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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鱼类生态学》重点讨论鱼类年龄、生长、摄食、呼吸、繁殖、早期发
育、感觉、行为和分布，以及洄游等生命机能与环境的联系，并适当介绍鱼类种群、群落和水域生态
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旨在扼要地、系统地、深入浅出地介绍鱼类生态学的基础理论和概念，以及有关的调查研究方法。
《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鱼类生态学》以反映国内鱼类生态学研究成就为主，结合介绍一些国外资
料。
各章附有练习和专业词汇，全书附有实验指导。
　　《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鱼类生态学》主要供作水产院校淡水渔业、海水养殖、水生生物和鱼
类资源等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作为有关专业研究生、大专院校生物系师生、水产科学研究和渔业生产
单位工作人员教学和科研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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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第四节 鱼类群聚和物种多样性第十一章 人—鱼—环境第一节 生态系概述第二节 人类活动对水域
环境和鱼类资源再生的影响第三节 水域综合调查和治理附录 实验指导实验一 鱼类种群形态学性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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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和孵化实验八 鱼类在仔鱼期的温度和盐度耐力参考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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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江河鱼类的分布和水流关系特别密切。
江河水流能影响河床的性质、河床底部生物群落的特性，从而影响鱼类的营养，成为限制不同营养类
型鱼类分布的主要因子。
上游流急，冲刷力强，浮游生物种类和数量均少，饵料贫乏，通常只有一些圆石及附生的周缘生物
（periphyton）。
因此，鱼类的种类和数量均少。
在这里生活的鱼类，一般都适应于急流冲刷，体型小、呈圆柱形或平扁形，或有特殊的吸附器官；肠
道较长，下唇常有角质覆盖，适宜刮食周缘生物，如中华原吸鳅、爬岩鳅、鰕虎鱼等。
河床中游在持续不断水流影响下易于变动，不可能发展丰富的生物群；这里生活的鱼类通常依靠其他
鱼或岸边落下食物为食，多数为动物食性鱼类。
江河下游或附属湖泊，水中悬浮物质和有机物增多，底部沉积物增厚；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的种类和
数量都大大增加。
杂食性、草食性鱼类大量出现，还生活着各种大型鱼类。
如长江流域许多著名的珍贵鱼类，多数分布在中、下游河段及附属水系，成为我国重要淡水渔业区。
在江河中，像这样按水流划分的生态区虽然很难十分明确，但从急流区到缓流区，鱼类区系的组成，
体型和食性类型的变化通常还是能够清楚辨认的。
同时，水流影响鱼类分布，还和水流的溶氧条件相关。
急流区往往含过饱和氧，因此，通常生活着的都是一些对溶氧要求高的鱼类；相反，生活于缓流或静
水的鱼类，通常适于各种氧浓度，且能容忍氧的缺乏。
　　深水湖泊、水库等大型水体和海洋相似，鱼类的垂直分布和行动与水温的垂直差别相关。
由于水的传热慢、透热性小，这些水体的水表面温和底部温差别很大，而且水面温度随季节而变化显
著，但深层的水温变化较小。
夏天表层水温随深度而降低，而且到了一定深度，水温急剧下降。
这个水温大幅度急剧下降的水层称水温跃层。
超过水温跃层，水温几乎不发生什么变化。
温跃层的深浅、宽度，随水体性质、深度和季节而变动。
温跃层一年中冬夏两季可出现两次，冬季温跃层和水温垂直变化与夏季相反。
掌握温跃层和各种鱼类适温范围，有助于了解不同季节各种鱼类的垂直分布和选择合适的渔具渔法捕
捞不同水层的经济鱼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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