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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内蒙古动物志》共 6 卷，本书为第一卷，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

总论包括内蒙古鱼类研究简史，内蒙古水系的形成、历史变迁及鱼类扩散，内蒙古鱼类

区划等 。 各论包括内蒙古迄今所记录到的圆口纲和鱼纲 114 个种，记述了各目、科、属的主

要特征，及每个种和亚种的学名、中文名、英文名、蒙文名、最初定名依据和主要文献资料，详

细描述了每个物种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在内蒙古的地理分布 ，且配有分布图 。

本书可供大专院校生命科学相关专业的教师、学生及从事动物学、动物地理、动物资源、

环境生物学等人员参考。

INTRODUCTION 

Fαμna of Inner Mongolia contains 6 volumes. The book is Vol. 1, which contains general in

troduction and respective introduction two p缸ts.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includes study history of Pisces , forma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s of 

waLer systems and diffusion of Pisces in Inner Mongolia. The respective introduction contains 114 

species of Cyclostomata 剧ld Pisces recorded {Tom Inner Mongolia so far , give primary characters of 

each Order , Family and Genus , and scientific name , Chinese name , English name , Mongolian 

name , etymology and mai J'! literature of each species and subspecies , detailed describe morpho

logical characters , habits , distribution in Inner Mongolia of each species , and distributional map 

IS g1Ven . 

The book can be a reference for col1e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majoring in life science and re

lated specialLy and persons engaged in zoology , zoogeography , anim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

tal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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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各类"志"书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内蒙古动物志》是对半个世纪以来内蒙古动物学研

究成果的全面总结。 该"志"总论部分的内容极其丰富: (1)详细记述了内蒙古自治区动物

学的研究历史，作者收集了古今中外学者在内蒙古从事动物学考察研究的大量文献，查阅了

先人在生活中相互交流及生产中记事等有关动物的记载资料，对内蒙古动物的研究历史作

了较全面的总结; (2) 较详实地描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现代自然环境，对生存于各种生态环

境中的不同动物群以及它们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生物学特征作了深入分析; (3 )通过对零

散的历史资料的汇总、分析，总结了自中生代以来内蒙古动物区系的演变与自然环境的变

迁，论述了人类活动与动物区系演变的关系，对内蒙古动物区系进行了区划，对有争议的问

题加以讨论; (4) 对内蒙肯自治区动物资源的现状及其动态进行了全面分析，为今后保护动

物及其栖息地、为可再生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 内蒙古动物志》各论对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的 600 多种陆栖脊椎动物的每一种都记

述了其中、拉、英、蒙文名称，形态学特征及生态学习性，对其亚种分化、分类地位进行了讨

论，并对其在内蒙古的现代分布范围进行了准确的记录。 以上内容对展示内蒙古独特的动

物区系、丰富的动物资惊及资源动态等具有重要价值。

内蒙古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动物区系演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加之地域辽阔，东西绵延

2000多公里，南北相距 1000 多公里，自然环境分异很大，既有莽莽的林海、无垠的草原，又有

广袤的戈壁、瀚海，多样的生态环境蕴藏着丰富的动物资掘。 内蒙古的动物学工作者经过几

代人的不懈努力，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主编旭日干院士在动物学领域耕耘三十多年，

成果卓著，在他的多方努力下，于新世纪初出版了《内蒙古动物志》 。 该"志"是学术价值很

高的基础研究成果，将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建设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为我国西部大开发重

大国策的实施作出重要的贡献。

2013 年 6 月



刚昌

《内蒙古动物志》共分六卷，已出版陆生脊椎动物总论、两栖纲、爬行纲卷及非雀形目鸟

类两卷，本卷为水生脊椎动物圆口纲、鱼纲卷。

内蒙古向治区的主体是从中生代早期就已脱离海浸的肯陆，后又随地亮运动，地貌及水

环境发生了多次巨大动荡，河湖等淡水水系演变的历史悠长，lJ(生的无领类和鱼类随水系演

变进行交流并协同演化积累了复杂的遗传信息和物种多样性。 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虽然

大部分面积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但是拥有六大外流水系和众多内陆水系，湿地面积拥有量

居全国第三位。 同时，因为内蒙古东西、南北跨度大，自然环境分异显著，所分布的 114 个圆

口纲、鱼纲物种由 7 个区系复合体组成。 研究内蒙古水生脊椎动物资源，不但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而且对探索其起源、环境变迁等也具有重要价值。

向人类历史以来，茹毛饮血的先人们很早就生活在内蒙古，留下了不少渔猎活动的痕

迹。 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期开始，多种古典名著、中外科考和探险者所记录到的鱼类，现

在仍有很多分布于内蒙古境内 。 50 多年来，内蒙古的鱼类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和

出版了大量学术论著。 如此纷繁的资料及成果有待归纳、总结，以便更好的了解、利用和保

护这些珍贵的自然财富。 近 10 年来为完成《内蒙古动物志》圆口纲 、鱼纲卷编写和出版任

务，编辑委员会和各位作者倾注了大量心血，收集、颤选已有的资料，进行补点考察，对鱼类

分类系统和某些鱼类的分类地位等鱼类学发展中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 因此，该

卷志书是对内蒙古鱼类资源及其研究的历史性总结，为今后深入研究、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

的保护鱼类资源搭建了坚实的平台。

《 内蒙肯动物志》圆口纲、鱼纲卷的顺利成书得到内蒙古科学技术委员会、内蒙古大学

出版基金委员会的资助，得到内蒙古大学科技处、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内蒙古水产技

术推广站、包头市水产站、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水产站、呼伦贝尔市水产站、赤峰市水产站 、

呼伦湖、渔业公司等单位和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得到兴和县母冠平 、达费湖自然保护区刘

松涛、呼伦湖渔业公司赵贵民等的支持和帮助。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邢璜、吴树楠 、乔旭 、杨

帆、李敏、陈文娟、王晨、潘斌、乌日罕、魏炜等研究生进行了大量繁琐的校对 、编码等t作，为

提高本书的质量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在本书出版之际，对以上单位和个人以及曾经帮助过

我们的各位前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 
2013 年 6 月 28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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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一、内蒙古自然环境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我国北部边障，介于东经 97 0 10' - 126 009' ，才仁纬 37。饵， - 53 020 '之

间，总面积1. 183 X 106 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八分之一，横贯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

区。 自治区的北部和东北部与蒙古国及俄罗斯毗邻，从东北至西南分别与黑龙江、吉林、辽

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 8 省、自治区接壤，现辖 9 市 3 盟，分别为呼伦贝尔市、通

辽市、赤峰市、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掉尔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及兴安盟、

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 见图 1 0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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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图

内蒙古自治区的地貌总体为高原，包括阴山山系以北的内蒙古高原及黄河以南的鄂尔

多斯高原，约占全区总面积的 53 . 4% ，除高原之外，山地地貌占全区总面积 20 . 9% ，丘陵、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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