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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以“万水之源”“千山之宗”著称，

特殊的地理地形和高寒的气候条件使生

活在这里的鱼类具有独特的区系结构，西

藏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做好水

生态保护工作，是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

2016 年，是我区渔业发展史上不平凡

的一年。以保护我区渔业资源、助力西藏

水生态文明建设为宗旨的自治区农牧科

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正式组建，并举行挂

牌仪式。

这意味着我区唯一一家以有效保护

与高效利用高原特色水产资源，保护、改

善、调节、提升水产资源环境为重点的水

产科研机构正式成立，并为我区制定水产

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理论依

据与技术支撑，为我区水生态和渔业资源

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央与自治区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4 年来，区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立

项各类项目 34 项，总经费近亿元，建成雅

鲁藏布江渔业资源繁育基地、西藏特有鱼

类增殖育种场等科研平台，国家农业农村

部还在拉萨设立特色淡水鱼产业技术体

系拉萨综合试验站。我区渔业资源保护

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

理念得到全面彰显。

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研究
取得重大进展

西藏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

水系格局极为复杂，是我国河流数量最

多、湖泊面积最大、国际河流分布最广的

省区。青藏高原是全球独特的生态地域，

生态安全阈值幅度窄，环境人口容量低，

生态系统一旦破坏，将很难恢复。近几年

来，区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和国内多家

科研单位联合或独立承担了多项国家部

委及地区相关部门渔业资源调查专项，据

了解，这些专项调查范围包括雅鲁藏布

江、怒江和澜沧江西藏段，总长 3885 公里；

以及总面积达 384 平方公里的湖泊，有然

乌错、巴松错、错那、错鄂和哲古错等。

“接下来，将会加强野外调查数据库

以及鱼类标本库、活体库的建立，开展重

要鱼类栖息地的勘测与保护规划工作，完

善土著鱼类繁育技术体系，推进渔业资源

有效利用，基于调查水域渔业资源与环境

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保护对

策。”日前，在农业农村部财政专项“西藏

重点水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项目专项

中期总结会上，项目负责人表示。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后，

2016 年 3 月，全国渔业渔政工作会提出，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脆弱，重点是保护水

生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同年 7 月，全国

农业援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强调援藏工作

要抓好“五突出、五促进”，将“西藏专项”

列为农业农村部重点农业援藏项目。

4 年来，我区大力加强渔业资源调查

研究力度，实施了拉萨河、雅鲁藏布江等

重点水域资源调查，取得了重大进展，累

计行程 50000 多公里，采集鱼类各类标本

20000 余尾，形成渔业相关数据 30000 多组

等，为研究西藏鱼类的高原适应性及探究

青藏高原鱼类的进化和演化积累了大量

数据基础，深入了解掌握了西藏渔业资源

现状，方便对其进行动态监测，为保护西

藏渔业资源和构建水生态系统安全奠定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比如说，在雅鲁藏布江上游发现裸

鲤新品种，填补了雅鲁藏布江干流无裸鲤

分布的空白；在素有‘鬼湖’之称的拉昂错

发现裂腹鱼 2 种，证明了拉昂错不是生命

禁区；在墨脱采集到 1 种蟹类，丰富了西藏

水生生物的组成，为西藏水生生物物种多

样性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自治区农科

院水产科学研究所所长牟振波说，另外，

在墨脱自然水域发现了泥鳅，标志着泥鳅

作为一个外来物种可能已经入侵到墨脱

地区，对墨脱水生态安全敲响了警钟。

渔业资源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全面摸

清我区渔业资源的“家底”。据不完全统

计，我区已知鱼类有 73 种（含亚种），隶属

于 3 目 5 科 22 个属。通过实施渔业资源与

环境调查项目，初步摸清了我区现有土著

鱼类的资源分布情况，首次了解到我区外

来水生生物的入侵情况，对我区渔业资源

的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逐步加大科学增殖放流力度

养护水生态系统安全，离不开科学增

殖放流工作。

几十年来，随着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鱼类资源也面临着国内其他水域渔

业发展所出现的一些共性问题，如部分流

域过度捕捞、生境片段化等。加之，高原

生态环境脆弱、鱼类区系结构简单、生长

缓慢、繁殖力较低、资源补充周期长、对生

境高度适应和依赖等特点，使得西藏水生

生态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受特殊的高原环境影响，西藏特有鱼

类资源较为独特和脆弱，表现为种群高度

单一性、寿命相对较长、生长十分缓慢等

特点，这些特点使其对人类活动的干扰极

为敏感，鱼类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将很难恢

复。“西藏共有 73 种（含亚种）鱼类，但因不

科学放流，目前，西藏水域外来的物种已

经达到 20 多种，挤占了本地鱼类的生存空

间。而不科学的放流是导致外来物种入

侵的重要原因，因此，开展科学的增殖放

流，不仅有利于西藏土著鱼类资源的保护

和恢复，更是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的有力措

施。”牟振波说。

2017 年 8 月 29 日，西藏规模最大、组

织 最 完 备 的 一 次 渔 业 资 源 放 流 活

动——2017 年西藏自治区土著鱼类增殖

放流暨放流知识科普活动在拉萨河南岸

举行。此次放流的土著鱼类共有 7 种、5 万

尾，这是区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 2017 年

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增殖流放活动，年度累

计放流西藏土著鱼苗 200 余万尾，为以后

的开展增殖放流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据统计，区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成

立以来，共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19 次，放流

土著鱼类 560余万尾，开展讲座 10余次，发

放宣传资料 1.5 万余册，宣传活动进校园、

进社区 5 次，科学增殖放流的社会影响日

益增强。

裂腹鱼等土著鱼类保护研
究不断取得新突破

2019 年，利用繁育的苗种，区农科院

水产科学研究所开展了黑斑原鮡苗种培

育关键技术研究，采用不同开口饵料、不

同培育模式并设置了多个行为学研究实

验组，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

产研究所、西南大学、中科生态等单位共

同进行黑斑原鮡人工规模化繁育和苗种

培育技术研究，目前，已撰写完成地方标

准 3项，获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3项。

4 年来，区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加

大对土著鱼类研究保护工作，目前，已编

写完成双须叶须鱼人工繁育技术规范、拉

萨裸裂尻鱼人工繁育技术规范、黑斑原鮡

放流鱼苗室内培育技术规范等技术规程

10 项，为我区土著鱼类的合理开发和保护

利用，以及科学增殖放流工作奠定了重要

基础，发挥了规范性的作用，这些技术规

程对从捕捞繁殖亲鱼的规格、到放流鱼苗

的大小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一方面，避免

了对繁殖亲鱼的滥捕滥捞，另一方面，可

提高放流鱼苗的成活率，真正做到了科学

放流。

科研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4 年来，区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从

无到有、由弱变强，这主要受益于科研平

台建设的稳步推进。

2017 年 3 月底，为了更好地养护西藏

本土鱼类资源，区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

与区畜牧总站协商沟通，将曲水县黑斑原

鮡原种场，更名为“西藏特有鱼类增殖育

种场”。

2018 年，由自治区发改委批复，水产

科研实验楼及其附属工程和雅鲁藏布江

渔业资源繁育基地开工建设。

2019 年 5 月，雅鲁藏布江渔业资源繁

育基地和水产科研实验楼开始投入试运

行。

目前，雅鲁藏布江渔业资源繁育基地

保存西藏主要土著鱼类亲本 2000 公斤，

主要包括异齿裂腹鱼、巨须裂腹鱼、拉萨

裂腹鱼、拉萨裸裂尻、尖裸鲤、双须叶须鱼

等。2 号车间主要实施了黑斑原鮡苗种

培育，3 号和 4 号车间主要进行西藏土著

鱼类子一代苗种培育，9 号、10 号车间进

行当年尖裸鲤，次年拉萨裸裂尻鱼养殖和

保种。另外，基地设置了科普宣传区域，

制 作 了 雅 鲁 藏 布 江 28 种 鱼 类 的 宣 传 展

板，进一步增强了大家对西藏鱼类资源保

护的认知。

水产科研实验楼内分子生物学、营养

学、水质理化等实验室，已具备开展鱼类

科学研究能力，科技人员已在繁育基地和

科研实验楼开展各项实验相关工作，为我

区渔业资源和水生态环境保护作出应有

的贡献。

按 照《水 生 生 物 增 殖 放 流 管 理 规

定》的要求，增殖放流的苗种和亲本应

当是本地原生种；禁止使用外来种、杂

交 种 、转 基 因 种 以 及 其 他 不 符 合 生 态

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进行增殖放流。

西藏开展土著鱼类科学增殖放流

暨相关知识科普活动非常有意义。时

至 岁 末 ，2019 年 区 农 科 院 水 产 科 学 研

究 所 增 殖 放 流 工 作 已 圆 满 结 束 。 日

前 ，就 我 区 增 殖 放 流 和 其 意 义 及 下 一

步 工 作 计 划 ，记 者 专 访 了 自 治 区 农 科

院水产科学研究所所长牟振波。

“ 人 工 增 殖 放 流 是 用 人 工 方 法 直

接向海洋、滩涂、江河、湖泊等天然水

域 投 放 或 移 入 渔 业 生 物 的 卵 子 、幼 体

或成体，以恢复或增加种群的数量，改

善和优化水域的群落结构。从广义上

讲，还包括改善水域的生态环境，向特

定水域投放某些装置（如附卵器、人工

鱼 礁 等）以 及 野 生 种 群 的 繁 殖 保 护 等

间接增加水域种群资源量的措施。”牟

振波说。

他说，西藏共有 73 种（含亚种）鱼

类，但因不科学放流，目前，西藏水域

外来的物种已经达到 20 多种，挤占了

本地鱼类的生存空间。

牟 振 波 介 绍 ，外 来 物 种 必 然 导 致

对 生 存 条 件 的 竞 争 ，如 对 饵 料 资 源 的

重新分配、对生活空间的占有等，使水

体原有的种群之间的生态平衡关系发

生 改 变 ，尤 其 是 肉 食 性 鱼 类 的 放 流 务

必谨慎处理。放流新品种进入新环境

适 应 后 ，由 于 新 环 境 中 通 常 缺 乏 限 制

其 繁 衍 速 度 的 天 敌 ，一 般 会 比 当 地 封

闭 水 域 中 的 土 著 种 类 有 更 强 的 竞 争

力 ，压 制 甚 至 灭 绝 了 当 地 优 良 的 地 方

名 贵 品 种 。 例 如 ，新 疆 博 斯 腾 湖 在 将

额尔齐斯河水系的雅罗鱼等进行放流

时，无意间将河鲈也引入了该湖，河鲈

很 快 成 了 优 势 品 种 ，对 其 他 鱼 类 造 成

严重危害。

目 前 ，保 护 鱼 类 技 术 手 段 有 如 下

几 种 ：一 是 建 立 健 全 野 生 鱼 类 保 护 机

制，加强保护宣传力度，以相关的鱼类

监 管 部 门 为 先 导 ，制 定 并 执 行 相 应 的

渔 业 管 理 规 定 ，对 野 生 鱼 类 的 捕 捞 地

点、捕捞季节、捕捞种类、捕捞作业时间、捕捞鱼类的大小以及对珍

稀野生鱼类的禁捕范围进行明确规定。 二是建立珍稀鱼类自然保

护区，收集鱼类的遗传信息。对濒危野生鱼类，建立相应的鱼类遗

传信息综合库，收集并保存珍稀野生鱼类的遗传信息，基于鱼类种

目类别、分布地域和鱼群数量，进行编目；重点研究部分鱼类消失的

关键诱因及人类活动对鱼类生存的影响；重点考察在生态系统受到

威胁时所引起的遗传多样性的变异情况，最终建立起野生鱼类物种

多样性的研究平台。另外，还可以扩大土著鱼人工繁殖的规模，达

到保护土著鱼类的目的。

“根据自治区的统一安排，2020 年，区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将

继续增殖放流西藏各种土著鱼类，包括异齿裂腹鱼、拉萨裂腹鱼、拉

萨裸裂尻鱼、尖裸鲤、双须叶须鱼等，争取在黑斑原鮡苗种培育方面

再取得更大进步。”牟振波说。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日前，记者从区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

了解到，近年来，在国家和自治区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区农科院水产科

学研究所联合区外相关部门，开展对西藏土著鱼类重要功能基因分析和

挖掘利用研究，目前，在黑斑原鮡、异齿裂腹鱼、尖裸鲤基因研究方面取

得了重大突破。

黑斑原鮡是西藏重要的珍稀鱼类之一，与同属鱼类相比，具有一个

特殊功能的组织器官——腹腔外肝，但对于黑斑原鮡特殊的肝脏发育分

子机制及其在适应性进化中的生理功能变化情况尚不清楚。自治区农

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集中优势力量，通过柔性引进武汉理工大学、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联合西南大学、诺禾致源相关研究

人员，历时 6 个月，终于在 2018 年 8 月公开了首个青藏高原特有鱼类黑斑

原鮡的基因组，填补青藏高原鱼类基因组的空白，也是区内屈指可数的

高水平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鱼类高海拔适应性分子机制、高原鱼类

物种形成机制和后期种质资源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

近年来，区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主要针对异齿裂腹鱼和尖裸鲤开

展了功能基因研究。目前，已完成了裂腹鱼基因组的组装、注释、比较基

因组分析的工作。研究人员发现，裂腹鱼的基因组多倍化事件与西藏地

区的古地理和气候历史高度相关，从而在基因组和分子水平揭示了西藏

地理和气候演化对于裂腹鱼类基因组的影响。

下一步，区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将围绕青藏高原隆起和裂腹鱼物

种形成这一科学问题，进一步解释西藏高原的地质和气候演化对于裂腹

鱼类基因组多倍化的影响，以及多倍体基因组进化对裂腹鱼类的高原环

境适应性形成的作用，从而系统地阐明西藏地区特有珍稀鱼类资源形成

的进化历史，为特有渔业资源的保护提供更加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河 湖 清 澈 鱼 儿 游
—区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加强渔业资源保护和改善水生态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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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土著鱼类重要功能基因分析

和 挖 掘 利 用 研 究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图为区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举行裂腹鱼增殖放流活动。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上图：雅鲁藏布江渔业资源繁育基地全貌。

右图：在区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实验室里，科技人员正在

分离鱼类血液血清。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西 藏 渔 业 知 识 知 多 少 ？

研究与保护并重

为更好地帮助大家了解西藏渔业资

源，自治区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的科研

人员专门收集了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并

进行了回答。

问：大家知道西藏的鱼类有多少种？

答：73 种（含亚种）。

问：这些鱼类是不是都是西藏特有的

呢？

答：是的。目前，我区已知的鱼类有

73 种（含亚种），隶属于 3 目 5 科 22 个属。

由于特殊的生态环境，我区鱼类区系组成

极为独特，以裂腹鱼类为例，这种类型的

鱼类，以腹部有两排鳞片为特点，乍一看

就像腹部裂开的样子，它也是西藏鱼类最

具代表性的类群。从栖居环境分析，除西

藏裂腹鱼可同时分布于河、湖两种水体环

境外，其他裂腹鱼属的鱼类均为外流流水

环境生活。而在鲤科鱼类中，也仅有裸鲤

属、小头高原鱼属和裸裂尻鱼属的鱼类分

布于藏北高原湖泊。由于过去调查力度

有限，对广袤的藏北高原鱼类了解还远远

不足，仍然存在分类学问题。

问：西藏裂腹鱼类生长的快不快呢？

答：很慢，大概 10 年长一斤。

问：西藏裂腹鱼类寿命长不长呢？

答：长，平均寿命为 50 年。

问：西藏裂腹鱼类的繁殖力高不高？

答：很低！

（1）生 长 慢 。 大 约 10 年 长 一 斤 ，鲤

鱼、鲫鱼等，一般一年就可以长一斤。

（2）寿命长。裂腹鱼类平均寿命在 50

年以上，最大的棒棒鱼平均寿命超过了

70 多年。

（3）性成熟晚。大部分裂腹鱼类都是

10 岁以上才性成熟，完成第一次产卵和

排精，而鲤鱼、鲫鱼两年就可以产第一批

卵。

（4）繁殖力低。一次产卵量小，一般

在 1 万颗卵以内，而鲤鱼或者鲫鱼一次可

以产 10 万颗卵。

（5）喜 欢 流 水 环 境 ，讨 厌 静 水 环 境 。

流水可以促进西藏本土鱼类的繁殖和发

育，可以减少病害或者寄生虫的感染。

问：西藏有没有外来鱼类？这些外来

鱼类对土著鱼类有没有影响呢？

答：有！在西藏，由于不科学的放流

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导向作用，绝大多数市

场销售的鱼类为内地养殖的品种，这些鱼

类中又常常会混杂一些经济价值不高但

适应性很强的麦穗鱼、棒花鱼等小型鱼

类。多年大量的重复引入，导致这些外来

鱼类在我区人口相对密集的城镇附近水

域快速形成了可以自我繁殖的种群。

目前，外来鱼类在西藏的一些水体中

已经很常见。在尼洋河鱼类的调查中发

现了鲫、麦穗鱼、泥鳅、大鳞副泥鳅和黄黝

鱼 5 种外来鱼种。拉萨市拉鲁湿地共发

现 7 种外来鱼类，麦穗鱼和鲫已成为绝对

优势种，原本生活在静水河汊中的本地裂

腹鱼幼鱼和高原鳅则不见踪影。虽然目

前外来鱼类对西藏土著鱼类的影响机制

尚不十分清楚，但从现有调查数据分析，

外来鱼类对西藏土著鱼类和生态系统已

经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般来说，外来鱼类对本土鱼类的影

响有三个方面：一是食物竞争；二是空间

竞争；三是捕食作用。因此，科学的增殖

放流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