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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Herpeto1ogica sinica

两栖动物锄足蟾科中的髭蟾属仅我国特

有。迄今共发现 5种;其中哀牢髭螗乃 1θ g3

年由杨大同、马德三 等 发 现 的一新种。尔

后,对它的生态学进行了研究 (陈火结、李

芳林、肖 蘅 1θ泓),发现衷牢髭蟾为徐家坝

地区流溪型群落的优势种,它在研究生态系

统以及动物的演化等 方 面 都 具有工定的意

义,对它的生物学进行研究,可为倮护或利

用提供一些依据。

调查地点及方法

该工作是自1θ 82年以来在衷牢山徐家坝

地区生态系统研究站周围进行的,因其主要

分布于流溪,1986年 5月 至1θ 87年 5月 ,选择

了6条溪流,面积均为 100矿 的圃定样方,

(典型代毒如图1)o6个样方均为原始林植被

类型,结构复杂,自 然概况巳报道 (陈火结

藜霉髭蟾魏塞魏擎瓒究

‘李芳林 陈火结
(中 国科学院昆明分院生态研究所)

本文于1θsT年8月 】s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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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Bd)。 样方选定后,每月检 查两次,查
样方时捕尽成体、幼体 和蝌蚪,测 量其体

长、体重、尾长等,测量盾仍放回原处。计

算时取其平均值。

结果及讨论

I.外形透度

成体主要营陆牺生活,只在繁 殖 时的2

月上旬至4月 上旬才易采到。经过5年的标本

采集和查固定祥方所得资料,采标本2θ 号 ,

测量后放回原处38号 ,共得样本67号 。其中

俨鲳号,♀ 犰号。结果如下表一。

从各项的变异系数来看,变异程度从大

到小的排列颀序 是♀性 体 重→ J性 体重

一◇早挂体长一◇ J挂体长。

表 2 福关关系相相关系数的显著性裣验

。
’

诖 成 俸

标准差 丨 g。 8了 { o。 婚 | 15。 ss丨  o,38′

表 1 成体资料妁统计结果

J挂 成 体 {黛 怪 眩 休

相  关

非 相 关

总 变 异
|:s::·

2θ |萤2|    i  ̄ ∶    i ss° -.Tz

啻扌 P(0。 0】 (下同)。

注:查临舁 f值时,自 曲度都等于”2〈下同)。

表 2说明,J♀ 成体的体重与体长呈极

显著的直线正相关,相关系数极显著。

1.1 J早 体之间的体重 与 体长具有显

者差异。利用 t法检验。根 据 有关公式
艹

,

求得结果如表 3。

平
生 i嘤 |均 彐 ~上 ~辶 三

∵∵

遄∷±|置±逻噬

变异系数 丨  o.18  o.Os 丨  0.3⒍ |

采 积 和 :  I了3~8。 躬 了56¤ 。2δ

祥 本 数

相关系翠 |

o。 t2

注:用 I「,和执分别表示6体的体篁稆体长,y,和瑚分
别衰示♀体的体重和体i七。

利用F检验J♀ 成体的体重与体长的湘

关关系和 t检验其相关系数的显著性,其结

果如表 2。

体

据表 1数据可得体重对体长的回归方程

分别为 :

J佳:       和♀性 :

利用F法检验回归关系的显著 性 ,t法

检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其结杲如 表 座。

从中知,J♀体的体重对体长都有极显

著的回归关系,而且回归系数都极显著。

该二直线回归方程说明,在 d’ 蟾中,体

长每增加或减少 1G皿 ,体重随之增加或减少

15.00g,在 ♀蟾中,体长每漕加或减少1cm,

则体重也随之增加或减少21.2ェ±o

2.分布

根据调查及历年来的资料,哀牢髭螗的

2厶

变异来源1

△平吾浯 :平
t值鄱极显著 ,说明两性之间 的 体重与

体长都具有极显著的差异。

1.2 cyi♀ 成体的体重对体 长的 —元直

线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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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差异显著性裣验缭果



F  } 平方和 |自 由变
:茏

 为 : F  
·
 9

∈鼯::FT≡∵罗:≡

表 4 回归关系和回归系数的昱著性裣验

|  '廿 戍 体   |  ♀ 诖 成 体|  '廿 戍 体   |
-ˉ一-¨ ˉ¨̄

|ˉ
——ˉ̂̄ △— —ˉ

Tˉ
ˉ̄ ^̄⋯ -;— - ~ ˉ̂ˉ —̄ˉ  i

总 变 异

表 5衰 牢 髯 熔 的 分 布

ι
R圪 经、 纬  度 海 拔 高 度 贲 料 采 源

西双版纳 罗::营丨二::9∶号。伊
· 刘承钅刂等  19sO艹800 λ刂

元 盘 山 101CO5′ E氵 2‘
:28′ N 】GO0-2200 h】 文刂承钅1等  19sO芒

徕家坝地区 10⊥
·
θ1′ E· 2矿 32′ X 2200-2eOO llI 笔  者 1g8钅

哀牢山东坡 1tOoˉ 2200 ′汪 完￡去玺 :重  1gs奎

祷 刘承钊等当时仅采到斜蚪,未定名,后经资料对用,匣为哀宰髭螃。

分布总结如下 :

据炭 5,其 分 布 区 海 拔 高 度 为 800-

2e00m,范 圉约合东经 99° 5过
′△08° 5厶 '‘ 光

缔 21° 2s'-2Γ 32'。

3.栖 息环境

哀牢髭螗成体主要生活于原始森称内 ,

擅物群落结构复杂 ,环境潮湿,光照较弱的

涅性常绿阔叶林带。周年大多数时间营陆插

生活,只有在繁殖期的 2-4月 内进入水内繁

。p。

4i镢 蚪

裒牢髭螗的蝌蚪期很长 ,一般要越过两

体簋(y)g  卜 体甘(∷λ正

硅iO 70

平 方 和 2s18.6t

平 均 值 3.54

个冬天才能完成变态。在任何时候都能采到

三个年龄组的蝌蚪。

为了进一步研究其生长规律等 ,于 87年

二15月 间,在 6条溪流内共采集 测 量蝌蚪 8

^,标
本 ⒒6号 ,测量后仍放回原处 .分别

司Y表示俸 重,Ι ,、
△2、 -3和∝‘表示体长、

体宽、尾长和尾高·结杲如表 6。  .
从变异系数知,变异最大的为体重 ·交

异最小的为体长,其它各顼的变异居中 o

逆,1 相关关系和相关系数

利用有关公式求出体童对其它各项的梯

夫夫系,然后进行相关关系和相关系数的显

著性检验,结杲如表 7。

F值极显著,说明体重与其它四顼都有

表 6 衰牢髭辖噼蚪趵体堇、体长、体宽、尾长和尾高的测量统计结果
¨ ˉ ~---ˇ ⋯ 唪

一
∵

ˉ

忭宽(→咂 i~_量型:二二~⊥t~翌±罗

标 准 差 3,】 8

哇78。 00 120.30

了84。 ?查 2硅1.22 21厶3.04 ⊥3⒏ 。sθ

2.s1 {。 3T ‘。】2 1.04

o.t1 o.‘ 1 1,23 o.θ 5

o。 28 o。 32 0.22 o。 a‘

-9均 均 ~,y灼 氵 J:亠·
Σyy:
4弓刂。go

ェ2θ2.12           】I8· g1            ,o′ ū亠              ·̌··̌ˇ苔3`~01t18。 g1

变异系麸 o.so

￡Σ,y:‘

12t‘ ,2g
秉 积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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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衰牢髭镥蝌蚪体置对真他四项的葙关关系釉相关系数的显蕃性捡验

=I亟
丁二⒈宝I士∶

 ̈  相关方羞    |  】OFs.lB    |  “

¨̈Γ̄冖̂丁~¨~~~⒈∵一面泓^ˉ
|ˉ
~

(1) 因相关自由度为 1, 所以相关均方等于相关方差t趺表内未列出。
(2) 查F表时,自 由度鄯为 (】 ,t】硅)氵 查 f表时,自 由度均为⒒‘。
(s) 相关系数的显著怪裣验也可以苴接查相关系数显著性捡验丧,自 曲度鹿△-1,即 Ⅱs-2=1】‘,挂童表知,鄱极

显著。

显著的相关关系。从相关系数值知,具有极

强的正相关。t值 极 显著 ,说明相关系数极

显著。

硅。2 回归关系

硅。2.1 回归方程的建立

首先建立了体重对△它四项的四元回归

方程,再进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捡验后知 ,

体重对尾长和尾高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 ,囚
此,该二项对体重莳 影 f向 不 大,可不加考

虑,覃新建立体重对傩长和体宽的二元直线

回归方程。

利用有关公式 ,求出体重 (y)对体长

(豸1)和体宽 (t⒓ )的二元直线回归方程为 :

I/=2.11X1+3.7oX多 ^6.83。

4.2.2 对此二元直线回归 方程的 回归

关系用 F法进行显著洼检验,缡杲如表 8。

表 8 回归关系的显善性捡验

变异来源 } 平方和 I自 由度∷ 均 方 :  F

i 攵088.至 t ∶  2 }

辶里 ~Ι生 :

i1如姿。亻8丨 ェ15!

F值莜显著,说明此二元回归关系极为

显著。

4.2‘ 3 对此二元回归方裎的二 个 回归

系数进行 t裣验。
,

利用有关公式求出 :

' ∶     f】 =8.91

扌2=硅 。35

按 自由度为"-20116-2=n4查
t表

`

知扌1和 {2都极显著。说明该二元直 线回归方

程的两个回归系数都极显著,因此 ,该方程

对依变攮的理论值氵作估测,结论较可靠。

F 舌 忄堡卢蓖体
x早 牲威休

X

{本大(crt冫

图 2 两性成体体重对体长的回归直线

⊥面妁二元直线回归方程说明.当 铱宽

不变时.体长每增加或减少 1cm,傩重会同

时增或减 2.⒒g,而当体长不变 时.体宽每

嘈或减 lcm时,体 重 会 同 时 随 之 增或减

δ。?θ g。

4.2,吐  对此二个回归系数 的 影响程度

进行比较。将二个回归系效都化成以标准差

为单位的纯数 ,即标谁田归系数 扩o

a
ˇ

划

亠
≡

脔 回 归

总 变 异

5厶4.Og   sOQ.查 :*艹

0.⒊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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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有关公式求出 :

b∶ =0。 在6,

b:=0。 51。

因为 |弓H>|6fl
所以说明体宽对体重的影响大于体长对

体重的影响。

4.3 若干有关指数

对各个种的蝌蚪进行研究;找出一些固

定的比例恃征或指数,对于找出各个种之阆

的区别以及野外工作中蝌蚪的鉴别,元疑是

有意义的。为此9对裒牢髭蟾蝌蚪的几个指

弦进行了计算。

±、3.1 相刺
ˉ
尾长指数 J了乙=

尾 长

体攵十尾长
=:0.56冖 0̌。 δ3(勇 r=ˉ

·÷0‘ C3夕

sD:9=o.o硅 。(勇 :平均值,″:样本数 ,

SD:标准差 )。

各项变异数分别为 :

/rL=SJr“/Ξr乙 ·100%=9.68%;
/-夕 =S彐r夕/勇F刀 ·100%=12.00%,
r/:ε =sD:召 /兖 BB· 100%=7。 41%,

所以变异最大为相对尾高指数,最小为

相对体宽指数,相对尾长指数居中。

5.繁 殖

哀牢髭塘拘繁殖蕺为2-硅 月份。每年1月

下旬J螗迸入水中。隐于溪内 较 大 的 石块

下。2月 初至4月 上句,♀ 蟾陈续入水,抱对

产卵,产卵盛期为 2月 初至 3月 上旬。产完

后,♀ 螗离水雨去。J蟾则继续停留在产卵

处的石玖下,有卵团的石块下,几乎都能找

到J螗。集群产卵相当普遍。1987年 3月 ,

进行过全面调查,发现不少石块下有许多不

同时间产的卵团 连 成 一片 (图 3),多达17

尸,在这些卵团下只发现一个J蟾 ,从未发

现2个或2个以⊥同时停留在一个石块下的潢

况。这种现象可能是 “
雄螗有等待再次抱对

的行为
”

〈陈火结等198递 )。 以上情况说明哀

胀_
蚁

叼=116, SDrL=o.o6)

⒋⒊2相 对
早嵩指数△H=翼 -

=0.23~0.32(峦 r厅=0.25,彳 =116.′ sDTr

=0。 θ3);

4.3.s 相对体革指数 f氵:=簿
遭

=0.座 7~0.6逵 , (勇 :￡ ==0.5连 , 饣=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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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髭蟾有 1J多 早现象。

哀牢髭蟾的♀J挂比较难确定,因为♀

的入水抱对产卵后马上就离开水城,不易捕

到。如杲在产卵前期搐测,会 曲于还有部分

♀蟾耒入水而测不准确,如杲在产卵后期捕

测,也会由于部份♀蟾离去而洳不准读。因

此,必须从一开始繁殪就捕 沮J直 到 繁殪结

束。关于早J挂 比 问 题 有待今后进—步探

讨。

s。 哀牢髭蟾的鼯蚪生物量及周 年 数 量 变

动

蝌蚪的生物量及盏重变动女Γ图 4。 圭 物

蠢用月平均缂重以克为单位 ,则每公顷内月

平均缂重生物量为3855g。 生物量5月 最大,

每公顷鲜重9575g(两年平均数 )。 最大时可

高达⒒120g。 困这时当年产 的 卵 已蒋化完

毕,最小月为 10月 和 Ⅱ 月.每公顷内舞重

9θ 0和 970g。 从个体数床看,情 况 也棺同。

囹犭 衰牢髭辖蝌蚪变物爨和个体数周年内变
动曲线

个体数从 6月 起至10月 逐渐下降,有两方面

原因,一方面由于雨季来 临,流 溪 的 流盘

大,蝌蚪比较分散 ,另 一方面 ,部分蝌蚪逐

渐死亡。因此。单位面积内的个体数渐减。

从12月 到 2月 数曼的增加,主要由于水流置

的减少,蝌蚪相对集中所致。3月 到5月 的增

加与水的减少和当年卵的逐渐孵化有关。从

弊重来看,还包括个体体重渐增的因素。其

变化请况与个体数变化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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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为保护哀牢髭蟾,必须倮护森林。

森林保护,不仅能为该动物创造一个良好的

生活环境、隐蔽场所和繁殖场所,而且也能

为昆虫等无脊椎动物提供繁殖、生存场所 ,

从而为该物种提供丰富的食物。

2,严禁滥捕乱提。该动物在繁殖期极

易捕到,当地居民有捕食该螗的刁惯,庳加

以制止。同时加强对当地群众作保护动物的

宣传工作。

另提一点建议,对科研工作者也应引起

重视.象发表在 《两栖爬行动物学报》1986

年第5卷第座瑚上的一简报
“
九龙山崇安髭蟾

角质刺数目的变化幅度
”

中所 谈 及 的 那祥
“
在11月 上旬采获标本102只

”
的大量捕提、

讠l乎有点不要。虽然不是裒牢髭螗,这里也
’
想提及一下。科研工作者都知道,在繁殖季

节的大量撺捉,对动物昀破坏 是 相 当 严覃
jt。 当然,为 丁内部结构的解剖、染色体、

食挂等方面的研究,不得不采,怛也可考虑

-物多用,尽量少捕。外部特征的研究,可

采用捕提测量有关数捃后,仍放回原处的方

法,这更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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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weight to the body le丑妒h for adult 卫ales is Y∶ =15.00X1-63,迳 9; and that

for fema1es is Y2=21.21Xrˉ 108.39. The binary ⒒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of the

b0dy 丫eight to the body 1ength and body `vidt扛  ￡°r the tadpoles is Y=2.11Ⅸ
∶王+

3.7oX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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