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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做大做强云南高原特色水产产业，野生鱼类

种质资源保护压力越来越大，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田树魁：首先，对水生生物来说，生态环境变化，

如水质、流量、气候等生态变化变迁，都会导致其种
群走向繁荣或消亡，这是不可抗的因素。

其次，多年来，经济建设和资源保护之间矛盾突
出。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前常见的很多鱼类，现在
已经不见踪影。

再次，长期以来，群众和企业过度捕捞，特别是
国家收紧生态保护政策前，存在使用违规网具捕捞以
及电鱼、炸鱼、毒鱼等违法行为，造成高原特色鱼类
种群大幅减少。

最后，就是外来物种入侵。目前，云南已知的
600多种鱼类中，有35种是外来物种，它们生命力旺盛、
繁殖力强，土著鱼类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如从太
湖引进的经济鱼种银鱼，已在不少湖泊形成优势种群。
而以观赏为目的引进的“清道夫”，由于其在生长环
境中很少有天敌，在西双版纳州等地泛滥，出现抢资
源、食鱼仔等情况。

记者：云南在鱼类种质资源开发利用中取得哪些成

绩，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田树魁：通过全省水产科研和技术推广单位、水

产企业、大型水电站鱼类增殖放流项目等多方共同努

高原鱼类资源，
是云南水产产业发展
的重要保障基础。近年
来，在云南省委、省政
府的领导和全省渔业
系统的持续努力下，云
南特色鱼类种质资源
保护和开发利用取得
长足发展。未来如何进
一步促进鱼类种质资
源的保护和开发，促进
水产产业做大做强？
记者采访了云南省水
产技术推广站农业推
广研究员田树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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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树魁（左三）参加云南土著鱼类繁育工作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