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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水生生物保护区现状及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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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云南省水生生物资源丰富，并有大量的土著种和特有种。近年来，由于水环境破坏、滥捕酷鱼

等因素影响，导致很多物种处于濒危甚至灭绝的险境。至 2013 年底，云南省有各级水生生物自然

保护区 17 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8 个，但相对于境内丰富的水生生物和极其严重的水生生物生

存状况而言，水生生物的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藉此，提出增加保护区面积，加强管理，积极治理与

修复水环境，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大对水生生物多样性和保育的研究，建立物种基因库等保护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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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atic Life Nature Ｒeserve Status and Its Ｒecommendations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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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nnan Province is rich in aquatic life resources，and most of them are native species and en-
demic to Yunnan． In recent years，there are many species endangered or become extinct because of the
effect of damaged water environment，overfishing and other factors． At the end of 2013，there are 17 Na-
ture Ｒeserve of aquatic life and 18 Ｒeserve area of Aquatic product germplasm resources in Yunnan prov-
ince，but regarding to the rich species of aquatic organisms and extremely damaged water environment，
the protection work for aquatic lif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Therefore，conservation recommendations
to increase reserve area，strengthen management，govern and restore water environment，found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strengthen research of aquatic biodiversity，build genetic species
bank，and so on have bee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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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位于亚欧板块与喜马拉雅板块交界处，

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属低纬度高原，水资源丰富，地

形地质复杂，立体气候明显。复杂的自然条件和丰

富多样的生态环境，蕴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资源，云

南省 的 高 等 植 物、脊 椎 动 物 种 类 分 别 占 全 国 的

46. 8%和 55. 35%［1］。云南省的物种丰富度值、特

有度值和特有率均列全国第一位［2］，享有“动物王

国”、“植物王国”、“生物资源基因库”的美誉，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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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确定的 34 个物种最丰富且受到威胁最大的生物

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云南省鱼类资源约占全国的

39. 17%，并有大量的土著种及特有种［3］，具有丰富

的种质资源和极高的遗传学研究价值。目前，云南

已成为 世 界 优 先 保 护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热 点 地 区 之

一［4］，是我国最迫切需要保护的生物多样性地区，

同时也是我国濒危鱼类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6］。

1 水资源状况

云南省水资源丰富，江河水系发达，各类型的湖

泊水库众多，集水面积在 100 km2 以上的河流有 908
条，面积大于 1 km2 的湖泊有 37 个。全省共有水域
2 850 km2，其中江河水域 1 070 km2，湖泊水域1 067
km2，其余为水库和坝塘所占水面［1］。云南省水资

源分布不均，多雨区年降水量 1 600 ～ 2 800 mm，少

雨区年降雨量 600 ～ 800 mm。云南省水系从东至西

依次为: 南盘江( 珠江) 、元江( 红河) 、金沙江 、澜沧

江、怒江和伊洛瓦底江。根据云南省水资源公报的

数据 统 计，2001 ～ 2012 年 云 南 省 年 均 降 水 量 为
1 167. 6 mm，折合年均降水总量为 4 498. 4 亿 m3，

年均水资源总量为 1 958. 1 亿 m3 ( 图 1) ，年人均水

资源为 4 375. 3 m3，水资源总量和人均水资源量远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 1 2001 ～ 2012 年云南省水资源总量

Fig. 1 Total water resources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01 to 2012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

对环境尤其是水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日益严重，许多

水生生物尤其是土著种成为濒危种甚至灭绝。自

2000 年以来，云南省把水环境治理作头等大事来

抓，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根据云南省环境状况公报

的数据统计，省内主要河流的污染率由 2000 年的

70% 降 为 2012 年 的 29. 6%，湖 库 的 污 染 率 林 由

2000 年的 76. 4%降为 2012 年的 35. 9% ( 图 2) 。但

由于人类活动对水环境的持续影响，加之水环境的

脆弱性和连通性，云南省的水环境保护治理工作依

然任务艰巨。

图 2 1992 ～ 2012 年云南省的水环境污染

Fig. 2 Total water pollution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1992 to 2012

2 水生生物资源和保护区

云南省水生生物资源十分丰富，特殊的水域生

态环境孕育出了很多土著种。至 2013 年，云南省有

记录鱼类资源有 629 种，居全国之首［3］。云南省记

录鱼类中土著种占绝大多数，特有种占 2 /5 以上。
但也呈现出了适应范围狭窄，分区域小，种群数量

小，易受干扰等特点。近代由于河流湖泊污染、水利

工程建设、酷渔滥捕、外来物种入侵等原因［6］，导致

云南省水生生物大量减少，有些种类的水生生物在

野外已绝迹，很多种类尤其是土著种面临灭绝的危

险。云南有记录的鱼类中约 1 /3 的种类日趋减少或

濒临绝迹，湖泊鱼类尤为突出［7］。《云南省水生野

生动植物保护名录》( 待公布) 中共筛选收录鱼类 70
种( 包括相近种 18 种) 、底栖生物 6 种、水生两栖类

10 种、水生爬行类 4 种、水生哺乳类 2 种。
近年来，云南省加大了对水环境和水生生物的

保护力度，建立了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使保护区在水生生物生态系统

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保护方面发挥

了一定的作用。截至 2013 年底，云南省共建有水生

生物自然保护区 17 个 ( 表 1 ) ，面积为 12 180. 74
hm2，占水域面积的 4. 27%，保护水生生物 30 多种。

截至 2013 年底，云南省共建有各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 18 个。其中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5 个( 表 2) ，面积为 100 684 hm2，占云南水域面积

的 35. 33%，区内有保护鱼类 40 多种。
云南省建有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3 个，分

别是: 鹤庆县漾弓江流域小裂腹鱼省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沧源南滚河特有鱼类省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和黎明河硬刺裸鲤鱼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区内共有保护鱼类 10 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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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云南省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

Tab. 1 Ｒeserve areas status of aquatic life in Yunnan province

序
号

名称
所在
县市

总面积
/hm2 主要保护对象 级别 隶属部门

1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云南段)

镇雄县、
威信县

651. 5 白鲟、达式鲟、胭脂鱼、大鲵、水獭等 国家级 农业

2 多依河鱼类自然保护区 罗平县 172. 0 金线鲃、暗色唇鲮等 市级 农业

3 五洛河鱼类自然保护区 师宗县 160. 0 金线鲃、暗色唇鲮等 市级 农业

4 牛街河鱼类自然保护区 罗平县 120. 0 金线鲃、暗色唇鲮等 市级 农业

5 北盘江鱼类自然保护区
宣威市、
沾益县、
富源县

500. 0 金线鲃、暗色唇鲮等 市级 农业

6 牛栏江鱼类自然保护区

马龙县、
沾益县、
宣威市、
会泽县

2500. 0 长薄鳅、金线鲃等 市级 农业

7 洱源茨碧湖自然保护区 洱源县 800. 0 茈碧花、海菜等 市级 环保

8 澜沧江 － 湄公河鼋、双 孔 鱼 自 然 保
护区

勐腊县 94. 6 鼋、双孔鱼等 州级 农业

9 西双版纳州罗梭江鱼类自然保护区
景洪市、
勐腊县

1439. 6 大鳍鱼等 州级 农业

10 南溪河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河口县 105. 0 鼋、水獭、斑鳖、山瑞鳖等 州级 农业

11 金沙 江 绥 江 珍 稀 特 有 鱼 类 自 然 保
护区

绥江县 1024. 0 胭脂鱼、岩原鲤等 县级 农业

12 南朗河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澜沧县 560. 0 鼋、山瑞鳖、红瘰蝾螈、小爪水獭、平
胸龟等

县级 农业

13 澜沧江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澜沧县 1560. 0 鼋、山瑞鳖、红瘰蝾螈、云南闭壳龟、
双孔鱼等

县级 农业

14 竹塘蜘蛛蟹自然保护区 澜沧县 2000. 0 红瘰蝾螈、蜘蛛蟹等 县级 农业

15 黑河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澜沧县 440. 0 鼋、山瑞鳖、红瘰蝾螈、云南四须鲃、
中华刀鲇、红鳍鱼、长丝鲤等

县级 农业

16 孟连县南垒河天然渔业资源自然繁
殖自然保护区

孟连县 16. 0 中国结鱼、丝尾鱯和巨魾等 县级 农业

17 西盟县南康河勐梭河天然渔业资源
保护区

西盟县 38. 0 云纹花鳗、中华大刺鳅、巨魾、保山四
须鲃等

县级 农业

目前，云南省的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标

准、发展水平和管理能力还比较低，尚停留在抢救性

保护阶段，并且保护区内的各种违法行为持续发生，

部分物种濒危程度仍在加剧［8］。调查发现，云南省

的水产资源保护区所存在的问题与水生生物资源保

护区相类似。云南省现有珍稀濒危鱼类 99 种，其中

受保护的仅有 23 种［3］。因此，对于云南省丰富的水

生生物资源和极其严重的生境状况而言，保护区的

建设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还远不能满足有效保护的需

求，保护水生生物工作任重而道远。

3 保护建议

3. 1 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

服务功能恢复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一方面，要尽

快地建立和扩大自然保护区，使珍稀濒危物种得以

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只有加快水生生物保护区的

建设，完善保护区管理体系，同时加大对保护区的财

政投入，让保护区在水生生物资源有效保护方面发

挥应有的作用。
3. 2 水域环境的保护与修复

生境的破坏和破碎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

原因之一，由于水域环境的局限性和脆弱性，较易受

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虽然云南省的水环境治

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整体而言对水环境的污染

和干扰依然严重，因此，只有加大对水域环境的保

护，坚决执行禁渔期制度，加大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

物增值放流的种类和数量，积极治理和恢复已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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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云南省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Tab. 2 Aquatic product germplasm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名称
总面积
/hm2 主要保护对象

建立
年代

建立
批次

弥苴河大理裂腹鱼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

3000 大理裂腹鱼 2007
第
一
批

南捧河四须鲃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750
保山 四 须 鲃、巨 魾、
大刺 鳅、云 纹 鳗 鲡、
水獭、

2007

元江鲤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

600 元江 鲤 ( 华 南 鲤 ) 、
江鳅、甲鱼等

2008
第
二
批

槟榔江黄斑褶鮡、拟
鱼晏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

873
黄 斑 褶 鮡、拟 鱼 晏
( 俗 称 为 “上 树
鱼”) 等

2008

澜沧江短须鱼芒、中
华刀鲶、叉尾鲶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2000 短 须 鱼 芒、中 华 刀
鲶、叉尾鲶等

2008

滇池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

33000 滇池金线鲃、昆明裂
腹鱼、云南光唇鱼等

2009
第
三
批

抚仙湖特有鱼类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20934 鱇白鱼 2009

白水江特有鱼类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20934 大鲵 2009

怒江中上游特有鱼
类国家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

6374 贡 山 裂 腹 鱼、贡 山
鮡等

2010
第
四
批

程海湖特有鱼类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7720 程海白鱼、程海红鲌 2010

南腊河特有鱼类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541
裂 峡 鲃、斑 腰 单 孔
魨、厚 背 鲈 鲤、双 孔
鱼等

2011
第
五
批

谷拉河特有鱼类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560
卷口 鱼、叶 结 鱼、暗
色唇 鲮、长 臀 鮠、斑
鳠等

2011

普文河特有鱼类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757
细纹 拟 鳡、丝 尾 鱯、
红鳍方口鲃、中国结
鱼、后背鲈鲤

2012
第
六
批

官寨河特有鱼类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441

丘北盲高原鳅、鹰喙
角 金 线 鲃、暗 色 唇
鲮、长 尾 鮡、多 鳞 倒
刺鲃等

2012

南汀河下游段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2200
保 山 新 光 唇 鱼、巨
魾、云 纹 鳗 鲡、南 汀
爬鳅

2013
第
七
批

响的水域环境，为水生生物的生存提供必要条件。
3. 3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水生生物法律法规为水生生物保护提供了法律

依据。要积极争取各部门和全社会支持，加强渔业

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杀、贩卖、经营、走私等破坏水

生生物资源的违法行为。同时，加强对外来物种的

监管，严格控制外来物种的引入。
3. 4 加大对水生生物多样性保育的研究

水生生物资源在我国生态安全格局中具有重要

战略地位，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及其生境是环境保护

工作的重要任务。云南省对水生生物的研究相对较

少，因此，急需加强对水生生物资源利用及管理方面

的基础性研究，进而为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濒危

物种专项救护、驯养繁殖、增殖放流及国家制订公约

履约策略提供依据。
3. 5 加强宣传

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对水生生物的认知相对匮

乏，对很多与水生生物相关的知识及法律法规都不

了解。加强水生生物法律法规和保护知识的宣传，

可以使群众了解水域环境和水生生物保护方面的知

识，提高保护意识，进而从根源上杜绝破坏水域环境

和乱捕滥猎水生生物现象的发生。
3. 6 建立基因保存库

建立云南濒危珍稀水生生物物种基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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