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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掌握大别山地区两栖爬行动物资源现状!于 "##* 年 & 月起至 "#$) 年 * 月通过 ’) 条样线对大

别山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调查结果显示!在大别山地区共发现两栖爬行动物 ’* 种!隶属 % 目 $* 科( 其

中两栖动物 " 目 A 科 "$ 种!爬行动物 " 目 A 科 )’ 种( 大别山地区两栖)爬行动物的分布型主要为南中

国型!动物区系类型则主要为华中型和华南型( 黄喉拟水龟 "C+)*%60&6)4#3+#)黄脊游蛇 "!(,)8%*

&2#$+,#&#)平鳞钝头蛇 "@+*%+&8(),%$/%*##)棕黑腹链蛇 "?62"#%&6+ &+)4%*##和福建颈斑蛇 "@,+/#(2"(,#&

&40+$##为该地区的新纪录!大别山原矛头蝮"@*(4(8(4"*(2&>+8#%&"+$%$&#&#为近期在大别山地区发现的蛇

类新种( 东方蝾螈"!0$(2&(*#%$4+,#&#)中华大蟾蜍"I)-(/+*+*#G+$&#)泽陆蛙"B%O%*=+*0+ 6),4#&4*#+4+#)黑

斑侧褶蛙"@%,(2"0,+E$#/*(6+3),+4)&#)中国林蛙 "M+$+ 3"%$&#$%$&#&#为两栖类的优势种!中国石龙子

"K)6%3%&3"#$%$&#&#)蝘蜓 " :2"%$(6(*2")&#$>#3)&#)北草蜥 "D+L0>*(6)&&%24%$4*#($+,#&#)赤链蛇 "T#$(>($

*)-(G($+4)6#)王锦蛇"K,+2"%3+*#$+4+#)虎斑颈槽蛇"M"+8>(2"#&4#/*#$)&#和乌梢蛇".+(30&>")6$+>%&#为

爬行类的优势种( 鉴于大别山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的丰富度和动物区系的代表性!应加强对该地区两

栖爬行动物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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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别 山 " "&c%’h()0c%AhJ! $$%c(
$$*c#Bh+#位于皖)鄂)豫三省交界处! 是长江)
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 大别山西接桐柏山!
东延至霍山和张八岭! 东西绵延约 )A# ]-! 南
北约 $B’ ]-! 总面积逾 *# ### ]-"( 其地势北
高南低! 地形自北向南呈阶梯状坡降( 地貌复
杂! 中山)低山)丘陵间隔分布! 以中山为主要
特征( 植被类型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向暖温带
落叶阔叶林过渡! 气候为亚热带向暖温带过
渡! 属于华东湿润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
平均气温 $"\’o! 平均降水量为$ A)"\A --!
为典型的山地气候"方元平等 "##B#( 大别山
位于古北界和东洋界的过渡区! 其动物区系体
现出强烈的过渡性( 适宜的气候)复杂多样的
地理环境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动)植物的分化
和生长)栖息提供了多样化条件( 据报道! 大
别山区植物种类超过 " ### 种’ 野生脊椎动物
"* 目 *’ 科 "## 多种 "陶光复 $&A)! 王岐山
$&A*! 沈显生 $&A&! 王映明 $&A&! 李晓东等
"#$##( 因其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大别山
区已成为我国著名的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基
地! 对于一些濒危物种及特有物种的保护和利
用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大别山地处三省交界处! 受地理位
置)行政区划等因素的限制! 多年来对该区域
动物区系的研究一直不够充分! 尤其对于两
栖)爬行动物的了解较少( 近年来两栖爬行动
物的新纪录 "潘涛等 "#$)#和新种 "江建平等
"##*! P:.45<3.0;"#$"#在该地区的不断发现
也证实了这一点( 由于大别山区独特的地理位

置! 使得对该区域的两栖爬行动物物种多样性
和动物区系的研究在我国生物地理学研究中的
意义非凡( 本文在多年实地考察和数据积累的
基础上! 对大别山两栖)爬行动物的物种多样
性和动物区系进行细致的调查)整理和分析(

>?研究方法

>@>?调查区域?调查区域范围涉及整个大别
山地区! 主要调查区域如下$$ 河南金刚台国
家地质公园及附近地区’ % 河南黄柏山国家
森林公园’ & 安徽金寨天马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 安徽岳西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安徽岳西县枯井园自然保护区’ * 安徽霍山
县东西溪乡’ + 安徽太湖县弥陀镇’ 6 安徽
潜山县天柱山地区’ 7 湖北罗田县薄刀峰大
孤坪’ 8 湖北英山县桃花冲森林公园(
>@A?调查时间和样线设置?野外调查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 由于两栖动物的活动
高峰期为夜间! 而爬行动物多在白天温度较高
时活动! 所以在每年的 % ($$ 月进行野外调
查! 并分日间和夜间两个时间段进行( 其中!
日间时段为 &$## ($"$## 时)$%$## ($*$##
时! 夜间时段为 "#$## ("%$## 时 "杨道德等
"##A#( 综合考虑大别山地区的地形)地貌和
植被特点以及两栖爬行动物的生态习性! 确定
了具有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 ’) 条调查样带(
每个调查区域"图 $! 附录 $#的样线数如下$$
金刚台国家地质公园! " 条样线’ % 黄柏山国
家森林公园! " 条样线’ & 天马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 条样线’ ( 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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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大别山地区两栖爬行动物资源调查调查区域
1.6@>?X’:,-.’(2’02"#$%& ,#%, ,(=-#,(2%:-2.(V,9.%F’"(-,.(

图中数字代表以下调查区域$$ 金刚台国家地质公园’ % 黄柏山国家森林公园’ & 天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枯井园自然保护区’ * 霍山县东西溪乡’ + 太湖县弥陀镇’ 6 天柱山地区’ 7 罗

田县薄刀峰大孤坪’ 8 英山县桃花冲森林公园(

L8<4:-Y<@/4 38<V/5:@<@<W@<7<43<= 38<@<7W<>3/[<7:@[<?.@<.$ $ /̂45.453./J.3/94.0M<9095/>.0‘.@]’ % P:.45Y./78.4

J.3/94.0I9@<73‘.@]’ & L/.4-.J.3/94.0J.3:@<Z<7<@[<’ ( E.90:9W/45J.3/94.0J.3:@<Z<7<@[<’ ) r:k/4?:.4 J.3:@<

Z<7<@[<’ * U945_/_/! P:978.4’ + K/3:9! L./8:’ 6 L/.4X8:78.4 K9:43./4’ 7 U.5:W/4! f9=.9V<45! Q:93/.4’ 8

L.98:.>8945J.3/94.0I9@<73‘.@]! E/4578.4;

$" 条样线’ ) 枯井园自然保护区! " 条样线’

* 霍山县东西溪乡! % 条样线’ + 太湖县弥陀
镇! % 条样线’ 6 天柱山地区! " 条样线’ 7
罗田县薄刀峰大孤坪! $ 条样线’ 8 英山县桃
花冲森林公园! " 条样线( 每条样线完成 ) 次
调查(
>@G?调查方法?研究中主要采用样线法进行
物种调查! 样线的设计参见南方森林生态系统
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技术细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林业部 $&&’#( 调查中对所采集到或调查
到的物种进行鉴定和划分分类体系 "宗愉
$&&A! 赵尔宓等 $&&&! 季达明等 "##"! 陈领
"##%! 费梁等 "##’! "#$#! 罗健等 "#$##! 并
确定其分布型和动物区系"张荣组 $&&&#(

A?结?果

通过近 A 年的调查! 在大别山地区共记录
到两栖动物 " 目 A 科 $’ 属 "$ 种"附录 "#! 爬
行动物 " 目 A 科 )" 属 )’ 种"附录 "#( 其中两
栖动物的分布型主要为南中国型! 共计 $$ 种!
另有东洋型 ’ 种)季风型 ) 种! 局地型和东北,
华北型各 $ 种’ 动物区系主要为华中区! 共计
$& 种! 另有华南区 $) 种)西南区 $$ 种)华北区
* 种)东北区 % 种)蒙新区 ) 种和青藏区 " 种
"表 $#( 爬行动物的分布型主要为南中国型!
共计 "" 种! 另有东洋型 ’ 种)季风型 ) 种)东
北,华北型 $ 种和古北型 $ 种’ 动物区系主要为
华中区)华南区和西南区! 分别为 )" 种)"& 种
和 $B 种! 另有华北区 $" 种)东北区 B 种)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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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大别山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分布型和动物区系统计表
C,9+%>?C3%2"FF,#& ’02*%:.%2$ =.2-#.9"-.’(*,--%#(,(=0,"(, 2*%:.0.:,-.’(

’08F*3.9.,(,(=7%*-.+%.(V,9.%L’"(-,.(

区 ’ 种和青藏区 $ 种( 综合来看! 在两栖)爬
行动物的分布型中! 南中国型占绝对优势! 为
’A\&v! 东洋型占 $B\&v! 季风型占 $%\)v!
局地型)东北,华北型和古北型均不足 ’v’ 在
动物区系中! 华中区)华南区)西南区分布占优
势! 分别为 &$\$v)B’\#v和 ’#\#v! 其他几
个区则相对较少! 分别为东北区 $&\*v! 华北
区 )"\$v! 蒙新区 $%\)v! 青藏区 ’\%v "表
$#(

在大别山境内! 各调查区域的动物种组成
并无明显差异! 两栖)爬行动物的分布也无明
显的地域性差异( 大部分物种随海拔变化分布
格局变化不明显! 少数物种显示出垂直分布的
特异性! 如叶氏肛刺蛙"V%*+$+ 0%##)商城肥鲵
"@+3"0"0$(8#)&&"+$/3"%$/%$&#&#等只在海拔较
高地区分布( 从资源量上来看! 东方蝾螈
" !0$(2& (*#%$4+,#&#) 中 华 大 蟾 蜍 " I)-(
/+*+*#G+$&#)泽陆蛙"B%O%*=+*0+ 6),4#&4*#+4+#)黑
斑侧褶蛙 "@%,(2"0,+E$#/*(6+3),+4)&#)中国林
蛙"M+$+ 3"%$&#$%$&#&#为大别山地区两栖类的

优势种! 中国石龙子"K)6%3%&3"#$%$&#&#)蝘蜓
":2"%$(6(*2")&#$>#3)&#)北草蜥 "D+L0>*(6)&
&%24%$4*#($+,#&#)赤链蛇 "T#$(>($ *)-(G($+4)6#)
王 锦 蛇 " K,+2"% 3+*#$+4+ #) 虎 斑 颈 槽 蛇
" M"+8>(2"#& 4#/*#$)&# 和 乌 梢 蛇 " .+(30&
>")6$+>%&#为大别山地区爬行类的优势种( 调
查中发现的黄喉拟水龟"C+)*%60&6)4#3+#)黄
脊游蛇 "!(,)8%*&2#$+,#&#)平鳞钝头蛇 "@+*%+&
8(),%$/%*##)棕黑腹链蛇 "?62"#%&6+ &+)4%*##和
福建颈斑蛇"@,+/#(2"(,#&&40+$##为大别山区的
新纪录! 另外! "#$" 年还在大别山地区发现原
矛头蝮属蛇类的新种111大别山原矛头蝮
"@*(4(8(4"*(2&>+8#%&"+$%$&#&# "P:.45<3.0;
"#$"#(

G?讨?论

G@>?大别山地区两栖爬行动物的多样性?大
别山地处皖)鄂)豫三省交界! 地理位置特殊!
自然环境优良! 生物资源丰富( 但是受到地理
位置和行政区划等因素的影响! 目前对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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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栖爬行动物种类多样性的研究尚不充分(
累计 "##* 年至 "#$) 年的调查结果! 在大别山
地区共发现两栖动物 "$ 种! 爬行动物 )’ 种
"附录 $! "#( 与已有的文献相比! 物种数有所
不同( 如对湖北省两栖爬行动物区系的相关研
究中! 大别山在湖北省范围内分布有两栖动物
A 种! 爬行动物 $B 种 "戴宗兴等 $&&’! $&&*!
段海生等 "#$##! 其中有 ’ 种蛇类在本次调查
中未发现! 即滑鼠蛇 "@40+&6)3(&)&#)灰鼠蛇
"@5L(**(&#)中国水蛇 "K$"0>*#&3"#$%$&#&#)银
环 蛇 " I)$/+*)& 6),4#3#$34)&# 和 尖 吻 蝮
"T%#$+/L#&4*(>($ +3)4)&#( 在河南省范围内! 大
别山西部的桐柏山,大别山地丘陵省区域中报
道有两栖动物 $B 种! 爬行动物 )’ 种"路纪琪
等 $&&&! 瞿文元等 "##"#! 其中! 有 $B 种动物
未在此次调查中发现! 包括两栖动物 * 种! 即
施氏巴鲵 " 7#)+ &"#"##)极北鲵 " :+,+6+$>*%,,+
L%0&%*,#$/###)花背蟾蜍"I)-(*+>>%##)中国雨蛙
"J0,+ 3"#$%$&#&#)日本雨蛙"J5O+2($#3+#)北方
狭口蛙"W+,(),+ 8(*%+,#&#’ 爬行动物 $$ 种! 即
无蹼壁虎"N%LL(&F#$"($#&#)山地麻蜥"K*%6#+&
8*%$3",%0##) 绣 链 腹 链 蛇 " ?62"#%&6+
3*+&2%>(/+&4%*#)草腹链蛇"?5&4(,+4)6#)黄链蛇
"T#$(>($ -,+=(G($+4)6#) 赤 峰 锦 蛇 " K,+2"%
+$(6+,+#)双全白环蛇"703(>($ -+&3#+4)&#)斜鳞
蛇"@&%)>(E%$(>($ 6+3*(2&#)华游蛇 " :#$($+4*#E
2%*3+*#$+4+#) 菜 花 原 矛 头 蝮 " @*(4(8(4"*(2&
O%*>($### 和山烙铁头 ";=(2"#&6($4#3(,+#( 另
外! 在同属于河南省范围的大别山北部金刚台
和黄柏山地区! 发现两栖动物 "$ 种 "石灵等
"#$$! 王新卫等 "#$$#! 比文中调查结果多出
’ 种$巫山北鲵 "M+$(>($ &"#"##)豫南小鲵
"J0$(8#)&0)$+$#3)&#)花背蟾蜍)中国雨蛙)镇
海林蛙"M+$+ G"%$"+#%$&#&#和北方狭口蛙(

$&B% 年! 四川生物研究所对安徽省两栖爬
行动物进行调查! 在大别山地区共发现了两栖
动物 $* 种"包含一种未鉴别蛙#! 爬行动物 )#
种! 其中除白条草蜥"D+L0>*(6)&F(,4%*##和眼
镜蛇外! 其他动物均在本文的调查结果之列(
$&&$ 年出版的 %安徽省两栖爬行动物志&中!

记载大别山在安徽省境内分布有两栖类 ") 种!
爬行类 "# 种"陈壁辉 $&&$#! 其中的三港雨蛙
"J5&+$3"#+$/%$&#&#)中国雨蛙和北方狭口蛙未
在本调查中发现! 但是发现了省志中未提及的
金线侧褶蛙 "@%,(2"0,+E2,+$30##( 张盛周等
""##$! "##"#对安徽省两栖爬行动物区系的研
究中提及皖西山地丘陵省区域有两栖类 "$ 种)
爬行动物 )$ 种! 但是未具体说明其资料来源!
其中三港雨蛙)华游蛇)绣链腹链蛇)舟山眼镜
蛇"1+O+ +4*+#在此次调查中未发现(

与以往的文献相比! 此次调查发现的物种
数量更加丰富一些! 这可能得益于长期调查结
果的积累! 对大别山的两栖)爬行动物的物种
区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记录( 尽管如此! 仍有
一些已报道的物种在此次调查中未能发现! 这
一方面可能由于这些物种的种群数量极低! 且
其分布范围受限! 所以在调查中未能发现’ 另
外! 也不排除以往一些调查可能对个别物种的
识别有误(
G@A?两栖爬行动物的多样性变化原因分析?与
此前的报道相比! 大别山地区两栖爬行动物多
样性格局出现一些变化! 主要源自以下几个方
面( "$#分类体系的调整使得一些物种的种属
关系和名称发生改变( 如原属于蛙属 "M+$+#
的 泽 蛙 " M5 ,#6$(3"+*#&#) 阔 褶 蛙 " M5
,+4()3"###)黑斑蛙 "M5$#/*(6+3),+4+#)金线蛙
" M5 2,+$30#2,+$30##) 湖 北 金 线 蛙 " M5
")8%#%$&#&#调至它属! 分别为泽陆蛙"B%O%*=+*0+
6),4#&4*#+4+#)阔褶水蛙"J0,+*+$+ ,+4()3"###)黑
斑侧褶蛙"@5$#/*(6+3),+4)&#)金线侧褶蛙)湖
北侧褶蛙 "@5")8%#%$&#&#’ 原有的斑腿树蛙
"@(,02%>+4%&,%)3(60&4+E# 现改为斑腿泛树蛙
"赵尔宓等 "###! 费梁等 "#$##( 在爬行动物
中! 原属于锦蛇属 "K,+2"%#中的灰腹绿锦蛇
"K5-*%$+4+#)紫灰锦蛇"K52(*2"0*+3%+#)红点
锦蛇"K5*)-(>(*+4+#)黑眉锦蛇"K54+%$#)*+#均
归入 它 属! 分 别 为 灰 腹 绿 蛇 "M"+>#$(2"#&
-*%$+4)6#)玉斑丽蛇"K)2*%2#(2"#&6+$>+*#$)&#)
紫灰山蛇 ";*%(3*024(2"#&2(*2"0*+3%+#)黑眉曙
蛇 " ;*4"*#(2"#& 4+%$#)*+ #) 红 纹 滞 卵 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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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4)&#’ 原 来 的 蝮 蛇
"?/L#&4*(>($ 8,(6"(--###修订为短尾蝮"N,(0>#)&
8*%=#3+)>)&# "赵尔宓等 "####( ""#新物种的
发现( 在过去的几年中! 大别山地区不断有新
的物种发现( "##* 年! 江建平等将大别山地区
原来认为是隆肛蛙"M5S)+>*+$)&#的蛙类确定
新属新种111叶氏肛刺蛙’ "#$" 年! P:.45等
将在鹞落坪自然保护区发现的蝰科原矛头蝮属
的蛇类定为新种111大别山原矛头蝮( ")#物
种的重新辨识( 近期的研究发现! 此前在大别
山地区分布被认为是细痣疣螈 "D0,(4(4*#4($
+&2%*#6)&# 的 物 种 应 为 文 县 疣 螈 " D5
F%$E#+$%$&#&# "陈晓虹等 "#$##’ 另外! 豫南小
鲵"陈晓红等 "##$#应为商城肥鲵的同物异名
"T/945<3.0;"##B#( 大别山区分布的林蛙此
前被认为是日本林蛙! 近来的研究发现其应为
中国林蛙"O89: <3.0;"#$"#( 另外! 在大别山
分布雨蛙属成员仍然有待确定( %安徽省两栖
爬行动物志& 中记录在大别山区分布 ) 种$无
斑雨蛙"J0,+ #66+3),+4%#)三港雨蛙和秦岭雨
蛙"J54&#$,#$/%$&#&# "陈壁辉 $&&$#! 王新卫等
""#$$#报道在大别山区西麓的黄柏山地区分
布有中国雨蛙( 但我们在调查中只发现秦岭雨
蛙和无斑雨蛙! 而未发现三港雨蛙和中国雨
蛙( "%#物种新分布区的发现( 有一些物种!
如黄喉拟水龟)黄脊游蛇)平鳞钝头蛇)棕黑腹
链蛇)福建颈斑蛇! 此前尚未见其在大别山区
有分布! 本文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别山应为这些
物种新发现的分布区( "’#有些物种在大别山
地区种群数量极少! 加之分布范围极其狭窄!
所以在后来的调查未能重复发现(

J?大别山区两栖爬行动物受胁因素和
保护

近年来! 多种因素导致大别山区的两栖爬
行动物的生存状态日趋窘迫! 其中主要的威胁
来自于非法捕捉! 已威胁到大别山区两栖爬行
动物几乎所有种! 尤以蛇类和龟类等经济价值
高者为甚( 如黄缘闭壳龟和大鲵曾在大别山种
群数量甚多! 但是由于长期被捕猎! 野生种群

目前已几近灭绝( 其次! 人为活动对栖息地的
影响! 如植被破坏)开山修路)过度使用化肥农
药等( 要保护好大别山区的两栖爬行动物资
源! 应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 加强对非法捕
猎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 第二! 通过宣传教
育提高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 第三! 提供可供
选择的资源利用模式( 相关的主管部门可以通
过引导当地居民开展特色养殖! 如大鲵)经济
蛇类等为其提供经济来源! 从而促进对大别山
地区的两栖爬行动物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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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

样线地点
?-+97*.,7/0.+,409

样线编号
?-+97*.,7
91@<*-

起点坐标
?(*.00-249+,*7
0:7,+-,A049,

起点海拔"@#
?(*+/,4,12*0:
7,+-,A049,

终点坐标
?(*.00-249+,*7
0:,*-@49+/A049,

终点海拔"@#
?(*+/,4,12*0:
,*-@49+/A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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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学杂志 !"#$%&%’()*$+,(-.((,(/0 %& 卷

续附录 >

样线地点
?-+97*.,7/0.+,409

样线编号
?-+97*.,7
91@<*-

起点坐标
?(*.00-249+,*7
0:7,+-,A049,

起点海拔"@#
?(*+/,4,12*0:
7,+-,A049,

终点坐标
?(*.00-249+,*7
0:,*-@49+/A049,

终点海拔"@#
?(*+/,4,12*0:
,*-@49+/A049,

%A
)#B))C"BDE
$$’B’&C$&DF

&%
)#B))C’BDE
$$’B’&C"$DF

$&*

A 天柱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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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田县薄刀峰大孤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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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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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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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G49;7(+9

’"
)#B’AC%%DE
$$*B#$C’*DF

&#B
)#B’AC%BDE
$$*B#"C"B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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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大别山两栖爬行动物名录
8**%(=.P A?X.2-’0,F*3.9.,(2,(=#%*-.+%2’0-3%V,9.%L’"(-,.(2$ R3.(,

分类阶元
L._.

分布型
U/73@/Y:3/94 W.33<@4

动物区系
I.:4.

资源量
Z<79:@><75@.=<

收录依据
Z<>9@=<= Y.7/7

两栖动物 D-W8/Y/.47

一 有尾目 HDSUDLD

"一# 蝾螈科 G.0.-.4=@/=.<

$ 东方蝾螈 !0$(2&(*#%$4+,#& G H aaa H

" 文县疣螈 D0,(4(4*#4($ F%$E#+$%$&#& G GN! H aa H

"二# 小鲵科 P?49Y//=.<

) 商城肥鲵 @+3"0"0$(8#)&&"+$/3"%$/%$&#& G H aa H

"三# 隐鳃鲵科 H@?W39Y@.>8/=.<

% 大鲵 ?$>*#+&>+=#>#+$)& + J! CO! GN! H! G a I

二 无尾目 DJSZD

"四# 蟾蜍科 f:V94/=.<

’ 中华大蟾蜍 I)-(/+*+*#G+$& + J+! J! KT! GN! H! G aaa H

"五# 雨蛙科 P?0/=.<

* 秦岭雨蛙 J0,+ 4&#$,#$/%$&#& Q G aa H

B 无斑雨蛙 J5#66+3),+4% G H! G aa H

"六# 蛙科 Z.4/=.<

A 泽陆蛙 B%O%*=+*0+ 6),4#&4*#+4+ N J! GN! H! G aaa H

& 阔褶水蛙 J0,+*+$+ ,+4()3"## G H! G aa H

$# 黑斑侧褶蛙 @%,(2"0,+E$#/*(6+3),+4)& + J+! J! KT! GN! H! G aaa H

$$ 金线侧褶蛙 @52,+$30# G J+! J! GN! H! G aa H

$" 湖北侧褶蛙 @5")8%#%$&#& G H aa H

$) 叶氏肛刺蛙 V%*+$+ 0%# G H aa H

$% 中国林蛙 M+$+ 3"%$&#$%$&#& T J+! J! KT! CO! GN! H aaa H

$’ 虎纹蛙 J(2,(8+4*+3")&3"#$%$&#& N H! G a I

"七# 树蛙科 Z8.>9W89@/=.<

$* 大树蛙 M"+3(2"(*)&>%$$0&# G H! G aa H



" 期 潘!涛等$大别山地区两栖爬行动物区系调查 *"#’!!*

续附录 A

分类阶元
L._.

分布型
U/73@/Y:3/94 W.33<@4

动物区系
I.:4.

资源量
Z<79:@><75@.=<

收录依据
Z<>9@=<= Y.7/7

$B 黑点树蛙 M5$#/*(2)$34+4)& G GN a H

$A 斑腿泛树蛙 @(,02%>+4%&6%/+3%2"+,)& N GN! H! G aa H

"八# 姬蛙科 K/>@98?0/=.<

$& 饰纹姬蛙 C#3*("0,+ (*$+4+ N GN! H! G aa H

"# 合征姬蛙 C56#E4)*+ G H aa H

"$ 小弧斑姬娃 C5"%06($&# N GN! H! G aa H

爬行动物 Z<W3/0<7

一 龟鳖目 HP+QFJRD

"一# 龟科 +-?=/=.<

$ 乌龟 !"#$%60&*%%=%&## G J! GN! H! G aa H

" 黄喉拟水龟 C+)*%60&6)4#3+ , G H! G a H

) 黄缘闭壳龟 !#&4(3,%660&-,+=(6+*/#$+4+ G H! G a I

"二# 平胸龟科 ‘0.3?73<@4/=.<

% 平胸龟 @,+40&4%*$($ 6%/+3%2"+,)6 N H! G a H

"三# 鳖科 L@/94?>8/=.<

’ 鳖 @%,(>#&3)&&#$%$&#& + J+! J! KT! GN! H! G aa I

二 有鳞目 GCSDKDLD

"四# 壁虎科 M<]]9./=.<

* 多疣壁虎 N%LL(O+2($#3)& G H! G aa H

B 铅山壁虎 N5"(L()%$&#& G H! G aa H

"五# 石龙子科 G>/4>/=.<

A 中国石龙子 K)6%3%&3"#$%$&#& G H! G aa H

& 蓝尾石龙子 K5%,%/+$& G J! H! G aa H

$# 蝘蜓 :2"%$(6(*2")&#$>#3)& N GN! H! G aa H

"六# 蜥蜴科 Q.><@3/=.<

$$ 丽斑麻蜥 K*%6#+&+*/)& T J+! J! KT aa H

$" 北草蜥 D+L0>*(6)&&%24%$4*#($+,#& + H! G aa H

"七# 游蛇科 K<5.W9=//=.<

$) 黄脊游蛇 !(,)8%*&2#$+,#&, S J+! J! KT a H

$% 平鳞钝头蛇 @+*%+&8(),%$/%*#, G H a H

$’ 钝尾两头蛇 !+,+6+*#+ &%24%$4*#($+,#& G GN! H! G a H

$* 赤链蛇 T#$(>($ *)-(G($+4)6 + J+! J! KT! GN! H! G aaa H

$B 双斑锦蛇 K,+2"%8#6+3),+4+ G H aa H

$A 王锦蛇 K53+*#$+4+ G GN! H! G aaa H

$& 灰腹绿蛇 M"+>#$(2"#&-*%$+4)6 G H! G aa H

"# 玉斑丽蛇 K)2*%2#(2"#&6+$>+*#$)& G J! CO! GN! H! G aa H

"$ 紫灰山蛇 ;*%(3*024(2"#&2(*2"0*+3%+ N GN! H! G aa H

"" 红纹滞卵蛇 ;(3+4(3")&*)-(>(*&+4)& + J+! J! H! G aa H

") 黑眉曙蛇 ;*4"*#(2"#&4+%$#)*+ N J+! J! GN! H! G aa H

"% 黑背白环蛇 703(>($ *)"&4*+4# G GN! H! G aa H

"’ 赤链华游蛇 :#$($+4*#E+$$),+*#& G H! G aa H

"* 棕黑腹链蛇 ?62"#%&6+ &+)4%*#, G H! G aa H

"B 虎斑颈槽蛇 M"+8>(2"#&4#/*#$)& G J! GN! H! G aa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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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附录 A

分类阶元
L._.

分布型
U/73@/Y:3/94 W.33<@4

动物区系
I.:4.

资源量
Z<79:@><75@.=<

收录依据
Z<>9@=<= Y.7/7

"A 中国小头蛇 ;,#/(>($ 3"#$%$&#& G H! G a H

"& 翠青蛇 !03,(2"#(2&6+O(* G GN! H! G aa H

)# 福建颈斑蛇 @,+/#(2"(,#&&40+$#, G GN! H aa H

)$ 花尾斜鳞蛇 @&%)>(E%$(>($ &4%O$%/%*# G GN! H! G aa H

)" 黑头剑蛇 :#80$(2"#&3"#$%$&#& G GN! H! G aa H

)) 乌梢蛇 .+(30&>")6$+>%& N J! GN! H! G aaa H

"八# 蝰科 p/W<@/4.<

)% 大别山原矛头蝮 @*(4(8(4"*(2&>+8#%&"+$%$&#& 0 0 a 0

)’ 短尾蝮 N,(0>#)&8*%=#3+)>)& + J+! J! KT! GN! H! G aa H

!!分布型$ G;南中国型’ N;东洋型’ +;季风型’ Q;局地型’ T;东北,华北型’ S;古北型( 动物区系$ J+;东北区’ J;华北

区’ KT;蒙新区’ CO;青藏区’ GN;西南区’ H;华中区’ G;华南区( 资源量$ 两栖动物中资源量等级划分是以调查中个体出现

的频次或访问到的频次小于或等于 $#)$$ (’#)’# 以上三个等级划分! 确定为资源量稀少" a# )少见"aa# )丰富"aaa# ’ 爬行动

物中资源量等级划分是以调查中个体出现的频次或访问到的频次小于或等于 ")) ($#)$$ 以上三个等级划分! 确定为资源量稀

少" a# )少见"aa# )丰富"aaa# ( 收录依据$ H;采集到或观察到实体’ I;访问调查得到( 问号" 0#表示未知! 星号",#表示大

别山区为其新分布区(

!!U/73@/Y:3/94 W.33<@4$ G;G9:38 H8/4.W.33<@4’ N;F@/<43.0W.33<@4’ +;K947994 W.33<@4’ Q;Q9>.0W.33<@4’ T;J9@38<.73,J9@38 H8/4.

W.33<@4’ S;‘.0.<.@>3/>W.33<@4;I.:4.$ J+;J9@38<.73U/73@.>3’ J;J9@38 H8/4.U/73@.>3’ KT;K94590/.,T/4k/.45U/73@.>3’ CO;L/Y<3

U/73@.>3’ GN;G9:381<73U/73@.>3’ H;H<43@.0H8/4.U/73@.>3’ G;G9:38 H8/4.U/73@.>3;Z<79:@><75@.=<$ L8<@<79:@><75@.=</4 .-W8/Y/.47

1.7=<3<@-/4<= Y?38<V@<2:<4>?9V9>>:@@<4><$ 0<7738.4 $#! $$ 39’# .4= -9@<38.4 ’#! 38<?1<@<-.@]<= Y?a! aa! aaa@<7W<>3/[<0?;

L8<@<79:@><75@.=</4 @<W3/0<1.7=<3<@-/4<= Y?38<V@<2:<4>?9V9>>:@@<4><$ 0<7738.4 "! ) 39$#! .4= -9@<38.4 $$! 38<?.0791<@<

-.@]<= Y?a! aa! aaa;Z<>9@=<= Y.7/7$ H;GW<>/<7>900<>3<= 9@1.3>8<=’ I;GW<>/<7@<W9@3<= Y?09>.0W<9W0<;C:<73/94 -.@]-<.47

" 0# :4]4914! .4= .73<@/7] ",# -<.47U.Y/<K9:43./47/738<4<1=/73@/Y:3/94 .@<.V9@38<7W<>/<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