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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处秦岭中段南坡的佛坪自然保护区具有丰富的两栖爬行动物资源。当前该保护区分布

有１６种两栖动物和２８种爬行动物，其中的１０种两栖类和７种爬行类为中国特有种。分析这些两

栖爬行动物的保护状态发现，除大鲵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的、处于极危状态的物种外，还有１１种为

处于濒危或易危状态的物种。区内两栖爬行动物的垂直分布特征并不明显，但在海拔１　５００ｍ以

下的区域分布的种类较多、数量较大。表明佛坪自然保护区是秦岭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保护的关

键区域。针对该区域两栖爬行动物的保护与管理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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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坪自然保护区地处我国秦岭中段南坡。秦岭

山脉不仅是动物地理区划上东洋界和古北界的分界

线，也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１］。独特的 地 理 位

置和气候特征造就秦岭地区蕴涵有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使该区域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中国陆地生物多

样性关键地区［２］。佛坪自然保护区是目前我国秦岭

地区保存有最完整原始森林植被的、所受人为干扰

最小的自然保护区，成为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

关键区域之一。有关该区域的两栖爬行动物信息主

要来自早期的科学考察［３－５］，而野生动物的分布及区



域资源受环境影响在不断变化。因此，虽然早期的

调查数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已不能准确地反映

目前的资源状况。为此，根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的野外

调查数据，结合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间获得的保护区馆藏

的标本资料，分析了佛坪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

的组成与分布特征，以期促进秦岭地区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管理。

１　调查地点与方法

调查地陕西佛坪自然保护区（１０７°４１′～１０７°５５′
Ｅ、３３°３３′～３３°４６′Ｎ）位 于 秦 岭 中 段 南 坡 佛 坪 县 境

内，总面积２９２．４ｋｍ２。区内受第四纪冰川影响，地

表起伏大、地形 复 杂，地 貌 特 征 显 著，海 拔 为９８０～
２　９０４ｍ。海拔１　５００ｍ以下为峡谷、宽谷和山间盆

地，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ｍ 之 间 为 中 山 缓 坡、宽 谷 平 梁，

２　０００ｍ以 上 大 都 是 中 山 上 部 陡 坡、宽 谷 峰 岭。气

候处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的北缘，受南北气

候交错的影响，季节性气候明显，春、秋季节气候短，

形成季节过渡性，夏季凉爽、无酷暑，冬季寒冷持续

时间长。年均温度１１．５℃，年均降水量９４０～１　２００
ｍｍ。雨季集中在６－９月，近年常伴随特大暴雨发

生。全年无霜期约２００ｄ，积雪时间从１１月至翌年

２月，中 山 地 段 沟 谷 小 溪 结 冰 期 在１１月 至 翌 年

３月［１］。

野外调 查 时 间 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的 每 年４－１１
月。依据保护区的地形、地貌、水域等的环境因子，

采用样点法和样带法进行。在区内现有的龙潭子、

岳坝、大古坪、西河、三官庙、凉风垭等６个保护站和

大城壕、黄桶梁、草坪、三个包、光头山等５个野外监

测点所在的周围河道、小溪、坡面、山脊、草丛、乱石

滩等生境进行重点调查；同时布设了１８条样带，包

括龙潭子—马家沟，岳坝—梅子沟，岳坝—东 沟，岳

坝—大城壕—大小刺沟，岳坝—大古坪，大古坪—松

垭子—观音山，大古坪—灯盏窝，大古坪—悬 马 沟，

大古坪—西河，西河—早阳坪，西河—黄桶梁—华阳

沟，黄桶梁—烂店子梁，三官庙—三个包—光 头 山，

三官庙—草坪，三官庙—大、小湾沟，三官 庙—凉 风

垭，凉 风 垭—草 坪—大 城 壕，凉 风 垭—三 个 包。样

点、样带覆盖 保 护 区 全 境，尽 最 大 可 能 寻 找 调 查 目

标。调查中，一旦发现对象，首先确认物种，记录位

点坐标、海拔及生境，有机会时拍摄照片，对难以确

认的或有代表性的种类，根据需要采集标本。此外，

本研究还采用了保护区在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间收藏的

１４５号两栖爬行动物标本资料。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物种组成

佛坪自然保 护 区 分 布 的 两 栖 爬 行 动 物 共 有４４
种，包括１６种 两 栖 类 和２８种 爬 行 类（表１）。其 中

大鲵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ＩＵＣＮ）受 胁 物 种 红 色 名 录 中 的 极 危 种，及 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中 的 物 种。

区内还有１１种两栖爬行动物处于濒危或易危状态，

被列为濒危种的是宁陕齿突蟾和棘腹蛙，被列为易

危种的有黄斑拟小鲵、山溪鲵、隆肛蛙、宁陕小头蛇、

乌梢蛇、王锦蛇、玉斑锦蛇、黑眉锦蛇和白头蝰。区

内受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

价值的两栖 爬 行 动 物 较 多，包 括 中 华 蟾 蜍、饰 纹 姬

蛙、斜鳞蛇等３９种。另有６种属于陕西省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包括宁陕齿突蟾、中国林蛙、太白壁虎、王
锦蛇、宁陕小头蛇和秦岭蝮。分布的中国特有种有

１７种，包括太白山溪鲵、宁陕齿突蟾和隆肛蛙等１０
种两栖类，及米仓龙蜥、太白壁虎、乌梢蛇等７种爬

行类（表１）。
表１　佛坪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组成及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　ａｎｄ　ｒｅｐｔｉｌｉａ　ｉｎ　Ｆｏｐ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动物名称 保护状态 物种状态 标本数量 分布区域 海拔／ｍ

Ⅰ 两栖纲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
一、有尾目ＣＡＵＤＡＴＡ
（一）小鲵科 Ｈｙｎｏｂｉｉｄａｅ
１．黄斑拟小鲵△＊Ｐｓｅｕｄｏｈｙｎｏｂｉｕｓ　ｆｌａｖ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Ｖ　 ９ Ｄ，Ｘ，Ｍ　 １　８５０～２　３００
２．山溪鲵△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ｐｅｒｕｓ　ｐｉｎｃｈｏｎｉｉ √ Ｖ　 １８ Ｍ １　９００～２　５００
３．太白山溪鲵△Ｂ．ｔａｉｂａｉｅｎｓｉｓ　 ２ Ｍ，Ｘ　 １　６５０，１　４７３
（二）隐鳃溪科Ｃｒｙｐｔｏ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
４．大鲵△Ａｎｄｒｉａ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 Ⅱ Ｃ／ＣＲ　 ４ Ｌ，Ｄ　 １　０００～１　６００
二、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三）锄足蟾科Ｐｅｌｏｂａｔｉｄａｅ
５．宁陕齿突蟾△Ｓｃｕｔｉｇｅｒ　ｎｉ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ｋ／√ Ｅ　 １ Ｆ ２　１４０
（四）蟾蜍科Ｂｕｆｏｎｉｄａｅ
６．华西蟾蜍△Ｂｕｆｏ　ａｎｄｒｅｗｓｉ √ ２ Ｍ，Ｆ　 １　５００，１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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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动物名称 保护状态 物种状态 标本数量 分布区域 海拔／ｍ

７．中华蟾蜍Ｂ．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 √ ６ Ｌ，Ｙ，Ｄ，Ｘ，Ｍ，Ｆ　 ９８０～２　４００
（五）雨蛙科 Ｈｙｌｉｄａｅ
８．秦岭雨蛙△ Ｈｙｌａ　ｔｓｉ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２ Ｙ，Ｄ　 １　０７０，１　２２０
（六）蛙科 Ｒａｎｉｄａｅ
９．中国林蛙Ｒａｎａ　ｃｈｅｎ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ｋ／√ ３ Ｄ，Ｘ　 １　３００～２　１００
１０．黑斑侧褶蛙Ｐｅｌｏｐｈｙｌａｘ　ｎｉｇｒ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 ２ Ｙ，Ｄ　 １　０７０，１　２００
１１．泽陆蛙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　ａ　ｌｉｍｎｏｃｈａｒｉｓ √ ２ Ｙ，Ｄ　 １　０７０，１　２００
１２．大绿臭蛙Ｏｄｏｒｒａｎａ　ｌｉｖｉｄａ √ １ Ｘ １　３００
１３．棘腹蛙△Ｐａａ　ｂｏｕｌｅｎｇｅｒｉ √ Ｅ　 １ Ｍ １　９００
１４．隆肛蛙△Ｐ．ｑｕａｄｒａｎｕｓ　 Ｓｇ／√ Ｖ　 ９ Ｄ，Ｘ，Ｍ，Ｆ　 １　３００～２　２００
（七）姬蛙科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ｉｄａｅ
１５．合征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ｍｉｘｔｕｒａ √ ４ Ｙ １　０７０
１６．饰纹姬蛙 Ｍ．ｏｒｎａｔａ √ ３ Ｙ １　０７０
Ⅱ 爬行纲ＲＥＰＴＩＬＩＡ
三、蜥蜴目ＬＡＣＥＲ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八）鬣蜥科 Ａｇａｍｉｄａｅ
１７．米仓龙蜥△Ｊａｐａｌｕｒａ　ｍｉｃ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 １ Ｄ １　２００
（九）壁虎科 Ｇｅｋｋｏｎｉｄａｅ
１８．多疣壁虎Ｇｅｋｋｏ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 ２ Ｄ １　２００
１９．太白壁虎△Ｇ．ｔａｉｂａｉｅｎｓｉｓ　 Ｓｋ／√ １ Ｙ １　０７０
（十）石龙子科Ｓｃｉｎｃｉｄａｅ
２０．黄纹石龙子△Ｅｕｍｅｃｅｓ　ｘａｎｔｈｉ √ ２ Ｄ １　３００
２１．蝘蜓Ｌｙｇｏｓｏｍａ　ｉｎｄｉｃｕｍ　 ２ Ｄ １　１００
２２．秦岭滑晰△Ｓｃｉｎｃｅｌｌａ　ｔｓｉ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 １ Ｆ １　８００
（十一）蜥蜴科Ｌａｃｅｒｔｉｄａｅ
２３．北草晰Ｔａｋｙｄｒｏｍｕｓ　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ｉｓ √ １ Ｄ １　１５０
四、蛇目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十二）游蛇科Ｃｏｌｕｂｒｉｄａｅ
２４．黑脊蛇Ａｃｈａｌｉｎｕｓ　ｓｐｉｎａｌｉｓ　 Ｓｇ／√ ２ Ｙ １　０７０
２５．赤链蛇Ｄｉｎｏｄｏｎ　ｒｕｆｏｚｏｎａｔｕｍ　 Ｓｇ／√ １ Ｙ，Ｄ　 １　０７０，１　２５０
２６．王锦蛇Ｅｌａｐｈｅ　ｃａｒｉｎａｔａ　 Ｓｋ／√ Ｖ／ＶＵ　 ５ Ｙ，Ｄ　 １　０７０～１　２５０
２７．枕纹锦蛇Ｅ．ｄｉｏｎｅ　 Ｓｇ／√ ２ Ｄ １　１５０
２８．玉斑锦蛇Ｅ．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ａ　 Ｓｇ／√ Ｖ／ＶＵ　 １ Ｙ １　０７０
２９．紫灰锦蛇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ａｃｅａ　 Ｓｇ／√ ２ Ｄ １　２００
３０．黑眉锦蛇Ｅ．ｔａｅｎｉｕｒａ　 Ｓｇ／√ Ｖ／ＶＵ　 ４ Ｙ，Ｄ　 ９８０～１　２００
３１．翠青蛇Ｅｎｔｅｃｈｉｎｕｓ　ｍａｊｏｒ　 Ｓｇ／√ ３ Ｙ １　０７０
３２．双全白环蛇Ｌｙｃｏｄｏｎ　ｆａｓｃｉａｔｕｓ　 Ｓｇ／√ ２ Ｌ １　１００
３３．黑背白环蛇Ｌ．ｒｕｈｓｔｒａｔｉ　 Ｓｇ／√ １ Ｙ １　１００
３４．颈槽蛇Ｒｈａｂｄｏｐｈｉｓ　ｎｕｃｈａｌｉｓ　 Ｓｇ／√ １０ Ｄ，Ｍ　 １　０００～１　７００
３５．虎班颈槽蛇Ｒ．ｔｉｇｒｉｎａ　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　 Ｓｇ／√ ２ Ｙ １　０７０，１　２００
３６．华游蛇Ｓｉｎｏｎａｔｒｉｘ　ｐｅｒｃａｒｉｎａｔａ　 Ｓｇ／√ １ Ｙ １　０７０
３７．宁陕小头蛇△Ｏｌｉｇｏｄｏｎ　ｎｉ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ｋ／√ Ｖ　 ２ Ｄ，Ｍ　 １　２００，１　５００
３８．斜鳞蛇Ｐｓｅｕｄｏｘｅｎｏｄｏｎ　ｍａｃｒｏｐ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ｇ／√ ５ Ｄ，Ｍ　 １　２００～１　６００
３９．黑头剑蛇Ｓｉｂｙｎｏｐｈ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ｇ／√ ２ Ｄ １　２００，１　２５０
４０．乌梢蛇△Ｚａｏｃｙｓ　ｄｈｕｍｎａｄｅｓ　 Ｓｇ／√ Ｖ　 １ Ｄ １　３００
（十三）蝰科 Ｖｉｐｅｒｉｄａｅ
４１．白头蝰Ａｚｅｍｉｏｐｓ　ｆｅａｅ　 Ｓｇ／√ Ｖ／ＣＲ　 １ Ｄ １　２００
（十四）蝮科Ｃｒｏｔａｌｉｄａｅ
４２．秦岭蝮△Ａｇｋｉｓｔｒｏｄｏｎ　ｑｉ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Ｓｋ／√ ５ Ｄ，Ｘ，Ｍ　 １　５００～２　７００
４３．菜花烙铁头Ｔｒｉｍｅｒｅｓｕｒｕｓ　ｊｅｒｄｏｎｉｉ　 Ｓｇ／√ １２ Ｌ，Ｙ，Ｄ，Ｘ，Ｍ，Ｆ　 ９８０～２　２００
４４．山烙铁头Ｔ．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Ｓｇ／√ １ Ｄ １　２００

保护状态：Ⅱ－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Ｓｋ－陕西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Ｓｇ－陕西省普通保护的野生动物；物种状态：Ｃ、Ｅ、Ｖ、Ｎ分别代表ＩＵＣＮ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中的极危、濒危、易危与近危物种，而ＣＲ和ＶＵ则

分别代表中国濒危物种红皮书中的极危 与 易 危 物 种；分 布 区 域：Ｌ－龙 潭 子、Ｙ－岳 坝、Ｄ－大 古 坪、Ｘ－西 河、Ｍ－三 官 庙、Ｆ－凉 风 垭；△：中 国 特 有 种。

＊：陕西省新纪录。

２．２　物种的分布特征

区内的两栖爬行动物大都依赖于水域及潮湿洼

地区域分布，仅部分种类活动于坡面和山脊。由于

雨量 充 沛、山 势 与 坡 度 较 缓、森 林 茂 密，区 内 海 拔

２　０００ｍ以下的气候、植被变化较小，以致区内两栖

爬行动物的垂直分布并不明显，但还是有特征可循

４２１ 西北林学院学报 ２７卷　



（图１、图２）。

在海拔９８０～１　５００ｍ之 间 的 区 域，比 如 龙 潭

子、岳坝、大 古 坪，分 布 的 种 类 多（３６种）、数 量 大。

由于栖息生境差异大，这些低海拔区域分布的种类

也随环境而改变。在水田、水坑、田坎草丛及土穴内

的常见种有秦岭雨蛙、黑斑侧褶蛙、泽陆蛙、合征姬

蛙、饰纹姬蛙，且数量较多。而居民区附近分布较多

的是多疣壁虎、黄纹石龙子、米仓龙蜥、北草蜥等，河
流中分布的 有 大 鲵、隆 肛 蛙 等，林 间 小 径 两 侧 的 草

丛、乱石滩里分布的为优势种颈槽蛇和斜鳞蛇及少

量的王锦蛇、黑眉锦蛇、乌梢蛇、宁陕小头蛇与黑头

剑蛇。

在海拔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ｍ 之 间 的 区 域，比 如 西

河、三官庙，小溪中分布有少量的太白山溪鲵，阴凉

潮湿地段分布有黄斑拟小鲵、中华蟾蜍，菜花烙铁头

等；该区域的秦岭蝮基本上均匀分布，仅在西河中咀

梁的分布数量偏多。

在海拔２　０００ｍ以上的区域，分 布 的 两 栖 爬 行

动物种类单一、数量较少。其中，在三个包、光头山、
野猪荡和草坪地区，林下小溪的部分地段分布有山

溪鲵、黄斑拟小鲵、隆肛蛙，而在坡面上则分布有菜

花烙铁头和中华蟾蜍。秦岭蝮为该区内分布海拔最

高的种类，分布海拔高度可达２　７００ｍ。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物种的确认

在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对佛坪自然保 护 区 两 栖 爬 行

动物进行的资源调查中，发现区内有１１种两栖类和

１９种爬行类［３］；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 的 综 合 科 学 考 察 又

为名录中增添了山溪鲵、大绿臭蛙、米仓龙蜥、多疣

壁虎、蝘蜓、北草蜥、华游蛇、宁陕小头蛇、白头蝰和

山烙铁头，但删除了其中的棘腹蛙和云南龙蜥（Ｊａ－
ｐａｌｕｒ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ｓｉｓ）［４－５］。相 比 之 下，本 次 调 查 重 新

确认了区内棘腹蛙的分布，并发现区内还分布有太

白山溪鲵、宁陕齿突蟾、太白壁虎、枕纹锦蛇和黑背

白环蛇，但认为鳖（Ｔｒｉｏｎｙｘ　ｓｒｎｅｎｓｉｓ）只是分布于区

外而不该列入为保护区物种组成。其中，枕纹锦蛇

为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综合考察时采到的标本，以前在资

料整理中被遗漏；宁陕齿突蟾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６日采

于区内凉风垭，太白壁虎在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日采于

区内岳坝，它们的模式产地分别在宁陕县平河梁和

太白县黄柏塬，此次调查发现了它们的新分布点（图

１、图２）［６－１２］。
对于区内分布的山溪鲵属（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ｐｅｒｕｓ）种类，

文献仅记载山溪鲵分布于海拔２　０００ｍ左右的凉风

垭，本次调查发现还分布于海拔１　９００～２　５００ｍ的野

猪荡、草坪和光头山等地。通过对比太白山溪鲵模式

标本特征［１３］，发现区内海拔１　４７６ｍ的西河傅家湾和

海拔１　６５０ｍ的三官庙泠冰沟也分布有个体比山溪

鲵大的太白山溪鲵。然而，最近遗传学上的研究认为

秦岭地区只存在一种山溪鲵属物种，且应归属为西藏

山溪鲵（Ｂ．ｔｉｂｅｔａｎｕｓ）［１４］。因此，有关区内是否存在２
个山溪鲵属物种，及分布的是否只是一种西藏山溪

鲵，还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确定。根据形态特征，
暂列为２个物种。

３．２　物种的保护管理

调查表明佛坪自然保护区分布的两栖爬行动物

种类多、数量大。５４．５％的陕西省重点保护的两栖

爬行动物被 发 现 于 区 内［１１］；区 内 的 许 多 种 类，如 白

头蝰、大绿臭蛙、宁陕齿突蟾、宁陕小头蛇等，是在秦

岭地区分布范围非常狭小的物种；还有一部分种类，
如棘腹蛙、山烙铁头，是在秦岭地区仅见于保护区内

有分布的物种。此外，虽然受到过去的偷捕及２００２
年与２０１０年２次特大洪灾的影响，使国家重点保护

动物大鲵的种群大幅下降及栖息地遭受到严重的破

坏，但大鲵的野生种群在区内仍保存有一定的数量。
可见，佛坪自然保护区应该是秦岭地区两栖爬行动

５２１第３期 巩会生 等：佛坪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的组成与分布



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性区域。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

自然资源，建议加强三方面的保护与管理工作。

３．２．１　强化对两栖爬行动物的保护意识　两栖爬

行动物如同其它野生动物资源一样，在生态系统中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们当中有许多种类

也是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保护的。如果观念淡漠，
将会致使野 生 蛇 蛙 减 少，虫 鼠 害 加 重，生 态 环 境 恶

化，因此应加强对它们的保护意识。

３．２．２　加强对两栖爬行动物栖息环境的保护　栖

息环境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两栖爬行动物的生存

繁衍。以往偷捕大鲵时投毒、电击、轰炸等手段，造

成水质污染，水生昆虫减少，及两栖爬行动物食物短

缺，甚或种群绝迹，希望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此

外，保护区在扶持社区经济发展时，应注意本地物种

的繁育，杜绝 引 进 非 本 土 物 种，提 防 外 来 物 种 的 入

侵，以避免酿成对保护物种的威胁［１５］。

３．２．３　加强调查监测工作　调查监测应该是保护

区的基础工作。只有了解了区内分布的资源，才能

对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与管理。佛坪自然保护区野

生动物种类繁多，资源丰富，素有“天然遗传基因库”
之称。本次报道的４４种动物基本反映了区内的两

栖爬行动物组成，但也还可能有不少种类待发现，建
议今后加强对两栖爬行动物资源的调查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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