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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位于我国中部，横贯豫、陕、甘三省，地处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分界

线，是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的重耍分水岭。生物资源十分丰富，生物区系组

成复杂而又多样化。

本书是对秦岭地区鱼类全面调查的总结。全书共记述了161种和亚种，

分别隶属于7目85属，此外还记述了6个新种和2个新亚种。该书对秦岭

地区在动物(淡水鱼类)地理学上的地位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保护、合理

利用和增殖秦岭地区鱼类资源的意见。

本书可供鱼类学、淡水鱼类养殖工作者及有关专业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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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位于我国中部，横贯豫、陕、甘三省，地处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分界线，又是长江

和黄河两大水系的重要分水岭。生物资源十分丰富，生物区系组成复杂而又多样化，历来

为中外生物学家所重视o。

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先后对秦岭地区的植物、鸟类和兽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并出版了《秦岭植物志》、《秦岭鸟类志》和《中国自然地理(动物地理)》等专著。但在鱼类

方面，尚缺乏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因而秦岭在动物(淡水鱼类)地理学上的意义，还没有

较明确的意见o

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是想通过对秦岭地区的鱼类进行一次较全面的考察，在此基础

上对秦岭在动物(淡水鱼类)地理学上的地位进行较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保护、合理利用和

增殖秦岭地区鱼类资源的意见。

本书记述了秦岭地区鱼类共161种和亚种，分别隶属于7目16科85属。对每个类

群和每个种的形态特征、分类和地理分布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对部分经济鱼类的生

物学特性和经济价值作了简单介绍，首次发表的学名、作者、文献出处、模式标本产地以及

该种在秦岭及其毗邻地区的采集记录(包括异名)也一并列出。在这次考察研究中，发现

了6个新种和2个新亚种。

本工作是在陕西省动物研究所主持下，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兰州大学生物

系共同协作完成的。考察范围涉及了陕、甘、Jfi、鄂、豫5省85个县148个采集点(图一)；

获得鱼类标本约9500号。前后历时三年，完成了调查任务，并整理编写成书。

本书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陈景星负责汇总、修改和定稿。在共同讨论的基

础上，各章节分别由陈景星(前言；秦岭及其毗邻地区鱼类研究概况；形态术语说明；鳅科，

鲤科的鲐亚科，鳅鲍亚科，野鲮亚科，平鳍鳅科；秦岭地区鱼类的区系及其动物地理学特

征)、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许涛清(秦岭自然地理及水系概况；鲤科的鲴亚科，鳍鲅亚科，约亚

科，鳃亚科及鲤亚科)，兰州大学生物系王香亭(鳗鲡科，青鲻科，合鳃鱼科，鳕科，塘鳢科，

鲰虎鱼科，鳢科，刺鳅科；秦岭地区鱼类资源的保护、合理利用和增殖)，陕西省动物研究所

方树淼(鲤科的鲢亚科，鲇科，垒尝科，钝头鲍科及跳科)，宋世良(鲑科，鲤科的鳃亚科、雅罗

鱼亚科及裂腹鱼亚科)，等同志执笔编写。

本项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陕西省科学院以及陕西省动物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兰州大学生物系的重视和支持。并承蒙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曹文宣副教授和陈宜瑜副教授在制定考察计划和编写过程中指导和帮助；插图为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任仲年同志所绘；兰州大学生物系杨友桃、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张卫、张春光D等同志先后参加部分野外考察工作，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这次调查时间短促，深度和广度都做得不够。加上水平有限，本书遗误之处在所

难免，希读者批评指正o

1)现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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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自然地理及水系概况

秦岭古称南山，《诗经》有“节彼南山”之句。《山海经》上亦称其为“南山”o秦岭之名，

始见于《史记》，谓“秦岭天下之大阻也”，表现了秦岭的高大及地理作用。秦岭横亘我国内

嵇中部地区，东西走向，是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的主要分水岭，在地貌上成为自然景观的

南北分界线，对于气候，生物的分布和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o ：

L秦岭的形成

一、自然地理‘

在晚古生代的海西运动中，秦岭和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祁连山一起遭受褶皱，经

过中生代三叠纪末印支运动和侏罗纪到白垩纪末的燕山运动，秦岭南北褶皱带，都以断块

活动为主，其构造格架基本形成，后又经过喜马拉雅山运动的强烈改造，大幅度的块断式

垂直升降运动，才最后形成了现今秦岭的地貌格局o

2．秦岭的范围

关于秦岭的范围，有广义和狭义概念上的划分。广义的秦岭西起昆仑，中经陇南、陕

南，东至豫、鄂、皖——大别山以及蚌埠附

)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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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中段是秦岭山系的骨干，山坡北陡南缓，山势巍峨壮丽。最高峰太白山海拔41l 3

米。构造以古老的变质岩和花岗岩为主，是一个在褶皱基础上块断掀升作用形成的中、高

山地，一般海拔1500一3000米；高出北面的关中盆地和南面的汉中盆地looo一3000米。

主脉分布在山地北部，有许多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峰，如玉皇山(2819米)、终南山(2604

米)以及华山(2437米)等，构成了秦岭山地的高山、中山地形。太白山古冰川作用留下的

冰蚀冰碛地形保存完好。太白山以西可分为三支，北支称为南歧山，系渭河与嘉陵江的分

水岭；中支为凤岭；南支为紫柏山，系嘉陵江与汉江的分水岭。

秦岭东段从伏牛山往东至方城附近，山势骤然低落，成为一个缺口，便是有名的南

(阳)襄(阳)隘道。经过南襄隘道以后，山脉的走向又变为西北一东南。主要山脉为桐柏山、

大另Ⅱ山。地势是两端低、中间高，大别山主峰高达1800米，西端的桐柏山仅1000米。地

势较低，地形较破碎，山间平地较多，农业发达。组成桐柏山和大别山的岩石主要为花岗

石，片麻岩和片岩。岩石易风化，在自然植被破坏了的地方，水土流失严重o

4．气候与植被

秦岭不但在地形上成为我国南北之间的屏障，在气候上也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它使潮

湿的海洋气团不易深入到西北；同时又阻挡了北方的寒潮不致长驱南下，减少寒潮猛烈的

侵袭，成为我国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分界线。

秦岭南北气温相差悬殊，东西亦有差异。温度总的趋势是由北至南，由西向东逐渐增

高。秦岭中段岭北最冷月(1月)平均温度在ooc以下，最暖月(7月)平均温度24—25℃，

年平均温度在11．5一140co 岭南最冷月(1月)o℃以上，最暖月(7月)平均温度在2s

一28℃，年平均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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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态 术 语 说 明

本书所采用的部分形态术语说明如下：

头部：吻端或上颌前端至0鳃盖骨后缘部分。

躯干部：由鳃盖骨后缘到肛门部分。

尾部：肛门至尾鳍基部分。

吻部：吻端到眼前缘部分。

颏部：头腹面在下颔联合部之后为颏部，其后为峡部。

颊部：在眼的后下方、鳃盖骨之前的部位。’

全长：由吻端或上颌前端到尾鳍末端的直线长度。

体长(标准长)：由吻端或上颌前端到最后尾椎末端的直线长度。

体高：躯干的最高高度，即背缘的最高点到腹缘的垂直距离。

头长：由吻端或上颌前端到鳃盖骨后缘的直线长度。

头高：头的最大高度。

头宽：头的最大宽度。

吻长：由吻端或上颌前端到眼前缘的直线长度。

眼径：眼前缘到眼后缘的直线长度。

眼间距：两H艮上缘之间的最小距离。

眼后头长：由眼后缘到鳃盖骨后缘的直线长度。

尾柄长：从臀鳍基部后端到最后尾椎末端的直线长度。

尾柄高：尾柄部分最低的高度。

背鳍基长：从背鳍起点至背鳍基部末端的长度。

臀鳍基长：从臀鳍起点至臀鳍基部末端的长度。

背前距长：从吻端或上颌前端至背鳍起点的直线长度。

背鳍高：指背鳍的最长鳍棘或鳍条而言，故又称为背鳍长。

侧线鳞：通常由鳃孔上角上方向后到尾柄基(底部)有一纵行具细管或小孔的鳞片，叫侧

线鳞。由背鳍或第一背鳍起点外的鳞片向后下方斜数到紧邻侧线的一个鳞片为止的

鳞片数目，称为侧线上鳞。由紧邻侧线下方的一个鳞片向后下方斜数到腹鳍起点的
。鳞片数目，称为侧线下鳞。如鳞式30点32，其中30_32表示侧线鳞数，8表示j—V

侧线上鳞数，而3一V表示侧线下鳞数。

纵列鳞数：是指没有侧线或侧线不完全的鱼类，一般从鳃孔上角上方沿体侧中轴的一排

鳞片数目。

横列鳞：是指没有侧线的鱼类，由背鳍或第一背鳍(塘鳢类和鲳虎鱼类为第二背鳍)起点

处的一个鳞片向后下方斜数到腹缘为止的一横行鳞片数目。

背鳍前鳞：背鳍或第一背鳍起点前方沿背中线的一纵列鳞片数目。



围尾柄鳞：环绕尾柄最低处一周的鳞片数目。

圆鳞：其后部外缘光滑的鳞片。如鲤科鱼类的鳞片o

栉鳞：其后部外缘有小刺或锯齿的鳞片，如鲈形目大部分鱼类的鳞片。

棱鳞：有些鱼类，沿腹缘中线有一列具棱脊或刺突的鳞片．名为棱鳞。

臀鳞：是指裂腹鱼类的肛门和臀鳍两侧特化的鳞片。。

腹棱：有些鱼类，沿腹缘中线有隆起像刀刃的皮质棱脊，名为腹棱。这腹棱的长短因种类

不同而有所不同。自肛门达到胸鳍基部下方或稍前的叫腹棱完全；仅达到腹鳍基器

下方的叫腹棱不完全。

鳍条：鳍条有分枝的，也有不分枝的。分枝鳍条的数目以阿拉伯数字表示，不分枝鳍条以

小写罗马数字表示，鳍棘则以大写罗马数字表示。鳍为一基时，不分枝鳍条与分枝鳍

条数目之间或鳍棘与鳍条数目之间以连接号(一)相连。如iii一8表示由3根不分枝鳍

条与8根分枝鳍条构成0鳍为二基时，则前后以逗号(，)分开，如背鳍IV，I一6即表

示第一背鳍由4根鳍棘，第二背鳍由l根鳍棘和6根鳍条共同构成。

奇鳍：包括背鳍、尾鳍和臀鳍。

偶鳍：包括胸鳍和腹鳍o

脂鳍：有些鱼类，在背鳍后方有一无鳍条支持的皮质鳍，名为脂鳍o

鳃盖：鳃盖通常由四块骨片组成，紧接鳃孔的最后一块为鳃盖骨或称为后鳃盖骨，位于其

前方的为前鳃盖骨，下方的为下鳃盖骨，介于前、下二骨之间的为间鳃盖骨，包被鳃盖
”

外缘的皮质膜为鳃盖膜o ⋯f ‘’

鳃弓：鳃腔内着生鳃丝的骨条叫鳃弓o ?
、

鳃耙数：一般是指第一鳃弓外侧的鳃耙数，若外侧的鳃耙退化，在鳃耙数前一般都加上

内侧字样。
’ 一⋯’

．⋯’?

下呕齿：绝大多数鲤亚目鱼类最内一对鳃弓的下部变形为弓形的骨块，名为下咽骨，其上

着生的下咽齿，形状不·，数目不同，排列呈l～4行，如列式2．3．5—5．3．2，即表示

下咽齿3行，主行齿数为曼枚。

口端位：口位于吻端，上下颌前端同在一垂直线上o

口上位：口裂与体纵轴垂直，下颌向前突出。

口下位：口位于头的腹面称为口下位。

吻须：着生于口前的须统称为吻须。

口角须：着生于口角处的须称为口角须或颌须o ．

颏须：着生于颏部的须称为颏须。如鳅鸵和泥鳅具有颏须o’

鼻须：某些鱼类的前鼻孔或后鼻孔先端延长成须状，称为鼻须。如某些鳅类和缺类具有

鼻须。

幽门盲囊：是位于幽门部位肠壁盲囊状的条状突起。鲑科和鳍科等鱼类均有幽门盲囊，

其数目因鱼类种类而不同，是分类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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