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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由广西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协作共

同完成的。全书由“总论”和“各论”两大部分组成。“总论”部分包括：

广西内陆天然水域环境及水系分布概况、广西淡水鱼类研究史略、广西淡水

鱼类的物种多样性、分布和区系特点、广西及其邻近地区淡水鱼类的动物地

理学分析、广西淡水鱼类的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鱼类形态术语；“各论主

要对广西淡水鱼类的种、属、特点等作说明。共记述了广西境内的淡水和河

口鱼类290种和亚种，分别隶属于15目37科144属。书后还附有参考文献、

鱼类的中文名索引、拉丁名索引及130种鱼类的彩图等。

本书是目前记录广西淡水和河口鱼类最为完整的专著，内容丰富，资料

翔实，图文并茂，实用性强，可供相关专业的科学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以

及从事渔政、环保及渔业生产的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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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位于珠江水系中、上游，跨北热带、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三个

气候带。岩溶地形发育，江河纵横，湖泊水库星罗棋布，独特的山川地形提供了独具的

生态环境，是国内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

点地区，渔业自然资源条件十分优越，鱼类种质资源十分丰富，为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有利条件。

当前渔业发展迈入了新的阶段，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种质资源保存，是渔业多项

重点科技领域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种质鉴定、评价和检测是建立种苗生产管理体系的

主要保障和前提，以水产种质资源及濒危水生生物的保护和利用为目标，完善天然水域

鱼类种质资源数据库，为广西土著鱼类的开发利用、建立水产原良种体系、鱼类自然资

源保护提供技术支撑等，乃当务之急。

广西水产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合作编写的《广西淡水鱼类

志》(第二版)即将付梓，这是在原《广西淡水鱼类志》(1981)基础上存史延流、增添

了许多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凝聚了广大科技人员二十多年来科技进步和科研成果的结

晶。与第一版相比，本书增添了90个种，共描述290种鱼类，尤其是近年在岩溶洞穴

中发现的十余种鲍亚科金线鲍鱼类更成了书中一个突出的亮点。按照新观点、新方法、

新材料之要求，突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本书图文并茂，学术水平高，实用性强，有非常

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无疑是广西鱼类学

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将对我国鱼类学的研究作出积极贡献，对广西鱼类自然资源的合

理利用和保护发挥重要作用，将会更好地推动广西水产事业的发展。

欣逢盛世，重修本书恰逢其时。我了解到，参加本书编写的全体人员都是一线的科

研教学骨干，承担着繁重的科研教学工作。他们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除了做好本职工

作，利用了大量宝贵的业余时间完成本书各自分工的任务，所有编创人员充分体现了科

技人员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充分体现了他们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无私奉献的

精神，历时五载，克服了经费少、任务重等诸多困难，一丝不苟，纠谬补阙，精益求

精，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任务。

在此，谨对本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和作出突出贡献的

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存史教化，致志艰辛，盛举能偿，忝书刍见，是以为序。

陈荣贵

2005年9月23日



第二版前言

《广西淡水鱼类志》第二版即将付梓，值此之机，兹表祝贺。

这本专著是在1981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西淡水鱼类志》基础上，由

广西水产研究所立项并组织相关科技工作者，经多年收集新标本、新资料之后进行修订

增补而成的。本志编写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对同水系相邻省区最新发行书刊记

载的、广西内陆水域发现并收集标本而第一版尚未入编的鱼类，以及广西多年来从国外

及国内其他地区引进并已形成生产能力的新品种一并整理入编，使本书成为一部较全面

研究广西鱼类组成和区系分布特点的工具书。该书资料历时20多年，加上原有研究时

间，前后凝聚了新老几代人的心血与汗水，是参编新老科技工作者承上启下、奉献社会

的研究成果。

《广西淡水鱼类志》第二版根据我国鱼类分类检索系统，采用《中国动物志》的编

纂格式规范编写，描记广西内陆水域栖息的淡水鱼类共290种，分别隶属15目37科

144属。与1981年的第一版相比，增加了90种，隶属2目3科21属。其中新收编的岩

洞鱼类7属18种。经修订增补，本志体系完善。对第一版分类上遗留的问题，经查阅

国内外有关文献，结合广西实际加以考证，并对各种鱼的同物异名进行校核后加以记述

说明，对主要经济鱼类的食性、生长与繁殖等都做了简要描述记载，这些提高了本志的

科学性和实用价值。

本志的出版既是广西鱼类研究的重大成果，也是广西水产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再次合作的成果，它的出版发行将为学人查阅广西鱼类文献资料及进行科研与教

学提供科学依据和检索指南，必将对我国鱼类研究作出积极的贡献，对广西土著鱼类自

然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开发利用发挥重要作用。

在本志编写过程中，所有参编人员克服了不脱产、任务重等诸多困难，卓有成效地

完成了任务。值此付梓之际，对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奉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广西内陆水域面积大，地下水资源丰富，鱼类种类繁多，许多种类尚未被发现，已

发现的种类由于多种原因，不少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尚需努力。此外，由于编撰人

员水平所限，错漏难免，敬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将来进一步修订。

卢兆发

2005年9月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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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昌

广西江河水系发达，水域广阔，淡水鱼类资源丰富。为了摸清家底，20世纪70年

代，广西水产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合作，并由国内著名鱼类学家郑葆珊教授

主持，组织了一支科技队伍，对广西内陆淡水鱼类资源开展了为期3年的野外调查，广

泛收集鱼类标本，全面进行分类检索，在占有详细资料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广西淡

水鱼类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记载了淡水鱼类共200种，包括7个新种，隶属

于14目33科116属，书中对每一种鱼分别进行了形态、分类和分布的描述，对主要经

济鱼类也分别作了扼要的生物学特性和经济价值介绍，为进一步开展渔业自然资源的保

护与合理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并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广西淡水鱼类志》(1981)出版后，鱼类资源的调查研究并没有结束，而是继续深

入。近30年来，又发现了不少新种，加上从国外、区外引进的一批名优鱼种，鱼类种

质资源得到了很大的丰富。为了更科学地利用丰富的淡水鱼类资源，优化水产业品种和

产业结构，编著出版新的《广西淡水鱼类志》(第二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1年以来，在广西水产畜牧局大力支持下，广西水产研究所再次与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合作，组织科研教学人员，开展了《广西淡水鱼类志》(第二版)的编写工作。

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编著任务，共编入广西淡水鱼类290种，隶属于15目37

科144属，比第一版增加了90种。

《广西淡水鱼类志》(第二版)除了鲤形目采用伍献文等(1981)提出的分类系统

外，其它各目基本上以Nelson(1994)提出的分类系统为排列顺序。对一些分类上有争

议的种类，则保留拉斯系统(Rass&Linberg)中的地位，并加以说明。在此基础上，对

各种鱼的分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并增加了引证说明；对一些珍稀和名优经济鱼类

的生态习性和开发利用价值分别作了简要介绍。本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结构合理，

层次清晰，具有较高的科学和应用价值，可供水产科研、教学和生产人员参考。

本书由广西水产研究所周解高级工程师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春光研究员任主

编，广西水产研究所甘西高级工程师和广西水产畜牧学校朱瑜高级讲师任副主编。参加

编写的人员还有陈曼(广西柳州市畜牧水产局)、蓝家湖(广西都安县畜牧水产局)、温

以才(广西大学动物科技学院)、何安尤(广西水产研究所)、杨家坚(广西水产研究

所)、赵亚辉(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黄玉玲(广西水产研究所)、梁华(广西水产

研究所)和王丹(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为作者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出色地完成了本



2 广西淡水鱼类志

书的编著任务，表示祝贺!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上海水产大学伍汉霖教授、唐文乔教授、华南师范大学

陈湘舞教授、山东大学周才武教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刘焕章教授等的指导、

关心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书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甘西

200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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