1935a：1935b，1935c，1936)描述了云南鱼类7新种，它

l『-]是Cyprinus pellegrini．Cyprinus yunnanensis，P口r口zf户idDffP^口，搿，yui．Barbus re—

gani，Bar孛us normani，Glyptosternon yunnanehsis，Liobagrus kmgio。

方炳文(Fang，1936，1938)描述云南鱼类2新种，它们是si疗口f，If，Df^fiz“』tingi，

Barilius pellegrinio ·

到解放前夕，先后共报道云南鱼类约60种，其中作为新种描述的36种。

解放以后，云南的鱼类研究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我国学者通过深入调查研究，

发表了许多文章(成庆泰，1958；张春霖，1962；伍献文等，1963，1964；黎尚豪等，1963)，

其中不少包括云南鱼类新种的描述。在这段大约20年的时间内，累计共描述新种12

个。计开张春霖(1962)描述一个新种——B口r6"砌口撑gf^砧c．^lf行i；伍献文等(1964)的

I)这里仅列新种命名时的原始名称，至于名称的有效性及以后的变更情况，详见分类叙述有关种类，以下同。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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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鲤科鱼类志》上卷中共记载云南鱼类32种，其中描述新种1 1个，它们是Lucio·
、 soma f=asciata，Danio monshiensis，Anabarilius macrole∥s，Schizothorax nukiangenisi．

Sc hizothorax molesworthi meridionalis，Schizothorax myzostomus．Schizothoraz lism．

1abiatus，Schizothorax parvus，Schizothorax lantsangensis，Schizothorax yunnanensis

paoshanensis，Schizothorax gongshanensiso以上大多数为有效种o

70年代以后到1985年截止，累计描述云南鱼类新种102个。最重要的著怍是伍献

文等(1977)的《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收集云南鲤科鱼类最为齐全，总共为85种，其

中描述新种28个，它们是Barbodes shanensit carinatus，Barbodes parva，Barbodes

daruphani luosuoensis，Barbodes lacustris，Barbodes 0pisthoptera。Barbodes huang一

、fhuchieni rhomboid；s，Barbodes exigua_BarbMes daliensis。Tor tor sinensis．Tor qiao．

iiensis，Balantiocheilus hekouensis，Sinilabeo tonkinensis laticeps。Sinilabeo cirrhi．

uoides，E，口f名fD，^y疗f五“f bico睁nis，Garra pingi yiliangensis，Garra qiaoiiensis：‘Dis—

fogobio longibarbatus，Cyprinus micristius fuxianensis．Cyprinus yilongensis，Cypri．

镌“j carpio chilia，Cy prinus crassilabris，Cy prinus pellegrini barbatus．Cyprinus ili—

jhaestomus，Cyprinus，打fg口，口p五f^口Z，露升f， Cyprinus longipectoralis，Cyprmus yunnan—

en$i$daliensis，Abbottina yunnanensit。Gobiobotia longibarba yuanfiangensiso、褚新洛、

陈银瑞(1979a 1979b，t980，198 la≯198lb．1982a，1982b，1984，1985)描述新种12

个，它IfI】是Barilius caudio—cellatus，Danio apogon，Danio f^r)，j口l口f馆i口l搿j，Pareuchi—

loglanis go嘿gshanensis．Pseudexostoma yunnanensis brachy soma．Pseudecheneis imma一

： ‘ulatus，Pseudecheneis intermedius，Anabarili谤s yang。onensis，Anabariliur maculatus．

-AnabarHius、songmingensis，Noemacheilus geiiuensis．Typhlobarbu，：nudiventris。Tor

hemfspinuso黄顺友(1979，．1981；1985)描述新种8个，它们是Platytropius sinensi$．

’PIatytropius longianalis。Mystacoleucus lepturus，Schizothorax oligolepis，Schizotho一

一tax oligolepis ma!ac athus，Schizothorax dulongens,s，Schizothorax elongatus，Schizo．

shorax davidi fumingensiso王幼槐等(198l，’1982)描述新种6个，它们是Puntius pa一

·哼hygnatbus．,Puntius[uxfanhuensis．Folifer yunnanensis，Schizothorax labrosus．Schtzo—

thorax ninglangensis，Schizothorax luguhuensiso朱松泉，王似华(1982，1985)描述新

，种1 1个，它们是Nemachilus conirostris．Nemachilus longus，Nemachilus polytaema．

Nemachilus yingliangensif，Nemac hilus meridionalis，Paracobitts angudlioides．Noe．．

macheilus latiiasciatus，Noemacheilus nandingensis，Noemacheilus laterivi‘tatus．Noe．

raacheilus callichromus，Noemacheilus，砌4刀g∥口撑gf厅ji，o何名巨、陈银瑞(1981)描述

新种2个，它们是Alcysis sinenfis，AIcysis brachybarbatuso何纪昌，王重光(t1984)描述

新种3个，它们是Anabarili珊qutingensu，Anabarilius liui chenghaiensis．Anabariliu，

xundianensiso何纪昌、刘振华(1980)描述一新亚种——E，，If^，of“flf，mongolicus elong

GtU$o刘振华、何纪昌(1983)描述新种2个，Anabarilius liui luquanens厶f，Anabariliut

liui yiliangensis。李树深(1984a，1984b)描述新种(亚种)9个，它们是Glyptothorax

obscura，Gly prothorax ratrr4$，Gly prothorax longicauda，Gly prothorax trilineatoides，

Glyptothorax minimaculatus．Glyptothorax longinema，Glyprothorax macromaculatu$．

Glyprothorax rubermentur，．Glyprothorax[ukiensis honghensiso陈宜瑜(1978，1980)

一2，· J

、



描述新种2个，它们是Balitoropsis yunnanensis，Vanmanenia striatao陈宜瑜等(1982)

描述新种1个；Schizothorax microstomuso方树淼等(1984)描述新种1个，Pareuchi．

109lanis an；eanaliso崔桂华、李再云(1984)描述新种1个，Placocheilus cryptonemuso

李再云、陈银瑞(1985)描述新种2个，Balitora elongata，Hemimyzon megalopseoso郑

慈英(1980)描述新种1个，Sinohomaloptera，口疗f4疗gji彻gf疗，i如郑慈英、张卫(1983)

描述新种1个，Balitora nujiangensis。郑慈英、陈银瑞等(1982)描述新种5个，它们是

Bf口玎，。，fi口polylepis，Balitora pengi，Balitora tchangi，si筇D后D，撑口，Dpff，4 longibarbatus，

Hemimyzon macropterao李维贤(1985)描述新种4个，它们是Sinocyclocheilus macr—

ocephalus，Sinocyclocheilus oxycephalus， S；行Dfyffof^PiZ“j lunanensis， Si行口f，，ffDf屈亏i，摊f

purpureuso陈景星(1980)描述新种1个，Botia yunnanensiso Chu and Roberts(1985)

描述新种1个，Cosmochilus cardinalis。褚新洛、崔桂华(1985)描述新种1个，s(,,oey．
clocheilus malacopteruso r ，：．．

云南主要水系及其分布

云南是一个高原山区省分，除西北部属青藏高原外，其余属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纵贯

滇西，乌蒙山、玉莲峰山脉绵延滇东北。全省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呈阶梯状，逐级降

低，海拔相差很大，最高点在滇藏交界怒山山脉的梅里雪山，海拔64—70米；：最低点在与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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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交界的河El县，海拔76．4米，高低相差达6000余米o．境内河流分属6大水系，从西蓟

东依次为伊洛瓦底江水系、怒江水系、澜沧江水系、金沙江水系、元江水系：南盘江水系

(图1)o其中南盘江、元江发源我省境内，其他为过境河流(李荣梦等，1983)o'。 ．

’

．，- 1．伊洛瓦底江水系发源于西藏，自贡山县迪布里进入云南，又从贡山的马库流往缅
。

甸。千流在我省境内长80公里。实际上，在我省境内主要是该水系三条较大支流，即独

。 龙江、大盈江和龙川江o
“

一

。

-j 2．怒江水系主流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南麓，经我省贡山县青拉桶入境，南经福

贡、碧江、泸水、保山、龙陵、昌宁、镇康，从潞西县出境，进入缅甸后称萨尔温江。我省境内

干流长约547公里。较大支流有发源于保山的勐波罗河和发源于临沧的南定河0
i 3．澜沧江水系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东北部，经西藏于我省德钦县布衣入境，南流经

维西等17个县，于勐腊县出境，进入老挝后称湄公河，在我省境内干流长1170公里。较

大的支流有漾濞江、流沙河、补远江(罗梭江)、小黑江、威远江等o

4．金沙江水系为长江上游江段，发源青海省，经西藏、四川边界向南于我省德钦县

东北部入境，主要支流有普渡河、牛栏江、横江等o‘j j 一

5．元江水系发源于巍山与下关之间的茅草哨，沿东南方向经巍山、南洞、南华、楚

雄、新平、元江、红河、元阳、个旧、蒙自、金平，到河口出境，进入越南后称红河，省内干流长

约692公里。较大支流有绿叶河、小河底河、李仙江、藤条江、盘龙河、普梅江等o

6．南盘江水系为珠江上游，发源于沾益县马雄山东北麓，南经曲靖、陆良、宜良、华
’

宁、弥勒等县，在开远市小龙潭转向东北，至罗平县人广西。在我省境内河长约，677公

里。主要支流有黄泥河、清水江、西洋江。同属珠江水系发源于宣威县境的北盘江只有一

条小支流流经宣威县境进入贵州，范围很小o ，

云南省有大小湖泊30余个，按其地理位置可分为滇东湖群．滇中湖群和滇西北湖

群。滇东湖群较大的有昆明的滇池(属金沙江水系)，宜良县的阳宗海、激江县的抚仙湖、

江川县的星云湖、通海县的杞麓湖、石屏县的异龙湖、蒙自县的大屯海、长桥海(以上均属

南盘江水系)o滇中湖群主要有大理市的洱海(属澜沧江水系)，永胜县的程海(属金沙江

水系)o滇西北湖群包括中甸县的纳帕海、属都海、碧塔海和宁蒗县的泸沽湖(均属金沙江

．， 水系)o -．

．1

， 三、分类系统及亚科检索
。

． ， 一

‘

， 鲤科(Cyprinidae)鱼类都是淡水鱼，绝大部分终生栖息在内陆水体，少数暂时或偶

尔游到河1：2或咸淡水中。它们的种类繁多，占全国淡水鱼类总数的一半以上，云南的情况

也大致如此。它们在形态上的共同性状可归纳如下，通常体被圆鳞，呈覆瓦状排列，少数

鳞片退化、变小甚至全体裸露。口一般能自由伸缩，由上部的前颔骨和下部的齿骨组成。

上、下颌均无齿，最后一对鳃弓的下部变为粗大的下咽骨，其上有齿l一3行(很少为4

、行)。头骨后部腹面有一角质垫，称为咽磨，与位于其下的下咽齿相配合，借以切碎食物。

通常具l一2对触须，鳅蛇亚科是例外，具有4对触须。鳔通常很大，分为2室，少数为3

室。背鳍1个，前部有2—4根不分枝鳍条，其中最末一根或为软条或为硬刺，有的硬刺后

缘还有锯齿。臀鳍末根不分枝鳍条通常为软条，少数为硬刺，有的硬刺后缘具锯齿。没有



脂鳍。悛鹱腹位，约与背鳍相对，也有稍前或稍后的。尾鳍通常叉形，少数平截或微凹。

鲤科鱼类的共同性状和范围历来比较稳定，已如上述。可是它的系统地位至今仍有

争议(伍献文等，1981)，科下类群的划分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远的不说，国内自60

’年代以来就有两个系统。．伍献文等(1964，1977)把鲤科分为10个亚科。具体系统如

下：’ ，

雅罗鱼亚科Leuciscinae

， 鳊鱼亚科Abramidinae 。

． 密鲴亚科Xenocyprininae ，

裂腹鱼亚科‘Schizothoracinae ．，

螃皱亚科Acheilognathinae

鲢亚科Hypophthalmichthyinae ·‘

垂巴亚科Barbinae ，

。鲤亚科Cyprininae ．
．

约亚科Gobioninae ，’ 一

鳅蛇亚科Gobiobotinae 。

这个系统既考虑到沿用习惯，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亚科之间的亲缘关系，故得到国

内同行的普遍承认和弓I用(湖南鱼类志，1980；李思息，1981；广西淡水鱼类志，1981；福

建鱼类志上卷，1984；河南鱼类志，1984)。 一

陈湘鸯等(1984)以骨骼学为基础，对鲤科的科下类群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具体

内容如下： ．

雅罗鱼系Series Leuciscini

担尼鱼族Tribe Danionines

担尼鱼亚科Danioninae ．

雅罗鱼族Tribe Leuciscines

雅罗鱼亚科Leuciscinae

鲐亚科Cultrinae

鲴亚科Xenocyprinae(包括鲢亚科Hypopbthalmichth)，inae)

约亚科Gobioninae(包括鳅蛇亚科Gobiobotinae)

； 鲚鲛亚科Acheilognathinae

参巴系Series Barbini
．

丁眵族Tribe Tincanes

丁妙亚科Tincinae

参巴族Tribe Barbines

垂巴亚科Barbinae(包括裂腹鱼亚科Schizo c矗oracinae)
·

． 鲤亚科Cyprininae
一

野鲮亚科Labeoniaae(包括墨头鱼亚科Garrinae)．

这个系统的建立以国内材料为基础，同时解剖观察了不少其他国家的标本，所以材料

酌范围几乎包括了鲤科鱼类的整个分布区，所得结论可能更客观地反映鲤科的科下类群

之间的宗系发生关系。考虑到这个系统还没有被广大读者所熟悉，本书又没有做科下类
’

一
● ) ‘



群的划分工怍，因此采用1977年《中国动物-志》鲤形目编写工作会议共同研究的结果，

鲤科分12个亚科，具体安排如下o： 一 。7 。。。。’，。。‘ t，

‘

坍亚科Danioninae
。

． 、 ‘

? 雅罗鱼亚科Leuciscinae
。 1 “

一

鲐亚科Cultrinae 、

’

鲴亚科Xenocyprinae ．

一‘

鲢亚科Hypophthalmichch’rinae
’ +

‘- ：’、

’

约亚科Gobioninae
‘。

‘_j．

‘

鳅蛇亚科Gobiobotinae
‘j： 7

：‘ 螃鲛亚科Acheilognat】linae ：1‘= 。
‘I

喜巴亚科"Barbinae 一。’ ’5 。 ·

野鲮亚科Labeoninae
‘』

‘

裂腹鱼亚科Schizothoracinae． ， 一’
’

’

鲤亚科Cyprininae一 ．1一。’
j

卜 一p ?·’亚科检‘索表2) ．!h·
一．

_’

r、¨：_ 。，

-
’

’

r∥、。

’

，。+．7 1：’

I(22)鳃的上方没有螺形的鳃上器；眼的位置偏在头中轴的上方；左右鳃膜各与鳃峡相连

2(2I)，口部只有触须2对v 1对或完全没有触须 t t、i}。。!’ ．。

．；(zo)臀鳍基部和肛门两侧不具有一列扩大的臀鳞 ：

4(tg)臀鳍一般无硬刺，如果有，则背鳍硬刺的后缘光滑无锯齿 、’
。，·

5(14)臀鳍分枝鳍条7根或7根以上；背鳍前方绝无平卧的倒刺 。
、、

6(t3)．下颔前缘没有锋利的角质；主行下咽齿至多5枚；背鳍有或无硬刺；须1对或无

7(t2)上眶骨小，不与最后一块下眶骨接触；下颔前端无瘤状突(仅雅罗鱼亚科的蜮属例外，其侧线鳞
。

多于100) ’

．

8(11)腹部无腹棱
’

’

Y9(10)体呈卵圆形或长圆形；雌鱼生殖期具产卵管；下咽齿1行⋯⋯．．L．⋯螃鲢亚科Acheilognathmae

10(9)体呈长形；雌鱼不具产卵管；下咽齿1—3行⋯⋯⋯⋯⋯⋯⋯⋯⋯⋯⋯雅罗鱼亚科Leuciscirtae

ll(8)腹部具发达的半棱或全棱⋯⋯⋯⋯⋯⋯⋯⋯⋯⋯⋯⋯一⋯⋯⋯⋯⋯⋯⋯⋯⋯鲐亚科Cultrlaae

t2(7)上眶骨大，与最后一块下眶骨接触；下颌前端具瘤状突(仅异鲴属和细鲫属为例外，前者侧线行

于尾柄之下半部，后者侧线不完全或无)⋯⋯⋯⋯⋯⋯⋯⋯⋯⋯⋯⋯⋯⋯彰于亚科Danioaiaae

ts(6)下颌前缘具锋利的角质；主行下咽齿6—7枚；背鳍具硬刺；无须⋯⋯⋯⋯鲴亚科Xcnocyprm”

¨(5)臀鳍分枝鳍条5—6根(只有昏巴亚科长臀把属为例外，臀鳍分枝鳍条为8—9，背鳍前有一平卧

倒刺) 、

。．
‘

I 5(1a)下咽齿1—2行(只有鳕属例外，下咽齿3行，眼眶下缘有一排粘液腔)；臀鳍分枝鳍条6根(只

有棒花鱼属为例外，臀鳍分枝鳍条5—6根，下咽齿I行)⋯⋯⋯⋯⋯⋯⋯：”绚亚科Gobioninae

16(t5)下咽齿一般为3行(只有野鲮亚科四个属例外，盆唇鱼属、盘绚属、卷口鱼属为2行，华缨鱼孱

I)t珠江鱼类志，、t秦岭鱼类志》巳先手本书采用基本相同的分类系绕。

z)本检索表是根据云南现有的材料编制的，不一定适用于全国的情况，因编制时着力于使用上的方便，故难于兼

顾其系统性。虽然如此，也还准以完全满意，这是由于有些亚科的性状相互交叉，出现一些例外情况a遇到这

7种情况时，需要在一对相应的检索性状系列中加以权衡，一般还是可以顺利地进行亚科的检索的。
。

’

●

‘ 6 i



．j 为2--3行)；臀鳍分枝鳍条5根，
。

t+ ? ’，。i

iT(i s)无口前室；咽突侧扁；下咽齿3行；背鳍多数具硬刺⋯⋯⋯‘-．_．⋯⋯⋯⋯⋯⋯一售巴亚科Barbinae

1 8(x 7)一般有口前室；咽突平扁；下咽齿2--3行；背鳍无硬刺⋯⋯⋯‘?⋯⋯⋯⋯野鲮亚科Labe。ninac。

19(4)臀鳍和背鳍皆具后缘带锯齿的硬刺(只有爪哇配鲤为例外，臀鳍硬刺后缘光滑)⋯⋯⋯⋯⋯⋯
’’

”⋯⋯⋯⋯⋯⋯⋯⋯⋯⋯⋯⋯⋯⋯⋯⋯⋯⋯⋯⋯⋯⋯⋯⋯⋯“⋯⋯⋯⋯⋯·鲤亚科Cyprittiaae

zo(3)臀鳍基部和肛门两侧各具一列较大型的臀鳞，使肛门前一段无鳞部分夹在两列鳞片之中⋯⋯

。：⋯·7⋯⋯⋯⋯⋯⋯⋯⋯⋯⋯⋯⋯⋯⋯⋯⋯⋯⋯⋯⋯⋯⋯⋯⋯⋯⋯·‘裂腹鱼亚科Sehizoth。racinac

21(’2)触须共有4对，在口角处l对，颏部3对⋯⋯⋯⋯⋯⋯：．·：⋯⋯⋯⋯⋯．·鳅鲍亚科Gobiobodnae

22(1)鳃的上方具有呈螺形的鳃上器；眼的位置稍偏于头中轴的下方；左右鳃膜彼此连接而不与鳃峡

相连⋯⋯⋯⋯⋯⋯?⋯⋯⋯⋯··：⋯⋯⋯⋯⋯⋯⋯中·v·”_⋯⋯·鲢亚科Hypophtha|talchthyirme
，^ ‘。 ⋯ 一 l，‘

一．一 ，四、分类性状及术语说明’ 一
， 一 。

一
．，

i 。‘． 一
、

‘、

分类学的任务不外乎区分物种进行归类和在归类的基础上探索进化的自然系统a本

书的内容偏重前者，在很大程度上着力于识别物种从而进行描述物种，建立物种的信息

库，所以带有明显的实用目的。识别或鉴别物种的唯一依据是分类性状，简称性状。这种

依据同样适用于属级或更高的分类阶元。物种是客观存在的，性状是物种的属性，是从构

成物种的无数个体中通过抽样而提炼出来的，所以性状又是某一特定物种的共性。一个

物种往往同时有好几个性状，这些性状的集合，就是对一个具体物种的限定a相同的分类

性状在不同的分类阶元中，其分类价值并不总是一样的。从分类学的实用角度区别物秭‘

或种以上的分类阶元，通常依赖于性状集合的对比；通过对比，抽出一个或几个可以据此

把它们区允开来的性状，这些性状称为鉴别性状。所以识别性状很重要，区分鉴别性状更

重要。一般地说，性状可以大别为3类。
‘一

? 一⋯r
’

1．比例性状测量身体各部分的量度，通常以两个不同部位的量度比例来表达，如体

长为体高的3—4(3．5)倍，头长为眼径的2．2—2．夕(2．5)倍。本书中凡测量标本达5尾或

者以上者，均列出平均比值及其变异幅变(在括弧内)。总的来说，比例性状有较大的变异

幅度，这种变异受制于性别、年龄、季节、地域、个体等因素。在分类实践中往往遇到两个

比较种的相应性状相互重叠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该性状便无鉴别价值。但必须注意

到所谓的变异幅度较大的性状，并非漫无边际，相对稳定性往往正寓于变异性之中。对此

虽不能用作鉴别性状，作为辅助性状还是有用的。 -I ，

2．可数性状通常以计数来表达，如侧线鳞数、脊椎骨数、鳍条数等等。一般来说，虽

然可数性状也有一定的变异范围，与比例性状相比，则要稳定得多，其中不少是好的鉴别

性状。如臀鳍分枝鳍条5．根，在鲤亚科中相当稳定；又如侧线鳞数或围尾柄鳞数，在某些

属中常是分种的重要依据。以上所谓稳定只具相对意义，有时同一性状在不同类群中的

稳定或变异程度会大不一样。如下咽齿的行数在钯亚科中绝大多数为3行，具有区分亚

科的意义；但在坍亚科中，不同种具不同行数，甚至同种的一侧为2行，另一侧为3行，下

咽齿的行数在这里几乎没有鉴别意义了。 、√ ，． ，：

3．形态性状不能计数又不能度量的性状统统归为形态性状。如背鳍刺的有无及其

后缘光滑与否，腹棱的有无，触须的有无等等。还有一些骨骼性状，其稳定程度又比可数

性状为强。在鲤科中最复杂而又最常用怍区分属或种的分类性状莫过于口部的形态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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