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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C 月 ("#$" 年 $ 月!对黑龙江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鱼类资源状况进行了调查& 调

查结果表明!兴凯湖保护区共有鱼类 & 目 $C 科 %. 属 ’& 种!其中土著鱼类 & 目 $/ 科 %" 属 ’# 种%鱼类组

成具有典型的古北界区系特征!鲤科鱼类是其中最大的类群!构成区系成分的主体%经济鱼类种群以小

型种类为主体!年龄结构偏低%渔获物种类小型化’个体低龄化%种群资源量和渔获量都在下降& 兴凯湖

保护区的鱼类资源呈衰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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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
称兴凯湖保护区#始建于 $.B’ 年!$..% 年被原
国家环保局"现环保部#列入我国第一批重点保
护湿地名录!是中国’俄罗斯跨界型国际自然保
护区& 鱼类作为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具有重要作
用& 以往对兴凯湖保护区鱼类的记载仅见 & 目
$/ 科 /. 属 %. 种*$+ !但对保护区内的水域包括
兴凯湖和小兴凯湖的鱼类记载相对较多!历次调
查总计 & 目 $C 科 %B 属 ’’ 种*" lB+ & 随着兴凯湖
流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兴凯湖保护区的生态
环境也受到影响!包括鱼类在内的湿地生物多样

性正面临着潜在威胁& 为了更好地保护湿地生
态功能和鱼类物种资源!同时为保护区的科学管
理提供理论依据!"##. 年 C 月 ("#$" 年 $ 月对
保护区的鱼类资源现状进行了调查&

?@研究区域自然概况

兴凯湖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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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山市!东起松阿察河!西至白棱河!平均长
度约 .# _2!南自兴凯湖的中俄边界!北与虎林
市接壤!平均宽度 %C _2& 地理坐标为北纬
%Cc#$d(%Cc/%d!东经 $/$cCBd($//c#&d& 全区
面积 " ""C _2"!其中湿地 $ ’&# _2"& 保护区
属温带大陆季风气候& 年均温度 /I$e!年均
降雨量 &## 22!无霜期 $C# ?& 该区地势平坦!
平均海拔 ’&I. 2!主要由湖泊’河流’沼泽’草
甸’沙岗’灌丛’森林和农田组成& 保护区内松
阿察河’承子河’白棱河为主要河流!属乌苏里
江水系%兴凯湖’小兴凯湖和东北泡为主要湖
泊!其中兴凯湖是中俄界湖!总面积 % $.# _2"!
中国境内 $ $’# _2"&

A@调查方法

本次在兴凯湖保护区内进行鱼类资源调查
的范围包括兴凯湖"北纬 %%c/#d(%Cc/#d!东经
$/"c##d($/"cC#d#中国境内’小兴凯湖 "北纬
%Cc$’d(%Cc""d!东经 $/"c"#d($/"c%’d#和东
北泡 "北纬 %Cc$Bd(%Cc/Bd!东经 $/"c/Cd(
$/"cC$d#!调查时间为 "##. 年 C 月 ("#$" 年
$ 月& 按照湖泊鱼类资源调查方法 *.+ !分别在
兴凯 湖 的 长 林 子 " 北 纬 %Cc"$d%&q! 东 经
$/"c$Cd%Cq#’白鱼滩 "北纬 %Cc"#d$"q!东经
$/"c/#d#%q#’六网口 "北纬 %Cc$’d/.q!东经
$/"c%$d%’q#! 小 兴 凯 湖 的 鲤 鱼 港 " 北 纬
%Cc$BdC"q!东经 $/"c/Cd/’q#!东北泡的 /$ 连
"北纬 %Cc$Bd%’q!东经 $/"c%.d"Bq#设置采样水
域!每年的 C 月 C 日 (’ 月 C 日’& 月 "# 日 (
$# 月"# 日’$" 月 "# 日至 $ 月 "# 日!每月采样
一次!每次每处水域连续采样 / ?%所使用的网
具明水期为三层定置刺网’拖网和网箔!冬季兴
凯湖使用三层定置刺网!小兴凯湖用冰下大拉
网!东北泡因水草较多而只进行明水期采样!网
目规格均为 $# 22& 每次采样捕捞时间刺网’
网箔为 $" 8!拖网和拉网行程 $IC ("I# _2%每
网次的渔获物不超过 C# _:时!全部作为样本%
反之!则随机抽样& 定点采样的同时!还进行流
动调查!主要对沿湖捕捞船只和钓具的渔获物
进行随机抽样!搜集新种样本%根据下湖渔船的

日均渔获量’捕捞天数和渔业部门所提供的相
关数据!估算调查期间兴凯湖的年渔获量& 所
获样本均现场分类计数’称重并获取图像资料&
鱼的分类地位’中文名和学名的确定均依据相
关文献 *$# l$/+ %鱼的年龄鉴定采用常规方法 *$%+ &
调查期间!共获取样本 $ %C%IB _:!个体数
$/ ."B尾&

C@结果与分析

CB?@物种组成及分布@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
历史资料!兴凯湖保护区共有鱼类 ’& 种和亚种
"表 $#!隶属 & 目 $C 科 %. 属%其中!大银鱼’青
鱼’草鱼’鲢’鳙’团头鲂和梭鲈为移入种!其他
& 目 $/ 科 %" 属 ’# 种为该区土著种& 本次调
查共采集到 C 目 $# 科 "’ 属 /" 种!其中土著鱼
类 C 目 . 科 "" 属 "B 种!均为相关文献中曾记
录过的种类&

土著鱼类中!兴凯鲌和兴凯鲦为该区特有
种%日本七鳃鳗’哲罗鲑’细鳞鲑’乌苏里白鲑’
黑斑狗鱼’瓦氏雅罗鱼’拟赤梢鱼’真 ’北鳅’
黑龙江花鳅’北方花鳅’江鳕和九棘刺鱼为冷水
种 *$C+ %日本七鳃鳗’哲罗鲑’乌苏里白鲑和怀头
鲇被列为,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鱼类-的.易
危/物种 *$’+ &

土著鱼类的分布!兴凯湖为 & 目 $/ 科
%" 属 C. 种!本次调查采集到 % 目 C 科 $/ 属
$& 种%小兴凯湖为 ’ 目 $# 科 // 属 %% 种!本次
调查采集到 % 目 % 科 $" 属 $/ 种%东北泡为 C 目
B 科 $. 属 "$ 种"该泡的鱼类无文献记录#& 东
北泡的鱼类均见于兴凯湖%小兴凯湖的鱼类除
北方花鳅外!其他种类也与兴凯湖的相同& 可
见兴凯湖保护区的鱼类物种有 .BI//J来自兴
凯湖!鱼类资源状况近乎全部取决于兴凯湖&
CBA@鱼类区系组成@’# 种土著鱼类中!鲤形
目种类最多!有 %/ 种!占总种数的 &$I’&J%其
次是鲇形目!’ 种!占总种数的 $#I##J%鲈形目
和鲑形目各有 % 种!各占总种数的 ’I’&J%鳕
形目’刺鱼目和七鳃鳗目都仅有 $ 种!各占总种
数的 $I’&J& 各科鱼类以鲤科为最大的类群!
共有 /. 种!占总种数的 ’CI##J%鳅科和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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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黑龙江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鱼类名录和分布
!.;I#?@$%#&’#(I’(/.+33’(/"’;1/’,+,**’(2’+a#’I,+4 ’̂.+4 ]’+4M.’_.M#0./’,+.I0./1"#L#(#"9#

物种 XFE;4E=
兴凯湖

,46:_34S3_E
小兴凯湖

,43*746:_34S3_E
东北泡

N*6:YE4F3*S3_E
动物区系
3̂>63

’七鳃鳗目 ]0Vfg[TPg)Ûgf[0X
!"一#七鳃鳗科 ]EGD*2<@*64?3E
!$ 日本七鳃鳗 7+3D%2*+ T+D($#6)& % % )

#鲑形目 XMS[g)Ûgf[0X
!鲑亚目 X352*6*4?E4
!"二#银鱼科 X3536:4?3E
!" 大银鱼 4*(2(&+,+$>"0+,(6*+$#)& %/"% "%/ "C%
!"三#鲑科 X352*6*4?3E
!鲑亚科 X352*6463E
!/ 哲罗鲑 V)6"(2+#3%$ %" )
!% 细鳞鲑 =*+6"030&2+>,%$(G % )
!白鲑亚科 \*DE:*6463E
!C 乌苏里白鲑 !(*%/($)&)&&)*#%$&#& % )
!狗鱼亚目 0=*;*4?E4
!"四#狗鱼科 03*;4?3E
!’ 黑斑狗鱼 J&(>*%#6"%*2# % %$/ "B )

*鲤形目 \T]fU)Ûgf[0X
!"五#鲤科 \<FD464?3E
! 亚科 N364*6463E
!& 马口鱼 XD&+*##6"2"0&F#I%$& % % $ )NX
!雅罗鱼亚科 SE>;4=;463E
!B 瓦氏雅罗鱼 7%)6#&6)&8+,%6G##8+,%6G## % % )NX [
!. 拟赤梢鱼 4&%)I+&D#)&,%D2(6%D"+,)& % % )
!$# 青鱼 <0,(D"+*0$/(I($ D#6%)& % %
!$$ 草鱼 !2%$(D"+*0$/(I($ #I%,,+ % %"/ "B
!$" 鳡 J,(D#6"2"0&F+3F)&+ % )NX
!$/ 真 4"(>#$)&D"(>#$)&D"(>#$)& % % )
!$% 湖 4AD%*6$)*)& % % )
!$C 花江 4A6B%G+$(8&G## % )
!鲌亚科 \>5GD463E
!$’ 鳊 4+*+F*+3#&D%G#$%$&#& % % )NX [
!$& 鲂 <%/+,(F*+3+ &G(,&(:## % % )NX [
!$B 团头鲂 <A+3F,06%D"+,+ %
!$. 鲦 V%3#6),2%*,%)6#&6),)& % % C&& )NX [,
!"# 贝氏鲦 VAF,%%G%*# % )NX [,
!"$ 兴凯鲦 V+,)6#I)&,)6#I)& %" ’B% %C#$ %’ )
!"" 红鳍原鲌 !),2%*#6"2"0&%*02"*(D2%*)& %/BC % %"B )NX [
!"/ 扁体原鲌 !A6(3D*%&&(6(*D)& % % "" )
!"% 尖头鲌 !),2%*(>06%D"+,)& % % )NX
!"C 兴凯鲌 !AI+F*0#&"#$G+#$%$&#& %%#& %$& )
!"’ 蒙古鲌 !A3($/(,#6)&3($/(,#6)& %"/# % )NX [
!"& 翘嘴鲌 !A+,F)*$)& %"/" %"/ )NX [
!鲴亚科 ,E6*;<FD463E
!"B 银鲴 N%$(60D*#&+*/%$2%+ %"’’ %$’ ". )NX [
!". 细鳞鲴 NA3#6*(,%D& % % )NX [
! 亚科 M;8E45*:63G8463E
!/# 大鳍 C6"%#,(/$+2")&3+6*(D2%*)& % % )N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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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物种 XFE;4E=
兴凯湖

,46:_34S3_E
小兴凯湖

,43*746:_34S3_E
东北泡

N*6:YE4F3*S3_E
动物区系
3̂>63

!/$ 兴凯 CA6"+$G+%$&#& % % ’" )NX [
!/" 黑龙江鳑鲏 @"(I%)&&%*#6%)& % % )
! 亚科 O*Y4*6463E
!// 花 V%3#F+*F)&3+6),+2)& %C". %’$ $& )NX [
!/% 唇 VA,+F%( %’ )N
!/C 条纹似白 4+*+,%)6(/(F#(&2*#/+2)& % % )
!/’ 麦穗鱼 4&%)I(*+&F(*+ D+*:+ % %$ .%’ $ ’&C )NX [,
!/& 棒花鱼 CFF(22#$+ *#:+,+*#& % %%’& $. )NX [
!/B 突吻 @(&2*(/(F#(+3)*%$&#& % )
!/. 蛇 1+)*(/(F#(I+F*0# %$C/ % )NX [
!%# 兴凯银 1K)+,#I)&6"+$G+%$&#& % % )
!%$ 东北鳈 1+*6(6"%#,#6"2"0&,+6)&2*#& % )
!%" 克氏鳈 1A6B%*&G## % )
!%/ 凌源 M(F#(,#$/0)+$%$&#& % )N
!%% 犬首 MA60$(6%D"+,)& % % )
!%C 细体 MA2%$)#6(*D)& % )N
!%’ 高体 MA&+,I+2(:# % )
!鲤亚科 \<FD46463E
!%& 鲤 !0D*#$)&6+*D#( %&’ %C. ’$ )NX [,
!%B 银鲫 !+*+&&#)&+)*+2)&/#F%,#( %C&# %/&B %&/ )
!鲢亚科 R<F*F8G83524;8G8<463E
!%. 鲢 V0D(D"2"+,3#6"2"0&3(,#2*#> %C. %$%/
!C# 鳙 C*#&2#6"2"0&$(F#,#& %’& %$#B
!"六#鳅科 \*Y4G4?3E
!条鳅亚科 )E23;845463E
!C$ 北鳅 7%-)+ 6(&2+2+ % % )N
!花鳅亚科 \*Y4G463E
!C" 黑龙江花鳅 !(F#2#&,)2"%*# % % $"" )
!C/ 北方花鳅 !A/*+$(%# % )N
!C% 黑龙江泥鳅 <#&/)*$)&3("(#20 % % %" )

)鲇形目 XUSafÛgf[0X
!"七#鲿科 ‘3:D4?3E
!CC 黄颡鱼 4%,2%(F+/*)&-),:#I*+6( %$&C %$% $’C )NX [
!C’ 光泽黄颡鱼 4A$#2#I)& %.& % )NX
!C& 乌苏拟鲿 4&%)I(F+/)*&)&&)*#%$&#& %$% %"% $. )NX [
!CB 纵带 7%#(6+&&#&+*/%$2#:#22+2)& % )X
!"八#鲇科 X45>D4?3E
!C. 怀头鲇 1#,)*)&&(,I+2(:# % % )N
!’# 鲇 1A+&(2)& %"%. % B/ )NX [,

+鲈形目 ]0f\Ûgf[0X
!鲈亚目 ]ED;*4?E4
!"九# 科 XEDD364?3E
!’$ 鳜 1#$#D%*6+ 6")+2&# % % )NX
!"十#鲈科 ]ED;4?3E
!’" 梭鲈 7)6#(D%*6+ ,)6#(D%*6+ %
!虾虎鱼亚目 O*Y4*4?E4
!"十一#塘鳢科 05E*GD4?3E
!’/ 葛氏鲈塘鳢 4%*66(22)&/,%"$# %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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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物种 XFE;4E=
兴凯湖

,46:_34S3_E
小兴凯湖

,43*746:_34S3_E
东北泡

N*6:YE4F3*S3_E
动物区系
3̂>63

!"十二#虾虎鱼科 O*Y44?3E
!’% 褐吻虾虎鱼 @"#$(/(F#)&F*)$$%)& % )X
!鳢亚目 \8366*4?E4
!"十三#鳢科 \83664?3E
!’C 乌鳢 !"+$$+ +*/)& % %$& /B )NX [

,鳕形目 OMNÛgf[0X
!鳕亚目 O3?*4?E4
!"十四# 鳕科 O3?4?3E
!’’ 江鳕 7(2+ ,(2+ %% "# )

-刺鱼目 OMXV0fgXV0Ûgf[0X
!"十五#刺鱼科 O3=GED*=GE4?3E
!’& 九棘刺鱼 4)$/#2#)&D)$/#2#)& % % )[

!!表中数字代表本次调查所采集到的样本个体数"尾# %%+文献记录种%)+北方区%N+华东区%X+华南区%[+宁蒙区%,+华西区&

Q8EDE! G8E6>2YED4==32F5E=4@E"46?# %% =FE;4E=DE;*D?E? 46 G8E54GED3G>DE%)+)*DG8 fE:4*6%[+)46:2E6:DE:4*6%,+QE=G1\8463

DE:4*6%X+X*>G81\8463DE:4*6%N+03=GED61\8463DE:4*6+

各有% 种!各占总种数的 ’I’&J%鲑科和鲇科分
别有 / 种和 " 种!分别占总种数的 CI##J和
/I//J%七鳃鳗科’狗鱼科’鳕科’刺鱼科’ 科’
塘鳢科’虾虎鱼科和鳢科都只有 $ 种!各占总种
数的 $I’&J& 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兴凯湖保
护区的鱼类以鲤形目和鲇形目的种类为主体!
鲤科鱼类是区系成分中最大的类群&

我国鲤科鱼类 $" 个亚科中分布在兴凯湖
保护区的有 ’ 个亚科& 其中! 亚科种类最多!
有 . 属 $% 种!占总种数的 "/I//J%其次是鲌
亚科!C 属 $$ 种!占总种数的 $BI//J%雅罗鱼
亚科 % 属 ’ 种!占总种数的 $#I##J% 亚科
" 属 / 种!占总种数的 CI##J%鲴亚科’ 亚科
分别有$ 属" 种和 $ 属 $ 种!分别占总种数的
/I//J和 $I’&J& 此外!$ 属只有 $ 种的单型
属种较多!有 /# 属 /# 种!分别占总属数和总种
数的 &$I%/J和 C#I##J&

兴凯湖保护区在我国淡水鱼类动物地理区
划上属于古北界北方区黑龙江亚区黑龙江分
区 *$#!$&+ & 在 ’# 种土著鱼类中!属于该分区的
有乌苏里白鲑’拟赤梢鱼’兴凯鲦’兴凯鲌’兴凯
银 ’扁体原鲌’条纹似白 ’东北鳈’高体 ’
犬首 ’突吻 ’真 和花江 等 $/ 种!占
"$I’&J& 湖 ’克氏鳈’黑龙江花鳅’黑龙江泥
鳅’日本七鳃鳗’黑斑狗鱼和黑龙江鳑鲏为黑龙

江亚区之下黑龙江分区与滨海分区所共有%凌
源 ’怀头鲇’细体 ’葛氏鲈塘鳢’北鳅’北方
花鳅和唇 是黑龙江亚区与华东区 "海辽亚
区#的共有种%哲罗鲑’细鳞鲑’银鲫和江鳕为
北方区之下黑龙江亚区与额尔齐斯河亚区的共
有种%九棘刺鱼为北方区与宁蒙区的共有种%瓦
氏雅罗鱼则为北方区’宁蒙区与华西区 "陇西
亚区#的共有种& 可见在我国淡水鱼类动物地
理区划的 C 个地理区即北方区’宁蒙区’华西
区’华东区和华南区中!在兴凯湖保护区仅见到
北方区的 "% 个特有种!而未见其他区的特有
种& 以上 // 种属于古北界种类!占总种数的
CCJ%其他 "& 种为古北界与东洋界的共有种!
占总种数的 %CJ& 这表现出该区鱼类区系组
成具有典型的古北界区系特征&
CBC@渔获物组成@由表 " 可知!兴凯湖保护区
的渔获物中! 土著 鱼类’ 放养 鱼类 分 别占
B$IC&J和 $BI%/J "重量比!下同#& 兴凯鲦’
银鲫’鲢’鲇’兴凯鲌’草鱼’翘嘴鲌’鲤’红鳍原
鲌’鳙’麦穗鱼’乌鳢’大银鱼’花 ’黄颡鱼’蒙
古鲌’黑斑狗鱼’棒花鱼’鲦’银鲴等 "# 种所占
比重均在 $J以上!是渔获物的主要成分%其
中!土著鱼类较以往减少了光泽黄颡鱼’扁体原
鲌和蛇 / 种!增加了兴凯鲦’乌鳢’黑斑狗鱼
/ 种和 " 种非经济鱼类麦穗鱼及棒花鱼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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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黑龙江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渔获物组成
!.;I#A@$%#&’#(&,H%,(’/’,+,*2."9#(/#3*’(2’+a#’I,+4 ’̂.+4 ]’+4M.’_.M#0./’,+.I0./1"#L#(#"9#

鱼类
4̂=8E=

数量"尾#
U6?4Z4?>35=

数量比例"J#
U6?4Z4?>35D3G4*

重量" _:#
QE4:8G

重量比例"J#
QE4:8GD3G4*

平均体重":#
[E36 Y*?<AE4:8G

兴凯鲦 V%3#6),2%*,)6#I)&,)6#I)& $ #%# $’I.& BBI& "/I%C BCI/

银鲫 !+*+&&#)&+)*+2)&/#F%,#( %&’ &I&& /CIB .I%C &CI"

鲢 V0D(D"2"+,3#6"2"0&3(,#2*#> C% #IBB "$I% CI’C /.’I/

鲇 1#,)*)&+&(2)& $// "I$& "$I" CI’# $C.I%

兴凯鲌 !),2%*I+F*0#&"#$G+#$%$&#& $%C "I/& "#IB CI%. $%/I%

草鱼 !2%$(D"+*0$/(I($ #I%,,+ $/ #I"$ $.IC CI$C $ C##I#

翘嘴鲌 !),2%*+,F)*$)& B$ $I/" $.I$ CI#% "/CIB

鲤 !0D*#$)&6+*D#( ’$ $I## $.I# CI#" /$$IC

红鳍原鲌 !),2%*#6"2"0&%*02"*(D2%*)& $.& #I/# $BIB %I.’ .CI%

鳙 C*#&2#6"2"0&$(F#,#& %’ #I&C $&I% %IC. /&BI/

麦穗鱼 4&%)I(*+&F(*+ D+*:+ " B/# %’I$& $/I/ /IC$ %I&

乌鳢 !"+$$+ +*/)& $$ #I$B $/I# /I%/ $ $B$IB

大银鱼 4*(2(&+,+$>"0+,(6*+$#)& $%$ "I/# $$IC /I#% B%I’

花 V%3#F+*F)&3+6),+2)& .. $I’" .I’ "IC/ .&I#

黄颡鱼 4%,2%(F+/*)&-),:#I*+6( .$ $I%B .I’ "IC/ $#CIC

蒙古鲌 !),2%*3($/(,#6)&3($/(,#6)& ’B $I$$ &I" $I.# $#CI.

黑斑狗鱼 J&(>*%#6"%*2# % #I#& CI/ $I%# $ /"CI#

棒花鱼 CFF(22#$+ *#:+,+*#& $&" "IB$ CI" $I/& /#I"

鲦 V%3#6),2%*,%)6#&6),)& $%/ #I"/ %I& $I"% /"I.

银鲴 N%$(60D*#&+*/%$2%+ $#/ #I$& %I% $I$’ %"I&

葛氏鲈塘鳢 4%*66(22)&/,%"$# $"" "I## /I’ #I.C ".IC

光泽黄颡鱼 4%,2%(F+/*)&$#2#I)& /’ #IC. "IB #I&% &&IB

乌苏拟鲿 4&%)I(F+/)*&)&&)*#%$&#& $/ #I"$ "I’ #I’. "##I#

江鳕 7(2+ ,(2+ % #I#& "I$ #ICC C"CI#

蛇 1+)*(/(F#(I+F*0# %& #I&& "I$ #ICC %%I&

合计 V*G35 ’ $/# $##I## /&BI& $##I##

兴凯鲦’银鲫’鲤’鲇’翘嘴鲌’兴凯鲌和红鳍原
鲌在渔获物中所占的比重均在 CJ以上!共占
’#I/BJ!是目前保护区主要的自然捕捞种群&

土著 鱼 类 渔 获 物 中! 上 述 & 种 鱼 类 共 占
&"I/"J%其中!大中型种类鲤’鲇’翘嘴鲌和兴
凯鲌占 "CI./J!小型鱼类兴凯鲦’银鲫和红鳍
原鲌共占 %’I/.J& " 种小型经济鱼类鲦和兴
凯鲦在渔获量中所占的比重!"# 世纪 C#’’# 年
代低于 $J!B# 年代初上升到 $#J ("#J */!$#+ !
"##& 年达到 &"I/J *B+ & 本次调查估算 "##.

年’"#$# 年和 "#$$ 年鲦和兴凯鲦的渔获量分
别在 "&B G’"$. G和 "CB G左右!分别占总渔获
量的 C&I&J’%.I.J和 C"I%J!平均 C/I/J&

显示渔获物种类小型化&

从渔获物的年龄组成看"表 /#!$ k (" k龄

组和非性成熟龄组在土著鱼类渔获物中所占的
比重平均分别为 ’$I&&J和 CBI/&J%上述 & 种
主要捕捞种群的 $ k (" k龄组和非性成熟龄组
所占的比重平均分别为 ’/IC$J和 CBI%$J&

由表 % 可知!渔获物中主要经济鱼类种群的非
性成熟龄组所占的比重较 "# 世纪 B# 和 .# 年
代有所增加& 如翘嘴鲌的捕捞种群中非性成熟
龄组"$ k(% k龄#所占的比重由 $.B" 年和 $..B

年的平均 ’’I""J增加到 "##$ ("#$$ 年的平
均 B$I’&J& 以上显示兴凯湖保护区渔获物种
类小型化’个体低龄化的趋势仍在持续&
CBD@土著鱼类渔获量及其动态@兴凯湖保护
区土著鱼类的渔获量有 .#J以上来自兴凯湖&
该湖 $.%. ($.BC 年 的 年 平 均 渔 获 量 为
CB’ G*/!&+ %其中!$.&C 年和 $.B/ 年较高!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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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C@黑龙江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渔获物年龄组成’‘(

!.;I#C@:4#&,H%,(’/’,+,*&./&2,+a#’I,+4 ’̂.+4 ]’+4M.’_.M#0./’,+.I0./1"#L#(#"9#

鱼类
4̂=8E=

年龄 M:E

$ k " k / k % k C k ’ k ’& k

最初性成
熟年龄
M:E3GW4D=G
23G>D4G<

平均体重":#
[E36 Y*?<
AE4:8G

样本数
"尾#

X32F5E=4@E
"46?#

兴凯鲦 V%3#6),2%*,)6#I)&,)6#I)& "%I"" ’&I.& CI%& "I/% #I## #I## #I## " B.I/ $"B

银鲫 !+*+&&#)&+)*+2)&/#F%,#( ""I/B %/I/& $CI"% #I## &ICC &ICC /I&& " (/ ."I/ C/

江鳕 7(2+ ,(2+ /&IC# #I## //I// %I$& $"IC# $"IC# #I## " (/ "$&I’ "%

鲇 1#,)*)&+&(2)& /CI%B ""ICB $"I.# ’I%C #I## $’I$/ ’I%C % /&’I& /$

兴凯鲌 !),2%*I+F*0#&"#$G+#$%$&#& "$ICC "#I’. /’I"$ /I%C /I%C $"I#& "IC. / $.BI% $$’

黑斑狗鱼 J&(>*%#6"%*2# #I## $/I’% C#I## $BI$B %ICC %ICC .I#. / (% /&/I’ ""

翘嘴鲌 !),2%*+,F)*$)& %$I&% $’IC# $&I%B $I.% ’IB# $"I’" "I.$ C "%/I& $#/

鲤 !0D*#$)&6+*D#( ""IC% /.I.% #I## "%IC/ CI’/ $I%$ CI’/ / (% %’#I" &$

红鳍原鲌!),2%*#6"2"0&%*02"*(D2%*)& "&IB& /&I&# $%I&C $’I/. /I"B #I## #I## " (/ $$&I% ’$

花 V%3#F+*F)&3+6),+2)& #I## %%IB/ /%I%B ’I.# ’I.# ’I.# #I## % (C $//I% ".

黄颡鱼 4%,2%(F+/*)&-),:#I*+6( C$IBC $%IB$ $$I$$ #I## $$I$$ /I&# &I%$ / (% .$IB "&

蒙古鲌 !),2%*3($/(,#6)&
3($/(,#6)&

$CI#& C%I&. $’I%% BI"" $I/& %I$$ #I## % $%.I& &/

乌鳢 !"+$$+ +*/)& #I## #I## C"I.% $$I&’ #I## /CI". #I## / B."I/ $&

银鲴 N%$(60D*#&+*/%$2%+ ’/IB/ "$I"B BIC$ ’I/B #I## #I## #I## / %/I" %&

扁体原鲌 !),2%*#6"2"0&
6(3D*%&&(6(*D)&

$/I"$ /"I&/ %.I$% %ICC #I## #I## #I## " (/ $/&I" ""

表 D@黑龙江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时期的渔获物年龄组成’‘(

!.;I#D@:4#&,H%,(’/’,+,*&./&2.//2#3’**#"#+/%#"’,3,+a#’I,+4 ’̂.+4 ]’+4M.’_.M#0./’,+.I0./1"#L#(#"9#

鱼类
4̂=8E=

年份
TE3D

年龄 M:E

$ k " k / k % k C k ’ k ’& k

样本数"尾#
X32F5E=4@E

"46?#

资料来源
fEWEDE6;E=

翘嘴鲌

!),2%*+,F)*$)&

兴凯鲌

!),2%*I+F*0#

&"#$G+#$%$&#&

扁体原鲌

!),2%*#6"2"0&

6(3D*%&&(6(*D)&

红鳍原鲌

!),2%*#6"2"0&

%*02"*(D2%*)&

$.B" BI"C &I/% CIC# //I#% $’IC$ ’IC# "/IBC $#. *$.+
$..B ""I#/ $.I%C $’IC" "#I/$ /I#. BI&B .IB$ CB$ *$.+
"##$ ’IC’ "&I#C "CI%$ "/I&& BI"# $I’% &I/B $"" *&+
"##$ .IB’ $.I&" $.I&" $BI/$ $CI%. $"I’B %I"/ &$ *&+
"##& "/I/B "/I"$ "%I&/ $/I"% $#I". /I’B $I%& $/’ *B+

"##. ("#$$ %$I&% $’IC# $&I%B $I.% ’IB# $"I’" "I.$ $#/ 本文 V84=
F3FED

$.B" "CIB’ $"I./ "CIB’ "$ICC $"I#& $I&" #I## $$’ */+
"##$ #I## %I.% $BIC" "BI%# /"I$# $/ICB "I%& B$ *&+

"##. ("#$$ "$ICC "#I’. /’I"$ /I%C /I%C $"I#& "IC. $$’ 本文 V84=
F3FED

$.B" $%I". /"I$% /.I". $%I". #I## #I## #I## "B */+

"##. ("#$$ $/I"$ /"I&/ %.I$% %ICC #I## #I## #I## "" 本文 V84=
F3FED

$.B" #I## ".IC$ "’I"/ %#I.B /I"B #I## #I## ’$ */+

"##. ("#$$ "&IB& /&I&# $%I&C $’I/. /I"B #I## #I## ’$ 本文 V84=
F3FED

$ #%’ G和 $ #C/ G!$.’B 年最低!为 /’& G%$.B’

年以来无准确统计结果& 根据调查估算!"##$

年’"##& 年的渔获量分别在 CC# G*’ l&+和 %$C G

左右 *B+ %本次调查估算 "##. 年’"#$# 年和 "#$$

年的渔获量分别在 %B" G’%/. G和 %." G左右!
年平均 %&$ G& 这些不连续的数据也可以显示
出兴凯湖的渔获量较 "# 世纪 B# 年代以前呈下
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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翘嘴鲌是决定兴凯湖渔获量丰欠的大型名
贵鱼类& $.C/ 年翘嘴鲌单网渔获量曾达到过
$$B G*$B+ %$.’# ($.B" 年年平均渔获量 C&# G!该
鱼占 B#J以上 */+ %$.B& ($../ 年该鱼的渔获量
在 "C G左右 *B+ !约占总渔获量的 "J *$+ %估算的
"##$ 年’"##& 年该鱼的渔获量分别在 "C# G*’+

和 %# G左右 *B+ !在总渔获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
约为 C#I#J *’+和 .I’J *B+ %本次调查估算 "##.
年’"#$# 年和 "#$$ 年该鱼的渔获量分别在
’% G’&. G和 CB G左右!分别占总渔获量的
$/I/J’$BI#J和 $$IBJ!平均 $%I%J& 表明
翘嘴鲌的渔获量及其在总渔获量中的比重较
"# 世纪B# 年代以前均呈下降趋势&

D@讨@论

DB?@鱼类区系特征@兴凯湖保护区的鱼类区
系以构成世界淡水鱼类主要类群的骨鳔类222
鲤形 目 和 鲇 形 目 为 主 体! 共 有 %. 种! 占
B$I’&J%具有我国南北各地乃至东亚淡水鱼类
区系组成的共同特点!即鲤科物种最为丰富%还
生存着新近纪广泛分布的原始 亚科鱼类的后
裔种类222马口鱼 *$#+ & 在淡水鱼类动物地理
区划上!具有地理区 "亚区#间相互重叠!南北
方物种相互渗透的混色类群特征!符合黑龙江
水系淡水鱼类组成的古北界区系特点& 同时也
表明该区的鱼类历史上是丰富多样的&
DBA@鱼类组成状况@不同时期所调查到的兴
凯湖和小兴凯湖土著鱼类的总种数!可基本反
映出各个时期兴凯湖保护区的鱼类组成状况&
$.C& ($.CB 年调查采集到 "% 种 *"+ "经过重新
整理!下同#%$.B# ($.B/ 年采集到 /B 种 */+ !其
中新记录种 "# 种 "以往未采到过的种类#!未
采集到的有 / 种"以往采到过而此次未采集到
的种类 #%$.B$ 年为 /% 种 *%+ !其中新记录种
% 种!未采集到的有 "$ 种%$.B& ($../ 年为
%" 种 *$+ !其中新记录种 $$ 种!未采集到的有
& 种%$..% 年为 "B 种 *C+ !其中新记录种 $ 种!未
采集到的有 ". 种& 以上鱼类总种数为 CB 种&
"##$ ("##" 年 *’ l&+和 "##& 年 *B+在兴凯湖又新
记录到 " 种& 至此!兴凯湖保护区土著鱼类总

种数达到 ’# 种&
同上述历史记录相比!本次调查在兴凯湖

和小兴凯湖都未采到新记录种!共计有 & 目
. 科"C 属 /" 种鱼类没采到& 原因之一!可能由
于本次调查所使用的渔具种类与数量’采样区
域设置与采样强度等条件有限!造成采样不充
分有关!如其中的瓦氏雅罗鱼’鳡’鳊’鲂’细鳞
鲴’黑龙江鳑鲏’兴凯 ’东北鳈’犬首 ’兴凯
银 ’怀头鲇’鳜’九棘刺鱼’乌苏里白鲑和日本
七鳃鳗曾在最近的 "##& 年见于兴凯湖 *B+ %其二
是某些稀有种类的数量原本就不多!且一直在
减少!或分布范围不断缩小!导致被捕获的可能
性降低!如条纹似白 ’北方花鳅 *"+ ’细体

*/+ ’褐吻虾虎鱼 *C+ ’细鳞鲑’贝氏鲦 *&+和突吻
!迄今为止都只有过 $ 次记录% 拟赤梢鱼’真
’湖 ’尖头鲌’大鳍 和北鳅在 $../ 年以前

的调查都曾是兴凯湖和小兴凯湖的共有种!但
在之后的历次调查均未重见于小兴凯湖!除真
外!其他种类也只在兴凯湖有过 $ 次记录&
以上表明!受采样过程’鱼类本身的数量’

分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对兴凯湖和小兴凯湖
鱼类的调查都存在曾有过记录的种类未被采到
的情况!但不一定意味着这些鱼类在湖中已经
消失!很可能会重见于另外的调查中& 这也说
明要查清兴凯湖保护区全部鱼类物种数目虽然
较困难!但增加调查采样的频率与强度!则有可
能获得更接近实际的物种数目& 因此!目前兴
凯湖保护区的鱼类组成!尚不能排除未获得的
其他稀有物种&
DBC@鱼类资源动态及其原因@本次调查表明!
对兴凯湖保护区鱼类资源动态起决定性作用的
兴凯湖!自 "# 世纪 C# 年代渔业开发至今!鱼类
资源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主要表现为!大中
型优质种群"如翘嘴鲌’兴凯鲌等#逐渐为小型
低质种群"如鲦’兴凯鲦等#所代替!渔获物种
类小型化%种群年龄结构偏低!渔获物个体低龄
化%种群数量减少!渔获量下降!资源呈衰退趋
势& 鱼类资源衰退的驱动因素主要来自以下
方面&

一是过度捕捞& 在兴凯湖从事捕捞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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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 "# 世纪 C#’’# 年代只有 /# 多只!全部为
手摇船%&#’B# 年代发展到 $## 余只!其中相当
一部分已改装成机动船%目前达到 ""# 只!全部
为机动船!捕捞能力进一步增强 */!B!$B+ & 主要渔
具三层刺网由 "##$ 年的 / %## 片增加到目前
的 % %## 片!$ _2"水面的网片密度由 " (/ 片增
加到 % 片%网目规格由 "# 世纪 B# 年代以前的
"C ($C# 22缩小到 ’ ($## 22*B!$B+ & 高强度
捕捞使产卵亲鱼’幼鱼进入捕捞群体!仔鱼’稚
鱼被裹入渔获物里!导致种群补充量不断减少!
渔获物个体低龄化!那些数量原本就不多的种
类也可能进一步稀有’致危!以至于采样调查时
不易被捕获%翘嘴鲌’兴凯鲌’鲤’鲇等大中型鱼
类都以非性成熟的小型个体大量出现在渔获物
里!种群数量不断减少!逐渐被鲦’兴凯鲦’红鳍
原鲌等小型种群代替!导致渔获物种类小型化&

二是环境污染& 水环境污染对鱼类资源发
生和发展的影响是持续地’分散地’隐蔽地和逐
渐地在起作用& 兴凯湖水体高毒有机氯杀虫剂
浓度在不断增加!湖中鳙’翘嘴鲌’黑斑狗鱼’
鲤’乌鳢’黄颡鱼等鱼类均已检测出六六六’
NNV等成分!"##C 年在兴凯湖1松阿察河水域
所发生的 & 起有机氯农药污染事件中!有 C 起
是急性中毒 *"#+ & 小兴凯湖 BC& 农场和 .百米
闸/水域春季经常出现劣 b类农田退水入湖毒
死鱼现象& 每年分别有 CI% G’&I’ G’&I% G的总
磷’总氮和 Xg"排入兴凯湖!& %B$ G’" ".C G’
$&. G的 \gN[6’‘gNC和硝酸盐氮排入东北泡!

至少 &IC h$#% G旅游业废水夹杂着大量垃圾直
接排入兴凯湖和小兴凯湖 *"#+ & 兴凯湖和小兴
凯湖的水质均已降低到中国国家地表水* ()
类标准 *$. l"$+ !已不符合鱼’虾类产卵场所需#
类水质的要求& 上述污染直接影响鱼类性腺发
育’受精卵孵化以及仔鱼’稚鱼和幼鱼的正常发
育与存活!导致鱼类苗种资源衰退&

三是流域生态保护不够& 东北泡和穆棱河
湿地植被遭受破坏!导致每年有 "&I. h$#% G的
泥沙进入小兴凯湖!湖床较 "# 世纪 &#’B# 年代
抬高 #I"B (#I/’ 2!鱼类生活水体减少!破坏
了产卵场和仔鱼’幼鱼栖息与索饵场所!在过度

捕捞等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使该湖已不再
是 "# 世纪 B# 年代以前生存着 C# 多种土著鱼
类的天然渔场 *$. l"$+ & 兴凯湖与小兴凯湖之间
湖岗植被的破坏!导致兴凯湖北岸白鱼滩水域
原有的沙砾质湖床不断淤积!使这里曾作为翘
嘴鲌’兴凯鲌产卵场的功能逐渐丧失 *%!""+ & 由
垦殖’竭泽而渔导致小兴凯湖’东北泡和松阿察
河流域湿地 $..# 年以来累计减少了 "’# _2"!
约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I’.J *$. l"$+ !鱼类生活
水体与多样性环境减少!产卵场’索饵场’育肥
场’短距离索饵与繁殖的洄游通道大量丧失&
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农业用水方式每年从兴凯湖
提水 "’I#. h$#B 2/!约占年均入湖水量的
%’IB’J *$.+ !鱼类受精卵’仔鱼’稚鱼和幼鱼从
湖中被大量带出!减少了鱼类资源的补充量&

四是疏于管理& 兴凯湖的捕捞水面由
BC$# 农场’兴凯湖农场’白泡子乡和兴凯湖水
产养殖公司共同经营!地方’农垦和保护区管委
会的三家渔政部门共同管理& .政出多门/造
成捕捞秩序混乱!特别是禁渔期仍有大量渔船
"包括部分非法船只#夜间使用 $# 22以下的
密眼网箔歼捕产卵亲鱼!给鱼类资源补充亲体
带来巨大损害& 监管不到位所导致的无限制捕
捞’过度捕捞!也是目前小兴凯湖和东北泡土著
鱼类资源近乎枯竭的主要原因之一&
DBD@鱼类资源保护与恢复@兴凯湖保护区鱼
类资源保护与恢复应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前
提!无论是否具有经济价值都应保护与恢复&
前述影响因素的叠加作用而使兴凯湖保护区的
鱼类资源长期处在受损害状态!其中过度捕捞
是最直接’最重要因素& 随着兴凯湖流域经济
社会的发展!该区生态所受压力在增加!对鱼类
资源的潜在威胁也在加剧& 为了加强鱼类资源
的保护与恢复!结合调查分析结果!特提出如下
意见和建议&

一是构建水环境污染综合防控体系!确保
兴凯湖的.一湖清水一湖鱼/& 河湖周边实施
退耕还林’还草’还湿!恢复植被%排污企业加快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达标排放!提倡废水资源化
利用%大力推广有机农业!减少农药化肥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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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节水技术!控制农田废水回湖%恢复传统
.手摇船/捕捞方式!减少渔船直接排污!发展
环境友好型捕捞渔业%旅游业废水无害化处理!
固体垃圾集中收集’运出湖区&

二是进一步加强渔政管理!控制捕捞强度&
设立兴凯湖保护区渔业资源管理中心!重点对
兴凯湖捕捞渔业实施统一管理& 如限定经济鱼
类的捕捞规格!将网目规格控制在 $## 22以
上%通过限制捕捞许可证发放’渔船’网具的数
量来实施限额捕捞!征收限额超捕税和渔获量
燃料消耗税!全年总渔获量控制在 "## (/## G%
将 ’ 月 C 日 (& 月 "# 日的现行禁渔期延长至
& 月/$ 日!确保翘嘴鲌’兴凯鲌顺利产卵繁殖&

三是加强放流增殖& 在小兴凯湖和东北泡
坚持每年放流经济鱼种%’ (& 月翘嘴鲌’兴凯
鲌繁殖期间!从兴凯湖捞取自然繁殖的鱼苗!放
养在事先培育有大量浮游动物的鱼池中!饲养
至幼鱼再放回大湖!以避免这些自然繁殖的鱼
苗在大湖中因缺乏适口的食物而存活率降低%
跟踪研究资源增殖情况!建立鱼类"渔业#资源
动态监测机制&

四是禁止捕捞饲料鱼& 保护区周边人工饲
养的食鱼性经济鱼类 "包括观赏鱼#和肉食性
毛皮动物所用的饲料鱼!都是靠网目规格在
C ($# 22以下的密眼网箔捕获的.小杂鱼/!每
年用量均在 $# G以上!其中一半以上是体长
$# (/# 22’体重 $# :以下的经济鱼类幼鱼&

五是兴凯湖休渔 C 年& 兴凯湖土著鱼类的
最初性成熟年龄大多为 " (C 龄!经过 C 年!可
有多个世代的繁衍!种群数量将显著增加!个体
增大& 休渔结束!对经济鱼类可进行合理捕捞%
对那些原本数量稀少的种类!也可起到遏制濒
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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