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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垠地区两栖动物的群藩缦臧

及生物量的研究

李芳林 陈火结
(中 国科学院昆明分院生态研究室)

徐家坝地区位于哀牢山北段西坡,海拔

2500-26θ O m,东经101° 01',北纬24c31′ 。

由于植被类型的复杂和多样化,导致了两牺

动物洒息环境的多样化。因此,徐家坝地区

两栖动物 n勹 物种相对较多,共分布有17种。

具有 2种特有种。

云南省哀牢山北段西坡的徐家坝地区,

由于植被类型的复杂和多样化,肓原始的高

大常绿阔叶林,茂密的次生矮林、灌丛,稀

疏的滇山扬林,密布毛蕨菜等的草地和长满

禾草的沼泽、半沼泽化的草句等类型,导致

了两栖类生境的多样化。因此,徐家坝地区

的两栖动物的物种相对较多,在云南分布的

81种 中,该地区分布有17种 ,占 21%。 具有

某些特有种类,如哀牢髭螗和景东齿蟾 (杨

大同等,1983)。 所以对徐家坝 地 区点t两 沲

动物的群落组成及生物量的研究,在研宄该

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及功能和人类活动

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工作从1g82年 3月 份起至1θ 86年 6月

份止。对徐家坝地区的两插动物作了主态观

察和标本的采集工作,在此基础上,1984年

选了 8个样方,样方情况简介如下 :

8个 样方中,流溪型 〈田蜿溆、汪耀明

等,1986)样方4个 (⒈返号),静水型样方
⒋个 (5-8号 )。

l‘ 流溪型祥方 各样方面积均为 硅θ0M岔 ,

常年流水的山溪(图略 )。

1号 样方 原始林植被类型,周圊密布

高大的常绿阔叶袜,林下层为 茂 密 的 箭竹

层,植祓密阴,结构复杂,地势较陡,水流

内多枯枝烂叶,水底有机质丰富,底质均为

砂、石。水流清沏,透明度高,呈弱黢性 ,

pH值约为 6.5。

2号和 硅号样方 除地势较平缓外,其

他方面与 1号祥方 基本相拟。怛分布地点不

同。

s号 样方 次生林植被类型,样方周围

密布经十几年葫岌的次生林:在 60年 代 后

期,高大的原 始 森 林 技砍伐,后经自然诙

复,现在狄生抹生长茂盛,水流基底及条件

与 1号祥方同。

2.静水型样方 各样方面积均为厶00Mz,

(图略 )。 均处于开阔地内,无高大乔木,也

无低矮的灌丛。人类活动对该类型的环境影

响较大。

5号 样方 半沼泽化草地,植被以吸水

较好的泥炭藓属 (Sp屁σgⅡⅡ⒆ 为主,夹 生

部分喜湿禾草植物。雨季多 水,旱 季 水 较

逍
浊方

本文于 1θ 86年 “月胜日收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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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6号 样方 季节性积水凹地,只有 5月

下旬至 6月 初雨季来临时才开始积水,12月

初就干 涸,植 被 主 要 为 灯 芯草 【J"″ c″s

召r∫
"s·

sL。 ),有 少~量 毛蕨 某 (P′εr氵df"″

r纟 v。 ru扌

"妨
和禾草。.

7号 样方 沼泽地,处于长年流水的山

溪岸边,曲于流溪内水的经常浸入而长年积

水,植被主要为灯芯草,也有部分 禾 享生

长。

8号 样方 徐家坝水库边两栖动物喜欢

生活的地方。该水库汇集了徐家坝地区的各

条溪流。由于水库一年-度的放水和关水 ,

该样方内的禾草也一年一度的生长和死亡 ,

死亡的植物残骸就积存于水底,因此j该地

有机质丰富。水庠底约有 1000M2的 亩积不

能全部放干,所以全年有水,为昭觉林蛙的

水域条件都截然不同。

祥方选出盾,从 2月 起至12月 止,每月

查样方一次,全部捕获蝌蚪,幼体及成体:

称、量后又放回原处。静水型样方内的蝌蚪

测量是随机选取不同的 5点 ,每 点面积为

1″m:,全部捕获蝌蚪,测量后放田原处,

然后利用5点的平均值,计算该样方内的蝌

蚪数,利用上述方法得刭各拌方每月的两栖

动物个体数 (包括变态前后嘟 体)、 鲜簋

和种类,然后将所得的各数各月桕加。将流

溪型和静水型分别计算,求出每公顷内的两

栖动物个体数及鲜重。1985年 7月 至1986年

6月 ,又 对各个种在徐家坝地区的活动情况

进行了季节性调查。

结 果 及 讨 论

1.群落组戍

徐家坝地区共分布两栖 动 物 17种 (表

于 2目 、5科、6属 (见表 l)。     ∶

其中昭觉林蛙蝌蚪只生活于静水,但幼

綮殪提供了很好的水域条件。因此,昭觉林  l)。 它们可明显地分为两个群落,即流溪型

蛙蝌蚪除了 9、 10月 未能采到外,其他各月  群落和静水型群落。流溪型群落由12种两栖

都能在水库内采到。 纲的动物组成。隶 属 于 1目 、硅~科 、6属 。

流溪型样方和静水型样方的植被类型和  静水型群落由 7种两栖纲的动物组成。隶属

表 1 备样方中两牺动物的种类缀成

流  溪  型 铮  水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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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和成体可生活于流水和静水。双团棘胸蛙

蝌蚪主要生活于流水,但幼蛙和成体迪在静

水内发现。因此,该 2种蛙既是流溪型群落

又是静水型群落的成员。

表 2 各个生境类型中的优势种和稀有种

对两个群落的组成,从微生境方面进一

步分祈,可看出各生境类型中的群落组成情

况 (见表 l,同时参看表 2)。

从表 2可看出,在流溪型群落中,哀牢

水域类型 样方序号 分布种歆
二
饣 秆  有

衷牢赀蜂 (76.e查 )

哀牢髭蟑 (查 8.i3)

哀牢蓬绦 (2θ .1‘ )

双西棘呜蛙(28.14)

哀牢齐轩 (5苍 ~s2)

棘肛蛙(o.20)宽头垤屋瑭(0.10)

大花虍辖(o.10)￡钅察蜍(0.10)

ε召觉杯莛 (o.【 0)双匠蒋药蛙((o.1B)

傲藻铃楚(o.夕 )

稼旺蛙(0,妒 )

大花隹虼(0.1o)

EΞ 觉扌莛 (】 。口)

绶《楚盱(1.碴θ)

齐.
!
亠

业F
 
 
 
 

艹
小 

 
 
 

〓〓
一

奎

6

G

主兴村蛙 (9淫。6碴 )

宝兴树莛 (8弓 ,56)

宝兴村蛙(51.56)

昭笕杯蛙(40.12)

诏茭裤楚 (gθ .θ o)

蓝尾芰芽(03?)

红蜜疒婷(<0.0⊥ )

华;≡≡可莛(0.01)

云宵小生匚蛙(0.Ⅱ )

红狂麦圬(<0,01)

≡亳蚌穿(<0,Q1)华 ≡雨莛 ((o.01)

莰
=棘-鞋 ((0.o】 )

注:种名后括号内教宇为爸个歼在各样方内沙诈对革菸度 ;

髭蟾均为原始植被中的各个生境类型的优势

种,而在 3号样方,即次生林植被类型内,

哀牢髯螗的相对丰盛度降低,但仍为优努种

之一,该类型优势种增加了一种,即 双团棘

胸蛙,优势种发生了变化。在静 水型 群 落

中,宝兴树蛙为半沼泽地和季节性积水环境

的优势种,昭觉林蛙为水库内的优势种,而
沼泽地内的优势种为两种,即 宝兴树蛙和昭

觉林蛏。

从两个群落曲种类组成来看,流溪型群

落由于其生境的植被类型复杂,森林保存完

好,分布的两栖动物种类较多:静水型群落

由于其生境的植被简单,破坏较大,分布的

两栖动物种类就较少。前者约为后者 的 1.7

倍。

利用前述方法,得到1984年 2=12月 的月

平均值,再换算为每公顷内的个体数,得表

3。

从表 3可以得出,流溪型群落以相对丰

盛度较高的哀牢髭蟾为优势种,个体数最少

的有两个种,即云南臭蛙和宽头短腿螗,它

们只在 1号祥方内偶有发现。静水型群落以

宝兴树蛙和昭觉林蝼为优势种。两个类型的

群落组成部是以变态前的个体为主。流溪型

的变态前个体 占 91。 s2%,静水型的变态前

个体占g7.57%。 说明两栖动物完成变态后,

大多数都离开水域,营陆栖生活。

从调查中得到各个种周年内在徐家坝地

区水域内的生滔时间 (表 4)。 从表 4看出,

流溪型群落的成员蝌蚪期都很长,在发现的

6种 中,有的可长刭 3年的蝌蚪期,如衷牢

髭蟾 (陈火结等,1984)。 其活动期也很长,

有 5种聃蚪周年都可采到。相反,静水型群

落的成员蝌蚪期部很短,最长的昭觉林蛙也

只有 8个多月的蝌蚪期,能采到蝌蚪的时间

只有10个月。其他巳知的几种能采到蚺蚪的

时间只有 5个月左右。从变态 后 的 个 体来

看,流溪型群落的变态后个体周年在水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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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表 弓 徐家坝地区两栖动物的群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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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徐家坝地区两栖动物局年生活于水域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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隹活的时间部很长,冬手后开始入水中芏活

“时间早’∷在已灸l弘1种中9有 |扌

^1月

扮

戗开始进入水中生活,甚至在 n=12月 △寒

冬也能在水中采到。磁粪型变态后个体一年

内平均在水域内生活 7个月。而静水垦扌落

凼肢员,洙了昭觉林蛙外,用年在水中圭活

的时间都很短。在巳知的种中,大多数 从ξ

月份才歼始入水生活, 年内平均在水鼓内

生活 5个月ρ最少
^t为

:个月。如主兴树蛙

(李芳抹等 ,198s)。 某佘时河则 营 陆 栖生

活。        
·

2.生 物量

主拐量分别用个俸麸和菇覃表示,得表

5。

表 5 徐家琪地区两檑动物的圭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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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看出,从用个体浆表示内主彷

丘采巷,流溪型群落的生扔嚣猥 },月 △∶L

小。生扫逯极大月 (5虎 )△ 极小月 (l∶ 、月

之比为⒒ .3。 静水型群洛的生艹五锃大·月

交化大。生‰叠极大 月 (7月 )与 0i1小 月

(10月 )之比为
"9.δ

。是流溪豇陡室 t∶ ￡0.o

倍。
'∶

\以蛘重表示的生it至来蓿 ,t定汪亘群

洛i1圭扔置极大月01为 5月 ,但掇小月已变

为 8虍 :两者之比为26.8,比拄增大。艹水

≡群落乞t生物重极大月变为 逵月。汉小月仍

为10月 ,比值为 褪8,8:;'伍菇大。是:;:溪

型群忑比伍凼18.5涪。说明带水△群茬圭犭j

虽全年内分布设不均匀。生物量交{Li讠 毛度

相当大。晟两种方法 (个体麸和鲜重)表示

时,其妻物量极值月的变化是由于各个月内

钓幼体与成体的组成发芏了变化所豉。

谓查中发现,流溪型群蒋中妁个体,无

Ⅱ△文态前还是变态后的郡比静水型丰的

98

太。这可琵与璃△主长期蜘长短有关。
I

在静水工群落中·F∶
j觉衤蛙狂筇家坝水

库内和亨兴 i讨蛙苣孚节性丁水妁 6号样方内

萦莛盘部罕大·△该薛落的生△量枣化i1砉

决定诖Ⅱ怍△。l亥群苌△另蚪峦度裉当六。

妇E∶ 兴村蛙 7月 廾t6亏 拧方穴 ,共有f}蚪

201δ U个 ·每平方*l内 约有 50。 哇个,有时在

较集中亭j点上 (如 T月 ),每平方米 内 可高

达 1逆 0个 。水库内 (8号祥方)硅 月佾由于水

位下降,磊抖妁不誓 .亭:中 ,主库边样方中有

罪叫8823个 ,每耳:方 未穴有lz个ρ有时在玟

箪巾I!点上 (如 弓月 ),△ 十 万*内可高达

7G8,8∴ '1、 。在流汪△T∶ 汪中,扒未发珥此种

情况。

从以上识查tⅠ看出,森替的破坏对两栖

动物的种类影响很大。在沈翠犁△水域内,

森林保存完妤,植被纬构复秤l昕以两柄动

物种类薮衷多 (12种 )。 在莽水型水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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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森林的破坏η使原始森林9为狄生杯豉

毛蕨菜草地,沼泽化、半沼泽化草甸等,使
复杂的植被类型演替为简单的植被类型。由

于生境的变迁,使两栖动物的种 类 由多 变

少。

从生物量来看 ,· 由于流溪型的森林保存

完好,流溪内的周年温度变化不大,各处流

溪的环境条件相差甚微,两栖类的蝌蚪可分

布的面积大,因此,调查中得到的用密度表

示的生物量不大,而在静水型内,由于森林

植被的碳坏,其环境温度直接受 日照 的影

响,因此年变化大。雨且能供两栖类繁殖的

水城仅仅只有几处比较小的地方,所以,静
水型群落的两栖动物涂了昭觉林蛙能在水库

内繁殖外,其他种只有在温度条件和水域条

件适合的 5-θ 月份内集中繁碹。这祥就造戍

了密度相当大的情况。另一方面,两栖动物

属于变温动物,外界温度对它们的影响大 ,

在流溪型群落内,由于植被密阴,水域受日

照影响不大,大多数流溪不能接受日照·因

此9周年温度都不高,所以,两栖动物的密

度不大。反之,在静水型群落中,水域直接

接受日照,在繁殖季节的水温要高于流溪型

的水温,因此,两栖动物密度大。这样就得

This paper dea1s with the commu·

nity composition and the biomass of the

amphibians o￡ Xujiaba district,Yunnan,

on basis of ecolo,bical investigati0n conˉ

ducted from λ压arch1θ 83 to Iune 1986。

Situated on the Testern sIope at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Ai18o ∶\/Fountain,

2Oi

到了静水型群落生 物量远远大于流溪型群落

的生物量。同时表现 出了两栖动物种类多的

环境类型 (如流溪型)内,个体数重少,而
两栖动物种类少的环境类 型 (如 静 水 型 )

内,个体数量就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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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N and 1o1° 01′ E, altitude 2,5oo

-2,600 m,Xujiaba provides vario⒒ s

kinds of environments for the amphibia且 s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vegetation。  17

species,or21%of the amphibian speˉ

Gies of Yunnan, are found in this area,

Including 2 endemiG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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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H|BlANs OF× UⅡABA, YVNNAN

Li Fa殂 glinˉ Chen Huo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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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ere are tw0types of community,

lhe Rivulet Type Community(RTC)and

the stabIe VFater Type  Community

〈sWTC)。 RTC c。 nsists of12species, of

、vhich  讠
'fbr氵

ssgphorcr  cffno,,,fc¤   with  a

relative abundance of  诠θ。56钅侈 is  t廴e

dominant species;and sWTC is composed

。f 7  species, of  svhich   刀乃σcopfI。r"s

dⅡ grj扌纟f and 刀c`cz丿cp°,:;ε g c乃σoε而fσ o纟P9s:s

with a relative abundance of 55ˉ 。?O and

36.24%, respect∶ vely are domi犭 ant。 T了o

species,刀。 丿.ε乃σoc而 fεoe`sfs and 刀。

p乃「vⅡo9d饣s belong to both  the comI】 uˉ

nities。  91.32% 0f the total individua1s

in RTC and 97.57% in sWTC are
larvae, i丑 diCati彐 g  that 皿0st of  the

a∶llphi0ians leave 、̀ater  and  live  on

land aftef  metamorphosis  ThC larval

sta巳e of the species in RTC is genera1ly

longer tha【Li皿 s′VTC。  Moreover, the

tin】e for the meta跑 0rph° scd individuals

°f the species in RTC to  live in

、vater is also generally longer  tharl

in SWTC。 The iEdividuals in RTC enter

water earlier  after  hibernatio】l  than

those in s1Ⅳ TC。

The bi0皿 ass0f the species in RTC

Der hectare is 1,026 in number or 3,

161.7 ξ iIl fresh body `ve∶ ght, and the

biomass in S`丙
rTc is6θ 。56θ  in number

or 66,碴 6查 。5  g iE WeigLt, This is due

probabiy to the re二uarkab1g differences

between thc eIlv∶ ronmeEts for the t丫 0

coⅡu】 ux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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