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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鱼类志》的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 湖北丰富的淡水水域繁衍着种类繁多的鱼类资源。有关

1．’ 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工作，解放前后的许多中外鱼类工作者，
n

包括这部著作的作者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陆续发表了不

少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但大多零星分散。本书作者近十多
’

年来，亲自组织和参加了湖北各类水域的鱼类资源调查工作，

!。
‘

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获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在

搜集和整理的基础上，形成了这部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湖

， 北鱼类的专著。它的出版，填补了我省水产动物学方面的一
· 项空白，为从事水产科研工作和养殖生产的人们提供了一本

’

重要的实用参考书。 ·

青

；
；．
警

，

我省渔业已进入持续，高速发展的新时期，改善鱼类品

种结构，提高优质鱼的放养比例和经济效益，满足人们的食

用要求，是我省水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湖北鱼类志》

较全面地介绍了我省鱼类的生物学特性，并扼要地分析了一

些鱼类的潜在利用价值，为淡水养殖业提供了一些信息，这

对于进一步开发我省丰富的鱼类资源，使渔业生产向优质高

产方向发展，实现水产业的提前翻番，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因此，我高兴地向水产工作者以及对这项事业热心的同志推

荐这本书，并期望介绍我省其它水产特种动，植物的著作陆

续问世。 、

湖北省水产局局长 马继民

一·九八六年四月．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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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专门研究鱼类的读物和资料有所增加，但

有关鱼类的地方志目前还不多。因此，·各地有关农业、渔业

技术人员和渔业工人，以及水产院校师生等，在鉴定当地一

些鱼类的种类，查找这些鱼的一般生活习性资料等方面，感蓟

很困难。此外，。．随着我国四化建设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对发

展湖北省淡水养殖业，’以及各地开展水产资源调查和制订水奄

产区域规划等方面，都需要对省内出产的鱼类尽可能有全面

的了解。为此，我们次定编写这本《湖北鱼类志》。． ．

本书主要是在《湖北省武汉市经济动物手册》(鱼类)一书

的基础上，结合1974年参加湖北省长江水产资源调查，19810

1982年对湖北省神农架鱼类考察，1983年对汉水上游主要文‘

流—-南河、堵河鱼类考察，同年对成宁地区陆水河上游的鱼

类调查，以及对湖北省内其它一些河流(如巴河、汀四河、金‘

水、香溪河、滠水河等)，湖泊(如梁子湖，洪湖、东湖，南

湖、望天湖、沙湖、长潮等)和水库(如梅川水库、黑屋湾·

水库，熊河水库、吴山水库、天河口水库、惠亭山水库等)。所

搜集的鱼类标本等资料编写而成的。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

+有关记载湖北省鱼类的一些资料和文献。，

全书共记载175种鱼类。在物种简述中，对每种鱼的主要

性状、一般生活习性、分布和经济意义，以及湖北省鱼类组

成的特点等方面，都作了扼要的介绍和分析。同时，对各科中

鱼类都分别鄹有种的检索表，以供查对。对全部鱼类所隶



属的目、科或亚科的特点，本书从略，这是考虑到这些特点

都可从有关鱼类分类的专门著作中查出的缘故。如只是需要

专门查对某一种鱼的名称，书后附有湖北省全部鱼类的名录

表，以帮助读者能较快地逐一查对。。 一 ．

应当指出，本书是在对湖北省现有鱼类区系的认识水平

上编写的，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可能会有遗漏或错

误，希望读者提出意见，便于今后修改和补充，使其日臻完

善。
’’

． ：．
：：

，．本书初稿子1979年完成后，承中国科学院永生生物研究

所l伍献文l教授提供宝贵的修改意见。嗣后，于近几年内又

进行了资料补充，才得以完成。
。

； 一

在野外搜集鱼类标本和室内整理工作中，得到田见龙：何

天生、l严平安f’龚立新，袁凤霞、曹国胜、谢从新、熊邦

喜等同志的大力协助。参加过1981N1983年几次鱼类调查

的，还有王卫民、李玉松、汪伯清、余来宁，庄振朋、庄平、

卢林、林育敏、杨俊、杨辉志、胡传信、常华国，曹传铎，

樊启学，熊远辉等同志。书后附图由黄木桂同志复制。对以

上诸同志为本书所付出的辛勘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

；
r

．

。 杨千荣

、一九八六年二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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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湖北省的地貌高低悬殊，形态多姿，复杂多样。若按海

．拔高度、形态特征等差异，可将全省187400km2的总面积分

为山地、丘陵、岗地，平原等四个基本类型。’ ～ ‘： 一

‘：山地海拔一般在500m以上，约占全省总面积的56％， 一

其中包括500一,800m的低山区，800-v1200m的中高山区，以及

1200m以上的高山区，著名的华中第一峰——大神农架(海

拔高度为3053m)，就屹立在湖北省边陲。除此之外，还包括

‘部分如鄂西南山区的利川高原、山涧陷落盆地，以及山涧河

谷侵蚀——冲积平原区。低山区主要分布在鄂东北与鄂东南。’．’

此外，还有不少和缓低山和陡峭低山。中高山区主要集中分

布在鄂西山区。。。j”。j；
’

． ：‘k。． ，

’丘陵和岗地海拔一般为100一-aSOOm，约占全省总面积

的24％，如鄂中和鄂东北地区的江汉平原外围。 t。 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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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 海拔高度均低于lOOm，约占全省总面积的20％，

主要由江河平原、河间低洼平原部分组成。

从总体地理位置来看，全省地处北亚热带，除鄂西南外，

全省光照和太阳辐射能都较为丰富。因此，湖北全省热量资源

比较充足，气温一般偏高，霜冻期短，年平均温度为16,一'1723。

三峡河谷地带平均温度都在17℃以上，清江河谷，江汉平原

和鄂东次之，．在15～17℃之间，唯鄂北和鄂西北较低，为15

～16℃，鄂西山区最低在13．2℃左右。全省年气温最高可达

41℃，最低为一14．9℃左右。 ．

。 ⋯
‘、由于湖北省地处季风区，，四季寒暖干湿分明，雨量多集

中在夏季，但其雨变率较大，降雨量亦不稳定。，全省降雨量

多年来平均为1182．3ram，其降水量亦随所处地区不同而有

差异，总的趋势是自南向北递减。武陵山地区降水量最高达

1600---，1700mm，鄂西北地区则最低为700,-．．-,800ram。．

．L 由上可见，湖北省自然环境总的特点是：日照充足，光

合潜力大；热量丰富，有利于生物生长。加之，降水量丰

，沛等，优越的自然环境，不仅为发展湖北省淡水渔业提供了

．充沛的条件，而且，，在这种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的生态条件

下，蕴藏着多种天然鱼类资源0。“．．。．。。．一．。． ，·
●

”j 一’!；～’：≯．一一’ c^i b tt’卜．j、i。：二
．一 ‘．’’二．： o‘：水：；：域 t。 i．．o。、一。；1

’。

：i J -． ， ．．f一
一-·

．t
，

j一
． ’‘： ． ：．1；Jt． ’；． 1。‘ -， }

‘． 一‘湖北省河流纵横，湖泊众多，库塘密布，’港渠交错，总

水面积为1514．53万亩。 二 ．．’≈。i’ ，：．

就江河而言，面积为585．O万亩，约占全省总水面的

36％，其河流均以长江为主干，支流自边缘群山向长江汇注，

构成向心状单一的长江水系(图1)。， 一一．i，r、．、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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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在湖北省内横贯东西，逶迤曲折，西起巴东，东

达黄梅，全长约1200kin，占全长江干流总长度的五分之一

左右。长江在宦昌以上属于上游河段，流经三峡峡谷地段，

一出三峡即到宜昌，则为长江中游河段：本河段河谷地貌与

上游截然不同，显得江面宽阔，水流较和缓，从宜昌至汉口

一段，河道则迂回曲折，从枝江至湖南城陵矾一段，更是弯

弯曲曲，有“九曲回肪”的特点。纳入长江的除汉水外，主要

还有l富水(180kin，单位下同)、蕲水(118)、浠水(170．4)、 。

巴水(151)、举水(170．4)、倒水063)、滠水(112)、温水‘

(133)，金水(144)、陆水(192)、沮漳河(34 J．2)，浸水‘

(266)、黄柏河(152．5)，香溪河(193．5)，渔洋河(91．7)、。 ．

清江(427．3)等。 ：
。 ，

．

汉水又名汉江，自白河进入湖北省境内，全长．

1530km。丹江口以上江段为上游，丹江口至马良江段为中

游，马良至汉口为下游，在汉口纳入长江。其上游江面狭窄，

多险滩，河道曲折，两岸山高坡陡，水流湍急，河底凹陷多

深潭。丹江口以下，河道逐渐展宽，两岸多丘陵，河道随水

流起落和洪水冲刷有很大变化。下游则水流平缓，河岸弯曲

多“套”，注入汉水的主要支流有：天门河(137kin，单位下．
‘

同)、大富水(147)、蛮河(156)、滚河(125)l南河(235)、堵‘

河(318)、天河(69)、唐自河(135)、滔河。(134)以及东荆河等。’’
= 湖泊‘从湖北省地貌上看，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全省中南

． 部分显示出一片平原，其上分布有无数大小不等的湖?自。这

，些湖泊是长江中下游湖群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与 ．

．其它省内湖泊有着相对的独它性，所以统称为江汉湖群。i

据统计；1954年以前，全省湖泊共计1066个‘'-面积为

1180万亩。多年来，由于围垦和湿地化而逐渐减少。截至
‘

4



’

．．。，1974年，只有湖泊637个，共计水面为516．86万亩，+占全省
’

：’总水面的32．1％。但据1982年统计，，仅存320个，面积为

329．5万声I。从湖泊的分布区域来说，以荆州地区的湖泊数

．3一 量和面积为最多，分别占全湖群的49％与46％；其次为咸宁’
· 地区，湖泊的数量和面积都占全湖群的21％左右；再次为孝‘

喜’一 ‘感地区，湖泊的数量占12％，面积占15％I黄冈地区的湖泊

_．·一 数量占13％。，面积占8％，，武汉市和黄石市的湖泊数量虽不
’- ．多，、分别占全湖群的2．1％和0．6％，，但其水面积却很大，．分

．+7别占4．8％和3．O％’宜昌地区的几个湖泊，仅是分布在江汉

平原湖区边缘的枝江，‘当阳二县小范围内，’而且所占面积也

．一 。一不大。’ “．：：∥：；。?一’，，‘。．。．’一．．·：，·‘
”

，’j，j上述湖泊电(据1974年资料)，水面积在lo万亩以上的有

：．：‘‘’ 洪濒，梁子湖。斧头湖；：‘西凉湖，’长湖，后官湖等；其它5
”。

． ．---10万亩的有10个I t～5万亩的有58个，1千亩至1万亩
‘

的有279个，1千宙以：下的有284个。众多的湖泊不仅起着天

．‘、然水库的重要作用，而且水产资源也极为丰富，是淡水渔业

一 ‘生产的重要基地。．⋯ 。， ： 。二。 一

．：‘ 水库解放以后，随着农业水利建设的发展，全省共兴’
．

j 建水库6082余座，其中大型水库45座、中型水库216座、小．
一

‘

一+(一)型水库1056座、小(二)型水库4765座。已放养的水

i” ‘，·‘库总水面为244．85万亩i．占全省总水面的15．1％。，庞大的水
’

库水面为发展淡水渔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

．≤ ，，f塘堰争其它水域-全省除江河，湖泊，水库外，在平原

．．。 地区尚有大量塘堰、港渠等水面，共计267．62万亩，占全省

总水面积的16．5％。更可喜的是，近年来，在全省广大农村．
：

o ：和城郊，随着农村副业生产的发展，欣欣向荣的家庭养殖业

’．。。也相继兴起，其塘堰水面又有明显增多，尤以黄冈地区最为
，

々

‘
·

’
：。5’



特殊。总之，。由予这些水域面积小，都能人工控制，其渔业

j生产的经济效益大，所以是湖北省成鱼养殖的最有效水面。

‘如上所述，卣于湖北省多样性的地貌类型，且山地在全

省地貌组成中是一重要部分。诸如鄂西北山地、鄂西南山地

和长江三峡山地等，都是湖北省长江和汉水很多支流的源流

．，地．，。由于这些地区内奇特的地理环境，i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鱼

类栖息的小生境，。这些小生境的生态条件都不尽一样。如有

的是因河床比降大乒由急流直下的奔腾瀑布或跌水而成的深

‘潭，或是喀斯特溶洞I有的则是由河床两壁崩倒，一巨石堆积

而成的石缝或间隙；也有的是因岩层在流水的浸蚀作用下，

由地层切割而成的急流峡谷I有的河段则为比降缓和，水流

’平稳，底质为砂、砾石或页岩的宽谷河段l由群山谷顶山

水下泻形成的小溪流、、诃淘，为数更多。在神农架林区南部

‘还有水位变化大、水质偏酸性的沼泽地等。湖北省许多鱼类

就是出于这些别具一格的地理环境条件下所形成的小生境，

从而也影响着这砦鱼类的生物学习性上的特异性，以及鱼类

。，湖北省河港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水库、：’。塘堰众

多，加之气候温和，求质肥沃，天然饵料丰富，适宜鱼类生

活。更由于长江上、下内不少种鱼类常出没予省内江段，因

此；在全省水域内蕴藏着多种鱼类资源，为发展湖北省淡水

渔业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一j
‘7 ’瓤，每i

·本书共收集了长江和汉水在湖北省境内的千、交流以及

各种类型湖泊、水库等鱼类175种。下面为分布在全省水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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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的鱼类资源概述。，一，-^f， ．：；o，’：： ，’}：：。

。 ＼ ：鼻。1．长江峡谷江段及其支流鱼类资源长江出四川流入·

’湖北境内三峡一段，为长江上游的尾阏。由于这些地区地理
‘

． ．
上的特殊条件，使该江段的鱼类组成具有长江上游和江淮平

． 原鱼类组成交错类型的特点，除拥有分布广泛的一些种类，’

?：。 如青鱼、草鱼、鲢、’鳙、马口鱼、7宽鳍鳍、蟹条、自甲鱼、。
’

中华倒刺售巴、瓣结鱼、鲈鲤、墨头鱼、吻鲍、胭脂鱼等。此
t

外，还有不少属于不同栖息环境的鱼类。如分布在长江支流
‘

‘

的鱼类中，不少种是属于高山水域环境的种，其分布的海拔

高度在1000m以上．乃至2000m。如裂腹鱼类、r长江敛、，斑．
。

纹副花鳅，‘短体副花鳅、安氏高原鳅、昆明高原鳅、云斑山鳅、
t． 等一些喜冷水性生活的鱼类；中高山水域环境的种，其分布

·海拔高度在1000m左右，如多鳞铲颌鱼、唇鳍t中华纹胸鱿、龙‘
。

口拟原吸鳅、”蛾眉后平鳅、兴山条鳅等喜流水性生活的鱼类。
‘’ 另一类是一些栖息予宜昌以下，适应于江湖缓流水域环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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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鱼类，如长颌鲚、短颌鲚、蟪、蝣j长春鳊、银飘鱼等。■。

生活在这些不同生态环境中的鱼类，在这一带交替出现，·从

而丰富了宜昌上下峡谷江段鱼类的组成。’、 ‘’+．． 、、’

， 7此外，出于峡谷江段岩礁密布，深潭滩多，水急，许多

鱼类亲鱼上溯时常受阻子泄滩、青滩以下，每年春夏即在这

·带下游进行生殖，因而使宜昌附近这一江段，逐渐成为长

．江最大的“家鱼”天然产卵场所。将来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将

使这一江段水文条件发生变化，但据有关调查资料介绍，随

着环境的变化，鱼类生活的适应，在宜昌以下江段将会出现

新的。家鱼”产卵场所。 一‘’，‘
， ，

。

2．长江平原江段鱼类资源 长江平原江段包括宜昌以

下，江西湖口以上的长江江殴。整个江段全长约1000km，占
· ●’ F

． 彳+
p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