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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鱼类一新纪录科———平鳍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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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水产科学重庆市市级重点实验室，重庆 G##)$H）

摘要："##I 年 I 月在西藏境内进行鱼类资源调查时，采到澜沧江西藏芒康县江段的彭氏爬鳅（!"#$%&’" ()*+$ J+&’1），

这是西藏境内首次记录的平鳍鳅科（J*5&-*K:8,3L&8）鱼类。采集到的两尾彭氏爬鳅标本特征如下：体稍长，前部较平

扁，后部渐显侧扁。口下位，中等大，呈弧形。吻端圆钝，边缘较薄。唇较薄。口前具吻沟和吻褶。吻褶发达，吻褶分

B 叶，中叶较大，叶间有吻须 " 对，外侧 $ 对较长，口角须 $ 对，唇具有明显乳突。眼小，侧上位。侧线完全，自体侧中

部平直的延伸到尾鳍基部。背鳍短，起点距吻端较距尾鳍基部为近，腹鳍起点显著在背鳍起点之前。臀鳍末端压倒

后缘不及尾鳍基部。偶鳍宽大平展，末端圆钝，鳍基部具肉质鳍柄。腹鳍左右分开，不连成吸盘。尾鳍叉形，下叶较

长，其长度约等于头长。标本保存于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平鳍鳅科鱼类已知分布于长江以南的云南等省区，彭

氏爬鳅主要分布于澜沧江水系支流流沙河南，此次在西藏境内采到彭氏爬鳅，使西藏自治区成为平鳍鳅科鱼类新的

省级分布区，并增加了彭氏爬鳅在西藏境内澜沧江上游的分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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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年 I 月在西藏境内进行鱼类资源调查时，

在西藏芒康县曲孜乡采集到 " 尾小型鱼类标本，经

鉴定为彭氏爬鳅（!"#$%&’" ()*+$ J+&’1），为西藏境

内新纪录种［$FI］。彭氏爬鳅在分类上隶属于鲤形目、

平鳍鳅科、平鳍鳅亚科、爬鳅属。此前平鳍鳅科在我

国西藏境内没有记录，本次采集到的彭氏爬鳅是首

次在西藏境内采集到的平鳍鳅科鱼类，因此，平鳍鳅

科为西藏境内的新纪录科［"］。所采集标本已保存于

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水产科学重庆市市级重点实

验室（封三图版 A）。

$ 主要鉴别特征和形态学测量数据

体稍长，前部较平扁，后部渐显侧扁，背缘稍呈

弧形，腹面平坦。头平扁，口下位，中等大，呈弧形。

吻端圆钝，边缘较薄。唇较薄，上下唇在口角处相

连。下颌前缘外露。口前具吻沟和吻褶。吻褶发

达，吻褶分 B 叶，中叶较大，叶间有吻须 " 对，外侧

$ 对较长。口角须 $ 对，眼小，侧上位。侧线完全，

自体侧中部平直的延伸到尾鳍基部。

背鳍短，起点距吻端较距尾鳍基部为近，腹鳍起

点显著在背鳍起点之前。臀鳍末端压倒后缘不及尾

鳍基部。偶鳍宽大平展，末端圆钝，鳍基部具肉质鳍

柄。尾鳍叉形，下叶较长，其长度约等于头长。

所采集标本两尾，其主要生物学测量数据如表 $。

其中，标准长为体高的 H( D) 倍，为体宽的 G( GG 倍，

为头长的 H( IG 倍，为尾柄长的 H( " 倍，为尾柄高的

$#( HD 倍。头长为体高的 #( C) 倍，为头宽的#( CB 倍，

为吻长的 $( D$ 倍，为眼径的 I( BC 倍，为眼间距的

$( )) 倍。头宽为口裂宽的 $( H) 倍。

表 $! 标本生物学数据

P&Q( $! <K8=358’9 Q3*-*13= L&:&

编号 "##I#I$C##$ "##I#I$C##"

全长 E 55 CB( #$ CD( HH

体长 E 55 ))( DI )I( GI

体重 E 1 I( H# C( B#

体高 E 55 $B( "# $G( B"

体宽 E 55 $)( $" $I( ##

尾柄长 E 55 $G( GI $H( G#

尾柄高 E 55 )( B# )( GI

头宽 E 55 $G( ## $G( )#

头长 E 55 $B( BG $B( BD

编号 "##I#I$C##$ "##I#I$C##"

眼间距 E 55 )( GD )( D#

眼径 E 55 $( HD $( D"

吻长 E 55 I( #$ I( GG

口宽 E 55 C( ## C( "#

侧线鳞 E 片 )C I$

背鳍 !FI !FI

胸鳍 "F$" "F$B

腹鳍 #F$H #F$B

臀鳍 $FH $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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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平鳍鳅科已知分布于长江以南的云南、贵州、广

西、海南、广东、福建、台湾、江西、湖北、湖南、四川、

陕西等省区［"#$］。本次在西藏境内发现平鳍鳅科鱼

类，使西藏自治区成为平鳍鳅科鱼类新的省级分布

区。彭氏爬鳅主要分布于澜沧江水系，在云南省有

分布记录，主要在云南省勐海县境内的澜沧江支流

流沙河内，此次在西藏境内采集到彭氏爬鳅，增加了

其在西藏境内澜沧江上游的分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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