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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整合近年来江西省两栖类动物物种分布新纪录，对江西省两栖类动物多样性进行编目整

理。 结果表明，近年来江西省新增 ２３ 种两栖类物种分布新纪录，两栖类动物累计达 ２ 目 ８ 科 ５８ 种，包
括 ２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物种和 ４０ 种中国特有种。 江西省两栖动物区系组成以东洋界华中区和华南

区共有种为主，无古北界种类。 东洋界种类 ５４ 种，占总种数的 ９３ １％ ，广布种 ４ 种，占总种数的 ６ ９％ 。
生态类型以流水型最多，陆栖⁃静水型次之。 对 １３ 个保护地两栖类动物物种组成的聚类分析将其分为 ４
个聚类群：赣北、赣东北、赣南、赣西。 聚类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早期江西省两栖动物地理区划，我们

建议将罗霄山脉划为单独的赣西（罗霄）山地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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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物种多样性评价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研

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具有丰富的两栖类动

物资源，共 ３６４ 种（费梁等 ２００９）。 两栖类动物

资源调查与监测一直是我国两栖类动物保护的

基础，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内容。
我国研究人员开展了大量的两栖类动物资源调

查。 这些调查工作为两栖类动物保护管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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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科学依据，也逐渐揭示了我国两栖类动物的

物种组成和空间分布规律。 两栖类物种多样性

分布格局研究表明，横断山区、武夷山区、南岭

山区、西双版纳和海南岛为我国两栖类物种密

度最高的 ５ 个区域（谢峰等 ２００６）。
江西省位于我国东南部，介于东经 １１３°３５′ ～

１１８°２９′、北纬 ２４°２９′ ～ ３０°０５′，气候温和湿润，
雨量充沛，地形复杂，境内既有武夷山脉分布，
又有南岭山脉的分布，处于我国两栖类动物热

点地区，是我国两栖类动物种类较多的地区之

一。 关于江西省两栖类动物的物种记录，研究

者一直以来多采用钟昌富 １９９５ 年的统计结果，
即江西省共分布有两栖动物 ２ 目 ８ 科 １４ 属

３９ 种。 近年来，随着江西省两栖动物资源调查

工作的深入开展，尤其是江西省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申

报，越来越多的两栖类动物物种分布新纪录被

发现。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江西省两栖类物

种多样性和空间分布进行分析，以摸清江西省

两栖类动物资源现状，为江西省两栖类动物保

护与管理提供基础科学依据。

１　 研究方法

本研究收集近年来有关江西省两栖类动物

资源研究的相关文献，对两栖类动物分布记录

进行整理，分析近年来江西省两栖类动物物种

新纪录、江西省两栖类动物的区系特征和生态

类型。 同时，我们比较了具有良好物种记录的

江西省 １３ 个保护地的两栖动物物种组成（图
１），并使用相关分析检验了保护区两栖类物种

　 　

图 １　 江西省 １３ 个国家级保护地位置分布图及江西省两栖动物地理区划（钟昌富 １９９５）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ｚｏ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Ｚｈｏｎｇ １９９５）
Ⅰ． 赣南（南岭）山地省；Ⅱ． 赣中平原省；Ⅲ． 赣东北山区省；Ⅳ． 赣北（鄱阳湖）平原省；Ⅴ． 赣西北山地省。

Ⅰ． Ｓｏｕｔｈ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Ｎａｎ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Ⅱ．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ｌ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Ⅲ．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Ⅳ． Ｎｏｒｔｈ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ｐｌ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Ⅴ．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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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与保护区面积的相关性，以检验保护区

物种多样性差异是否源于保护区面积大小。 然

后，根据两栖类物种组成进行聚类分析，并利用

距离分析测度了不同动物地理省之间的物种相

似程度。 两栖纲分类体系沿用《中国动物志：
两栖纲》（费梁等 ２００９）所使用的分类体系。

２　 结　 果

２ １　 物种组成 　 江西省共记录有两栖动物

５８ 种，分属 ２ 目 ８ 科（表 １）。 有尾目动物 ２ 科

　 　

４ 属 ６ 种，其中隐鳃鲵科 １ 属（大鲵属）１ 种，蝾
螈科 ３ 属（蝾螈属、肥螈属和瘰螈属）５ 种。 无

尾目动物 ６ 科 １９ 属 ５２ 种，角蟾科 ４ 属（掌突蟾

属、角蟾属、髭蟾属、短腿蟾属） １０ 种、蟾蜍科

１ 属（蟾蜍属）２ 种、雨蛙科 １ 属（雨蛙属）５ 种、
蛙科 １０ 属（林蛙属、侧褶蛙属、水蛙属、陆蛙

属、虎纹蛙属、大头蛙属、臭蛙属、棘蛙属、湍蛙

属、浮蛙属）２８ 种、树蛙科 ２ 属（泛树蛙属、树蛙

属）３ 种、姬蛙科 １ 属（姬蛙属）４ 种。
其中，大鲵（Ａｎｄｒｉａ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和虎纹蛙

　 　 　
表 １　 江西省两栖动物物种名录、区系及生态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ａｕｎａ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物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区系 Ｆａｕｎａ
东洋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华中区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华南区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华中华南区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广布种

Ｗｉｄｅ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生态型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ｓ

保护级别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

中国特

有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参考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Ⅰ有尾目 Ｕｒｏｄｅｌａ
一 隐鳃鲵科 Ｃｒｙｐｔｏ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 　 　 　 　 　
　 １ 大鲵 Ａｎｄｒｉａ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 　 　 　 ▲ Ｒ Ⅱ ◎
二 蝾螈科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ｉｄａｅ 　 　 　 　 　
　 ２ 东方蝾螈 Ｃｙｎｏｐ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 　 　 　 Ｑ √ ◎
　 ３ 黑斑肥螈 Ｐａｃｈｙｔｒｉｔｏｎ 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 　 　 Ｒ √ ◎
　 ４ 无斑肥螈 Ｐ． ｌａｂｉａｔｕｓ 　 ▲　 　 Ｒ √ ◎
　 ５ 弓斑肥螈 Ｐ． ａｒｃｈｏｓｐｏｔｕｓ ▲ Ｒ ◎
　 ６ 中国瘰螈 Ｐａｒａｍｅｓｏｔｒｉｔ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ＴＱ √ ◎
Ⅱ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三 角蟾科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ｉｄａｅ 　 　 　 　 　
　 ７ 福建掌突蟾 Ｌｅｐｔｏｌａｌａｘ ｌｉｕｉ 　 　 ▲ 　 ＴＲ 　 ◎
　 ８ 淡肩角蟾 Ｘｅｎｏｐｈｒｙｓ ｂｏｅｔｔｇｅｒｉ 　 ▲　 　 ＴＲ √ ◎
　 ９ 黄山角蟾 Ｘ．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 ＴＲ ◎
　 １０ 莽山角蟾 Ｘ． ｍ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 ＴＲ √ ◎
　 １１ 短肢角蟾 Ｘ． ｂｒａｃｈｙｋｏｌｏｓ 　 　 ▲ 　 ＴＲ √ ◎
　 １２ 挂墩角蟾 Ｘ． ｋｕａｔｕｎｅｎｓｉｉ ▲ 　 　 　 ＴＲ √ ◎
　 １３ 小角蟾 Ｘ． ｍｉｎｏｒ 　 　 ▲ 　 ＴＲ √
　 １４ 井冈角蟾 Ｘ． 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 ＴＲ ◎
　 １５ 崇安髭蟾 Ｖｉｂｒｉｓｓａｐｈｏｒａ ｌｉｕｉ 　 ▲ 　 　 Ｒ √ ◎
　 １６ 宽头短腿蟾 Ｂｒａｃｈｙｔａｒｓｏｐｈｒｙｓ ｃａｒ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ＴＲ √
四 蟾蜍科 Ｂｕｆｏｎｉｄａｅ 　 　 　 　 　
　 １７ 中华蟾蜍 Ｂｕｆｏ 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 　 　 　 ▲ ＴＱ √
　 １８ 黑眶蟾蜍 Ｂ． ｍｅｌａｎｏｓｔｉｃｔｕｓ 　 　 ▲ 　 ＴＱ √
五 雨蛙科 Ｈｙｌｉｄａｅ 　 　 　 　 　
　 １９ 无斑雨蛙 Ｈｙｌａ ｉｍ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　 Ａ 　 ◎
　 ２０ 中国雨蛙 Ｈ．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Ａ √ ◎
　 ２１ 东北雨蛙 Ｈ． 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 ▲ Ａ √
　 ２２ 华南雨蛙 Ｈ． ｓｉｍｐｌｅｘ ▲ Ａ √
　 ２３ 三港雨蛙 Ｈ． ｓａｎｃｈ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 　 　 　 Ａ √ ◎

钟 昌 富
２００２， 丁
平 ２００５，
陈春泉等
２００６， 陈
绍 萍 等
２００６， 杨
道 德 等
２００６ａ， ｂ，
黄族豪等
２００７， 杨
道 德 等
２００７ａ， ｂ，
沈猷慧等
２００８， 陶
立 奎 等
２００８， 王
英 永 等
２００８， 杨
道 德 等
２００８， 陈
小 麟 等
２００９， 陈
晓 虹 等
２０１０， 王
英 永 等
２０１０，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杨 剑 焕
等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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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物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区系 Ｆａｕｎａ
东洋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华中区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华南区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华中华南区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广布种

Ｗｉｄｅ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生态型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ｓ

保护级别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

中国特

有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参考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六 蛙科 Ｒａｎｉｄａｅ 　 　 　 　 　
　 ２４ 镇海林蛙 Ｒａｎａ ｚｈｅｎｈａｉｅｎｓｉｓ 　 　 ▲ 　 ＴＱ 　 ◎
　 ２５ 寒露林蛙 Ｒ． ｈａｎｌｕｉｃａ ▲ 　 　 　 ＴＱ 　 ◎
　 ２６ 长肢林蛙 Ｒ． ｌｏｎｇｉｃｒｕｓ ▲ ＴＱ ◎
　 ２７ 金线侧褶蛙 Ｐｅｌｏｐｈｙｌａｘ ｐｌａｎｃｙｉ 　 　 ▲ 　 Ｑ √
　 ２８ 黑斑侧褶蛙 Ｐ． ｎｉｇｒ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 Ｑ √
　 ２９ 福建侧褶蛙 Ｐ． ｆｕｋｉｅｎｅｎｓｉｓ ▲ ＴＱ ◎
　 ３０ 沼水蛙 Ｈｙｌａｒａｎａ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ｉ 　 　 ▲ Ｑ √ ◎
　 ３１ 阔褶水蛙 Ｈ． ｌａｔｏｕｃｈｉｉ 　 　 ▲ Ｑ √ ◎
　 ３２ 弹琴蛙 Ｈ． ａｄｅｎｏｐｌｅｕｒａ 　 　 ▲ Ｑ √ ◎
　 ３３ 泽陆蛙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ｍｕｌｔｉｓｔｒｉａｔａ 　 　 ▲ ＴＱ √
　 ３４ 虎纹蛙 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Ｑ Ⅱ
　 ３５ 福建大头蛙 Ｌｉｍｎｏｎｅｃｔｅｓ ｆｕｊ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 ＴＱ √ ◎
　 ３６ 竹叶蛙 Ｏｄｏｒｒａｎａ ｖｅｒｓａｂｉｌｉｓ 　 　 ▲ Ｒ √ ◎
　 ３７ 小竹叶蛙 Ｏ． ｅｘｉｌｉｖｅｒｓａｂｉｌｉｓ 　 　 ▲ Ｒ 　 ◎
　 ３８ 花臭蛙 Ｏ． ｓｃｈｍａｃｋｅｒｉ 　 　 ▲ Ｒ √ ◎
　 ３９ 大绿臭蛙 Ｏ．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 　 　 ▲ Ｒ √
　 ４０ 黄岗臭蛙 Ｏ． ｈｕａ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 Ｒ ◎
　 ４１ 凹耳臭蛙 Ｏ． ｔｏｒｍｏｔａ ▲ Ｒ ◎
　 ４２ 宜章臭蛙 Ｏ． ｙｉｚ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 Ｒ ◎
　 ４３ 棘腹蛙 Ｐａａ ｂｏｕｌｅｎｇｅｒｉ 　 　 ▲ Ｒ √ ◎
　 ４４ 棘胸蛙 Ｐ． ｓｐｉｎｏｓａ 　 　 ▲ Ｒ √
　 ４５ 小棘蛙 Ｐ． ｅｘｉｌｉｓｐｉｎｏｓａ 　 ▲　 Ｒ √ ◎
　 ４６ 九龙棘蛙 Ｐ． ｊｉｕｌ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 　 　 Ｒ √ ◎
　 ４７ 华南湍蛙 Ａｍｏｌｏｐｓ ｒｉｃｋｅｔｔｉ 　 　 ▲ Ｒ √ ◎
　 ４８ 武夷湍蛙 Ａ． ｗｕｙｉｅｎｓｉｓ ▲ 　 　 Ｒ √ ◎
　 ４９ 戴云湍蛙 Ａ． ｄａｉｙｕｍｅｎｓｉｓ ▲ Ｒ ◎
　 ５０ 崇安湍蛙 Ａ． ｃｈｕｎｇａｎｅｎｓｉｓ ▲ Ｒ √ ◎
　 ５１ 尖舌浮蛙 Ｏｃｃｉｄｏｚｙｇａ ｌｉｍａ 　 　 ▲ Ｑ √
七 树蛙科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ｉｄａｅ 　 　 　 　
　 ５２ 斑腿泛树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 ｍｅｇａ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 Ａ √
　 ５３ 大树蛙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ｄｅｎｎｙｓｉ ▲ 　 　 Ａ √
　 ５４ 经甫树蛙 Ｒ． ｃｈｅｎｆｕｉ ▲ 　 　 Ｑ √ ◎
八 姬蛙科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ｉｄａｅ 　 　 　 　
　 ５５ 粗皮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ｂｕｔｌｅｒｉ 　 　 ▲ ＴＱ √
　 ５６ 小弧斑姬蛙 Ｍ． ｈｅｙｍｏｎｓｉ 　 　 ▲ ＴＱ √
　 ５７ 饰纹姬蛙 Ｍ． ｏｒｎａｔａ 　 　 ▲ ＴＱ √
　 ５８ 花姬蛙 Ｍ． ｐｕｌｃｈｒａ 　 　 ▲ ＴＱ √

　 　 Ⅱ表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表示属于“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表示该

物种的区系归类；两栖类生态类型：Ｒ． 流水型；ＴＱ． 陆栖⁃静水型；ＴＲ． 陆栖⁃流水型；Ｑ． 静水型；Ａ． 树栖型；◎表示该物种属于中国

特有种。
Ⅱ：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ｏｒ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ｗｈｉｃｈ ｆａｕｎａ ｔｈ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Ｒ．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ｔｙｐｅ， ＴＱ．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 Ｑｕｉｅｔ⁃ｗａｔｅｒ ｔｙｐｅ， ＴＲ．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 Ｒｕｎｎｉｎｇ⁃ｗａｔｅｒ ｔｙｐｅ， Ｑ． Ｑｕｉｅｔ⁃ｗａｔｅｒ ｔｙｐｅ， 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ｓ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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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属国家Ⅱ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分别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Ⅰ和附录

Ⅱ。 ４３ 种被列为“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

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表
１）。 中国特有两栖物种包括大鲵、东方蝾螈

（Ｃｙｎｏｐ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等 ４０ 种，占总种数的 ６９ ０％。
２ ２　 区系组成和分布型　 在我国动物地理区

划上，江西省属于东洋界季风区南部、华中区、
东部丘陵平原亚区，两栖动物区系组成与之相

符。 江西省两栖动物区系组成以东洋界华中区

和华南区共有种为主，无古北界种类。 其中，东
洋界种类 ５４ 种，占总种数的 ９３ １％ ，广泛分布

于古北界和东洋界的种类仅有大鲵、中华大蟾

蜍（Ｂｕｆｏ 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黑斑侧褶蛙（Ｐｅｌｏｐｈｙｌａｘ
ｎｉｇｒ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和东北雨蛙 （ Ｈｙｌａ 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
４ 种，占总种数的 ６ ９％ 。 在 ５４ 种东洋界两栖

类动物中，属于华中区成分有 １８ 种，华南区成

分 ３ 种，华中华南区共有成分 ３３ 种，分别占本

区东洋界成分的 ３１ ０％ 、５ ２％和 ５６ ９％ 。
２ ３　 生态类型　 在江西省分布的 ５８ 种两栖类

动物中有 １３ 种属于陆栖⁃静水型，占江西省两

栖类动物总物种数的 ２２ ４％ ；２０ 种属于流水

型，占 ３４ ５％ ；９ 种属于静水型，占 １５ ５％ ；９ 种

属于陆栖⁃流水型，占 １５ ５％ ；７ 种属树栖型，占
１２ １％ 。 江西省两栖类动物生态类型以流水型

最多，陆栖⁃静水型次之。
２ ４　 面积效应 　 １３ 个国家级保护地面积

８ ３００ ～ ４９ ７７６ ｈｍ２，平均（１９ ９８４ ± ３ ２８６）ｈｍ２，
各保护区两栖类物种数 １１ ～ ３３ 种，平均（２５ ±
２）种。 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类物

　 　

种最少，仅记录有 １１ 种；阳际峰自然保护区两

栖类动物物种最多，记录有 ３３ 种。 对物种数与

自然保护区面积两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
果表明，１３ 个国家级保护地的两栖类物种多样

性与保护地面积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Ｆ ＝ １ ３７２，ｄｆ ＝ １２，Ｐ ＝ ０ ２６６，图 ２）。 这表明，
面积大小并不是造成这 １３ 个保护地内两栖类

物种多样性差异的关键因素。

图 ２　 江西省 １３ 个保护地两栖类物种与

保护地面积（经 ｌｇ 转换）的相关性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ｆｔｅｒ ｌ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２ ５　 分布格局　 根据各保护地的两栖类动物物

种组成进行聚类分析（图 ３），江西省 １３ 个保护地

的两栖类分成 ４ 个聚类群：（１）南矶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桃红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都位于鄱阳湖区，两栖类物种组成

差异较小，两栖类物种分别为 １１、１９ 和 ２３ 种。
（２）九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南岭山系，其物

种组成与其他自然保护区差异较大，被单独聚为

一类。 （３）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阳际峰国家

　 　 　

图 ３　 江西省 １３ 个保护地两栖类动物物种组成聚类分析

Ｆｉｇ． 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１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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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自然保护区和三清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

武夷山山系，物种组成被聚为一类。 （４）九岭山

国际级自然保护区、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武功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聚类距离较小，并与齐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同聚为一大类。

３　 讨　 论

３ １　 两栖类动物物种多样性　 对于江西省两

栖类物种多样性的文献一直引 用 钟 昌 富

（１９９５）共有两栖类动物 ３９ 种的报道。 近年

来，一系列野外调查累计发现了 ２３ 种两栖类物

种在江西的分布新纪录，使两栖类物种增加到

５８ 个种。 进一步证明江西省有丰富的两栖类

物种分布。
多篇 报 道 均 记 录 了 日 本 林 蛙 （ Ｒａｎ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和日本雨蛙（Ｈｙ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在江西省

有分布文献，但是最新研究显示，日本林蛙仅分

布于日本（Ｆｒｏｓｔ ２０１３）。 原来认为广泛分布于

中国长江流域及南岭之间的日本林蛙分别为峨

眉林蛙 （ Ｒ． ｏｍｅｉｍｏｎｔｉｓ） 和镇海林蛙 （费梁等

２００９），在江西省记录的日本林蛙应为误判，因
此我们在江西省两栖动物物种名录中将日本林

蛙删除；原来认为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分布的

日本雨蛙应为东北雨蛙（Ｈ． 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费梁等

２００９）。 从日本雨蛙的分布区来看，江西省日

本雨蛙的记录可能为误判，因此我们将日本雨

蛙删除。
钟昌富（１９９５）记录江西省分布有棕背臭

蛙（Ｏｄｏｒｒａｎａ ｓｗｉｎｈｏａｎａ），但是棕背臭蛙分布在

台湾，为台湾特有种，江西的记录当属误定。 福

建大头蛙（ Ｌｉｍｎｏｎｅｃｔｅｓ ｆｕｊｉａｎｅｎｓｉｓ）早期被认定

为大头蛙（Ｒ． ｋｕｈｌｉｉ），叶昌媛等（１９９４）将福建

等地标本从原大头蛙中分出定名为福建大头蛙

（Ｌｉｍｎｏｎｅｃｔｅｓ ｆｕｊ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而大头蛙（Ｌｉｍｎｏｎｅｃｔｅｓ
ｋｕｈｌｉｉ）仅分布于爪哇，因此，在江西记载的大头

蛙应该为福建大头蛙，而不是大头蛙。
蟼掌突蟾 （Ｐａｒａ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ｐｅｌｏｄｙｔｏｉｄｅｓ） 在

中国仅分布于云南景洪勐养，在福建、浙江、湖
南、广西和贵州 ５ 个省分布的原来命名为蟼掌

突蟾的物种是福建掌突蟾（Ｌｅｐｔｏｌａｌａｘ ｌｉｕｉ） （费
梁等 ２００９），因此在江西省记录的蟼掌突蟾应

该是福建掌突蟾，而不是蟼掌突蟾。
３ ２　 江西省两栖类动物地理区划　 在我国动

物地理区划上江西省属于东洋界华中区东部丘

陵平原亚区。 钟昌富（１９９５）根据江西省自然

条件和两栖动物分布特点，将其划分为 ５ 个动

物地理省，分别是赣南山地省、赣中山地丘陵

省、赣东北山区省、赣北（鄱阳湖）平原省、赣西

北山地省（图 １）。 本研究中，在每个动物地理

省中有 ２ ～ ４ 个保护地，对各动物地理省的抽样

强度保持了基本一致。 面积效应分析表明，各
保护地两栖类物种差异并不是由于保护地面积

大小差异所造成，更可能源于所在地的地形、气
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异。

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桃红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在物种组成上比较接近，被聚为

一类。 这 ３ 个保护区位于鄱阳湖区，分布在钟

昌富（１９９５）所划分的鄱阳湖流域地理省，表明

这一地理省的两栖类动物在物种组成上有别于

江西省其他区域，建议将该区划为一个动物地

理省。 该地理省的两栖类以中华蟾蜍、泽蛙、虎
纹蛙、东方蝾螈和黑斑蛙为主。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清山世界自

然遗产地和阳际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赣东

北，其物种组成相似，而与江西省其他区域的两

栖类物种组成差异较大，聚类分析将其聚为一

类，支持了钟昌富（１９９５）关于赣东北山区省的

划分。 位于赣南的九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

栖类动物与罗霄山脉两栖类动物聚类较远，也
支持该区单独划为赣南山地省。 这表明，聚类

分析结果支持赣东北山区省、赣北（鄱阳湖）平
原省、赣南（南岭）山地省的划分。

位于罗霄山脉地区的齐云山、井冈山自然

保护区两栖类动物与九连山自然保护区两栖类

差异较大，我们建议将罗霄山脉单独列为赣西

（罗霄）山地省。 我们比较了赣西罗霄山地省

两栖动物物种组成与其他地理省的相似性，结
果表明赣西罗霄山地省两栖动物物种组成与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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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岭山地省相似性最低，相似系数为 ０ ３５３，
其次是赣北 （鄱阳湖） 平原省，相似系数为

０ ４１２，再次是赣东北山地省， 相似系数为

０ ５２９，相似性最高的是赣西北山地省，相似系

数为 ０ ５４９，因此，不应将该区划为赣南南岭山

地省，而应单独列为一个两栖类动物地理省，即
赣西（罗霄）山地省。

４　 保护管理建议

虽然近年来我国两栖动物研究呈现出空前

活跃的局面，但与保护有关的研究缺乏有效的

规划和组织（李丕鹏 ２０１０）。 江西省两栖类动

物资源调查更多借力于保护区晋升时开展的综

合科学考察或大尺度上的陆生脊椎动物资源调

查，针对两栖类动物资源的物种专项调查和区

域专项调查几乎没有开展过，建议野生动物管

理部门系统地组织开展江西省两栖类动物资源

普查与物种编目工作，尤其对江西省武夷山脉

地区、南岭山脉地区、罗霄山脉地区、九岭⁃幕阜

山脉地区等两栖类热点地区和潜在热点地区开

展两栖类资源调查。 对目前已经明确分布的两

栖类动物制定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将近年来的

新纪录物种纳入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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