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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 2004 年 3 月 1 月和 9 月对拒马河北京段进行的鱼类调查结果，研究了拒马河北京段鱼类种类、

分布及物种多样性。结果表明，调查区域共发现鱼类 24 种，隶属于 3 目 8 科 24 属，多为中底层小型鱼类，其

中麦穗鱼( Pseudorasbora parva)为拒马河北京段内优势种类。将本次调查结果与历史资料比较后发现，拒马

河北京段内鱼类的种类减少了 3 目 5 科 18 种，表明拒马河鱼类物种多样性遭到破坏，亟待保护。水文条件变

化、水利工程建设、过度捕捞和非法采砂是造成该区鱼类物种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针对该地鱼类物种减

少，提出以下保护对策: (1)建立自然保护区; (2) 限制水利工程的建设; (3) 实施禁渔制度 ;(4) 人工增殖放

流; (5) 增强民众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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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 composition and species biodiversity 
of the Beijing section of J uma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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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rch , July , September 2004 , species composition , distribution and diversity of fish in Juma 

River were investigated. A total of 24 species of fish subjected to 24 genera , 8 families , 3 orders were found in 

this river and Pseudorasbora pαTVαis dominant. Most of these species are small Meso-pelagic or Demersal 

fishes. Compared to the results of historic survey , 18 species , 5 families and 3 orders of fishes have been 

absent , which indicated that fish species diversity has been damaged in Juma river and conservation measures 

are urgently needed. After analyzing these factors which may cause lower fish diversity , we found that changes 

of hydrography , dams and power plants construction , over-fishing and sand mining lawlessly are the main 

causes. At last , five conservation countermeasures to protect Juma River fish diversity are suggested: (1) 

establishing a nature reserve j (2) restricti吨 construction project along the river j (3) enforcing fishing 

restriction measures j ( 4 ) restocking the lost fish species j (5 ) enhancing conservation awareness of both local 

residents and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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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马河是海河流域北部大清河水系支流，发源于河北省沫水县西北太行山麓。受大陆性季风气候

影响，拒马河流域内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干燥，春季增温快，降水少，易干旱，夏季降水集中，易洪涝，秋

季昼夜温差大，降雨量较少。拒马河北京段在十渡镇平峪村入境，流经北石门、十渡、片上等村，从张房

大桥人河北，境内河长 61 公里，流域面积 433.8 平方公里。境内地貌复杂，山区与平原间相对高差悬

殊，气候有明显差异[IJ 。拒马河拥有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北京鱼类和两栖·爬行动物志》记载的鱼

类就超过了 40 种 [2J 。丰富多样的水生生物加上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构成了拒马河北京段水域生态

系统的独特性，作为整个华北地区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的典范，拒马河极具保护和科研价值。

随着北京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北京郊区旅游产业的兴起，拒马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

大变化，境内水环境趋于恶化，水生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开展拒马河地区全面的生态系统现状调

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对改善首都生态环境，实施"绿色奥运"战略都具有重要意义。 2004 年，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农业部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承担了拒马河北京段的科学考

察任务，本文利用科学考察中的部分数据，对拒马河北京段的鱼类种群结构、分布、多样性情况进行了系

统研究，并对影响鱼类多样性减少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鱼类资源的保护对策，以期为该水域内鱼

类物种保护及拒马河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调查站位设置

本次调查范围为 115 029'23" -115 041'13咀 ， 38 0

34'33" - 39 0 39'4啊，按照内陆水域渔业自然资源调

查规范[句，根据拒马河北京段的地形、地势条件，参

考了当地居民的建议，考虑了采样点的典型性、代表

性和一致性，并结合了拒马河内鱼类的生物学特性、

生活习性及季节分布等特点，设置了 12 个调查站位

(图 1 )。

网具选择

拒马河北京段中既有营底层生活的鱼类，又有

中上层生活的鱼类，考虑到这一特点，在调查中选择

了粘网和地笼(俗称"迷魂阵")两种网具相结合的 图 I 调查站位分布图
方式来调查。粘网是一种选择性较强的捕捞作业网 Fig. 1 Map of survey stations 

日 ;2. 天花板 ;3. 北石门 ;4 九渡 ;5 八渡 ;6 七渡;
具，捕捞对象多为中上层鱼类，本次调查使用的粘网

7 葡萄园 ;8 鱼古洞 ;9 三渡 ;10. 穆家口 ;11 千河口 ;12. 张坊大桥

网目尺寸 8 mm，网长约 12 m; 地笼是一种捕捞能力

很强的作业网具，捕捞对象多为下层及底层鱼类，本次调查使用的地笼总长约 15 米，网目尺寸为 5 mm。

调查频次及内容

于 2004 年 4 月 20 -21 日、7 月 28 -30 日、9 月 28 -30 日，对拒马河北京段鱼类的分布、种群结构

及物种多样性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O

采样方法及样本处理

当日下午在 12 个断面处分别布设 2 个定置网和 2 -3 个地笼，次日上午起网。将 2 种作业方式所

捕获的鱼类进行?昆合，现场统计捕获的每一种鱼类的数量，并对每一种鱼随机选取 10 尾鱼用 10%福尔

马林溶液固定，带回实验室进行种类鉴定和标本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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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统计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种类和数量信息函数表示的香农-韦弗( Shannon-Weaver diversity index) 多样性指数 H'

和皮诺均匀度指数( Pielou ' s evenness index) J' L 4 j 来评价拒马河北京段水域内鱼类物种多样性情况，公

式如下:

HF=-ERhg2pt 

式中 ， H' 种类多样性指数 ;S - 样品中的种类总数 ;Pi - 第 E 种的个体数(n;) 或生物量(ω;) 与总个体数

(N) 或总生物量( W) 的比值(n/N 或 ω/W) 。

J' =H'γ/H尺mu】

式中 ，J' 一均匀度 ;H' 一上式计算的种类多样性指数 ;Hmax为多样性指数的最大值O

2 结果

2.1 种类组成

经鉴定所有渔获共有鱼类 24 种，隶属于 3 目 8 科(表 1) ，其中鲤形目( Cypriniformes) 共 16 种，占该

地区鱼类种数的 66.7% ，自卢形目( Perciformes )共 4 种，占 16.7% ，鲸形日( Siluriformes )共 4 种，占

16.7% 。鲤形日( Cypriniformes )中，鲤科( Cyprinidae )鱼类共 11 种，占鲤形目种数的 68.8% ，瞰科

( Cobitidae) 5 种，占 3 1. 2% ;自卢形目( Perciformes )中，塘鲤科( Eleotridae ) 1 种，斗鱼科( Belontiidae) 1 种，

假虎鱼科( Gobiidae) 1 种，刺锹科( Mastacembelidae) 1 种，各占 25% ;除形目( Cypriniformes )中，鳝科

( Bagridae ) 3 种，占鲸形目种数的 759毛，始科( Siluridae) 1 种，占 259毛。

2.2 数量组成及优势种

三次调查捕捞鱼类合计 11 332 尾，其中麦穗鱼( Pseudorasbora parva ) 9 080 尾，占所捕获鱼类种数的

80.1% ;黑鳝鲸(Sαrcocheilichthys nigripinnis) 510 尾，占 4.5% ;黄颖鱼( Pelteobαgrω fulvidraco ) 453 尾，占

4.0% ;棒花鱼( Abbottinα rivularis ) 443 尾，占 3.9% ;宣(Hemiculter leucisc叫lS) 206 尾，占1. 8% 。泥锹

(Misgumus αnguillicαudαω) 135 尾，占1. 2%; 只有麦穗鱼总数量占到所捕获鱼类总数的 10% 以上[剖，

为拒马河北京段内的唯-优势种类。

2.3 地理分布特征

拒马河北京段中多以中底层小型鱼类为主，鱼类繁殖速度快，生长周期短。按底质类型来分，琅呀

河、九渡、穆家口、张房大桥这 4 个站位为砂石质底，种类以麦穗鱼、棒花鱼、黄颖鱼为主，所捕获的鱼类

数量相对较少。天花板、北石门、八渡、七渡、鱼古洞、千河口这几个站位为泥沙底质，所捕获鱼类种类和

数量较为丰富，尤其是营底栖生活的锹科鱼类占相当大的比重。从拒马河北京段鱼类调查结果(表

1 ) [2 ， 6] 中可以看出，拒马河北京段中游的北石门、九渡、八渡、七渡、鱼古洞调查位鱼类种类和数量较为

丰富。
表 1 拒马河鱼类调查结果

Tab. 1 The resuIt of flsh investigation in Juma River 

各站位数量

目 和| 种 琅 天 北 葡萄 包 穆家 千
张

九渡 /飞、 七 房大桥呀 花 石 渡 渡 古 渡 河
?可 中反 门 园 洞 口 口

鲤形目 麦穗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yplinifonnes Pseudorasborαpαrvα 

自即

Carassius αuratus 
+ + + + 

宽结自自
+ + 

Zacco platypus 
+ + + 



178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17 卷

·续上表·
各站位数量

目 科 种 琅 天 北
九 /飞、 七 葡萄 包 穆家 千 张房桥大呀 花 石 渡 渡 渡 古 渡 1nJ 

i可 板 门 国 洞 口 口

黑踏鲸
5αrcocheilichthys + + + + + + + + + 

nl，gnp~nn"s 

棒花鱼
Abbottina rivularis 

+ + + + + + + + 

鲤科 中华螃缺
Cyprinidae Rhodeus sinens口

+ 

量
Hemiculter leucisculus + + + + + 

东北领须鱼句
Gnαthopogon + 
mαntschuricu.s 

点纹颁须幽
Gnαthopogon + + + 
woltersto伊

长尾主岁
Phoxinus lagowskii 

+ 

花江锣
Phoxinus czekαnowskii 

+ + + 

锹科
大鳞泥锹

Cobitidae 
Param臼gurnus + + + + + + + + + 

dabryαn山

泥锹

M臼♂m阳S + 
田百uillic田础tus

中华锹
Cobitis sinensis 

+ + 

北锹
L庐α costαtα

+ 

北方须锹
+ 

&u-ba1ula 加r切tula nw:la 

自卢形目 塘鲤科 黄黝鱼
Perciformes Eleotridae Hypseleotris swinhon臼

+ + + + + + + 

斗鱼科 圆尾斗鱼
+ 

Belontiidae Mαcropodus chine旧日
+ 

假虎鱼科 普柿假虎鱼
Gobiidae Ctenogobius giurinus 

+ + + + + 

刺锹科
中华刺锹

地s恒cen剖i也
Mωt町embelus + + + + + + 

sLnensLS 

由占形目 偿科 黄颖鱼
+ 

Siluriformes Bagridae Pelteobαgrusfuh崎
+ + + + + + + + + + 

瓦氏黄颖鱼
+ + + 

Pelteobαgrus vαchelli 

乌苏里拟鳝
+ 

Pseudobagrus ussuriensis 

量占科 量占
+ + + + + + + + 

Siluridae Par，田ilurus αsot旧

注:+表示 10 尾以下(包含 10 尾)， + +表示 10 尾 -200 尾(包含 200 尾)， + + +表示 200 尾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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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多样性特征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图 2-A) ，拒马河北京段内物种分布相对集中，上、中游河段分布的物种数目

较多，其中九渡(4) 和鱼古洞 (8) 两站物种数目有 14 种，下游河段分布的物种数目较少，其中的穆家口

(10) 和张房大桥(12)站都只捕获了一种鱼类。从各站的 Shannon-Wiener( H') 指数(图 2-B)来看，九渡

(4) 和七渡(6) 两站多样性指数都大于 2 ，明显高于其他站点;鱼古洞 (8) 、兰渡 (9) 和千河口 (11) 3 站的

多样性指数在1. 5 -2.0 之间，多样性水平差别不大;琅珊河(1)、北石门(3)、八渡 (5) 、葡萄园 (7)4 站

的值介于 0.5 - 1. 1 之间，多样性水平相对较低;天花板(2) 、穆家口(10) 和张房大桥(12)兰站的多样性

指数均小于 0.5 ，多样性水平最低。从各站的均匀度(图 2-B) 来看，九渡 (4) 、七渡 (6) 、三渡 (9) 和千河

口 (11)4 站物种分布的均匀度较高，其他站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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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拒马河北京段鱼类物种数目 (A) 、多样性和均匀性(B) 的空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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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Spatial changes of fish species (A) , species diversity and species evenness (B) 

in the Beijing Section of Juma River 

3 分析与讨论

3.1 现存多样性与历史资料比较

据北京市房山区渔政站提供的资料(1) 拒马河中历史上曾发现过鱼类 42 种，隶属 6 目 13 科，其中

有华北地区最珍贵的品种多鳞产领鱼 (Varicorhinus mαcrolepis) 及罕见品种东方薄锹( Leptobotiα 

orierntalis ) 和黄线薄锹( Leptobotiα 卢avolineatα) ，还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大规( Andrias 

dαridiar山)和水獗(Lutra lutra) 0 但在本次调查中，仅发现鱼类 24 种，比历史资料记载中的种类减少了

3 目 5 科 18 种，且优势种仅麦穗鱼一种，种类非常单一。从对比结果我们不难看出，拒马河北京段中的

鱼类物种多样性丧失已非常严重。

3.2 鱼类物种多样性减少原因探讨

3.2.1 水文条件的变化

据北京市水文站历史资料记载，解放前(1917 年)拒马河的最大流量达 14600 立方米/秒;解放后，

拒马河流量逐渐变小，记载的历史最大流量资料是 1963 年的 9920 立方米/秒。近年，由于受气候变

暖、水利工程建设等原因的影响，拒马河的年平均径流量从 2000 年开始呈逐年下降趋势(图 3) 。目前

已有研究表明，河流平均径流量的减少，将会对河流中鱼类的多样性产生直接影响[7] 。近些年拒马河

平均径流量的减少，势必影响了拒马河中鱼类组成的多样性。

(1)拒马河鱼类，房山区渔政监督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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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水利工程建设

水电站、水坝等水利工程的建设会阻碍鱼类泪 333 
游通道，影响鱼类繁殖条件，改变鱼类区系组成，导 乒 7

致鱼类资源衰退和捕捞产量下降，对鱼类多样性的 姐:
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卜 l飞目前拒马河北京段内 罢;
共建有土石坝、沙石坝、鹅卵石纤丝笼坝、纤丝笼叠 t i 
水坝、水泥土石坝、鹅卵石坝、铁板闸、橡胶坝等各类 。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坝或闸 35 个，平均每 2 千米就建有 1 个坝或闸，这 年份

图 3 拒马河 1999 -2003 年平均径流量
些坝或闸的存在，改变了拒马河的水文状况，阻隔了

鱼类的正常泪游，影响了鱼类的区系组成。

3.2.3 过度捕捞
Fig.3 Average discharge from 1999 to 2003 in Juma River 

近几年来，随着拒马河北京段内"十渡风景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风景区及周边区域的餐饮业对

拒马河小杂鱼的需求量日益增大。这剌激了周边居民对拒马河中鱼类资源的偷捕、槛捕，过度捕捞给拒

马河中的鱼类资源造成了严重影响。

3.2.4 非法采砂

根据对拒马河北京段的科学考察资料，截至 2004 年，拒马河北京段内共有 15 个挖砂场，大多数为

非法采集。钟业喜和陈姗[口]对鄙阳湖的采砂业调查研究后指出，采砂产生的噪音污染、翻起的泥沙及

产生的垃圾，影响了鱼类的繁殖和生存条件，减少了鱼类的栖息场地，是长江鱼类资源和极大多数湖泊

的鱼类多样性显著降低的重要因素。常太平[ 14J 也认为，采沙会使附近水域的水环境状况变差，影响水

生生物的栖息、繁殖和泪游活动。黄惟额等[臼]研究指出，采砂产生的泥浆水，会影响水体肥力、鱼类的

正常呼吸、繁殖和正常生活。综上不难看出，拒马河北京段多处采砂活动是造成拒马河鱼类多样性显著

下降的一个原因 O

3.3 保护对策

3.3.1 尽快建立自然保护区

薛达元等[凶]认为，通过建设自然保护区这种"就地保护"的形式，能保护所在生境中的物种个体、种

群或群落，维持所在区域生态系统中能量和物种运动的过程，因此，建设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最有效途径。上世纪 90 年代初北京市房山区政府就已经注意到拒马河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同时也认

识到了拒马河生态系统正在逐步遭到破坏。但由于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在拒马河北京段建设自然保

护区的事宜一直未得到有效开展。建议在本次考察结果和规划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北京拒马河水生野

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进度，这将对拒马河北京段整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3.3.2 限制水利工程的建设

电站、水坝等水利工程的大量建设是拒马河鱼类生物多样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笔者建

议，对在拒马河北京段已建设的在农业灌溉、蓄水、发电有重大意义的水利工程设施增设过鱼通道，今后

不在新建任何水利工程项目。

3.3.3 实施禁渔期制度

根据拒马河北京段内大多数鱼类都在 5 -10 月份产卵的生物学特性，在拒马河北京段的北石门、九

渡、八渡、七渡、鱼古洞这几个鱼类的主要产卵和栖息区，把每年的 5 -10 月份设定为禁渔期，在禁渔期

内严禁除钓以外的捕捞作业。

3.3.4 人工增殖放流

人工增殖放流是维持生物物种生存与发展、扩大种群数量的有效手段。在加强自然物种保护的同

时，通过人工增殖放流扩大自然种群数量，将有利于增强自然种群的调节能力，使种群逐渐恢复，并进入

良性循环[口]。在拒马河北京段内，对棒花鱼、宽鳝假、黄颖鱼等味道鲜美、经济价值较高、当地群众和游

客都喜欢吃的拒马河鱼类品种，开展人工增殖放流，补充幼鱼群体数量，增加种群数量。



2 期 杨文波，等:拒马河北京段鱼类组成及其多样性 181 

3.3.5 增强民众保护意识

拒马河北京段横贯北京市房山区著名的旅游风景名胜区-一北京市拒马河十渡风景名胜区。近年

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了水体污染加重、人为干扰增加等问题，给拒马河鱼类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带

来了巨大的压力。建议当地旅游部门、环保部门和渔政部门齐抓共管，加强对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宣传教

育，增强他们的环境和资源保护意思，共同努力营造一种"生物保护，人人有责"的氛围，为水生生物创

造一个良好的生存和栖息环境，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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