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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优越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的物质资源，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对本地区的

自然环境条件、物质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掌握综合性的科学资料，才能制

定出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经济建设发展规划，同时，也可以为子孙后代留下必要的历史资

料，使他们在千百年之后也能够了解今日的实际情况，这就是我们编写求北京鱼类和两

栖、爬行动物志羚的初衷和宗旨。

北京地区的动物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曾经有许多专家、学者作过调查研

究，但由于当时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等多种原因，野外调查范围不够大，据本书编著

者综合各个年代的调查报告，所报道的鱼类只有三十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为广泛深入地全面系统地对本地区动物资源进行调

查研究提供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北京自然博物馆从廿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对北京地区的

动物资源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野外考察资料，采集了大量的动f

物标本、数据，为本志的编纂与出版提供了丰富的很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北京地区不仅有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洵河等自然水域，还有密云水

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斋堂水库等数十座大中小型人工湖泊，在这些

水域及其附近沼泽、浅水草地栖息和繁衍着大量的水栖动物，如鱼类和两栖动物、爬行

动物，其中不仅有在华北地区自然条件下较常见的种类，而且有比较珍稀的和从外地引

进并已在北京地区“安家落户”的种类。例如在本《志>>中论述的鲂鱼、池沼公鱼、银鱼、

银鲫等均为水产部门在不同时期先后引进北京试养的，由于它们生长发育快，饲养经济

效益好，现已成为北京的正式种群。又如鲍亚科中的细鳞铲颌鱼，我们在北京拒马河采

到了标本，这是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价值的，它可能是鳃亚科鱼类中分布地域最北的代

表种类，以前报道甚少。我国古鱼类学家刘宪亭先生，在廿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研究周口

店第十四地点鱼类化石时，曾分析周口店地区化石的成因，并且鉴定这些鱼类化石隶属

于鳃亚科，同时还分析了它们的生态习性，认为这些鱼类可能是进入洞穴后被隔离形成

化石的。我同意刘先生的正确的分析意见。但对此也有争议，有人怀疑鳃亚科鱼类在北

方是否存在，其中多数人认为它们在北方早已绝迹。笔者经多年野外实地调查，已在周

口店附近的拒马河发现了它们并采到了标本，而且在拒马河附近的河北省某些水域，它

们的数量还相当多，这就充分证实鲍亚科鱼类在北方并未绝迹。我们通过多年野外调查

和访问当地渔民，了解到细鳞铲颌鱼的生态习性是在入冬前后进入洞穴水中生活，所以

在拒马河附近的人们称它为“鱼古洞”，把这种鱼类冬天栖息的洞穴称为“鱼泉”。这种鱼

由于它独特的生存地理环境和生态习性，以及其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价值而被称为鱼类的

“活化石”。细鳞铲颌鱼的这些特点与刘宪亭先生所分析研究的周口店第十四地点发现的

鱼类化石有很多相似之处。

本《志"叙述的冷水性鱼类中，隶属鲑形目的细鳞鱼的发现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和科



北京鱼类和两牺、爬行动物卷

学研究价值。我们认为细鳞鱼的经济价值并不亚于现在被睦界各地广泛养殖的虹鳟鱼。在

廿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们沿着潮白河一直追踪到白河上游地区．终于找到了细鳞鱼的

栖息水域；后来又在河北省承德地区灼滦河上游找到了细鳞鱼的栖息水域。经过我们多

年调查、研究，曾向有关部门提出过保护细鳞鱼的建议。细鳞鱼在河北北部的分布已引

起动物地理学家的重视i认为此种鱼类为冰川期的遗留物种，现己被列为国家=级保

护动物。

我们对北京地区的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也进行过比较系统的调查工作，并采集到大

量标本，经过室内研究鉴定和参考前人留下的文献资料，发现北京地区两硒动物、爬行

动物种类少而种群大这一特点。例如黑斑蛙、，金线蛙、中华蟾蜍等种群都比较大。1927

年，动物学家刘承铡先生自山东省烟台市郊溪流中采集东方铃蟾活俸标本200多只，带

到北京，部分放养在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水池中，另外一部分放养在北京

西山卧佛寺旁山溪中。我们经过多年观察，在北京大学校园内未能发现东方铃蟾，而在

香山、卧佛寺、樱桃沟等地区水池和溪流中有所发现，说明东方铃蟾已在北京定居和繁

衍后代。再如有尾西栖动物大鲵(俗称“娃娃鱼”)，北京自然博物馆曾在凉水河、沙河

等地区获得标本，它们究竟是北京地区固有的还是附近饲养场逃逸的有待今后进一步研

究。

列入本“志>、的动物种类绝大部分是以野外调查时获得的标本为依据，同时也查阅了

有关单位的标本和资料；个别种类引证了前人的资料。

蔡其侃教授对本志的编纂工作给予大力帮助与支持，不仅对两栖动物、爬行动物的

标本鉴定和资料整理工作给予指导，并且亲自参加了这两部分文稿的编写工作。

为本毫志净提供标本和资料的还有北京市水产研究所商级工程师口j春恩、胡逸农、廖

集裕、颜法文、黄学礼、黄绍踽、黄燕平等；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世义先生、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侯连海先生为本“志》提供了部分标本和资料。王玢莹

同志绘制了“两柄动物志”的插图，金万钧同志绘制了“爬行动物志"的及“鱼类志玲、“两栖

动物志》的部分插图；于镝同志帮助整理了稿件和编写索引。对以上诸位及其他为本

“志羚的编写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编著者识

一九九三年一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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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这是中国的古老传统。近年来，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倡导下，

各地修志工作方兴未艾，许多方志新著相继问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

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修志工作历史悠久，早在两汉时期，即出现记载·一方人文、地理、

物产的方志；随着历史的演变和不断发展，至宋代我固方志基本定型；到了

清代乃成鼎盛之势，记述全国的或某一地区的地理、风俗、教育、物产、名

胜、古迹等特点及其沿革的志书大量刊印，为后代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

料。解放后，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传统方志的基础上加以革新，形成

了新的志书编写体例和方法，出版了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志书，这部《北京鱼

类和两栖、爬行动物志》就是大量新志书中的一种，是一本值得称道的好书。

王鸿媛研究员是新中国培养的卓有成就的动物学家。三十多年来，她对

北京地区的鱼类和两栖、爬行动物进行了大量的野外实地调查、考察和研究

工作，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和科学资料，发现了许多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科研

学术价值的鱼类，如细鳞鱼和多鳞铲领鱼等。她运用这些第一手资料，采取

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北京地区的鱼类和两栖动物、爬行动物的地理分布、

形态特征、生态习性、‘经济价值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提供了翔实的科学的

可靠的基础资料。这对发展首都渔业生产，维护北京地区环境生态平衡，保

护首都自然资源，制定城市发展规划，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相信，本

《患》的出版会受到广大读者、有关科研人员的欢迎的。

北京，曾经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的帝都，过去曾有不少志书刊

刻，为后人了解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物产和风俗等留下了较为详备的

历史资料。北京，现在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是世界人民关注和全国人民仰望的首善之区，有关它的政

治、经济、科学、文化、自然资源以及风土人情的志书，应该是不可缺少

的，它不仅有助于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北京，有利于首都的规划和建设事业

的发展，也利于后世子孙了解他们祖先当年居住的北京是个什么样子。据我

了解，在这方面北京出版社是做出了贡献的。例如近年来出版的《北京植物

志》、《北京鸟类志》、 《北京气候志》、《北京果树志》等，都是反映当代北京

物产资源的好书，也是为后代留下的一笔珍贵财富。真是造福后代，功德无

量，是值得称赞的。

毋重盟远
一九九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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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自然概况

北京的自然环境

北京位于华北大平原的西北角，地理坐标是：西起东经115。25’，东迄东经117。

307，南起北纬39。287，北至北纬41。257；南北长约17'6公里，东西宽约160公里，总面

积约为16 800平方公里。北京处于河北省与天津市包围之中。东面和南面是三河、蓟

县、大厂、香河、武清、安次、固安等县，西南面是涿县、涞水，西北面是涿鹿、怀来、

赤城等，北面和东北面是丰宁、滦乎、承德、兴隆等地区。东南距渤海150公里。北京

共分10个区(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

门头沟区、房山区)，8个县(通县、大兴县、昌平县、顺义县、平谷县、密云县、怀柔

县、延庆县)。

北京地区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和北部是连绵不断的群山，东南部是一片缓

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即形成一个背山面海的特殊地形。西部山地，南起拒马河，北至

南口附近的关沟，总称西山，属太行山脉，是一系列东北——西南走向大致平行排列的

褶皱山脉，北部山地，统称军都山，属燕山山脉，是一片镶嵌着若干山间盆地的断块山

地。北京地区的最高峰是门头沟区境内的东灵山，海拔为2 302米；次高峰是延庆县的海坨

山，海拔为2 234米，山地中以海拔2 000一1 500米左右的中低山居多。北京地区唯一的

有毒蛇类——短尾腹蛇，仅分布在西北部山区(如百花山、灵山、海坨山)海拔1 ooo一2 000

米处的乱石堆、草坡i灌木丛中，其它地区则为少见；在植被茂密的山区分布有游蛇属和

锦蛇属的一些种类。北京地区的平原，绝大部分在海拔100米以下，坦荡开阔，略有起

伏，局部有洼地，东南部最低处海拔只有8米。山地与平地之间，过渡急剧，界线清

晰。

北京气候属于暖带半湿润半千旱季风性气候，由于其地理位置背山面海，受地形的

特殊影响，比同纬度的其它地区气候条件优越，年平均气温：平原地区为lloC一12。c；

怀柔、昌平、房山的山前暖区可达12。c；一般低山区为9。C—11。c；中山区、深山区

(海坨山、灵山、百花山)为3。c一4。C。一般7月份最热，年极端最高气温在35。c一40。c

之间。1月份最冷，年极端最低温度平原地区曾出现--27．40C，中山区低于一300(2。

北京地区全年无霜期约为5个月至6个月，平原地区为190一195天；山前平原在

195天以上，随海拔高度的增加，无霜期缩短，海拔高度每上升100米，无霜期约缩短

3--4天。

北京地区气候变化显著，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冬季最长，夏季次之，春、秋

季节短促，春长于秋。山前平原地区，如房山东部、门头沟东部、怀柔南部、平谷南部

等地，春季气温上升特快，入夏早，夏季日数之多为全市之冠；在海拔800米以上的山

区，冬季特长，春、秋次之，夏季极短，有的地区常年基本无夏季。由于海拔的高度和

地形不同，各地各个季节开始的早晚也各不相同，这不但和动物的分布有关，也明显影

响动物的活动期和繁殖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 北京鱼类和两柄、爬行动物志

北京地区位于中纬度季风区，又处于背山面海的特殊地形环境，因而决定北京地区

的降水具有年际变化较大、季节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明显、夏季降水强度大等特点。在

夏季，由于来自东南的暖馒空气被燕山山脉及太行山山脉抬高，所以山前迎风坡降水景

较多(年降水量多于700毫米的地区有怀柔的八道河、房山的漫水河、平谷的将军关等

地)，而在山后背风坡为少雨区(例如官厅水库一带，年降水量仅为392．7毫米，是全市

降水量最少的地区)，在东南部的通县、大兴县平原地区年降水量不足600毫米。

北京地区有大小河流60余条，属海河流域，绝大部分河流由西北流向东南，在天津

注入渤海。北京主要有以下五大水系：

永定河水系：源于内蒙古和山西，是北京地区最大河流之一，在北京的流域面积为
3 168平方千米；它所流经的山区，1山高谷深，地势险峭，官厅山峡地区天然落差达

340米。永定河进入三家店附近后为平原地区，河道逐渐变宽，水流变缓，泥沙淤积，．

河床抬高，形成地上河。永定河的支流有妫水河、刘家峪沟、湫河、清水河、清水涧沟

等。分布在永定河水系的一些鳅科鱼类为本地区的特有种类。

潮白河水系：它是由潮河(源于河北省丰宁县)和白河(源于河北省沽源县)在密云县

沟槽汇合后的总称，是北京最大河流之一。潮白河平均年流量为23．88亿立方米，在北京

境内集水面积为5 613平方千米，下游流经潮白新河人海。在潮白河上游分布有特殊的

冷水性鱼类——细鳞鱼，关于它分布在此地区的原因有多种推测，例如它是否是冰川期的

残留物种?潮河、自河与其它分布有细鳞鱼的河流有什么关系?很多问题需要动物学

家、地理学家共同研究、解答。潮自河的主要支流有黑河、天河、汤河、琉璃河、牡牛

河、安达木河，怀河、怀沙河、小东河、箭杆河等，在这众多河流及其附近地区除分布

有山涧溪流的鱼类——纱、马口鱼、宽鳍缀外，也分布一定数量的两栖类动物如中华大蟾

蜍、花背蟾蜍、中国林蛙、北方狭口蛙等种类。由于密云水库、怀柔水库是首都城市用

水的主要水源，政府对潮白河两岸的环境不断加强治理和保护，污染程缱较低，这也相

应地保护了本地区的动物生态环境，所以本地区动物种类的数量比其它地区为多。

大清河水系：拒马河是大清河水系的主要河流，其在北京的河段长55千米，平均年流

量为8．4亿立方米，最大洪水流量为每秒9 920立方米。北方地区唯一的鱼巴亚科鱼类——

多鳞铲颌鱼即分布在拒马河中，这对研究鲍亚科鱼类在北方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学术

价值；但由于自然资源不断遭到破坏，目前本地区的多鳞铲颌鱼的数量已极为稀少。另

外，在拒马河中还分布有北方极少有的薄鳅属鱼类。在拒马河沿岸和河中有很多沙滩，

因而鳖在本地区的分布比北京其它地区的数量为多。分布在拒马河的水生动物种类和分

布在潮自河的水生动物种类差异较大。大清河水系的另一条河流是大石河，源于百花山

东麓漫水河以上，流域面积为653平方千米，其流域内全属石质山区，干流长136千

米，它流经的漫水河是北京暴雨中心之一，水资源丰富。

北运河水系：它是由温榆河(源于昌乎)流入通县入通惠河后称为北运河，然后再汇

合凉水河、凤港河流出北京，流域面积为4 423平方千米。北运河水系在北京地区平原

河网密度较大，是本市的主要排水河道。

蓟运河水系：它是由沟河(发源于河北省兴隆)、错河(源于平谷、密云)在平谷汇合

后在蓟县汇入运河注入渤海的，它在北京地区的流域面积为i 377平方千米，共上游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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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等水库。‘

北京除上述的自然水域之外，从廿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还修建了许多大、中、小型水库

及大型引水千渠，其中大型水库有密云水库(潮白河)、怀柔水库(潮自河)、官厅水库(永

定河)3座；中型水库有十三陵水库(温榆河)、斋堂水库(永定河)、海子水库(洵河)、

西峪水库(错河)、北台上水库(怀河支流雁栖河)、崇青水库(小青河支流剌猬河)、沙厂

水库(潮河支流红门川)、天开水库(大石河支流夹括河)、大水峪水库(怀河支流沙河)、

珠窝水库(永定河)、黄松峪水库(洵河支流黄松峪沟)，桃峪口水库(温榆河上游、蔺沟

河支流)、牛1：1峪水库(大石河支流沙河)等10余座；此外还有几十座小型水库。京密引水

千渠是北京地区的大型引水工程，自密云水库渠首至昆明湖全长102公里，流经密云、

怀柔、顺义、昌平、海淀等五个县、区，并与十三陵、北台上、桃峪口三个水库相沟

通。永定河引水干渠全长26．1公里，以千渠、南护城河和通惠河为主干，连通其它河渠

14条、湖泊24处，构成1个河湖水网。另外，北京还有10多万亩池塘养鱼水面。这些

大、小水域既有静水又有流溪，在水域附近还有大量沼泽地带，这对鱼类、两栖动物、

爬行动物生活、繁衍起着重要的作用．



；IL京鱼类志





北京鱼类忐 ii

北京鱼类志目录

北京地区鱼类种类概述⋯⋯⋯。一⋯⋯⋯⋯⋯⋯⋯⋯⋯一⋯⋯⋯⋯⋯⋯“⋯⋯⋯⋯17

鱼类研究概况⋯⋯⋯⋯一⋯”⋯⋯⋯⋯⋯⋯⋯⋯⋯⋯⋯一⋯⋯⋯～⋯⋯··17

鱼类形态术语说明⋯⋯⋯⋯⋯⋯⋯⋯⋯⋯⋯⋯⋯⋯⋯⋯⋯⋯⋯⋯⋯⋯”18

鱼类分类叙述⋯⋯⋯⋯⋯⋯⋯⋯⋯⋯⋯⋯⋯⋯⋯⋯⋯⋯⋯⋯⋯．⋯⋯⋯⋯⋯．21

北京地区鱼类目、科检索表⋯⋯⋯⋯⋯⋯⋯⋯⋯⋯⋯⋯⋯⋯⋯⋯⋯⋯⋯⋯21

鲑形目 SALMONIFORMES⋯⋯⋯⋯⋯⋯⋯⋯⋯⋯⋯⋯⋯⋯⋯⋯⋯⋯⋯⋯⋯⋯⋯22

鲑亚目Salmonoidei⋯⋯·⋯⋯⋯⋯⋯⋯⋯⋯⋯⋯⋯⋯⋯⋯⋯⋯⋯⋯⋯⋯⋯⋯22

鲑科SALMONIDAC⋯⋯⋯⋯⋯⋯⋯⋯⋯⋯⋯⋯⋯⋯⋯⋯⋯⋯·⋯⋯⋯⋯⋯⋯⋯⋯·⋯⋯·．22

鲑亚科Salmoninae⋯⋯⋯⋯⋯⋯⋯⋯⋯⋯⋯⋯⋯⋯⋯⋯⋯^⋯⋯⋯⋯⋯⋯⋯⋯⋯⋯⋯22

细鳞鱼属Brachymystax⋯⋯⋯⋯⋯⋯⋯⋯·一⋯⋯⋯·⋯⋯⋯⋯⋯⋯⋯⋯⋯⋯⋯“22

1．细鳞鱼Brackymystax lenok(Pallas)⋯⋯⋯⋯⋯⋯⋯⋯⋯⋯⋯⋯⋯⋯⋯⋯⋯22

胡瓜鱼亚目Osmeroidei⋯⋯⋯⋯⋯⋯⋯⋯⋯⋯⋯⋯⋯⋯⋯⋯⋯⋯⋯⋯⋯⋯27

胡瓜鱼科 OSMERIDAE⋯⋯⋯⋯⋯⋯⋯⋯⋯⋯⋯．．⋯⋯．．·⋯⋯⋯·⋯⋯’J Ot·O Qi

0．．．．0．．．．．27

公鱼属Hypomesus⋯⋯⋯⋯⋯⋯⋯⋯⋯⋯一⋯⋯⋯⋯·⋯⋯⋯⋯⋯⋯⋯⋯⋯⋯““27
2．池沼公鱼tIyl口omesus olidus：Pallas⋯⋯⋯⋯“⋯⋯⋯⋯⋯”⋯⋯⋯⋯⋯⋯⋯⋯”27

银鱼科 SALANGIDAE⋯⋯⋯⋯⋯⋯⋯⋯⋯⋯⋯⋯⋯⋯⋯⋯⋯⋯⋯⋯⋯⋯⋯⋯⋯⋯一28

新银鱼亚科 Neosalanginae⋯⋯⋯⋯⋯⋯⋯⋯⋯⋯⋯⋯⋯⋯⋯·⋯⋯⋯⋯一⋯⋯”⋯⋯‘29

大银鱼属Protosalanx⋯⋯⋯⋯一⋯⋯⋯⋯⋯⋯·⋯⋯⋯⋯⋯⋯⋯⋯⋯一⋯⋯一29
3．大银鱼．PTotosalanx hyaloeranius(Abbott)⋯⋯⋯⋯⋯⋯⋯⋯⋯⋯⋯⋯⋯⋯⋯29

鳗鲡目 ANGuILLIFoRMES⋯⋯·⋯⋯⋯·⋯⋯⋯⋯⋯⋯⋯⋯⋯⋯⋯⋯⋯⋯⋯⋯⋯”⋯⋯⋯‘30

鳗鲡科 ANGUILLIDAE⋯⋯⋯⋯⋯⋯⋯⋯⋯⋯⋯⋯⋯⋯⋯⋯⋯⋯⋯⋯⋯⋯⋯“⋯⋯⋯‘30

鳗鲡属Anguilla⋯⋯⋯⋯⋯⋯⋯⋯⋯⋯⋯⋯⋯⋯⋯⋯⋯⋯⋯⋯⋯⋯⋯．．⋯⋯⋯⋯⋯31．
4．鳗鲡．Anguilla japonica(Temminek et Schlegel)⋯⋯⋯⋯⋯⋯⋯⋯”⋯⋯⋯．31

鲤形目 CYPRINIFORMES⋯⋯⋯⋯⋯⋯⋯⋯⋯⋯·⋯⋯⋯⋯⋯⋯⋯⋯。⋯⋯⋯⋯⋯⋯⋯’⋯⋯33

鲤科 CYPRINIDAE⋯⋯⋯⋯⋯⋯⋯⋯⋯⋯⋯⋯⋯⋯⋯⋯⋯⋯⋯⋯⋯⋯⋯⋯⋯⋯⋯⋯⋯⋯33

鳃亚科Barbinae⋯⋯⋯⋯⋯⋯⋯⋯⋯⋯⋯⋯⋯⋯⋯⋯⋯⋯⋯⋯⋯⋯⋯⋯⋯⋯⋯⋯⋯34

突吻鱼属 Variaorhinus⋯⋯⋯⋯⋯⋯⋯⋯⋯⋯⋯⋯⋯⋯⋯⋯⋯⋯⋯⋯⋯⋯⋯⋯⋯⋯36

铲颔鱼亚属8aaphesthes⋯⋯⋯⋯⋯⋯⋯⋯⋯⋯⋯⋯一⋯⋯⋯⋯⋯⋯⋯“一⋯⋯3e

5．多鳞铲颌鱼Varicorhinus(8．)macrolepis(Bh：ckcr)⋯⋯⋯⋯⋯⋯⋯⋯⋯⋯38

鲤亚科Cyprininae⋯⋯⋯⋯⋯⋯⋯⋯⋯⋯⋯⋯⋯⋯⋯⋯⋯⋯⋯⋯‘⋯⋯⋯⋯一⋯⋯⋯38

鲤属 Cyprinus⋯⋯⋯⋯⋯⋯⋯⋯⋯⋯⋯⋯⋯⋯⋯⋯⋯⋯⋯⋯⋯⋯⋯‘⋯⋯⋯⋯⋯“38

鲤亚属Cyprinus(Linnaeus)⋯⋯⋯⋯⋯⋯⋯⋯⋯⋯⋯⋯⋯⋯⋯⋯⋯⋯⋯⋯⋯⋯⋯38

6。鲤Cy霉rinus earpio Linnaeus⋯⋯⋯⋯⋯⋯⋯⋯⋯⋯⋯⋯⋯⋯⋯⋯⋯⋯⋯⋯⋯39

鲫属Carassius⋯⋯⋯⋯⋯⋯⋯⋯⋯⋯⋯⋯⋯⋯⋯⋯⋯⋯⋯⋯⋯⋯⋯⋯⋯⋯⋯⋯⋯一44
7。鲫Carassius auratus(Linnaeus)⋯⋯⋯⋯⋯⋯⋯⋯⋯⋯⋯⋯⋯⋯⋯⋯⋯⋯⋯44

8，银鲫Carasa'ius auratu8 gibelio(Bloch)⋯⋯⋯⋯⋯⋯⋯⋯⋯⋯⋯⋯⋯⋯⋯”43



12 北京鱼类和两栖、爬行动物志

●oo。。______●_●___o■●_-__-__--__●_-_●-_●__-_________--■o_____-_--●__--o_-__‘oooo‘ooooooo‘‘‘‘。‘。oooooo。。。。。●o。。。。。。。。。。’。。。。。。。。。。。。。。。。。。_‘。。。一_一9。自鲫Oarassius auralus euvieri T．et S．⋯⋯⋯⋯⋯⋯⋯⋯⋯⋯⋯·⋯⋯⋯⋯”50

纳亚科Gobioninae⋯⋯⋯⋯⋯⋯⋯⋯⋯⋯·，⋯⋯⋯⋯⋯⋯·⋯一⋯⋯⋯⋯⋯．、一⋯·51

鲭属日emibarbus⋯⋯⋯⋯⋯⋯⋯⋯⋯⋯⋯⋯⋯⋯⋯⋯⋯⋯⋯一⋯⋯”52
lO．唇鲭Hemibarbus labeo(Pallas)⋯⋯⋯⋯⋯⋯⋯⋯⋯⋯⋯⋯⋯⋯⋯⋯⋯⋯”53

11．花鲭Hemibarbus maculalus Bleeker⋯⋯⋯⋯⋯⋯⋯⋯⋯⋯⋯⋯⋯⋯⋯⋯“54

麦穗鱼属Pseudorasbora⋯⋯⋯⋯⋯⋯⋯⋯⋯⋯⋯⋯·‘⋯⋯⋯⋯一⋯⋯⋯一一55

12．麦穗鱼Pseudorasbora parva(T．et S．)⋯⋯⋯⋯⋯⋯⋯⋯⋯⋯⋯⋯⋯⋯⋯66

觫属,Sarcocheilichthys⋯⋯⋯⋯⋯⋯⋯⋯⋯⋯⋯⋯”⋯⋯⋯．．⋯⋯⋯⋯⋯⋯⋯⋯⋯’57

13．华鲸心arcDcJIeizic壳#^y8 sinensis B．Ieeker⋯⋯⋯⋯⋯⋯⋯⋯⋯⋯⋯⋯⋯⋯⋯⋯57

14．黑鳍鲧8口rcDc五e订ic^#愚y8 nigrilDinnis(G[inther)⋯⋯⋯⋯⋯⋯⋯⋯⋯⋯⋯⋯68

颌须绚属Gnathopogon⋯⋯⋯⋯⋯·⋯⋯⋯⋯⋯⋯⋯⋯⋯⋯⋯．．．．⋯⋯⋯⋯59

15。东北颌须绚Gnathopogon mantschurieus(Berg)⋯⋯⋯⋯⋯⋯⋯⋯⋯⋯⋯⋯60

16．点纹颌须绚Gnath01口ogon wolterslorffi(Regan)⋯⋯⋯⋯⋯⋯⋯⋯⋯⋯⋯⋯61

纳属Gobio⋯⋯⋯⋯⋯．．．⋯⋯⋯⋯*m eiI***lll“⋯，⋯⋯⋯⋯⋯⋯’⋯⋯⋯⋯⋯⋯⋯⋯⋯⋯62

17。棒花绚Gobio gobio rivuloides NichoIs⋯⋯⋯⋯⋯⋯⋯⋯⋯⋯⋯⋯⋯⋯⋯⋯⋯62

18．细体的Gobio tenuicorpus Mori⋯⋯⋯⋯⋯⋯⋯-O‘lQI⋯⋯⋯⋯⋯⋯⋯⋯⋯⋯⋯62

棒花鱼属Abbottina⋯⋯⋯⋯⋯⋯⋯⋯⋯⋯⋯⋯⋯⋯⋯⋯⋯⋯⋯⋯⋯⋯⋯⋯⋯⋯64
19．棒花鱼Abbottina rivularis(Basilewsky)⋯⋯⋯⋯⋯⋯⋯⋯⋯⋯⋯⋯⋯⋯⋯⋯64

蛇约属8aurogobio⋯⋯⋯⋯⋯⋯⋯⋯⋯⋯⋯⋯⋯⋯r⋯⋯⋯⋯⋯⋯”⋯⋯⋯⋯⋯⋯‘65

20．蛇的．tqaurogobio dabryi Bleeker⋯⋯⋯⋯⋯⋯⋯⋯⋯⋯⋯⋯⋯⋯⋯⋯⋯⋯⋯”。66

鳅蛇亚科Gobiobotinae⋯⋯⋯⋯⋯”⋯⋯⋯⋯⋯⋯⋯⋯⋯⋯～⋯⋯⋯⋯⋯⋯⋯⋯⋯⋯’67

鳅鸵属Gobiobotia⋯⋯⋯⋯⋯⋯⋯⋯⋯⋯⋯⋯⋯⋯⋯⋯⋯⋯⋯⋯⋯⋯⋯⋯⋯‘67
21：鳅鸵Gobiobotia lmp，enheimi Kreyenberg⋯⋯⋯⋯⋯⋯⋯⋯⋯。：⋯⋯⋯⋯⋯‘67

雅罗色亚科Leuciscinae⋯⋯⋯⋯⋯⋯⋯⋯⋯⋯⋯⋯⋯⋯⋯⋯⋯‘⋯⋯⋯⋯⋯’⋯⋯⋯⋯。69

青鱼属Mylopharyngodon⋯⋯⋯⋯⋯⋯⋯⋯⋯⋯⋯。⋯⋯⋯⋯⋯⋯⋯⋯⋯⋯⋯⋯70

22．青鱼 世yzD，毳口ry犯godD竹寥iceus(Richardson) ⋯⋯⋯⋯⋯⋯⋯⋯⋯⋯⋯⋯⋯70

鲸鱼属Luciobrama⋯⋯⋯“⋯⋯⋯⋯⋯⋯⋯⋯⋯⋯⋯⋯⋯⋯⋯⋯⋯⋯⋯⋯⋯⋯⋯’73

23．鲸Lueiobrama maeroee寥halus(Lac；pade)⋯⋯⋯⋯·⋯⋯⋯⋯⋯⋯⋯⋯⋯“73

、草鱼属Ctenopharyngodon⋯⋯⋯⋯⋯⋯⋯⋯⋯⋯⋯⋯⋯⋯⋯⋯⋯⋯⋯⋯⋯⋯⋯“74

24．草鱼 Gfe访op无ary诏gDdD％idellus(Cuvier et Valenciennes)⋯⋯⋯⋯⋯⋯⋯75

细鲫属Aphyocypris⋯⋯⋯“⋯⋯⋯⋯⋯⋯⋯⋯⋯⋯⋯⋯⋯⋯⋯⋯⋯⋯⋯⋯⋯⋯⋯78

25。中华细鲫A，hyoeypris chinensis Gfinther⋯⋯⋯⋯⋯⋯⋯⋯⋯⋯⋯⋯⋯⋯⋯78

钞属Phoxinus··⋯⋯一⋯⋯⋯⋯⋯⋯⋯⋯⋯⋯⋯⋯⋯⋯⋯⋯⋯⋯⋯⋯⋯“79
26，花江够Phoxinus czekanowskii Dybowski⋯⋯⋯⋯⋯⋯⋯⋯⋯⋯⋯⋯⋯⋯⋯79

27。洛氏够Phoxinus lagowskii Dybowski⋯⋯⋯⋯⋯⋯⋯⋯⋯⋯⋯⋯⋯⋯⋯⋯⋯87

雅罗鱼属Leuciscus⋯⋯⋯⋯⋯⋯⋯⋯⋯⋯⋯⋯⋯⋯⋯⋯⋯⋯⋯⋯⋯“⋯⋯⋯⋯“⋯‘82

28，瓦氏雅罗鱼Leuciscus waleckii(Dybowski)⋯⋯⋯⋯⋯⋯⋯⋯⋯⋯⋯⋯⋯⋯8z

撼属Elopichthys⋯⋯⋯⋯⋯⋯⋯⋯⋯⋯⋯⋯⋯⋯⋯⋯⋯⋯⋯⋯⋯⋯⋯⋯⋯⋯⋯⋯⋯83
29．鲢Elopichthys bambusa(Richardson)⋯⋯⋯⋯⋯⋯⋯⋯⋯⋯⋯⋯⋯⋯⋯⋯55

马口鱼属 O寥sariichthys⋯⋯··⋯⋯⋯⋯⋯⋯⋯⋯⋯⋯⋯⋯⋯⋯⋯⋯⋯⋯⋯⋯⋯⋯‘8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