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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 月在湖北省建始县采集到的 " 只务川臭蛙"J2(**+$+ Y)3")+$%$&#&#标本! 为湖北省新纪

录& 该记录使务川臭蛙的分布区由大娄山脉东段! 沿武陵山脉延展至湖北建始县& 因此! 建议将其濒

危等级调低至濒危"86H;6C898H! ?U#& 与模式标本比较! 建始县雌蛙标本头体长 &&O( AA! 远大于模式

标本雌蛙的最大记录% 成年雄蛙头体长 ("O/ AA! 亦小于模式标本的最小记录% 建始县雌蛙体侧背皮肤

亦有淡色小刺粒! 因此! 该特征不属于第二性征&

关键词!务川臭蛙% 湖北% 分布新纪录% 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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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川臭蛙是中国特有的无尾两栖动物! 此
前! 只记录在其模式产地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
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务川县#柏村镇附近的几
处石灰岩洞穴中"伍律等 $&/)! 费梁等 "##&!
"#$##& 由于务川臭蛙专一栖息于石灰岩溶
洞! 且调查获知的种群数量很少! 分布区域狭
小! -̂4U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均将其列为极
危 "29=<=2;>>b86H;6C898H! 4L# 等级受胁物种
"汪松等 "##&#&

"#$) 年 & 月 $’($( 日! 在湖北省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茶园沟村的一个石灰岩溶
洞111向虎洞 ")#g)If(O%IuU! $#&g)/f$/O’’u
?! 海拔 &%) A#内考察时采集了 " 只务川臭蛙
标本及其蝌蚪! 成体标本的馆藏号分别为 R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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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RpR ;##")"$ "##! 前者在距
洞口 ’# A溶洞内溪流旁岩壁上获得! 后者采
集于溶洞洞口处地面& 标本现保存于中山大学
生物博物馆& 本次发现为湖北省两栖类分布的
新纪录! 也是务川臭蛙在其模式产地贵州省务
川县以外地区的首次记录& 该发现将务川臭蛙
的分布区由其已知的分布区向东北方向延伸了
"%# FA& 本文通过对湖北 " 个标本的形态描
述! 总结了湖北(贵州两地个体的形态变异!
并通过区域自然地理特点和生态需求! 已知的
和潜在的分布区分析! 按照 -̂4U物种红色名
录濒危等级和标准! 重新对其濒危等级进行科
学评估&

AB形态特征及生态习性

ADAB标本形态描述B标本形态见图 $! 主要量
度数据见表 $&

凭证标本 RpR ;##")"$! 为成年雌蛙 "图
$;! J#& 头体长 &&O( AA& 头长大于头宽"TQ
qTZ N$O$/ #& 吻长远大于眼径 " RQq?+N

$O()#% 吻端圆钝! 突出于下唇% 吻棱明显! 颊
部略向外倾斜& 外鼻孔近吻端而距眼较远& 鼻
间距大于眼间距"-U+q-,+N$O)(#& 眼间距较
窄! 几等于鼓膜径"-,+q_+N$O#(#& 鼓膜圆
形! 大而清晰"_+q?+N#OI/#% 鼓膜近眼! 鼓
眼距仅为鼓膜径的 ("i& 犁骨齿强& 舌梨形!
后端深缺刻& 前肢稍粗壮& 指序为$ m# m)
m+! 第一指长稍短于第四指% 指端有大而扁
平的吸盘! #指和$指吸盘小! 而)指和+指
吸盘大& 吸盘前端稍尖! 具腹侧沟& 指端背面
有横沟& 关节下瘤发达而显著% 除第+指基部
有 " 个指基下瘤外! 其余指基部各有一个指基
下瘤& 掌突不显著& 后肢长! 贴体前伸时! 胫
跗关节达眼前角% 当大腿与体纵轴垂直时! 左
右跟部重迭% 胫长为头体长的一半"_-QqRjQN
#O’##& 趾序# m$ m+ N* m)& 趾吸盘小
于指吸盘! 亦具腹侧沟& 趾间蹼较满! 但第四
趾两侧蹼仅达其第 " 关节下瘤% 有外侧跖间
蹼& 各趾关节下瘤发达& 内跖突长椭圆形! 无
外跖突& 无跗褶&

表 AB采自湖北省建始县务川臭蛙标本的主要量度
!/>3#AB<#/5’-#&#(*5%65:#.)&#(5%6!0’**%(% G1-.1%(+($#$6-%& a)/(5")$%’(*+"

M’>#)4-%2)(.#" $")(/

!!比例为各量度值与头体长之比& _B8E89286<;C8=78;2B A8;7G98A86<<5765G<@:86<>86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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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B采集于湖北的务川臭蛙
7)9DAB!0’**%(% G1-.1%(+($#$.%33#.*#06-%&M’>#)4-%2)(.#

;! J.务川臭蛙标本 RpR ;##")"$"##生活时背侧面和腹面观% 2.标本 RpR ;##")$’"$ #生活时背面观% H.务川臭蛙

蝌蚪&

;! J.+5975>;<89;>;6H :86<9;>:=8a75‘RpR ;##")"$ 5‘;HG><‘8A;>8J2(**+$+ Y)3")+$%$&#&=6 >=‘8% 2.+597;>:=8a5‘RpR

;##")$’ 5‘;HG><A;>8J2(**+$+ Y)3")+$%$&#&=6 >=‘8% H.+597;>:=8a5‘<B8<;HE5>85‘J2(**+$+ Y)3")+$%$&#&=6 25>>82<8H

>52;>=<b.

!!头背皮肤鲨鱼皮状! 满布细小颗粒% 眼后
背部和前后肢间体侧有数枚大型脓包状扁平疣
粒% 体侧背部自鼓膜向后至泄殖腔孔附近密布
淡色刺粒& 颞褶较发达& 无背侧褶& 前臂(大
腿及胫部背面有疣粒& 腹面皮肤光滑& 泄殖腔
孔周边有淡色疣粒&

生活时头体背及侧面深绿色! 两眼前角之
间正中部有一个圆形白色小斑% 体背及侧面有
数个大黑斑! 个别黑斑内有棕色块斑& 唇缘黑
色! 有淡黄色斑纹& 腹面深棕色! 有淡黄色网
纹& 四肢背面深绿色! 有黑色横斑带! 该斑带

在四肢近内侧处被浅黄色横纹间隔& 股部有黑
色斑带 ’ 条! 膝关节处有 $ 条! 胫部 ( 条% 前
臂 " 条& 蹼黑色无斑! 边缘浅色&

与雌性相比! 成年雄性凭证标本 RpR
;##")$’"图 $2#体型较小! 头体长 ("O/ AA%
头长为头宽的 $O"( 倍& 吻长为眼径 $OI% 倍%

鼻间距为眼间距 $OII 倍& 眼间距几等于鼓膜
径& 鼓膜径为眼径的 IIi% 鼓眼距仅为鼓膜径
的 ("i& 除第+指基部有 " 个指基下瘤外! 其
余指基部各有一个指基下瘤& 后肢长! 贴体前
伸时! 胫附关节可达吻端% 当大腿与体纵轴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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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时! 左右跟部重叠% 胫长超过头体长的一半
"_-QqRjQN#O’(#& 趾序# m$ m+ N* m
)& 趾吸盘略小于指吸盘& 体背及侧面有数枚
脓包状大型扁平疣粒! 间杂小型疣粒! 该小型
疣粒在后背及体侧较为密集! 无雌性标本 RpR
;##")"$ 淡色刺粒& 无背侧褶! 但在背侧褶部
位有大型扁平脓包状疣粒排成 $ 纵行& 体背鲜
绿色! 大型脓包状疣粒中央棕红色& 股部及胫
部黑色横带均为 ’ 条& 无声囊& 有婚垫! 无
婚刺&

蝌蚪"图 $H#体长约为 )’ AA& 吻端圆! 鼻
孔近吻端% 眼位于头背侧& 鼻间距与眼间距约
相等& 出水孔呈短管状! 位于体左侧& 体背灰
黄色! 两眼前方有一白色小斑点& 尾末端较
钝! 上下尾鳍边缘有均匀排列浅色斑点&
ADCB与模式标本原始描述比较B湖北建始标
本的形态和量度特征与模式标本描述"伍律等
$&/)#基本一致! 因此可以鉴定为务川臭蛙&
与模式标本相比! 亦存在下列变异$

"$#湖北建始县采集的成年雌蛙标本体型
较大! 头体长达 &&O( AA! 比最大模式标本头
体长 &#O# AA长约 $# AA& 湖北建始县采集的
成年雄蛙标本体型较小! 头体长仅 ("O/ AA!
比成年雄性模式标本中体型最小的头体长
I$O$ AA短了近 $# AA&

""#量度比例方面! 两地雌蛙标本头长占
头体长的比例基本一致! 但在雄性! 湖北建始
县标本头长更为长些! 达头体长 %"OIi! 而雄
性模式标本头长平均仅为头体长的 )(O’i&

")#模式标本雄性体侧缘及四肢背面均有
分散的小白色刺粒! 并将该特征作为雄性第二
性征& 但在湖北的雌性标本即 RpR ;##")"$!
亦有此特征! 且沿体侧向前一直分布至鼓膜后
方区域& 雄性标本即 RpR ;##")$’ 则无此特
征! 代之的是浅色小疣粒& 因此! 该特征不属
于第二性征&
ADEB生态习性B标本 RpR ;##")$’ 和 RpR
;##")"$ 均采集于湖北省建始县茶园沟村向虎
洞中& 茶园沟村海拔 /## *$ ’## A! 喀斯特地
貌发育典型! 溶丘岩石裸露! 间有岩溶槽地(

碗状洼地以及落水洞等& 植被以人工林为主!
兼有亚热带常绿和落叶混交林! 沿山体缓坡区
域被大量开垦成为农田& 区内极度缺水! 罕见
山涧溪流等地面水& 居民用水主要来自于地下
水和溶洞暗河& 向虎洞是位于海拔 &%) A的一
个石灰岩溶洞! 洞内曲折! 大小乱石散布其
间% 地面有暗河流出! 至洞口已成涓涓细流!
并再次流入地下& 洞口植被以矮灌木为主! 草
本植物茂盛&

本次调查分别于 "#$) 年 & 月 $’ 日和 $(
日晚 " 次进入向虎洞& 由于进入洞内 /# A后
洞内暗河水势较大! 且多处形成小潭! 装备所
限! " 次进深均不及 $## A& $’ 日的调查在距
洞口约 ’# A的溪流边岩壁上采集到雄蛙! 并
在该区域见到数个务川臭蛙蝌蚪! 除 $ 只蝌蚪
在小积水坑中"图 $H#! 其余均在岩石下水中%
$( 日于洞口溪流边地面上采集到雌蛙! 当时
雌蛙蹲立坐在密集的草丛中&

除务川臭蛙外! 在该溶洞还栖息有红点齿
蟾"J*%(,+,+5*"(2(&4#/;+4)&#& 成年红点齿蟾
仅见于洞口至进深 "# A区域内& 洞内有大量
红点齿蟾的蝌蚪! 主要见于洞口区域! 随进深
增加! 其蝌蚪越少! 至 ’# A以后! 蝌蚪基本绝
迹& 与务川臭蛙蝌蚪不同! 红点齿蟾蝌蚪体背
灰褐色! 全长最大可达 (# AA左右&

CB讨B论

CDAB务川臭蛙地理分布B截至目前! 已知的
务川臭蛙记录地点共有 ’ 处"图 "#! 分别是模
式产地贵州省务川县柏村镇的 " 个溶洞(正南
镇的 " 个溶洞(茅天镇的 " 个溶洞(贵州省沿河
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沿河县#麻阳河自然
保护区"刘健昕等 "##&! "#$##以及湖北省建
始县茶园沟村向虎洞& 湖北省建始县位于大巴
山脉南缘分枝末端与武陵山脉分支余脉结合
部! 以清江为两大山脉的分水岭& 清江以南属
于武陵山脉! 清江以北属于大巴山脉的巫山山
脉& 建始县茶园沟村至务川县柏村镇直线距离
约 "/# FA! 至茅天镇约 "%# FA! 至麻阳河自然
保护区约 "(# FA& 由此可见! 务川臭蛙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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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B务川臭蛙分布图
7)9DCB!"#0)5*-)>’*#03%./3)*)#5%6!0’**%(% G1-.1%(+($#$

M.模式产地贵州省务川县柏村镇% ].贵州省务川县镇南镇% 4.贵州省务川县茅天镇% +.贵州省沿河县麻阳河

自然保护区% ?.务川臭蛙新纪录地点111湖北省建始县茶园沟村向虎洞&

M._B8<bE8>52;>=<=875‘J2(**+$+ Y)3")+$%$&#&e];=2G6 <5a6! ZG2BG;6 45G6<b! VG=3B5G Y95:=628% ].SB866;6 _5a6!

ZG2BG;6 45G6<b! VG=3B5G Y95:=628% 4.\;5<=;6 _5a6! ZG2BG;6 45G6<b! VG=3B5G Y95:=628% +.\;b;6CB8U;<G98

L8789:8! p;6B845G6<b! VG=3B5G Y95:=628% ?.U8a98259H >52;>=<b5‘J2(**+$+ Y)3")+$%$&#&e4B;bG;6C5G j=>>;C8!

[=;67B=45G6<b! TGJ8=Y95:=628.

区"8K<86<5‘522G998628! 即?,,#面积已由原来
的约 (## FA" 增加至约 ( ### FA"! 且务川臭蛙
的分布范围由原来的分布区贵州省务川县柏村
镇至麻阳河保护区一线向东北方向延伸了约
"%# FA& 本次务川臭蛙标本采集地茶园沟村向
虎洞位于清江以南! 属武陵山脉分支余脉% 贵
州沿河县麻阳河自然保护区地处贵州高原向四
川盆地过渡的东北边缘斜坡! 属于大娄山脉与
武陵山脉交错地带% 务川县柏村镇(镇南镇和
茅天镇均属大娄山脉东南麓! 距武陵山脉最远
不到 ’# FA& 三地气候特点相似! 地形地貌高

度同质化! 石灰岩地貌发育显著! 洼地(溶斗(
暗河(溶洞普遍! 且常形成溶洞群! 以溶丘洼
地(溶丘谷地(高原丘陵地貌景观为典型特征&
推而广之! 至少西起贵州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
县! 南起德江县! 经务川县(沿河县(重庆秀
山(酉阳和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湖北来凤
县(咸丰县(宣恩县(鹤峰县(利川市! 至建始县
这一广大区域均属于大娄山和武陵山脉! 且均
符合上述气候和自然地理特征& 据此推断! 上
述区域中海拔在 (’# *$ ### A(有地下暗河流
出石灰岩溶洞均属务川臭蛙宜居环境! 这一区



’ 期 刘祖尧等$务川臭蛙分布区域扩大及其濒危等级再评估 ’II$!!’

域均应是务川臭蛙的潜在分布区! 面积约
为)/ ### FA"&
CDCB濒危等级评估B目前! 务川臭蛙被 -̂4U
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极危 "4L#级别 "汪
松等 "##&#! 根据现有资料和前文分析! 显然
所定受胁等级过高& 建议将务川臭蛙的濒危等
级调定为濒危"86H;6C898H! ?U#& 理由如下$

"$#湖北建始县务川臭蛙种群的被发现!
说明我们对这一物种的研究尚不充分! 还有很
多分布点和小种群未被发现! 因此! 我们无法
评估其种群的下降趋势(速率和程度! 不符合
4L等级的 M标准的任何一项%

""#务川臭蛙可以准确计算的分布区已达
( ### FA"! 其潜在分布区更大! 不符合 4L等
级的 ]标准&

")#由于目前对种群数量的调查区域仅限
于务川县& 建始县和沿江县均未做相关调查!
且存在较大的潜在分布区! 因此无法应用 4L
等级的 4(+(?三条标准予以评估以获得准确
结论&

根据现有资料! 务川臭蛙已知分布面积
( ### FA"! 大于 ’ ### FA"! 但由于其专一栖息

于海拔 (’# *$ ### A的喀斯特溶洞特点! 决定
其占有面积 ";98;5‘522GE;62b# 不可能达到
’## FA"% 目前已知的分布点"溶洞#只有 ’ 个!
且严重分割% 分布区内严重缺水! 随着居民人
口增加! 利用地下水和溶洞暗河取水力度将进
一步加大! 同时越来越多的溶洞被开发旅游!
将会严重影响到溶洞内水资源状况! 造成栖息
地质量下降! 进而影响到务川臭蛙种群& 因
此! 符合濒危"?U#等级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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