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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记述了广西淡水鱼类200种．隶于116属33科14目。其中包括新发现的T个新种．

对每种鱼类的形态特征、分类和分布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对部分经济鱼类的生物学特性、

经济价值分别作了简要的介绍．每种鱼均配有插图，共192幅。并列有分类检索表，书后

附有鱼类名录．参考文献．中名、拉丁名索引．可供鱼类学工作者、水产科技人员和水产

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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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伍献文教授对巴马缡唇壹巴做了认真的研究，并给予

热情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调查工作得列各地、市、县的党、致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支持，水产业务干部的

大力协助。各渔业社队及广大群众积极提供了大量素材。广西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水

产教研组、广西钦州县水产场派员参加了本书编写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这次调查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加上水平有限，本书遗误之处在所难免，希

读者批评指正，以期修订增补。

匡纬远

一九七九年九月

·当初参加调查工作的有季纯普、张亢西，陈家碌、施守琪．钟栋标、李增崇、方世勋等

同志．并曾将大眼卷口鱼的标本送请上海水产学院朱元鼎教授鉴定。认为系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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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水系分布概况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位于东经104。30 7至112。05 7，北纬20。54 7(斜阳岛)至

26。20 7之间。东南与广东毗连，东北与湖南相邻，西和西北与云南、贵州接壤，南

、临北部湾之滨，西南与越南交界。境内四周环山，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岩溶地

形分布极广，石灰岩占全区面积的41％。

我区处于低纬地带，北回归线横贯中部，属亚热带气候。夏长炎热多雨，冬暖

偶有奇寒。除桂北和部分高寒山区有5—15天霜冻期外，其他地区很少有霜冻日出

现。年平均气温从桂北往南由16℃递增到23℃。年平均降雨量为1100至2800毫米。

全年日实照时数约1400一2000小时，占可照时数30一45％。平均相对湿度在80％

左右。

全区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37条，总长约4000公里，山溪小河更是密如蛛

网，几乎每个公社都有河流经过，河网密度达0．44公里／平方公里。西江、湘江、

南流江三水系中以西江最大，流域面积占80％以上。此外，桂东北的资江贯穿资源

县独入湘境，陆川县的九洲江等小河流入广东，钦州地区除南流江水系外，还有钦

江、防城江等28条小河分别单独入海，那坡县的百都河流入越南。

西江干流上源为南盘江和红水河。南盘江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马雄山，沿广

西、贵州边界至贵州册亨布依族自治县双江口与北盘江汇合后叫红水河。沿边界流

至贵州罗甸县，先后与格凸河、曹渡河会合后进入广西。沿途有忻城的刁江、宾阳

的清水河等汇入，至象州三江口会柳江后称黔江；至桂平会郁江后称浔江J沿途有

潆江和北流江汇入，至梧州市会桂江后才称西江。干流流经西林、天峨、都安、来

宾、桂平、苍梧等19个县，在本区境内长1780公里。

柳江为西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予贵州省独山县神仙桥，上游称都柳江，入广西

三江县老堡后称融江，至柳城会龙江水称柳江。干流流经三江、融安、融水、柳

城、柳江、象州6县，长724公里，主要支流有龙胜的寻江和鹿寨的洛清江。

郁江是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千流是右江，与左江在邕宁县宋村会合后称邕

江，入横县至桂平才称郁江。千流流经百色、田阳、平果、隆安、邕宁、横县、贵

县、桂平8县，全长418公里。右江发源予云南省广南县的龙山，上游干流为西洋

江，与西林的驮娘江汇合后至云南省富宁县剥隘称剥隘江，至百色后才叫右江。沿

耋



途有普宁河、乐里河．澄碧河、龙须河及武鸣河汇入。左江上游是平而河，源于越

南北岭，流经龙州、崇左、扶绥、邕宁，在我国境雾艘蚕蓑霎型睦，囊薹羹薹翼氢=f==

鲁。对霾型j乔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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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淡水鱼类分类研究

分类研究概况

对于广西淡水鱼类资源，过去没有全面调查，缺乏较完整的系统资料。只是个

别热心科学的有识之士，如方炳文、常麟定，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来广西进行艰

苦的鱼类考察工作，跋涉于龙州(包括峒桂，水口)、百色、凌云、罗城(苗山，

四堡、三防——现属融水)以及南宁等地，为广西淡水鱼类的研究奠下了基石。中

山大学生物系也几乎在此同时派出采集组进入广西采集标本，且曾深入瑶山区。调

查采集的结果，惜未汇成全区的系统总结，仅在不同专类研究中提出得自广西的特别

是新属新种或稀有种类的零星报道。如方炳文，仅从得之不易的标本中选用了14个

种，于1930至1940年间发表了鲤科鱼类1新属及1新种与1新纪录、鳅科1新种、

平鳍鳅科2新属及8新种、腹吸鳅科3新种，鳍科鳜属(与常麟定合作)3新种与

2新纪录。

中山大学生物系的标本为林书颜所研究，被纳入1931年著成的《南中国鲤鱼及

似鲤鱼类之研究》中。后林氏又到广西等地采集，将该文增订为《广东及邻省鲤科

鱼类之研究》，于1933至1935年连续发表在《岭南科学杂志》上。这是鲤科鱼类较

完整的资料。前后对广西鲤科鱼类共记述了33个种及亚种(包括7个新种及亚种，

其中6个得自瑶山)，创立了2个新属，列出了分布纪录10个种。在此期间，还另

外发表了广西鲤科鱼类2新属及4新种、鳅科鱼类1新纪录，并同美国人海黎

(A．W．Herre)合作报道了原鲤属1新种。该美国人且描记了梧州的鳞科鱼类1

新种及鲰虎鱼科鱼类8新种，并提出了前人以香港为模式产地描记的短鳍结鱼、南

方白甲鱼、桂华鲮、岩鲮、南方拟餐，以及以台湾为模式产地描记的卷口鱼，都是

原产于梧州的鱼类，被运销到香港或随采运的鱼苗被移入台湾的。

三十年代后期，伍献文曾在阳朔、修仁(瑶山)进行过鱼类调查，于1939年发

表了《漓江鱼类志》。这是地区性的较完整的系统资料。共记述了16科61属79种及

亚种，其中有8新属13新种及亚种，并分析了区系组成及与相邻水系区系的关系。

调查中所得的1种栉鳃虎鱼，后为刘建康描记为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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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张春霖于1933年，在《中国鲤类鱼研究>)(一)中记述了广西的半刺光唇

鱼，1960年又将之载入《中国系统鲤类志》，并在该志中增加了似蟪的分布纪录。

1936年报道了在龙州获得的“印度真鲇"[后被印度人霍拉(S．L．Hora)定为新

种，即广西真鲇]，1960年又收入《中国鲇类志》中。

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发展科学事业，资源调查工作随之得到重视。我区水产

研究所成立后，即以部分力量投入这一工作，取得大量鱼类标本和生物学资料，虽

未汇总成文，但已在养殖及生产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湖南师范学院生物系结合湘江鱼类研究，曾于五十年代初来临桂良丰一带调

查。刘素黼等同志于1965年报告所获鱼类共43种及亚种，其中的“奇鳞鱼Sc庇f20≠一

而o，．az sp．”是鲤科的裂腹鱼亚科在我区的首次报道。但根据该亚科鱼类的分布，

在广西特别是漓江水系中出现，似有可疑。为核对这一纪录，我们于1974年曾往良

丰调查，但未获标本，群众亦不知此鱼，经向原作者了解，标本已不存在。我们不

能肯定这一纪录。

武汉大学生物系子六十年代初，曾对“龙州鳙鱼”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吴

熙载等同志从形态、生态、生化、地史等方面，阐明了此鱼是陆封的赤豇，而不是

溯西江上来的海水鱼。《广西日报》也就此展开了讨论。“龙州鳊鱼”被肯定为我

国唯一的淡水生活的软骨鱼类。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多次在广西进行鱼类调查，所得鲤科鱼类资料已

纳入伍献文等同志编著的《中国鲤科鱼类志》上、下二卷，分别于1964及1977年出

版。共记述广西及西江的鲤科鱼类74种及亚种，其中有9个新种及亚种。这是目前

最完整的研究专著，对过去已有纪录进行了清理，对分类上的混乱作了澄清，成为

我国鲤科鱼类研究的新的起点。

平鳍鳅科与腹吸鳅科鱼类为陈宜瑜同志研究，并编入所著《中国平鳍鳅科鱼类

系统分类的研究》(1976年，手稿)。惜仅见到摘编的《中国平鳍鳅科鱼类检索

表》，其中列有与广西有关的种类共8种，包括原吸鳅属的2新种。尚有爬岩鳅属

1新种。

广西的鲇科鱼类为陈湘葬同志载入1977年发表的《我国鲶科鱼类的总述》中的

有2种，即越鲇与广西真鲇(西江鲇)。

此外，罗马尼亚人巴纳列斯库(P．B矗n矗rescu)利用流失于欧美一些博物馆的

我国鱼类标本(多系模式标本)，也对我国鲤科鱼类作了一些分类工作，涉及我区

的有12种。

总计过去已有纪录的，根据我们对一些种及亚种的看法，共有淡水鱼类13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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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即尾鳍基底的直线长度为体长(图：A—G)或标准长。躯干的最高高度，

缘最高点到腹缘的垂直距离，为体高(图；I—L)或称最大体高。

头部的直线长度为头长(图。A—D)，最高点到腹缘的垂直距离为头高(图：

J—K)。眼前部分为吻部，由上颌前端或吻端到眼前缘的直线长度为吻长(图：

A—B)。由眼后缘到鳃盖骨后缘的直线长度为眼后头长(图：C—D)。眼径(图：

B—C)即眼前缘到后缘的直线长度，两眼之间的最小距离名为眼间距或眼间隔。

鼻孔一般位于眼的前方，多左右各一对。口以上颌和下颌为界，两颌前端在同一垂

直线上薹錾薹薹霎霎萋i冀霎茎囊霎萋i蓁蓁蠢||霎蓁蓁蓁薹垂孽謇霎囊薹；霉垂

奏萋囊耋霎薹篓囊i薹雾萋萎霎鼙囊攀羹萋蓁薹薹霎蓁薹雾；攀羹墓饕薹璧耋羹；

雾一冀雾蠢羹冀薹羹。霎囊篙冀雾雾雾雾；蓁鋈蓁霎蠹雾蓁雾黧雾羹冀蓁垂

腔背面为口盖，其前端部为犁骨，左右两侧

为腭骨所在。两领及犁骨与腭骨具齿或否。头部腹面在下颌联合部之后为颐部(或

颏部)，其后为峡部(图：⑥)。眼的后下方，在鳃盖骨之前的部分名为颊部，约

相当于前鳃盖骨所在之处。鳃盖通常由4骨

片组成。紧邻鳃孔的最后一块为鳃盖骨(图：①)，位于其前方的为前鳃盖骨

(图：②)，下方的为下鳃盖骨(图t⑨)，介于前、下二骨之间的为间鳃盖骨(

图：④)。包被鳃盖外缘的皮质膜为鳃盖膜，膜内下部有若干条状骨支撑，称为鳃

膜条。鳃腔内着生鳃丝的骨条叫鳃弓。鳃弓内面的刺状或瘤状或其他形状的突起叫

鳃耙，其数目以最外即第一鳃弓外侧的一行为准，常以弯处为界分 上下枝，分别计

数，以加号(+)相连。最内一对鳃弓的下部常变形为弓形的骨块，名为下咽骨

，位于鳃腔后部紧邻支持胸鳍的肩带骨。在鲤科鱼类，其上着生的下咽齿，形状不一

，数目不同，排列呈1—4行，是分类的主要依据之一。齿式一般列如2．3．5

—4．3．2，即每侧8行，5和4分别为位于内侧的主行齿的数目，主行齿较大且较多。 躯

干的腹面叫腹部，胸鳍基底之前的部分为胸部(图t⑤)。有些鱼类，沿腹缘

正中线有隆起的皮质棱突，叫腹棱，以腹鳍基底为界，前后相连的称腹棱完全或称

全棱，仅存在于其后方的，称为腹棱不完全或叫半棱。还有些鱼类，沿腹缘正中线

有一列具棱突或刺突的鳞片，名为棱鳞，常以腹鳍为界，将其前后的棱鳞数目以加

号(+)·相连列出。 尾

鳍长是由尾鳍基底即最后尾椎到尾鳍末端的直线长度(图；G—H)。臀鳍基

底后端即腋部到尾鳍基底即最后尾椎之间的部分叫尾柄，其直线长度为尾柄长(

图：F～G)，其最低高度为尾柄高(图：S—R)或称最小体高。 。鳞

片一般为圆鳞或栉鳞，前者的边缘完全光滑，后者的后缘即外露部分有小刺



或锯齿。通常由鳃孔上方向后到尾鳍基底略后有一纵行具细管或小孑L的鳞片，叫侧

线鳞(图。⑦)，形成侧线。侧线鳞数目一般数至尾鳍基底处的一个鳞片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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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⑧)。由紧邻侧线下方的一个鳞片向后下方斜数到腹鳍起

点(鲤形目鱼类)或臀鳍起点的鳞片数目，称为侧线下鳞(图；⑨)。在没有侧线

的鱼类，则计数纵列鳞和横列鳞，前者指沿体侧中轴即相当于有侧线鱼类的侧线的

一纵行鳞片数目，后者指由背鳍或第一背鳍(塘鳢类和鳜虎鱼类为第二背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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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尚计数环绕尾柄

最低处一周的鳞片数目，即围尾鳞j背鳍起点前方的一纵列鳞片数目，即背鳍前

鳞。

鳍分奇鳍和偶鳍。奇鳍包括背鳍、臀鳍和尾鳍(图：⑩、⑨、⑧)。由背鳍起

点到背鳍基部末端的直线长度为背鳍基长(图E—F)，由臀鳍起点到臀鳍基部末端

的直线长度为臀鳍基长(图M—F)。偶鳍为胸鳍和腹鳍(图：⑩、⑩)。鳍由分

节的鳍条，或由不分节的鳍棘，或由鳍棘与鳍条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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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i、m⋯．．)

表示。鳍棘(包括鲤形目和鲇形目的骨化硬刺)则以大写罗马数字(如I、Ⅱ⋯⋯)

表示。鳍为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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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以连接

号(一)相连，如iv一10即表示鳍由4不分枝鳍条与10分枝鳍条合成。鳍为二基喇，

则前后以逗号(，)分开，如Ⅳ，I一8即表示第一背鳍由4鳍棘，第二背鳍由l

鳍棘8鳍条构成。背鳍长与臀鳍长是指其基底的长度，而背鳍高与臀鳍高则指其最

长鳍棘或鳍条的长度而言。有些鱼类，在背鳍后方向有一无鳍条支持的皮质鳍，名

为脂鳍。

本书在鱼类描述中，每种鱼的可数性状和比例性状，除标本不足10尾或写明具

体尾数者外，都是以10尾的计量数据为依。

鱼类分‘类叙述

本书共记述淡水鱼类200种。为了使用方便，易于检索，在此列出33科的检索，

表，不管各科的分类位置高低或科间的亲缘关系如何，检索表系以各科的易于辩识

的形态特征为依据，有的仅以我区目前已知的种的特征为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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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检索表

鳃孔5对，位于腹面，头体平扁呈盘状，尾细长如鞭⋯⋯⋯⋯⋯⋯⋯⋯⋯⋯⋯⋯⋯红科

鳃孔1对或愈合为一，头体一般不呈盘状，尾不呈鞭状

体被5纵行骨板，尾为歪尾，尾鳍上叶甚长于下叶⋯⋯⋯⋯⋯⋯⋯⋯⋯⋯⋯⋯⋯⋯鲟科

体裸出或被鳞，无骨板}尾为正尾

体细长如蛇状

左右鳃孔分离-胸鳍发达，体被排列呈席纹状的细鳞⋯⋯⋯⋯⋯⋯⋯⋯⋯⋯⋯⋯鳗鲡科

左右鳃孔愈合，胸鳍不存在I体裸出⋯⋯⋯⋯⋯⋯⋯⋯⋯⋯⋯⋯⋯⋯⋯⋯⋯⋯合鳃鱼科

体形多样，但不细长如蛇

背鳍后方有脂鳍

头部无须

头侧扁，体被鳞，口底粘膜呈篷状褶突⋯⋯⋯⋯⋯⋯⋯⋯⋯⋯⋯⋯⋯⋯⋯⋯⋯⋯香鱼科

头甚平扁，体透明、裸出，仅雄鱼有臀鳞一行，口底无篷状褶膜⋯⋯⋯⋯⋯⋯⋯银鱼科

头部有须

鳃盖膜连于映部，前后鼻孔紧邻，间隔以鼻须⋯⋯⋯⋯⋯⋯⋯⋯⋯⋯⋯⋯⋯”⋯⋯·筠8科

鳃盖膜不连于峡部I前后鼻孔大多相距较远，鼻须邻后鼻孔

腹鳍有6根鳍条

颌须基部具略宽的皮膜I背鳍与胸鳍的硬刺较短且包于皮膜内⋯⋯⋯⋯⋯⋯⋯⋯⋯鲛科

颌须无宽的皮膜I背鳍与胸鳍的硬刺强，不包子皮膜内⋯⋯⋯⋯⋯⋯⋯⋯⋯⋯⋯⋯鳞科

腹鳍有10根以上鳍条⋯⋯⋯⋯⋯⋯⋯⋯⋯⋯⋯⋯⋯⋯⋯⋯⋯⋯⋯⋯⋯⋯⋯⋯⋯⋯盔鲇科

背鳍后方无脂鳍

背鳍1个

背鳍由鳍条组成，或仅最后1根不分枝鳍条骨化成硬刺

颌齿如存在，不愈合呈鹦鹉喙状

体对称，两眼位于头部两侧

体裸出
‘

背鳍短小，位于体前部，须2—3对⋯⋯⋯⋯⋯⋯··⋯⋯⋯⋯⋯⋯⋯⋯⋯⋯⋯⋯⋯幛占科

背鳍很长，沿体背缘向后接近尾鳍，须4对⋯⋯⋯⋯⋯⋯⋯⋯⋯⋯⋯⋯⋯⋯⋯⋯胡鲇科

体被鳞

下颌延长呈针状⋯⋯⋯⋯⋯⋯．．．⋯⋯⋯．．．⋯．-．⋯⋯⋯⋯⋯．．．⋯．．．t⋯⋯⋯⋯⋯．．．⋯”暇科

下颌不延长呈钳状

头部无鳞I背鳍一股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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