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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J 年 J 月在西藏境内进行的鱼类资源调查中，在西藏芒康县曲孜卡乡采集到 % 尾鮡科褶鮡属鱼，经鉴定，均

为无斑褶鮡（!"#$%#&’#(#)" )**+&$,+-$" 12-）。无斑褶鮡在分类上隶属于硬骨鱼纲、鲇形目、鮡科、褶鮡属，其主要形

态特征为：胸部平坦，有一呈卵圆形的吸着器；眼小，位于头顶；口小，下位，周围密布乳头突，唇后沟不通；须 I 对，颌

须发达，向后伸达鳃孔；胸吸着器横褶 $H K $E 条，尾鳍深分叉，下叶略长；体色均一，如同红泥水色，无黄色斑块。目

前所采集到的 % 尾标本均保存于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无斑褶鮡此前仅在云南的白济汛和属于澜沧江水系的溜

洞江有分布记载，西藏境内尚无其分布的文献记载；本次调查首次在西藏境内发现了无斑褶鮡的存在，为西藏境内

的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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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褶鮡属鱼类已知有 I 种，在中国分布的有 %
种［$G*］分别是黄斑褶鮡（!"#$%#&’#(#)" "$,&+-$"（&?G
1/://’.O））、间褶鮡（!"#$%#&’#(#)" )(-#.*#%)$" 12-）

和无斑褶鮡（!"#$%#&’#(#)" )*+*&$,+-$" 12-）。已有

资料显示，西藏境内褶鮡属鱼类中仅有黄斑褶鮡的

分布［J］。"##J 年 J 月在西藏境内进行鱼类资源调

查时，在西藏芒康县曲孜卡乡采集到 % 尾鮡科褶鮡

属鱼类，经鉴定为无斑褶鮡。无斑褶鮡在我国西藏

境内没有记录，本次采集到的无斑褶鮡为西藏自治

区的新纪录种。采集到的标本保存于西南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封二图版 C）。

$ 主要鉴别特征和形态学测量数据

% 尾无斑褶鮡标本形态特征描述如下。体延

长，前部纵扁。胸部平坦，有一呈卵圆形的吸着器。

眼小位于头顶。口小，下位，周围密布乳头突，唇后

沟不通。须 I 对，颌须发达，向后伸达鳃孔。胸吸着

器横褶 $H K $E 条。尾鳍深分叉，下叶略长。喜居流

水，体色均一，如同红泥水色，无黄色斑块。形态测

量数据统计如表 $。由表 $ 可知，体长为体高的 H) *
KH) J 倍，为头长的 H) I K H) * 倍，为尾柄长的 %) * K

%) J 倍。头长为吻长的 $) E K $) * 倍。眼间距为眼径

的 ") % K%) H 倍。尾柄长为尾柄高的 H) E KE) % 倍。

表 $! 标本生物学数据

P’Q) $! P2: Q5,/,35? O’<’ ,0 ;R:?57:.;

编号 ##$ ##" ##%

体长 F 77 J*) # D") # D$) #

体重 F 3 J) % $#) # $#) D

体高 F 77 $H) # $E) # $E) #

尾柄长 F 77 "I) # "H) # "I) #

尾柄高 F 77 %) J I) H I) %

头长 F 77 $E) # $*) # $E) #

吻长 F 77 D) J $#) # $#) #

编号 ##$ ##" ##%

眼间距 F 77 %) H %) H %) H

眼径 F 77 $) # $) H $) H

横褶数 F 条 $E $E $H

背鳍 5GE 5GE 5GE

胸鳍 5G$% 5G$% 5G$%

腹鳍 5GH 5GH 5GH

臀鳍 55GJ 55GJ 55GJ

" 讨论

褶鮡属鱼类胸部都有一个卵圆形的吸着器，而

且为横褶，从而与纹胸鮡属相区别。我国分布的 %
种褶鮡属鱼类中，间褶鮡胸部吸着器横褶数目少于

$$ 条，本次采集到的褶鮡的横褶数目为 $H K $E 条，

不符合间褶鮡的特征。黄斑褶鮡和无斑褶鮡胸部吸

着器横褶数目在 $I K "$ 条之间，但黄斑褶鮡背鳍两

侧和脂鳍起点左右等部位都有一些黄色斑块，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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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褶鮡无此特征。此次调查中采集到的褶鮡没有黄

斑，不符合黄斑褶鮡的特征，而符合无斑褶鮡的特

征，因此，此次采集到的为无斑褶鮡。无斑褶鮡在云

南的白济汛和溜洞江（ 属于澜沧江）有分布，本次是

首次在西藏境内采集到，为西藏境内的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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