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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江苏省淡水水产研

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曾庆飞、谷孝鸿、刘炜、毛志刚、陈辉辉、谷先坤、李旭光、李一凡、訾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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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水域外来入侵鱼类监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内陆水域外来入侵鱼类调查、监测、评估、标本制作和数据上报的技术内容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对河流（含长江）、湖泊、水库等内陆水体的外来入侵鱼类开展调查和监测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HJ 710.7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内陆水域鱼类 

JY 144  鱼解剖浸制标本技术条件（试行） 

DB 32/T 3202  湖泊水生态监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HJ 710.7-201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内陆水域 inland water 

陆地上的各种水体，包括河流、湖泊、水库等。 

[来源：HJ 710.7-2014，3.1，有修改] 

 

外来鱼类 alien fish 

出现在其过去或现在的自然分布范围及潜在扩散范围以外的鱼类物种、亚种或以下的分类单元，包

括成体、苗种、受精卵或胎体。 

 

外来入侵鱼类 invasive alien fish 

在当地的水生态系统中具备生存繁衍能力、可能或已经对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生产或生活造成明显损

害或不利影响的外来鱼类。 

 

入侵水域 invasion water area 

有外来入侵鱼类出现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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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入侵水域 potential invasion water area 

与入侵水域有自然或者人工的河流、通道相连的另一个水域或集水区。 

4 基础信息调查 

监测水域现状 

内陆监测水域包括入侵水域和潜在入侵水域。调查监测水域渔业、水系特征和生态环境现状，重点

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珍稀濒危物种、重要经济物种的种类、分布和资源量等。 

外来鱼类的引入途径 

分析水产养殖、水利工程、增殖放流、慈善放生、航运和自然灾害等自然、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有

可能引进外来鱼类的途径，包括外来鱼类的引种、养殖、进出口贸易等。 

外来鱼类的基本信息 

分析通过4.2的各种途径可能引进的外来鱼类名单，收集其生物学特征、经济生态方面的危害及现

有防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名称、分类学地位、生长繁殖特性、食性、天敌、原产地、生境、现有和潜

在分布、图片、对生态、经济、人畜健康的危害、现有防控措施、控制成本等。确定该鱼类是否为外来

入侵鱼类，可通过参照《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当地外来入侵鱼类名录和文献记载加以鉴别。 

已有的外来鱼类监测和入侵风险评估情况 

搜集4.3中的外来鱼类已有监测和入侵风险评估报告，分析其评估对象、结论、防控建议等信息。 

5 明确监测对象 

通过对基础信息调查获得的内陆监测水域背景情况，外来鱼类引入途径、生物学特征和已知危害的

信息的综合分析，确定拟监测的外来入侵鱼类监测清单。 

6 监测 

入侵水域 

6.1.1 监测点确定 

根据HJ 710.7和DB 32/T 3202要求设置监测点，在外来入侵鱼类的产卵场、索饵场和越冬场可增加

监测点位。 

6.1.2 监测周期 

一般为3年~5年一次。针对危害严重的外来入侵鱼类，可根据实际需要缩短监测周期。 

6.1.3 监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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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测周期内选择繁殖期和危害期开展不低于2次的监测。 

6.1.4 监测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入侵水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状况，外来入侵鱼类的资源量、种群和群落结构、繁殖

特征、饵料生物资源、生境需求、危害等。 

6.1.5 监测方法 

按HJ 710.7和DB 32/T 3202要求开展监测，监测结果按附录A表A.1、表A.2和表A.3的格式记录。 

潜在入侵水域 

6.2.1 监测点确定 

对潜在入侵水域周边渔民、居民、垂钓者和渔业管理人员等进行走访和踏查，确定外来入侵鱼类发

生概率，调查结果按附录A表A.4的格式记录。当潜在入侵水域有较大概率出现外来入侵鱼类时，监测

点设置按6.1.1执行，同时增加与入侵水域相连的入侵通道监测点。 

6.2.2 监测周期 

按6.1.2执行。 

6.2.3 监测时间 

根据离入侵水域较近外来入侵鱼类的生长特性相似，结合文献资料记载，选择危害期进行。 

6.2.4 监测内容 

监测外来入侵鱼类是否发生。在潜在入侵水域监测到外来入侵鱼类后，应立即调查其发生情况，并

按6.1.4规定的内容进行监测。 

6.2.5 监测方法 

根据外来入侵鱼类的生物学特性，结合文献资料记载，开展外来入侵鱼类捕捞。在潜在入侵水域监

测到外来入侵鱼类后，应立即按6.1.5规定的方法开展监测。 

7 风险评估与等级划分 

从入侵与建立自然种群的可能性、传播与扩散的可能性、影响与危害评估和预防与控制难度读个

方面构建外来鱼类入侵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 4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和 35 个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见附录 B 表 B.1。 

对不同级别指标进行权重赋值，将层内权重和层次间权重进行组合运算，得出入侵风险评估总分

值，分值越高风险越大。依据总分值大小划分外来鱼类入侵风险级别，可分为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

和特高风险四级。 

8 标本采集、制作与处理 

监测中采集到外来入侵鱼类经鉴定、测量、取样和统计后严禁放回水域，应离岸进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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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中采集到疑似外来入侵鱼类无法当场鉴定时，应固定保存，请有关专家进行鉴定。 

外来入侵鱼类应制做成标本，妥善保存，以备复核。标本采集与制作方法应符合 JY 144 的规定。 

9 监测报告 

监测活动结束后形成完整的内陆水域外来入侵鱼类监测报告。根据入侵风险评估结果，判定监测

水域外来入侵鱼类的危害程度，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报告提纲见附录 C。 

监测原始数据、记录表、照片和视频等均应整理后妥善保存。工作照片应有拍摄时间、地点、经

纬度等水印信息。鱼类标本照片应为水平放置的鱼类侧面照，照片中鱼类鳍条展开，无遮拦，且有标尺

参照的体长信息，照片像素不低于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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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记录表 

A.1  环境数据记录内容见表 A.1。 

表A.1 环境数据记录表 

日    期  记 录 人  参加人员  

天    气  气    温  风向风速  

水域名称  水域面积  经 纬 度  

水域生境、环境信息 

水系特征  流域生境 
森林 农田  

草地 城镇 

水深/m  水色  透明度/cm  

水温/℃  pH 值  溶解氧/mg/L  

电导率/μs/m  
叶绿素 a 浓

度/μg/L 
 气味  

优势水草 

主要物种  优势种  

盖度/%  生物量/kg/m2  

底栖动物 

主要物种  优势种  

密度 个/m2  生物量/kg/m2  

浮游植物 

主要物种  优势种  

密度 个/m2  生物量/kg/m2  

浮游动物 

主要物种  优势种  

密度 个/m2  生物量/kg/m2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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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渔获物统计记录内容见表A.2。 

表A.2 渔获物统计记录表 

采集时间  记录人  采集人  

水域名称  经纬度  

采样起止时

间 

 采样工具  

采样点位设计（附采样点位图）  

渔获物统计 

序号 学名 物种拉丁文 数量/个 总重/千克 
是否外来入侵

鱼类 
鉴定方法 

       

       

       

       

       

外来入侵鱼

类数量占渔

获物比例% 

 

外来入侵鱼类

生物量占渔获

物比例% 

 

入侵途径  

鉴定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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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外来入侵鱼类生物学数据记录内容见表 A.3。 

表 A.3 外来入侵鱼类生物学数据记录表 

水域 

名称 
 

采样 

时间 
 

采样 

人员 
 

解剖 

人员 
 

鉴定 

人员 
 

网具 

类型 
 记录人  

序号 学名 物种拉丁文 全长/cm 体长/cm 体高/cm 体重/g 空壳重/g 性别 
性腺 

成熟度 
年龄 充塞度 绝对怀卵量 卵径/mm 

食性 

分析 

               

               

               

               

               

               

注：全长：鱼的吻端至尾鳍末端的长度；体长：鱼的吻端至尾鳍中央鳍条基部的直线长度；体高：背鳍起点处到腹面的垂直距离；体重：鱼的整体重量（包括内脏）；

空壳重：除去内脏的鱼重；性别：一般情况下，可凭肉眼区分成熟的雌雄鱼的性腺，而未成熟个体的性腺，通过实体显微镜观察。某些鱼在繁殖季节或其他时

期，可根据外部特征来判断其性别；成熟度：可根据性腺未成熟、成熟和排空性产物三种状态来记录，在一年中的的其他季节，根据性腺中精子或卵子的存在

与否，鉴别其成熟、未成熟两种状态；年龄：取鳞片或耳石进行专业纤维鉴定；充塞度：根据消化管内含物的充塞程度，一般分为 0-5 六级；绝对怀卵量：在

Ⅳ期卵巢中计算乱的总重量（包括Ⅲ—Ⅳ期卵粒的总和）；卵径：Ⅳ期卵巢中个体卵的直径；食性分析：肠含物镜检食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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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潜在入侵水域踏查记录内容见表A.4。 

表A.4 潜在入侵水域踏查记录表 

日    期  记 录 人  参加人员  

天    气  气    温  风向风速  

水域名称  水域面积  经 纬 度  

序号 踏查生境类型 
访问人 

类型 

踏查结果 

备注 

学名 出现次数 出现水域 

       

       

       

       

       

注：访问人类型分周边渔民、居民、垂钓者、渔业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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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外来鱼类入侵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内容见表B.1。 

表B.1 外来鱼类入侵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入侵与建立种群的可能性 

环境适应能力 

对水温的适应情况 

对水化因子的适应情况 

对水文条件的适应情况 

存在天然饵料资源情况 

存在有效天敌情况 

存在竞争压力情况 

与本地鱼类的杂交潜力 

生长繁殖能力 

生长速度 

生命周期长短 

初次性成熟年龄 

繁殖次数 

年繁殖量 

雌雄比 

繁殖方式 

育幼行为 

传播与扩散的可能性 

个体扩散能力 

幼鱼、成鱼长距离游泳和越过障碍物能力 

受精卵扩散能力 

幼鱼、成鱼在运输环境的存活率 

个体或繁殖体可辨识度 

环境易扩散性 
水域可流通性 

水域受自然干扰次数 

人为传播能力 
压舱水无意引入 

流域内被目的性引入的程度 

影响与危害评估 

对本地物种的影响与

危害 

繁殖干扰 

食物竞争 

捕食危害 

病原体媒介 

对环境的影响与危害 
对自然景观的影响 

对水环境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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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外来鱼类入侵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影响与危害评估 对人类的影响 
对人畜健康的影响 

对当地经济活动影响 

预防与控制难度 

预防入侵难度 
引入渠道的可追踪性 

公众对外来鱼类的防范意识 

控制入侵难度 
现有控制技术 

控制所需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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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监测报告格式 

C.1 报告提纲 

第 1 章 总论 

   1.1 项目概况 

       包括任务来源、监测水域位置、项目目标与内容、实施期限、总经费等。 

   1.2 水域概况 

       包括监测水域水文、气象概况，渔业、旅游业等人类活动概况，水域生态环境历史演变；

已报道的外来入侵鱼类情况，可能的引入途径；监测水域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珍稀濒危物

种、重要经济物种的种类、分布和资源量等。  

   1.3 工作组织 

       包括受委托时间、监测单位情况、人员组成与分工、监测计划与工作流程等。 

第 2 章 监测方法与数据处理 

    2.1 监测点位与监测时间 

    2.2 水域生态环境指标 

        包括水体理化指标、饵料生物资源、底质类型等。 

    2.3 鱼类资源 

        包括监测水域鱼类资源监测方法，以及外来入侵鱼类特殊的捕捞和监测方法。 

    2.4 潜在入侵水域现场勘查 

    2.5 数据处理 

        包括主要监测指标的计算和数理统计方法。 

第 3 章 结果与分析 

    3.1 监测水域生态环境 

    3.2 鱼类资源 

    3.3 外来入侵鱼类特征 

        包括生物学特征、水域分布、生境需求、入侵途径、危害等。 

第 4 章 入侵风险评估 

    4.1 评估指标 

    4.2 评估指标的计算方法 

    4.3 综合评估与等级划分 

    4.4 可能的防控措施 

第 5 章 结论与建议 

C.2 附录 

1）监测水域外来入侵鱼类物种名录； 

2）标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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