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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鱼类一新纪录种———小眼薄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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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F 年 %% 月和 "##I 年 + 月对嘉陵江下游进行鱼类资源调查时，在嘉陵江重庆市合川区盐井段江段采得鳅科

鱼类一批，经鉴定，其中 %"H 尾为小眼薄鳅（!"#$%&%$’( )’*+%#,$,(-)( J. "$ K=），为嘉陵江流域的新纪录种。小眼薄鳅

眼细小，头长为眼径的 %") D L "$) % 倍，须 D 对，吻须 " 对，聚生于吻端，口偏下位；身体侧扁平直，体被细小而薄的鳞

片；背鳍前无黄色斑点，尾鳍深分叉；生活时体色鲜艳，多为粉红色或暗粉红色，眼前方具较大块的色素花；实验解剖

了部分标本，均未发现性成熟个体。所采集的全部 %"D 尾标本，均保存于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新种发表时，提

供的比例性状中，头长为眼径的 "* 倍，但是根据本组数据测量，头长与眼径的比在 %") D 到 "$) % 倍之间，主要集中在

%I 倍左右。本次测量得到的生物学数据及比例形状虽然与之前的数据存在差异，但对本物种性状的描述是一个补

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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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眼薄鳅（!"#$%&%$’( )’*+%#,$,(-)( J. "$ K=）隶

属于鲤形目鳅科沙鳅亚科薄鳅属，是 %$ID 年傅天佑

等发表的新种［%］，经查阅有关文献，在嘉陵江流域尚

无记录［"G*］。"##F 年 %% 月和 "##I 年 + 月对嘉陵江

下游进行鱼类资源调查时，在嘉陵江重庆市合川区

盐井段江段采得鳅科鱼类一批，经鉴定，其中 %"H 尾

为小眼薄鳅，属嘉陵江流域的新纪录种。采集到的

标本保存于重庆市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鱼类标本

室（封三图版 C）。

% 主要鉴别特征和形态学测量数据

眼细小，位 于 头 的 前 侧 上 方，头 长 为 眼 径 的

%"P D L "$) % 倍，须 D 对，吻须 " 对，聚生于吻端。具

眼下刺，不分叉，末端达到眼后缘下方。背鳍前无黄

色的斑块，尾鳍深分叉。背鳍 888GI；胸鳍 8G%%；臀鳍

条 888GH；腹鳍条 8GIG$。

身体侧扁。侧线完全，平直。体被细小而薄的

鳞片。吻端稍尖，口偏下位。上下颌不突出，边缘光

滑。颊部具鳞，腹鳍基部有腋鳞。鳔 " 室，前室圆

形，后室很小。胃较大，呈 ; 型。肠管细短，折呈 Q
字型，腹腔膜为黄白色。生活时体色鲜艳，多呈粉红

色或暗粉红色，眼前方具较大块的色素花。浸制后，

标本体色逐渐变暗，褪色。本次采集到的标本使用

百袋子网捕获。小眼薄鳅个体小，数量不多，不属于

该江段的经济鱼类。傅天佑等推测其产卵期为 F L
I 月［%］。在本次调查中对部分标本作了解剖，未发

现成熟亲鱼。

测量方法参考丁瑞华等［"］的方法，其中鱼体形

态数据利用上海量刃具厂生产的电子数显游标卡尺

（# L D## ::）测定。本次采集标本 %"H 尾，测量标

本 %"% 尾，测量数据用平均值 R 标准差表示。所采

集的标本体重 D) I R %) D"+ 6，全长 FD) I R $) DDI
::，体长 H$) % R I) +DD ::，体高 %%) H R %) *$+ ::，

体宽 F) % R %) #%" ::，头长 %H) * R %) I+$ ::，头宽

*) H R %) %I* ::，吻长 H) F R #) $D* ::，眼径 #) $# R
#) %*% ::，眼间距 D) F" R #) +*" ::，尾柄高 I) F* R
%) +$D ::，尾柄长 $) # R %) HH$ ::，背鳍前距 D%) % R
+) +#" ::，腹鳍前距 D%) * R +) +F% ::；标准体长为

体高的 H) " R #) ++" 倍，为头长的 D) I R #) DDI 倍，为

尾柄长的 *) F R #) **% 倍，为尾柄高的 *) I R #P HDD
倍；头长为吻长的 ") I R #) "ID 倍，为眼径的 %F) F R
D) #DF 倍，为眼间距的 +) " R #) D$D 倍；眼间距为眼

径的 +) D R #) I%F 倍，尾柄长为尾柄高的 %) # R #P #$$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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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参考新种发表时的主要鉴别特征以及与同属相

近种的比较，确定其为小眼薄鳅。但也存在两处数

值的不符。在新种发表时，提供的比例性状中，头长

为眼径的 !" 倍。但是根据本次数据测量，头长与眼

径的比在 #!$ % 到 !&$ # 倍之间，主要集中在 #’ 倍左

右。与同属的相近种，天台扁尾薄鳅和闽江扁尾薄

鳅头长为眼径的 #( 倍左右相比，区别比较明显。同

时，傅天佑等提出小眼薄鳅的尾柄高稍大于或等于

尾柄长［#］，根据本研究测量数据，尾柄长与尾柄高不

存在固定的比例性状，但比例多集中在 # 倍左右。

以上数据差距的产生，一是由于新种发表时测量的

标本数不多，二是由于生活环境，年龄等不同而产生

的个体差异。因此本次测量得到的生物学数据及比

例形状虽然与之前的数据存在差异，但对本物种性

状的描述是一个补充和完善。

依据丁瑞华等，小眼薄鳅分布于岷江干流中、下

游和大渡河下游［!］。本次增加了小眼薄鳅在嘉陵江

流域的分布记录。

参考文献：

［#］傅天佑，叶妙荣$ 薄鳅属一新种———小眼薄鳅［ )］$ 动物

学研究，#&’%，*（!）：#!#+#!*$
［!］丁瑞华$ 四川鱼类志［,］$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陈景星$ 中国沙鳅亚科鱼类系统分类的研究［)］$ 动物学

研究，#&’(，#（#）：*+!($
［*］陈景星，朱松泉$ 鳅科鱼类亚科的划分及其宗系发生的

相互关系［)］$ 动物分类学报 #&’*，&（!）：!(#+!(’$
［-］蒋国福，何学福$ 嘉陵江下游鱼类资源现状调查［ )］$ 淡

水渔业，!((’，%’（!）：%+.$
［"］施白南，邓其祥$ 嘉陵江鱼类名录及其调查史略［ )］$ 西

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 ,/ 0.# 1,23,/4 %,5#(———!"#$%&%$’( )’*+%#,$,(-)(

!"#$ %&’(，)*#$ +,，$-#$ .,/’(012/’(，)*#$ 32,04,/’
（/01 2345637561 58 9:;37<= >=<0?=0 58 @A5?B:<?B，>=A55C 58 2<80 >=<0?=0，>5;7AD0E7 F?<G06E<71，@A5?B:<?B *((.#-，@A<?3）

!6-0(2&0：H? I5G$ ，!((. 3?J 9K6$ ，!((’，D0 B57 E5L0 8<EA0E 40C5?B<?B 75 5678&9&8,/ <? )<3C<?B M<G06，58 DA<=A #!- D060 <J0?7<8<0J 3E
5678&9&8,/ :,1;&7282/<:/$ NA<E D3E 7A0 8<6E7 7<L0 7A37 5= :,1;&7282/<:/ D3E 85;?J <? )<3C<?B M<G06 43E<?$ 5= :,1;&7282/<:/ A3G0 EL3CC
010E，#!$ %+!&$ #7<L0E <? A03J$ O3640CE % K3<6E，65E763C 43640CE ! K3<6E，65E763C K367 EA36K0J，L5;7A E;4<?806<56$ O5J1 =5LK60EE0J，

=5G060J D<7A EL3CC 3?J 7A<? 3:;3L3，C37063C C<?0 <?70B6<71$ @3;J3C 856P0J J00KC1，?5 EK57 EA5D0J 5? K60J56E3C$ NA0 45J1 9<6+4C3JJ06
A3J 7D5 =A3L406E$ @5C5;6 58 C<G<?B 5= :,1;&7282/<:/ D3E K<?P 56 J36P K<?P 3?J 7A060 D060 K<BL0?7 8C5D06E 5? 7A0 865?7 58 010E，DA<C0
7A0 E3LKC0E D060 8<Q0J 3?J K60E06G0J <? -R 856L3CJ0A1J0 E5C;7<5?$ NA0? 7A0 =5C56 83J0J$ >5L0 58 7A0 E3LKC0E D060 3?375L<E0J 3?J
4;7 3 L37;60 5?0 D3E ?0G06 85;?J$ 9CC 58 #!% EK0=<L0?7E D060 L03E;60J 3?J P00K <? >=A55C 58 2<80 >=<0?=0，>5;7AD0E7 F?<G06E<71$
SA0? 7A0 EK0=<0E D3E 85;?J，7A0 J0E=6<K7<5? D3E 7A37 7A0 C0?B7A 58 A03J D3E !" 7<L0E C5?B06 7A3? 010E’J<3L0706 3?J J0K7A 58 =3;J3C
K0J;?=C0 D3E A<BA06 56 0:;3C 75 C0?B7A 58 =3;J3C K0J;?=C0$ T373 EA5D0J C0?B7A 58 A03J <E #!$ % 75 !&$ # C5?B06 7A3? 010E’3?J L5E7 J3+
73 360 #’ 7<L0E$ NA060 D060 ?5 J0706L<?0J 637<5 407D00? =3;J3C K0J;?=C0 J0K7A 3?J =3;J3C K0J;?=C0 C0?B7A$ NA0 =3;E0 58 7A0E0 J<8806+
0?=0E L31 40 J;0 75 J<88060?7 ?;L406E 58 EK0=<L0?7E（ 7A060 D060 L560 EK0=<L0?7E），A34<737 3?J 3B0 E76;=7;60$ NA5;BA E5L0 J<88060?=0E
D060 EA5D0J <? 7A0 J373 865L K60G<5;E E7;J1，<7’E 3 E;KKC0L0?7 856 7A0 EK0=<0E <? L56KA5C5B1$
7#8 $’()-：5678&9&8,/ :,1;&7282/<:/；?0D 60=56J；7A0 )<3C<?B M<G06

! )5;6?3C 58 @A5?B:<?B I56L3C F?<G06E<71（I37;63C >=<0?=0）U A77K：V V DDD$ =:?;W$ =?U U U U U X5C$ !" I5$ *



（责任编辑! 方!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