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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楠溪江鱼类资源现状，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在楠溪江６个江段共设置２４个采样点，对鱼类资源进行了
３次调查，每次调查时间为１５～２０ｄ。结果表明，楠溪江共采集到鱼类９目、２２科、５６属、６５种，其中鲤形目种类
最多，共３科、３１属、３５种，占采集种类数的５３．８％。楠溪江鱼类主要以宽鳍鸇（Ｚａｃｃｏｐｌａｔｙｐｕｓ）和温州光唇鱼
（Ａｃｒｏｓｓｏｃｈｅｉｌｕｓｗｅｎ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为优势种，相对多度分别为２１．４５和１０．１７，部分江段也以凤鲚（Ｃｏｉｌｉａｍｙｓｔｕｓ）、盎堂
拟

!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ｏｎｄｏｎ）、泥鳅（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小
"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ｙｓｐａｒｖｕｓ）、沙塘鳢（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ｓｏｂ
ｓｃｕｒａ）为优势种，不同江段的渔获物组成有所差异；主要捕捞对象为定居性鱼类鲤（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温州光唇鱼、宽鳍鸇、唇鱼骨（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ｌａｂｅｏ）、

#

（Ｌｉｚａｈａｅｍａｔｏｃｈｅｉｌａ）、凤鲚、盎堂拟
!

、沙塘鳢（Ｏｄｏｎｔｏ
ｂｕｔｉｓｏｂｓｃｕｒａ）和花鲈（Ｌａｔｅｏｌａｂｒａｘ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但鱼类捕捞规格较小，存在过度捕捞现象。楠溪江下游感潮河段与其
它５个调查河段的相似性较低（０．２８８～０．３５６），属轻度相似；北溪水库与其它江段的相似性略低（０３３３～
０５３７），其它江段达中度相似（０．６１５～０．７３７）。楠溪江鱼类多样性指数较高，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为２１７８～
２９５６，Ｗｉｌｈｍ改进指数为２．２０７～３．００９，其中北溪水库、下游河口感潮江段的鱼类多样性指数略低；Ｓｉｍｐｓｏｎ优势
度指数为０．７８１３～０．９３３８，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为０．２８４８～０．６００８。研究表明，楠溪江感潮河段及北溪水库的鱼类
生物多样性低于其它干支流河段。受过度捕捞、水利水电工程梯级闸坝建设、河道采砂、环境污染等影响，楠溪江

鱼类资源处于衰退之中，需要加强鱼类生态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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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楠溪江位于瓯江下游，是瓯江第二大支流，主
流发源于括苍山脉北支大青岗南坡、罗篛岭西侧，源

头海拔１１９２ｍ，河流纵贯浙江省永嘉县，在瓯北镇
清水埠注入瓯江，流域总面积２４３６ｋｍ２，平均比降
０７４％。楠溪江自源头至左岸一级支流岩坦溪汇口
（溪口村）为上游，称大源溪，长约５５ｋｍ，平均河宽
５０ｍ，平均河床比降１．７３％，多为礁石底质和峡谷
急滩，在该河段的中上游建有北溪一级、二级引水式

电站；干流在溪口村以下至沙头镇之间为中游，称大

楠溪，长约５０ｋｍ，平均河宽１５０ｍ，平均河床比降
０．１５％，河床多为卵石底质、浅滩湾沱交错，河网较
为发达，有岩坦溪、张溪、鹤盛溪、花坦溪、小楠溪等

多条大型支流汇入；干流自沙头以下至河口清水埠

之间为下游，称楠溪，是感潮河段，长约３５ｋｍ，平均
河宽３７５ｍ，两岸河滩宽广。楠溪江流域属亚热带

南亚区海洋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雨量１７７０ｍｍ，
受季风、台风影响，其雨量分配极不均匀，３－６月为
春雨和梅雨，７－９月为台风雨，每年６－９月降水量
占全年的５０％左右（杨丽娜和潘忠斌，２０１１）。楠溪
江流域多年平均径流总量２６．８亿 ｍ３，其中沙头断
面多年平均流量７３．６ｍ３／ｓ、径流量２３．２亿 ｍ３。楠
溪江是著名的国家级旅游胜地和重要的水源地，也

是永嘉县主要的渔业水域，楠溪江香鱼、田鱼（瓯江

彩鲤）等被视为河鲜珍品并享有较高声誉。

关于楠溪江流域的鱼类资源及渔业状况，以往

的研究多集中于渔业开发与管理（吴树敬和周元

卫，２００１；梁茗，２０１１）、部分江段的鱼类资源调查
（陶江平等，２０１０）以及对于少数种类如香鱼的资源
调查与保护（陈志俭，２００３；李尚鲁等，２００３；仇建标
等，２００９），目前尚未见有全流域鱼类资源调查研究
报道。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楠溪江干流已先后建成北溪
一级、北溪二级、引水工程闸等多项涉水工程，加之

过度捕捞、河道采砂、环境污染等影响，鱼类资源遭

受前所未有的胁迫。因此，对流域内鱼类资源状况

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尤显必要。



１　调查方法

１．１　调查时间与鱼类采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在楠溪江按河流水量的枯水

期、平水期、丰水期对鱼类资源进行了 ３次现场调
查，调查时段分别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２日至２０１４年
１月１０日、３月２７日至４月１０日、７月１６日至８月
５日，每次调查时间为１５～２０ｄ。现场调查在楠溪
江干、支流上分６个江段设置２４个鱼类采样点（图
１）。其中，北溪水库４个（１～４号），上游大源溪河
段４个（５～８号），中游大楠溪河段 ６个（９～１４
号），下游楠溪河段４个（１５～１８号），左岸一级支流
岩坦溪河段３个（１９～２１号），右岸一级支流小楠溪
河段３个（２２～２４号）。

鱼类采样按照《内陆水域渔业自然资源调查手

册》（张觉民和何志辉，１９９１）以及《水库渔业资源调
查规范》（ＳＬ１６７－２０１４）进行。渔获物样本由三层
刺网（外层网目８～１０ｃｍ、内层网目２～３ｃｍ）、地笼
网（２００ｍ×０４ｍ×０４ｍ）、扳罾（面积 ０２５～
１．０ｈｍ２，网目５～８ｃｍ）、定置网具（袋河网、张网）、
钓钩等渔具捕捞。现场进行鱼类分类，统计渔获物

组成，测量鱼的体长、体重等生物学性状，部分标本

用１０％的福尔马林浸泡固定，带回实验室进行分
析。

图１　楠溪江采样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ｉｎＮａｎｘｉＲｉｖｅｒ

１．２　多样性指数测定
鱼类物种调查数据采用相对多度（ＲＤ）（喻国

庆，２００７）、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Ｈ）（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１９４９）、Ｗｉｌｈｍ 改进指数 （Ｈ′）（Ｗｉｌｈｍ，
１９６８）、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Ｅ）（Ｐｉｅｌｏｕ，１９７５）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优势度集中指数（Ｃ）（Ｓｉｍｐｓｏｎ，１９４９）进行
分析评价。计算公式如下：

ＲＤ＝Ｎｉ／Ｎ×１００％

Ｈ＝－∑
Ｓ

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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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Ｓ

ｉ＝１
（Ｗｉ／Ｗ）ｌｎ（Ｗｉ／Ｗ）

Ｅ＝Ｈ／Ｈｍａｘ＝Ｈ／ｌｎＳ

Ｃ＝１－∑
Ｓ

ｉ＝１
（Ｐｉ）

２

式中：Ｎｉ为第ｉ个物种的个体数；Ｎ为调查到所
有物种的总个体数；Ｓ为调查到的物种数；Ｐｉ为第 ｉ
个物种的个体数（Ｎｉ）占所有物种总个体数（Ｎ）的比
例，即Ｐｉ＝Ｎｉ／Ｎ；Ｗ为渔获物总生物量，Ｗｉ为第ｉ个
物种生物量。相对多度（ＲＤ）等级划分标准：１０％以
上为优势种，１％ ～１０％为常见种，１％以下为稀有
种。

鱼类物种相似度指数（Ｊａｃｃａｒｄ，１９０１）采用二元
相似性系数公式计算：ＳＩ＝ｃ／（ａ＋ｂ－ｃ）。式中：ａ＋
ｂ为要进行比较的２个区段物种的种类之和，ｃ为２
个区段的共同种数。评价标准为：０．００≤ＳＩ＜０．２５
时为极不相似，０．２５≤ＳＩ＜０．５０时为轻度相似，０．５０
≤ＳＩ＜０．７５时为中度相似，０．７５≤ＳＩ≤１．００时为高
度相似。

２　结果

２．１　种类组成与分布特征
现场调查共采集到鱼类 ６５种，分属 ９目、２２

科、５６属。其中，鲤形目共采集到 ３科、３１属、３５
种，占采集种类数的５３．８％；其次为鲈形目６科、９
属、１０种，鲇形目４科、７属、１０种，均占采集种类数
的１５．４％。不同江段采集鱼类种类数量各异，在楠
溪江干流的北溪水库、大源溪、大楠溪、楠溪江段及

支流岩坦溪、小楠溪分别采集到鱼类３１、３８、５２、２９、
３２、３４种 （表 １），分别占采集鱼类总种数的
４７６９％、５８．４６％、８０．００％、４４．６２％、４９．２３％、
５２３１％。

楠溪江鱼类中，花鳗鲡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水生动物，在《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和《中国物种

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濒危种（ＥＮ），香鱼被列为易危
种（ＶＵ）；温州光唇鱼、白缘鱼央在《中国物种红色名
录》中列为濒危种（ＥＮ），暗鳜被列为易危种（Ｖ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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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楠溪江鱼类名录与分布

Ｔａｂ．１　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ｌｉｓｔ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ＮａｎｘｉＲｉｖｅｒ

种类名称
干流江段 支流江段

北溪水库 大源溪 大楠溪 楠溪 岩坦溪 小楠溪

鲱形目ＣＬＵＰＥＩＦＯＲＭＥＳ
　

$

科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ｄａｅ
　　１．刀鲚Ｃｏｉｌｉａｅｃｔｅｎｅｓ ＋
　　２．凤鲚Ｃｏｉｌｉａｍｙｓｔｕｓ ＋
鲑形目ＳＡＬＭ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香鱼科Ｐｌｅｃｏｇｌｏｓｓｉｄａｅ
　　３．香鱼 Ｐｌｅｃ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ａｌｔｉｖｅｌｉｓ － ＋ ＋ － －
　银鱼科Ｓａｌａｎｇｉｄａｅ
　　４．太湖新银鱼Ｎｅｏｓａｌａｎｘｔａｎｇｋｅｈｋｅｉｉｔａｉｈｕｅｎｓｉｓ ＋
　　５．前颌间银鱼Ｈｅｍｉｓａｌａｎｘｐｒ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
　　６．白肌银鱼Ｌｅｕｃｏｓ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鳗鲡目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鳗鲡科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ｄａｅ
　　７．日本鳗鲡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 ＋ ＋ ＋
　　８．花鳗鲡 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 －
　鲤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鱼丹亚科Ｄａｎｉｏｎｉｎａｅ

　　９．宽鳍鸇Ｚａｃｃｏｐｌａｔｙｐｕｓ ＋ ＋ ＋ ＋ ＋ ＋
　　１０．马口鱼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ｈｔｈｙｓｂｉｄｅｎｓ ＋ ＋ ＋
　雅罗鱼亚科Ｌｅｕｃｉｓｃｉｎａｅ
　　１１．青鱼 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ｐｉｃｅｕｓ －
　　１２．草鱼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ｕｓ ＋ ＋

%

亚科Ｃｕｌｔｅｒｉｎａｅ
　　１３．寡鳞飘鱼 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 ＋ ＋ ＋ ＋ ＋
　　１４．大眼华鳊 Ｓｉｎｉｂｒａｍａｍａｃｒｏｐｓ ＋ ＋ ＋ ＋
　　１５．南方拟&

又
鱼 Ｐｓｅｕｄｏ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ｄｉｓｐａｒ ＋ ＋ ＋ ＋ ＋ ＋

　　１６．&又鱼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ｌｅｕｃｉｃｌｕｓ ＋ ＋ ＋ ＋ ＋
　　１７．贝氏&

又
鱼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ｂｌｅｅｋｅｒｉ ＋ ＋ ＋ ＋

　　１８．红鳍原
%

Ｃｕｌｔｒｉｃｈｔｈｙｓ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 ＋ ＋ ＋
　　１９．翘嘴

%

Ｃｕｌｔｅｒａｌｂｕｒｎｕｓ ＋ ＋
　　２０．鳊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
　　２１．团头鲂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ａｍｂｌｖｃｅｐｈａｌａ ＋ ＋
鲴亚科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ｎａｅ

　　２２．黄尾鲴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ｄａｖｉｄｉ －
　　２３．圆吻鲴Ｄｉｓｔｏｅｃｈｏｄｏｎｔｕｍ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 ＋


'

亚科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ｉｎａｅ
　　２４．高体

'

Ｒｈｏｄｅ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 ＋ ＋ ＋
(

亚科Ｂａｒｂｉｎａｅ
　　２５．光倒刺

(

Ｓｐｉｎｉｂａｒｂｕｓｈｏｌｌａｎｄｉ ＋ ＋ ＋
　　２６．温州光唇鱼Ａｃｒｏｓｓｏｃｈｅｉｌｕｓｗｅｎ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 ＋ ＋ ＋ ＋ ＋
　　２７．台湾白甲鱼Ｏｎｙｃｈｏｓｔｏｍａｂａｒｂａｔｕｌｕｍ ＋ ＋
　?亚科Ｇｏｂｉｏｎｉｎａｅ
　　２８．唇鱼骨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ｌａｂｅｏ ＋ ＋ ＋ ＋ ＋ ＋
　　２９．花鱼骨 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
　　３０．长吻鱼骨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
　　３１．麦穗鱼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ｐａｒｖａ ＋ ＋ ＋ ＋
　　３２．小

"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ｙｓｐａｒｖｕｓ ＋ ＋ ＋ ＋ ＋ ＋
　　３３．江西

"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ｋｉ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 ＋ ＋ ＋
　　３４．细纹颌须?Ｇｎａｔｈｏｐｏｇｏｎｔａｅｎｉｅｌｌｕｓ ＋ ＋ ＋ ＋
　　３５．银?Ｓｑｕａｌｉｄｕｓ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 ＋ ＋
　　３６．棒花鱼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 ＋
　　３７．似?Ｐｓｅｕｄｏｇｏｂｉｏ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ｉ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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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种类名称
干流江段 支流江段

北溪水库 大源溪 大楠溪 楠溪 岩坦溪 小楠溪

鲤亚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ｎａｅ
　　３８．鲤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 ＋ ＋ ＋ ＋ ＋ ＋
　　３９．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 ＋ ＋ ＋ ＋ ＋
鲢亚科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ｉｎａｅ

　　４０．鳙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ｙｓｎｏｂｉｌｉｓ ＋ ＋
　　４１．鲢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
　鳅科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４２．薄鳅Ｌｅｐｔｏｂｏｔｉａ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ｉ ＋ ＋ ＋
　　４３．中华花鳅Ｃｏｂｉｔ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 ＋ ＋ ＋
　　４４．泥鳅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 ＋ ＋ ＋ ＋ ＋
　　４５．大鳞副泥鳅Ｐａｒａ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ｄａｂｒｙａｎｕｓ ＋ ＋
　平鳍鳅科Ｈｏｍａｌ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ｅ
　　４６．原缨口鳅Ｖａｎｍａｎｅｎｉａｓｔｅｎｏｓｏｍａ ＋ ＋ ＋ ＋ ＋
鲇形目ＳＩ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鲇科Ｓｉｌｕｒｉｄａｅ
　　４７．鲇Ｓｉｌｕｒｕｓａｓｏｔｕｓ ＋ ＋ ＋ ＋ ＋ ＋
　　４８．大口鲇Ｓｉｌｕｒｕｓ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ｉｓ ＋
　胡子鲶科Ｃｌａｒｉｉｄａｅ
　　４９．胡子鲇Ｃｌａｒｉａｓ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 ＋
　

!

科Ｂａｇｒｉｄａｅ
　　５０．黄颡鱼Ｐｅｌｔｅｅｏｂａｇｒｕｓ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 ＋ ＋ ＋ ＋ ＋
　　５１．粗唇鎨Ｌｅｉｏｃａｓｓｉｓｃｒａｓｓｉｌａｂｒｉｓ ＋ ＋ ＋ ＋ ＋
　　５２．白边拟

!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ａｌｂｏｍａｒｇｉｎｔｕｓ ＋ ＋ ＋ ＋
　　５３．盎堂拟

!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ｏｎｄｏｎ ＋ ＋ ＋ ＋ ＋
　　５４．圆尾拟

!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ｔｅｎｕｉｓ ＋ ＋ ＋ ＋
　　５５．大鳍

)

Ｍｙｓｔｕｓｍａ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
　钝头鎨科Ａｍｂｌｙｃｉｐｉｔｉｄａｅ
　　５６．白缘鱼央Ｌｅｉｏｂａｇｒｕｓ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ｓ ＋ ＋ ＋
　鎣科Ｓｉｓｏｒｉｄａｅ
　　５７．福建纹胸鎣Ｇｌｙｐｔｏｔｈｏｒａｘｆｕｋｉｅｎｓｉｓ － －
!

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ＯＤＯＮ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胎

*

科Ｐｏｅｃｉｌｉｉｄａｅ
　　５８．食蚊鱼Ｇａｍｂｕｓｉａａｆｆｉｎｉｓ － －
颌针鱼目ＢＥＬ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鬷科Ｈｅｍｉｒｈａｍｐｈｉｄａｅ
　　５９．细下鬷鱼Ｈｙｐｏｒｈａｍｐｈｕｓｓａｊｏｒｉ － ＋
鲻形目ＭＵＧＩ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鲻科Ｍｕｇｉｌｉｄａｅ
　　６０．鲻Ｍｕｇｉｌ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
　　６１．

#

Ｌｉｚａｈａｅｍａｔｏｃｈｅｉｌａ ＋
合鳃目ＳＹＮＢＲＡＮＣＨＩＦＯＲＭＥＳ
　合鳃科Ｓｙｎ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
　　６２．黄鳝Ｍｏｎｏｐｔｅｒｕｓａｌｂｕｓ ＋ ＋
鲈形目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鎠科Ｓｅｒｒａｎｉｄａｅ
　　６３．花鲈Ｌａｔｅｏｌａｂｒａｘ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 ＋
　　６４．暗鳜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ｏｂｓｃｕｒａ ＋
　沙塘鳢科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ｄａｅ
　　６５．沙塘鳢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ｓｏｂｓｃｕｒａ ＋ ＋ ＋ ＋ ＋ ＋
　　６６．小黄黝鱼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ｃｏｐｓ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 ＋ ＋ ＋
　塘鳢科Ｅｌｅｏｔｒｉｄａｅ
　　６７．尖头塘鳢Ｅｌｅｏｔｒｉｓｏｘｙｃｅｐｈａｌａ ＋ ＋ ＋ ＋ ＋ ＋
　

+

虎鱼科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

虎鱼亚科Ｇｏｂｉｉｎａ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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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种类名称
干流江段 支流江段

北溪水库 大源溪 大楠溪 楠溪 岩坦溪 小楠溪

　　６８．波氏吻
+

虎鱼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ｃｌｉｌｆｏｒｄｐｏｐｅｉ ＋ ＋ ＋ ＋ ＋
　　６９．雀斑吻

+

虎鱼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ｌｅｎｇｔｉｇｉｎｉｓ －
　　７０．戴氏吻

+

虎鱼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ｄａｖｉｄｉ －
　　７１．子陵吻

+

虎鱼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ｇｉｕｒｉｎｕｓ ＋ ＋ ＋ ＋ ＋ ＋
　鳗

+

虎鱼科Ｔａｅｎｉｏｉｄｉｄａｅ
　　７２．红狼牙

+

虎鱼Ｏｄｏｎｔａｍｂｌｙｏｐｕｓｒｕｂｉｃｕｎｄｕｓ ＋
　弹涂鱼科Ｐｅｒｉ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ｄａｅ
　　７３．弹涂鱼Ｐｅｒｉ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ｕｓｃａｎｔｏｎｅｎｓｉｓ ＋
　斗鱼科Ｂｅｌｏｎｔｉｉｄａｅ
　　７４．圆尾斗鱼Ｍａｃｒｏｐｏｄ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
　　７５．叉尾斗鱼Ｍａｃｒｏｐｏｄｕｓｏｐｅｒｃｕｉａｒｉｓ ＋ －
　鳢科Ｃｈａｎｎｉｄａｅ
　　７６．乌鳢Ｃｈａｎｎａａｒｇｕｓ －
鲽形目ＰＬＥＵＲＯＮＥＣ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舌鳎科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ｉｄａｅ
　　７７．窄体舌鳎Ｃｙｎｏｇｌｅｓｓｕｓｇｒａｃｌｆｌｓ ＋
形目ＴＥＴＲＡＯＤＯＮ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科Ｔｅｔｒａ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７８．弓斑东方Ｆｕｇｕ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

　　注：“＋”表示现场调查采集到样本；“－”表示文献资料记载、调查走访存在，但未采集到样本。

Ｎｏｔ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ｓ，ｂｕｔ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ｉｎ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ｓ．

２．２　不同江段渔获物组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在楠溪江调查采集鱼类共

７８２７尾，重量１８７４５９．６ｇ，详细统计数据见表 ２。
渔获物中，宽鳍鸇、温州光唇鱼为优势种（相对多度

为２１．４５、１０．１７），小
"

、盎堂拟
!

、沙塘鳢、鲫、唇鱼

骨、凤鲚、中华花鳅、泥鳅等较为常见，各江段的渔获

物组成有所不同。

２．２．１　北溪水库　本次调查在北溪水库共采集到
鱼类９９２尾，重量４５１４３．８ｇ。北溪水库以宽鳍鸇、
温州光唇鱼为优势种，数量分别占该水域渔获总数

的４０．２２％、２０．８７％；其次数量较多的有盎堂拟
!

、

小
"

、鲫、泥鳅、沙塘鳢，合计占该江段渔获总尾数的

２０．８８％。根据渔获物重量计算，鳙、鲤、草鱼、温州
光唇鱼、宽鳍鸇、鲢、鲫占优势，合计占该江段渔获物

总重量的８５．７６％，其中人工放养的鳙、鲢、草鱼合
计占渔获物总重量的４５．２１％。北溪水库渔获物个
体平均体重为４５．５ｇ，鱼类以小型个体为主，其中
鲢、鳙、鲤、草鱼的捕捞个体相对较大。

２．２．２　大源溪江段　在大源溪江段共采集到鱼类
１９８４尾，重量３８５９４．６ｇ。该江段以宽鳍鸇、温州
光唇鱼、盎堂拟

!

为优势种，数量分别占该江段渔获

总尾数的 ２５．５５％、１２．９５％、１１２４％；其次数量较
多的有唇鱼骨、小

"

、鲫、中华花鳅、泥鳅、沙塘鳢，占

比为３５７４％。根据渔获重量计算，该江段鲤、温州

光唇鱼、鲫、宽鳍鸇、唇鱼骨、盎堂拟
!

占优势，合计占

该江段渔获物重量的８１．９６％，渔获个体平均体重
１９．５ｇ，个体规格明显偏小，仅鲤的捕捞规格稍大。
２．２．３　大楠溪江段　在大楠溪江段共采集到鱼类
１８０２尾，重量３２３９６．５ｇ。该江段渔获物以宽鳍鸇
为优势种，数量占该江段渔获总尾数的２５０８％；其
次数量较多的有沙塘鳢、小

"

、温州光唇鱼、香鱼、盎

堂拟
!

、黄颡鱼、子陵吻
+,

鱼、江西
"

、中华花鳅、

泥鳅、唇鱼骨、鲫，合计占该江段渔获总尾数的

５５８２％。根据渔获物重量计算，大楠溪江段鲤、宽
鳍鸇、唇鱼骨、鲫、日本鳗鲡、温州光唇鱼、沙塘鳢占优

势，合计占该江段渔获物重量的６３８６％；其次，香
鱼、黄颡鱼、小

"

、盎堂拟
!

、光倒刺
(

也是重要的渔

获对象，合计占该江段渔获物重量的１５７３％。大
楠溪江段渔获物个体平均体重１８．０ｇ，个体规格明
显偏小，小型鱼类种类较多、数量所占比例较大，仅

鲤、鲫个体稍大。

２．２．４　楠溪江段　在楠溪江段共采集到鱼类８６９
尾，重量３８２１７．７ｇ。该江段渔获物以凤鲚为优势
种，数量占该江段渔获总尾数的３８９０％；其次数量
较多的有鲫、唇鱼骨、花鲈、鲤、

#

、宽鳍鸇、泥鳅，合计

占该江段渔获总尾数的４３３７％。由于处在感潮河
段，河口性鱼类种类及数量相对较多。根据渔获物

重量计算，楠溪江段
#

、凤鲚、鲤、花鲈、鲫、唇鱼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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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楠溪江不同江段渔获物组成分析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ｃａｔｃｈｆｏｒｅａｃｈ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ｎｘｉＲｉｖｅｒ

种　　类
北溪水库 大源溪 大楠溪 楠 溪 岩坦溪 小楠溪 小　　计

数量／

尾

重量／

ｇ

数量／

尾

重量／

ｇ

数量／

尾

重量／

ｇ

数量／

尾

重量／

ｇ

数量／

尾

重量／

ｇ

数量／

尾

重量／

ｇ

数量／

尾

重量／

ｇ
刀鲚 ２３ １８５６．１ ２３ １８５６．１
凤鲚 ３３８ ６５１６．７ ３３８ ６５１６．７
香鱼 ９４ １４２４．６ ７ １８０．９ ５５ ７６４．６ １５６ ２３７０．１

太湖新银鱼 ８ ４５．３ ８ ４５．３
日本鳗鲡 １ １２７．９ ６ ２１０５．３ ４ ８７０．１ １ １２７．９ ２ ３２７．７ １４ ３５５８．９
宽鳍鸇 ３９９ ３９４４．０ ５０７ ５０６７．３ ４５２ ３９９４．４ ２５ １５３．５ ５８ ６６９．８ ２３８ ２２７９．９ １６７９ １６１０８．９
马口鱼 ９ １８７．０ ８ １４９．１ ６ １０３．４ ２３ ４３９．５
草鱼 ４ ５２１４．６ １ ３１０．９ ５ ５５２５．５

寡鳞飘鱼 ３ ８７．０ １５ １４．７ ３８ １０３．０ ３ ２２．８ ５ ６．９ ６４ ２３４．４
大眼华鳊 １８ ３３４．１ １４ １８９．２ １６ ２４５．９ １３ ２２３．６ ６１ ９９２．８
南方拟&

又
鱼 -

５ ６２．６ ３ ５１．７ ６ ９６．４ ４ 〗５５．１ ５ ８４．６ ４ ５５．１ ２７ ４０５．５
&

又
鱼 -

６ ４６．４ ５ ３７．２ ８ ６２．８ ４ ３１．５ ６ ４７．６ ２９ ２２５．５
贝氏&

又
鱼 -

２ ４０．４ ５ ６９．４ ４ ３８．７ ３ ３０．１ １４ １７８．６
红鳍

%

４ ２３５．９ ６ ３６５．７ ８ ４３６．６ ３ １３６．１ ２１ １１７４．３
翘嘴红

%

６ ５３７．４ ２ １０１．７ ８ ６３９．１
团头鲂 ３ １２１３．３ １ ４１７．６ ４ １６３０．９
圆吻鲴 ４ １０７．７ １ ７８．３ ５ １８６．０
高体

'

１４ ４４．０ ３ ８．８ ９ ２６．２ ６ ２２．２ ３２ １０１．２
光倒刺

(

６ ４４５．８ ６ ４４５．８ ５ ２９８．７ １７ １１９０．３
温州光唇鱼 ２０７ ４０７２．０ ２５７ ６１５０．６ １１８ １９６４．７ ５ ５７．４ １１１ ２５２０．８ ９８ １３７４．０ ７９６ １６１３９．５
台湾铲颌鱼 １２ ６１５．６ １ ４１２．３ １３ １０２７．９
唇鱼骨

.

５ １１７．１ １９７ ４６４１．７ ４８ ３１０２．９ ６４ ２０４５．２ ３２ ２０１８．０ ２９ １２３８．３ ３７５ １３１６３．２
花鱼骨

.

４ １０１．４ ４ １０１．４
长吻鱼骨

.

１ ２８２．３ １ ２８２．３
麦穗鱼 ５ ３５．４ ９ ７９．５ １６ ６７．３ １５ ５７．１ ４５ ２３９．３
小

"

４７ ４２３．６ １５１ ９９７．９ １５０ ９８８．７ １０ ８２．８ ６６ ３１１．９ １９９ １１８７．７ ６２３ ３９９２．６
江西

"

５０ ３４４．７ ５９ ３８８．９ ５０ ３４４．７ ４９ ３２９．０ ２０８ １４０７．３
细纹颌须? ５ ３１．７ ７ ５０．３ ８ ５６．０ ８ ５６．１ ２８ １９４．１
银? １ ９．２ ４ ２７．７ ４ ２８．０ ９ ６４．９
棒花鱼 ４ ２１．６ ４ ２１．２ ８ ４２．８
似? ７ ５０．０ １０ ７１．３ １１ ５７．３ ８ ３５．４ ９ ４７．０ ４５ ２６１．０
鲤 １９ ７０２３．７ ２５ ６７７６．９ ２０ ５５５９．５ ５４ ４８５６．３ ４ ７１２．６ １６ ２８４１．１ １３８ ２７７７０．１
鲫 ３６ ３２６５．９ １３７ ５８０１．９ ４７ ２２８３．８ ８１ ３５１４．１ ７８ ３７１０．６ ３７ １４９４．５ ４１６ ２００７０．８
鳙 １０ １１７０２．０ １ ４４．１ １１ １１７４６．１
鲢 ３ ３４９３．０ ３ ３４９３．０
薄鳅 ５ ６８．０ ５ ５１．５ ６ ８５．５ １６ ２０５．０

中华花鳅 １１ ７１．７ １１５ ６７４．７ ６３ ３２６．４ ６２ ３４３．２ ４５ ２４８．３ ２９６ １６６４．３
泥鳅 ２１ ２９９．９ ５５ ４２９．３ ６１ ３５０．３ １９ １８７．３ ９３ ４９７．８ ２４ １８１．３ ２７３ １９４５．９

大鳞副泥鳅 ２ １４．４ ４ ３２．７ ６ ４７．１
原缨口鳅 ８ ５６．１ ２０ １６１．９ ２７ １７４．９ ２８ ２１２．３ ２１ １３３．３ １０４ ７３８．５
鲇 ５ ５０６．３ ３ ２６４．０ ２ ９４．８ １ ２２．９ １ ６７．５ ２ ９９．３ １４ １０５４．８

大口鲇 ２ ３３３．３ ２ ３３３．３
胡子鲇 ２ ５１４．０ ２ ５１４．０
黄颡鱼 ４ ５５．２ ４ ５６．９ ７０ １３８９．４ ４ ４６．９ ６４ １１７２．６ １４６ ２７２１．０
粗唇鎨 １１ １９１．０ ２９ ４０６．４ １９ ３１４．５ １８ ２８６．２ １５ ２１８．４ ９２ １４１６．５
白边拟

!

１３ １９４．５ １８ ２７２．４ １６ ２３１．２ １５ ２１０．３ ６２ ９０８．４
盎堂拟

!

８４ １２３８．１ ２２３ ３１８９．９ ７５ ８４４．６ ２６ ３１５．１ ７３ ７８５．４ ４８１ ６３７３．１
圆尾拟

!

１２ ３０３．４ ２０ ５８１．３ ９ ２１３．０ ７ １４８．１ ４８ １２４５．８
大鳍

)

９ ２９６．９ ９ ２９６．９
白缘鱼央

/

３ １６．６ ６ ４２．９ ３ １６．６ １２ ７６．１
细下鬷鱼 ５ ３１．４ ５ ３１．４
鲻 ８ ７９６．０ ８ ７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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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种　　类
北溪水库 大源溪 大楠溪 楠 溪 岩坦溪 小楠溪 小　　计

数量／

尾

重量／

ｇ

数量／

尾

重量／

ｇ

数量／

尾

重量／

ｇ

数量／

尾

重量／

ｇ

数量／

尾

重量／

ｇ

数量／

尾

重量／

ｇ

数量／

尾

重量／

ｇ
#

４０ １０７１３．１ ４０ １０７１３．１
黄鳝 １ ２６．０ １ ３６．６ ２ ６２．６
花鲈 ３ ９８．０ ５６ ４２４５．７ ５９ ４３４３．７
暗鳜 ４ ８１．１ ４ ８１．１

尖头塘鳢 １０ １０３．５ １３ ８４．０ ４０ ２７９．３ ５ ３９．９ ３６ ２２７．４ ３６ ２４２．２ １４０ ９７６．３
沙塘鳢 １９ ２２８．３ ５４ ６１２．６ １５５ １６７７．６ １４ １４８．１ ３２ ２９０．４ １４７ １５２５．２ ４２１ ４４８２．２
小黄黝鱼 １ １．２ １ ３．６ １ １．３ ３ ６．１

波氏吻
+

虎鱼 ６ ３３．１ ４０ １６５．９ ８ ２８．７ ２６ １３２．２ １７ ９７．０ ９７ ４５６．９
子陵吻

+

虎鱼 １７ １００．０ ２７ １６０．８ ６６ ４０７．０ １４ ６３．６ ５５ ３４９．６ ３５ ２２１．５ ２１４ １３０２．５
红狼牙

+

虎鱼 １ ２１．７ １ ２１．７
弹涂鱼 １ ２７．６ １ ２７．６
叉尾斗鱼 ２ ９．０ ２ ９．０
窄体舌鳎 １６ １２３２．８ １６ １２３２．８
合　　计 ９９２ ４５１４３．８ １９８４ ３８５９４．６ １８０２ ３２３９６．５ ８６９ ３８２１７．７ ８７７ １４９３８．３ １３０３ １８１６８．７ ７８２７ １８７４５９．６

鲚占优势，合计占该江段渔获物重量的 ８８．３０％。
楠溪江段渔获物个体平均体重４４．０ｇ，个体规格不
大，

#

、鲤、花鲈等较大型鱼类较多。

２．２．５　岩坦溪　在岩坦溪共采集到鱼类８７７尾，重
量１４９３８．３ｇ。该江段渔获物以温州光唇鱼、泥鳅
为优势种，数量分别占该江段渔获总尾数的

１２６６％、１０．６０％；其次数量较多的有鲫、小
"

、中华

花鳅、宽鳍鸇、子陵吻
+,

鱼、江西
"

、尖头塘鳢、沙

塘鳢，合计占该江段渔获总尾数的４９８２％。根据
渔获物重量计算，岩坦溪以鲫、温州光唇鱼、唇鱼骨、

鲤、宽鳍鸇占优势，分别占该江段渔获物重量的

２４８４％、１６．８７％、１３．５１％、４．７７％、４４８％。岩坦
溪渔获物个体平均体重１７．０ｇ，个体规格明显偏小，
小型鱼类种类较多、数量所占比例较大，仅鲤、鲫、唇

鱼骨个体稍大。

２．２．６　小楠溪　在小楠溪共采集到鱼类１３０３尾，
重量１８１６８．７ｇ。该江段渔获物以宽鳍鸇、小

"

、沙

塘鳢为优势种，数量分别占该江段渔获总尾数的

１８．２７％、１５．２７％、１１．２８％；其次数量较多的有温州
光唇鱼、盎堂拟

!

、黄颡鱼、香鱼、江西
"

、中华花鳅，

合计占该江段渔获总尾数的２９４６％。
根据渔获物重量计算，小楠溪以鲤、宽鳍鸇、沙

塘鳢、鲫、温州光唇鱼、唇鱼骨占优势，合计占该江段

渔获物重量的５９．１９％；其次，小
"

、黄颡鱼、盎堂拟

!

、香鱼也是重要的渔获对象，合计占该江段渔获物

重量的２１５２％。小楠溪渔获个体平均体重 １３．９
ｇ，个体规格明显偏小，小型鱼类种类较多、数量所占
比例较大。

２．３　不同江段鱼类物种相似度
楠溪江下游感潮河段与其它５个调查河段的相

似性在０．２８８～０．３５６，属轻度相似；其余江段的相
似性在０．４６５～０．７３７，属轻度 －中度相似；其中，北
溪水库与其它江段的相似性略低（０３３３～０５３７），
其它江段间的相似性在０．６１５～０．７３７，均为中度相
似（表３）。

表３　楠溪江不同江段鱼类构成相似性
Ｔａｂ．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ａｎｘｉＲｉｖｅｒ（Ｊａｃｃａｒｄｉｎｄｅｘ）

地点 北溪水库 大源溪 大楠溪 楠溪 岩坦溪 小楠溪

北溪水库 ０．５００ ０．５３７ ０．３３３ ０．４６５ ０．５１２
大源溪 ０．５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２８８ ０．７０７ ０．６７４
大楠溪 ０．５３７ ０．６６７ ０．３０６ ０．６１５ ０．６２３
楠　溪 ０．３３３ ０．２８８ ０．３０６ ０．３５６ ０．３４７
岩坦溪 ０．４６５ ０．７０７ ０．６１５ ０．３５６ ０．７３７
小楠溪 ０．５１２ ０．６７４ ０．６２３ ０．３４７ ０．７３７

２．４　鱼类物种多样性
楠溪江６个采样江段鱼类多样性指数的分析与

比较结果见表４。鱼类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Ｈ）为
２．１７８～２．９５６，Ｗｉｌｈｍ改进指数（Ｈ′）是从渔获物重
量进行多样性分析，Ｈ′为２．２０７～３．００９，北溪水库、
楠溪感潮江段的鱼类多样性指数不高，低于水库坝

下干流河段及支流岩坦溪、小楠溪。Ｓｉｍｐｓｏｎ优势度
指数（Ｃ）为０．７８１３～０．９３３８，该指数越小，说明集中
性高、多样性程度低。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Ｅ）为
０２８４８～０．６００８，均匀度指数越大，反映出群落中物
种多度分布的均匀程度越高。上述结果显示，楠溪

江感潮河段及北溪水库的鱼类生物多样性低于其他

干支流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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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楠溪江鱼类多样性指数分析与比较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ａｎｘｉＲｉｖｅｒ

地点 种数 Ｈ Ｈ′ Ｃ Ｅ

北溪水库 ３１ ２．１７８ ２．３４９ ０．７８１３ ０．２８４８
大源溪 ３８ ２．５２６ ２．４５１ ０．８７８３ ０．３２９２
大楠溪 ５２ ２．９３８ ３．００９ ０．９０４３ ０．３６２９
楠　溪 ２９ ２．３８４ ２．２０７ ０．８１８８ ０．３７４０
岩坦溪 ３２ ２．９５６ ２．６３０ ０．９３３８ ０．６００８
小楠溪 ３４ ２．８１７ ２．８４８ ０．９１０６ ０．４９１９

３　讨论

３．１　鱼类资源现状分析
根据历史文献（毛节荣，１９９１）及相关资料（浙

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１９７３）记载，楠溪江分布有鱼
类７８种，分属１２目、２６科、６５属（表１）。其中淡水
鱼类６４种，河口鱼类８种，洄游鱼类６种。鲤形目
鱼类是楠溪江的主要构成类群，共有３４属、３８种，
占鱼类种数的４８．７％；鲈形目次之，共有１１属、１４
种，占１７．９％；再次为鲇形目，共有８属、１１种，占
１４．１％。各科鱼类中以鲤科鱼类种类最多，计有２９
属、３３种，占种类总数的４２．３％，其中鱼丹亚科２属、
２种，雅罗鱼亚科２属、２种，

%

亚科８属、９种，鲴亚
科２属、２种，

'

亚科 １属、１种，
(

亚科 ３属、３
种，?亚科７属、１０种，鲤亚科２属、２种，鲢亚科２
属、２种。

本次调查楠溪江采集鱼类６５种，种类数少于文
献资料记载的７８种，未采集到的种类包括洄游鱼类
２种（花鳗鲡、前颌间银鱼），河口鱼类２种（白肌银
鱼、弓斑东方），淡水鱼类９种（青鱼、鳊、黄尾鲴、
福建纹胸鎣、食蚊鱼、雀斑吻

+

虎鱼、戴氏吻
+

虎鱼、

圆尾斗鱼、乌鳢），在调查水域这些鱼类数量较为稀

少，其中部分种类如青鱼、鳊、乌鳢等需由人工增殖

放流（放生），而弓斑东方、白肌银鱼、前颌间银鱼

只在季节性出现。本次调查采集的鱼类种类数多于

陶江平等（２０１０）对楠溪江中下游鲤溪 －沙头江段
渔获物调查的３７种，也显著多于陈锋等（２０１２）对
瓯江中下游干流青田县海口江段（外雄水库库中）

鱼类调查的１８种，其中主要是河口性鱼类及溪流性
鱼类明显增多。

楠溪江 ６个调查江段间鱼类种类相似性在
０２８８～０．７３７；其中，处于下游感潮河段的楠溪江段
与其它５个调查河段的鱼类种类相似性较低（０２８８
～０．３５６），属轻度相似；处于上游的北溪水库与其
它江段的相似性在０．３３３～０．５３７，属轻度相似 －中
度相似，主要是受到人工放养与捕捞等渔业活动的

影响；其它 ４个调查江段的相似性较高（０６１５～
０７３７），达到中度相似。

楠溪江主要以宽鳍鸇、温州光唇鱼为优势种，部

分江段也以凤鲚、盎堂拟
!

、泥鳅、小
"

、沙塘鳢等为

优势种，渔获物以小型鱼类为主，调查江段捕捞个体

平均体重仅１３．９～４５．５ｇ，规格明显较小。据永嘉
县农业部门统计，１９９３－２０１３年楠溪江年均捕捞量
约２００ｔ（１１２～３４８ｔ），捕捞对象主要是小型定居性
鱼类，主要包括鲤、鲫、温州光唇鱼、宽鳍鸇、唇鱼骨、

#

、凤鲚、盎堂拟
!

、沙塘鳢、花鲈，在北溪库区人工

放养的鳙、鲢、草鱼也是主要的捕捞对象。近年楠溪

江实施分段渔业承包，渔业产量稳步提高，但仍然存

在过度捕捞的问题（梁茗，２０１１）。
楠溪江鱼类多样性指数（２１７８～２９５６）相对

较高，除北溪水库略低外，其余江段均高于邻近的瓯

江中下游干流海口江段（陈锋等，２０１２），这可能与
这些调查水域所处自然环境差异、鱼类种类多少及

构成不同有关（王寿昆，１９９７）。楠溪江北溪水库以
下河段鱼类多样性指数差别不大，不同于金沙江下

游支流大汶溪鱼类多样性上下游间存在明显差异的

情况（高少波，２０１４），反映出楠溪江鱼类群落结构
稳定性较好，抗外界干扰能力较强。

３．２　鱼类资源保护对策
楠溪江曾经是浙江东南部重要的渔业水域，现

在鱼类资源衰退趋势明显，除了过度捕捞原因外，河

流上兴建梯级水利水电工程、大规模河道采砂、水域

环境污染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以前，楠溪江香鱼、刀鱼等产量较为可观，而今楠溪

江香鱼产量较低且完全依赖人工增殖放流，刀鱼

（包括凤鲚）资源已急剧下降，国家二级保护水生动

物花鳗鲡已十分罕见，同时渔业捕捞对象小型化趋

势明显。为此提出如下鱼类资源保护措施：

（１）加强渔政执法巡查，严厉打击电捕、炸鱼、
毒鱼等违法行为；

（２）限制捕捞作业网目大小、控制捕捞总量，保
护幼鱼资源，防止过度捕捞；

（３）加强人工增殖放流，保护香鱼、瓯江彩鲤等
楠溪江珍稀名贵鱼类资源；

（４）维持沙头供水工程闸鱼道的正常运用，保
持鱼类洄游通道顺畅；

（５）打击非法采砂活动，维护楠溪江河道河势
和鱼类栖息地生态环境稳定；

（６）加强控污截流等水域环境综合治理措施，
保护渔业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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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ｅｓ．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ｖａｒｉｅｄｗｉｔｈｒｉｖ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
３１，３８，５２，２９，３２ａｎｄ３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ｏｒＢｅｉｘ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Ｄａｙｕａｎｘｉ，Ｄａｎａｎｘｉ，Ｎａｎｘｉ，ＹａｎｔａｎｘｉａｎｄＸｉａｏ
ｎａｎｘｉ．ＺａｃｃｏｐｌａｔｙｐｕｓａｎｄＡｃｒｏｓｓｏｃｈｅｉｌｕｓｗｅｎ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ｔａｌ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ｏｆ２１４５％ ａｎｄ１０．１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ｉｌｉａｍｙｓｔｕｓ，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ｏｎｄｏｎ，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
ｔｕｓ，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ｙｓｐａｒｖｕｓａｎｄ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ｓｏｂｓｃｕｒａｗｅ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ａｔｓｏｍ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Ｎ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ｆｉｓｈｓｐｅ
ｃｉｅ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ｔａｒｇｅｔｆｏ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Ａｃｒｏｓｓｏｃｈｅｉｌｕｓｗｅｎｃｈｏｗｅｎ
ｓｉｓ，Ｚａｃｃｏｐｌａｔｙｐｕｓ，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ｌａｂｅｏ，Ｌｉｚａｈａｅｍａｔｏｃｈｅｉｌａ，Ｃｏｉｌｉａｍｙｓｔｕｓ，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ｏｎｄｏｎ，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ｓｏｂ
ｓｃｕｒａａｎｄＬａｔｅｏｌａｂｒａｘ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ｗａｓｓｍａｌ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ｏｖｅ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ｔｈｅ
Ｎａｎｘｉ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Ｎａｎｘｉ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ｅｓｔｕａｒｙ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ｌｏｗ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０．２８８－０．３５６）
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Ｂｅｉｘ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ｗｅｒｅ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０．３３３－０．５３７）ｗｉｔｈｔｈｅ
ｆｏｕｒｒｉｖｅｒｉｎ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ｕｒｒｉｖｅｒｉｎ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ｓｉｍｉｌａｒ（０．６１５－０．７３７）．ＦｏｒｔｈｅＮａｎｘｉＲｉｖｅｒ
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ｅ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Ｗｉｌｈｅｌｍｉｎｄｅｘ，Ｓｉｍｐｓ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Ｐｉｅｌｏｕｅｖｅｎ
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ｗｅｒ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２．１７８－２．９５６，２．２０７－３．００９，０．７８１３－０．９３３８ａｎｄ０．２８４８－０．６００８．Ｆｉｓｈ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Ｎａｎｘｉ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Ｂｅｉｘ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ｒｉｖｅｒｉｎ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ＮａｎｘｉＲｉｖｅｒｉｓｉｎｓｅｒｉｏｕｓｄｅｃｌｉｎｅ，ｓ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ｅｆｉｓ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ＮａｎｘｉＲｉｖ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ａｎｘｉＲｉｖｅｒ；ｆｉｓｈ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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