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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华缨鱼属鱼类一新种记述

陈小勇，杨君兴"，崔桂华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

摘要：在整理华缨鱼属标本时发现，&’’% 年 ’ 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红水河水系地下河采集到的一批
标本为一个未经发表的新种，新种订名为大眼华缨鱼（!"#$%&$’’$%()"*+’ ,)-.*$/(0(.*,+’）。其下咽齿 $ 行，可与
下咽齿 % 行的 ( 种华缨鱼相区别，而与属内同样具 $ 行下咽齿的贵州华缨鱼（! 1 -+"2($+)#’"’）、小口华缨鱼

（! 1 ,"%&$’0$,.0+’）和宽唇华缨鱼（! 1 *.3".0+’）亲缘关系较近。但：（&）新种胸鳍中点上方无黑斑，背鳍分枝
鳍条 (，腹鳍分枝鳍条 (，背鳍前鳞 &"—&!，眼大，头长为眼径 $ )"—% )& 倍，眼径为头宽 ** )(+—"( ),+，吻
须后伸至前后鼻孔之间或眼前缘，口角须后伸至眼前缘至眼中之间或眼中至眼后缘之间，体长为尾柄高 , )’—
&# )( 倍，头长为吻长 $ )"—% )( 倍，可与贵州华缨鱼（胸鳍中点上方有一明显黑斑，背鳍分枝鳍条 ,，腹鳍分枝
鳍条 ,，背鳍前鳞 &$—&*，头长为眼径 * )#—" )# 倍，眼径为头宽 &! )!+—$# )(+，吻须后伸不达后鼻孔后缘，
口角须后伸至眼前缘，体长为尾柄高 ( )$—, )$ 倍，头长为吻长 & )’—$ )$ 倍）相区别；（$）新种背鳍前鳞 &"—
&!，侧线鳞 %’—*#，侧线上鳞 * )"—" )"，背鳍分枝鳍条 (，鳃耙 &%，腹鳍末端伸达肛门，眼径为头宽 ** )(+—
"( ),+，可与宽唇华缨鱼（背鳍前鳞 $$，侧线鳞 *$—*"，侧线上鳞 ! )"，背鳍分枝鳍条 ,，鳃耙 &#，腹鳍末端
不达肛门，眼径为头宽 $% )%+—%# )#+）相区别；（%）新种与同水系的小口华缨鱼在鳍条数、侧线鳞、体色、
斑纹等方面最为相似，但新种围尾柄鳞 &* - &!，眼大，头长为眼径 $ )"—% )& 倍，腹鳍末端伸达肛门，口角须后
伸至眼前缘至眼中之间或眼中至眼后缘之间，吻皮边缘深裂成小穗，背鳍起点距吻端较距尾鳍基为近，背鳍长
大于头长，体长为尾柄长 * ),—" )’ 倍，头长为吻长 $ )"—% )( 倍，尾柄长为尾柄高 & )!—$ )& 倍，可与之（围尾
柄鳞 &$，眼小，头为眼径 * )*—* )! 倍，腹鳍末端不达肛门，口角须伸达眼下方，吻皮边缘不开裂或开裂不明
显，背鳍起点距吻端等于距尾鳍基，背鳍条约等于头长，体长为尾柄长 ! )&—! )* 倍，头长为吻长 $ )&—$ )* 倍，
尾柄长为尾柄高 & )*—& )" 倍）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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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整理华缨鱼属（ !&3-12-))-1/+&#()）标本

时发现，"<<9 年 < 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红

水河水系地下河采集到的一批标本中为一个未经发

表的新种。华缨鱼属是中国特有类群，近年在贵州

已发现 G 个新种（,4 )& :5，0##9）。新种大眼华缨

鱼在广西的发现对研究该属的起源、演化及揭示西

南喀斯特岩溶地区的地理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现

对该新种进行详细的描述。模式标本保存于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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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4 R P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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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口华缨鱼（ ! " *&12-)’-*$0
’()）未检视标本，性状和测量数据依 S7:+6 )& :5

（0###）。

+ 结果与分析

+ ,* 大 眼 华 缨 鱼，新 种 !"#$%&$’’$%()"*+’ ,)-./
*$0(1(.*,+’ (- . /%0 .（图 "）

正模标本 T=S <9#<#""，体长 G< $" ((；"<<9
年 < 月采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板么乡政府所在

地。

副 模 标 本 8 号，T=S <9#<#"0 ! #"F， 体 长

0F $#—G< $" ((，采集时间和地点同正模。

0 $ " $ " 形态特征 测量标本F尾，全长9G $ F—

F9 $ # ((，体长0F $ #—G< $ " ((。背鳍条9，%；臀

图 " 大眼华缨鱼正模标本 T=S <9#<#""，体长 G< $" ((
U’6 / " !&3-12-))-1/+&#() *+,$#-./’/$#*() *E / +3. / V353&BE) T=S <9#<#""，G< $" (( ,-
W：左侧面观（-:&)A:5 .’)C 3@ 5)@& *’;)）；X：头部腹面观（Y)+&A:5 .’)C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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鳍条 !，"；胸鳍条 #，#$—#!；腹鳍条 #，%。第一

鳃弓外侧鳃耙 #!（$ 尾标本）。下咽齿 $ 行，! &"—

" &!。侧线鳞 !’—()；侧线上鳞 ( &"—" &"；侧线下

鳞 ( &"；背鳍前鳞 #"—#*（! 尾标本）；围尾柄鳞

#( 或 #*。体长为体高 ( &)—( &*（( &!）倍，为头

长 ( &)—" &$（( &(）倍，为尾柄长 ( &+—" &’（" &$）

倍，为 尾 柄 高 + &’—#) &%（’ &"） 倍， 为 前 背 长

# &’—$ &#（$ &)） 倍， 为 前 腹 长 # &+—$ &#（$ &)）

倍，为 前 臀 长 # &!—# &(（# &(）倍。头 长 为 吻 长

$ &"—! &%（! &(）倍，为眼径 $ &"—! &#（$ &%）倍，

为眼间距 # &%—$ &!（$ &#）倍，为背鳍长 ) &’—# &#
（# &)）倍，为胸鳍长 ) &+—# &)（) &’）倍，为腹鳍

长 # &)—# &$（# &$）倍，为臀鳍长 # &#—# &$（# &$）

倍。头高为头宽 ) &’—# &)（# &)）倍。头宽为口宽

$ &$—$ &’（$ &+）倍。尾 柄 长 为 尾 柄 高 # &*—$ &#
（# &+）倍。背鳍长为体高 ) &’—# &$（# &)）倍。眼

径为眼间距 ) &*—) &’（) &+）倍。体圆筒形，略侧

扁。吻圆钝，向前突出，吻长大于眼后头长，头宽

大于或等于头高。吻皮发达，完全包被上唇和上

颌，边缘裂成 #+ 个小穗（流苏），其上及吻皮密布

乳突，中间开裂较两侧为深；吻端及吻端至鼻孔前

缘之间的吻侧具角质化珠星；吻皮边缘新月形区域

密布细小乳突。口下位；口闭合时可见上颌及下

颌，上、下颌弧形，下颌外缘表面具浅凹窝；下唇

前缘和两侧后退，使下颌外露；下唇与下颌被颏沟

隔开；下唇侧叶位于吻皮侧端之内侧，密布乳突；

下唇中叶马蹄形，密布乳突，外缘乳突较发达，绒

毛状；唇后沟向中央达到口角至鳃峡中线之中点。

眼大，侧上位，眼间隔宽，稍隆起。前鼻孔位于鼻

瓣中，后鼻孔紧位于眼前缘稍前方。须 $ 对，吻须

与口角须几等长，均较长，须长略大于眼径之半，

吻须位于吻侧沟的起点，纳于吻侧沟中，末端达到

前后鼻孔之间或眼前缘；口角须位于口角深沟中，

起点位于后鼻孔后缘下方，末端达到眼前缘至眼中

之间或眼中至眼后缘之间。鳃膜在眼后缘垂直下方

与鳃峡相连，其间距略大于口宽。背鳍柔软，无硬

刺，背鳍起点距吻端较距尾鳍基为近，外缘略凹，

第 $ 分枝鳍条最长，大于头长，末端达臀鳍起点。

臀鳍外缘略凹，距腹鳍起点较尾鳍基为近，后伸至

尾柄之中点。腹鳍起点位于背鳍第 $ 分枝鳍条下

方，起点距胸鳍起点大于距臀鳍起点，腹鳍较胸鳍

短，末端伸达肛门。胸鳍长略大于头长，后伸不达

腹鳍基，相距 $ &"—! &" 个鳞片。肛门位于臀鳍前

方，相距 $ 个鳞片。尾鳍深分叉，末端略尖，上下

叶等长。鳞片中等大，胸腹部鳞片与背部鳞片几等

大。腹鳍基上方具腋鳞。背鳍和臀鳍基部具鳞鞘。

侧线平直，向后入尾柄正中。鳃耙短而尖，呈三角

形片状，长度不及鳃丝长度的 # , !。下咽骨宽短，

前枝长于后枝，略呈三角形；下咽骨 $ 行，! &"—

" &!；咽齿侧扁，末端弯曲，具一斜向咀嚼面。鳔

$ 室，前室卵圆形，后室长形，形状不规则，长度

约为前室的 $ 倍。肠管细长，多盘曲。浸制标本体

侧上半部及背部浅褐色，腹部浅黄色，体侧沿侧线

上方具一条不明显褐色纵纹，胸鳍中点上方无明显

黑斑，背鳍基褐色，背鳍外缘鳍间膜褐色，胸鳍条

背侧具褐色色素斑，其余各鳍浅黄色，无斑。

$ &# & $ 分类分析 本新种下咽齿 $ 行，可与属内

已知下咽齿 ! 行的 % 种华缨鱼相区别，并提示与下

咽齿 $ 行的贵州华缨鱼（! " #$%&’($)*+%+）、小口华

缨鱼（! " ,%-.(+/(,0/$+）和宽唇华缨鱼（ ! " 102%3
0/$+）亲缘关系较近；但（#）新种胸鳍中点上方

无黑斑，背鳍分枝鳍条 %，腹鳍分枝鳍条 %，背鳍

前鳞 #"—#*，眼大，头长为眼径 $ &"—! &# 倍，眼

径为头宽 (( &%-—"% &+-，吻须后伸至前后鼻孔

之间或眼前缘，口角须后伸至眼前缘至眼中之间或

眼中至眼后缘之间，体长为尾柄高 + &’—#) &% 倍，

头长为吻长 $ &"—! &% 倍，可与贵州华缨鱼（胸鳍

中点上方有一明显黑斑，背鳍分枝鳍条 +，腹鳍分

枝鳍条 +，背鳍前鳞 #$—#(，头长为眼径 ( &)—" &)
倍，眼径为头宽 #* &*-—$) &%-，吻须后伸不达

后鼻孔后缘，口角须后伸至眼前缘，体长为尾柄高

% &$—+ &$ 倍，头长为吻长 # &’—$ &$ 倍）相区别；

（$）新种背鳍前鳞 #"—#*，侧线鳞 !’—()，侧线

上鳞 ( &"—" &"，背鳍分枝鳍条 %，鳃耙 #!，腹鳍末

端伸达肛门，眼径为头宽 (( &%-—"% &+-，可与

宽唇华缨鱼（背鳍前鳞 $$，侧线鳞 ($—("，侧线

上鳞 * &"，背鳍分枝鳍条 +，鳃耙 #)，腹鳍末端不

达肛 门，眼 径 为 头 宽 $! &)-—!) &)-）相 区 别；

（!）新种与同水系的小口华缨鱼在鳍条数、侧线

鳞、体色、斑纹等方面最为相似，但本种围尾柄鳞

#( , #*，眼大，头长为眼径 $ &"—! &# 倍，腹鳍末端

伸达肛门，口角须后伸至眼前缘至眼中之间或眼中

至眼后缘之间，吻皮边缘深裂成小!，背鳍起点距

吻端较距尾鳍基为近，背鳍长大于头长，体长为尾

柄长 ( &+—" &’ 倍，头长为吻长 $ &"—! &% 倍，尾柄

长为尾柄高 # &*—$ &# 倍，可与之（围尾柄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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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小，头长为眼径 ! "!—! "# 倍，腹鳍末端不达肛

门，口角须伸达眼下方，吻皮边缘不开裂或开裂不

明显，背鳍起点距吻端等于距尾鳍基，背鳍条约等

于头长，体长为尾柄长 # "$—# "! 倍，头长为吻长

% "$—% "! 倍，尾柄长为尾柄高 $ "!—$ "& 倍）相区

别（表 $）。

表 ! 华缨鱼下咽齿 " 行之比较

#$% & ! ’()*$+,-(. (/ !"#$%&$’’$%()"*+’ /,-01- 2,30 32( +(2- (/ *0$+4.51$6 31130
大眼华缨鱼

! " #$%&’()*+*&’#,- ’( ) *+, )
贵州华缨鱼

! " %,./*(,$0-.-
宽唇华缨鱼

! " ’&1.&+,-
小口华缨鱼

! " #.23(-+(#&+,-
背鳍条 -+.’/0 12* ./3 4，5 4，6 4，6 4，5
臀鳍条 7*/0 12* ./3 4，& 4，& 4，& 4，&
胸鳍条 89:;+./0 12* ./3 $，$4 $，$& $，$! $，$% < $4
腹鳍条 890,2: 12* ./3 $，5 $，6 $，6 $，5
背鳍前鳞 8.9=+.’/0 ’:/09’ $& < $# $% < $! %% 不规则 >..9?@0/.
侧线鳞 A/;9./0 02*9 ’:/09’ 4B < !C !$ < !4 !% < !& 4B < !C
侧线上鳞

D:/09’ /E+,9 0/;9./0 02*9
! "& < & "& & < & "& # "& ! "& < & "&

围尾柄鳞

F2.:@GH(9=@*:09 ’:/09’
$! I $# $! < $# $! $%

鳃耙 J200 ./K9.’ $4 $4 < $! $C 6 < $C
体长 I尾柄长

DA I F/@=/0 (9=@*:09 09*?;L
! "6 < & "B & "& < # "! & "$ < # "$ # "$ < # "!

体长 I尾柄高

DA I F/@=/0 (9=@*:09 =9(;L
6 "B < $C "5 5 "% < 6 "% 6 "% < B "% 6 "& < B "%

头长 I吻长

M9/= 09*?;L I D*+@; 09*?;L
% "& < 4 "5 $ "B < % "% % "5 < 4 "$ % "$ < % "!

头长 I眼径

M9/= 09*?;L I N39 =2/G9;9.
% "& < 4 "$ ! "C < & "C 4 "4 < ! "4 ! "! < ! "#

眼径 I头宽

N39 =2/G9;9. I M9/= O2=;L（P）
!! "5 < &5 "6 $# "# < %C "5 %4 "4 < 4C "C 无 Q+ =/;/

尾柄长 I尾柄高

F/@=/0 (9=@*:09 09*?;L I -9(;L
$ "# < % "$ $ "# < $ "B $ "4 < $ "6 $ "! < $ "&

胸鳍中点上方黑斑

R0/:K ’(+; /E+,9 G2=(+2*; +1
(9:;+./0 12*

无 7E’9*; 有 8.9’9*; 有 8.9’9*; 无 7E’9*;

吻皮边缘深裂成小!
8.91.2*?9 +1 .+’;./0 :/( ’(02;

2*;+ 12GE.2/;2+*’

是 S9’ 是 S9’ 是 S9’ 不开裂或开裂不明显

Q+; ’(02; +. *+; (.+G2H
*9*; ’(02;

吻须后伸至

T+’;./0 E/.E90 .9/:L2*?
前后鼻孔之间或眼前缘

R9;O99* /*;9.2+. /*= (+’;9H
.2+. *+’;.20’ +. /*;9.2+.
9=?9 +1 939

不达后鼻孔后缘

Q+;.9/:L (+’;9.2+. 9=?9
+1 (+’;9.2+. *+’;.20

后鼻孔与眼前缘之间

R9;O99* (+’;9.2+. *+’;.H
20’ /*= /*;9.2+. 9=?9
+1 939

前后鼻孔之间

R9;O99* /*;9.2+. /*=
(+’;9.2+. *+’;.20’

口角须后伸至

U/V200/.3 E/.E90 .9/:L2*?
眼前缘至眼中之间或眼中

至眼后缘之间

R9;O99* /*;9.2+. 9=?9 +1
939 /*= G2=(+2*; +1 939
+. E9;O99*G2=(+2*; +1 939
/*= (+’;9.2+. 9=?9 +1 939

眼前缘

7*;9.2+. 9=?9 +1 939
眼中或眼中至眼后缘

之间

U2=(+2*; +1 939 +. E9;OH
99* G2=(+2*; +1 939
/*= (+’;9.2+. 9=?9 +1
939

眼下方

W*=9. 939

背鳍起点

-+.’/0 12* +.2?2*
距吻端较距尾鳍基为近

F0+’9. ;+ ’*+@; ;2( ;L/* :/@H
=/0 12* E/’9

距吻端约等于距尾鳍
基

70G+’; 9X@/0 ;+

距吻端较距尾鳍基为
近

F0+’9. ;+ ’*+@; ;2(
;L/* :/@=/0 12*
E/’9

距吻端等于距尾鳍基

NX@/0 ;+

背鳍长 I头长

-+.’/0 12* 09*?;L I M9/= 09*?;L
大于 A+*?9. ;L/* 小于 DL+.;9. ;L/* 大于 A+*?9. ;L/* 约等于 70G+’; 9X@/0 ;+

腹鳍末端伸达肛门

Y2( +1 (90,2: 12* .9/:L2*?
/*@’

是 S9’ 否 Q+ 否 Q+ 否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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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我国已记录有 ! 种华缨鱼（"# $% &’，())*），除

贵州华缨鱼（ ! " #$%&’($)*+%+）和宽唇华缨鱼（ ! "
,-.%-/-）分布于贵州的长江水系之外，其余 + 种均

分布于云南、贵州和广西西江水系的红水河，红水

河形成了该属的分布中心。贵州、广西和云南东南

部地区分布有高度发育的喀斯特地貌和地下暗河系

统，这些暗河提供了相对隔离的生境：因此，分布

于同一水系的华缨鱼其实生活于不同的生境之中，

它们的分化可能是异域物种形成的结果（"# $% &’，
())*）。本新种与其他相近种在红水河同域分布应

该不足为奇。

致谢：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县畜牧水产局兰家

湖先生提供标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春光先

生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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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极度濒危的华南虎———华南虎野化放归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以捕食有蹄类动物为主的华南虎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顶级肉食动物。半个世纪以前，华南虎是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中的捕食者，它维系着生态系统的食物网结构稳定与能量的流动。在 () 世纪 V) 年代初期，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中生存着 O ))) 只以上的华南虎。由于大规模猎杀与生境破坏，野外的华南虎种群崩溃了。

近年来多次野外考察都未能发现在中国南部存在华南虎的证据。

华南虎是中国特有的虎亚种，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濒危的野生动物之一。拯救华南虎既是中国的责任，同时也是国际社

会的共同愿望。目前，中国已经启动了拯救华南虎的行动，努力增加人工种群数量，积极尝试重建野外种群，并且已经在

恢复圈养个体野外生存能力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为探讨拯救华南虎的有效途径，由中国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

主办、拯救中国虎国际基金会协办、全国野生动植物研究与发展中心承办的“华南虎野化放归国际研讨会”于 ())V 年 4(
月 4+—45 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全国野生动植物研究与发展中心、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

员会、东北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动物学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动物园协会、北京林业大学、

湖南省林业厅、江西省林业厅、上海市林业局、福建省林业厅和拯救中国虎国际基金会、中国虎南非项目中心、TW,X 猫科

动物专家组、美国华盛顿州鱼和野生动物局、明尼苏达动物园、明尼苏达大学、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科罗拉多学院、

科比学院等有关单位和组织的代表共计 V) 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与会代表报告了华南虎及其种群重建对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意义、华南虎圈养种群的历史与现状、华南虎野化项目

的进展、野外放归试验区候选地的准备以及中国其他虎亚种的保护情况。在此基础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华南虎的拯救和保

护策略，通过了《关于推进华南虎野化放归的北京倡议》。

代表们认为虎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许多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虎保护是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前沿。目前的研

究表明，圈养华南虎明显分为两个支系：4-*/’)1- /1%#$+ -5(6)*+%+（传统的华南虎亚种），以及一个新的亚种 4 " / " 0(1.)//%。
于是，华南虎的进化意义更加凸现。

实施拯救华南虎行动还可以积累人类在该领域前所未有的知识和经验，并对在其历史分布区进一步加强生态及其他野

生动植物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引和示范作用。为在华南虎原分布区最终恢复稳定的野外种群，下一步优先行动是继续实

施华南虎圈养个体优化繁育、野化训练、放归区栖息地恢复及食物链完善，在条件完备后将经野化训练的华南虎个体重新

进行放归。为实施这一行动，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人员培训、资金筹备等一系列工作，并探讨包括生态旅游

在内的促进当地社会与自然保护相协调的新型发展模式。我们应当严格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活委员会重引入专家

组推荐的物种，重引入指南，采取软释放的方式，在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中重建华南虎种群。

蒋志刚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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