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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怀沙*怀九河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区区域和调查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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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

发生了巨大改变，境内水环境普遍趋于恶化，水

生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开展水生生态系

统现状调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于将北京建

设成为绿色国际化大都市有着重要意义。

怀柔水库位于北京市怀柔县城区西南部，

是 CDEF 年修建的北京市第一座大型水库［C］，除

了在防洪、灌溉、旅游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

怀柔水库还是密云水库向北京城区供水的枢

纽，是北京城市生活、生产用水命脉上的一个重

要节点。怀沙河和怀九河是怀柔水库惟一的两

条自然入库河流。

CDFE 年，北京市在怀沙河和怀九河流域内

建立了第一个市级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建立以来，一直缺少对生物多样性的本

底调查。鱼类作为水生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其资源状况进行调查，有利于了解保护

区的生境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保护区规划提

供科学依据，从而对保护区进行科学有效地管

理。另外，对于保护怀柔水库的水源和流域内

的生物多样性，实现自然保护与当地经济活动

协调发展，促进当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也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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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保护区内鱼类物种数目（"）、多样性和均匀性（#）的空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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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保护区内鱼类物种数目（"）、多样性和均匀性（#）的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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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不同调查点鱼类物种多样性周年变化

格局为（图 ?）：@ 月，多数调查点没有渔获，多样

性水平最低；A 月，水库入库口的鱼类物种多样

性明显高于其他河段；B 月，怀沙河下游的三渡

河河段、怀九河上游的小西湖及两河入库口河

段的物种多样性均较其他河段高；C D E 月，两

河入库口河段的物种多样性与其他大部分调查

点无明显差异甚至低于个别河段，怀沙河中游

的桃峪和怀九河上游的小西湖河段物种多样性

较高；@@ 月开始，部分调查点无渔获物，怀沙河

入库口河段和怀九河中游的物种多样性水平相

对较高。均匀性指数（!）表现为多数调查点在

@ D B 月波动较小，同一地点在不同月份物种的

均匀性无明显差异。C D E 月，怀沙河中游的桃

峪河段均匀性较高，上游的洞台和入库口红军

庄河段均匀性较低；怀九河中上游的小西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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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生存，例如中华多刺鱼在繁殖季节有筑巢

护卵的行为，其巢穴的构筑要有所依托，一般构

筑在沉水植物、水中砾石、桥墩等处。调查中发

现，怀沙河和怀九河普遍存在修建小水坝拦河

截水的现象，这些小水坝的随意拦截或撤除，可

能会对中华多刺鱼的繁殖过程产生巨大影响，

对此应当引起渔政管理部门的足够重视。

!"#"$"# 引进种的影响 虹鳟是当地主要养

殖种类，属肉食性鱼类，一旦逃逸到自然水体，

会对当地土著鱼类的生存构成威胁。虽然在实

地调查过程中尚未发现在自然水体中形成可自

然繁衍的规模较大的自然种群，但偶尔可以采

到不同规格的虹-，其外来种入侵的潜在风险

需要引起渔政管理部门的关注。

!"#"% 保护区的规划及鱼类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 加强核心区的保护力度，重新规划缓冲区

和过渡区。将怀沙河、怀九河下游入库口河段

划定为核心区，进行重点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处在群落交错区的两个河段，鱼类多样性程度

最高。作为该自然保护区过渡区的小西湖河

段，也具有很高的鱼类物种多样性，建议与核心

区一并作为重点保护区域。

此外，不能忽视缓冲区和过渡区在物种保

护上所起的作用。处于缓冲区内的怀九河下游

的西四渡河河段分布有数量较多的中华多刺

鱼，是中华多刺鱼的主要栖息地，而且处于缓冲

区和过渡区的其他调查点也有中华多刺鱼分

布。北京地区是目前已知中华多刺鱼分布的最

南界。根据调查，目前受多方面环境因素影响，

中华多刺鱼在北京地区的分布范围明显缩小，

数量急剧减少。怀沙!怀九河保护区是其在北

京地区的主要分布点，有必要加强对缓冲区和

过渡区的保护力度，从而加强对该物种的保护。

辩证看待旅游业对野生鱼类资源的影响，

建议向生态旅游转向。旅游业是京郊农村的一

个支柱性产业，近年来京郊旅游给当地农民带

来了丰厚的收入。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旅游污

染给当地水域环境和鱼类资源带来了一定的压

力。旅游污染是旅游地的不合理开发建设所造

成的旅游公害，如何处理好发展旅游与保护环

境这一矛盾，减轻环境压力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课题。建议根据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过渡

区的划定，科学地引导旅游，在休闲的同时，以

生态旅游为核心，依托当地现有的野生鱼类资

源，开展多种形式的具有保护意识的活动，并可

由地方组织培训一批具有一定野生动植物专业

知识的导游队伍，引领旅游业向更深层次发展。

建议严格监控外来鱼种，新品种引进需有

科学论证、科学把关。外来鱼种对怀柔水库及

自然保护区内的鱼类多样性和资源可能带来的

不利影响不能低估。现阶段应对已经进入自然

水体的外来物种的种群变动加以严格监控，防

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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