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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秦州自然保护区秦岭细鳞鲑资源

调查及保护现状评析

马亮东

(甘肃秦州珍稀水生野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甘肃天水
 

741000)

摘 要:为摸清秦岭细鳞鲑种质资源数量以及保护现状,厘清保护思路,以期为秦岭细鳞鲑的长期

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更好地保护秦岭细鳞鲑。通过对甘肃秦州珍稀水生野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秦岭细鳞鲑片区的秦岭细鳞鲑资源现状进行调查以及相关保护措施和保护现状评析。结果表

明:2012~2023年间,秦岭细鳞鲑种群数量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导致资源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2018年遭受暴洪灾害。此外,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及保护措施的有效实施,使秦岭细鳞鲑种群数量

上升,表明保护区保护措施具有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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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o
 

ascertain
 

the
 

quantity
 

and
 

conservation
 

status
 

of
 

Qinling
 

lenok
 

(Brachymystax
 

lenok
 

tsinlingensis)
 

germplasm
 

resources,clarify
 

conservation
 

strategies,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long-term
 

protection
 

of
 

Qinling
 

lenok,we
 

conduc-
t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urrent
 

status
 

of
 

Qinling
 

lenok
 

resources
 

and
 

analyzed
 

relat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and
 

their
 

ef-
fectiveness

 

in
 

the
 

Tianshui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for
 

Rare
 

Aquatic
 

Wildlife
 

in
 

Gansu
 

Province.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be-
tween

 

2012
 

and
 

2023,the
 

Qinling
 

lenok
 

population
 

initially
 

declined
 

and
 

then
 

increased.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resource
 

de-
cline

 

was
 

the
 

flood
 

disaster
 

in
 

2018.Furthermore,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ure
 

reserve
 

and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conservation
 

measures
 

have
 

led
 

to
 

an
 

increase
 

in
 

the
 

Qinling
 

lenok
 

population,demonstr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serves
 

protection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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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秦岭细鳞鲑(Brachymystax
 

lenok
 

tsinlingen-
sis),隶属于鲑科(Salmonidae)细鳞鲑属(Brachy-
mystax),是 中 国 特 有 的 陆 封 型 冷 水 性 珍 稀 鱼

类[1-3]。主要栖息于海拔较高、温度较低(适宜生存

的水温范围为10~15
 

℃)的清澈河流中,对水质要

求极为苛刻。20世纪90年代,由于人类活动(如河

流污染、栖息地破坏等)的影响,导致其野生资源量

迅速衰减,种群数量显著下降,被列入国家Ⅱ级重点

野生保护动物名录,并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属濒危物种[4-7]。近年来,国家通过建立自然保护

区,加强对其栖息地的保护,并实施严格的渔业管理

措施(禁渔、禁捕、禁开发等),以及人工繁育、增殖放



流等手段恢复其种群数量。

  甘肃秦州珍稀水生野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境内,地处秦岭山地和黄

土高原的交汇地带,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区域

内山溪沟壑纵横,山泉伏流密布,溪河两岸植被完

整,乔灌丛生,环境阴凉,生态环境基本处于自然状

态,生物多样性丰富。保护区主要以大鲵、秦岭细鳞

鲑及其栖息环境为保护对象,分为“大鲵片区”和“秦
岭细鳞鲑片区”两部分。秦岭细鳞鲑片区主要位于

秦州区西北部的藉口、关子和杨家寺3镇境内,由藉

河的金家河和潘家河2条支流构成,属黄河支流渭

河水系。保护区地域分布特殊,海拔较高具有较强

的典型性、稀有性、濒危性和代表性。

2 保护区秦岭细鳞鲑资源调查情况

  2012~2023年保护区对主要保护物种秦岭细

鳞鲑资源进行了4次调查,调查均在保护区内秦岭

细鳞鲑片区的金家河、潘家河区域的实验区进行。
调查使用统一规格地笼(长18

 

m,网框32×42
 

cm,
网眼4

 

mm),捕获放置时间24
 

h,并对渔获物进行

现场统计测量后原地放归,秦岭细鳞鲑调查结果统

计见表1。

2.1 2012年保护区对秦岭细鳞鲑资源调查情况

  2012年8月,保护区管理局联合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对秦岭细鳞鲑片区的藉河寨

柯村河段(属金家河)和潘家河进行了调查,共设立

调查样点30个,每个样点调查长度约100
 

m,调查

总长度3
 

km,共捕获秦岭细鳞鲑14尾,经鳞片年轮

鉴定,年龄范围为1~5
 

龄,其中3龄以上成熟个体

占20%。对渔获物现场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秦
岭细鳞鲑在渔获物中所占的重量比例较高,达到

22.82%,数量比例达到10.2%,体长范围为12.7~
23.5

 

cm,体重范围为30~173
 

g。

2.2 2017年保护区对秦岭细鳞鲑资源调查情况

  2017年7月,保护区管理局联合甘肃省水产研

究所对自然保护区秦岭细鳞鲑片区的潘家河和金家

河进行了调查,共设立调查样点30个,每个样点调

查长度约100
 

m,调查总长度3
 

km,共捕获秦岭细

鳞鲑9尾,经鳞片年轮鉴定,年龄范围为3~4龄,捕
获物个体规格相近,体长大都在11.8~16.2

 

cm,仅
有一尾体长在20

 

cm以上(金家河捕获),体重范围

为21~142
 

g。

2.3 2018年保护区对秦岭细鳞鲑资源调查情况

  2018年4月,保护区管理局联合甘肃省水产研

究所对潘家河进行了补充调查,共设立调查样点10
个,每个样点调查长度约100

 

m,调查总长度1
 

km,
共捕获秦岭细鳞鲑7尾,其中2尾大约3~4龄,体
长分别为13.7

 

cm和17.6
 

cm,5尾为秦岭细鳞鲑幼

鱼,体长范围为7.2~8.4
 

cm,体重范围为6.9~
135

 

g。

2.4 2023年保护区对秦岭细鳞鲑资源调查情况

  2023年8月,保护区联合陕西动物研究所对保

护区秦岭细鳞鲑片区保护对象、伴生物种、饵料生物

资源开展调查。在秦岭细鳞鲑片区的潘家河和金家

河设立调查样点30个,每个样点下网调查长度约

100
 

m,下网调查总长度3
 

km,共捕获秦岭细鳞鲑

15尾,其中潘家河11个样点捕获3尾,金家河19
个样点捕获12尾。经鳞片年轮鉴定,年龄范围为1
~5龄,体长范围为7.3~18

 

cm,体重范围为6.4~
115

 

g。对渔获物现场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秦岭

细鳞 鲑 在 渔 获 物 中 所 占 的 重 量 比 例 较 高,达 到

47.19%,数量比例达到15.96%。
 

  综合2012~2023年四次的调查结果来看,保护

区内秦岭细鳞鲑幼鱼偏少,个体偏小,其种群年龄结

构单一,种群结构不稳定,遭到破坏后难以恢复。

3 保护区主要保护物种秦岭细鳞鲑资源现

状分析

3.1 保护区秦岭细鳞鲑资源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调查结果分析,秦岭细鳞鲑主要分布在海

拔较高,水温较低的藉河流域。根据调查结果估算,

表1 保护区秦岭细鳞鲑调查结果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s
 

of
 

Qinling
 

lenok
 

survey
 

results
 

in
 

protected
 

areas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尾数 总重/g 平均尾重/g 体长范围/cm 体重范围/g

2012年8月 秦岭细鳞鲑片区金家河和潘家河 14 1
 

011.2 72.23 12.7~23.5 30~173

2017年7月 秦岭细鳞鲑片区金家河和潘家河 9 470.7 52.31 11.8~16.2 21~142

2018年4月 秦岭细鳞鲑片区潘家河 7 247.31 35.33 7.2~17.6 6.9~135

2023年8月 秦岭细鳞鲑片区金家河和潘家河 15 560.5 37.37 7.3~18.0 6.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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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秦州区境内秦岭细鳞鲑种群数量在15
 

000
~20

 

000尾之间;2017~2018年秦州区境内秦岭细

鳞鲑种群数量在8
 

000~10
 

000
 

尾之间。期间2018
年秦岭细鳞鲑片区遭遇暴洪灾害,河床底部裸露,尤
其是金家河区域生态环境遭遇严重破坏,致使水生

生物栖息环境被严重破坏,导致秦岭细鳞鲑资源量

显著下降,种群数量平均数下降48.57%;2023年通

过全流域估算、分流域估算和综合统计分析,秦州区

境内秦岭细鳞鲑种群数量在12
 

000~15
 

260
 

尾之

间,种群数量平均数较2012年下降22.11%,较

2018年上升33.97%。主要保护物种种群调查估算

数量见图1

图1 秦岭细鳞鲑种群数量估算值

Fig.1 Estimates
 

of
 

Qinling
 

lenok
 

population
 

size
 

3.2 保护区秦岭细鳞鲑资源现状分析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平均水温上升和渭河

及其支流水量的减少,致使秦岭细鳞鲑种群数量不

断下降,且高温致使其适宜生长的时间缩短,导致个

体偏小,分布范围逐渐缩小,分布区域海拔逐渐上

升,且呈不连续的点状分布[8]。其次是因发生自然

暴洪灾害,致使保护区秦岭细鳞鲑片区种群资源及

栖息环境遭受严重破坏,资源量明显下降,捕获个体

偏小,种群结构单一[9-12]。三是调查方法、水温、地
笼位置、水位、天气等因素也会使调查结果受到一定

的影响。目前运用的地笼捕获调查法对秦岭细鳞鲑

的安全影响很小,但捕获的数量不如电捕法明显,而
以前运用的电捕法所得渔获物非常丰富,可是对秦

岭细鳞鲑的伤害比较严重,故现在被禁止使用。秦

岭细鳞鲑性成熟个体于每年2~3月产卵,水温低于

10
 

℃,保护区每年4月水温也低于15
 

℃,适合其生

长繁殖,此时鱼类活动较频繁,容易捕获,而较高水

温(保护区每年7~8月水温近20
 

℃)也限制了鱼类

活动,也不容易捕获。此外,地笼放置位置、水位高

低、天气(降雨)等因素都会影响鱼类活动,从而让笼

捕产生较大的随机性,进而影响调查结果。

  总而言之,自然保护区设立后,经保护区的保护

管理,主要保护对象秦岭细鳞鲑种群数量呈增长趋

势,调查渔获物中秦岭细鳞鲑不论数量占比或者是

重量占比,都出现了明显回升的态势。

4 保护区管护措施

4.1 生态修复恢复秦岭细鳞鲑栖息环境

  对保护区实验区内因受暴洪灾害破坏河道进行

修复,修建急流陡坎、深潭以构建保护物种自然生存

环境,同时对岸坡地按照因地制宜,适草种草,适树

种树,乔灌草结合的原则进行修复治理,为其提供饵

料生物适宜的生活环境。

4.2 宣传教育引导营造人与自然和谐氛围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让和谐共

生的生态保护理念入心入脑,教育引导社会公众自

觉支持参与自然保护工作,营造保护生态的和谐

氛围。

4.3 利用信息化有效提升管护能力

  在重点区域设置视频监控系统,语音提醒提示

禁止事项,手机发送信息提醒,都起到良好的宣传和

震慑作用,人为干扰活动减少了,生态环境明显

恢复。

5 保护评价

5.1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代表性、典型性和稀有性

  甘肃秦州珍稀水生野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秦岭北坡,长江与黄河水系交汇地区,地处动物

地理学古北界与东洋界的界限上,是动物种类较为

复杂的过渡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了

该地区生物的独特特征,具有分布交汇地带过渡性

生物的代表性、典型性和稀有性,只有加大保护力

度,才能以确保这一珍贵物种能够得到长远的保护

和种群的健康繁衍。

5.2 保护区管护效果明显

  随着近年来保护措施的加强,保护对象及伴生

物种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秦岭细鳞鲑资源

量显著回升,表明保护区内的管护效果明显。

5.3 保护区的重要作用

  保护区区域内小气候稳定,为秦岭细鳞鲑提供

了适宜的生活条件,种群数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保护工作不仅提升了物种资源的存续状况,也提高

了公众对该物种保护的认识和关注。
 

通过设立监测

样线、样点来开展长期的资源监测,持续收集监测数

545期     马亮东:甘肃秦州自然保护区秦岭细鳞鲑资源调查及保护现状评析



据做好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和支撑,为保

护区规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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