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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保护区鱼类资源调查及分布格局

崔康成１,２,３,刘　伟１,李培伦１,高文燕１,２,３,王继隆１,唐富江１

(１．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７０;

２．上海海洋大学 水产科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３．上海海洋大学 农业部鱼类营养与环境生态研究中心,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摘要:鉴于吉林省生态环境和水域类型多样性以及水生生物资源丰富的特点,探究了吉林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鱼类资源的现状及分布格局,为保护区的健康发展和科学管理提供参考依据.采取分级统计、分类汇总的方法对

保护区数量、面积、保护对象、水域类型及空间分布等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并结合吉林省主要水系,采用叠图法绘

制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空间分布图,最终对吉林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第１~１０批)的保护物种特征及发展

现状进行分析评价.结果显示,至２０１６年底,吉林省共建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２７处,总面积达４６２２km２,其
中河流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数量２１处,水库型４处,湖泊型２处;保护区分布中,松花江流域有１７处,鸭绿江

流域６处,图们江流域３处,辽河流域１处;保护对象中包含鱼类１３科、６１种,甲壳类１科、１种.研究表明,吉林

省现有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已初步形成了水域类型较齐全、空间分布较均匀的鱼类栖息地保护格局,在保护珍

稀水生生物方面能发挥较大作用;探讨了保护区在特有物种保护、结构布局和功能区划协调性等方面的科学性和

有效性,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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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产种质资源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刘英杰,

２０１５);对捕捞、养殖等渔业生产活动而言,具有较高

经济价值及遗传育种价值(李思发,１９９６);对种群恢

复和栖息地修复等资源保护活动而言,还具有重要

的生态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我国目前已分１１批

次共建立５３３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面

积达１３万km２(杨文波,２０１３),在保存水产种质资

源基因库、保护珍稀濒危鱼类及其栖息地、促进渔业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吉林省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孕育

有丰富的水生野生物种资源、水域生态系统和水生

生物多样性(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６a).至

２０１６年底,共划定２７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针对某种珍稀鱼类如细鳞鲑(Brachymystax
lenok)和花羔红点鲑(Salvelinusmalma)的人工养

殖、营养病害等方面的研究开展较多(白庆利等,

２０１１;陈春山等,２０１５),对单个或部分保护区内水产

种质资源已有调查(张军燕等,２０１７);而有关整个保

护区水产种质资源的研究资料较少.
本文以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名单(第１

１０批)为数据基础,在分析吉林省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现状及空间分布的基础上,同时探讨保护区在

特有物种保护、结构布局和功能区划协调性等方面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旨在总结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规划、建设工作的成绩和经验,以
期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健康发展和科学管理提

供参考.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区域概况

吉林省地处中国东北中部(４０°５２′~４６°１８′N,

１２１°３８′~１３１°１９′E),总面积１８．７４万 km２;地势东

南高、西北低,呈现出明显的东南向西北倾斜的特

征,以中部大黑山为界,东部多山地丘陵,中西部多

台地平原和冲积平原(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１９９６b).全省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为２~６℃,年
降水量在４００~９００mm,自东向西有明显的湿润、
半湿润和半干旱的差异;此外,省内河流、湖泊和水

库等水资源丰富,是我国优质水源最多的省区之一.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选取保护区数量、面积和面积结构、
水域类型及空间分布等信息,采取分级统计、分类汇

总的方法,对吉林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第１~
１０批)的保护物种特征及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乐佩

琦和陈宜瑜,１９９８;霍堂斌等,２０１２;杨富亿等,２０１２;
刘凯和段金荣,２０１５;李万宝,２０１６);然后将分析结

果与吉林省主要水系相结合,采用叠图法,运用

ArgGIS软件制图,形成了不同水系、类型的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空间分布图(图１).

图１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分布

Fig．１　 DistributionoftheaquaticgermplasmresourceconservationareasinJilinProvince

１．２．１　保护区数量与面积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年吉林省

已分１０批次共建有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２７处(表１),占同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

数的５．２％,占全国内陆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总数的６．４％.从数量变化来看,其大体可以分成

两个阶段: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年,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数

量增速低于全国,为数量占比整体减少的阶段;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年,保护区数量增速略高于全国,数量占比呈

缓慢上升阶段(图２ a).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吉林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

面积达４６２２．０２km２,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２．５％.
保护区面积的大小在一定层面上反应了保护区能否

有效发挥其濒危水生生物和水生生态系统的保护功

能.单个保护区面积越大,受外界干扰的影响越小,
抗干扰能力强;反之保护区面积越小,受外界干扰的

影响越大,抗干扰能力越弱(夏欣等,２０１６).将保护

区根据面积大小划分为４种类型(表２),即:小型

(≤１０km２)、中 型 (１０~１００km２)、大 型 (１００~

１０００km２)、特大型(≥１０００km２).吉林省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面积的变化可以分为３个阶段: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面积增速缓于全国,

面积占比为逐步下降阶段;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保护区

面积增速高于全国,面积占比为快速增加阶段;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年,保护区面积增速基本与全国持平,为面积

占比基本稳定阶段(图２ b).

１．２．２　保护区类型　保护区类型参考温周瑞和林

刚(２０１６)的研究方法,按其所属的水域类型进行划

分,吉林省２７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涵盖河

流、湖泊和水库３个类型.其中,河流型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数量最多,有２１处;而水库型和

湖泊型数量较少,前者４处,后者２处.西北岔河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类型为河流型,面 积 最

大,达１５７０km２,占全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面

积的４６．７％;大黄泥河唇鱼骨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类型亦为河流型,面积最小,仅１８．９km２,仅占

全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面积的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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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吉林省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面积结构保护区基本情况

Tab．１　Basicinformationoftheaquaticgermplasm
resourceconservationareasinJilinProvince

编号
国家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

面积/

km２

建立

年份

吉１ ３ 密江河大麻哈鱼 ６６．１０ ２００７
吉１ ４ 鸭绿江集安段石川氏哲罗鱼 １１８．４６ ２００７
吉１ ５ 嫩江大安段乌苏里拟鲿 ７６．２５ ２００７
吉２ ６ 鸭绿江云峰段斑鳜茴鱼 ３．００ ２００８
吉２ ７ 牡丹江上游黑斑狗鱼 ２９．８７ ２００８
吉２ ８ 珲春河大麻哈鱼 ４３．７５ ２００８
吉３ ５ 松花江头道江特有鱼类 １２９９．００ ２００９
吉４ ８ 松花江宁江段 ７７．１５ ２０１０
吉４ ９ 二龙湖 １３１．２４ ２０１０
吉４ １０ 西北岔河 １５７０．００ ２０１０
吉５ ４ 嫩江镇赉段特有鱼类 ３７０．００ ２０１１
吉５ ５ 小石河冷水鱼 ８．８１ ２０１１
吉５ ６ 月亮湖 ２２５．００ ２０１１
吉６ ６ 大黄泥河唇鱼骨 １．８８ ２０１２
吉６ ７ 哈泥河东北七鳃鳗 ５．８０ ２０１２
吉６ ８ 鸭绿江临江段马口鱼 ２．３６ ２０１２
吉７ ７ 松原松花江银鲴 ３４．００ ２０１３
吉７ ８ 珠尔多河洛氏鱥 ７１．２５ ２０１３
吉７ ９ 和龙红旗河马苏大麻哈鱼陆封型 ２１．３０ ２０１３
吉８ ２ 通化哈尼河 ４．５８ ２０１４
吉８ ３ 嫩江前郭段 ５．５１ ２０１４
吉８ ４ 辉南辉发河瓦氏雅罗鱼 ８．４６ ２０１４
吉９ １ 白江河特有鱼类 ３．２４ ２０１５
吉９ ２ 松花江吉林段七鳃鳗 １５．１０ ２０１５
吉１０ ４ 吉林前郭查干湖蒙古鲌 ３２１．４３ ２０１６
吉１０ ５ 吉林前郭新庙泡特有鱼类 １４．３５ ２０１６
吉１０ ６ 吉林松花湖特有鱼类 ９４．０９ ２０１６

　　注:(１)“吉１ ３”表示该保护区为经农业农村部审批的第１批

第３处保护区,依此类推;(２)“∗”表示２７个保护区均省略了后缀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Notes:(１)“Ji１ ３”meansthatitisthefirstbatchofthirdproＧ

tectedareaapprovedbytheMinistryofAgricultureandRuralAfＧ

fairs;(２)“∗”indicatessuffixof＂NationalAquaticGermplasm ReＧ

sourcesConservationArea＂．

表２　吉林省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面积结构

Tab．２　Structureoftheprotectedareas

类型
面积/

km２

数量/

个

数量占

比/％

面积/

km２

面积占

比/％
小型 ≤１０ ９ ３３．３ ４３．６７ ０．９４
中型 １０~１００ １１ ４０．７ ５４３．２２ １１．７５
大型 １００~１０００ ５ １８．５ １１６６．１３ ２５．２３

特大型 ≥１０００ ２ ７．５ ２８６９００ ６２．０８
合　　计 ２７ １００ ４６２２．０２ 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保护对象

２．１．１　物种组成　全省２７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共包含保护物种６２种,其中鱼类６１种(表３)和甲

壳类１种.据«吉林省志水产志»记载,吉林省鱼

类有９目、１９科、７０属、１０５种.保护区现有保护鱼

类占全省鱼类的５９．１％,隶属１３科;其中,七鳃鳗科

３种、鲑科７种、狗鱼科１种、胡瓜鱼科１种、鲤科

３０种、鳅科５种、鲇科２种、鲿科３种、鱈科１种、鮨
科２种、塘鳢科２种、鰕虎鱼科１种、鳢科１种、杜父

鱼科１种.保护对象中,黄鱼幼为中国特有种,细鳞

鲑为国家II级保护动物,七鳃鳗、哲罗鲑、大麻哈

鱼、茴鱼等属以及细鳞鲑、花羔红点鲑、池沼公鱼、瓦
氏雅罗鱼等种为冷水种;雷氏七鳃鳗、日本七鳃鳗、
哲罗鲑、黑龙江茴鱼、黑斑狗鱼和怀头鲇等为«中国

濒危动物红皮书鱼类»(１９９８)圈定的“易危种”.

２．１．２　动物地理　６１种保护鱼类中的５８种按其起

源、分布和生态特性隶属于６个区系类群(表３),分
别为江河平原类群、北方平原类群、北方山地类群、
早第三纪鱼类、热带平原类群和北极淡水类群(董崇

智,２００１;解 玉 浩,２００７),各 有 保 护 对 象 ２２ 种

(３７９％)、１０ 种 (１７２％)、７ 种 (１２．１％)、１０ 种

(１７２％)、６种(１０．４％)和３种(５．２％);此外,关于

大麻哈鱼、驼背大麻哈鱼和马苏大麻哈鱼的区系类

群归属尚没有明确的定论(史为良,１９８８),因此本文

未统计.

图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年吉林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面积和数量变化统计

Fig．２　IncreaseofquantityandproportionoftheprotectedareasinJilinProvince(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

００１ 第４１卷第６期　 　　　　　　　　水 生 态 学 杂 志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表３　吉林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保护物种及其生态类型

Tab．３　SpeciesprotectedandtheirecoＧtypesintheprotectedareas

物种 分　　布

生态类型 生物地理

繁殖
方式

食
性

栖息
类型

水
层

区系
组成

地理
区划

Ⅰ七鳃鳗目Petromyzoniformes
ⅰ七鳃鳗科 Petromyzonidae

　１雷氏七鳃鳗Lainpetrareissneri∗ 吉１ ５、吉３ ５、吉９ ５ ５ ２ ３ ２ ３ １
　２日本七鳃鳗L．japonica∗ 吉１ ３、吉１ ５、吉２ ８、吉９ ５ ５ ２ ４ ２ ３ １
　３东北七鳃鳗L．morii∗ 吉６ ７、吉８ ２、吉８ ４ ５ ２ ３ ２ ３ １
Ⅱ鲑形目Salmoniformes
ⅱ鲑科Salmonidae

　４哲罗鲑 Huchotaimen∗ 吉３ ５ ５ ４ １ ２ ４ １
　５石川氏哲罗鲑 H．issikawaiMori∗ 吉１ ４ ５ ４ １ ２ ４ １

　６细鳞鲑Brachymystaxlenok∗
吉１ ３、吉１ ４、吉２ ６、吉２ ８、吉３
５、吉４ １０、吉５ ５、吉６ ７、吉７ ９、
吉８ ２、吉９ １、吉９ ２

５ ４ １ ２ ４ １

　７花羔红点鲑Salvelinusmalma∗
吉１ ３、吉１ ４、吉２ ８、吉３ ５、吉４
１０

５ ４ ４ ２ ６ １

　８大麻哈鱼Oncorhynchusketa∗ 吉１ ３、吉２ ８ ５ ４ ４ ２ １
　９驼背大麻哈鱼O．gorbuscha∗ 吉２ ８ ５ ４ ４ ２ １
　１０马苏大麻哈鱼O．masoumasou∗ 吉２ ８、吉７ ９ ５ ４ ４ ２ １
ⅲ茴鱼科 Thymallidae

　１１黑龙江茴鱼Thymallusarcticusgrubei∗ 吉６ ６、吉７ ８、吉９ １ ５ ４ １ ２ ４ １
　１２鸭绿江茴鱼T．arcticusyaluensis∗ 吉１ ４、吉２ ６ ５ ４ １ ２ ４ １
ⅳ狗鱼科Esocidae

　１３黑斑狗鱼Esoxreicherti∗ 吉２ ７ １ ４ ２ ２ １
ⅴ胡瓜鱼科 Osmeridae

　１４池沼公鱼 Hypomesusolidus∗ 吉１ ４ ５ ２ ３ ２ ６ １
Ⅲ鲤形目 Cypriniformes
ⅵ鲤科Cyprinidae

　１５马口鱼Opsariichthysbidens 吉１ ４、吉６ ８、吉１０ ５ １ ３ ３ １ １ １
　１６青鱼 Mylopharyngodonpiceus 吉１ ４、吉５ ６、吉６ ６、吉６ ７ ２ ４ ２ ２ １ １

　１７草鱼Ctenopharyngodonidellus
吉１ ４、吉５ ６、吉６ ６、吉６ ７、吉６
８、吉８ ３、吉８ ４

２ １ ２ ２ １ １

　１８洛氏鱥Phoxinuslagowskii∗ 吉１ ４、吉７ ８ ５ ３ ３ ２ ２
　１９真鱥P．phoxinus∗ 吉１ ４ ５ ３ ３ ４ ２
　２０花江鱥P．czekanowskii∗ 吉１ ４ ５ ３ ３ ２ ２
　２１鳡Elopichthysbambusa 吉５ ６ ２ ４ ２ １ １ １
　２２瓦氏雅罗鱼Leuciscuswaleckii∗ 吉２ ６、吉２ ７、吉５ ５、吉８ ４ １ ３ ２ ２ ２
　２３红鳍鲌Cultererythropterus 吉１ ４、吉１０ ４ １ ４ ３ １ １ １
　２４翘嘴鲌C．alburnus 吉１ ５、吉８ ３、吉１０ ４、吉１０ ６ １ ４ ２ １ １ １
　２５达氏鲌C．dabryi 吉１０ ４ １ ３ ２ １ １ １
　２６蒙古鲌C．mongolicus 吉１０ ４ １ ４ ２ １ １ １
　２７鳊Parabramispekinensis 吉１ ４ ２ ３ ２ ２ １ １
　２８鲂 Megalobramaterminais 吉１０ ６ １ ３ ２ ２ １ １
　２９团头鲂 M．amblycephala 吉１ ４、吉５ ６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３０银鲴Xenocyprisargentea 吉２ ７、吉７ ７ ２ １ ２ ２ １ ３
　３１细鳞斜颌鲴Xenocyprismicrolepis 吉２ ７、吉５ ６ ２ １ ２ ２ １ ３
　３２宽鳍鱲Zaccoplatypus 吉１ ４ ５ ３ ３ ２ １ １
　３３兴凯刺鳑鲏Acheilognathuschankaensis 吉１ ４ ４ ３ ３ ２ ３ ３

　３４花鱼骨 Hemibarbusmaculatus
吉４ ８、吉５ ４、吉７ ７、吉８ ３、吉１０
５

５ ４ ２ ２ １ ３

　３５唇鱼骨 H．labeo 吉１ ４、吉６ ６、吉９ １ １ ４ １ ２ １ ３
　３６麦穗鱼Pseudorasboraparva 吉１ ４ １ ３ ３ １ ３ ３
　３７平口鮈Ladislaviataczanowskii 吉９ １ ２ ３ ２ ２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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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３

物种 分　　布

生态类型 生物地理

繁殖
方式

食
性

栖息
类型

水
层

区系
组成

地理
区划

　３８东北鳈Sarcocheilichthyslacustris 吉８ ２ ２ ３ ２ ２ １ ３
　３９犬首鮈Gobiogobiocymocephalus 吉４ ８ １ ３ ２ ２ ２ １

　４０鲤Gyprinuscarpiolinnaeus
吉１ ４、吉４ ８、吉５ ６、吉６ ６、吉６
７、吉６ ８、吉８ ３、吉８ ４、吉９ １、吉
９ ２

１ ３ ３ ３ ３ １

　４１鲫Carassiusauratus
吉５ ６、吉６ ６、吉６ ７、吉６ ８、吉８
４、吉９ １、吉９ ２

１ ３ ３ ２ ３ １

　４２鳙Aristichthysnobilis 吉１ ４、吉６ ７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４３鲢 Hypophthalmichthysmolitrix 吉１ ４、吉１ ４、吉８ ３、吉８ ４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ⅶ鳅科Cobitidae

　４４北方泥鳅 Misgurnusbipartitus 吉１ ４ １ ３ ３ ３ ２
　４５北方条鳅Barbatulabarbatulanuda∗ 吉１ ４ １ ３ １ ３ ２ ２
　４６黑龙江花鳅Cobitislutheri∗ 吉８ ２ １ ３ ２ ３ ２ ３
　４７北方花鳅C．granoci 吉１ ４ １ ３ １ ３ ２ ３
　４８花斑副沙鳅Parabotiafasciata∗ 吉１ ４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Ⅳ鲇形目Siluriformes
ⅷ鲇科Siluridae

　４９鲇Silurusasotus
吉１ ４、吉４ ８、吉６ ６、吉６ ７、吉９
１

１ ４ ３ ３ ３ １

　５０怀头鲇S．soldatovi 吉４ ８ １ ４ ３ ３ ３ １
ⅸ鲿科Bagridae

　５１黄颡鱼Pelteobagrusfulvidraco
吉１ ４、吉２ ６、吉４ ９、吉５ ６、吉８
４、吉９ ２

３ ４ ３ ３ ５ ４

　５２光泽黄颡鱼P．nitidus 吉８ ３ ３ ４ ３ ３ ５ ４
　５３乌苏里拟鲿Pseudobagrasussuriensis 吉１ ４、吉１ ５、吉２ ６ ３ ４ ３ ３ ５ ３
Ⅴ鳕形目Gadiformes
ⅹ鳕科 Gadidae

　５４江鳕Lotalata∗ 吉１ ５、吉２ ７、吉５ ５ ５ ４ ３ ３ ６ １
Ⅵ鲈形目Perciformes
ⅹⅰ鮨科Serranidae

　５５鳜SinipercaChuatsi
吉１ ５、吉５ ４、吉５ ６、吉６ ７、吉８
２、吉８ ３、吉８ ４、吉９ ２、吉１０ ６

２ ３ ２ １ ３

　５６斑鳜S．scherzeri 吉１ ４、吉２ ６、吉６ ８ ２ ４ ３ ２ １ ３
ⅹⅱ塘鳢科Eleotridae

　５７葛氏鲈塘鳢Perccottusglehni 吉４ ８ １ ４ ３ ３ ５ ３
　５８黄鱼幼 Pseleotrisswinhonis ５ ４ ３ ３ ５ ４
鰕虎鱼科 Gobiidae

　５９波氏吻鰕虎Ctenogbiuscliffordpopei 吉４ ８ １ ３ ３ ３ ２ １
ⅹⅲ鳢科Channidae

　６０乌鳢Channaargus 吉４ ８ ３ ４ ３ ３ ５ ４
Ⅶ鲉形目Scorpaeniformes
ⅹⅳ杜父鱼科 Cottidae

　６１杂色杜父鱼Cottuspoecilopus∗ 吉１ ４、吉４ １０ ５ ３ ３ ３ ４ １

　　注:(１)“∗”表示冷水种;(２)“吉１ ５”见表１;(３)繁殖方式:１ 草上产卵型,２ 水层产卵型,３ 营巢型,４ 喜贝性产卵型,５ 水底产卵型;食
性:１ 植食性,２ 碎屑食性,３ 杂食性,４ 肉食性;栖息类型:１ 江河上游流水型和山溪急流型,２ 江/湖缓流型,３ 淡水定居型,４ 江海洄游
型;水层:１ 中上层,２ 中下层,３ 底栖;区系组成:１ 江河平原类群,２ 北方平原类群,３ 早第三纪鱼类,４ 北方山地类群,５ 热带平原类群,
６ 北极淡水类群;地理区划:１ 古北界北方区黑龙江亚区,２ 古北界宁蒙区内蒙亚区,３ 古北界华东区海辽亚区,４ 东洋界华南区.

Notes:(１)“∗”meanscoldwaterfish;(２)“Ji１ ５”seetable１;(３)modesofreproduction:１ ovipositiononthegrass,２ aquiferoviposiＧ
tiontype,３ nestingtype,４ shellfishoviposition,５ underwateroviposition;feedinghabits:１ herbivoric,２ detritaldiet,３ omnivorous,
４ carnivorous;habitattype:１ upperreachesofriversorstreamrapidflowtype,２ river/lakeslowflowtype,３ freshwatersettlement,
４ migrationtype;waterlayer:１ uppermiddlelevel,２ middleandlowerlayers,３ benthic;faunacomposition:１ riverplaingroup,
２ northernplains,３ earlytertiaryfishes,４ northernmountaingroups,５ tropicalplaingroups,６ arcticfreshwatergroups;animalgeoＧ
graphicaldivision:１ palaearcticnorthernHeilongjiangsubregion,２ palaearcticNingxiaMongoliaInnerMongoliasubregion,gubeidistrict,
３ palaearcticEastChinaSeaArea,３ OrientalSouthernChina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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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区划上,参照中国淡水鱼类动物地理区划,
占优的是古北界北方区黑龙江亚区,其后依次是古

北界华东区海辽亚区、古北界宁蒙区内蒙亚区和东

洋界华南区;分别有保护对象３７种(６０８％)、１４种

(２２９％)、６种(９．８％)和４种(６．５％).

２．１．３　生态类型　根据保护对象的繁殖方式、食
性、栖息环境类型和水层等生态类型(表３),其划分

结果如下:
(１)按繁殖方式划分.保护对象以草上产卵型

物种占优(３７．６％),其次是水底产卵型(３４４％),其
后是水层产卵型(１９．６％)、营巢产卵型(６．４％)和喜

贝性产卵型(１．６％).
(２)按食性划分.以肉食性物种占优(４４．３％),

其后依次为杂食性(３７．７％)、碎屑食性(９８％)和植

食性(８．２％).
(３)按栖息环境类型划分.保护鱼类分为江河

上游流水和山溪急流型、江(湖)缓流型、淡水定居型

和江海洄游共４个类型,其中淡水定居型物种最多

(４１％),其后为江(湖)缓流型(３２．７％)和江河上游

流水和山溪急流型(１８．１％),江海洄游型包括日本

七鳃鳗、大麻哈鱼、驼背大麻哈鱼、马苏大麻哈鱼和

花羔红点鲑５种,且马苏大麻哈鱼有洄游型和陆封

型两个种群,花糕红点鲑的整个生活史均可以在保

护区水域完成,实际已成为陆封种群.
(４)按 栖 息 水 层 划 分.以 中 下 层 鱼 类 占 优

(５７３％),其后依次为底栖鱼类(２７．９％)和中上层

鱼类(１４．８％).

２．２　分布格局

吉林省建立的２７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主要

分布于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１处(松原段),松花

江支流１６处,分别为北源嫩江水域６处(嫩江大安

段、镇赉段、前郭段,查干湖、新庙泡、月亮湖水库),
南源第二松花江水域７处(松花江头道江上游、第二

松花江宁江段、吉林段、松花湖,二松支流头道江、大
黄泥河、白江河);牡丹江水域３处(牡丹江支流塔拉

河、小石河、珠尔多河).其次分布于鸭绿江水域,鸭
绿江干流３处(吉安段、云峰段、临江段),支流３处

(西北岔河、哈泥河,其中哈泥河有两处).再次分布

于图们江水域,３处均为支流(珲春河珲春段、红旗

河、密江河),分布最少的辽河流域仅有二龙湖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１处.
按保护区类型的空间分布,河流型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的分布构成了保护区空间分布的主要部

分,松花江干流和鸭绿江干流共有３处,其余支流及

小型河流共有１８处,在全省的东部、南部、北部和中

部均有分布;水库型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有

４处,包含位于中部的松花湖水库和雁鸣湖水库、位
于北部的二龙湖水库和南部的月亮湖水库;湖泊型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仅有两处,分别为位于

南部的查干湖和新庙泡.
从空间分布的变迁来看(图１),２００７年时只有

３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其中密江河大麻哈鱼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分布于吉林省东部,鸭绿

江集安段石川氏哲罗鱼和嫩江大安段乌苏里拟鲿的

２个保护区则分别分布于南部和北部.到２０１１年,
保护区数量增至１４个,新增的１１个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包含河流型和水库型,分布由鸭绿江水域、图
们江水域和嫩江水域向第二松花江水域扩展;从空

间分布而言,即由吉林省南部、东部和北部向中部延

伸.至２０１６年,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数量增至２７
处,新增的１３处保护区包含河流型和湖泊型,主要

分布于中部和南部,并镶嵌分布于西北部.表明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空间分布逐步趋于平衡,水域

类型也更加全面.

２．３　面积结构

运用统计学方法对吉林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的面积结构进行分析(表２),特大型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有２处,总面积达２８６９km２,占全省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总面积的６２．０８％;大型保护区５处,
总面积１１６６．３３km２,占２５．２３％;中型保护区有１１
处,面积共计５４３．２２km２,占１１．７５％;小型保护区

有９处,面积４３．６７km２,占０．９４％.可见吉林省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面积类型以中 小型为主,特大型

和大型保护区的数量虽少,但面积占比高,中 小型

保护区的数量虽多,但面积占比低.特大型、大型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主要分布于南部的第二松花江中

上游水域和北部的嫩江下游水域,中 小型保护区则

主要分布于东部的图们江水域、南部的第二松花江

上游水域和北部的嫩江松花江三岔河口水域.

３　讨论

３．１　增强物种的优先保护与多样性保护

吉林省２７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共有保护物

种６２种,包含鱼类６１种(表３)和甲壳类１种(解玉

浩,２００７),较完整的优先保护了吉林省境内特有珍

稀濒危鱼类及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及遗传育种价值的

鱼类.但各水域中的珍稀水生生物不仅有鱼类,还
包括甲壳类 秀丽白虾、青虾,软体动物 褶纹冠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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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蚬,爬行类 鳖、龟,水生高等植物 慈姑、蒲草、芡
实、莲等(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２０１７).目前,受
保护物种尚局限于鱼类,未将上述物种纳入到保护

名单中,物种多样性保护方面有所欠缺;另外,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建立以后,不能建而不管,应选取能

够有效反应物种变化和生态系统变化的监测指标,
建立动态监测网络,开展长期、系统的监测(Nichols
& Williams,２００６);及时反馈保护物种是否建立种

群、已有种群在保护区水域内能否完成完整的生活

史、种群数量在一定时间内的变化趋势等重要信息;
通过监测信息的反馈,评估保护效果,及时调整保护

措施,使珍稀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３．２　优化保护区面积类型结构与空间结构

从保护区类型看,河流型、水库型、湖泊型各有

２０、５、２处,水域类型较为全面,但结构略显失衡.
从面积类型看,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各有２、５、１１、９处,以中型和小型为主.特

大型和大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数量虽少,但面

积占比高,中 小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数量虽

多,但面积占比低,保护区面积类型结构需进一步优

化.从空间布局看(图１),至２０１６年,吉林省内大

部分重要自然水域均已建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在境内分布较为均匀,但西部偏少.为构建更加科

学合理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体系,建议以现有的

保护区网络为基础,通过调整保护区面积和新建保

护区等方法,有重点的调整并新建立一批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以优化保护区类型和面积,有效发挥其

物种保护和水生生态系统保护功能.

３．３　加强各保护区之间的协调性和整体性

进行保护区规划和建设时,不但要认识到保护

区内“生物 生物”、“生物 环境”之间的联系,也要认

识到保护区内“生物 环境 社会经济”之间的联系

(呼延佼奇等,２０１４).保护区因建立年份不同、管理

部门不一,对相邻保护区之间的协调性往往考虑不

周.如嫩江镇赉段、大安段和前郭段３个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同属嫩江下游,保护对象也存在相似性

和互补性,其试验区或核心区并未相互连接,各自分

隔为相互独立的区块,大大降低了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的物种保护效果;另外,水域类型及保护物种各

有差异,其对功能区划的要求也大不相同,如大中型

鱼类比小型鱼类要求更大的活动范围,洄游性鱼类

要求有上溯、降河或降海的通道.因此,建立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时,保护物种相同或相似的应尽可能

保持边界相连,核心区尽量相通,提升对濒危水生生

物和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进行功能分区时,应根据

保护物种的生态习性、保护区的功能和管理目标的

不同,因时施策、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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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yResourcesandSpatialDistributionofNationalAquaticGermplasm
ConservationAreasinJilin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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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HeilongjiangInstituteofFisheries,ChineseAcademyofFishery
Sciences,Harbin　１５００７０,P．R．China;

２．NationalDemonstrationcenterforExperimentalFisheriesScienceEducation,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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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CentreforResearchonEnvironmentalEcologyandFishNutritionoftheMinistry
ofAgriculture,ShanghaiOceanUniversity,Shanghai　２０１３０６,P．R．China)

Abstract:JilinProvincesupportsplentifulwildaquaticspeciesandhighbiodiversityinitsdiverseaquaticeＧ
cosystems．Bytheendof２０１６,atotalof２７aquaticgermplasmresourceconservationareashadbeenestabＧ
lishedinJilinProvince,withanareaof４６２２km２．Inthisstudy,weanalyzedthespatialdistributionand
statusoffisheryresourcesofthenationalaquaticgermplasmreservesinJilinProvince,aimingtoprovidea
referencefo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managementoftheconservationareas．First,information
wassummarizedonthenumber,area,animalsprotected,watertypesandspatialdistributionoftheproＧ
tectedareasusinghierarchicalstatisticsandclassificationmethods．Then,theoverlaymethodwasusedto
drawaspatialdistributionmapoftheprotectedareasbycombiningtheaboveanalysisresultswiththe
mainwatersystemsinJilinProvince．Finally,weanalyzedtheprotectedspeciescharacteristicsandevaluaＧ
tedthedevelopmentstatusoftheJilinProvinceAquaticGermplasmConservationArea(batch１ １０)．ReＧ
sultsshowthatthe２７nationalaquaticgermplasmreservesinclude２１riverreserves,４reservoirreserves
and２lakereserves．Intermsofthespatialdistribution,thereare１７conservationareasintheSonghua
Riverbasin,６intheYaluRiverbasin,３intheTumenRiverbasinand１intheLiaoheRiverbasin．Atotal
of６２protectedaquaticspeciesarelistedinthe２７nationalaquaticgermplasmreserves:６１fishspecies
from１３familiesand１crustacean．OurresearchshowsthattheexistingaquaticgermplasmresourceconＧ
servationareasinJilinProvinceformapatternoffishhabitatprotection,withnearlycompletecoverageof
watertypes,thatplaysanimportantroleinprotectingrareaquaticbiologicalresources．ThepaperconＧ
cludeswithadiscussionoftheeffectivenessofprotectedareasforconservingendemicspecies,thestrucＧ
tureandcoordinationoffunctionalzoning,andrecommendationsforimprovingtheoperationofprotected
areas．
Keywords:fisheryresource;distributionpattern;habitatprotection;Jilin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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