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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乌伦古湖鱼类资源现状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有土著鱼类 7 种，引种移植和引水入湖后增加到 22
种，其中经济鱼类 18 种，优势种由土著鱼类贝加尔雅罗鱼（ Leuciscus leuciscus baicalensis（Dybowski））转变为池沼

公鱼（Hypomesus olidus（Pallas）），鱼类区系组成由 2 个增加到 6 个。40 多年来，年鱼产量在 800 ~ 4400 t 之间波

动。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水域环境发生变化，鱼类资源失衡，尤其特优土著经济鱼类资源衰退显著。为此采

取加强依法管渔，科技兴渔即降低捕捞强度、保护渔业水域环境、改变仅依靠自然繁衍来补充资源的局面 、科

学对待引种移植、充分利用渔产潜力、建设优质鱼类种质资源库、重视加工保鲜业、发展休闲渔业等对策，可

达到该湖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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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ish resources in Ulungur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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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sh resourCes in Ulungur Lake. The study shows：There are 7 speCies
of native fish，after transplanting by introduCing speCies and filling the lake with water，the speCies were inCreased
to 22 among them，18 speCies are the eConomiC fish and the superior speCies is transferred from Leusiscus leusiscus
baiCalensis（Dybowski）to Hypomesus olidus（Pallas）.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the annual fish produCtion has been
fluCtuated 800-4400 t . With the exaCerating of human aCtivities，the water surroundings have been Changed and the
fish resourCes have lost its balanCe，espeCially，the superior native fish resourCes have an invisible deCline .
Therefore，to strengthen Care of the fish by law，the sCienCe and the teChnology enCouraging the fish and lower CatCh
strength，proteCt the fishery water environment，Change to depend on the nature to multiply greatly only to add the
resourCes，sCienCe leads to transplantation，making use of fish to produCe potential well，ConstruCting high- quality
fish to grow the quality resourCes database，the value proCesses to proteCt the fresh industry，developing the
reCreational fishery etC，Counter plan，attainability the fishery resourCes of that lake Can keep on to develop the
target .
Key words：Ulungur Lake；fish resourCes；proteCtion；development；Countermeasure



乌伦古湖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境内，是新疆主要渔业基地，面积 813 .8 km2，见图 1。

图 1 乌伦古湖鱼类采样点分布图

Fig.1 The sampiling loCations of fisherues
in the Ulungur Lake

乌伦古湖鱼类资源的调研自 1960 年初才起步。

1986 - 1987 年对乌伦古湖鱼类资源做了全面调研。

1999 年，在对额尔齐斯河鱼类资源调查时，对该湖鱼

类资源也进行过调研。50 年来，随着各种生产活动

日益频繁，对该湖鱼类资源及周围环境的过度开发，

造成鱼类资源破坏，尤其特优土著经济鱼类资源显

著衰退，影响该区的生态平衡与经济发展。为此，作

者于 2000 - 2001 年对乌伦古湖鱼类资源进行现场

调查，并结合相关资料进行分析，为乌伦古湖鱼类资

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开发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这次调查共获得各种鱼类标本 10 100 尾，其中

用鳞片和主鳃盖骨进行年龄鉴定的分别有 839 尾和

221 尾。标本主要采自湖周围各捕鱼（作业）点的单

层挂网和箔网里；另外用单层挂网和抬网，在河、湖

沿边采集标本，作为补充材料。

1.2 方法

将乌伦古湖周围各捕鱼点（1 ~ 11）作为调查收集样品重点，在河、湖岸边再设定 8 个采样点（12 ~
19），作为补充（图 1）。全调查按季节分四个阶段（2000 年 10 月份和 2001 年 1 月份、5 月份、8 月份）进

行。该湖鱼类资源调查方法按张觉民和何志辉［1］，鱼类分类参照朱松泉［2］的文献。

2 结果

2.1 鱼类资源现状

2 .1 .1 鱼类种数的变化

调查发现，乌伦古湖的鱼类共 22 中，隶属 4 目 8 科，见表 1。

1960 - 1970 年代，把额尔齐斯河的鲤鱼、东方欧鳊、湖拟鲤和长江流域的草鱼相继移入乌伦古湖与

吉力湖；鲢、鳙是在 1980 年后移植的。池沼公鱼是在 1991 年移植的。鲤鱼、东方欧鳊、湖拟鲤和池沼公

鱼为在该湖能够自然繁殖并形成产量的增养殖鱼，草鱼、鲢、鳙是在该湖不能自然繁衍的放养鱼。麦穗

鱼可能为从国内引进草鱼、鲢及鳙时无意带入的，现已在湖泊与河道的支岔自然繁衍。在 1971 年把额

尔齐斯河水引入乌伦古湖后，随引水白斑狗鱼、梭鲈、江鳕、高体雅罗鱼、哲罗鲑、粘鲈开始扩散到乌伦

古湖，除哲罗鲑外，其它 6 种鱼都在该湖能够自然繁殖。

2 .1 .2 渔获物优势种的演变

在 2000 - 2001 年，对乌伦古湖 4 个捕鱼地点（1、2、4、11 号点，图 1）的单层挂网及其渔获物组成按不

同季节进行抽样统计（表 2），并把 2000—2001 年单层挂网的渔获物种类组成与 1987 年的种类组成进行

比较（表 3）。

统计表明，目前乌伦古湖单层挂网的渔获物组成以东方欧鳊和白斑狗鱼为主，其中东方欧鳊的数量

和生物量分别占 79 . 4% 和 62 . 2%，白斑狗鱼的分别占7 .2% 和25 .8%，其它 8 种鱼的仅占14 .6% 和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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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乌伦古湖鱼类的分类

Tab1 Fish classification of Ulungur Lake

目科
种（亚种）

土著鱼类 移植或随引水入湖鱼类 自然杂交种

鲑形目 SALM0NIF0RMES
鲑科 Salmonoidae 哲罗鲑 Hucho taimen（Pallas）
狗鱼科 EsoCidae 白斑狗鱼 Esox lucius Linnaeus
胡瓜鱼科 0smeridae 池沼公鱼 Hypomesus olidus（Pallas）
鲈形目 PERCIF0RMES
鲈科 PerCidae 河鲈 Perca fluviatilis Linnaeus 梭鲈 Lucioperka lucioperka（Linnaeus）

粘鲈 Acerina cernua（Linnaeus）*

鳕形目 GADIIF0RMES
鳕科 Gadidae 江鳕 Lota lota（Linnaeus）
鲤形目 CYPRINIF0RMES

鲤科 Cyprinidae

贝加尔雅罗鱼 Leuciscus leuciscus
baicalensis（Dybowski）
银 鲫 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

（BloCk）

丁% Tinca tinca（Linnaeus）
尖鳍& >obio gobio acutipinnafus
MensChikov

湖拟鲤 8utilus rutilus lacustris（Pallas）
东方欧鳊 Abramis brama orientalisBerg
高体雅罗鱼 Leuciscus idus（Linnaeus）
鲤鱼 Cyprinus carpio Linnaeus
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CEvier et
ValenCiennes）
鳙 Aristichthys nobilis（RiChardson）

鲢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CEvier et
ValenCiennes）
麦穗鱼 Pseudorasbora parva

（TemminCk et SChlegel）*

湖拟 鲤（♀）× 东 方 欧 鳊

（♂ ） 8utilus rutilus
lacustris （♀）× Abramis
brama orientalis（♂ ）**

鳅科 Cobitidae

北方花鳅

Cobitis granoei Rendahl*
北 方 须 鳅 Barbatula barbatula
nuda（Bleeker）*

*：无经济价值的小型鱼类；**：本品种的形态特征与相关资料［3 - 4］一致，资料［3 - 4］已确认其为湖拟鲤（♀）与东方欧鳊（♂ ）的自

然杂交种

表 2 乌伦古湖单层挂网规格及渔获物

Tab.2 The statistics of the one floor hang net and the yield used in Ulungur Lake

季节 网目大小（Cm） 网长（m） 网高（m） 挂网数量（片） 渔获物数量（尾） 渔获物生物量（kg）

秋季 4 .5 30 1 .5 55 888 40
（2000 .10） 10 50 2 60 216 120

冬季 6 40 1.7 10 101 8
（2001 .01） 10 50 2 20 40 35

夏季 5 40 1.5 100 1978 97
（2001 .08） 8 50 2 90 286 210

合计 14 550 335 3 509 510

注：下网至起网时间 3 ~ 4 d，14 550 m 为挂网总长。

据资料［3 - 5］，在 1988 年前，乌伦古湖渔获物组成以贝加尔雅罗鱼和河鲈为主，分别占年总产量的

80%和 10%，其次是丁%、银鲫、鲤鱼、湖拟鲤等。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叶，东方欧鳊和白斑狗鱼的产量迅

速上升，成为主要经济鱼类，分别占 40%和 20%；其余十几种经济鱼的合计产量才占 40%。于 1997 年，

池沼公鱼开始形成捕捞群体，在 1999 - 2001 年，年均产量有 1 473 t，约占总鱼产量的 40%，东方欧鳊约

占 30%，白斑狗鱼约占 18%，其余十几种鱼类的合计产量仅占 12%，优势种由东方欧鳊转变为池沼公

鱼。据了解，2002—2004 年池沼公鱼的年产量在 758 ~ 1 800 t，仍占 40%。目前，贝加尔雅罗鱼、河鲈、丁

%、银鲫、湖拟鲤等特优经济鱼类的年单产量仅有几十吨，甚至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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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乌伦古湖单层挂网的渔获物组成

Tab.3 The composition of the yield with one floor hang net in Ulungur Lake

年份 种类 数量（尾） % 生物量（kg） %

1987［5］ 贝加尔雅罗鱼 Leuciscus leuciscus baicalensis（Dybowski） 1 327 86.2
河鲈 Perca fluviatilis Linnaeus 205 13.3
东方欧鳊 Abramis brama orientalis Berg* 77 0.5

合计 1 540 100
2000 - 2001 东方欧鳊 Abramis brama orientalis Berg 2 785 79 .4 317 62 .2

白斑狗鱼 Esox lucius Linnaeus 253 7 .2 131 25.8
河鲈 Perca fluviatilis Linnaeus 160 4 .6 5 .6 1 .1
银鲫 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BloCh）58 1.6 21 4 .1
鲤鱼 Cyprinus carpio Linnaeus 56 1 .7 54 1 .5
贝加尔雅罗鱼 Leuciscus leuciscus baicalensis（Dybowski） 54 1.5 2 .4 0 .5
湖拟鲤 8utilus rutilus lacustris（Pallas） 54 1.5 2 0 .4
尖鳍& >obio gobio acutipinnafus（MensChikov） 51 1.4 1 .1 0 .2
粘鲈 Acerina cernua Linnaeus 34 1 .0 0 .9 0 .2
丁% Tinca tinca（Linnaeus） 4 0.1 0 .3 0

合计 3 509 100 510 100

*：除东方欧鳊外，还包括湖拟鲤、丁%、粘鲈、尖鳍&等 5 种鱼。

2 .1 .3 鱼类区系组成的变化

由于引种移植和引水入湖，乌伦古湖鱼类区系组成由原来的北方平原区系复合体、北方山麓区系复

合体等 2 个类群增加到现在的北方平原区系复合体、北方山麓区系复合体、北极淡水区系复合体、上第

三纪区系复合体、江河平原区系复合体、欧洲区系复合体等 6 个类群，见表 4。

表 4 乌伦古湖鱼类区系组成

Tab.4 Fish department constitute of Ulungur Lake

区系划分 种 类

北方平原区系复合体 贝加尔雅罗鱼 Leuciscus leuciscus baicalensis（Dybowski）
银鲫 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BloCh）、丁% Tinca tinca（Linnaeus）
高体雅罗鱼 Leuciscus idus（Linnaeus）、湖拟鲤 8utilus rutilus lacustris（Pallas）
尖鳍& >obio gobio acutipinnafus MensChikov、河鲈 Perca fluviatilis Linnaeus
北方花鳅 Cobitis granoei Rendahl、粘鲈 Acerina cernua（Linnaeus）
梭鲈 Lucioperca lucioperca（Linnaeus）、白斑狗鱼 Esox lucius Linnaeus

北方山麓区系复合体 北方须鳅 Barbatula barbatula nuda（Bleeker）、哲罗鲑 Hucho taimen（Pallas）
北极淡水区系复合体 江鳕 Lota lotaLinnaeus、池沼公鱼 Hypomesus olidus（Pallas）
上第三纪区系复合体 鲤鱼 Cyprinus carpio Linnaeus、麦穗鱼 Pseudorasbora parva（TemminCk et SChlege）

江河平原区系复合体
鳙 Aristichthys nobilis（RiChardson）、鲢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CAvier et alenciennes）、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CEvier et ValenCiennes）

欧洲区系复合体［4，6］ 东方欧鳊 Abramis brama orientalis Berg

2 .1 .4 鱼产量变化

据统计，在 1959 - 2001 年，乌伦古湖的年均鱼产量 2 484 t。1959 - 1988 年，年鱼产量 800 ~ 4 500 t，
平均 2 102 t，在这一阶段产量并不太稳定。在 1988 - 1996 年，年鱼产量 3 070 ~ 3 472 t，平均 3 237 t，产量

相对高并稳定。1996 - 2001 年，年鱼产量 2 000 ~ 4 400 t，平均 3 067 t，较前 8 年的低，并不太稳定 。

2.2 影响鱼类资源的主要因素

2 .2 .1 捕捞过度

据资料［5］和本调查，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进湖捕鱼的渔船从 60 条增加到 200 条，挂

网从一条船的 20 片增加到 80 片；网目从 8 Cm 缩小至 4 .5 Cm。冰下大拉网从 5 趟增加到 18 趟，其网围

高度从 8 m 增加到 24 m，使成鱼、幼鱼一起被捕捞，其渔获量占总渔产量的 30%左右。在 1988 年，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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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下大拉网，引进 200 套箔网，网目规格 1 Cm 以下，在箔网的渔获物中均出现不同规格的各种鱼类。引

进箔网后的年均产量（3 178 t）是引进箔网前 1 .57 倍。

在 2000 - 2001 年，进湖作业的渔船减少至 60 条，但挂网片数从每条船的 80 片增加到 200 片左右；

另外还增加一些网目为 1 Cm 和 2 . 5 Cm 的单层挂网，主要捕捞池沼公鱼、尖鳍&、粘鲈等小型鱼类和特

有经济鱼类的幼龄鱼群。每次进湖的挂网在水里均停留 3 ~ 4 d 后才起网，但其渔获物很少，见表 2。

据资料［7 - 10］和本研究，乌伦古湖特优鱼类生长至 2+ ~ 3 + 龄均可性成熟，由 Von. Bertalanffyt 的鱼类

体长、体重生长方程得出的生长曲线均说明性成熟阶段为该湖每种鱼的生长旺盛期，尤其在性成熟年龄

后至生长拐点（7 ~ 10 龄）前，体重均持续加速增长。但目前，在乌伦古湖特优经济鱼类渔获物群体结构

中渔获物年龄组成均以 1 + ~ 4 + 龄为主，占捕捞群体的 90%多，都是未性成熟或刚性成熟的正在旺盛生

长阶段的低龄鱼群。捕捞群体的年龄远小于捕渔业利用的最佳开捕年龄。这说明过高的捕捞强度对该

湖繁殖群体和幼鱼群落甚至对鱼类总群资源均产生重要的影响。

2 .2 .2 渔业水域环境的变化

据资料［3，6，11］，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乌伦古河年均入湖水量 8 . 03 × 108 m3，全流域基本处于原始状

态。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乌伦古河中下游地区引水量急剧增多，在 1959 - 1986 年，年均引水量约 6 . 4
× 108 m3。

结果，下游河道两岸的苇塘、沼泽、坑洼、河汊等鱼类自然繁衍场所遭遇严重破坏。湖泊水位降低

5 .1 m，面积缩小 110 .5 km2，矿化度增加 790 mg / L，湖区水生植物也大量损害，湖泊生态环境普遍恶化。

年均产量由 2 600 t（1960 - 1973 年）减少至 1 600 t（1974 - 1986 年）［11］。

2 .2 .3 引种移植对土著鱼类资源的影响

研究表明，乌伦古湖移植鱼类与土著鱼类在索饵、繁殖、越冬中均发生生态位重叠，由于移植鱼类具

有较优越的生物学特性，引进后就很快形成群体，如麦穗鱼在乌伦古湖小型野杂鱼类中已占优势，并在

该湖鱼类繁殖季节吞食鱼卵；其对有些湖泊土著鱼类资源构成严重威胁，已列为入侵鱼类［13］。随池沼

公鱼与东方欧鳊种群数量的聚增，在贝加尔雅罗鱼、河鲈、丁%、银鲫等特优鱼类生境中侵占的范围加以

扩大，鱼类对空间与食物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在激烈的种间竞争中受到极大生存压力的特优鱼类只能向

水域环境较恶劣的沿岸边或高海拔迁徙［12］。生活环境狭窄的土著鱼类在种群内部的近亲个体间交配，

影响后代质量，导致其资源的显著衰退。

调查与资料［3 - 5］表明，东方欧鳊和湖拟鲤的自然杂交种遍布在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湖和吉力湖。

据资料［13 - 16］，东方欧鳊和湖拟鲤的基因交流可能导致湖拟鲤的遗传侵蚀甚至灭绝。

3 对策讨论

3.1 加强依法管渔，严格执行禁渔制度

乌伦古湖中海子、73 公里小海子、莫合台后泡子、骆驼脖子等水域均为该湖的禁渔区，每年 4 月 1 日

至 7 月 31 日是该湖的禁渔期。但调查时在禁渔区、期均发现捕鱼活动。

建议当地渔政管理部门一面组织当地渔民进行培训，通过学习让渔民懂得保护与合理开发鱼类资

源的法律与科学意义；另一面大力宣传渔业法，依法严格执行该湖禁渔制度，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提供法律保障。

3.2 降低捕捞强度，实现护幼捕大

把过高的捕捞强度降下来是保护和恢复渔业资源的治本之举。为此，采用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

长量的原则，将湖区捕鱼网具和捕鱼点的数量均控制在现有的二分之一范围；并将挂网网目扩大 6 Cm
（捕白斑狗鱼和鲤鱼的网目在 8 Cm）以上，使捕捞个体的体重增加 250 g（白斑狗鱼和鲤鱼的 1 000 g）以

上，捕捞 4 + 龄以上的个体，给幼龄鱼群提供生长繁衍的机会，以便及时补充捕捞群体，经过几年后可使

该湖鱼产量比目前的增加 1 ~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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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合理分配水资源，同步发展农牧渔业

为修复乌伦古湖水域环境，于 1987 年实现了“引额济海”工程，向乌伦古湖每年提供 10 . 5 × 108 m3

水量，到 1992 年水位升高 5 .0 m，湖泊水域环境获得新生，鱼产量迅速提高。

乌伦古河主河道与阿尔达河均为溯河产卵鱼群的自然活动通道，其三角洲为溯河群体的主要繁殖

场，但这些关键环境还待恢复。

乌伦古湖与吉力湖水位的上涨和稳定取决于“引额济海”渠和乌伦古河的水量。目前，吉力湖的水

位属于渔业正常水位，在年蒸发量 1 .5 × 108 m3 的条件下保持这个水位，就需要等量的水流入吉力湖，尤

其每到鱼类繁殖期，河道应保持 10 m3 /秒流量的水进入吉力湖［4］。

根据上述依据，在基本不影响农、牧业及生活用水的前提下，采取新的水利调节及现代化节水灌溉

措施，在主河道与阿尔达河保留鱼类种群能够生长繁衍所必要的最少流量。这对流域生态平衡和农牧

渔业及旅游业的和谐发展均有利。

3.4 改变仅依靠自然繁衍来补充资源的局面

过去，乌伦古湖鱼类资源开发后仅依靠自然繁衍来补充，远跟不上产业化开发的需要。为此，在依

靠湖泊现有鱼类种群自繁的同时重视特优经济鱼类的人工繁育研究，尽快实现名特优经济鱼类的增殖

目标，改变乌伦古湖鱼类资源开发仅依靠自然繁衍来补充的局面，为该湖鱼类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创造条

件。

3.5 科学对待引种移植，保护特优土著鱼类资源

在引种前，根据渔业法、水生野生动物的引进制度和生物入侵的预防原则，掌握相关信息，开展针对

调研，进行科学论证，为预防生物入侵提供法律依据，促进管理外来物种的专项法制出台。

为控制该湖的小型、低值鱼类群落的密度，不仅加强针对性的捕捞，而且加强对白班狗鱼和河鲈等

优质凶猛鱼类的增殖，达到兴利除弊的目的。恢复特优经济鱼类资源，通过突出本湖得天独厚的资源优

势来获取更高的效益。

3.6 充分利用渔产潜力，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益

目前乌伦古湖浮游生物与底栖动物的鱼产潜力共有 11 . 1 t［17］，是最近几年（1996 - 2001）年均鱼产

量的 3 .6 倍。该湖还具有丰富的水生植物资源。

为充分利用该湖潜在的饵料生物资源和空间资源，应投放能够被人为控制的高白鲑、鲢、鳙等滤食

性鱼类和丁%、银鲫等底食性优质土著鱼类。

在新疆有些湖泊和水库养殖河蟹（Eriocheir sinensis）已获得成功，并取得了良好的效益［18 - 19］。乌伦

古湖确有养殖河蟹的优势条件。在湖区选择具水草和饵料生物都丰富的、决不影响鱼类生长繁衍的环

境，进行围养河蟹。

通过调整养殖结构，将资源优势快速转化经济优势，大幅度提高渔业生产效益。

3.7 加强水域环境管理，防止水质污染

该湖区主要污染源来自乌伦古河与额尔齐斯河流域大片农田及福海县城、北屯镇排放的生活污水

和工业废水［5］。

建议相关管理部门按照渔业水域的防污管理原则，加强对湖泊造成污染的农区、工厂、城镇等污染

源的排污管理，防止污水入湖，保障湖水优质，确保渔业生产的健康持续发展。

3.8 将乌伦古湖建设成为优质鱼类种质资源库

目前，乌伦古湖贝加尔雅罗鱼、河鲈、湖拟鲤、丁%、银鲫、梭鲈等优质鱼类资源还是存在的；尤其白

斑狗鱼的资源量较丰富。经研究掌握该湖特优鱼类的生物学特性，建设相当规模的人工繁育和饲养体

系设施，促进该湖特优鱼类资源的增养殖步伐，将该湖建设成为优质鱼类的种质资源库，保留该湖鱼类

的遗传多样性和独特的基因资源。并随增养殖业和市场的发展需要，推广优质鱼类的鱼苗、鱼种、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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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商品鱼。

3.9 发展加工保鲜业，创建品牌，占据市场

目前，乌伦古湖的鱼类主要以冷冻形式上市，商品鱼的加工保鲜及活鱼运输上市方面缺乏研究。为

此，需要研究攻克加工和保鲜技术难点，创建品牌，占据区内外市场，以求更好的经济效益。

3.10 发展休闲渔业，促进渔业生产结构调整

乌伦古湖的风景秀丽，水质优良，鱼类品种多，肉质鲜美。湖区还有金沙滩和天鹅湖等旅游景点，湖

泊靠近城镇，交通和通讯便利。适合发展休闲渔业，由此可带动当地交通、旅游、餐饮等服务行业的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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