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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珍稀鱼
类保育研究基地探索滇池土著鱼的秘密。

来到基地，我首先注意到了鱼缸中的两条鱼，这种
鱼侧面中部各有一条从鳃部位置到尾鳍的“金线”，在
阳光的照射下，金线随着鱼身自由地飘动，尤为显眼。
这是滇池金线鲃，是今天我们主要学习和认识的土著
鱼种。

滇池金线鲃喜欢清泉流水和半穴居生活，通常在
夜间洞外觅食，主食浮游动物、小鱼、小虾和水生昆虫
等，有时候也会食用少量丝状藻和高等植物碎片。
在《徐霞客游记·游太华山记》中这样记述滇池金线
鲃：“鱼大不逾四寸，中腴脂，首尾一缕如线，为滇池
珍味。”看来，滇池金线鲃早在几百年前就在滇池自
由生活了。

虽然滇池金线鲃属于滇池的土著鱼种，可它曾经在
滇池里“消失”了，还被纳入国家Ⅱ级保护动物。后来，经
潘老师和他的团队通过大量调查，终于在一个龙潭发现
了它们，并在2004年将它们带回200多尾作为种鱼进行
研究和繁殖。经过了十几年的悉心研究以及无数次反
反复复的试验，终于突破了滇池金线鲃人工繁殖的难题，
繁殖出了大量的滇池金线鲃鱼苗，如今滇池金线鲃又重
新回到了它们的“故乡”！

除了滇池金线鲃，我们还认识了抗浪鱼、倒刺鲃
鱼、乌头鱼等鱼种。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到了科学
实验的艰辛与不易，只有锲而不舍，才能到达成功的
彼岸。同时我也明白了：作为这座城市的一份子，我
应该爱护环境，保护生物，保护好滇池，让更多的土著
鱼种“回家”！

认识土著鱼

我酷爱金线鲃，爱它的稀有，爱它的呆萌，更爱它鱼粼上那一条闪闪发亮的“金线”。
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的鱼塘里，常有许多品种不一的鱼游来游去，它们时而跃出水面，溅起一

阵阵水花；时而用鱼唇轻点潭面，扩散出一圈圈涟漪；时而又欢快地在塘里扑腾，好似要掀翻整片鱼
塘。它们使我从小就喜欢鱼类，也让我这次能够怀有一颗激动的心前往探秘一种滇池土著鱼——
金线鲃。

那天，曾老师带我们去参观昆明土著鱼养殖基地。刚进门，一股鱼腥味扑面而来，唤起我迫切
想要一睹金线鲃的激动心情。当我刚适应了室内光线，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玻璃缸里的两条金线
鲃，我情不自禁地惊呼一声“哇”，便大步流星地奔了过去，近距离欣赏。它们差不多有两个半拳头那
么大，全身以暗金色为主，两颗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一副虎头虎脑的样子。它最突出的要属那贯穿首
尾的闪亮金线，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金线鲃，果然名不虚传。

后来，在专家的讲解下，我学到了许多关于金线鲃的知识。金线鲃，俗称金线鱼，又名菠萝鱼、
小洞鱼，是滇池流域的特有鱼种，喜半洞穴生活。它与大头鲤、大理弓鱼、抗浪鱼一起被列为“云南四
大名鱼”。另外，金线鲃的DHA含量是草鱼的7倍，鲫鱼的2.4倍，其营养价值极高。这些都是我在
课堂上、书本上没有学过的。

参观完金线鲃，我不禁感叹：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滇池水资源，保护好生态环境，给鱼儿们营造一
个良好的“家”，它们才能世代繁衍生息，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行动吧，保护滇
池，保护金线鲃！

探秘金线鲃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怀着激动心情的小记者们乘坐大巴车来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珍稀鱼类保育基地，参观云南土著鱼的活动。

进入基地，我深深地被玻璃缸里的各种鱼吸引，有金线鲃、抗浪鱼、光唇鱼……这些只在大人口中
听过的鱼类，在这里应有尽有。经过研究员潘老师的讲解，这些都是基地实现了人工繁殖的云南土著
鱼。滇池金线鲃，是一种滇池流域特有的物种。鱼的后背缘隆起，鳞小呈圆形，覆瓦状排列，侧线鳞稍
大，鳃耙短小。它游动时，鱼鳞在阳光下褶褶闪光，金线鲃的名称由此而来。因其价值丰富，被大量捕
杀面临濒危，现已列入国家Ⅱ级保护动物。2007年人工繁殖成功的金线鲃，是继中华鲟、胭脂鱼后，成
功实现人工繁殖的第三种国家级保护鱼类。

这次活动，让我认识到了维持生态平衡物种才能繁衍生息，我们不止要一起保护金线鲃，也要共
同加入到保护母亲湖的行动中，让土著鱼世世代代在滇池中繁衍。

珍贵的土著鱼

11 月 17 日，今天我们要去参观土著鱼。为什么叫土
著鱼？它有什么特点？它和其它鱼类有什么区别？我带
着满脑子的疑问，跟着其他小记者走进了中国科学院昆明
动物研究所珍稀鱼类保育研究基地。

一进到基地，我们就被玻璃缸里的各种鱼吸引住了。
通过介绍，我知道了土著鱼就是土生土长的，与云南特有
的喀斯特地形相适应的特有鱼类，它们通常生活在江河湖
泊里，数量少，不好捕捉。

我听说因为滇池的水体污染，它曾经从滇池里消失
过。后来，研究所的叔叔阿姨们通过将近 6 年的田野调
查，在基地里模拟滇池金线鲃生存的自然条件，用人工繁
育的技术，又让它回到了滇池。

我仔细观察，金线鲃头细长，后背隆起呈弧形，鳞细
小，全身呈淡黄色，金线鲃的身体中间有一条金线，在阳
光的照耀下，一晃一晃的，很好看。徐霞客曾经这样描
述金线鲃：“鱼大不逾四寸，中腴脂，首尾一缕如线，为滇
池珍味。”

潘老师说，滇池金线鲃是一个很大的属，有50多个种
类。由于它们长期适应喀斯特地形洞穴，就形成了一个洞
一个种，如果一旦洞穴被污染，它们就容易消失。另外，有
些金线鲃因为终年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洞穴里，退化为仅存
眼痕的盲鱼……

之后，我们在研究人员的带领下，还参观了研究基地
的实验室和繁殖鱼池塘。通过这次参观，我深深感到人工
繁殖土著鱼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要让土著鱼队伍在滇
池里重新繁殖壮大起来，还需要我们共同保护滇池的水环
境。为了这些特有鱼类，让我们一起努力，保护好我们的
家园，保护好滇池吧！

重见滇池金线鲃

《田野》 / 李昱兴
云师大附小金安校区一（4）班

你了解金线鲃、抗浪鱼、大头鱼、斑马鱼吗？今天，
就让我给你们讲讲有关这些土著鱼的故事吧。

金线鲃是滇池流域最古老的“寿星”，是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被称作“滇池古董”。可惜的是，它曾在80年代
灭绝了。起初，科学家叔叔们在黑龙潭岸边发现有一种
鱼和金线鲃很像，所以每天都拿鸡蛋喂它们，好不容易长
大了，发现它原来根本不是金线鲃。

还有一种鱼，浑身雪白。因为长期生活在黑暗的洞
穴里，慢慢地，它们的眼睛也就萎缩了，成了唯一没有
眼睛的土著鱼。想知道它的名字吗？想看看它们究竟
长啥样吗？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珍稀鱼类保
育基地看看吧！话说回来，要是咱们总不爱动脑筋，脑
子会不会也慢慢萎缩，成个小傻瓜呢？

原来的土著鱼有596种，但因为环境污染，人们大肆
捕杀，现在只有200种不到。现在，科学家叔叔们在很艰
苦的环境下努力工作，希望能挽救更多的土著鱼种类。
还真应了“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句话。我们是不
是也应该像这些科学家一样，确立了目标，再大的困难都
不轻易放弃！

最后，问你们一个小问题：知道鱼儿身上为什么会
有鳞片吗？这些鳞片是不是很像古时候人们穿在身上
的盔甲呢？它们可对鱼儿柔软的身体起到很好的保护
作用！

土著鱼知多少

11月17日，我随着春城晚报小记者去探访云南土著鱼，
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位于大板桥的中国科学院昆明动
物研究所珍稀鱼类保育研究基地。在这里，我们被玻璃缸里
的各种鱼吸引住了，我连忙拿出相机，拍下了滇池金线鲃、抚
仙湖抗浪鱼、红河水系的软鳍新光唇鱼等云南土著鱼。

基地的潘晓赋副研究员耐心地给我们讲解了滇池金线鲃
的人工繁殖过程。原来滇池金线鲃是一种与滇池共生共长的
鱼类，滇池在230万年前诞生的时候它就存在了，是不折不扣
的滇池土著鱼种。但随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因环境污染以
及大量的外来物种进入滇池等原因，使得这一鱼类在滇池内
消失不见了。后来科研人员几经周折，终于在周边的龙潭内
找到了200多尾作为亲鱼，把它们带到了这个基地来进行培育
和恢复，通过模拟滇池金线鲃生存的自然条件，经过无数次的
失败和6年的田野调查，最后终于成功孵化出了第一代鱼苗，
之后数次将鱼苗放回到滇池中，并进行持续监测，希望逐渐恢
复滇池的生物多样性。

在研究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在二楼的实验室看到了非常
小的滇池金线鲃以及滇池高背鲫的鱼苗，它们在玻璃缸里、塑
料盆里自由地嬉戏。在基地旁边的大鱼池里面，我们近距离
观察了滇池金线鲃的亲鱼以及一代二代鱼苗，看到鱼儿在水
里面自由地游来游去，我深切感受到良好的环境是多么重要
啊！我们要更加爱护滇池，爱护我们的母亲湖，保护好环境，
让滇池金线鲃这样的土著鱼能够早日回家！

让更多土著鱼
早日回家

一直听说，滇池有一种闪闪发光的金鱼——滇池金线鲃，今天终于有幸见到！
初见它们，离我有四五米远，在一个小小的鱼缸里，淡金色的影子在水中划来划去，好休闲呀！

我远远地望着，听着老师说，这是科学家们近半个世纪努力寻找和培养出来的。
再见它，是我们分组行动，来到鱼塘。哇！太多鱼苗了！它们小小的身体还没有呈现金色，而

是灰黑色，成群结队的，头都朝一个方向，像极了沙丁鱼。如果现在有鲨鱼出现，一定会一口就吃饱
了！不不不，这可是科学家们无数个日夜的汗水，这么珍贵的成果一定要好好保护！

又见它，是离开鱼塘，靠近鱼缸，我见到了成年的金鱼。这两条鱼身长约20厘米，已经有十几
岁了。它们头尾细长，身体略宽，金色的鳞片均匀地布满全身，越靠背部越发金黄，腹部白白的。我
大胆地摸科学家手中的金线鲃，没想到，它的身体又软又滑，还想再摸一下，它用力挣开，跳进水里
玩自己的去了，这鱼的力气可真大呀！

最后一次见它，是在一个黑屋子里，窗帘都拉着，鱼缸被盖了黑布。“这里有鱼吗？”我问。老师指着
一个鱼缸说，你们仔细看看里边。我凑过去，一条、两条……白色身子薄如纸，粉红色的眼部好像没有眼
珠，毫无活力地游着。老师说，它们叫犀角金线鲃，以前也是正常的，但是自己的生活环境遭到破坏，不得
不迁徙到人少但水质好的暗潭里，暗无天日，日积月累，眼睛也就退化了，全靠胡须和运气捕食。

离开这间黑屋子，我心里久久无法平静。我们一定要全力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万物共生
共长，才会更加美好！

闪闪发光的金鱼

小记者
探访
云南
土著鱼

听它们游归

滇池的故事
11月17日，22组春城晚报小记者

家庭参观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珍稀鱼类保育研究基地，听

专家讲述土著鱼回归滇池的故

事。“鱼身上为什么会滑滑的？”

“鱼鳞有什么作用？”“眼睛退化

后的鱼，是怎么找吃的？它们

还能再进化出眼睛吗？”……小

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提问，问

题都得到了专家一一解

答，专家还为小记者们

做了一次精彩的鱼

类知识科普。

星期天，天还没亮，妈妈就喊：“快起床，你不是要去看土著鱼吗？”我赶紧爬起
来穿好衣服，这可是我期待已久的春城晚报小记者活动。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
我们来到了位于大板桥的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珍稀鱼类保育研究基地。

研究员叔叔带我们看了滇池金线鲃、抗浪鱼、大理弓鱼等好多种漂亮的土著鱼，
并给我们介绍了他们把几十种云南珍稀特有的鱼类从灭绝边缘挽救出来的过程。

在一格格的玻璃小鱼缸里，各种各样的土著鱼展示着自己。我觉得最漂亮的
还是滇池金线鲃，它的身体两侧各有一条线一样的花纹，浑身金光闪闪的。我想
给它拍个照，它却游来游去，非常灵活，一点也不配合我。

据说在320万年前，滇池形成的时候，金线鲃就出现了。后来因为我们人类不
懂得保护环境，到了上个世纪末，金线鲃在滇池几乎灭绝了。还好，通过研究员叔
叔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最早一批引进的小鱼已经存活了10多年。现在，通过人工繁
殖的3800多万条金线鲃，已有500万多条放归滇池。研究员叔叔们真是太赞了！

在实验室里，我还看到一种全身白色、头上有角的小鱼，它们连眼睛都没有，
却照样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着。在我们得到的一本小册子里，还记录着很多好看
又奇怪的云南土著鱼，我觉得大自然真是太奇妙了。

为了以后还能看到这些珍贵的土著鱼，我愿意做一名小志愿者，告诉周围的
同学和朋友们，要爱护我们生活的环境，保护滇池，不乱捕乱钓，留住我们身边这
些珍贵的小家伙。

保护濒危土著鱼

星期天，我跟着春城晚报小记者参观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珍稀鱼类
保育研究基地。基地占地23亩，位于官渡区大板桥宝象河水库附近，现已建成15
年，驯养了75种云南土著鱼，其中人工繁殖的土著鱼就有58种，20多种可以做到
鱼苗量产，5种可以规模化生产。

一进到基地，大家就被玻璃缸里的各种鱼吸引住了。经过该所研究员潘叔叔
的耐心介绍，我知道了里面有滇池金线鲃、抚仙湖的鳙良白鱼、新光唇鱼等云南土
著鱼种。在研究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基地的实验室和繁殖鱼池塘，在二楼
实验室里，我看到了很小的金线鲃鱼苗在玻璃缸里游来游去。

小记者们认真地把所见所闻记录在小本子上，我也不例外。原来，2004年基
地建成以后，引进了200多尾滇池金线鲃作为新鱼并模拟滇池的自然条件，一开始
实验失败了好几次，最后才攻克了滇池金线鲃的饲养、催生和孵化各环节的困难，
终于在2007年人工繁殖成功。

为了满足小记者们的愿望，工作人员还把不同种类的土著鱼放在玻璃罐里给
我们触摸。还有我最喜欢的提问环节，让我学会了很多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知识。

结束后，每个人都分享了自己的感受。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应该更加爱护
滇池，从我做起，从小事开始，才能让滇池的更多土著鱼尽快回家。

滇池金线鲃回家记

《绿色云南》 / 李慧玉
云师大附小文林校区六（8）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