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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原鳅属鱼类一穴居新种记述

陈小勇，崔桂华，杨君兴"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

摘要：$##% 年 & 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红水河水系地下河采集到一批盲鱼标本。经鉴定，为高原鳅

属 !"#$%&$’()* 一未经发表的新种。新种天峨高原鳅 !"#$%&$’()* +#*,--,)#) ’( ) *+, ) 与个旧盲高原鳅 ! . /-0#1-,)#)、

石林盲高原鳅 ! . )’#%#,-,)#)、阿庐高原鳅 ! . *%1-,)#) 和南丹高原鳅 ! . ,*,2*,-,)#) 相似；本新种腹鳍末端不达

肛门，尾鳍分枝鳍条 &!，可进一步与个旧盲高原鳅和石林盲高原鳅（腹鳍末端达到肛门，尾鳍分枝鳍条 &- .
&"）相区别；本新种背鳍起点位于体之中点、腹鳍起点之后，肛门紧靠臀鳍起点，可进一步与阿庐高原鳅（背

鳍起点靠近吻端、位于腹鳍起点之前，肛门距臀鳍起点仍有一段距离）相区别。本新种与同分布于红水河水系

的南丹高原鳅 !"#$%&$’()* ,*,2*,-,)#) /0* -+ *% ) 较为相似；但二者区别明显：新种背鳍分枝鳍条 1、胸鳍分枝鳍

条 2、腹鳍分枝鳍条 !、背鳍外缘平截、背鳍起点位于腹鳍起点之后，后者背鳍分枝鳍条 3、胸鳍分枝鳍条 &# .
&&、腹鳍分枝鳍条 1、背鳍外缘凹入、背鳍起点位于腹鳍起点之前；此外，新种的穴居特征更为显著：眼极度

退化、头长为眼径 &! )3 . %$ )3（$" )#）倍、部分个体无色素斑且各鳍无斑点，而南丹高原鳅眼小、头长为眼径

- )1 . 2 )#（1 )"）倍、体和头背侧密布云状斑且各鳍均具点状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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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红水

河水系地下河采集到一批盲鱼标本。经鉴定，为高

原鳅属 !"#$%&$’()* 一未经发表的新种。高原鳅属是

青藏高原的特有类群，在广西的陆续发现对深入揭

示青藏高原邻近地区的地理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现对其进行详细的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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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标本均用福

尔马林固定。测量方法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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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峨高原鳅，新种 !"#$%&$’()* +#*,--,)#)
"# $ %&’ $（图 $）

正模标本 *+, !""#"$""#，! ，体长 -( .! //，

!""# 年 $ 月采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八腊乡八

号洞中（!01-)23，$"41"!25），相对洞口平移约 !
6/，垂直深度 $"" /。

副模 标 本 - 号，*+, !""#"$""$ 7 ""!（! ），

""0 7 ""8，体长 #4 ." 9 8$ .0 //，采集时间和地点

同正模。

采获 本 种 的 地 下 河 中 还 生 活 着 叉 背 金 线!
+#,&-(-%&-’.#%/) 0/"-&1&")*%#)。

! (! 形态特征

测量标本 8 尾，全长 0- .# 9 48 .0 //，体长

#4 ." 9 8$ .0 //。

背鳍条 #，4；臀鳍条 #，-；胸鳍条 $，(；腹

鳍条 $，8；尾鳍分枝鳍条 ) : )。第一鳃弓外侧鳃

耙 " 9 0（! 尾标本），内侧鳃耙（! 尾标本）$"。脊

椎骨（$ 尾标本）0 : #-。

体长为体高 4 ." 9 ( .(（) .#）倍，为头长 0 .$
9 0 .4（0 .0）倍，为尾柄长 - ." 9 8 .8（- .-）倍，

为尾柄高 $! ." 9 $0 .)（$# .$）倍，为前背长 $ .) 9
! ."（$ .(）倍，为前腹长 ! ." 9 ! .$（! ."）倍，为

前臀长 $ .0 倍。头长为吻长 ! ." 9 ! .#（! .$）倍，

为眼径 $8 .) 9 #! .)（!- ."）倍，为眼间距 # .( 9
0 .4（0 .#）倍，为背鳍长 " .( 9 $ .$（$ ."）倍，为

胸鳍长 $ .$ 9 $ .#（$ .!）倍，为腹鳍长 $ .# 9 $ .-
（$ .0）倍，为臀鳍长 $ .! 9 $ .-（$ .#）倍。头高为

头宽 " .) 9 " .(（" .)）倍。头宽为口宽 ! .0 9 ! .4
（! .-）倍。尾柄长为尾柄高 ! ." 9 ! .(（! .0）倍。

背鳍长为体高的 $ .8 9 ! .$（$ .(）倍。胸鳍长为胸

腹鳍起点间距的 8# ."; 9 44 .(;（8( .$;）。

体细长，圆筒形，身体及尾柄侧扁，腹部平

坦。背鳍起点之前身体达到最高点。头锥形，稍平

扁，头宽大于头高。吻较尖，吻端稍钝，吻部延

长，吻长等于眼后头长。前后鼻孔紧邻，前鼻孔位

于一短管中，后末端延长为须状尖突，位于眼窝前

缘至吻端之中点，其前缘与外吻须起点相对；后鼻

孔周围无瓣膜。眼退化，仅残余一黑点，萎缩于眼

窝中，表面被皮肤遮盖。眼窝深陷，侧上位，位于

头侧之中点。眼间隔及鼻间隔稍隆起，鼻间隔隆起

更为显著。口下位。口角位于前鼻孔前缘下方。上

下唇发达，表面具皱褶并密布细小乳突；下唇中央

前缘具一“<”字形缺刻，中央中断并形成 $ 对纵

向皱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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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颌须伸达眼后缘，各须密布

细小乳突。鳃膜连于鳃峡，鳃孔下角止于胸鳍起点

腹面。鳃丝具穗状分枝，鳃耙短，具细小突起。

背鳍起点约位于吻端至尾鳍基的中点，背鳍发

达，外缘平截，最长不分枝鳍条约等于头长；鳍条

末端伸达臀鳍起点垂直线。臀鳍发达，外缘内凹，

鳍条末端不及尾鳍基。胸鳍发达，水平伸展，鳍条

末端后伸远不及腹鳍起点。腹鳍发达，水平伸展，

起点略前于背鳍起点，末端后伸不及肛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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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鳍叉形，上叶略长于下叶，末端略

尖。

全身无鳞。头部侧线管极发达，眶上管和眶下

管分别从筛骨和外吻须基部向后水平延伸，在眼后

汇合后继续向后延伸，在头部后端与枕管汇合，向

后与体侧的侧线管连通，体侧侧线完全，平直，止

于尾柄基部稍前方；另有一条侧线管自下唇后端发

出，沿鳃膜下缘向后延伸，止于鳃盖骨前缘上方。

腹膜无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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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体粉白色或淡黄色，皮肤半透明，鳃盖透

明，体无色斑或体背和头背具不规则浅褐色斑块，

体侧具细小斑点，各鳍无色。浸制标本淡黄色，全

身及各鳍无色或头背和体背具浅褐色斑块，体侧具

细小斑点，身体其余部分和各鳍无色。

雄性颊部刺突区明显，长条形，略隆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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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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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天峨高原鳅正模标本 "#$ %&&’&!&&’，体长 () *% ++
,-. *! !"#$%&$’()* +#*,--,)#) /0 1 234 1 53637809 "#$ %&&’&!&&’，() *% ++ :;

<1 左侧面观（;=79>=6 4-9? 3@ 69@7 /-A9）；B 1 头部腹面观（C927>=6 4-9? 3@ D9=A）。

西江水系已记录有 !’ 种高原鳅（EDF G ED92，

!)H)； $DF， !)I)； J=2.， !))&； J=2. G EDF，

!))&；ED92 97 =6，!))%；;=2 97 =6，!))(；;- G
$DF，%&&&；K=2. G ;-，%&&!；J=2. 97 =6，%&&L），

即 个 旧 盲 高 原 鳅 !"#$%&$’()* .-/#0-,)#) （EDF -+
ED92）、南盘江高原鳅 ! 1 ,*,$*,/#*,.-,)#) $DF -+
E=3、云南高原鳅 ! 1 (0,,*,-,)#) J=2.、大斑高原

鳅 ! 1 2*3"&2*30%*+0) J=2.、 大 眼 高 原 鳅 ! 1
2*3"&$’+’*%2* $DF -+ MF3、抚仙高原鳅 ! 1 405#*6
,-,)#) J=2. -+ EDF、湖高原鳅 ! 1 %*30)+"#) J=2. -+
EDF、石林盲高原鳅 ! 1 )’#%#,-,)#) ED92 -+ J=2.、

阿庐高原鳅 ! 1 *%0-,)#) ;-、鼻须高原鳅 ! 1 ,*)&6
7*"7*+0%* K=2. -+ ;-、贞丰高原鳅 ! 1 8’-,4-,.-,)#)
K=2. -+ ;-、南 丹 高 原 鳅 ! 1 ,*,9*,-,)#) ;=2 -+

*% *、黄体高原鳅 ! 1 4%*:#3&"$0) J=2. -+ *% *。
本新种全身无鳞与云南高原鳅、黄体高原鳅、

鼻须高原鳅和贞丰高原鳅（体具鳞片）相区别；尾

叉形与南盘江高原鳅、大斑高原鳅、大眼高原鳅、

抚仙高原鳅和湖高原鳅等（尾凹入）相区别，而与

个旧盲高原鳅、石林盲高原鳅、阿庐高原鳅和南丹

高原鳅相似（表 !）：本新种腹鳍末端不达肛门，

尾鳍分枝鳍条 !N，可进一步与个旧盲高原鳅和石

林盲高原鳅（腹鳍末端达到肛门，尾鳍分枝鳍条

!L O !(）相区别，而与阿庐高原鳅和南丹高原鳅相

似；本新种背鳍起点位于体之中点、腹鳍起点之

后，肛门紧靠臀鳍起点，可进一步与阿庐高原鳅

（背鳍起点靠近吻端、位于腹鳍起点之前，肛门距

臀鳍起点仍有一段距离）相区别。

)%%’ 期 陈小勇等：广西高原鳅属鱼类一穴居新种记述



表 ! 西江水系 !" 种高原鳅比较

#$%&’ ! ()*+$,-.)/ )0 !" !"#$%&$’()* 0-.1’. -/ 2-3-$/4 5,$-/$4’

天峨高原鳅
! " #$%&’’&($(

南丹高原鳅
! " &%&)%&’&($(

黄体高原鳅
! " *+%,$-./01(

阿庐高原鳅
! " %+1’&($(

个旧盲高原鳅
! " 2’3$1’&($(

石林盲高原鳅
! " (4$+$&’&($(

南盘江高原鳅
! " &%&0%&3$5

%&2’&($(
背鳍条 !"#$%& ’() #%* +，, -，. +，/0 +，, 1 . +，, 1 . +，, +，,
臀鳍条 2)%& ’() #%* +，3 -，3 +，4 1 , +，4 +，- 1 , +，3 +，3
胸鳍条 5678"#%& ’() #%* /，9 /，/0 1 // /，// /，9 1 /0 /，9 1 // /，. 1 /0 /，9 1 /0
腹鳍条 56&:(7 ’() #%* /，4 /，, /，, /，4 1 , /，4! /，4 /，4 1 ,
尾鳍分枝鳍条
;%<=%& ’() #%*

/4 /3 1 /4 /4 /4 /- 1 /3 /- /4

眼 >*6 退化
!6?6)6#%86=

正常
@"#A%&

正常
@"#A%&

退化
!6?6)6#%86=

完全退化
;"AB&686&*

=6?6)6#%86=

完全退化
;"AB&686&*

=6?6)6#%86=

正常
@"#A%&

鳞片 C7%&6 消失 2D$6)8 消失 2D$6)8 存在 5#6$6)8 消失 2D$6)8 消失 2D$6)8 消失 2D$6)8 消失 2D$6)8
斑纹 E斑点 F%# E D&"87G 存在 E消失

5#6$6)8 E
%D$6)8

存在
5#6$6)8

存在
5#6$6)8

存在
5#6$6)8

消失
2D$6)8

消失
2D$6)8

存在
5#6$6)8

背鳍外缘 !($8%&
A%#?() "’ ="#$%& ’()

截形
H#<)7%86

凹入
>A%#?()%86

凹入
>A%#?()%86

截形
H#<)7%86

截形
H#<)7%86

截形
H#<)7%86

截形
H#<)7%86

腹鳍末端达到肛门
H(B "’ B6&:(7 ’()

$<#B%$$ %)<$

否 @" 否 @" 是 I6$ 否 @" 是 I6$ 是 I6$ 否 @"

尾鳍 ;%<=%& ’() 叉形
J"#K6=

叉形
J"#K6=

叉形
J"#K6=

叉形
J"#K6=

叉形
J"#K6=

叉形
J"#K6=

微凹
>A%#?()%86

背鳍位置
!"#$%& ’() B"$(8(")

位于体中点
28 A(=B"()8

"’ D"=*

位于体中点
28 A(=B"()8

"’ D"=*

位于体中点
28 A(=B"()8

"’ D"=*

位于体中点
28 A(=B"()8

"’ D"=*

靠近尾鳍基 E
位于体中点

;&"$6# 8" 7%<L
=%& ’() D%$6
E %8 A(=B"L
()8 "’ D"=*

靠近尾鳍基
;&"$6# 8" 7%<L

=%& ’() D%$6

位于体中点 E
靠近吻端

28 A(=B"()8
"’ D"=* E
7&"$6# 8"
$)"<8 8(B

背腹鳍相对位置
!"#$%& ’() "#(?() E

B6&:(7 ’() "#(?()

后于
5"$86#("# "’

前于
2)86#("# "’

相对
2D":6

前于
2)86#("# "’

前于
2)86#("# "’

前于 E相对
2)86#("# "’ E

%D":6

相对
2D":6

肛门靠近臀鳍起点
2)<$ 7&"$6 8" %)%& ’()

是 I6$ 是 I6$ 否 @" 否 @" 是 I6$ 否 @" 否

"""""""""""""""""""""""""""""""""""""""""""""""""""""""""""""""
@"

云南高原鳅
! " 61&&%&5

’&($(

大斑高原鳅
! " 7%-/.7%-15

+%#1(

大眼高原鳅
! " 7%-/.04#5

4%+7%
抚仙高原鳅

! " *18$%&’&($(
湖高原鳅

! " +%-1(#/$(
鼻须高原鳅
! " &%(.9%/95

%#1+%

贞丰高原鳅
! " :4’&*’&25

’&($(
背鳍条 !"#$%& ’() #%* +，, +，, 1 . +，. 1 9 +，, 1 . +，. +，. +，,
臀鳍条 2)%& ’() #%* +，3 +，3 +，, M，4 /，, +，3 +，3
胸鳍条 5678"#%& ’() #%* /，/0 1 // /，// /，/0 1 // /，/0 1 /M M，4 /，9 /，9 1 //
腹鳍条 56&:(7 ’() #%* /，, /，, /，, /，, /，/0 1 /M /，4 /，3 1 ,（4）

尾鳍分枝鳍条
;%<=%& ’() #%*

/4 /3 1 /4 /- /3 1 /4 /3 1 /, /- 1 /3

眼 >*6 正常 @"#A%& 正常 @"#A%& 正常 @"#A%& 正常 @"#A%& 正常 @"#A%& 正常 @"#A%& 正常 @"#A%&
鳞片 C7%&6 存在 5#6$6)8 消失 2D$6)8 消失 2D$6)8 消失 2D$6)8 消失 2D$6)8 存在 5#6$6)8 存在 5#6$6)8
斑纹 E斑点 F%# E D&"87G 存在 5#6$6)8 存在 5#6$6)8 存在 5#6$6)8 存在 5#6$6)8 存在 5#6$6)8 存在 5#6$6)8 存在 5#6$6)8
背鳍外缘 !($8%&

A%#?() "’ ="#$%& ’()
截形
H#<)7%86

凹入
>A%#?()%86

截形
H#<)7%86

截形
H#<)7%86

截形
H#<)7%86

截形 E凹入
H#<)7%86 E 6L

A%#?()%86

截形 E凹入
H#<)7%86 E 6L

A%#?()%86
腹鳍末端达到肛门
H(B "’ B6&:(7 ’()

$<#B%$$ %)<$

否 @" 是 E否
I6$ E @"

是 I6$ 否 @" 是 I6$ 否 @" 否 @"

尾鳍 ;%<=%& ’() 微凹
>A%#?()%86

微凹
>A%#?()%86

微凹
>A%#?()%86

微凹
>A%#?()%86

微凹
>A%#?()%86

叉形
J"#K6=

叉形
J"#K6=

背鳍位置
!"#$%& ’() B"$(8(")

位于体中点 E
靠近吻端

28 A(=B"()8
"’ D"=* E
7&"$6# 8"
$)"<8 8(B

靠近吻端
;&"$6# 8"

$)"<8 8(B

靠近吻端
;&"$6# 8"

$)"<8 8(B

靠近吻端
;&"$6# 8"

$)"<8 8(B

靠近吻端
;&"$6# 8"

$)"<8 8(B

靠近吻端
;&"$6# 8"

$)"<8 8(B

位于体中点
28 A(=B"()8

"’ D"=*

背腹鳍相对位置
!"#$%& ’() "#(?() E

B6&:(7 ’() "#(?()

前于
2)86#("# "’

前于
2)86#("# "’

前于
2)86#("# "’

前于
2)86#("# "’

前于
2)86#("# "’

前于 E相对
2)86#("# "’ E

%D":6

相对
2D":6

肛门靠近臀鳍起点
2)<$ 7&"$6 8" %)%& ’()

否 @" 否 @" 否 @" 否 @" 是 I6$ 否 @" 否 @"

! 原始描述为 3（;G< N ;G6)，/9,9）［O#(?()%&&* =6$7#(D6= %$ 3（;G< N ;G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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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种与同分布于红水河水系的南丹高原鳅

!"#$%&$’()* +*+,*+-+)#) !"# -. *% $ 较为相似，但二

者区别明显：本种背鳍分枝鳍条 %，胸鳍分枝鳍条

&，腹鳍分枝鳍条 ’，背鳍外缘平截，背鳍起点位于

腹鳍起点之后；后者背鳍分枝鳍条 (，胸鳍分枝鳍

条 )* + ))，腹鳍分枝鳍条 %，背鳍外缘凹入，背鳍

起点位于腹鳍起点之前。此外，本种的穴居特征更

为显 著：眼 极 度 退 化，头 长 为 眼 径 )’ $( + ,- $(
（-. $*）倍，部分个体无色素斑且各鳍无斑点；而

南丹高原鳅眼小，头长为眼径 / $% + & $*（% $.）倍，

体和头背侧密布云状斑且各鳍均具点状斑。

! 讨 论

高原鳅属是青藏高原特有类群。天峨高原鳅发

现于远离高原鳅属分布中心的广西红水河，且已演

化成为高度适应穴居生活的洞穴鱼类。广西高度发

育的喀斯特地貌，特别是复杂的地下水网系统为该

种的演化提供了环境条件。目前在广西发现的生活

于地表水中的高原鳅仅黄体高原鳅一种，而且与天

峨高原鳅体型相差悬殊，鳍条数差异较大，指示二

者亲缘关系较远；较为相似的南丹高原鳅虽然也生

活于洞穴中，但特化程度不同且鳍条数差异较大，

指示二者亲缘关系也较远；鉴于高原鳅属种类繁

多，物种分化强烈，分布范围极广，就目前的证据

来看，很难判定该种的谱系关系。

致谢：广西省都安县畜牧水产局蓝家湖先生提

供标本，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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