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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报道采自长江中游、珠江水系及海南岛的沙塘鳢属鱼类中有一种是新种，定名为：中华沙塘鳢

Odontobutis sinensis Wu，Chen et Chong sp. nov.。此新种 眼后方无感觉管孔 C，与仅产于日本的暗色沙塘鳢

Odontobutis obscura（TemminCk et SChlegel）相似，而与沙塘鳢属（Odontobutis）所有种类（其眼后方均有感觉管孔

C）易于区别。本新种与暗色沙塘鳢可以下列特征加以区别：第一背鳍具 6 鳍棘，胸鳍具 14 ~ 15 鳍条，纵列鳞

39 ~ 42，横列鳞 16 ~ 17；暗色沙塘鳢第一背鳍具 7 鳍棘，胸鳍具 16 鳍条，纵列鳞 36 ~ 38，横列鳞 13 ~ 15。新种

模式标本与副模标本均存于上海水产大学鱼类研究室，其体长及采集地详见本文叙述，本文提供新种描述及

讨论与相似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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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don%o$uis
（Pisces，Odontobutidae）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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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Department of 4chthyology，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0，China；2 . National Museum of Marine
Biology & Aquarium，Pingtung，Taiwan，China；3 . 4chthyology，Nature Photo Library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A new goby，Odontobutis sinensisWu，Chen et Chong sp. nov. was ColleCted from middle reaChes of Yang-
tze River and the drainages of Pearl River，China. This new speCies is most resmbles to Odontobutis obscura

（TemminCk et SChlegel）of Japan in having not sensory Canal pore C on the head，but differs for the other known
speCies of Odontobutis in China，the latters in having the sensory Canal pore C.However the present speCies differs
from the O . obscura in having 6 dorsal spines（vs .7 dorsal spines）；14 - 15 rays of peCtoral fin（vs .16 rays）；39 -
42 longitudinal sCales（vs . 36 - 38）；16 - 17 transverse sCales（vs . 13 - 15）. Holotype and paratype of the new
speCies as detailed in the Chinese text，are all kept in Department of IChthyology，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Shanghai .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ew speCies and disCussion with related speCies are provided.
Key words：Odontobutis sinensis；new speCies；fish taxonomy



1 材料和方法

标本来源：观察和测量标本主要来自上海水产大学鱼类研究室在长江中游、珠江水系及海南岛所采

沙塘鳢鱼类标本。部分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及动物研究所标本室采自各地的沙塘鳢鱼类标

本。

方法：将甲醛液固定的标本浸置于淡水中 2 ~ 3d，然后换置于 70%酒精中浸泡 1d，在观察头部眼后

方感觉管孔和感觉乳突时用溶于无水酒精的花青蓝液（suminol Cyanime blue）将其染色后于清水中在解

剖镜下即可观察。

2 结果

2.1 中华沙塘鳢的描述

中华沙塘鳢新种 Odontobutis sinensisWu，Chen et Chong sp. nov.（图 1）

图 1 中华沙塘鳢 新种

Fig.1 Odontobutis sinensis Wu，Chen et Chong sp. nov.

Elotris obscura：Karoli（neC TemminCk and SChlegle）［1］，5：167（广州）.
Eleotris potamophila：NiChols（part）（neC GQnther）［2］，58（1）：53，fig . 40（洞庭湖等）；Chu（朱元鼎）（part），

1931［3］，（1）：158（洞庭湖）.
Odontobutis obscura：Fowler（neC TwmminCk and SChlegel）［4］，81：614（香港）；（朱元鼎）（part）［3］，（1）：159

（广州，太平）.
Philypnus potamophila：NiChols（part）（neC GQnther）［5］，9：138（湖南等）.
Mogurnda obscura：Tomiyama（part）（neC TemminCk and SChlegel）［6］，7（1）：44，fig .4，a - b（武昌，宜昌等）；

Fowler［7］：1433（香港等）.
沙鳢 Odontobutis obscura：郝天和（neC TemminCk and SChlegel）［8］，（2）：145（湖北梁子湖）；湖北省水生

生物研究所鱼类研究室［9］：201，图 176（宜昌等）；伍献文（部分）［10］：137，图 134（湖北，洞庭湖等）.
暗色 鱼 Odontobutis obscura：朱元鼎、伍汉霖（部分）（neC TemminCk and SChlegel）［11］，7（2）：124（长

江）.
沙塘鳢 Odontobutis obscura：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neC TemminCk and SChlegel）［12］：219，图 152（洞

庭湖）；郑葆珊［13］：215，图 177（全州，兴安等）；李思忠（部分）［14］：244（珠江亚区）；伍汉霖（部分）［15］：429，

图 2232（珠江等）；杨干荣［16］：190，图 142（蒲忻）；陈炜［17］：333。图 258（崇左，桂林等）；伍律［18］：267，图

175（黎平）；张觉民（部分）［19］：322（珠江水系）；朱松泉（部分）［20］：175，图 926（长江流域以南各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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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色沙塘鳢 Odontobutis obscura：伍汉霖，吴小清，解玉浩（neC TemminCk and SChlegel）［21］，2（1）：56，

图 1D（长江水系：江西南昌，鹰潭，九江，宜春等；湖北武昌，汉阳，宜昌等；湖南长沙，道县等。珠江水系：

广西桂林，阳溯，全州，崇左，南宁。海南岛：南渡江水系：定安）.
背鳍 VI，I - 9（鲜有 VII，1 - 9）；臀鳍 I - 7（鲜有 I - 8）：胸鳍 14 ~ 15；腹鳍 I - 5；尾鳍 17。纵列鳞 39 ~

42；横列鳞 16 ~ 17；背鳍前鳞 30 ~ 34。

体长为体高 3 .8 ~ 5 .7 倍，为头长 2 .5 ~ 3 .4 倍。头长为吻长 3 .1 ~ 4 .5 倍，为眼径 4 .2 ~ 6 . 3 倍，为眼

间隔 4 .4 ~ 5 .6 倍。尾柄长为尾柄高 1 .6 ~ 1 .8 倍。

体延长，粗壮，前部亚圆筒形，后部侧扁。背缘、腹缘浅弧形隆起，尾柄较高。头宽大，平扁，头宽大

于头高。颊部突出。吻宽短，背部稍隆起，吻长大于眼径，约为眼径的 1 .2 ~ 1 .8 倍。眼小，上侧位，稍突

出，在头的前半部。眼间隔宽而稍凹，大于眼径，其两侧眼上缘处具有细弱骨质嵴。眼后方无感觉管孔

（C）；眼的前下方横行感觉乳突线（L 5）的端部其乳突排列呈团状或具分支；眼的后下方横行感觉乳突线

（L6）与眼下纵行感觉乳突线（L7）一般相连（偶有不连个体）（图 2A）。鼻孔每侧 2 个，分离：前鼻孔圆形，

具一短管，接近上唇；后鼻孔小，圆形，在眼的前方。口大，前位，斜裂。下颌突出。上颌骨后端向后伸达

眼中部下方或稍前。上下颌齿细尖，多行，排列成绒毛状；犁骨和腭骨无齿。唇厚而发达。舌大，游离，

前端圆形。鳃孔宽大，向头部腹面延伸达眼前缘或中部下方。前鳃盖骨后下缘光滑，无棘。峡部狭。鳃

盖膜不与峡部相连。鳃盖条 6。具假鳃。

体被栉鳞，腹部和胸鳍基部被圆鳞，鳃盖、颊部及项部均被小栉鳞，吻部和头的腹面无鳞。眼后头顶

部鳞片排列正常，覆瓦状。无侧线。

背鳍 2 个，分离，相距较远；第一背鳍起点在胸鳍基底后上方，第一鳍棘短弱，第三、第四鳍棘最长，

雄鱼的第三、第四鳍棘后端几伸达第二背鳍起点；第二背鳍高于第一背鳍，基部较长，后部鳍条短，平放

时不伸达尾鳍基。臀鳍和第二背鳍相对，同形，起点在第二背鳍第四或第五鳍条下方。胸鳍宽圆，扇形，

后端几伸越第一背鳍基底后端。左、右腹鳍相互靠近，不愈合成吸盘，末端远不达肛门。尾鳍圆形。

液浸标本头、体棕褐带青色，体侧具 3 ~ 4 个宽而不整齐的三角形黑色斑块。头侧及腹面有许多浅

褐色及黑色相间的斑块及点纹。第一背鳍有一浅色斑块，其余各鳍浅褐色，具多行暗色点纹。胸鳍基部

上下方各具一长条状黑斑。尾鳍边缘白色，基底有时具 2 个黑色斑块。

中华沙塘鳢为淡水小型底层鱼类，生活于湖泊、江河和河沟的底层，喜栖息于杂草和碎石相混杂的

浅水区。游泳力较弱。摄食小鱼、小虾、水蚯蚓、摇蚊幼虫、水生昆虫和甲壳类。生殖期为 4 ~ 6 月。在

蚌壳内分批产卵。卵粘性，粘附于巢穴的内壁上。雄鱼有守巢护卵习性。生长快，体长可达 170mm。个

体虽小，但肉质鲜美，细嫩可口，属上品鱼类。

分布于长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南，湖北及珠江水系的广东，广西和海南岛等地（图 3）。

模式标本（Holotype）：

SFU - 2080 1989 - 12 - 03 体长 139mm ♀ 湖北梁子湖（30。15＇N，114。20＇E）

副模标本（Paratype）：

SFC - 973 1990 - 03 - 13 体长 118mm ♀ 江西宜春（27。49＇N，114。22＇E）

SFC - 1007 1990 - 03 - 20 体长 97mm ♀ 湖北黄梅（35。05＇N，115。55＇E）

SFC - 1063 1989 - 08 体长 139mm ♀ 湖南沅陵（28。30＇N，110。20＇E）

SFC - 1073 1989 - 08 - 10 体长 79mm ! 江西临川（27。59＇N，116。21＇E）

SFC - 1074 1989 - 08 - 10 体长 99mm ! 江西临川（27。59＇N，116。21＇E）

SFC - 1077 1989 - 08 - 10 体长 91mm ! 江西临川（27。59＇N，116。21＇E）

SFC - 1105 1990 - 09 - 06 体长 63mm ♀ 湖北荆州（30。19＇N，112。15＇E）

SFU - 4903 1991 - 08 体长 82mm ♀ 广西桂林（25。15＇N，110。15＇E）

SFU - 4904 1991 - 08 体长 100mm ! 广西桂林（25。15＇N，110。15＇E）

SH - 1950 1963 - 04 - 28 体长 80mm ♀ 湖南芷江（27。28＇N，109。4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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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 3943 1963 - 04 - 08 体长 101mm ! 湖南衡阳（26。52＇N，112。36＇E）

SF - 4709 1963 - 05 - 02 体长 81mm ! 湖南道县（25。30＇N，111。31＇E）

模式标本和各副标本存于上海水产大学鱼类研究室。

表 1 中华沙塘鳢的可数性状和可量性状

Tab.1 Counts and measurements of ! " sinensis sp. nov.

编号

可数性状

性别
体长

（mm）
背鳍 臀鳍 胸鳍 腹鳍 纵列鳞 横列鳞

可量性状比率（%）

占体长

体高 头长

占头长

吻长 眼径

正模标本

SFU2080 ♀ 139 VI，I - 9 I - 7 15 I - 5 41 16 19 36 28 .3 12

副模标本

SFC - 973 ♀ 118 VI，I - 9 I - 7 14 I - 5 40 16 20 36 26 12 .7

SFC - 1007 ♀ 97 VI，I - 9 I - 7 15 I - 5 42 16 22 34 25 14
SFC - 1063 ♀ 139 VI，I - 9 I - 8 14 I - 5 42 17 20 36 27 .4 12
SFC - 1073 ! 79 VI，I - 8 I - 7 14 I - 5 40 16 21 37.9 25 .6 15
SFC - 1074 ! 99 VI，I - 9 I - 7 15 I - 5 40 16 24 37 27 13 .5
SFC - 1077 ! 91 VI，I - 9 I - 7 15 I - 5 39 16 18 36 27 .2 12 .1
SFC - 1105 ♀ 63 VI，I - 9 I - 7 15 I - 5 42 16 22 39 28 14
SFC4903 ♀ 82 VI，I - 9 I - 7 14 I - 5 40 16 22 35.5 25 .8 15 .5
SFC4909 ! 100 VI，I - 9 I - 7 15 I - 5 41 17 24 38 25 .9 13 .5
SH - 1950 ♀ 80 VII，I - 9 I - 7 14 I - 5 39 16 21 38 28 16
SH - 3943 ! 101 VI，I - 9 I - 7 14 I - 5 39 16 19 .8 35 .6 27 13 .8
SH - 4709 ! 81 VI，I - 9 I - 7 14 I - 5 39 16 18 .5 34 .5 26 14 .2

3 讨论

TemminCk 和 SChlegel［22］首次报道了产于日本的暗色塘鳢（Eleotris obscura）（ = 暗色沙塘鳢 Odontobutis
obscura）为一新种。其后 Bleeker［23］因暗色塘鳢的前鳃盖骨后缘无小棘，遂以它为模式种，建立了沙塘鳢

属（Odontobutis）。最早对中国沙塘鳢属进行研究的是 GQnther［24］，他报道采自长江及浙江的河川塘鳢

（Eleotris potamophila）（ = 河川沙塘鳢 Odontobutis potamophila）是一新种，另一种采自日本长崎和中国浙江

省者为暗色塘鳢（E . obscutra）（ = 暗色沙塘鳢 O . obscura），他在描述这 2 种鱼的区别时仅指出河川塘鳢

（即河川沙塘鳢）的胸鳍基部有 2 褐斑而易与暗色塘鳢（即暗色沙塘鳢）相区别，事实上这 2 种鱼的胸鳍

基部均有 2 褐斑而无法区别。由于上述 2 种鱼的鉴别特征不明显，这 2 个种常被混淆，甚至有人认为河

川沙塘鳢是暗色沙塘鳢的异名，为无效种，因而近百年来中外鱼类学者对中国产的沙塘鳢鱼进行长时间

的争论，有的 认 为 中 国 存 在 河 川 沙 塘 鳢 和 暗 色 沙 塘 鳢 2 个 种（如 GQnther［24］；Bleeker［25］；Sauvage 和

Dabry［26］；Chu［3］；朱元鼎和伍汉霖［11］；李思忠［14］；伍汉霖［15］）；有的认为中国仅有河川沙塘鳢而无暗色沙

塘鳢（如 Martens［27］；Rendahl［28］；TChang，［29］；NiChols［25］；Iwata et al .［30］）；有的认为中国仅有暗色沙塘鳢而

无河川沙塘鳢（如 Karoli［1］；Jordan 和 Seale［31］；Tomiyama［6］；赫天和［8］；Fowler［7］；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

所［12］；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研究室［9］；伍献文［10］；袁传宓和谢洪高［32］；杨干荣［16］；倪勇［33］；陈马

康等［34］）。也有认为中国只有暗色沙塘鳢和海丰沙塘鳢（如陈炜和郑慈英［35］）。有的认为暗色沙塘鳢

不分布于中国（明仁等［36］）。

伍汉霖等［21］应用沙塘鳢的头部感觉管孔 C 的有无，及感觉乳突之排列方式作为分类依据，对采自

中国各河川 800 余尾沙塘鳢进行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发现中国沙塘鳢可分二类，一类的头部有感觉管

孔 C，有 3 种即河川沙塘鳢（O . potamophila）（为有效种），海丰沙塘鳢（O . haifengensis）和鸭绿沙塘鳢（O .
yaluensis（是一新种）属于此类；另一类的头部无感觉管孔 C，与产日本的暗色沙塘鳢相同，暂鉴定为“暗

色沙塘鳢（O . obscura）”（限于条件，当时尚无法判定产中国的“暗色沙塘鳢”为一新种即中华沙塘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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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沙塘鳢头侧的感觉管孔（C）及感觉乳突线（1 - 10）排列

Fig.2 SChematiC figure of the sensory Canal pore（C）and the pit lines（1 - 10）of sensory papillae
A 中华沙塘鳢（O . sinensis） B 海丰沙塘鳢（O . haifengensis）

C 鸭绿沙塘鳢（O . yaluensis） D 河川沙塘鳢（O . potamophila）

由于当时未能对 GQnther（1861）采自日本长崎及中国浙江的暗色沙塘鳢标本进行再鉴定和对仅产

于日本的暗色沙塘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只能暂时认为暗色沙塘鳢除分布日本外，亦分布于中国。

1998 笔者曾在伦敦大不列颠自然历史博物馆鉴定和测量 GQnther（1861）采自日本长崎及中国浙江

的 2 瓶沙塘鳢标本，发现采自日本的一瓶标本为暗色沙塘鳢无误，而另一瓶采自浙江者不是暗色沙塘

鳢，而是河川沙塘鳢，说明 GQnther 鉴定有错。与此同时笔者将产于日本的暗色沙塘鳢和产于中国的头

部无感觉管孔（C）的沙塘鳢进行对比，认为中国并无真正的“暗色沙塘鳢”，以前所称的“暗色沙塘鳢”应

为一新种（即中华沙塘鳢），从而解决了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鱼类分类学（fish taxonomy）问题。现将产中

国的中华沙塘鳢与产日本的暗色沙塘鳢进行比较研究，见表 2。

表 2 暗色沙塘鳢与中华沙塘鳢可数性状之比较

Tab.2 Comparative of counts of ! " o$scura and ! " sinensis

种类
可 数 性 状

背鳍鳍棘数 臀鳍 胸鳍 腹鳍 纵列鳞 横列鳞
产地

暗色沙塘鳢

（O . obscura）
7

（鲜有 6 棘者）
I - 7 16 I - 5 36 ~ 38 13 ~ 15 仅产日本

中华沙塘鳢

（O . sinensis）
6

（鲜有 7 棘者）
I - 7 ~ 8 14 ~ 15 I - 5 39 ~ 42 16 ~ 17 仅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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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种沙塘鳢可数性状有较大差异，以及两种间长期的地理隔离，可以认为眼后无感觉管孔

（C）的产于日本及中国的沙塘鳢是 2 个不同的种。

4 种沙塘鳢的检索如下：

中国沙塘鳢属鱼类种的检索表

1（2） 眼的后方无感觉管孔（C）；纵列鳞 39 ~ 42；眼的前下方横行感觉乳突线（L5）的端部其乳突排

列呈团状；眼的后下方横行感觉乳突线（L6）与眼下纵行感觉乳突线（L7）相连或不连（图 2A）

中华沙塘鳢新种 Odontobutis sinensisWu，Chen etChong sp. nov.⋯⋯⋯⋯⋯⋯⋯⋯⋯⋯⋯

2（1） 眼后方具感觉管孔（C）

3（6） 眼后头顶部鳞片排列正常，覆瓦状；纵列鳞 29 ~ 42
4（5） 纵列鳞 34 ~ 41；眼的前下方横行感觉乳突线（L5）的端部其乳突排列呈直线状；眼的后下方横

行感觉乳突线（L6）与眼下纵行感觉乳突线（L7）相连（偶有不连个体）（图 2D）

河川沙塘鳢 Odontobutis potamophila（GQnther）
⋯⋯⋯⋯⋯⋯

⋯⋯⋯⋯⋯⋯⋯⋯⋯⋯⋯⋯⋯⋯⋯⋯⋯⋯

5（4） 纵列鳞 29 ~ 32；眼的前下方横行感觉乳突线（L5）的端部其乳突排列呈团状或具分支；眼的后

下方横行感觉乳突线（L6）与眼下纵行感觉乳突线（L7）相连或不连（图 2B）

海丰沙塘鳢 Odontobutis haifengensisChen
⋯⋯⋯⋯⋯⋯⋯

⋯⋯⋯⋯⋯⋯⋯⋯⋯⋯⋯⋯⋯⋯⋯⋯⋯⋯⋯⋯

6（3） 眼后状顶部鳞片排列特殊，呈同心圆或辐射状；纵列鳞 44 ~ 53；眼的前下方横行感觉乳突线

（L5）的端部其乳突排列呈团状或具分支；眼的后下方横行感觉乳突线（L6）与眼下纵行感觉

乳突线（L7）相连或不连（图 2C） 鸭绿沙塘鳢 Odontobutis yaluensisWu，Wu etXie⋯⋯⋯⋯⋯

以往由于中国产沙塘鳢属的各个种的鉴别特征混淆不清，种间区分十分困难，因而对它们的地理分

布界限亦无法肯定。现已探明沙塘鳢的分布颇有规律，河川沙塘鳢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钱塘江及闽

江各水系，不见于珠江流域及长江上游；在长江水系的分布西限可上溯至湖北的荆州（沙市）、九江、黄

梅，江西的鹰潭、宜春等地。而中华沙塘鳢的分布区域较广，主要见于珠江流域、海南岛及长江中上游的

贵州、湖北、湖南及江西各省，不见于闽江、钱塘江及长江下游各地，而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九江，黄梅、

鹰潭、宜春等地水域则是中华沙塘鳢的分布东限，可以认为这些地区亦是这两种鱼类的混栖区，相互渗

透和交汇。鸭绿江沙塘鳢仅分布于辽河及鸭绿江水系；海丰沙塘鳢仅零星分布于粤东几条独流入海的

溪流中（图 3）。

本研究由日本伊藤鱼类学基金会资助 .明仁天皇陛下惠赠产于日本的暗色沙塘鳢标本，Dr.岩田明久惠赠沙塘鳢文

献资料，英国伦敦大不列颠自然历史博物馆 Dr.Anthony C Gill 提供馆藏模式标本；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标本

室提供测量标本；牟阳同志绘制鱼类外形图，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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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沙塘鳢属鱼类的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Odontobutis in China
!中华沙塘鳢（新种）O . sinensis sp . nov . "河川沙塘鳢 O . potamophila

#鸭绿江沙塘鳢 O . yaluensis $海丰沙塘鳢 O . haifeng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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