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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读 者口 陕 叼

现代世界的特点是：科学技术已成为综合国力的基础，许多国家都

把增强科技实力，夺取科技优势，作为自己国家的重要国策和发展战略

的核心。人们预测，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将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

巨大变革时期，这是因为，现代科学运动正在引发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谁掌握了科技进步的制高点，谁就掌握发展国民经济的制高点，谁就可

以在以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那么，怎样传播科技进步的信息使之引发生产力的进步呢?应该说，

在众多信息传递工具中，图书仍然是最有力的载体．可惜，由于种种原

因，一个时期以来，图书出版难，科学专著出版更加困难!

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一

广东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又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一“

步的地区，历史的责任是不容推托的。有鉴于此，1989年，广东科技出

版社发起成立广东优秀科技专著出版基金会，为解决科技学术著作出版一

难的问题，开辟一个新途径。这一倡议，得到科技界、新闻出版界和大

专院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关心科技事业的人士的热烈响应和支持l并且

得到广东省领导部门、社会各界以及海外、港、澳的企业、社会团体、个

人的慷慨赞助。在大家的支持下，基金会于1989年10月正式成立，以

钱伟长教授为首的一批知名的专家、教授热心地承担了基金会的顾问、评

审委员工作，共同商定基金会扶持优秀科技专著出版的原则：依靠专家、

公平竞争、择优支持，每年推荐一批符合要求的优秀科技与经济管理专

著稿在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基金会希望，通过解决科技专著出版难，推

动广东乃至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基金会成立以来，从本省以至首都，从海滨以至西北高原，为科学

而献身的可敬的作者，纷纷送来珍贵的手稿，其中，许多是他们大半生

心血凝聚成的精华1只是由于时间仓促，现在奉献给读者的首批著作，还

未能完全做到遴选和出版来稿中最优秀的部分．不过，我们决心不停顿

地努力下去，让更多优秀的科技著作陆续问世。

我们希望海内外各界人士继续大力支持广东优秀科技专著出版基金

会的工作：向基金会推荐优秀科技专著I为基金会提供资金、条件I使

基金会能在更广阔范围内，．资助优秀科技专著的出版，在发展我国科技

事业和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广东优秀科技专著出版基金会
1 990年1 0月



内 容 简 介

<广东淡水鱼类志>是由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华南师

范大学、暨南大学、湛江水产学院、
上海水产大学共同协作编著的．本书

编人广东省(含今海南省)淡水及过河

口鱼类共321种(其中纯淡水鱼类208

种．过河口鱼类113种)。分别隶属于
2纲、19目、62科、184属．书中详

细地描述了有关类群的主要特征如同

物异名、可测性状、形态特点、地理
分布等．对经济鱼类的生态习性也有
～定的记述．还对广东省的自然条件，

淡水鱼类的研究历史、地理分布、区
系特点、资源开发利用意见等作了扼
要的论述．附有按标本描绘的种的插

图，以及检索表．参考文献．中文、
拉丁文学名索引·本专著是国家农牧

渔业部组织的珠江水系(广东江段)渔

业资源调查研究和广东省科委组织的

广东省淡水鱼类调查研究的结晶，将
为我国淡水鱼类的养殖、，引种驯化、
鱼类资源保护以及水体环境的保护提

供基本的资料·
可供水产工作者、动物学分类工

作者及有关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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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自然环境··

广东淡水鱼类研究

广东淡水鱼类的分

软骨鱼纲⋯⋯⋯一

硬骨鱼纲

鲟形目，海鲢目

鲑形目⋯⋯⋯⋯⋯．．．⋯⋯⋯⋯⋯⋯⋯⋯⋯⋯⋯⋯⋯⋯⋯⋯⋯梁森汉

鳗鲡目⋯⋯⋯⋯⋯⋯⋯⋯?⋯⋯⋯⋯⋯⋯一．⋯⋯⋯⋯⋯⋯⋯⋯匡庸德

鲤形目

鱼f}亚科⋯⋯⋯⋯⋯⋯⋯⋯⋯⋯⋯⋯⋯⋯⋯⋯⋯⋯叶富良，宋蓓玲

雅罗鱼亚科⋯⋯⋯⋯⋯⋯⋯⋯⋯⋯⋯⋯⋯⋯⋯⋯⋯⋯⋯⋯宋蓓玲

鲐亚科⋯⋯⋯．．．⋯⋯⋯⋯⋯⋯⋯⋯⋯⋯⋯⋯⋯⋯⋯⋯⋯⋯陆奎贤

鲴亚科⋯⋯⋯⋯⋯⋯⋯⋯⋯⋯⋯⋯⋯⋯刘成汉，刘志明，梁淡茹

鲭鲅亚科⋯⋯⋯⋯⋯⋯．．．．⋯⋯⋯⋯⋯⋯⋯⋯⋯⋯⋯⋯⋯⋯叶富良

鳃亚科，野鲮亚科⋯⋯⋯⋯⋯陈湘粪，潘炯华，刘志明，梁淡茹

绚亚科⋯⋯⋯⋯⋯⋯⋯⋯⋯⋯⋯⋯⋯⋯⋯⋯⋯⋯⋯⋯⋯⋯金鑫波

鲤亚科⋯⋯⋯⋯⋯⋯⋯⋯⋯⋯⋯⋯⋯⋯⋯⋯⋯⋯⋯⋯⋯⋯刘家照

鳅鸵亚科⋯⋯⋯⋯⋯⋯⋯⋯⋯⋯⋯⋯⋯⋯⋯⋯⋯⋯⋯⋯⋯金鑫波

鲢亚科⋯⋯⋯⋯⋯⋯⋯⋯⋯⋯⋯⋯⋯⋯⋯⋯⋯⋯⋯⋯⋯⋯刘家照

鳅科⋯⋯⋯⋯⋯⋯⋯⋯⋯⋯⋯⋯⋯⋯⋯⋯⋯⋯⋯⋯⋯⋯⋯叶桂瑶

平鳍鳅科，腹吸鳅科⋯⋯⋯⋯⋯⋯⋯⋯⋯⋯⋯⋯⋯⋯⋯⋯郑慈英

鲇形目

鲇科⋯⋯⋯⋯⋯⋯⋯⋯⋯⋯⋯⋯⋯⋯⋯⋯⋯⋯⋯⋯⋯⋯⋯刘家照

胡子鲇科⋯⋯⋯⋯⋯⋯⋯⋯⋯⋯⋯⋯⋯⋯⋯⋯⋯郑文彪，潘炯华

鳗鲇科⋯⋯⋯⋯⋯⋯⋯⋯⋯⋯⋯⋯⋯⋯⋯⋯⋯⋯伍汉霖，钟俊生



长臀鲇科⋯⋯⋯⋯⋯⋯⋯⋯⋯⋯⋯⋯⋯⋯⋯⋯⋯⋯⋯⋯⋯郑慈英

鳞科⋯⋯⋯⋯⋯⋯⋯⋯⋯⋯⋯⋯⋯⋯⋯⋯⋯⋯⋯⋯⋯⋯⋯高国范

钝头鲍科，姚科⋯⋯⋯⋯⋯⋯⋯⋯⋯⋯⋯⋯⋯⋯⋯⋯⋯⋯郑慈英

海鲇科⋯⋯⋯⋯⋯⋯⋯⋯⋯⋯⋯⋯⋯⋯⋯⋯⋯⋯⋯⋯⋯⋯陆奎贤

锵形目⋯⋯⋯⋯⋯⋯⋯⋯⋯⋯⋯⋯⋯⋯⋯潘炯华，刘成汉，郑文彪

银汉鱼目⋯⋯⋯⋯⋯．．⋯⋯⋯⋯⋯⋯⋯⋯⋯⋯⋯⋯⋯⋯⋯⋯·梁森汉

颌针鱼目⋯?⋯⋯⋯⋯⋯⋯⋯⋯⋯⋯⋯⋯⋯⋯⋯⋯”伍汉霖，钟俊生

刺鱼目，鲻形目⋯⋯⋯⋯⋯⋯⋯⋯⋯⋯⋯⋯⋯⋯⋯⋯⋯⋯⋯梁森汉

合鳃鱼目⋯⋯⋯⋯⋯⋯⋯⋯⋯⋯⋯⋯⋯⋯⋯⋯”⋯⋯⋯⋯⋯·刘成汉

鲈形目

鲈亚目

双边鱼科⋯⋯⋯⋯⋯⋯⋯⋯⋯⋯⋯⋯⋯⋯⋯⋯⋯⋯⋯⋯⋯梁森汉

多旨科⋯⋯⋯⋯⋯⋯⋯⋯⋯⋯⋯⋯⋯⋯⋯⋯⋯⋯⋯⋯⋯⋯⋯高国范

天竺鲷科，鳍科，鳕科⋯⋯⋯⋯⋯⋯⋯⋯⋯⋯⋯⋯⋯⋯⋯俞泰济

石首鱼科0 m,0 0⋯⋯⋯⋯⋯⋯⋯⋯⋯⋯⋯⋯⋯⋯⋯⋯⋯⋯⋯钟俊生

鲳科，银鲈科，笛鲷科，鲷科，石鲈科，蜊科，

金钱鱼科，丽鱼科⋯⋯⋯⋯⋯⋯⋯⋯⋯⋯⋯⋯⋯⋯⋯⋯俞泰济

鲡亚目，缎虎鱼亚目⋯⋯⋯⋯⋯⋯⋯⋯⋯⋯⋯⋯⋯⋯⋯⋯⋯伍汉霖
刺尾鱼亚目⋯⋯⋯⋯⋯⋯⋯⋯⋯⋯⋯⋯⋯⋯⋯⋯⋯⋯⋯⋯⋯金鑫波

攀鲈亚目⋯⋯⋯⋯⋯⋯⋯⋯⋯⋯⋯⋯⋯⋯⋯⋯⋯⋯⋯⋯⋯⋯钟俊生

刺鳅亚目⋯⋯⋯⋯⋯⋯⋯⋯⋯⋯⋯⋯⋯⋯⋯⋯⋯⋯⋯⋯⋯⋯刘成汉

鲐形目⋯⋯⋯⋯⋯⋯⋯⋯⋯⋯⋯⋯⋯⋯⋯⋯⋯⋯⋯⋯⋯⋯⋯金鑫波

鲽形目⋯⋯⋯⋯⋯⋯⋯⋯⋯⋯⋯⋯⋯⋯⋯⋯⋯⋯⋯⋯⋯⋯⋯冯启新

纯形目⋯⋯⋯⋯⋯⋯⋯⋯⋯⋯⋯⋯⋯⋯⋯⋯⋯⋯⋯⋯⋯⋯⋯匡庸德

中名索引，拉丁名索引⋯⋯⋯⋯⋯⋯⋯⋯⋯⋯⋯⋯⋯⋯⋯⋯陈湘奔

绘图⋯⋯⋯⋯⋯⋯⋯⋯⋯⋯⋯⋯⋯⋯⋯⋯⋯⋯⋯‘周锦芬，牟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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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ook is authored by as follows：

General In仃oduction

Natural Condition ofGuangdong Province。·······’Pan Jiong-hua and Zhong Lin

Brief History of Researches on Freshwater Fish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PanJiong-hua andZhongLin

Distribution and Fauna of Freshwater Fish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ZhengCi—yingandWuHan-hng

Specific Recount

Chondrichthyes⋯⋯⋯⋯⋯⋯⋯⋯⋯⋯⋯⋯⋯⋯⋯⋯⋯⋯⋯⋯⋯⋯KuangYongde

Osteichthyes

Acipenseriformes，Elopiformes，Gonorhynchiformes，Clupeiformes⋯⋯⋯⋯⋯

⋯⋯⋯⋯⋯⋯⋯⋯⋯⋯⋯⋯⋯⋯⋯⋯⋯⋯⋯⋯⋯⋯⋯⋯⋯⋯⋯KuangYongde

SalmoniforlTles⋯⋯⋯⋯⋯⋯⋯⋯⋯⋯⋯⋯⋯⋯⋯⋯⋯⋯⋯⋯⋯⋯LiangSenhan

．Anguilliformes⋯⋯⋯⋯⋯⋯⋯⋯⋯⋯⋯⋯⋯⋯⋯⋯⋯⋯⋯⋯⋯KuangYongde
，

Cypriniformes

Danioninae⋯⋯⋯⋯⋯⋯⋯⋯⋯⋯⋯⋯⋯⋯⋯⋯YeFuliangandSongPeiling

Leuciscinae⋯⋯⋯⋯⋯⋯⋯⋯⋯⋯⋯⋯⋯⋯⋯⋯⋯⋯⋯⋯⋯⋯⋯SongPeiling

Culterinae⋯⋯⋯⋯⋯⋯⋯⋯⋯⋯⋯⋯⋯⋯⋯⋯⋯⋯⋯⋯⋯⋯⋯⋯LhKuixian

Xenocyprininae⋯⋯⋯⋯⋯⋯Liu Chenghan，Liu Zhiming and Liang Dariru

Acheilognathinae⋯⋯⋯⋯⋯⋯⋯⋯⋯⋯⋯⋯⋯⋯⋯⋯⋯⋯⋯⋯⋯YeFuliang

Barbinae．Labeoninae⋯⋯⋯⋯⋯⋯⋯⋯⋯⋯⋯⋯⋯⋯⋯⋯⋯⋯⋯⋯⋯⋯⋯⋯

⋯⋯⋯⋯⋯⋯Chen Xianglin，Pan Jiong-hua，Liu Zhiming and Liang Danru

Gobioninae⋯···⋯·⋯··⋯⋯⋯···⋯····⋯·····⋯⋯⋯⋯⋯⋯⋯⋯⋯⋯JinXinbo

Cyprininae⋯⋯⋯⋯⋯⋯⋯⋯⋯⋯⋯⋯⋯⋯⋯⋯⋯⋯⋯⋯⋯⋯⋯LiuJiazhao

Gobiobotinae⋯⋯⋯⋯⋯⋯⋯⋯⋯⋯⋯⋯⋯⋯⋯⋯⋯⋯⋯⋯⋯⋯⋯JinXinbo

Hypophthalmichthyinae⋯⋯⋯⋯⋯⋯⋯⋯⋯⋯⋯⋯⋯⋯⋯⋯⋯⋯LiuJiazhao

Cobitidae⋯⋯⋯⋯⋯⋯⋯⋯⋯⋯⋯⋯⋯⋯⋯⋯⋯⋯⋯⋯⋯⋯⋯⋯YeGuiyao

Homalopteridae，Gastromyzonidae⋯⋯⋯⋯⋯⋯⋯⋯⋯⋯⋯Zheng Ci—ying



SilurifoITlleS

Siluridae⋯⋯⋯⋯⋯⋯⋯⋯⋯⋯⋯⋯⋯⋯⋯⋯⋯⋯⋯⋯⋯⋯⋯⋯Liu Jiazhao

Clariidae⋯⋯⋯···‘··。‘····⋯··‘·⋯⋯··⋯⋯Zheng Wenbiao and Pan Jiong-hua

Plotosidae⋯⋯⋯⋯⋯⋯⋯⋯⋯⋯⋯⋯⋯WuHan-hngandZhongJunsheng

CranOglanididae ⋯⋯⋯⋯⋯⋯⋯⋯⋯⋯⋯⋯⋯⋯⋯⋯⋯⋯⋯ZhengCi—ying

Bagridae⋯⋯·⋯·-⋯············⋯·⋯⋯··⋯⋯⋯⋯⋯⋯⋯⋯⋯⋯⋯Gao Guofan

Amblycipitidae，Sisoridae⋯⋯⋯⋯⋯⋯⋯⋯⋯⋯⋯‘?⋯⋯⋯。Zheng Ci-ying

Ariidae⋯⋯⋯⋯⋯⋯⋯⋯⋯⋯⋯⋯⋯···⋯···⋯·⋯⋯⋯⋯⋯⋯··⋯LU Kuixian

Cyprinodontiformes⋯⋯⋯Pan Jiong-hua，Liu Chenghan and Zheng Wenbiao

Atheriniformes⋯⋯⋯⋯⋯⋯⋯⋯⋯⋯⋯⋯⋯⋯⋯⋯⋯⋯⋯⋯⋯⋯LiangSenhan

Beloniformes⋯⋯⋯⋯⋯⋯⋯⋯⋯⋯⋯⋯⋯WuHan-lingandZhongJunsheng

Gasterosteiformes．Mugiliformes⋯⋯⋯⋯⋯⋯⋯⋯⋯⋯⋯⋯⋯⋯Liang Senhan

Synbranchiforrnes⋯⋯⋯⋯⋯⋯⋯⋯⋯···⋯⋯······⋯⋯⋯·⋯⋯·‘LiuChenghan

Percifol'lTleS

Percoidei

Ambassidae⋯⋯⋯⋯⋯⋯······⋯···⋯⋯···⋯·⋯··⋯⋯⋯⋯⋯⋯LiangSenhan

Serranidae···⋯····-··⋯··⋯·⋯··⋯⋯⋯⋯⋯⋯⋯⋯⋯··········⋯··GaoGuofan

Apogonidae，Sillaginidae，and Carangidae⋯⋯⋯⋯⋯⋯⋯⋯⋯⋯⋯⋯Ye Taiji

Sciaenidae⋯⋯⋯-··⋯⋯⋯⋯····-·⋯⋯···⋯·⋯··⋯⋯⋯⋯⋯ZhongJunsheng

Leiognathidae，Gerridae，Lutianidae，Sparidae，Pomadasyidae，

Theraponidae，Scatophagidae，and Cichfidae⋯⋯⋯⋯⋯⋯⋯⋯Ye Taiji

Callionymoidei。Gobioidei⋯⋯⋯⋯⋯⋯⋯⋯⋯⋯⋯⋯⋯⋯⋯WuHan-ling
Acanthuroidei⋯⋯⋯⋯⋯⋯⋯⋯⋯⋯⋯⋯⋯⋯⋯⋯⋯⋯⋯⋯“j⋯⋯JinXinbo

Anabantoidei⋯⋯⋯⋯⋯⋯⋯⋯⋯⋯⋯⋯⋯⋯⋯⋯⋯⋯⋯⋯ZhongJunsheng

Scorpaenif01TIles⋯⋯⋯⋯⋯⋯⋯⋯⋯············⋯····⋯⋯··⋯⋯⋯⋯⋯JinXinbo

Pleuronectiformes···⋯·⋯···⋯·····⋯⋯··-⋯⋯⋯⋯⋯⋯······⋯⋯··‘FengQixin

Tetraodontiformes·⋯·。⋯·⋯⋯⋯·-⋯⋯·⋯··⋯···⋯······⋯⋯··‘Kuang Yongde

ChineseIndex，LatinIndex⋯⋯⋯⋯⋯⋯⋯⋯⋯⋯⋯⋯⋯⋯⋯⋯Chen’Xianglin

Drawing A rtiSts⋯⋯⋯⋯⋯⋯⋯⋯⋯⋯··Z hoU Jinfen，MU Yang



出版前言

《广东淡水鱼类志》终于付梓了!

这部专著是几十人多年来考察研究的结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本志鱼类分类基本上采用拉斯和林德伯格(Rass T． S．and G．U．

Lindberg)的分类系统，而且结合我国鱼类分类系统研究新成果加以修改补充，体系更

为完善．对一些种类在鱼类分类历史上遗留的问题，通过查阅大量国内外鱼类分类学方

面的文献，结合实际调查加以考证，对各种鱼的同物异名均作记述，为后人查阅资料文

献及澄清分类学上的疑难问题提供了依据和检索指南．

在淡水鱼类地理分区与区系分划上，本志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并提出了著

者本人的看法．此外，本志著者对广东主要经济鱼类的食性、’生长与繁殖等，都作了专

题研究，并将成果编入志中．

本志对淡水经济鱼类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同时考虑到广东过河口鱼类种类较多，

不少经济种类正在开发利用，进行养殖生产，故将一部分过河口经济鱼类也收人志中．

本志主要反映土著种类，但对确已形成生产力的从国外以及从国内其他省份引进的种

类，也收入本志． ．

学术性和应用性在本志中得蓟了很好的结合，本书是渔业工作者和有关研究人员一

部很好的工具书．

本专著的问世，无疑是广东鱼类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并对我国鱼类研究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它将对广东渔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发挥重要作用．

定稿于1987年，因当时尚未成立海南省，故本专著所指地域为原广东省(含今海

南省)．
’

为保证科学专著的简明性，故本专著中凡为。属”的共性，在。种”中不再赘述；，凡为

。科”的共性，在“属”中也不再重复⋯⋯

在编辑加工过程中，得到了潘炯华、郑慈英、陈湘奔等老师的具体指导，谨于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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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在祖国南疆，包括美丽富饶的海南岛及南海诸岛，地处亚热带一热带，气候

温暖，雨量充沛．境内大小河流500余条，水库7 592座(集水面积约2 000平方公

里)。广东省海岸线总长7 802．6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3 740．5公里)，是我国海岸线

最长的省份．沿海港湾众多，大小河川密布，并有著名的珠江三角洲河网区，自然条件

异常优越。因而鱼类资源十分丰富；并且有不少种类为广东特有，这些土著种早已著称．

于国内外。

很早就有不少史籍记载广东的淡水鱼类；近100年来，国内外学者也有不少有关的

调查报告。然而，至今还缺乏一部对广东淡水鱼类作全面、系统地记载的著作．为了反

映广东丰富的鱼类资源，满足渔业生产、教学和科研的需要，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

江水产研究所，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湛江水产学院和上海水产大学共同协作编写

了这部专著。

本志是在作者多年来先后参加珠江水系(广东江段)渔业资源调查和海南岛鱼类调

查的基础上，总共参阅了约万号前述几个单位保存和积累的以及在1985～1987年进行

补充调查时所采集的鱼类标本，并加以考证．总结、评述编著而成的。

编入本志的鱼类共计321种，分别隶属于2纲、19目、62科，184属。其中，纯

淡水鱼类208种，过河口鱼类113种。本志对各种鱼的分类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对每

种鱼的生态习性及渔业价值也作了简明的记述；此外，还分别对广东省鱼类研究历史，

鱼类区系特点、鱼类的地理分布及资源开发利用意见等作了扼要的论述．本志是迄今为‘

止记述广东省淡水鱼类(包括过河口鱼类)的一部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著作。

本志由潘炯华主编，各协作单位有关专业人员分工编写，郑慈英、伍汉霖为本书分

述部分做了统稿工作，陈湘粪负责本书中名和拉丁名索引，最后由正、副主编审阅定
稿。

本志的出版得到广东省科委的大力支持和指导，省科委把本志的编写工作列入科研

计划并拨给部分经费；广东省水产局对本书的出版也很关怀，拨给了部分经费，并在野

外调查工作和编写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在调查和采集鱼类标本过程中，还得到

广东省各级有关领导部门，广大水产科技人员以及渔区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本

志的鱼类插图主要引自《海南岛淡水及河口鱼类志》，一部分引自《珠江鱼类志》；此

外，。广东的自然环境”承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曾昭璇教授审阅。特此，一并谨致以谢

j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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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广东省面积广大，鱼类种类繁多，而本志的编写时间又较匆促，调查也不够详

细，因此，会有一些种类有所遗漏。此外，由于水平有限，本志在内容上也会存在不少

缺点，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将来进一步修改。

编著者

1987年8 A 1 H

●



C



2 广东淡水鱼类志

绦属Clupanodon Lae6p6de⋯⋯⋯⋯⋯⋯⋯⋯⋯⋯⋯⋯⋯⋯⋯⋯⋯⋯⋯⋯⋯⋯⋯⋯⋯⋯33

6．花鲦Clupanodon thrissa(Linnaeus) ⋯⋯⋯⋯⋯⋯⋯⋯⋯⋯⋯⋯⋯⋯⋯⋯⋯⋯⋯34

7．斑鲦Clupanodon punctatus(Temminck et Schlegel)⋯⋯⋯⋯⋯⋯⋯⋯⋯⋯⋯35

鲥属Macrura Hasseit⋯⋯⋯⋯⋯⋯⋯⋯⋯⋯⋯⋯⋯⋯⋯⋯⋯⋯⋯⋯⋯⋯⋯⋯⋯⋯⋯⋯36

8．鲥Macrura reevesi(Richardson) ⋯⋯⋯⋯⋯⋯⋯⋯⋯⋯⋯⋯⋯⋯⋯⋯⋯⋯⋯⋯36

鳓属llisha Richardson⋯⋯⋯⋯⋯⋯⋯⋯⋯⋯⋯⋯⋯⋯⋯⋯⋯⋯⋯⋯⋯⋯⋯⋯⋯⋯⋯⋯38

9．鳓llisha elongata(Bennett)⋯⋯⋯⋯⋯⋯⋯⋯⋯⋯⋯⋯⋯⋯⋯⋯⋯⋯⋯⋯⋯⋯⋯38

鳗科Engraulidae⋯⋯⋯⋯⋯⋯⋯⋯⋯⋯⋯⋯⋯⋯⋯⋯⋯⋯⋯⋯⋯⋯⋯⋯⋯⋯⋯⋯⋯⋯⋯⋯39

棱鳗属Thrissa Cuvier⋯⋯⋯⋯⋯⋯⋯⋯⋯⋯⋯⋯⋯⋯⋯⋯⋯⋯⋯⋯⋯⋯⋯⋯⋯⋯⋯⋯40

10．赤鼻棱鳗Thrissa kammalensis(Bleeker)⋯⋯⋯⋯⋯⋯⋯⋯⋯⋯⋯⋯⋯⋯⋯⋯⋯40

11．中颌棱鲲Thri船a mystax(Bloch et Schneider)⋯⋯⋯⋯⋯⋯⋯⋯⋯⋯⋯⋯⋯41

鲚属Coilia Gray⋯⋯⋯⋯⋯⋯⋯⋯⋯⋯⋯⋯⋯⋯⋯⋯⋯⋯⋯⋯⋯⋯⋯⋯⋯⋯⋯⋯⋯⋯42

12．七丝鲚Coilia grayi Richardson⋯⋯⋯⋯⋯⋯⋯⋯⋯⋯⋯⋯⋯⋯⋯⋯⋯⋯⋯⋯⋯43

13．凤鲚Co／／／a mystus(Linnaeus)⋯⋯⋯⋯⋯⋯⋯⋯⋯⋯⋯⋯⋯⋯⋯⋯⋯⋯⋯⋯‘“

黄鲫属Setipinna Swainson⋯⋯⋯⋯⋯⋯⋯⋯⋯⋯⋯⋯⋯⋯⋯⋯⋯⋯⋯⋯⋯⋯⋯⋯⋯⋯45

14．黄鲫Setipirma taty(Cuvier et Valenciennes)⋯⋯⋯⋯⋯⋯⋯⋯⋯⋯⋯⋯⋯⋯45

鲑形目 SALMoNIFoRMES⋯⋯⋯⋯⋯⋯⋯⋯⋯⋯⋯⋯⋯⋯⋯⋯⋯¨．⋯⋯⋯⋯⋯⋯⋯⋯⋯⋯46

银鱼科Salangidae⋯⋯⋯⋯⋯⋯⋯⋯⋯⋯⋯⋯⋯⋯⋯⋯⋯⋯⋯⋯⋯⋯⋯⋯⋯⋯⋯⋯⋯⋯⋯⋯47

新银鱼属Neosalanx Wakiya et Takahasi⋯⋯⋯⋯⋯⋯⋯⋯⋯⋯⋯⋯⋯⋯⋯⋯⋯⋯47

15．陈氏新银鱼Neosalanx tangkahkei(Wu)⋯⋯⋯⋯⋯⋯⋯⋯⋯⋯⋯⋯⋯⋯⋯⋯⋯47

白肌银鱼属Leucosoma Gray⋯⋯⋯⋯⋯⋯⋯⋯⋯⋯⋯⋯⋯⋯⋯⋯⋯⋯⋯⋯⋯⋯⋯⋯⋯48

16．白肌银鱼Leucosoma chinensis(Osbeck)⋯⋯⋯⋯⋯⋯⋯⋯⋯⋯⋯⋯⋯⋯⋯⋯⋯49

银鱼属Salanx Cuvier⋯⋯⋯⋯⋯⋯⋯⋯⋯⋯⋯⋯⋯⋯⋯⋯⋯⋯⋯⋯⋯⋯⋯⋯⋯⋯⋯⋯50

17．居氏银鱼Salanx cuvi∥i Valenciennes⋯⋯⋯⋯⋯⋯⋯⋯⋯⋯⋯⋯⋯⋯⋯⋯⋯⋯⋯50

鳗鲡耳 ANGUILLIFoRMES⋯⋯⋯⋯⋯⋯⋯⋯⋯⋯⋯⋯⋯⋯⋯⋯⋯⋯⋯⋯⋯⋯⋯⋯⋯⋯⋯52

鳗鲡科Anguillidae⋯⋯⋯⋯⋯⋯⋯⋯⋯⋯⋯⋯⋯⋯⋯⋯⋯⋯⋯⋯⋯⋯⋯⋯⋯⋯⋯⋯⋯⋯⋯52

鳗鲡属Anguilla Shaw⋯⋯⋯⋯⋯⋯⋯⋯⋯⋯⋯⋯⋯⋯⋯⋯⋯⋯⋯⋯⋯⋯⋯⋯⋯⋯⋯⋯53

18．日本鳗鲡Anguilla japonica Tcraminck et Schlegel⋯⋯⋯⋯⋯⋯⋯⋯⋯⋯⋯⋯53

19．乌耳鳗鲡Anguilla nigricans Chu et Wu⋯⋯⋯⋯⋯⋯⋯⋯⋯⋯⋯⋯⋯⋯⋯⋯⋯54

20．花鳗鲡Anguilla marmorata Quoy et Gaimard⋯⋯⋯⋯⋯⋯⋯⋯⋯⋯⋯⋯⋯⋯55

蠕鳗科Echelidae⋯⋯⋯⋯⋯⋯⋯⋯⋯⋯⋯⋯⋯⋯⋯⋯⋯⋯⋯⋯⋯⋯⋯⋯⋯⋯⋯⋯⋯⋯⋯⋯57

虫鳗属Muraenichthys Bleeker⋯⋯⋯⋯⋯⋯⋯⋯⋯⋯⋯⋯⋯⋯⋯⋯⋯⋯⋯⋯⋯⋯⋯⋯⋯57

21．裸鳍虫鳗Muraenichthys gymnopterus(Bleeker)⋯⋯⋯⋯⋯⋯⋯⋯⋯⋯⋯⋯⋯⋯57

蛇鳗科Ophichthyidae⋯⋯⋯⋯⋯⋯⋯⋯⋯⋯⋯⋯⋯⋯⋯⋯⋯⋯⋯⋯⋯⋯⋯⋯⋯⋯⋯⋯⋯⋯58

须鳗属Cirrhimuraena Kaup⋯⋯⋯⋯⋯⋯⋯⋯⋯⋯⋯⋯⋯⋯⋯⋯⋯⋯⋯⋯⋯⋯⋯⋯⋯⋯59

22．中华须鳗Cirrhimuraena chinensis Kaup⋯⋯⋯⋯⋯⋯⋯⋯⋯⋯⋯⋯⋯⋯⋯⋯⋯⋯59

豆齿鳗属Pisoodonophis Kaup⋯⋯⋯⋯⋯⋯⋯⋯⋯⋯k⋯⋯⋯⋯⋯⋯-⋯⋯⋯⋯⋯⋯⋯‘60

23．杂食豆齿鳗PisoodonophiJ boro Hamilton⋯⋯⋯⋯⋯⋯⋯⋯⋯⋯一⋯“⋯⋯⋯⋯60



32．宽鳍鳞Zacco l，latypus (Tcmminck et Schlegel)⋯⋯⋯⋯⋯⋯⋯⋯⋯⋯⋯74

马口鱼属Opsariichthys Blcckcr⋯⋯⋯⋯⋯⋯⋯⋯⋯⋯⋯⋯⋯⋯⋯⋯⋯⋯⋯⋯⋯⋯⋯75

33．马口鱼Opsariichthys bidens GOnther⋯⋯⋯⋯⋯⋯⋯⋯⋯⋯⋯⋯⋯⋯⋯⋯⋯⋯75

唐鱼属Tanichthys Lin⋯⋯⋯⋯⋯⋯⋯⋯⋯⋯⋯⋯⋯⋯⋯⋯⋯⋯⋯⋯⋯⋯⋯⋯⋯⋯⋯77

34．唐鱼Tanichthys albonubes Lin⋯⋯⋯⋯⋯⋯⋯⋯⋯⋯⋯⋯⋯⋯⋯⋯⋯⋯⋯⋯⋯77

拟细鲫属Nichoisicypris Chu⋯⋯⋯⋯⋯⋯⋯⋯⋯⋯⋯⋯⋯⋯⋯⋯⋯⋯⋯⋯⋯⋯⋯⋯⋯78

35．拟细鲫Nicholsicypris normalis(Nichols et Pope)⋯⋯⋯⋯⋯⋯⋯⋯⋯⋯⋯78

雅罗鱼亚科Leuciscinae⋯⋯⋯⋯⋯⋯⋯⋯⋯⋯⋯⋯⋯·j⋯⋯⋯_⋯⋯⋯⋯⋯⋯⋯⋯⋯⋯79

青鱼属Mylopharyngodon Peters⋯⋯⋯⋯⋯⋯⋯⋯⋯⋯⋯⋯⋯⋯⋯⋯⋯⋯⋯⋯⋯⋯⋯80

36．青鱼Mylopharyngodon piceus(Richardson) ⋯⋯⋯⋯⋯⋯⋯⋯⋯⋯⋯⋯⋯⋯80

鲸属Luciobrama Bleeker⋯⋯⋯⋯⋯⋯⋯⋯⋯⋯⋯⋯⋯⋯⋯⋯⋯⋯⋯⋯⋯⋯⋯⋯⋯⋯81

37．鲸Luciobrama macrocephalus(Lacdp色de)⋯⋯⋯⋯⋯⋯⋯⋯⋯⋯⋯⋯⋯⋯⋯82

草鱼属Ctenopharyngodon Steindachner⋯⋯⋯⋯⋯⋯⋯⋯⋯⋯⋯⋯⋯⋯⋯⋯⋯⋯⋯⋯83

38．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Cuvier et Valenciennes)⋯⋯⋯⋯⋯⋯⋯⋯83

赤眼鳟属Squaliobarbus Gonther⋯⋯⋯⋯⋯⋯⋯⋯⋯⋯⋯⋯⋯⋯⋯⋯⋯⋯⋯⋯⋯⋯⋯84

39．赤眼鳟Squaliobarbus curriculus?(Richardson) ⋯⋯⋯⋯⋯⋯⋯⋯⋯⋯⋯⋯⋯84

鳍属Ochetobius GOnther⋯⋯⋯．．．⋯⋯⋯⋯⋯⋯⋯⋯⋯⋯⋯⋯⋯⋯⋯⋯⋯⋯⋯⋯⋯86

40．鳝Ochewbius elcngatus(Kner)⋯⋯⋯⋯⋯⋯⋯⋯⋯⋯⋯⋯⋯⋯⋯⋯⋯⋯⋯“86

， 鲢属，Elopichthy．z．Bl∞kcr．≮玩：⋯一一：⋯⋯：⋯⋯⋯⋯⋯⋯⋯⋯⋯⋯⋯⋯⋯⋯⋯⋯⋯。87

41．鲢Elopichthys bambusa(Richardson)⋯⋯⋯⋯⋯⋯⋯⋯⋯⋯⋯⋯⋯⋯⋯⋯⋯87

r

o‘I‘l}L---Ir}



4 广东淡水鱼类志

鲍亚科Culterinae⋯⋯⋯⋯⋯⋯⋯⋯⋯⋯⋯⋯⋯⋯⋯⋯⋯⋯⋯⋯⋯⋯⋯⋯⋯⋯⋯⋯⋯⋯⋯88

红啬白属Erythroculter Berg⋯⋯⋯⋯⋯⋯⋯⋯⋯⋯⋯⋯⋯⋯⋯⋯⋯⋯⋯⋯⋯⋯⋯⋯⋯⋯89

42．大眼红刍自Erythroculter hypselonotus(Lin)⋯”i-．．．⋯⋯⋯⋯⋯⋯⋯⋯⋯⋯⋯⋯90

43．青梢红鲐Erythroculter dabryi(Bleeker)⋯⋯．．j⋯⋯⋯⋯⋯⋯⋯⋯⋯⋯⋯⋯⋯9l

“．蒙古红鲴Erythroculter mongolicus‘(Basilewsky)⋯⋯⋯⋯⋯⋯⋯⋯⋯⋯⋯⋯92

45．海南红鲐Erythroculter recurviceps (Richardson)⋯⋯⋯⋯⋯⋯⋯⋯⋯⋯⋯⋯93

．拟餐属Pseudohemiculter Nichols et Pope⋯⋯⋯⋯⋯⋯⋯⋯⋯⋯⋯⋯⋯⋯⋯⋯⋯⋯94

46．南方拟餐Pseudohemiculter dispar(Peters)⋯⋯⋯⋯⋯⋯⋯⋯⋯⋯⋯⋯⋯⋯⋯95

鲂属Megalobrama Dybowsky⋯⋯⋯⋯⋯⋯⋯⋯⋯⋯⋯⋯⋯⋯⋯⋯⋯⋯⋯⋯⋯⋯⋯⋯96

47．鲂Megalobrama terminalis(Richardson) ⋯⋯⋯⋯⋯⋯⋯⋯⋯⋯⋯⋯⋯⋯⋯97

48．广东鲂Megalobrama hoffmanni Here et Myers⋯⋯⋯⋯⋯⋯⋯⋯⋯⋯⋯⋯98

49．团头鲂Megalobrama口研6纱c印^口肠Yih⋯⋯⋯⋯⋯⋯⋯⋯⋯⋯⋯⋯⋯⋯⋯⋯100

华鳊属Sinibrama Wu⋯⋯⋯⋯⋯⋯⋯⋯⋯⋯⋯⋯⋯⋯⋯⋯⋯⋯⋯⋯⋯⋯⋯⋯⋯⋯⋯101

50．海南华鳊Sinf6rama melrosei(Nichols et Pope)⋯⋯⋯⋯⋯⋯⋯⋯⋯⋯⋯101

海南鳖属Haman缸Koller⋯⋯⋯⋯⋯⋯⋯⋯⋯⋯⋯⋯⋯⋯⋯⋯⋯⋯⋯⋯⋯⋯⋯⋯⋯103

5I．海南餐Hamanm serrata KoUer⋯⋯⋯⋯⋯⋯⋯⋯⋯⋯⋯⋯⋯⋯⋯⋯⋯⋯⋯⋯103

半：蟹属Hemiculterella Warpachowaky⋯⋯⋯⋯⋯⋯⋯⋯⋯⋯⋯⋯⋯⋯⋯⋯⋯⋯⋯--’104

52．半锰Hemiculterella sauvagei Warpaehowaky⋯⋯⋯⋯⋯⋯⋯⋯⋯⋯⋯⋯⋯⋯105

细鳊属 Rasborinus Oshima⋯⋯⋯⋯⋯⋯j⋯⋯⋯⋯⋯⋯⋯⋯⋯⋯⋯⋯⋯⋯⋯⋯⋯⋯”106

53．线细鳊Rasborinus lineatus(Pellegrin)⋯⋯⋯⋯⋯⋯⋯⋯⋯⋯⋯⋯⋯⋯⋯⋯⋯106

54．台细鳊Rasborinus formosae Oshima。⋯⋯⋯⋯⋯⋯⋯⋯⋯⋯⋯⋯⋯⋯⋯⋯⋯108

鳊属Parabramis Bleeker⋯⋯⋯⋯⋯⋯⋯⋯⋯⋯⋯⋯⋯⋯⋯⋯⋯⋯⋯⋯⋯⋯⋯⋯⋯⋯109

55．鳊Parabramis pekinensis(Basilewsky) ⋯⋯⋯⋯⋯⋯⋯⋯⋯⋯⋯⋯⋯⋯⋯⋯109

喜自属Culter Basilewsky⋯⋯⋯⋯⋯⋯⋯⋯⋯⋯⋯⋯⋯⋯⋯⋯⋯⋯⋯⋯⋯⋯“：⋯⋯⋯111

56．红鳍鲍Cuber erythropterus Basilewsky⋯⋯⋯⋯⋯⋯⋯⋯⋯⋯⋯⋯⋯⋯⋯⋯⋯1ll

似鲚属Toxabramis G0nther⋯⋯⋯⋯⋯⋯⋯⋯⋯⋯⋯⋯⋯⋯⋯⋯⋯⋯⋯⋯⋯⋯⋯⋯113

57．海南似鲚Toxabramis houdemeri Pellegrin⋯⋯⋯⋯⋯⋯⋯⋯⋯⋯⋯⋯⋯⋯⋯113

蟹属Hem耙uher Bleeker⋯⋯⋯⋯⋯⋯⋯⋯⋯⋯⋯⋯⋯⋯⋯⋯⋯⋯⋯⋯⋯⋯⋯⋯⋯．．．’114

58．’蟹Hemwulter leucisculus(Basilewsky) ⋯⋯⋯⋯⋯⋯⋯⋯⋯⋯⋯⋯⋯⋯⋯⋯114

飘鱼属Pseudolaubuca Bleeker⋯⋯⋯⋯⋯⋯⋯⋯⋯⋯⋯⋯⋯⋯⋯⋯⋯⋯⋯⋯⋯⋯⋯“6

59．银飘鱼Pseudolaubuca sinensis Bleeker⋯⋯⋯．．^⋯⋯⋯⋯⋯⋯⋯⋯⋯⋯⋯⋯“116

60．寡鳞飘鱼Pseudolaubuca engraulis(Nichols)⋯⋯⋯⋯⋯⋯⋯⋯⋯⋯⋯⋯⋯⋯117

鲴亚科Xenocyprininae⋯⋯⋯⋯⋯⋯⋯⋯⋯⋯⋯⋯⋯⋯⋯⋯⋯⋯⋯⋯⋯⋯⋯⋯⋯⋯⋯⋯118

鲴属Xenocypr妇G0nther⋯⋯⋯⋯⋯⋯⋯⋯⋯⋯⋯⋯⋯⋯⋯⋯⋯⋯⋯⋯⋯⋯⋯⋯⋯⋯119

61．银鲴Xenocypr豇argentea Gonther⋯⋯⋯⋯⋯⋯⋯⋯⋯⋯⋯⋯⋯⋯⋯⋯⋯⋯⋯119

62．黄尾鲴Xenocypr妇davidi Bleeker⋯⋯⋯⋯⋯⋯⋯⋯⋯⋯⋯⋯⋯⋯⋯⋯⋯⋯⋯120

圆吻鲴属Distoechodon Peters⋯⋯⋯⋯⋯⋯⋯⋯⋯⋯⋯⋯⋯⋯⋯⋯⋯⋯⋯⋯⋯⋯⋯122

63．圆吻鲴Distoechodon tumirostris Peters⋯⋯⋯⋯⋯⋯⋯⋯⋯⋯⋯⋯⋯⋯⋯⋯⋯12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