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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于 "#$# 年 C 月 ("#$" 年 $ 月!采用在不同海拔梯度设置样带和样方的方法!对海南鹦哥岭省级

自然保护区内鹦哥岭树蛙"R"+2(3"(*)&0#$//%,#$/%$&#&#的分布和种群数量进行了调查& 调查表明!鹦哥

岭树蛙分布范围非常狭窄!栖息的生境类型较为单一!仅分布于海拔 $ "## 3以上的临时性水潭内!种

群数量为"" DC" m’%$#只& 由于该物种的数量极其稀少!建议提高鹦哥岭树蛙保护等级以加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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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UM>*:W9>?MW 4X5M6W V9ẐM=*: ?;MMV?534?MW ?;M]*]964?5*: V5@M4:W W5V?Z579?5*: *XR"+2(3"(*)&

0#$//%,#$/%$&#&7=9V5:T?;Mk94WZ4?M3M?;*W 4:W 65:M5:?MZ>M]?3M?;*W 5: K45:4: S5:TTM65:T)4?9ZMRMVM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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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哥岭树蛙 "R"+2(3"(*)&0#$//%,#$/%$&#&#
隶属于两栖纲"I3];5754#无尾目"I:9Z4#树蛙
科"R;4>*];*Z5W4M#树蛙属"费梁等 "##D#!仅见
于海南鹦哥岭自然保护区内的鹦哥岭主峰与马
或岭"南毛拉#" 处",;*9 M?46"##C#& 对于海
南省两栖动物资源调查"刘承钊等 $DC%!王力
军等 "##0!赵尔宓 "##0#和两栖动物的区系与
地理区划都进行了一些研究"黎振昌等 $DD0!
史海涛 "##"!#%近期香港嘉道理的刘惠宁’陈
辈乐更对鹦哥岭保护区的两栖动物多样性进行
过专门调查"刘惠宁 "#$"#& 但是!根据笔者掌
握的文献记载!从 "##% 年首次发现鹦哥岭树蛙
至 "#$# 年!除了在野外记录到 " 只鹦哥岭树蛙

外!尚未对其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进行过详细
的调查& 为此!我们在 "#$# 年 C 月 ("#$" 年 $
月在鹦哥岭保护区对该物种的分布和种群数量
进行调查!旨在为科学保护该珍稀物种提供
依据&

;<研究地概况

海南鹦哥岭自然保护区位于海南岛的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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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理坐标为 1$#Dc$$d"Dz($#Dc%&d$0z!
)$’c&Dd$’z($Dc#Bd"Dz!总面积 0# &B& ;3"&

该保护区保存有我国华南最为集中连片面积最
大且保护最为完好的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保护
区所在区域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只有夏冬
两季& 夏季持续时间为半年!主要受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进退影响%冬季"约半年#主要受大
陆冬季风频繁爆发南侵影响& 保护区年均气温
"# ("&n!C 月份平均气温 "0 ("’n%$ 月份平
均气温 $0 ($Dn& 在相同海拔高度上!年均气
温由东北向西南递增&

图 ;<样带样方设置与分布
$&(N;<HX#,7"6*C./,3*’-#7,-*’%-*6CA#-L5*3#-A.7*,&.’

<

><研究方法

>=;<调查方法!样带和样方设置见图 $!将调
查区域分成三个海拔梯度!K$$D## ($ $DD 3!
K"$$ "## ($ &DD 3!K%$$ 0## ($ ’$" 3& 利用
lO/ 软件求出各相应海拔区间的面积! K$$

D$E%#B $ a3"!K"$&"EC%$ 0 a3
"! K%$&E0C& D

a3"& 按照各海拔梯度区域的面积结合调查区
域的地形!设置单侧宽度为 $0 3样带和面积为
&# 3p&# 3的样方& 在进行样带调查的过程
中!发现适合鹦哥岭树蛙栖息的生境!如水潭’
较缓流水的溪流’潮湿的洼地等!设置 $ 个样
方& 本次调查共设置样带 "# 条’样方 %’ 个!调
查面积 #E’"C " a3""表 $#&

数量统计$我们的调查工作涵盖了 "#$# 年
C 月至 "#$" 年 $ 月期间& 每个月在保护区内
选取不同的样带样方!对鹦哥岭树蛙种群数量
进行调查"表 "#!每条样带与每个样方调查一
次!并记录鹦哥岭树蛙分布的地理坐标’海拔等
数据& 调查时间分为白天和夜晚!白天对样线
进行调查!夜间对重点生境’样方进行调查&

样带调查时!& (B 人一组!白天沿样带以
" a3g;的匀速调查和统计鹦哥岭树蛙种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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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样带和样方所在的海拔区域及调查面积
!*+A#;<!"##A#D*,&.’%&-,3&+5,&.’./A&’#,3*’-#7,*’%-L5*3#--53D#9#%

海拔梯度
16M̂4?5*:

样带总长度
P5:M?Z4:VM>?
6M:T?;
" a3#

样带条数
H94:?5?=*X
65:M?Z4:VM>?

样方个数
H94:?5?=
*XVk94ZMV

调查面积
O: M̂V?5T4?M
V5@M

" a3" #

海拔区间面积
/5@M5:

W5XXMZM:?M6M̂4?5*:
" a3" #

样带样方所占
区域面积比例
jZ*]*Z?5*: *X4ZM4
V9ẐM=MW"F#

K$ &’E%% B $& #E%#" ’ D$E%#B $ #E%%
K" &’EBB D $& #E&B# % &"EC%$ 0 $E#’
K% DEB$ 0 $# #E#B& $ &E0C& D $E&#

表 ><调查样带和样方中发现鹦哥岭树蛙的数量
!*+A#><!"#,*3(#,*’&6*A/.5’%&’,3*’-#7,*’%-*6CA#-L5*3#-

海拔
16M̂4?5*: @*:M

样带序号
P5:M?Z4:VM>?:937MZ

样带长度" a3#
P5:M?Z4:VM>?
6M:T?;

样方个数
)937MZ*XVk94ZMV

发现树蛙数
,*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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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夜间调查时通过鹦哥岭树蛙的鸣叫声确定
其位置和数量!由于鹦哥岭树蛙隐蔽性很强!调
查时听到鸣叫而未发现实体的也记录在内&
>=><数据处理!数据处理参考生境样方样带
结合法"周放等 $DDB#实施!即按照海拔不同!

估计出每个海拔区间内的种群数量!再计算出
整个保护区内鹦哥岭树蛙种群数量&

样带样方密度"只ga3"#$

75U
$5

= ]<5 #̂D#%
%

平均样带样方密度"只ga3"#$

75U
$
@"

@

75! 式中 $5为样带样方中蛙的

实体数!<5为第 5条样带的长度!#E#% a3为样
带调查宽度!= 为 5样带中的样方面积!@为海
拔区 间 5中 的 样 带 数& 方 差 计 算$ =6 U

"
@

"75Y75#
"

@Y槡 $
%密度区间计算$7H G75m#!

#为绝对抽样误差$ #U
4!(=6

@Y槡 $
!4!为可信度

$ Y"’自由度为 @e$ 的分布值& 我们在调查
数据统计计算中!取可信度 "$ Y"# GD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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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E#0#& 调查精度 3$ 3U$ Y
#
7
! 其

中
#
7
为相对抽样误差& 海拔区间 #中鹦哥岭

树蛙的种群数量 :5$ :5U7H(= U7(= _#(
=! 其中!= 为海拔区间 #的面积& 整个保护区

中!鹦哥岭树蛙的种群数量$ :U":5&

利用独立样本 4E检验"5:WM]M:WM:?2V43]6MV
42?MV?# 对鹦哥岭树蛙不同海拔梯度的样带样方
平均密度的差异显著性进行检验& 所有数据用
/j// $%E# 软件处理!显著水平设为 !G#E#0!
数据以 [M4: m/i表示&

图 ><鹦哥岭树蛙分布
$&(N><O&-,3&+5,&.’./:"*’&)"&#,-$0%33(+0%3(%-0-

<

?<结果与分析

?=;<鹦哥岭树蛙活动节律!调查中我们只在
% (B 月这 & 个月份中记录到鹦哥岭树蛙的个
体!% 月中旬是鹦哥岭树蛙活动的高峰期!此时

大量鹦哥岭树蛙围绕在水潭附近的泥洞’杂草
内鸣叫抱对& 之后种群数量逐月减少!B 月中
旬已经很难找到鹦哥岭树蛙的个体& 因此!我
们判断 % (B 月是鹦哥岭树蛙的繁殖期&
?=><分布及种群数量 !调查发现!鹦哥岭树
蛙的分布范围极其狭窄!仅见于海拔 $ "## (
$ ’## 3范围内的 $’ 个水潭中!这些水潭分别
位于鹦哥岭主峰’南毛拉岭两地"图 "#& 在鹦
哥岭主峰 $ 0## 3以上区域存在较多鹦哥岭树
蛙喜欢栖息的生境& 相对于主峰!南毛拉岭的
鹦哥岭树蛙分布更为集中&

本次调查没有在海拔 $ "## 3以下区域发
现鹦哥岭树蛙!$ 0## ($ ’$" 3海拔段鹦哥岭
树蛙密度显著大于 $ "## ($ &DD 3的海拔区域
"42?MV?!4$# Ge$$E"%$!1t#E#0# "表 %#& 这是
由于海拔 $ 0## 3以上的区域在鹦哥岭保护区
所占面积极小!且其中大部分位于鹦哥岭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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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不同海拔梯度种群密度与种群数量估计
!*+A#?<Q.C5A*,&.’%#’-&,9 *’%C.C5A*,&.’-&2##-,&6*,&.’&’%&//#3#’,#A#D*,&.’2.’#

海拔梯度
16M̂4?5*:

样带样方平均密度
[M4: WM:V5?=
"只ga3" #
[M4: m/i

绝对抽样误差
I7V*69?MV43]65:T

MZZ*Z
"只ga3" #

海拔梯度面积
/5@M5: W5XXMZM:?
M6M̂4?5*: " a3" #

种群数量
j*]964?5*: k94:?5?=

"只#

误差数量
H94:?5?=MZZ*Z

"只#

K$ # # #ED$% $ #
K" 0#ED# m"#E#" $BE%0 #E&"C % " $C0 BDD
K% $C&E&$ m"#ECD "’ED# #E#&0 C CDC $%"

合计 Y*?46 " DC" ’%$

而位于南毛拉岭的面积非常少&
根据本次调查!在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的鹦

哥岭树蛙种群数量为"" DC" m’%$#只& 由于本
次调查只在繁殖期见到鹦哥岭树蛙!这一数据
只能代表繁殖期鹦哥岭树蛙种群的数量&

@<保护与管理建议

两栖动物对外界环境变化特别敏感!稳定’
有规律的水文’温度条件对其的生存和种群稳
定意义重大 "j*9:WVM?46$DD&#& 鹦哥岭树蛙
在鹦哥岭分布范围极其狭窄!只分布在鹦哥岭
保护区高海拔地区的季节性水潭附近!所以保
护鹦哥岭树蛙赖以生活的季节性水潭生境对保
护该物种至关重要& 加大保护区管护力度!严
格禁止非科研需要进入核心区的活动!减少对
鹦哥岭树蛙栖息地的人为干扰& 由于鹦哥岭树
蛙种群数量极其稀少!建议提高其保护等级加
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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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刘惠宁’宋亦希’温柏豪’卢刚’李飞!以及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所费东
波’傅祺给本文提供的宝贵意见!在此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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