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0!"#$%! %&"’#$ %"/ )%’$

!+,-$ $#.$’/(&01.2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5.’$’H""(## ! 陕西师
范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基金项目"45."#$"6iT#(’# ! 陕西省
科学院重点项目"45."#$"G9#$# ! 中央高校基础科研业务费
资助项目"45.Rh"#$’#"#(’# %

!通讯作者! 89:;<=$ a\B>?@A]\;@CB@@\.?F\.2@%

第一作者介绍!丁义晶!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水生
动物学% 89:;<=$ F‘1.’**/C$*’.25:&

收稿日期$ "#$’9#&9#&! 修回日期$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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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 月! 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采集到小鲵科山溪鲵属标本 " 尾! 经形态鉴定并

和山溪鲵属近缘种进行线粒体 6‘X9及 6,&基因序列比较分析! 鉴定为无斑山溪鲵 "<+4*+3")2%*)&

P+*,&3"?#=4##! 为该物种在青海省内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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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斑山溪鲵 "<+4*+3")2%*)&P+*,&3"?#=4##
"两栖纲$有尾目$小鲵科$山溪鲵属#是刘承钊
$&(# 年根据四川炉霍标本发表命名的新种
"c<\ $&(##& 早期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对其有效
性进行了探讨"赵尔宓等 $&/*! 赵尔宓 $&&#!
费梁等 $&&&! "##*#& K\ 等 ""##/#基于细胞
色素 D 和同工酶技术对山溪鲵属物种界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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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显 示无 斑 山溪鲵为有效种& c\ 等
""#$"#利用溯祖方法对生活在青藏高原东缘
山区的山溪鲵属 ( 个物种进行了谱系地理学研
究! 支持无斑山溪鲵物种的有效性& 目前! 无
斑山溪鲵已知分布于四川康定*新龙*白玉*炉
霍*色达*壤塘*理塘*雅江*木里和云南宁蒗
"赵尔宓等 $&/*! 费梁等 "##*! K\ ?X;=."##/!
c\ ?X;=."#$"! K[5BX"#$’#& 青海省尚未报道
有无斑山溪鲵分布&

"#$" 年 / 月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
玛县玛柯河乡考察时! 采集到小鲵科山溪鲵属
标本 " 尾! 经形态鉴定并利用线粒体 6‘X9及
6,&基因序列与山溪鲵属近缘种进行比较分
析! 鉴定为无斑山溪鲵! 系青海省首次发现该
物种& 标本保存于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研究所标本室&

AB形态特征

标本信息$成体! $$ "标本编号 OP$ #*
$" "标本编号 OP"#& 采集地$青海省果洛藏
族自治 州 班 玛 县 玛 柯 河 乡 " ’’r#(b$&u4!
$##r"/b(&u8! 海拔 ’ /## :#& 采集时间$"#$"
年 / 月 $( 日&

个体头部扁平! 头长大于头宽& 躯干肥大

近圆柱状! 而背腹略扁& 唇褶发达! 眼长比前
眼角到鼻孔距离长! 眼间隔平坦! 口角位于眼
后角下方% 咽喉部的肤褶延伸至背部侧面! 从
上部可看到% 舌小! 可伸长! 两侧缘游离% 犁
骨齿列两小团! 每侧 % )* 枚! 位于内鼻孔之
间! 左右间距宽约 $ 个齿列& 四肢短! 前肢略
短于后肢! 且较后肢细% 指*趾略宽扁! 末端钝
圆! 基部无蹼% 贴体相对时! 指*趾端距离大于
两个肋沟% 指 % 个! 指长顺序为 "*’*%*$! 趾 %
个! 趾长顺序为 ’*"*%*$% 掌蹠部有棕色角质
被覆物& 尾长略长于头体长% 尾高约为头体长
的$0&% 尾肌发达! 背鳍褶起自近尾基部! 腹鳍
褶起于近尾末端& 皮肤光滑! 侧肋沟 $" )$’
条! 尾部肌节间有浅沟&

生活时背面黑褐色! 体表无斑点和条纹&
各形态特征的测量值见表 $& 标本的测量和描
述及各部分结构名称依据文献"费梁等 "##*#&

GB基于 6‘X9和 6,$ 基因序列的物种
鉴定

将采集到的 " 尾标本麻醉处死后! 常温保
存于无水乙醇& 取肝和骨骼肌组织超低温保存
用于 +4O提取& 使用基因组 +4O试剂盒提取
总 +4O! 采用 6‘X9引物"L5[<X3$&&"# "6‘X99

表 AB无斑山溪鲵成体的量度值"单位$::#

8+#,%ABP%+2-$%E%".2/F+&-,.2/F.+%0+23&@’0&(*+08(235$7%$"g@<X$::#

!!比例为各量度与头体长之比& e?[2?@X;A?;[?X>?[;X<5B5Y:?;B\[?:?@XBX5B@5\X9_?@X=?@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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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96ROOOOO666O666OVVOVV9’b! 6‘X
99P$(b9R6OOOVOROOOOVO66O6V66R9
’b#和6,&引物"i<;?X;=."#$"# "6,&9c$(b9
VVV6OO6UOOV6OVOOOROVOVVR9’b"U
为兼并碱基! 代表 O或 V#! 6,&9P$(b9OVR
OROOOVVOVV66OOOV66VRR9’b#扩增线
粒体 6‘X9H(% DZ 和 6,& (/" DZ 基因片段序
列& e6̂ 扩增产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公司进行
+4O纯化和双向测序% 利用 T?]L;@ 软件进行
拼接和校正! 并在 R?@7;@G 中进行 7cOTV搜
索比对! 确保序列数据的可靠性& 从 R?@7;@G
下载了无斑山溪鲵*山溪鲵 "<K2#$3"($###*北
方山溪鲵 "<K4#9%4+$)&#* 龙洞山溪鲵 "<K
,($=($/%$&#&#这几个近缘种的 6‘X9H(% DZ 和
6,&/%/ DZ 基因片段序列! 并选择秦巴巴鲵
"8#)+ 4&#$2+%$&#&#和施氏巴鲵" 8K&"#"##为外群

"表 " #& 使 用 eOged?[B<5@ %I# " TE5YY5[F
"##’ # 软 件! 运 用 最 大 简 约 法 " :;a<:\:
Z;[B<:5@‘! Le#* 最 大 似 然 法 " :;a<:\:
=<G?=<>55F! Lc#分别构建了所选物种的 6‘X9
和 6,&基因序列系统发育树& 构建系统发育
树所有的核苷酸位点被等权" \@E?<A>X?F#和无
序"\@5[F?[?F 2>;[;2X?[#处理& 用1L5F?=X?BX’IH
"e5B;F;"##/ # 软件! 使用 OG;<G?信息标准
"OG;<G?<@Y5[:;X<5@ 2[<X?[<5@! O-6#选择出 6‘X9
和 6,&基因最适核苷酸替换模型分别为 VdL
tR与 h/$\Yt-tR! 用于最大似然法构建系
统发育树&

基于 Le*Lc法对 6‘X9和 6,&基因序列
分别构建系统发育树"图 $#& 两个基因*两种
方法所构建的系统发育树表明! 本研究的 " 尾
标本与已知的 ’ 个无斑山溪鲵亲缘关系最近!

BB表 GB样本信息及部分 ‘%"S+"Q分子序列数据信息
8+#,%GB!"F/$E+.’/"/F2+E7,%2+"&M:<2%R-%"=%2F/$.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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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B基于线粒体 M:<1?.6 和 1U$基因部分序列构建山溪鲵属部分种类系统发育树
5’(CAB60?,/(%"%.’=.$%%2/F2/E%.+%0+23&@’0&(27%=’%2#+2%&/"E.M:<1?.6

+"&1U$(%"%2%R-%"=%2
节点上的数字为内部分支检验置信度值! 最大简约树0最大似然树&

45F;=_;=\?B<@F<2;X?D55XBX[;Z B\ZZ5[XBY5[Le;@F Lc<@Y?[?@2?BLeX[??0LcX[??";==$ ### [?Z=<2;X?B#.

构成一个大的分支! 并具有很高的支持度% 这
一分支进而与山溪鲵*北方山溪鲵*龙洞山溪鲵
构成了山溪鲵属分支& 6‘X9和 6,&基因的分
析结果都支持形态学鉴定结果! 即班玛县的 "
尾山溪鲵标本为无斑山溪鲵&

HB结B论

本研究从形态和分子两方面对采自青海省
班玛县玛柯河乡的山溪鲵属标本进行了物种鉴
定! 形态鉴定和系统发育分析都支持所获标本
为无斑山溪鲵! 此为青海省的首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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