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 物 学 研 究 !""#，$%& ’ !(（!）：))) * ))+ ,- (. / )"#" 0 1 233- "!(# / (4(.
5667689:;7 <=>=;&:?

!

高原特有条鳅鱼类两新种在广西的

发现及其动物地理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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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描述了采自广西都安县红水河水系的条鳅亚科鱼类 " 个新种：丽纹云南鳅 !"##$#%&"’ ("&)*+,,%-"’
78 2 *9: # 在侧线长度、鳞片分布、鳍条数目、尾型、吻须长度等方面与侧纹云南鳅 !"##$#%&"’ (&+",./$+#%$（;<=
+)*，!>&?）最为相似，但新种独特的斑纹和上下唇的长乳突可明显与之区别，二者在一些度量特征上也有区

别。黄体高原鳅 0,%(&.(*1’$ 2&$3%).,("’ 78 2 *9: 2 与同分布于西江水系的南丹高原鳅 0 4 #$#5$#+#’%’ @)* +/ $& 2 较为

相似，并以下列特征组合与高原鳅属所有已知种相区别：背鳍分枝鳍条 !& 根、臀鳍分枝鳍条 $ A 6 根、体被细

鳞、侧线完全、具 $ 条宽横斑和 ! 条沿侧线的细纵纹、尾鳍深分叉、尾鳍基具 ! 半圆形黑斑、尾鳍上下叶各具

" 条黑色横斑、腹鳍末端后伸超过肛门、腋部具发达的肉质鳍瓣、上唇中央完全中断等。云南鳅属和高原鳅属

均是高原特有类群，前者仅分布于云南东中部地区，后者则集中分布于青藏高原。两个新种的分布地均远离这

两个属的分布中心，而且呈间断分布。通过各自相近种谱系关系分析，推测这种特殊的分布格局是通过隔域分

化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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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年 0 月至 A<<< 年 .A 月，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都安县红水河水系陆续采到一批条鳅亚科鱼类标

本。经鉴定，其中有 A 个新种，分别隶属于云南鳅

属 /0++*+#%0) 和高原鳅属 !"#$%&$’()*。云南鳅属是

云南高原的特有类群，高原鳅属则是青藏高原的特

有类群。它们在广西的发现对深入揭示青藏高原邻

近地区的地理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现分别对它们

进行详细的描述，并对其动物地理学意义进行初步

的探讨。模式标本均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鱼类标本库。

) 材料与方法

研究标本均用福尔马林固定。测量方法参照

E(,5（.//<）。新种的认定以具有独特而且间断的

外形特征（含形态、可数、可量特征）和独立的分

布区为标准（L:9 M L:#9，./NN）。动物地理分析

以区系成分分析和谱系地理分析为主。

* 结果与讨论

* +) 丽纹云南鳅，新种 !"##$#%&"’ ("&)*+,,%-"’
(, - .%/ -（图 )）

正模标本 OPL//0<<.，体长 Q/ R= 66，./// 年

0 月采自广西都安地下河，属红水河水系。

副模标本 .Q 号，OPL//0<<A，A<<.S<SN > 0?，

A<<A<S<AS > A0，体长 S< R? T SN RS 66，./// 年 0
月，A<<. 年 S 月和 A<<A 年 S 月分别采自广西都安

地下河，属红水河水系。

A R. R . 形态特征 测量标本 .S 尾，全长 SN RA T
0? R/ 66，体长 Q/ R= T SN RS 66。背鳍条 Q，N T /

（个别为 Q，/）；臀鳍条 Q，0 T =（个别为 Q，=）；

胸鳍条 .，N T .<；腹鳍条 .，= T ?（个别为 .，=）；

尾鳍分枝鳍条 .S T .=（个别为 .S）。第一鳃弓内侧

鳃耙 .. T .A。脊椎骨（. 尾标本）S U A/。

体长为体高 S RQ T 0 R=（0 R<）倍，为头长 S RS
T 0 R.（S R?）倍，为尾柄长 0 R? T ? R.（= RQ）倍，

为尾柄高 ? R/ T / R?（N R?）倍，为前背长 . R/ T A R.
（A R<）倍，为腹鳍前体长 . RN T A R<（. R/）倍，为

臀鳍前体长 . RQ 倍。头长为吻长 A R? T Q R0（Q R<）

倍，为眼径 Q R0 T S RQ（Q RN）倍，为眼间距 A RQ T
Q RS（A R0）倍，为背鳍长 < R/ T . RQ（. R<）倍，为

胸鳍长 . RA T . R0（. RS）倍，为腹鳍长 . RS T . R?
（. R0）倍，为臀鳍长 . RA T . R0（. RQ）倍。头高为

头宽 . R. T . RQ（. RA）倍，头宽为口宽 A R0 T Q RN
（Q R.）倍。尾柄长为尾柄高 . RA T . R?（. RS）倍。

尾鳍最长鳍条为中央鳍条 . R. T . RQ（. R.）倍。

体呈纺锤形，侧扁。背腹缘弧度约相等，身体

最高点在背鳍起点之前。头侧扁。吻钝圆，吻长小

于眼后头长。前后鼻孔分离，前鼻孔短管状，约位

于眼前缘至吻端的中点；后鼻孔周围无瓣膜，紧位

眼前上缘，距前鼻孔大于距眼前缘。眼大，侧上

位，位于头部中央。眼间隔微隆起。口小，次下位

（图 A）。口角达前鼻孔前缘的垂直线。上下唇发

达，表面具皱褶；上唇中央具 A 个长乳突；下唇中

央具缺刻，具左右两行各 A 个长乳突。上颌中央具

齿状突；下颌中央无缺刻。须 Q 对，均较长；内侧

吻须伸达口角，外侧吻须伸达眼前缘，颌须不及眼

后缘。鳃膜连于鳃峡，鳃峡宽约等于吻长，鳃孔下

角止于胸鳍起点的腹面。

背鳍起点约位于吻端至尾鳍基的中点，外缘弧

形，最末不分枝鳍条短于第一分枝鳍条，鳍条末端

伸过肛门的垂直线，但不及臀鳍起点的垂直线。臀

鳍外缘弧形，末端略超过尾柄之中点。胸鳍外缘弧

形，中央鳍条最长，末端不及胸鳍起点至腹鳍起点

间距的中点。腹鳍起点位于背鳍起点的后下方，外

A.. 动 物 学 研 究 A0 卷



缘弧形，短小，末端不及肛门；距胸鳍起点大于距

臀鳍起点；腋部无肉质鳍瓣。肛门靠近臀鳍起点，

约位于腹鳍起点至臀鳍起点的后 ! " # 处。尾鳍浅

凹。

除头部外，全身被细密鳞片。侧线不完全，止

于胸鳍末端上方。头部具侧线管孔。腹膜灰白色。

肠管平直。鳔前室包被于骨质鳔囊中，后壁膜质；

后室发达，椭圆形，游离于腹腔，末端不及腹鳍起

点。

浸制标本头背部及侧面上半部灰褐色，下半部

浅黄色。吻须灰褐色，颌须黄色。自吻端沿体侧中

轴至尾鳍基有一条黑褐色纵纹；身体具黑褐色细横

斑 !$ % !& 条，除腹鳍之前的数条横斑中断于腹中

线，其余横斑均环绕身体一周；横斑在背侧有时分

裂成 $ 条；横斑间距大致相等，背部最宽，向下渐

窄；横斑间距在背侧小于或等于横斑宽度，在腹侧

约为横斑宽度的 $ 倍。各鳍鳍条浅灰色或灰色。

雄性吻端、吻须、胸鳍和腹鳍背面、臀鳍及尾

柄腹侧具极细小珠星。

$ ’! ’ $ 分类分析 本种在侧线长度、鳞片分布、

鳍条数目、尾型、吻须长度等方面与侧纹云南鳅

!"##$#%&"’ (&)"*+,$)#%$（()*+,，!-.#）最为相似，

但本种独特的斑纹和上下唇的长乳突可明显与之相

区别；二者的区别还体现在一些可量性状上：体长

"体高 # ’/ % 0 ’1（0 ’.）23 4 / ’ - % # ’-（# ’$），体长 "
头长 # ’# % 0 ’!（# ’&）23 4 / ’ & % / ’-（/ ’5），体长 "
尾柄长 0 ’& % & ’!（1 ’/）23 4 & ’ & % - ’!（5 ’#），头长

"吻 长 $ ’& % / ’0（ / ’.） 23 4 $ ’ 0 % $ ’5（ $ ’1），

尾 柄长 " 尾柄高! ’ $ % ! ’ &（! ’ #）23 4 ! ’ ! % ! ’ $（! ’ !）。

! "! 黄 体 高 原 鳅，新 种 !"#$%&$’()* +%*,#-&"$.)
#$ % &’( %（图 )）

正模标本 678--0..#，体长 &1 ’# 99，!--- 年

0 月采自广西都安红水河水系。

副模 标 本 - 号，678--0../，..!!.00! : 0#，

..!$.1!.，!#， $!， $#， 体 长 0$ ’$ % 5# ’& 99，

!--- 年 0 月、$... 年 !! % !$ 月采自广西都安红水

河水系。

$ ’$ ’ ! 形 态 特 征 测 量 标 本 !. 尾，全 长 1& %
!.# ’/ 99，体长 0$ ’$ % 5# ’& 99。背鳍条 /，!.；

臀鳍条 /，1 % &；胸鳍条 !，!!；腹鳍条 !，1 % &
（个别为 !，1）；尾鳍分枝鳍条 5 ; 5。第一鳃弓外

侧鳃耙 0 % -，内侧鳃耙 !! % !$。脊椎骨（! 尾标

本）# ; /#。

体长为体高 # ’& % 1 ’5（1 ’.）倍，为头长 # ’.
% # ’#（# ’$）倍，为尾柄长 0 ’! % 0 ’5（0 ’#）倍，

为尾柄高 5 ’$ % !. ’!（- ’$）倍，为前背长 ! ’- %
$ ’.（$ ’.）倍。头长为吻长 $ ’# % / ’!（$ ’1）倍，

为眼径 0 ’! % 1 ’5（0 ’-）倍，为眼间距 / ’& % 0 ’$
（# ’&）倍。头宽为口宽 $ ’/ % / ’.（$ ’1）倍。尾柄

长为尾柄高 ! ’0 % $ ’.（! ’&）倍。尾鳍最长鳍条为

中央鳍条 ! ’- % $ ’$（$ ’.）倍。

体粗壮，身体及尾柄侧扁。头略平扁，头宽稍

大于头高。吻钝圆，吻长小于眼后头长。前后鼻孔

紧邻，前鼻孔位于鼻瓣中，鼻瓣不延长为须状，位

眼前缘至吻端的后 ! " /；后鼻孔周围无瓣膜，靠近

眼前上缘。眼大，侧上位，约位于头部中央。眼间

隔及鼻间隔稍隆起。口下位（图 #）。口角位于后

鼻孔的下方。上唇发达，表面具细小乳突；上唇中

央被一深沟完全隔断；下唇发达，中央具深”<”

字形缺刻。上颌弧形，中央无齿状突；下颌弧形，

中央无缺刻。须 / 对，均较长；内侧吻须伸达口

角，外侧吻须伸达眼前缘，颌须略不及或伸达眼后

缘。鳃膜连于鳃峡，鳃孔下角止于胸鳍起点腹面。

背鳍起点约位于吻端至尾鳍基的中点，外缘内

凹，最长不分枝鳍条约等于体高；鳍条末端伸过肛

门的垂直线，接近臀鳍起点垂直线。臀鳍鳍条末端

接近尾鳍基。胸鳍略平展，鳍条末端后伸不及腹鳍

起点。腹鳍起点与背鳍起点相对，末端后伸超过肛

门，但不及臀鳍起点；距胸鳍起点大于距臀鳍起

点；腋部具一发达肉质鳍瓣。肛门约位于腹鳍起点

至臀鳍起点间距的后 ! " / 处。尾鳍深分叉，下叶略

长于上叶。

除头部、胸部及腹鳍至臀鳍之间的腹部外，全

身被细密鳞片。侧线完全，平直，仅在背鳍基后缘

下方略下弯，后段入尾柄正中。腹膜淡黄色，具黑

色素斑。肠在“=”字形的胃发出后，在胃后方向

前弯折一周，在胃后端向后通向肛门。鳔完全包被

于骨质鳔囊中，后壁骨质，无开孔。

浸制标本头部背面、侧面、吻端、鳃盖等处密

布相互连接的虫状纹；头部腹面深黄褐色；唇及须

黄褐色。身体基色黄褐色，体侧具 1 % & 条界限清

晰的黑褐色宽横斑，横跨背部；横斑间距小于横斑

宽。体侧沿侧线具 ! 条黑褐色细纵纹。背鳍基及背

鳍中央 ! " / 鳍条各具 ! 黑斑；臀鳍、胸鳍、腹鳍各

具 ! 黑斑。尾鳍基具 ! 半圆形黑斑；尾鳍上下叶各

具$条 黑 色 横 斑 纹 。雄 性 颊 部 刺 突 区 明 显 ，长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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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丽纹云南鳅 !"##$#%&"’ ("&)*+,,%-"’ "# $ %&’ $
()* +! !"##$#%&"’ ("&)*+,,%-"’ "# $ %&’ $

正模标本 ,-.//011!，体长 2/ +3 44（5&6&78#9 ,-.//011!，2/ +3 44 :;）。

图 < 丽纹云南鳅 !"##$#%&"’ ("&)*+,,%-"’ "# $ %&’ $ 头部腹面观

()* +< =9%7>?6 ’)9@ &A B9?C &A !"##$#%&"’ ("&)*+,,%-"’ "# $ %&’ $
正模标本 ,-.//011!，体长 2/ +3 44（5&6&78#9 ,-.//011!，2/ +3 44 :;）。

形，自眼前下缘延伸至外侧吻须基部；胸鳍条变

硬，背侧具细小珠星。

< +< + < 分类分析 西江水系已记录有 !< 种高原鳅

（DBE F DB9%，!/G/；.BE :H，!/I/；J?%*，!//1；J?%*
F DBE，!//1；DB9% 97 ?6，!//<；;?% 97 ?6，!//0；;) F
.BE，<111；K?%* F ;)，<11!），即 个 旧 盲 高 原 鳅

.,%(&/(*0’$ 1+2%"+#’%’（DBE +3 DB9%）、南盘江高原鳅

. 4 #$#($#2%$#1+#’%’ .BE +3 D?&、云南高原鳅 . 4 0"#5
#$#+#’%’ J?%*、大斑高原鳅 . 4 -$),/-$)"&$3"’ J?%*、

大眼高原鳅 . 4 -$),/(*3*$&-$ .BE +3 LE&、抚仙高原

鳅 . 4 6"7%$#+#’%’ J?%* +3 DBE、湖高原鳅 . 4 &$)"’3,%’
J?%* +3 DBE、石林盲高原鳅 . 4 ’*%&%#+#’%’ DB9% +3
J?%*、阿庐高原鳅 .,%(&/(*0’$ $&"+#’%’ ;)、鼻须高原

鳅 .,%(&/(*0’$ #$’/8$,8$3"&$ K?%* +3 ;)、贞丰高原鳅

.,%(&/(*0’$ 9*+#6+#1+#’%’ K?%* +3 ;)、南 丹 高 原 鳅

.,%(&/(*0’$ #$#:$#+#’%’ ;?% +3 $& $。本新种背鳍起

点位于体之中点，侧线完全，尾鳍深分叉，与同分布

于红水河水系的南丹高原鳅 .,%(&/(*0’$ #$#:$#+#’%’
;?% +3 $& $ 较为相似；但二者区别明显，本种身体粗

壮 ，腋部具发达的肉质鳍瓣，肛门位置较前，身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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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黄体高原鳅 !"#$%&$’()* +%*,#-&"$.) "# $ %&’ $
()* +! !"#$%&$’()* +%*,#-&"$.) "# $ %&’ $

正模标本 ,-.//0112，体长 34 +2 55（6&7&89#: ,-.//0112，34 +2 55 ;<）。

图 2 黄体高原鳅 !"#$%&$’()* +%*,#-&"$.) "# $ %&’ $ 头部腹面观

()* +2 =:%8>?7 ’):@ &A B:?C &A !"#$%&$’()* +%*,#-&"$.) "# $ %&’ $
正模标本 ,-.//0112，体长 34 +2 55（6&7&89#: ,-.//0112，34 +2 55 ;<）。

鳞，体具宽横斑，背鳍分枝鳍条 D1，臀鳍分枝鳍条 4
E 3；后者身体细长，腋部无肉质鳍瓣，肛门紧靠臀鳍

起点，全身无鳞，体具不规则细小斑纹，背鳍分枝鳍

条 F，臀鳍分枝鳍条 0。本新种以下列特征组合与我

国高原鳅属所有已知种相区别：背鳍分枝鳍条 D1，

臀鳍分枝鳍条 4 E 3，体被细鳞，侧线完全，具 4 E 3
条宽横斑和 D 条沿侧线的细纵纹，尾鳍深分叉，尾鳍

基具 D 半圆形黑斑，尾鳍上下叶各具 G 条黑色横斑

纹，腹鳍末端后伸超过肛门，腋部无肉质鳍瓣，肛门

紧靠臀鳍起点，上唇中央被一深沟隔断。

! "# 动物地理分析

云南鳅属和高原鳅属均是高原特有类群。前者

仅分布于云南东中部地区；后者则集中分布于青藏

高原，与裂腹鱼类一起成为青藏高原的特有类群

（H?& :8 ?7， D/FD；IJ K IJ， D//D；.BJ 66，

D/F/）。此次在广西红水河发现的 G 种条鳅鱼类，

其分布地远离这两个属的分布中心，而且呈间断分

布。这种特殊的分布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可能的途

径只有两种。一是扩散（C)"#:>")&%），即其祖先由

云贵高原西部随水流扩散至广西的红水河，并在此

0DDG 期 杨君兴等：高原特有条鳅鱼类两新种在广西的发现及其动物地理学意义



地形成现在的物种；扩散发生于障碍出现之后，时

间较晚。一是隔域分化（!"#$%"$&#’），即上述 ( 种

鱼类的祖先就曾广泛分布于红水河至云贵高原西部

乃至青藏高原地区，后来它们在红水河至云贵高原

西部之间的广大地区消失了，仅有少量个体存活于

红水河并形成了现在的物种；祖先种在隔离出现前

就广泛分布于被隔离的地区，时间较早。这 ( 种条

鳅是通过扩散还是隔域分化途径形成现在的分布格

局？最可靠的判断依据必须从种间谱系关系中寻

找。丽纹云南鳅的主要特征有：侧线不完全，止于

胸鳍末端上方；头部具侧线管孔；除头部外，全身

被细密鳞片；尾鳍分枝鳍条主要为 )* 根。这些特

征表明，丽纹云南鳅（!"##$#%&"’ ("&)*+,,%-"’）隶

属于云南 鳅 属 下 的 侧 纹 云 南 鳅 种 组（ !"##$#%&"’
(&+",./$+#%$ +%,-.）；更以鳔后室发达、末端不分出

第三室这一特征，显示丽纹云南鳅与分布于滇中南

盘江的小云南鳅（!"##$#%&"’ ($,0"’）具有最密切

的谱系关系。黄体高原鳅（1,%(&.(*2’$ 3&$0%).,("’）

也具有相似的情形。在高原鳅属（1,%(&.(*2’$）已

知的 */ 余个种中，黄体高原鳅以臀鳍分枝鳍条 *
0 1 根等特征，显示其与分布于滇中高原的昆明高

原鳅（1,%(&.(*2’$ 4,$*$-%）、大眼高原鳅（1,%(&.5
(*2’$ -$),.(*/*$&-$ ）、 抚 仙 高 原 鳅 （ 1,%(&.(*2’$
3"6%$#+#’%’）和湖高原鳅（1,%(&.(*2’$ &$)"’/,%’）等

2 种鱼类具有较近的谱系关系。而在这些鱼类中，

黄体高原鳅又以背鳍分枝鳍条 )/ 根这一特征而提

示其与昆明高原鳅具有最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

是，昆明高原鳅分布于滇中的滇池及螳螂川，均属

金沙江水系（34- 55，)676）。然而，已有资料表

明，滇池水系在全新世之前曾属南盘江水系，进一

步提示黄体高原鳅与昆明高原鳅的分化早于全新

世。由此可见，丽纹云南鳅和黄体高原鳅的谱系分

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提示分化的时间较早，

应是通过隔域分化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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