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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金沙江河段鱼类区系的初步分析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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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金沙江系指金沙江在云南省西北部形成一个近似
“
W”形的大拐弯,由云南迪庆

藏族自治州经石鼓和虎跳峡至四川渡口一带的江段而言。

关于金沙江的鱼类已有不少报道,诸如 Hcrzcnstcin(1888-1891),Nikolsky,A.

(1903),Chang(张 孝威,1944),曹 文宣等(1962),伍献文等(1964,1977),刘 成汉(1964),

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1976),王 幼槐等(1981),武云飞等(1979〉 ,阵 宜瑜等(1982),陈 银

瑞等(1983),庄 大楝等(1986)等 。但上述报道都没有涉及滇西金沙江河段的鱼类区系分

析问题,也无确凿、系统的鱼类记载。为此,作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将 1978、 1980和

1986年先后 3次在滇西金沙江石鼓至四川渡口金沙河段干支流进行鱼类科学考察时,所

采得的鱼类标本及资料整理成文,为研究滇西金沙江水域鱼类分布、鱼类区划、区系形成

和演变规律等提供参考。由于考察计划不够周详、又受人力和时间限制 ,况且滇西地区地

形复杂、水系繁多、交通不便,给考察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从而在调查的深度、广度和采集

的标本数量等方面尚嫌不足。因此,本 文只能对滇西金沙江干支流鱼类作一概略介绍 ,并

对其鱼类区系进行初步分析 ,现报道如下。

一、滇西金沙江河谷的自然环境

(一)地理位置、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

滇西金沙江河谷地处我国横断山区,其地理位置大约在北纬 26° lO′ -29° 15′ ,东经

99° 07′ -101° 45′之间,为亚热带气候区。河谷两侧山地海拔一般在 3000米 左右 ,而 江面

海拔 950米至 2500米之间,因 此,山地两岸常高出江面约 1000-1500米。而虎跳峡附近

的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分别高达 5596米和 5396米 ,此处与河谷高差可深达 3000-4000

米 ,因 此虎跳峡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深山峡谷。虎跳峡南北长 17公里,人 口位于中甸下桥

头大理石采石场(1780米 ),出 口在丽江县大具区本习沟口(1570米〉。虎跳峡河段以上为

滇西金沙江西段 ,河 谷海拔较高 ,在 1800-2500米之间,这里气温不高 ,降水少 ,以得荣县

为例 ,年平均气温为 14.4℃ ,全年降水仅 340毫 米,属典型的干旱河谷气候。河流主要靠

冰雪融化补给。虎跳峡河段以下为滇西金沙江东段 ,河谷海拔较低 ,在 1600米 以下 ,两 岸

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资助项目。

本文 1988年 4月 23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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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不到冰雪覆盖的高山峻岭。 这里气温较高 ,雨最较充沛,如渡 口市 年平均气温高达

20℃ ,年降水量为 775毫米。河流主要靠雨水补给。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 o

(二 )滇西地貌特征

滇西地区是新构造运动强烈发生的地区 ,特别是第四纪中更新世以来 ,本区普遍发生

强烈上升 ,河流急剧下切,深切河谷在本区广泛分布,使本区造成山岭、高原面、河谷和盆

地纵贯南北 ,交错相间、起伏剧烈的地形地貌特征(李炳元等 ,1986)。 这种复杂的地形 ,对

滇西金沙江水系结构格局有明显的影响,从而构成了复杂多样的金沙江水系网络 ,并为各

种不同鱼类在金沙江水域栖息繁衍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生活环境条件。

(三)水域的自然掇况

金沙江由青藏高原东南流 ,穿过横断山脉的重山峻岭,奔腾于群山峡谷之间 ,水势湍

急。至滇西北塔城后河谷豁然开阔,水流逐渐平稳 ,行约百余公里流至石鼓和下桥头江

边,河面又突然收缩折向东北流 ,江 水进人玉龙雪山(5596米 )和哈巴雪山(5396米 )南北

夹峙的高山峡谷之中,此峡即为虎跳峡。 虎跳峡落差 210米 ,最狭窄的中虎跳谷宽仅 40

米 ,跌水高差 7-10米 ,平均流速 16米 /秒。虎跳峡以其雄伟险峻的峭壁陡崖、礁石棋布

的谷底、汹涌澎湃的急流险滩而著名于世界。江水冲出峡口后 ,浩浩荡荡直奔三江口,然

后又折向正南直达水胜金江街。江水由此蜿蜒东流直达四川渡口一带,接纳由此注人的

雅砻江。滇西金沙江支流除雅砻江外都甚为短小,虎跳峡河段以西有冲江和硕多岗河,以

东有五郎河、漾弓江、新庄河、雅砻江等支流。上述支流各有特点,其中以雅砻江水量最

大,流程最长,全长达 1300余公里。本文只涉及该支流宁蒗河和安宁河下游鱼类。硕多

岗河源自中甸盆地海拔 3200米 以上的高原区 ,河谷比降大,水流湍急 ,水温较低。冲江河

是石鼓附近最大的支流 ,河谷平坦 ,宽 广 ,水流较缓。漾弓江发源于玉龙山下,流经丽江、

鹤庆两个盆地。五郎河和宁蒗河分别发源于宁蒗县跑马坪和雪明山南北两侧,前者注人

金沙江,后 者经宁蒗盆地注人雅砻江。此外本区尚有泸沽湖、程海及四川西部的邛海等湖

泊与金沙江水系有关 ,但由于这些湖泊的鱼类已有专门报道 ,本 文不再赘述。

由于本区不同河段和干支流在地理位置、海拔高度、地形及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方

面有所不同,因此河流鱼类分布也彼有差异。

二、滇西金沙江鱼类的基本情况

经鉴定研究 ,石鼓至渡口金沙江干文流共得鱼类 44种 ,分别隶属于 II科 35属 。其

中鲤科鱼类 20属 23种 ,鳅科 4属 8种 ,平鳍鳅科 3属 4种 ,跳科 2属 2种 ,其他 7科有鳝

科、钝头脆科、鲚科、胎鳏科、塘鳢科、鳜虎鱼科和合鳃科各为 1属 1种。在所获得标本中

有新属、新种和新亚种,其中部分已在
“
长江上游鱼类新属、新种和新亚种

”(武云飞等 ,

1988)一文中报道 ,此不赞述。现仅将所得鱼类列人表 1。

其中有些种类尚须作如下补充说明 :

1.田E.审刂:型!1臼 .1查, s.c△弦o●△orcr (R。.oomc) ‘orcrc。cnt△口s Wo et Cihen

sc″zo`加r″ ″臼,Bg沈 ,‘;r历 f(Fang),曹文宣、邓中麟 ,1962,水 生生物学集刊 2(1962):

· 64 ·



漾弓汀

·
~

∞

￠
∞
二

∞
口

ハ
∞
”

口
的
△

主
小
砂
匝
全
业
营
口
￠
心
●
∞
口一
一 ∞
￠
Φ
‘
∞
∞
●
ハ
>

十

0
0
0
~

0
0
∞

一

0
卜

:

渡 全

它

口 江坪

+

+

+

+

+

+

十

口
〓一
 一 
o
o
一

一

+

^
卫
 
 一"
· 

·坛
月 

 
 
 
~
o
●

〓
一o
 ”
日
由
〓

十
 
+
 
+

∞
●
“
i
c
一

h

0
∽

°

∞
ζ

一
色

〓

●

0

十
h
·

+

0
0
0
〓

 
 
 
 
 

亠
·
 
 
一
·

〓
°
 ●o

〓

。⌒一 一 
 
0
卜

α

表 1 △口全沙江鱼类的分布·

Tablc 】  T1.e dist:ibution of fisheB of thc Jinshaiiang R· iver in Western Yuno8n

Tributary of Jinshaiiang 】R
in.Western Yunnan

河
五郎河滇西全沙江干流

Jinshaiiang R. in

Westeril Yunnan

+ +

十 十

冲
江

.
‘

〓E
:
∞

ζ
ハ
‘
°
一石

 
 
 

鼓

大下

头
江
边 具

·
~

u
c
的

∞0
●

一̌o
●

‘
o

硕多岗

滇西全 江

宁

+

∝

〓
c
●

●
≥

荣
 
 
 

将

下

 
桥

 
头

可
 
 
 
 

ˉ

一n
·

 
 
 
 
 
 
.
舀

咖
卵
∞
·
雨
·
〓
由
￠
·
x

钟~河
∵舀 ·日·口口<
玄

”

艹〓 〓G
∞

·〓·〓
·
c

一z

区

ハ

水    域

Water Bystenl
鼓

江

边

●
∝
一
二
O

°
0
∝

一

●
0
~
0
~
;
~
〓

×

●

t
0

由
· 
 
白
㈣ 
 
旦̂

 
`
一

d
●

o
°

 ‘
白
〓一
∞
●o
‘

N

≡
≈
∞
ε
“
●

∞
d
∞

一
〓
●
一
z

鹤

且
^
 
 
`
一

ζ
ハ
ハ
°

0
己

一

具
一 
 
 
`
一

F
●

ハ
0
∞

●
“
△
一
日

”
日
ハ
‘

 
〓
日
内
一
△
●

‘
z
一
 
一
 
一
一

6
~

一
G
“

i
m
●

ハ
己
一
 
一
 
°
一
一
一

++

r
 

一

:
一

0
°

~
~

0
0
一

~

华

坪

县

宫
,
ハ

°

管
ξ

二

0
:

宁

蒗

县

+ + 十

`
一
G
●

o
°

 ∞口~
一

∞●E
z
一

 一0
°

~
~

日
日

 
一旦
^
 
 

、
一c
·

ハ
0
 
凶
￠
“
〓
ハ
Φ
0

0
0
~
〓

 
·τ

∞〓×
一
°∞卜〓

+
 

十

口∝〓‘∞
 一 o
一

∞一

0
C
~
〓

ˉ

0
0
∞

一
海拔(米)Eleva。 on(lll)

1· 中华细卸
(彳 p” ,oc,``;’ c1|,,e,9订 ‘)
2· 宽鲮曦
(zc。 co p`召 :ypl,f)

3· 狂条
(H‘″j‘“J:cr J●”‘订‘“

`“

‘)
4· 麦私鱼
(Pfc″

`crc‘

多o`c pc`v召 )
9· 棒花鱼
(彳 30c“ ;“召r|″“Ju`:‘ )
6.华坪点纹颔须的 (C”。访oPo‘。″
″oJJ● ”:orff;” “ pi” gc"‘J;)

7· 烧的
(s召 :‘ r。 go冫 Jo d口 3r,;)
8· 操体新双蛇
(aˇcog口 DJoDo:;0`“

';‘

o7pc)
9· 高休镑级
(R” od● ‘‘‘oC0JJ0:】‘‘)
!0· 兴凯刺绑皱
('F1· jjog,‘ ‘:乃‘‘ff乃口j‘ 1c● ”‘;‘)
It· 艹翅
(Prrcoc,p`;‘  p|,IEi)
12· 白甲鱼
‘
`口

rico`多 ;,;:‘ ‘‘J9″“‘、
!3· 奎头鱼
('c1ciJor” J:乃“ c△ or天 cc,:‘ i)
“·云南盘绚
(DJ‘ cogo冫 ;口 ,“””c刀。”f;‘ )
15· 每唇裂腹鱼
(sc乃 izo‘ ”o`Br(R.) J召 Dfo‘△lf)
“.四川裂腹鱼
(s。乃|zo:” o7`= (R· ) 天ozJo″ i)

!9.小 裂腹鱼
(sr乃

``口

:乃 o`cr (R,) P:`″‘‘f)
18·短须裂腹鱼
(s‘ 乃Jztl‘ ”o`ur (iR·)‘‘Jc`cFc” :”‘ff
19· 昆明裂睫鱼
(sF1|z。 :乃 o`cr(R· )grchc″ I)

20· 中甸叶须鱼
(P|pcho莎 召了D“‘ F乃‘‘“g:;c,:o,:(;‘ )
2】 ·便刺松潘揉翅 (C'9“。‘ypri

p。|c,;“ ;fJ`叨 ;spi△ c:”‘)
22.翅

+
 
+

十
 
+
 
+

+

+

+

+十

十

 
+

+

+

+

+

十

+

C

十

+ +

+

十

|

雅砻江
Y· alongiiailg R.

+
 
 
 
 

十
 
 
 
 
 
 
 
 
 
 
 
 
 
 
 
 
 
 
 
 
 
 
 
+

+
 

十

 

+

 

 

 

 

+

 

 

 

 

+

 

 

 

 

 

 

 

 

 

 

 

 

 

 

 

 

 

 

+

+|



较 1(级 )

水    域

、Vater systC∶ :l

海拔(米)Ek· :0on(m)

4· 成都锢庇鱼
R乃 f″ ogo0J″ ‘ r乃 c″ g:“ o`,‘ J‘

23,鲫
(C召

`饣
,‘ |l`‘ 召‘‘

`纟
,,‘ f)

24· 西昌华吸鳅
(si″ ogJ‘

``。
,,jyto″ ‘ir乃 口″ge`;‘

`‘

)
25· 犁头鳅
(L· PI″ `|c加

乃”
`;″

0'|″ c)
26· 中华间吸鳅
(″ 纟

`9,氵

仞,名 o” ‘
`″

召印了△)
27· 窑滩问吸鳅
(I:″ j`9·

'to”

夕dc’ c” c“订)
28· 短体副鳅
(P口

`cr。
oj`;‘ Po`么 ,:;刀 i)

29· 红冕副鳅
(P饣

'ccc0if|j 
″饣

`;饣
gc:“‘)

30· 山鳅
o`c`纟 ‘ 'c0/,;;
31· 侧纹云南鳅
y‘‘,‘

`,c″
″
`“

‘ p`纟
`‘ ```口

●
';夕

;

32· 安氏高原狄
T`ip`op^y‘ 。 口

`,g`|o;
33· 细宅高原鳅
(T汀 /oP为”c‘犯招“

`C)34户宁蒗高原鳅
(r氵 JP`。 p乃 y‘ c ″i`l召 Jo御 ‘e钾‘js)

35· 泥 鳅
(nr isg″

`9,″
‘ 饣

`,g“

j′ ′jc夕“dc:〃 ,)

36· 自缘映
(Jˉ 西o多￠g`″‘″召

`g|″ `″
‘)

37· 钝吻诡
(L饣 ;ccc“ i‘ ‘

`cs,J/C‘ ``j`‘
)

38· 华纹腌姚
(C′ ,PJ。

`乃

。
`d/‘

;″ c″ ,,‘ )
39· 中华姚
(P'`饣 ,‘ c乃 j`og`‘″

`‘

‘
`″

o`∶ ,j‘ )
40· 青鳞
(o`y0c9′ ″iF“ )
41· 食蚊鱼
(c夕

`9`莎

″‘|o“ ∫

``″

;J)

42· 黄鳝
(Mo″ op″

`“
‘口Jo“‘)

43· 黄鲕鱼
(″ yp‘ 纟′co:`打 ‘″氵″乃o″ J,)

4

桥
头
江
边

0
0
~
0
雨

〓
σ
0
〓

×

江

具

三
~
0

●

凶
:
一

∞

0
卜

≌

°
∞
~
一

 
 
 
+

0
0
∞

〓 
+

+ +

+ +

+ +

+

滇西全沙江干流

Jins△ 8iiang R·  in

`Vestcin YunnaIl

格

里

坪

+表
中双线分别表示以虎跳峡为界划分滇西全沙江干流和支流的东西两段 ,双 线右侧为东段 ,左侧海西段。

The fight oF double line sho,vs the east seCtion oi thc riutia。 xia Corge. Thc left thc 、v· cst

sectlo n,

金

 
江

 
街
 
 

一留
:
0
∞

c
呈

名
h
_
ハ

∞
〓

〓
d
一

⒍

〓

Φ

0

0
0
0
一

 
+

+
 
+

+

+
 
 
+
 
 
+

硕多
河

冲
江

.
舀

皆

△
届
〓
ハ
占
0
石
 
 
 

鼓

全

自
四

 
日
本

`
~
日

△
ハ
^
ˇ
 
臼
“
〓
ι

∞
C
o
‘

N
·

一 
0
ハ~

〓

〓
注i
〓

∞

∝￠“一一c
〓

b
 
一 

 
0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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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伍献文等,1964,中 国鲤科鱼类志(上):144(不是方炳文的 0r。 J″

'‘
刀口̀

gC历
口C历氵

Fang).

sr历zo`切 r印 P″″口″9;‘ε′″ 口c口″
`彻

‘ Wu ct Chcn,1979,动 物 分 类 学 报 4(3):

288。

标本 17尾 ,1978年 5月 和 1986年 9月分别采自云南丽江县石鼓,中甸县下桥头和

宁蒗县拉马地。编号785126-785128,8609320,8609321,860945o-8609457,无 号 4尾。

全长 47-200毫米,体长 37-159毫米。

本种长期以来被误认为 sc历
'o`切 '口

‘″口″召c乃 Jcc乃if(Fang)记 载,其实方炳文 (1936)

所描述的新种 o″ i″“ ″口昭汕|cr历J是 sc加z口汤or“ 肛口切″f(Regan)的 同物异名
(武云飞等,1983),故种名 s汕 fzo`切

'σ

t″口绍c历口汕ij(Fang)应 该废弃。而本种是明

显不同于 sc历zo`切 r口F grc切 ″J(Rcgarl)的 ,其主要区别在于:(1)本种第 1鳃弓鳃耙

数较多,外侧 21(20-24),内侧 29(2,-31),后 者分别为 1⒍ 4(15-18)和 21(18-26〉 枚。
(2)本 种须短 ,头长为前须长的 8.0(6.3-lO.0),为 后须长的 7,0(5.7-8,5)倍 ,而后者分另u

为 5,0(3.9-5,9),4.6(3,4-5.7)倍。(3)本 种背鳍刺发达而硬,后者背鳍刺较细,顶部
告

柔

软。故本种应有另外的种名。

本种与金沙江上游通天河分布的 s汕 Jzo助 。
`口
/pr砌口

`,J scr″
″c″功” Wu ct Chcn

(武云飞等,1979)相 比较,其主要形态特征和内部结构完全一致,故两者应为同种。鉴于
s汕氵z。

`切 '口
rp.“

`″

cc口″
`栩

‘与其指名亚种在背鳍刺的形态与结构有明显差异和口须

较短及分布区的不同,认为原先作为 2个不同亚种看待是不合适的,应看作 2个不同的

种,因此应改变原亚种名为种名,即 s扬 izo`加
`口
r(R″ o仞 c)‘ c`″口co7,加了又因

“
硬

刺齐口裂腹鱼
”
是先用亚种中文名,且 已被普遍接受,应予保留。故本种名为硬刺裂腹鱼

sr历 z口

`切
r口r(R口 co″口)‘

'``'口
c四切‘Wu ct Chcn.

2.硬刺松潘裸鲤 Cymnooypris po缸 nioi Ffrmjspincf口 sW·u et Wu

标本 12尾 ,分别于 1978年 5月 和 1986年 9月 15日 采白云南丽江石鼓镇冲江和中

甸下桥头硕多岗河。标本编号 785129-785137,8609315-86o9317,全长 60-114,体 长

43-90毫米。(武云飞等 ,1988)

3.裸 (本书i.瞅鸵 .Nieogo;fo3ori。 n口 Jfcorp曰 (Huang et zihang)

测量标本 4尾 ,采 自四川渡口格里坪金沙江水系,全长 59-78毫米 ,体长 41,5-55毫

米(武云飞等 ,1988)

4.宁蒗高原鳅 rrfpr。 p乃 ys。 ningrcngensfs W· u et W· u

全部标本 49尾 ,分别于 1980年 4月 和 1986年 9月 采自云南省宁蒗县宁蒗河。编号

804176-804195,8609461-86o9474及 无号标本 15尾 ,全长 44-84毫米,体长 36-70

毫米(武云飞等 ,1988)

5,滇西金沙江河段的新记录

以下 10种为滇西金沙江河段 ,包括附近湖泊水域中尚未见报道的种类有 :

云 南 盘 的 (DJ‘ r口go历 oy'″ 砌 彻 了打 (Rcgan)

厚 唇 裂 睃 鱼 (sc肪zo,切
`J芳

(Rcro″:g〉

`‘

:3r“
`‘

Wang F`口
`.)

兴凯刺鲚鲅 (彳“″
`加

r切洳″‘砌 放‘Je″ s|f(Dybow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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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滩间吸鳅 (ff幼氵″
'zo″ `Ⅱ `0″

″‘′f(Fang))

四川山鳅 (o历“ 洳纺y|(sauvagc〉 )

安氏高原鳅 (Trip`o`匆 ‘口砌gr。i(Fang))

细尾高原鳅 (Trfpro`勿‘σ‘
`印

″口(HcrzcIlstcin))

食 蚊 鱼 (C口″乡” f口 口fF9″打 (Baird ct Cirard))

黄 蚴 鱼 (Hy`″
`∞

″ ;‘ 而 磁 。″iF(Ginthcr))

成 都 鲲 虎
·
鱼 .(R乃 ;″叱 汤 助 f c乃 口

`,g`‘
·印 ‘j‘ Chang)

其中,兴凯刺螃鲅、食蚊鱼和黄蚴鱼是引进养殖鱼类中的杂鱼。
6· 华坪点纹颌须绚,新亚种 Cnc●△opogon Ⅱ。rt。sf。rFFf乃口口pingen,h,Bobsp.

nov· (图 1)

鉴别特征:新亚种与指名亚种 C`9口汤opo留 。7″ .″ o′″幽o`fff(Rcgan)非 常相似,但
有以下差异。

(1)本亚种鳞片较多,侧线鳞为 34揞
≡芊

36;指名亚种鳞片较少,模式标本为

33扌
童

,“中国鲤科鱼类志(伍献文等,1977)”记录为 33-f±
△

-350

(2)本亚种须细小,明显短于眼径,末端达眼前缘或眼球中部;指名亚种须较长,模式
标本其长度等于眼径 ,《中国鲤科鱼类志》记录其长度等于或稍大于眼径,其末端超过眼球
中部。

(3)本亚种眼中等大,头长为眼径 3.51-4.2o(平 均 3.85± 0.0851)倍 ;指名亚种眼大,

模式标本头长为眼径 2.8倍 ,“中国鲤科鱼类志
”
记录为 3,0-3.6(平均 3.3)倍。

(4〉 本亚种身体较高,体长为体高的 3.37-4.33(平 均 3,88± 0,1128〉 倍;指名亚种体
高适中,模式标本体长为体高的 4.5倍 ,《中国鲤科鱼类志》记录为 3.9-4.5(平 均 4.3)倍 。

(5)本亚种尾柄稍高,体长为尾柄高的 9.12-10.39(平 均 9.63± o.1480〉倍;指名亚种
尾柄较细,模式标本体长为尾柄高的 1⒈ 0倍 (据绘图),《中国鲤科鱼类志》记录为 10.0-
12.0(平 均 1⒈ 0)倍。

(6)本亚种只发现在云南华坪县金沙江支流新庄河上游;指名亚种模式标本产地在
山西定襄附近,属滹沱河上游。

正模标本 编号 19804131,全长72毫米,体长 59毫 米,1980年 4月 ,采自云南省华坪
县新庄河上游。副模标本 7尾 ,编号19804128,198o4132-19804133,19804139,198o4141

-19804143,全 长 62-69毫米,体长 50-55毫米,采集地点与时间同正模标本。全部模
式标本保存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鱼类标本室。

背鳍 iii-7;臀鳍 iii-6;胸鳍 i-12-14;腹 鳍 i-7。 下咽齿 2行 ,5.3/3.5,4.3/3.4或 4,2/

2· 4。 第 1鳃弓鳃耙数,外侧 4,内侧 9-10,脊椎骨数 4十 31枚。侧线鳞 3唁
云之

=尹

36。

体长为体高的 3,37-4.33(平 均 3,88± 0.1128)倍 ,为头长的 3.85-4.33(平 均 4.03±
0.0443)倍 ,为 尾柄长的 5.36-6.5o(平 均 6,12± 0.1332)倍 ,为 尾柄高的 9.17-10.39(平 均
9,63± 0.1480)倍。头长为头高的 1.45-1.63(平均 1.53± o.o194)倍 ,为 头宽的 1.83-2.13
(平均 2.Ol± 0,0369)倍 ,为 吻长的 3.00-3.53(平 均 3.24± o.o527)倍 ,为 眼径的 3.51-4,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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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3.85± 0.0851)倍 ,为 眼间距的 3.10-3.82(平均 3,34± o.o754)倍 ,为尾柄长的 1.34

-1.67(平 均 1· 52± 0.0350〉倍 ,为 尾柄高的 2.26-2.58(平 均 2,39± 0.0396〉 倍,尾柄长为

尾柄高的 1·45-1,70(平 均 1.58± 0.0332)倍。

体长 ,稍侧扁,腹部圆。头中等大,顶部稍隆起。吻钝,略 呈锥形 ,其长度较眼后头长为

小。眼适中,明显小于吻长。口亚下位 ,上颌较下颌长,无 角质边缘。唇简单较薄 ,下 唇极

狭窄,唇后沟中断。口角具须 1对 ,其长度小于眼径 ,末端不超过眼球中央。鳃耙短小,不

发达 ,排列稀疏。鳞片较大 ,圆形 ,胸腹部具鳞。侧线完全 ,较平直。

背鳍较短,无硬刺,其起点距吻端较距尾鳍基为近。胸鳍较长 ,约 与胸、腹鳍间距等

长。腹鳍起点相对于背鳍第 1分枝鳍条。臀鳍短。尾鳍又形、上下叶等长 ,末端尖。肛门

位置靠近臀鳍 ,位于腹鳍基与臀鳍起点间的后 1/3处。

鳔 2室 ,前 室椭圆,后 室扁圆而大,其长度为前室的 1.38倍 。 肠管呈侧Ω形 ,较短 ,为

体长的 0.76倍。腹膜灰白色。

保存于福尔马林液中标本体呈浅棕色,体侧中轴上方有一黑条纹 ,体侧上部具多数不

规则的黑色小斑点,每个侧线鳞上均具一黑点 ,被侧线管分成
“
八

”
字形。

讨论 本种系 Regan(1908)依据 1尾采自山西定襄 (Tingbsiang)附 近的鱼类标

本定名的。《中国鲤科鱼类志》将该种的模式标本产地误译为
“
河北定县

”
。查对与 Regan

原文同时代出版的《中国坤舆详志》一书,按 当时中国地名罗马拼音规则,“ Tinghsiang”

相应于现代汉语拉丁拼音的
“
Dingxiang(定襄)” ,而不是

“
Ding xian(定 县〉°

”
。该书有

“
定襄

”
在山西省的记载,却 无

“
定县

”
这一地名。地名

“
定襄

”
从历史上一直延用到今天 ,而

河北定县 ,在清代末年为
“
定州

”
,其 罗马拼音应为

“
Ting chow” ,因 此,《中国鲤科鱼类志》

将本种模式标本产地
“
Tingh“ ang” 译为

“
定县

”
,显 然是不正确的,应予纠正。

lO1△m

^面 丽 ^2

图】 华坪点纹颔须均 C” 口:乃 oPo占 o” ″o′″“o`r`;乃“cpi“ c”而,subsp.nov.
1· 体曰观.(latcral vicΨ °f thc holotype) 2.头 波面观 (veatral view of the head)

l)严地(1977),在 “英汉对照汉语拼音中国地名手册(测绘出版社)”中,明确指出“Tinghslang” 汉字为“定瑷”
,汉

语拼音为
“Dingxi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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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亚种是在详细核对指名亚种的原始描述(包括绘图)和《中国鲤科鱼类志》的补充

资料及 1987年我们采自于黄河支流洛河(河南卢氏)的本种标本后 ,除发现新亚种在鳞片

数目、眼径、须长及体高 ,尾柄长等形态特征与指名亚种具有显著差异外,又考虑到虎跳峡

西段金沙江上游支流与长江中下游及其它水域明显的地理隔离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而

提出的。

三、滇西金沙江鱼类区系分析

滇西金沙江鱼类区系的特点是什么?虎跳峡河段在金沙江鱼类地理分布上的作用究

竟如何?是滇西金沙江鱼类区系分析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金沙江滇西河段的鱼类区系组成:滇西金沙江共得鱼类 35属 44种 ,其 中由裂腹

鱼亚科和高原鳅鱼类组成的高原性鱼类计 4属 10种 ,为滇西金沙江鱼类总数的 22.7%。

高原边缘山区鱼类(即中印山区鱼类),有鲈鲤I\盘豹、墨头鱼、鳅蛇°、山鳅、副鳅 2种、犁

头鳅、华吸鳅、间吸鳅 2种、缘映D、 纹胸跳、中华姚和继虎鱼等 13属 15种 ,占鱼类总数的
34· 1%。 平原性鱼类(即 中国-印度平原鱼类),有 细鲫、飨、鳖条、麦穗鱼、棒花鱼、蛇的、颌
须约、白甲鱼、鲤、鲫、鲚鲅、刺鲚鲅、云南鳅、泥鳅、钝吻脆、青鲚、食蚊鱼、黄鳝、黄蚴鱼等
19属 19种 ,占 鱼类总数的 43.2%。 由此看出滇西金沙江鱼类区系成分较为复杂 ,既具有
高原性鱼类、又具有高原边缘山区鱼类和平原性鱼类。

2.滇 西金沙江东、西河段鱼类区系的比较:从表 1得知滇西金沙江西段干支流计有
10属 13种鱼类,其中裂腹鱼亚科鱼类和高原鳅等高原性鱼类为 4属 7种 ,约占西段鱼类
总数的 54%。 其次为高原边缘山区鱼类,有鲈鲤、华吸鳅、山鳅、跳等 4属 4种。平原性
鱼类最少 ,只 有鲫和泥鳅 2属 2种。

滇西金沙江东段干支流鱼类共 30属 38种 ,其 中高原性鱼类有裂腹鱼 5种和高原鳅
2种 ,共 2属 7种 ,占 东段鱼类总数的 18.4%。 高原边缘山区鱼类次之 ,除没有鲈鲤、华吸
鳅和姚外 ,包括全部高原边缘山区鱼类,共 9属 12种 ,占东段鱼类总数 31.6%。 平原性鱼
类最多,包括全部平原鱼类属种共 19属 19种 ,占 东段鱼类总数的 50%。

以上事实说明滇西金沙江虎跳峡东段和 西段干支流的鱼类区系组成成分有明显差
异。西段以高原鱼类为其区系组成的主要成分,东段则以平原性鱼类和高原边缘山区鱼
类为主要成分。

滇西金沙江东段和西段不仅鱼类区系成分不同,其鱼类属种数目的多少也有明显差
别。

以干支流鱼类综合比较:东 段和西段的共同属种为 5属 7种 ,即 四川裂腹鱼、硬刺裂
腹鱼和昆明裂腹鱼 3种 ,鲫 、山鳅、细尾高原鳅和泥鳅 ,占 干支流鱼类总数的 1⒌ 9%。 仅西
段所具有的鱼类为 6属 6种 ,如鲈鲤、叶须鱼、裸鲤、华吸鳅、安氏高原鳅和继等 ,占鱼类总
数的 13.6%。 除上述鱼类外 ,全部为东段所具有 ,计 25属 31种 ,占 鱼类总数的 70.5%。

以干流鱼类比较:东、西两段共同鱼类有四川裂腹鱼、昆明裂腹鱼、鲫、细尾高原鳅和
泥鳅 4属 5种 ,占干流鱼类总数的 1⒍ 1%。 仅西段所具有的鱼类 7属 7种 ,是硬刺裂腹

I)鲈绝、鳅蛇、缘缺有人认为是平原鱼类,因其多生活于山区江河干支流,故本文认为应属山区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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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裸鲤、鲈鲤、安氏高原鳅、山鳅、华吸鳅和蚍等 ,占其鱼类总数的 22.6%。 除上述鱼类

外 ,全部为东段所具有 ,计 17属 19种 ,是干流鱼类总数的 6⒈ 3%。

以支流鱼类比较:东、西两段共有鱼类为 4属 5种 ,与干流完全相同 ,占 支流鱼类总

数的 15· 6%。 西段仅有鱼类 3属 3种 ,为裸鲤、叶须鱼、中华跳 ,占 支流鱼类总数的 9.3%。

除上述鱼类外 ,全部为东段所有 ,计 21属 23种 ,占 支流总数的 7⒌ l%。

以上 3点 比较 ,指 出滇西金沙江虎跳峡东段鱼类属、种数量显然超过西段 ,西段鱼类

属、种较为贫乏 ,东段鱼类属、种丰富。

总之 ,讨论结果说明滇西金沙江以虎跳峡为界 ,西段和东段的鱼类区系组成成分和

属、种数量都有明显的差别。无论是干支流综合分析 ,还是干流、支流单独分析 ,其结果十

分相似。即西段干流和支流鱼类组成是以高原性鱼类为主要成分 ,属 、种较为贫乏。而东

段鱼类区系成分较为复杂 ,种 类亦革富 ,其鱼类组成主要是平原性鱼类和高原边缘山区急

流鱼类。这种差异说明虎跳峡河段是滇西金沙江鱼类的天然屏障,是金沙江鱼类分布的

分界线。由此认为金沙江以虎跳峡为界大致可分成上游和下游两部分。

3,本区鱼类的垂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带性 ,不同鱼类栖居的海拔高度不同:从鱼类

分布的海拔高度看 ,本区大致可分为 3·个垂直分布带 ,海拔高度在 901-1500米 范围的为

中低山带 ,1501-2500米 为中高山带 ,2500米以上为高原山地带。

中低山带共有 28属 30种 ,分别为细鲫、躐、鳖条、麦穗鱼、棒花鱼、蛇鲍、鳅跎、螃鲅、

刺鲚鲅、白甲鱼、墨头鱼、盘鲍、四川裂腹鱼、鲤、鲫、云南鳅、山鳅、细尾高原鳅、副鳅 2种、

泥鳅、犁头鳅、问吸鳅 2种、缘映、脆、纹胸跳、食蚊鱼、黄鳓鱼、鳜虎鱼等。主要是喜温并适

流水生活的平原性鱼类和山区鱼类;常见于高原高山地带的鱼类只有四川裂腹鱼和细尾

高原鳅。而四川裂腹鱼、细尾高原鳅及山鳅和麦穗鱼又在本区 3个高度带都有分布。此

外鳖条、棒花鱼、鲚鲛、鲤、鲫、泥鳅、黄鳓鱼等又分布于中高山带。

中高山带计有鱼类 17属 23种 ,除上述跨高度带的 11种外 ,有鲈鲤、昆明裂腹鱼、小

裂腹鱼、厚唇裂腹鱼、硬刺裂腹鱼、硬刺松潘裸鲤、安氏高原鳅、宁蒗高原鳅、华吸鳅、中华

跳、肓鲱和黄鳝等鱼类。其中高原性鱼类 9种 ,另外山鳅和中华跳也常见于海拔 3000米

或更高的高原地带。                         w
高原山地带有 4属 7种 ,分别为麦穗鱼、四川裂腹鱼、硬刺裂腹鱼、中甸叶须鱼、安氏

高京鳅和细尾高原鳅及山鳅等 ,除麦穗鱼外 ,几乎全部为高原特有鱼类。

4.滇 西金沙江与其上、下游毗邻河段鱼类区系的比较9:滇西金沙江地处金沙江川藏

河段和滇川河段之间。其鱼类组成中有四川裂腹鱼、硬刺裂腹鱼、山鳅、细尾高原鳅、安氏

高原鳅和中华跳等 4属 6种鱼类与川藏河段相同,分别为川藏河段鱼类的 60%,滇西金

沙江西段鱼类的 50%。 囚此说滇西金沙江西段与川藏河段鱼类区系组成有较大相似性。

滇西金沙江河段的细鲫、躐、鳖条、麦穗鱼、棒花鱼、蛇鲍、鲂鲛、鲈鲤、白甲鱼、墨头鱼、

盘鲍、昆明裂腹鱼、裸体鳅鸵、鲤、鲫、山鳅、副鳅 2种 、泥鳅、犁头鳅、间吸鳅 2种、白缘映、

纹胸钮|‘ 、黄鳝、鳆虎鱼等 24属 26种鱼类在金沙江下游滇川河段已有报道 (Chang,1944;

刘成汉,1964;伍 献文等 1964,1977;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 ,1976;陈宣瑜 ,1978);而 兴凯

l)由于全沙江鱼类,目 前只有零星报道,比较各河段鱼类区系资料不全,此处仅以作者历次在全沙江川藏河段考

条采集所得6属 lO种鱼类为依据,而 川真河段则依 Chu(褚新洛,1986)和其它零散报道的综合资料为根据与

滇西全沙江鱼类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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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螃鲅、钝吻脆、华吸鳅、青鳐、食蚊鱼、黄鳓鱼、云南鳅 7属 7种 也在长江中下游或其他水
域见过报道。此外,滇 西金沙江尚有厚唇裂腹鱼、小裂腹鱼、中甸叶须鱼、硬刺松潘裸鲤、
宁蒗高原鳅和华坪点纹颌须约 5属 6种不见于其他河段。

上述鱼类除鲈鲤、华吸鳅、中甸叶须鱼、硬刺松潘裸鲤外 ,都采集于滇西金沙江东段 ,

由此可知东段鱼类与滇川河段鱼类区系十分相近。

总之 ,滇 西金沙江鱼类区系组成既有与川藏河段相同的成分 ,又有与滇川河段相同的
成分 ,也有本河段的独特成分。由于独特成分不多 ,其 中的裂腹鱼类和高原鳅类与川藏河
段的同类属、种有亲缘关系,而华坪点纹颌须鲍又与金沙江下游的颌须鲍有亲缘关系 ,所
以可认为滇西河段是川藏河段和滇川河段的过渡区。此外 ,滇西金沙江西段鱼类组成与
川藏河段的有较大相似性 ,东段又与川滇河段的十分相似 ,恰恰再次说明虎跳峡是金沙江
的天然分界。虎跳峡以上的滇西金沙江西段可归于川藏河段 ,滇西金沙江东段可归滇川
河段。

以上诸点分析 ,既说明滇西金沙江鱼类区系的特点 ,又解释了虎跳峡在金沙江鱼类分
布上的作用。

四、滇西金沙江鱼类区系的形成及在淡水鱼类区划中的位置

滇西地区位于我国横断山脉中段 ,即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强烈影响而禾断抬升 ,又
受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断裂带的严格控制 ,构成当地山岭、高原、河谷和盆地的多种
地貌类型 ,形成本区错综复杂、纵横交错、彼此起伏的壮观局面(李炳元等 ,1986)。 不同的
地形地貌又构成气候条件和水域分布的复杂化 ,对滇西鱼类区系形成和发展产生深刻的
影响。

根据地史资料 ,白 垩纪海浸范围缩小 ,滇西地区脱离海浸 ,褶皱上升。至早第三纪 ,我
国华南、华北与蒙古之间地形比较低平,气候相似,并非今 日高山阻隔、气候差异的境况
(王鸿祯 ,1956),在 鱼类化石方面,尽管目前还很少了解四川、云南新生代鱼类化石的情
况 ,但根据我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藏地区的有关报道(刘宪亭,1954,1962;刘 东生
等1962;郑 家坚 ,1962;唐 鑫 ,1959;王 将克等 ,1981;武 云飞等,1980),说明在我国第三纪鱼
类区系中,占 优势的鱼类是鲤科鳃亚科、雅罗鱼类及鲇形目的鲽科等一些原始类群。根据
西藏北部伦坡拉盆地大头近裂腹鱼化石资料(武云飞等,1980),知裂腹鱼类最近的类似祖
先于上新世出现在青藏高原腹心地区,那时海拔低于 1000米 。随着喜马拉雅山隆起和青
藏高原不断抬升,而 逐渐演化发展成特化程度不同的 3个类群 ,每 1类群对其栖息的高原
环境条件相对适应,从而形成最特化类群主要在高原腹心和河流上游地区 ,较原始类群主
要在高原边缘或低山峡谷地带,一般特化类群则穿插其间分布的特点(武云飞,1985)。 随
着青藏高原抬升的加强 ,裂腹鱼类各属种不断分化和形成 ,使 现代裂腹鱼类无论在水平分
布上,还是在垂直分布上 ,都大大超过其祖先的分布范围,其 范围大致在东经 6o° -1o7。 E,
北纬 22°-45°N之间。垂直分布从海拔 700米 (为我国最低分布,据 报道锡斯坦盆地 300
米处也有〉至 5000米 以上的高原山区(武云飞,1984)。

青藏高原毗邻的四川、云南地区、伴随高原的抬升同时又发生强烈挤压,因此断裂活
动和流水浸蚀十分活跃 ,逐渐构成今日横断山脉复杂壮观局面和水域分布的多种形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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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滇西地处亚热带纬度,脱离最后一次海浸成陆历史又早于毗邻的青藏高原 ,在本地原有

鱼类区系的基础上 ,再加外来鱼类区系成分的渗透,逐渐形成本区现代复杂的鱼类区系成

分 ,既有古老的平原鱼类区系成分 ,也有新生的高原和高原边缘山区的鱼类区系成分。

滇西金沙江虎跳峡东段和西段的鱼类区系,为 什么会形成如此明显的差异 ,是个颇有

兴趣的生物地理学问题。

一个地区鱼类区系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本地区种类不断分化和外来种的不断

渗透以及周围复杂环境的长期综合作用下 ,通过长期自然选择逐渐形成的。显然,除去鱼

类自身的遗传、变异的适应性特点之外 ,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 ,明显地影响着鱼类

区系的形成和发展。就滇西金沙江来讲,影响东段和西段鱼类区系组成的主要因素是水

的流速、水温和海拔高度的差异。

虎跳峡河段以其狭窄(而雄伟的)河谷、奔腾的急流,接二连三的跌水 ,犬牙交错的险~

滩礁石,在很大程度上起着阻碍鱼类上、下交往的作用,多数江河平原鱼类被阻止于下游

“
东段

”
是不难理解的(武云飞 ,1985)。 虎跳峡上游

“
西段

”
与青藏高原毗邻 ,而分布有青藏

高原特有的裂腹鱼亚科鱼类、高原鳅类和高原常见的山鳅、跳科鱼类,已 为考察者所周知。

但是 ,西段鱼类组成中尚有鲫、鲈鲤、泥鳅、华吸鳅鱼类是什么道理呢?众所周知,鲫和泥,

鳅是我国广布种 ,除青藏高原外 ,分布于全国各地 ,根据化石资料 (Romer,1966),两 者属

于古老第三纪形成的平原鱼类。估计其早在虎跳峡急剧隆起的中更新世以前,已分布到

滇西金沙江西河段。鲈鲤鳞片变小 ,须退化为 1对 ,是鳃亚科特化而适应于急流生活的 1

种鱼类。由于钯亚科鱼类在第三纪广泛分布于我国华北、华南及西藏一带 ,故鲈鲤可能属

于早期分布于虎跳峡西段的鱼类。目前鲈鲤也广泛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各省长江上中

游和澜沧江水系中。华吸鳅,具有特化的扁平体型和由胸腹鳍构成的
“
吸盘

”
构造以及组

而有力的尾柄 ,完全有能力穿越水流湍急的虎跳峡。

关于中国淡水鱼类地理区划问题 ,以李恩忠(1981)的研究最为详细。 但就其对华西

区某些亚区的划分,尽管参考了国内外诸名家贝福特、贝尔格、森为三、张春霖等人的意

见 ,本文仍认为有补充修改的必要。以川西亚区为例,该区包括长江源头区 ,通天河和金

沙江干支流及南盘江上游部分河段。而与长江上源鱼类区系十分接近的澜沧江和怒江上

源区却被划到其他亚区,这种划分 ,显然不够恰当。因此还有待于补充研究。尽管如此 ,

本文仍按李思忠教授的意见将滇西金沙江置于川西亚区之内进行讨论。根据滇西金沙江

鱼类区系分析结果,知虎跳峡将滇西金沙江分为鱼类区系成分和属种数目完全不同的东、

西两部分,因 此有理由将川西亚区至少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省级地理单元 ,即小区。一为虎

跳峡以西的金沙江上游小区 ,或称川藏小区。另一为虎跳峡以东的金沙江下游小区 ,或称

川滇小区。前者鱼类区系主要为高原性鱼类,后者主要为平原性和高原边缘山区鱼类。本

文所涉及的雅砻江水系仅是宁蒗河和安宁河 ,应归为金沙江下游小区。关于南盘江上游、

长江支流嘉陵江、岷江、大渡河及雅砻江上、中游水域的划界 ,还有待于今后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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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c study lvas bascd on a largc nun1bcr 

。f fish spccilncns bclonging
to 1I fan△ ilics,35 gcncra and 44 spccics i【lcluding a nc、 v subspccics.  All thc specirncns wcrc col~
lcctcd in thc ficld 、vork and expediti。ns in 1978, 198o and 1986.  ·

rhc Jinsha R.iver  in
Westcrn 

ˉ
Yunnan is locatcd in thc 1.iddlc part of thc I·

Icngduan (Transvcrsc) Mounta1ns.  It is
dividcd into t,v。  scCtions, i.c. thc wcst seCtion and thc cast onc by thc well~knOwIl Hutiaoxia

Corgc(虎跳峡 ). lts natural cnvironmcntal c011ditions arc vcry complcx. Its clcmcnts 
。f

frcsh、 vatcr fish fauna are rich,not 。nly including thc platcau clcn1cnt of Qinghai~Xizang,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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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tllc lnd° -China Mountainous and Plain clcnlcnts.

()n thc bascs of rllc distributions of fishcs and thc conlpositions of fish fa1Ina, both thc

scctions of Hutiaoxia C;orgc of the Jinsha R.ivcr in `Vestern Yunnan should be considcrcd

as tWo zoogcographical units, so tlla( thc 1)rcs(· nt   artiClc stlggcsts that thc Jinsha Rivcr  i!!

`V·

cstc1-n `· u11nan caIl l)c dividcd into tb· o infrarcgions undcr thc Ch.uallxi Mountairlous su-

brcgion(Li sizhong,1981)by thc Hutiaoxia Corge∶ (1)the fisheo of thc wcst sCCtion of thc

Hutiaoxia Corgc bclong to thc platcau element of Qillghai~Xizang prcdo1△ inantly.It l△△ay l)e
namcd thc uppcr rcachcs of Jinsha Rivcr infraregion or thc Chuanng infrarcgion.(2)The

fishcs of cast scction of thc I-Iutiaoxia Gorge consist of Indo-China Plain and Indo-China

`fountainous clcnacnts lllainly.It 
】llay I)c nanled thc lowcr rcachcs of thc Jinshajiang Rivcr in-

frarcgion or thc C.huandian infrarcgio:1,

Cncf尼 opogora‘″orfe‘ I。 rFFf△口口‘,ing.ensis,subsp, nov.

Thc ncw subspccics is closcly a11icd to thc nOIninal  subspccics,  C'`,口
`乃

opogo″

彬o``夕 ‘
`or∫

∫i ″口
`彦

'‘ `。`ffi (Rcgan), but diffcrs froⅡ
l thc lattcr in having: (1) Thc

∠ <~((
scalcs of thc nc、v subsoccies morc.I,.1.34-36-=——_上△   34~36 in thc latcra1 1inc.^          ·

            3.5-v                             
·

4,5-5,5 fro△】 thc origin of dorsa1, 3.5 from the basc of ventral to thc latcral linc;
a<

whilc thc noiniIlal subsoecics with lcss scalcs, the tvpc speCimcn bas L.1. 33· 一兰纟一and ̄            ·   ·̂   ·             2,5
∠ (

thc rccord of thc cyprinio fishcs of China has L,1.33-35。
污
·
△T·

(2)The barbc1s

of ncvv subspecies rathcr sinall, shortcr than thc lcngth of cyc dianlcter,  thcir tips

rcach thc 【ront nlargin of thc cyc, only onc spccimcn′ s bar′ cls cxtcnd ncarly to the

middlc of thc eyc; whilc in nominal subspccics,  thc barbcls 。f the typc spcci:ncn

arc as long as thcir eyes and thc barbels of thc rccord of thc cyprinid fishcs of

China arc 1° ngcr than thcir cycs or cqua1. (3) Inncw· subspecies thc cyc nloderate,

diamctcr 3.51-4.20(averagc 3.85± 0.0851)in tbc lcngth of hcad;while in nominal

subspccies the eye rathcr largc,2.8 in typc spccimcn and 3.0o-3.60(avcragC 3.30)

in thc rccord of cyprinid fishes of China.  (4) 
·
rhc ncw subspccics has rathcr dccp

body,dcpth 3,37-4.33(avcragc 3.88± 0.1128)in standard lcngth; whilc thc dcpth

of body of the noin.inal subspccics modcratc,  4.5 in typc spccii∶ 【lcn and 3.9-4.5
(avcrage 4.3)in thc rccord of thc cyprinid fishcs of China, (5)1· hc caudal pcduncle

of tllc ncw subspccics longcr, thc dcpth.of oaudal pedunc1c in standard lcngth.9.12

-lO.39(avcragc 9.63± 0.1480)vcrsus 1⒈ O in thc typc specimcn(according to Rc-

gan′ s fig. 2) and lO.0-12.0 (averagc 11.0) irl thC rccord of thc cyprinid fishes of

China.(6)Thc prcscnt subspecics wcrc collcctcd frOIn iHuaping of Yunnan Provincc,

whilc the typc of noininal from.Dingxiang(Tinghsiang)of shanxi Provincc.

IIolotypc: No, 19804131, tota1 1cngth 72rnrn; standard lcngth 59InIn. Paratypes:

7, N° s, 19804128, 19804132-133, 19804139,19804141-143,tota1 1cn.gth.62-69mrn;

staildard lcngth 50-55rnrn; Collcctcd from thc sarnc locality and in thc saine tiinc.

A11 thc typc spccilnens arc kcpt in Northwcst Plateau Institutc of Bio1ogy,

Acadc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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