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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尖峰岭保护区海南特有两栖类分布和种群密度调查
汪继超1�2�梁伟1∗�史海涛1�王力军1

（1．海南师范大学生物系�海口571158；2．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摘要：2005年8月、10月和2006年3月、7月�4次对海南省尖峰岭自然保护区的两栖类进行了专项调查�共发
现海南特有两栖类8种�样带法计算种群数量最大的是细刺蛙（681只／ｋｍ2）�依次为脆皮蛙（376只／ｋｍ2）、小湍蛙
（298只／ｋｍ2）、海南溪树蛙（207只／ｋｍ2）、海南湍蛙（90只／ｋｍ2）、海南疣螈（31只／ｋｍ2）、鳞皮厚蹼蟾（12只／ｋｍ2）、
眼斑小树蛙（4只／ｋｍ2）。建议保护区对这些特有种开展长期的种群数量监测和分布范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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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有种（ｅｎｄｅｍｉｃｓｐｅｃｉｅｓ）是指分布上仅局限于
某一地区而未见于其他地方的物种。特有种通常发
生在地理上被隔绝的地区。岛屿特有种通常对于演
化过程的理解有着相当程度的帮助。因此对于岛屿
特有种的研究�一直在生物学上占据着极为特殊的
位置。海南属于热带岛屿型地区�野生动物资源独
特而丰富�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多样性较高�特有现
象明显。目前发现的39种两栖动物中有9种两栖
动物仅见于海南�它们是海南疣螈 Ｔｙｌｏｔｏｒｉｔｉｏｎｈａｉｎ-
ａｎｅｎｓｉｓ、细刺蛙Ｒａｎａ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脆皮蛙Ｒａｎａｆｒａｇｉｌｉｓ、
海南湍蛙 Ａｍｏｌｏｐｓｈａｉｎａｅｎｓｉｓ、小湍蛙 Ａｍｏｌｏｐｓｔｏｒｒｅｎ-
ｔｉｓ、海南溪树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ｌｅｕｃｏｍｙｓｔａｘ、鳞皮厚蹼蟾
Ｐｅｌｏｐｈｒｙｎｅｓｃａｌｐｔａ、眼斑小树蛙Ｐｈｉｌａｕｔ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花
狭口蛙Ｋａｌｏｕｌａｐｕｌｃｈｒａ（史海涛等�2001）。海南岛的
尖峰岭、吊罗山、霸王岭等林区都是典型的热带山地
雨林区�海南岛绝大部分的两栖爬行动物就分布于
这些热带雨林区。有关尖峰岭自然保护区的两栖动

物和爬行动物仅见一些零星报道（李致勋�1958；刘
承钊等�1973；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动物室等�1983；储
义珍等�1992）。据现有文献记载�海南岛分布的9
种特有两栖类在尖峰岭保护区均有分布（曾庆波�
1995）�但关于尖峰岭保护区内的海南特有两栖类的
种群数量研究属空白�缺乏基础的本底资料。种群
动态是种群生态学的核心问题�掌握其种群数量和
结构的动态变化�可以加强两栖动物的物种保护和
管理及对特有资源进行监测评估。2005年8月、10
月和2006年3月、7月�作者4次对尖峰岭自然保护
区的两栖爬行类进行了专项调查�现将发现的海南
特有两栖类种群数量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1　调查方法

在尖峰岭保护区沿不同海拔梯度选取5个研究
点：公园入口（100～200ｍ）、叉河口（300～400ｍ）、
雨林谷（500～600ｍ）、三分区（600～800ｍ）、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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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800～1000ｍ）。根据研究点的环境选取农田、
果园、人工林、次生林和原生林设置调查样带（每个
研究点选调查样带 3～5条�每条样带长度 2～3
ｋｍ）�样带覆盖全区的主要生境和大部分溪流地段。
对各调查工作点周围有代表性的生境均选取样方进

行重点调查和采集。在每日09∶00～12∶00、15∶00～
18∶00、21∶00～23∶00的不同时段对各样带两栖动物
通过直接观察和采集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数量统计�
以样带法计算物种密度�公式Ｄ＝Ｎ／2ＬＷ（Ｄ＝估计
密度�Ｎ＝观测到的动物数�Ｌ＝样线长度�Ｗ＝单侧
有效调查宽度5ｍ）。
2　调查结果及讨论
2∙1　种群数量

文献记载的9种海南特有两栖类中�本次调查
共发现8种（表1）�花狭口蛙在本次调查中未发现。
从调查发现的数量看�种群数量最大的是细刺蛙�其

次依次为脆皮蛙、小湍蛙、海南溪树蛙、海南湍蛙、鳞
皮厚蹼蟾、眼斑小树蛙。由于野外调查过程中发现
动物的数量与调查时间�不同物种发现的难易程度
以及调查生境的适宜程度等因素直接相关�单侧有
效调查宽度也可能根据不同物种有所不同�因此这
次调查结果可以作为评价该物种野生种群的一个初

步依据。本次发现的8个特有种中�海南疣螈由于
体色发黑�且潜伏在落叶和腐质层下�行动迟缓�很
难被发现�从发现每堆卵的数量看可达20余枚�因
此推测在适宜的生境中海南疣螈的种群数量可能要

远高于31只／ｋｍ2；5种流溪型的特有种细刺蛙、脆
皮蛙、海南湍蛙、小湍蛙和海南溪树蛙的分布微生境
主要是溪流�因此调查样线中选取溪流的长度和林
下空地的长度的不同比例也会直接影响计算结果；
另外两个特有种眼斑小树蛙和鳞皮厚蹼蟾由于个体

较小�且主要栖息在树叶和草叶上�很难发现�因此
实际的种群密度可能也会高于目前的调查结果。

表1　尖峰岭保护区调查发现的特有两栖动物数量和分布表
Ｔａｂｌｅ1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ｅｎｄｅｍｉｃ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ｌ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种名 发现数量 调查样线长度（ｋｍ） 统计密度（只╱ｋｍ2） 发现地点

有尾目（ＵＲＯＤＥＬＡ）
海南疣螈 Ｔｙｌｏｔｏｒｉｔｉｏｎ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8 26 31 3�5
无尾目（ＡＮＵＲＡ）
细刺蛙Ｒａｎａ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 286 42 681 1�2�3�4�5
脆皮蛙Ｒａｎａｆｒａｇｉｌｉｓ 158 42 376 1�2�3�4�5
海南湍蛙Ａｍｏｌｏｐｓｈａｉｎａｅｎｓｉｓ 38 42 90 2�3�4�5
小湍蛙Ａｍｏｌｏｐｓｔｏｒｒｅｎｔｉｓ 125 42 298 1�2�3�4�5
海南溪树蛙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ｌｅｕｃｏｍｙｓｔａｘ 87 42 207 1�2�3�4�5
眼斑小树蛙Ｐｈｉｌａｕｔ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1 26 4 5
鳞皮厚蹼蟾Ｐｅｌｏｐｈｒｙｎｅｓｃａｌｐｔａ 3 26 12 3�4�5
　　备注：调查地点 1．公园入口�2．叉河口�3．雨林谷�4．三分区�5．五分区
2∙2　生境分布

从本次调查的5个取样地点调查发现的标本
看�细刺蛙﹑脆皮蛙﹑海南湍蛙﹑小湍蛙和海南溪
树蛙5个种在保护区范围内从海拔100～1000ｍ均
有分布�为保护区的广布种。海南疣螈、眼斑小树
蛙、鳞皮厚蹼蟾3个种分布范围则较窄�只在海拔较
高的原生林中有发现。从调查发现的微生境看�保
护区内5个分布较广的特有种均为流溪型�主要沿
有水的溪流分布�但分布微生境有明显差异：细刺蛙
除沿溪流分布外�在距离溪流较远的林下也有发现；
脆皮蛙则主要分布在水流量不大的分支溪流；海南
湍蛙、小湍蛙和海南溪树蛙主要分布在水流量较大
的干支溪流�在干支溪流中�小湍蛙主要在溪流中露
出水面的石块上�海南溪树蛙在水中石块和岸边树
枝上均有分布�而海南湍蛙则只在水流湍急的石壁

上。从调查的情况看�如果溪流两侧或上游植被遭
到破怀�溪流中水质混浊或溪流中石块上吸附有大
量的泥浆�则此流溪5种特有种均极为少见。
3　保护建议

特有种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特
有种的分布范围狭窄�其灭绝风险较高。一个地区
特有种的数量越多�其保护的价值也越大。在尖峰
岭保护区分布的海南特有两栖类达9种�对这些特
有种开展长期的种群数量监测和分布范围调查应该

成为保护区日常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但目前由于
经费和研究人员短缺等原因�该项工作尚未能正常开
展。因此�亟待保护区能在今后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克
服困难�对这些特有种开展长期的种群数量监测和分
布范围调查�积累重要的本底资料。 （下转第1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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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擂鼓、桂溪、小坝、白什、开坪、片口、青片等地进
行野外调查和采集标本。野外调查时采用 ＧＰＳ手
持定位仪来确定所发现动物的经纬度和海拔高度。
标本鉴定和分类系统参考《四川两栖类原色图鉴》
（费梁�叶昌媛�2001）和《四川爬行类原色图鉴》（赵
尔宓�2003）。大部分制作成的浸制标本保存在绵阳
师范院动物标本馆。
3　结果与讨论

北川县目前已知两栖爬行动物4目13科34属
55种（表1）。其中两栖动物有2目7科13属27
种�约占四川省两栖动物总种数的26％；爬行动物
有2目6科21属28种�约占四川省爬行动物总种
数的28％。野外调查采集的两栖爬行动物标本主
要来自曲山（31°49′43∙81″Ｎ�104°27′15∙87″Ｅ）、漩
坪（31°52′19∙21″Ｎ�104°23′28∙53″Ｅ）、禹里（31°51′
49∙69″Ｎ�104°18′44∙09″Ｅ）、小寨子沟保护区（31°
58′31∙27″Ｎ�103°56′35∙36″Ｅ）。

在北川县境内发现的两栖爬行动物中包括了部

分国家的重点保护动物和四川特有种。大鲵是两栖
动物中的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分布于
北川县的湔江和平通河�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
目前在该县已极少。另外北川县境内还分布有四川
特有种：沙坪无耳蟾、川北齿蟾、平武齿突蟾、花齿突

蟾、理县湍蛙、美姑脊蛇。花齿突蟾数量稀少�以前
仅在四川甘孜和西藏江达发现过�是我国珍稀的两
栖动物。

北川县的两栖爬行动物的物种多样性相对比较

丰富�但近年来在野外的两栖爬行动物的物种种类
和数量都在减少�因此对两栖爬行动物的生态现状
进行深入的调查、制定保护措施显得尤为重要。目
前应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保护意识；保护栖息环
境�彻底根治污染源的排放；加强野生动物管理�严
禁非法偷猎和贩卖野生动物作为食品和宠物；培养
人才�提高野生动物管理和科学研究水平；健全自然
保护区�完善保护区工作职责�只有这样两栖爬行动
物才能有生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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