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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淡水鱼类保护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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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调查分析华南淡水鱼类致危原因的基础上, 针对濒危现状提出保护水域自然环境、合理捕捞、坚

持合理引种、建立自然保护区、开展濒危鱼类生物学研究等 5 项保护措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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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种产生、发展、衰退和消亡的过程是生物进

化的自然规律 1 物种形成和灭绝的历史进程相当

长, 形成与灭绝的速率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几乎相

等, 故物种间也长期维持着一种近乎平衡的自然状

态 1 物种的灭绝通常起因于环境变化, 当环境变得

不利时, 一个种群可以发展到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或迁到更有利的地区, 或灭绝 1 当一个种的全部种

群用进化或迁移方法与不利环境斗争而失败时, 此

种就趋于灭绝 1 引起灭绝的环境变化可以是物理

的、化学的或生物的 1 自从产生了人类社会, 由于

人的因素的参与, 在人类生活和生产的直接影响

下, 或多或少改变和破坏了生物多样性的格局 1 特

别是近百余年,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生物因受到人

类活动的频繁干扰而加速了灭绝的速率, 这种状况

仍在继续发展, 若不对此充分注意和足够重视, 不

久的将来人类面临的局面将不堪设想 1
随着海洋污染的加剧和全球气候的异常变化,

海洋渔业资源正逐步匮乏, 我国水产品的增产将主

要依靠淡水鱼来维系 1 我国淡水鱼共 800 多种[ 1 ]

其中华南地区就有 323 种[ 2 ] , 约占总数的 42. 9% ,

在全国淡水鱼类中占据重要地位 1 但是, 分布在华

南区内的淡水鱼类, 在近数十年人类活动与环境变

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鱼类总体资源量明显下

降, 部分种类已呈濒危 1 经调查[ 3 ] , 全国 800 多种

淡水鱼类中有 92 种属濒危, 华南就有 23 种之多,

约占濒危总数的 25% , 分为灭绝、稀有、濒危、渐危

四个等级, 属灭绝的为少数, 约占华南淡水鱼类的

0. 6% , 大部分属于渐危、濒危, 约占 6. 5% 1
华南河流主要为珠江水系, 由西江、北江、东江

等三条大河和珠江三角洲河网区组成, 西江为主干

流 1 珠江全长约为 2 210 km , 流域面积约为 45. 2

万 km 2, 为我国第三大河 1 此外还有南流江、北伦

江、青藏高原南流各水系及海南的三大河流南渡

江、万泉河和昌化江等河流 1 这些河流及其支流

中, 均生存有数量极大的淡水鱼类, 其中包括多种

濒危鱼类 1另外, 华南区域的许多湖泊、森林溪流

等水域中也生存有各种养殖鱼类等经济鱼类 1 华

南水热条件丰富, 雨量极为充沛, 为鱼类的生存提

供了广阔的水域环境 1 近年来, 华南区的工业飞速

发展, 但是, 人们在发展工业经济的同时, 却忽视了

水域环境的保护, 造成水产品资源的巨大损失 1
华南水体中的鱼类资源经大规模过度开发后,

造成资源匮乏和物种濒危 1 生命周期长的种类被

生命周期短的种类取代; 传统性大中型种类被庞杂

的小型种类取代; 优质经济种类被低质的非经济种

类取代; 当地优质优势种淘汰, 劣质劣势种逐渐占

据主导地位, 类似情况较为普遍 1 因此, 当前保护

华南濒危淡水鱼类的任务十分紧迫 1 在调查收集

和分析致危原因的基础上, 提出以下保护措施 1

1　保护水域自然环境

物种保护的最佳途径是保持原有生境, 维持自

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1 就鱼类资源而言, 其核心是

保护水域环境及资源持续利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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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减小水利工程建设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对鱼类资源造成的影响是多方

面的、长期的, 又是不可逆转的 1 南方地区已经建

成的水电站或水利灌溉大坝等设施已经或正在改

变江河的水环境条件, 由于水位抬升, 形成高山峡

谷型湖泊, 对江河产生了深刻的难以逆转的影响 1
它一方面造成含沙量、水温和水质等水文特征的变

化; 另一方面由于水环境的变化, 又引起水生生物

区系组成和生物量发生巨大变化, 影响鱼类的生存

繁殖, 如鲤科的小型鱼类海南　 (H a inan ia serra ta

Ko ller ) , 为海南省特有种, 仅见于海南省的南渡

江、万泉河等水系, 近年由于拦河建坝工程建设等

人为因素的影响, 使原已稀少的数量更为下降 1
水流速度的变化和水生植物及浮游生物组成

的变化均直接或间接影响鱼类的种类组成以及种

群、个体的生存和繁殖 1 一般来说, 在激流中底栖

的种类、喜流水性、生活中下层种类受到的干扰影

响最大, 最终这些种类在干流可能消失或者种群仅

萎缩生存于一、二级支流 1 相反, 喜静水生活的种

类, 滤食性种类和养殖种类则可能在库区成为优势

种群 1
筑坝阻碍了一些鱼类在干流上下游的回游通

道 1 由于以往的工作多局限于鱼类区系组成调查,

而对鱼类生物学尤其是回游 (生殖回游、索铒回游、

越冬回游) 的研究工作很少, 大坝对鱼类回游的影

响有多大至今还难以下结论 1
总之, 水利工程建设影响结果主要反映在鱼类

栖息地的变迁, 繁殖生态生境的破坏, 种群数量的

下降和部分种类濒危几个方面 1 因此, 在规划兴建

水利工程的同时, 必须考虑到工程将对鱼类资源带

来的不利影响, 并对保持水域生态平衡与生态效益

予以高度重视, 制订有效对策, 采取生物与非生物

的救鱼措施, 尽可能将影响控制和缩小至最低程

度 1
1. 2　加强水资源的调查管理

水质污染会引起鱼类生存环境质量下降 1[ 4. 5 ]

污染源主要来自 3 个方面: 一是农业上使用的农

药、化肥随地表径流汇入湖泊及江河; 二是工业废

水 (制糖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采选业及冶

金业等) ; 三是生活污水 1 近些年还发现江河湖泊

中的网箱养鱼也是一种污染源 1 污染源与江河湖

泊的位置决定其危害程度 1 如果江河湖泊位于污

染源下游, 其危害不言而喻, 因为各种污染物均可

排放到其内 1

污染对鱼类的直接危害是使鱼类因中毒或缺

氧而死亡; 间接危害在于降低水体透明度, 抑制水

草生长, 威胁以水草为食和以水草环境为产卵场所

的物种的生存和繁衍 1 针对污染对鱼类的种种危

害, 现阶段需要加速水体功能的科学研究, 全面规

划和合理利用 1 配合和协助环保部门执行《环境保

护法》, 治理水质污染, 控制工农业生产中产生的污

染物对水体的污染, 对重点污染区、污染源进行限

制、处理和改造 1 开发水资源要结合水质改良, 江

河水库的水质要求达到国家规定的渔业水质标

准 1保持江河的合理流量, 维持水体稀释自净力,

保护鱼类栖息环境, 使之自行繁衍生息, 复壮种

群 1
1. 3　流域环境的保护

森林覆盖率下降、水源枯竭对鱼类的生存构成

威胁[ 5 ] 1 华南区森林的大量砍伐和植被的破坏导

致许多支流季节性干涸, 或者源头向干流方向萎

缩 1 鱼 类 的 栖 息 地 被 破 坏 1 鲤 科 的 唐 鱼

( T an ich thy s a lbonubes lin) , 属单型属, 特有种, 分

布区窄, 近代仅分布于广东白云山、花县及广州附

近的山溪中, 本种繁殖力弱, 种群小, 个体的数量原

属稀少, 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结果, 造成产区山

林破坏, 水土流失, 使山涧断流或改道, 从而导致其

灭绝 1 又如仅分布于广东省局部地区的林氏细鲫

(A p hy ayp ris lin i) , 也是由于树木砍伐等的变化造

成水土流失, 河溪断流, 生境被破坏, 最终资源枯竭

绝迹 1
围湖造田和沼泽化造成鱼类的栖息环境破

坏 1近 30 年来, 由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

加速了湖泊的衰亡过程, 有的演变为沼泽, 有的变

成农田 1 而围湖造田和沼泽化造成的湖泊水面减

小和栖息环境破坏直接或间接威胁鱼类物种的生

存, 甚至造成物种灭绝 1
因此, 维持水环境自然状态, 确保鱼类正常生

活, 应结合流域环境的保护, 要注意加强河流干、支

流上游的生态环境保护, 特别是江河源头地区植被

保护 1 禁止盲目砍伐毁林垦荒, 伐林结合育林, 保

持正常覆盖率 1 中下游干支流沿岸应大力发展植

树, 增强环境自净能力, 减少污染物流入江河 1 同

时, 还要保持湖泊的水面积, 应停止湖泊围垦及放

水涸田, 提倡退田还湖以保持水面积和水位的稳

定, 恢复包含当地特有种在内的鱼类栖息、索饵和

产卵场所 1
鱼类各具特定产卵场环境, 在水域自然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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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中, 对鱼类产卵环境的保护最重要 1 特别注意

对于特殊种和珍稀种类特殊繁殖生境的保护 1 防

止由人为的或自然因素造成水文条件的改变引起

繁殖生态生境的破坏 1

2　合理捕捞

坚持合理捕捞是稳定渔业定量, 保持资源不

衰, 保护鱼类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措施 1
2. 1　制止酷捕

一般来说, 在各大水系的干流因为水量较大,

捕捞受工具或条件的限制, 对鱼类种质资源无较大

的影响, [ 6 ]而在支流, 由于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 使

用许多违法的手段如电鱼、炸鱼、毒鱼以及堵截岔

河将大小鱼一网打尽的不合理捕法等, 造成种质资

源的毁灭性破坏 120 世纪 80 年代初, 南盘江的某

些江段曾发生将整车石灰倒入其中毒鱼的事件, 致

使该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再有鱼生存 1 被破坏

河段的鱼类资源经相邻河段鱼类的扩散, 多年后有

恢复的可能, 而有的根本无法恢复 1 有些地方用电

捕鱼器捕鱼, 大小鱼一起捕, 连 3 cm 左右的小鱼也

被电捕送往小餐馆, 对鱼类资源的危害触目惊心 1
捕捞过量, 用有害渔具和违法方法进行无节制

的破坏性捕鱼, 对华南鱼类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危害

极大, 导致种群减小和灭绝, 应严格制定捕捞规格

和网具规格, 执行《渔业法》和有关的渔业资源保护

条例 1 据悉, 世界范围内因过度捕捞致危的已不下

百种, 而华南就有 8 种之多[ 3 ] , 形势十分严峻 1 因

此,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坚决制止酷捕滥捕, 宣传、

提倡捕大留小, 确定渔获对象的最小捕捞规格和合

理的捕捞强度, 确定最小网目及最佳年捕捞产量,

一方面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最高生物量, 另一方

面还要保证种群有足够的繁殖群体, 使渔业捕捞对

象能够维持在一个合适的资源量水平上, 以利资源

保护 1
2. 2　实行禁渔期 (区)

在渔业生物栖息和幼鱼索铒场设置禁渔期和

禁渔区, 严格禁捕繁殖群体和集群幼鱼, 对渔业资

源和生物多样性均能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 1 目前

珠江下游江段形成较大规模的中华鲟产卵场, 在繁

殖期实行禁捕, 中华鲟受到有效保护; 华南湿地、森

林等均划定了常年禁渔区, 并在鱼类繁殖季节坚持

4～ 5 个月封湖禁渔, 取得较好效果 1 而分布在华

南区其他水域的中华鲟、鲥鱼等濒危鱼类现存数量

极少, 同样适合设置禁渔期和禁渔区, 以期恢复生

物资源 1

3　坚持合理引种

一个地区的生物区系是长期演化的结果, 其中

的物种组成具有相互适应性和平衡性, 外来种的引

入势必打破这种平衡和适应 1 水域生态系统中每

一个生物种都占有各自既定的生态位, 且具有自身

特定的作用 1 物种间相互依存, 彼此制约, 协同进

化, 捕食与被捕食种类之间, 食性相同的种类之间

必然产生竞争 1 在任何生态系统中引进或消除某

生物种, 常引起整体调节失控, 甚至有的种濒危 1
外来物种的引进已经对某些经济鱼类资源造成了

灾难性的后果, 这种影响可能永远也无法消除[ 4 ] 1
如尼罗非鲫泛滥, 影响了某些野生鱼种的生存, 都

是因为过于追求鱼产品产量的提高而引进外来物

种, 造成了当地特有鱼类的威胁 1 因此, 对于引种

需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引外来物种前, 应以法律的

形式规范引种行为和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 而后付

诸行动 1

4　建立自然保护区

保护栖息地是保护濒危物种, 保持生物多样性

的最好方法, 创造条件实施就地或易地保护颇为重

要 1 自然就地保护就是保持特殊种群或整个生态

系统, 对华南淡水鱼类来说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1
一般区划一定江段或湖区, 开辟成保护区, 进行群

体性的就地保护 1 广西淡水鱼类种类繁多, 资源丰

富, 现已建立 7 个自然保护区 1
对于已经丧失原来生境的濒危鱼类, 易地保护

尤为重要 1 易地保护是综合保护计划中的一部分,

也是为适应保护少量种群的关键部分而采取的方

法, 既可作为就地保护的补充, 又能作为物种再引

进的材料来源 1 一些失去原生境的严重濒危种, 可

迁出原栖息地进行生存保护, 包括把个体转移至专

门的保护中或迁移到原生境相似的水体环境中生

活, 如华南的林氏细鲫 (A p hy ocyp ris L in i)、唐鱼

( T an ich thy s a lbonubes lin) 等[ 7 ]濒危鱼类, 应该在

广东、海南等地选择与原产地近似的自然环境, 将

现存的饲养群体移入作异地保护, 以期恢复种群,

达到保种繁衍 1

5　开展濒危鱼类保护生物学研究

目前, 对于某些淡水鱼类, 尤其是濒危种类的

生物学及其濒危机制了解甚少 1 应加速鱼类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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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调查, 加强稀有种、名贵种、濒危种保护生物学

研究颇有必要 1 特别要注意调查有高科研价值的

种类, 详细了解种群动态, 具体分布区, 查清生活习

性等 1 根据研究结果, 针对种的不同特性, 采取相

应的保护办法, 确有必要还可实行针对某一种制定

特保措施 1 如鲤科鱼类须鳊 (P og obram a ba rba2
tou la ) , 为我国特有种, 仅发现于广西钦州附近 1
该种栖息环境为水质清新的小河道、小溪流等具有

缓流水的水体中, 现存数量极少, 属稀有种类 1 自

首次发现后, 未再见有报道, 且本种为亚科中唯一

具须的种类, 故在分类学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意

义 1因此有必要组织力量对其生物学特性及习性

开展深入研究, 针对本种分布区小和数量稀少的状

况, 提出就地保护等相应措施 1 而仅分布于海南省

南渡江和万泉河水系局部地区的小银鲫属濒危种

类, 生活在江河小支流和池塘等小水体中, 栖息条

件为静水或微流水环境的浅水地带 1 该种种群小,

数量少, 且经常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原分布区的生

态环境发生改变, 此间, 包括有害渔具与渔法的使

用对种群造成的危害, 故自然数量日渐减少 1 但它

是海南的特有种, 又是属内唯一无口须的种类, 在

鱼类分类学上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1 所以, 要对其

分布区进行调查, 加强繁殖保护, 以保持物种繁衍

生存 1
目前, 华南区的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性状况受

到严重威胁, 拯救及保护濒危物种已刻不容缓, 淡

水鱼类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珍稀、濒危的

鱼类物种更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1 华南区的淡水鱼

类在全国淡水鱼类中占据重要地位, 不仅要加强渔

业管理, 尤其是在提高华南区的年捕捞量之后, 一

定要组织好捕捞生产, 协调地方、单位及个人之间

的利益与责任, 使渔业生产有序进行, 从而造福与

人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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