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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湖山两栖动物多样性的时空格局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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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具有很高的生态环境价值．为掌握广东省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外两栖动物多样性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下的动态变化，设置调查样线１３条，涵盖河流、湖泊、池塘、林地、溪流和水

田等６种生境类型，于２０１８年４月中旬、６月初和７月底开展 两 栖 动 物 多 样 性 观 测．观 测 期 间 记 录 两 栖 动 物１０种１

７９４只，隶属于２目６科９属，其中黑眶蟾蜍、沼水蛙和饰纹姬蛙为区域内优势种，被ＩＵＣＮ列为濒危等级（ＥＮ）的虎

纹蛙为少见种，版纳鱼螈、花狭口蛙和花姬蛙为本次调查少见种．两栖类动物的丰富度和多度与物种繁殖季节相关，４

月丰富度和多度以及相对多度均最高，为１０种、１　１４４只、６３．８％；生境类型影响两栖类多样性，河流生境物种丰富度

最高、为９种，水田生境物种多度和相对多度最高，为７６８只、４２％，林 地 生 境 丰 富 度 和 多 度 均 为 最 低．保 护 区 内 与 保

护区外物种多样性无明显差异．２０１８年观测的两栖动物多样性远少于本区域已有记录．建议建立长效观测机制，根据

两栖动物时空分布格局，有针对性地制定保护措施、提高保护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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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对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１］．两栖类动物作为脊椎动物水生到陆生过渡类群，在脊椎动物演

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两栖动物还具有很高的生态环境价值，两栖动物的生存和繁殖不仅能够影响生

态平衡，而且能够反映所处栖息地环境的质量，被认为是环境健康的重要指示类群．目前，全球两栖类生存面

临巨大挑战，正在经历种群的快速下降和灭绝，因此，实施对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及种群动态的长期监测刻

不容缓［２－４］，为此，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构建全国两栖动物生物多样性观测 网 络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Ｎ－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栖类监测［５］．
鼎湖山位于广东省肇庆市东北部，最高峰鸡笼山海拔１　０００．３ｍ，与最低谷高差约９７０ｍ，山势高峻错

落，地形复杂多变，小气候、植 被、土 壤 等 自 然 要 素 垂 直 分 化 明 显，植 被 演 替 完 整，被 称 为“绿 色 宝 库”．１９５６
年，鼎湖山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７９年成为我国第一批加入联合国教 科 文 组 织“人 与 生 物

圈”计划的世界生物圈 保 护 区［６］．鼎 湖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以 下 简 称 保 护 区）东 距 广 州８６ｋｍ，南 临 西 江

３ｋｍ，西离肇庆１８ｋｍ，北与九龙湖相邻，地理坐标为东经１１２°３０′３９″～１１２°３３′４１″，北纬２３°０９′２１″～２３°１１′
３０″，总面积１　１５５ｈｍ２．鼎湖山处于北回归线南侧，属南亚热带季风湿润型气候，夏长冬短，热量丰富、雨量充

沛，山涧溪流终年不断，为两栖类提供了适宜的栖息环境，根据资料记载，鼎湖山共记录到两栖类２３种，隶属

于２目６科，因此具有丰富的两栖类物种资源［７］．鼎湖山保护区内外两栖动物动态监测是全国两栖动物多样

性观测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通过观测掌握该区域内两栖动物多样性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下的动态变化，可反

映北回归线、南亚热带季风区两栖动物多样性区域特点，分析探讨两栖动物受威胁因素及物种保护状况，评

价保护成效，为当地乃至全国两栖动物保护、管理部门科学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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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方法

１．１　样线设置

根据鼎湖山现有两栖动物生活习性、栖息环境特点、干扰类型和干扰程度，结合生态系统、生境代表性和

典型性，在保护区内及周边选择６种生境类型设置１３条样线（样线编号Ｙ１－Ｙ１３），涵盖河流、湖泊、池塘、林

地、溪流和水田等６种生境类型，样线Ｙ１至Ｙ９位于保护区内，共９条，样线Ｙ１０至Ｙ１３位于保护区外，共

４条（图１、表１）．
表１　鼎湖山观测样区样线信息

Ｔａｂ．１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ａｍｐｌｅ　ｌｉｎ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ｎｇｈｕｓｈ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ｒｅａ

样线编号 地名 起点经纬度 终点经纬度 样线长／ｍ 生境类型 人为干扰类型 干扰程度 栖息地状况

Ｙ１ 鼎湖
２３°１０．７２４′Ｎ

１１２°３２．２０２′Ｅ

２３°１０．６５０′Ｎ

１１２°３２．１５４′Ｅ
１９０ 湖泊 旅游开发 弱 人为干扰

Ｙ２ 飞堑桥
２３°１０．５７２′Ｎ

１１２°３２．２３７′Ｅ

２３°１０．５７７′Ｎ

１１２°３２．２７７′Ｅ
１６０ 湖泊 自然状态 无 自然状态

Ｙ３ 飞水潭
２３°１０．５０３′Ｎ

１１２°３２．４８０′Ｅ

２３°１０．５１２′Ｎ

１１２°３２．５４３′Ｅ
１９０ 河流 旅游开发 弱 人为干扰

Ｙ４ 荣睿碑亭
２３°１０．３９１′Ｎ

１１２°３２．５３３′Ｅ

２３°１０．３７９′Ｎ

１１２°３２．６３２′Ｅ
１９５ 溪流 自然状态 无 自然状态

Ｙ５ 院士基地
２３°１０．２２６′Ｎ

１１２°３２．６９８′Ｅ

２３°１０．１９８′Ｎ

１１２°３２．６５９′Ｅ
１３０ 林地 自然状态 无 自然状态

Ｙ６ 旱坑口
２３°１０．０８５′Ｎ

１１２°３２．７９１′Ｅ

２３°１０．０４５′Ｎ

１１２°３２．８３０′Ｅ
１１５ 林地 旅游开发 弱 人为干扰

Ｙ７ 保护区大门
２３°０９．９５９′Ｎ

１１２°３２．９０８′Ｅ

２３°０９．９２０′Ｎ

１１２°３２．８９０′Ｅ
１９５ 池塘 自然状态 无 自然状态

Ｙ８ 鼎湖幽胜牌坊
２３°０９．８７１′Ｎ

１１２°３２．８４３′Ｅ

２３°０９．８１４′Ｎ

１１２°３２．８５６′Ｅ
１３０ 河流 旅游开发 弱 人为干扰

Ｙ９ 迪坑
２３°０９．７２６′Ｎ

１１２°３２．８０３′Ｅ

２３°０９．７１８′Ｎ

１１２°３２．７４３′Ｅ
１２５ 河流 自然状态 无 自然状态

Ｙ１０ 红岭村
２３°０９．２６０′Ｎ

１１２°３２．３４４′Ｅ

２３°０９．２４１′Ｎ

１１２°３２．４４５′Ｅ
１７７ 河流 固体废弃物排放 弱 人为干扰

Ｙ１１ 铁路
２３°０９．０１８′Ｎ

１１２°３２．５０７′Ｅ

２３°０８．９６８′Ｎ

１１２°３２．５５２′Ｅ
１２０ 河流 固体废弃物排放 弱 人为干扰

Ｙ１２ 鸡梯
２３°０８．８１７′Ｎ

１１２°３２．２５９′Ｅ

２３°０８．９３６′Ｎ

１１２°３２．３１４′Ｅ
２７０ 水田 水污染 中 人为干扰

Ｙ１３ 蕉园村
２３°０８．７２８′Ｎ

１１２°３２．７７８′Ｅ

２３°０８．７８４′Ｎ

１１２°３２．８０３′Ｅ
１６３ 池塘 放牧 弱 人为干扰

１．２　布设方法及观测记录

１．２．１　样线法

根据南方山区生境复杂、水系发达等特点，考虑交通可达性，样区样线长度１１５～２７０ｍ，样线宽度２ｍ，

每条样线每次由３人同时完成，以速度１ｋｍ／ｈ行进，均由相同两人进行观测、一人记录，每条样线连续３ｄ重

复观测．根据两栖类的生活习性，选择４月中旬、６月初、７月底，于日落半小时后（１９∶３０～２４∶００）进行观测．
１．２．２　观测记录

观测时打开手机奥维地图ＡＰＰ，将样线轨迹加载到ＡＰＰ中，记录样线起始时间、方位、海拔等时间和地

理信息，记录观测到的两栖动物物种和个体数量，以及水温、气温、湿度和ｐＨ等环境因子信息．
１．２．３　分类依据

物种鉴定依据费梁等［８－１０］和ＪＩＡＮＧ等［１０－１１］．物种保护级别、受威胁程度和濒危等级依据蒋志刚等［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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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区 系 划 分 参 考 张

荣祖［１３］．
１．２．４　生境类型划分

根 据 实 地 观 察 将

平均水 深 大 于１ｍ、河

面宽 度 大 于５ｍ 的 划

分 为 河 流，反 之 为 溪

流［１４］，此次调查生境类

型共 分 为６种 生 境 类

型，分别为河流、溪 流、
湖 泊、池 塘、水 田、林

地等［１５］．
１．３　数据统计和分析

１．３．１　相对多度

使 用 物 种 相 对 多

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进 行 比 较，

Ｒ＝Ｓ／Ａ，Ｒ 表 示 相 对

多度，Ｓ 为 某 一 物 种 的

个体数量，Ａ 为群落中

所有个体数量．
１．３．２　优势度

使 用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
ｋｅｒ优势度指数进行计

算，Ｐｉ＝ Ｎｉ／Ｎ ，Ｐｉ
为 优 势 度 指 数，Ｎｉ 为

第ｉ个 物 种 的 个 体 数，

Ｎ 为总个体数，Ｉ０．１
为优 势 种，０．０１Ｉ＜

０．１为常见种，Ｉ＜０．０１为少见种［１６］．

２　结　果

２．１　物种丰富度及多样性

２．１．１　物种组成

鼎湖山区共观测两栖动物１０种，隶属于２目６科９属（表２）．
区系组成看，此次观测到的两栖类均为东洋界物种，其中以华中、华南及西南区共有种为主，共计５种；

华南区物种２种，华中与华南共有种３种．生态类型以陆栖－静水型（ＡＴ）为主，占调查物种的５０％；其次为树

栖型（ＴＳ）、２种；水栖－静水型（ＡＱ）、水栖－流水型（ＡＲ）和穴栖型（Ａ）各１种．除虎纹蛙被ＩＵＣＮ列为濒危等

级（ＥＮ），其余物种均为无危（ＬＣ）（表２）．
２．１．２　不同月份丰富度与多度比较

不同月份两栖动物物种丰富度、多度以及相对多度存在一定差异，丰富度和多度结果显示：４月份１０种、

１　１４４只，６月份９种、２９６只，７月 份６种、３５４只（图２）；相 对 多 度 结 果 显 示：４月 为６３％，６月１６％，７月

１９％．４月物种丰富度和多度以及相对多度均显著高于６月和７月，７月份物种丰富度最低，６月份物种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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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对多度均呈现最低水平．从时间尺度看，４月份两栖类丰富度、多度以及相对多度为３个月份中最高．
表２　鼎湖山区两栖动物名录

Ｔａｂ．２　Ｌｉｓｔ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ｉｎ　Ｄｉｎｇｈｕｓｈ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纲、目、科、属［１０，１７］ 物种名 区系［１３］ 生态类型［８，９，１１，１７］

两栖纲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

　蚓螈目 Ｇｙｍｎｏｐｈｉｏｎａ

　　鱼螈科Ｉｃｈｔｈｙｏｐｈｉｉｄａｅ

鱼螈属Ｉｃｈｔｈｙｏｐｈｉｓ 版纳鱼螈Ｉｃｈｔｈｙｏｐｈｉｓ　ｂａｎｎａｎｉｃｕｓ　 Ｓ　 Ａ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蟾蜍科Ｂｕｆｏｎｉｄａｅ

头棱蟾属Ｄｕｔｔａｐｈｒｙｎｕｓ 黑眶蟾蜍Ｄｕｔｔａｐｈｒｙｎｕｓ　ｍｅｌａｎｏｓｔｉｃｔｕｓ　 ＳＷ－Ｃ－Ｓ　 ＡＴ

　　姬蛙科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ｉｄａｅ

狭口蛙属Ｋａｌｏｕｌａ 花狭口蛙Ｋａｌｏｕｌ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　 Ｓ　 ＡＴ

姬蛙属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饰纹姬蛙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ｆｉｓｓｉｐｅｓ　 ＳＷ－Ｃ－Ｓ　 ＡＴ

花姬蛙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　 Ｃ－Ｓ　 ＡＴ

　　蛙科Ｒａｎｉｄａｅ

水蛙属Ｈｙｌａｒａｎａ 沼水蛙Ｈｙｌａｒａｎａ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ｉ　 ＳＷ－Ｃ－Ｓ　 ＡＱ

　　叉舌蛙科Ｄｉｃｒｏｇｌｏｓｓｉｄａｅ

陆蛙属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泽陆蛙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ｍｕｌｔｉｓｔｒｉａｔａ　 ＳＷ－Ｃ－Ｓ　 ＡＴ

虎纹蛙属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 虎纹蛙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Ｓ　 ＡＲ

　　树蛙科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ｉｄａｅ

泛树蛙属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 斑腿泛树蛙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　ｍｅｇａ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ＳＷ－Ｃ－Ｓ　 ＴＳ

张氏树蛙属Ｚｈａｎｇｉｘａｌｕｓ 大树蛙Ｚｈａｎｇｉｘａｌｕｓ　ｄｅｎｎｙｓｉ　 Ｃ－Ｓ　 ＴＳ

１．动物区系：ＳＷ为东洋界西南区物种，Ｃ为东洋界华中区物种，Ｓ为东洋界华南区物种，Ｃ－Ｓ为东洋界华中与华南区共有种，ＳＷ－Ｃ为

东洋界华中西南区物种，ＳＷ－Ｃ－Ｓ为东洋 界 华 中 华 南 及 西 南 区 共 有 种．２．濒 危 等 级：ＥＮ—濒 危、ＬＣ—无 危．３．生 态 类 型：水 栖－静 水 型

（ＡＱ）、水栖－流水型（ＡＲ）、陆栖－静水型（ＡＴ）、树栖型（ＴＳ）和穴居型（Ａ）．

　　物种 总 优 势 度 结 果 显 示，黑 眶 蟾 蜍 为 优

势 种、个 体 数 量 ４７９ 只、优 势 度 （Ｐｉ ＝
０．２６７　０）；其次 为 沼 水 蛙 和 饰 纹 姬 蛙，个 体 数

量分别为４４９只、４４２只，优 势 度（Ｐｉ）分 别 为

０．２５０　３和０．２４６　４；泽 陆 蛙 个 体 数 量３２９只，
优势度（Ｐｉ）０．１８３　４；大 树 蛙 和 斑 腿 泛 树 蛙 为

常见种，个体数量为５３只、２６只，优势度（Ｐｉ）
分别为０．０２９　５、０．０１４　５；虎纹蛙、花狭口蛙和

花姬蛙 为 少 见 种，个 体 数 量 不 足１０只，优 势

度分别为０．００３　９，０．００２　２，０．００２　２；版纳鱼螈

为偶见种，仅１只（表３）．
不同月份物种优势度既有相似之处也呈

现一定波动．黑眶蟾蜍和沼水蛙在观测的３个

月份都是优势种，且６月份优势度最高，分别

为０．３７８和０．４３２；饰纹姬蛙和泽陆蛙４月和７月份为优势种，６月份优势度低；斑腿泛树蛙和大树蛙３个月

份均有观测、为常见种，优势度在０．０１４至０．０３７；花狭口蛙、花姬蛙和虎纹蛙均在４月和６月观测到，优势度

Ｐｉ 均小于等于０．０１；版纳鱼螈仅在４月份观测到１只（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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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鼎湖山区不同月份两栖类物种优势度

Ｔａｂ．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ｎｔｈｓ　ｉｎ　Ｄｉｎｇｈｕｓｈａ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ｒｅａ

物种
４月

数量／只 优势度

６月

数量／只 优势度

７月

数量／只 优势度
总数 总优势度Ｐｉ

版纳鱼螈 １　 ０．０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０００　５

黑眶蟾蜍 ３１４　 ０．２７４　 １１２　 ０．３７８　 ５３　 ０．１５０　 ４７９　 ０．２６７　０

花狭口蛙 １　 ０．００１　 ３　 ０．０１０　 ０　 ０　 ４　 ０．００２　２

饰纹姬蛙 ３２６　 ０．２８５　 １　 ０．００３　 １１５　 ０．３２５　 ４４２　 ０．２４６　４

花姬蛙 ２　 ０．００２　 ２　 ０．００７　 ０　 ０　 ４　 ０．００２　２

沼水蛙 ２４９　 ０．２１８　 １２８　 ０．４３２　 ７２　 ０．２０３　 ４４９　 ０．２５０　３

泽陆蛙 １８８　 ０．１６４　 ３９　 ０．１３２　 １０２　 ０．２８８　 ３２９　 ０．１８３　４

虎纹蛙 ４　 ０．００３　 ３　 ０．０１０　 ０　 ０　 ７　 ０．００３　９

斑腿泛树蛙 １７　 ０．０１５　 ４　 ０．０１４　 ５　 ０．０１４　 ２６　 ０．０１４　５

大树蛙 ４２　 ０．０３７　 ４　 ０．０１４　 ７　 ０．０２０　 ５３　 ０．０２９　５

总计 １　１４４　 １　 ２９６　 １　 ３５４　 １　 １　７９４　 １

２．１．３　不同生境类型丰富度与多度比较

观测样区６种 生 境 类 型 丰 富 度 和 多 度

结果显示，河流生境９种、４３５只，溪流生境

３种、７８只，湖 泊 生 境４种、２２９只，池 塘 生

境６种、２１０只，水田生境８种、７６８只，林地

生境４种、７４只（图３、表４）．相对多度结果

显示：河流生境为２４％，溪流生境４％，湖泊

生境为１２％，池塘生境为１１％，水田生境为

４２％，林地生境为４％．结果表明河流生境丰

富度最高，溪流生 境 最 低；水 田 生 境 多 度 最

高，林地生境最低；相 对 多 度 显 示 水 田 生 境

最高，溪流和林地最低．
不同栖息地物种优势度显示：湖泊生境

沼水蛙为绝对 优 势 种（Ｐｉ＝０．８１２）、泽 陆 蛙

为罕见 种（Ｐｉ＝０．００４）；溪 流 生 境 观 测 到

３个物 种，黑 眶 蟾 蜍 为 绝 对 优 势 种（Ｐｉ＝
０．９６１），沼水蛙优势度仅０．０３９，泽 陆 蛙 仅１只、为 罕 见 种；河 流 生 境 物 种 最 丰 富，黑 眶 蟾 蜍 和 沼 水 蛙 为 优 势

种，优势度分别为０．４４４和０．３１７，大树蛙、泽陆蛙和斑腿泛树蛙为常见种，饰纹姬蛙、花狭口蛙、花姬蛙、虎纹

蛙均为罕见种，其中花姬蛙和花狭口蛙各１只；林地生境黑眶蟾蜍为绝对优势种（Ｐｉ＝０．８７８），斑腿泛树蛙和

大树蛙的优势度高于沼水蛙；水田生境饰纹姬蛙和泽陆蛙为优势种、优势度分别为０．５７０和０．３４５，虎纹蛙仅

１只；池塘生境黑眶蟾蜍和沼水蛙为优势种、优势度分别为０．４７１和０．３９０，泽陆蛙为常见种、优势度０．１２４，大
树蛙、斑腿泛树蛙、版纳鱼螈为罕见种，均为１只（表４）．
２．２　物种多样性时空格局

２．２．１　两栖类多样性时间尺度变化

从时间尺度看，４月份观测到的两栖类丰富度最高、１０种，且多度最高、１　１４４只，相对多度为６３．８％；而

６月、７月物种丰富度和多度都显著小于４月份．与７月相比，６月丰富度为８种，高于７月，但多度为２９６只，
少于７月．
２．２．２　两栖类多样性空间尺度变化

调查样区６种生境类型中，河流生境类型的丰富度最高、９种，其次为水田生境、８种，而溪流生境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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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种．物种多度显示，水田生境类型中两栖类多度显著高于其他５种生境类型、为７６８只、相对多度为４２．８％，
林地生境类型两栖类多度为６种生境类型中最少、７４只．鼎湖山区６种生境物种丰富度大小依次为河流、水

田、池塘、湖泊、林地、溪流，而多度大小依次为水田、河流、湖泊、池塘、溪流、林地．
表４　鼎湖山区不同栖息地两栖类物种优势度

Ｔａｂ．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Ｄｉｎｇｈｕ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ｒｅａ

物种名
河流［１４］

个体数量 优势度

溪流［１４］

个体数量 优势度

湖泊［１５］

个体数量 优势度

池塘［１５］

个体数量 优势度

水田

个体数量 优势度

林地

个体数量 优势度

版纳鱼螈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００５　 ０　 ０　 ０　 ０

黑眶蟾蜍 １９３　 ０．４４４　 ７４　 ０．９６１　 ３９　 ０．１７　 ９９　 ０．４７１　 ９　 ０．０１２　 ６５　 ０．８７８

花狭口蛙 １　 ０．０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００４　 ０　 ０

饰纹姬蛙 ４　 ０．００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３８　 ０．５７　 ０　 ０

花姬蛙 １　 ０．０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００４　 ０　 ０

沼水蛙 １３８　 ０．３１７　 ３　 ０．０３９　 １８６　 ０．８１２　 ８２　 ０．３９　 ３８　 ０．０４９　 ２　 ０．０２７

泽陆蛙 ３６　 ０．０８３　 １　 ０．０１３　 １　 ０．００４　 ２６　 ０．１２４　 ２６５　 ０．３４５　 ０　 ０

虎纹蛙 ３　 ０．００７　 ０　 ０　 ３　 ０．０１３　 ０　 ０　 １　 ０．００１　 ０　 ０

斑腿泛树蛙 １１　 ０．０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１　 ０．００５　 １１　 ０．０１４　 ３　 ０．０４１

大树蛙 ４８　 ０．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００５　 ０　 ０　 ４　 ０．０５４

总计 ４３５　 ０．４４４　 ７８　 １　 ２２９　 １　 ２１０　 １　 ７６８　 １　 ７４　 １

３　讨　论

３．１　两栖类多样性时间格局分析

两栖动物的繁殖期集中在３～５月可能是影响其多样性时间格局的主要原因．根据以往研究，广东省版

纳鱼螈繁殖期为４月至５月，大树蛙主要在３月中旬至５月，黑眶蟾蜍为２月中下旬至３月初，虎纹蛙和花

狭口蛙仅在４月份集中繁殖［１８］．因此，鼎湖山区监测过程中，黑眶蟾蜍、饰纹姬蛙、沼水蛙、泽陆蛙、斑腿泛树

蛙和大树蛙４月监测到的个体数量显著大于６月、７月，版纳鱼螈仅在４月监测到１只．对于延迟式或一年多

次繁殖的物种黑眶蟾蜍、沼水蛙和泽陆蛙［１９－２１］，在观测的３个时间段内均具有较高的优势度（表３），饰纹姬

蛙则在４月和７月有较高优势度、６月个体数量极少．
３．２　两栖类多样性空间格局分析

物种分布受环境影响，两栖类丰富度和多度受不同栖息环境制约［２２］．陆栖－静水型的饰纹姬蛙、泽陆蛙、

花狭口蛙、花姬蛙主要集中在水田，黑眶蟾蜍则在６种生境均有分布．水栖型的沼水蛙和虎纹蛙以湖泊和河

流为主要栖息生境．树栖型的斑腿泛树蛙和大树蛙在林地观测到的数量远小于河流、水田（表４），可能与二者

在４月份繁殖时进入到附近河流或水田附近繁殖有关．同样，穴居型的版纳鱼螈４月在池塘环境有观测，也

与繁殖离不开水有关．此次调查，河流生境 包 括５条 样 线，丰 富 度 显 示 最 高（９种），多 度 也 显 示 出 较 高 水 平

（４３５只），而水田生境作为受到中度人为干扰的唯一样线，多度（７６８）和相对多度（４２％）均为各生境最高，远
大于湖泊、池塘和溪流环境，丰富度也显示较高水平（８种）［２３］．
３．３　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及保护建议

此次调查，鼎湖山区保护区内样线观测到的两栖类物种数量和个体数量均低于保护区外，保护区内９条

样线两栖动物丰富度为８种、多度为７３８只；保护区外４样线两栖动物丰富度为９种、多度为１　０５６只，其中

水田生境（Ｙ１２）多度达７６８只，导致数据异常．不考虑极端数据情况下（除样线Ｙ１２外），保护区内外的两栖

类相对多度分别为７２％，２８％．保 护 区 内３条 河 流 样 线（Ｙ３，Ｙ８和 Ｙ９）与 保 护 区 外２条 河 流 样 线（Ｙ１０和

Ｙ１１）相对多度分别为５２．４％，４７．５％；保护区内池塘样线（Ｙ７）与保护区外池塘样线（Ｙ１２）相对多度分别为

６１．４％，３８．５％．另外，国家Ⅱ级保护动物虎纹蛙在保护区内、外分别观测到４只和３只，其中保护区内的１只

虎纹蛙栖息于受人为干扰的生境（Ｙ３），保护区外的３只栖息于均受人为干扰的生境（Ｙ１１和Ｙ１２）．因此，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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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山区两栖动物的栖息环境虽然受到一定的人为干扰，但并未对其个体数量造成严重影响．然而也存在一定

的问题，（１）监测到的物种丰富度（１０种）远低于鼎湖山保护区已有记录（２３种）［７］，且未监测到雨蛙科（Ｈｙｌｉ－
ｄａｅ）、叉舌蛙科（Ｄｉｃｒｏｇｌｏｓｓｉｄａｅ）棘胸蛙属（Ｑｕａｓｉｐａａ）和浮蛙属（Ｏｃｃｉｄｏｚｙｇａ）、蛙科（Ｒａｎｉｄａｅ）臭蛙属（Ｏｄｏｒ－
ｒａｎａ）、琴蛙属（Ｎｉｄｉｒａｎａ）、湍蛙属（Ａｍｏｌｏｐｓ）和蛙属（Ｒａｎａ）物种；（２）国家Ⅱ级保护动物、唯一被ＩＵＣＮ列

为濒危等级的虎纹蛙，在其繁殖季仅观测到７只；（３）作为鼎湖山优势种的版纳鱼螈、花狭口蛙和花姬蛙［７］，
在其繁殖季节仅观测到１只、４只和４只，同样为优势种的斑腿泛树蛙只有２６只；（４）缺乏对两栖动物的栖

息生境以及重要、珍稀濒危物种有针对性长效监测．为此，提出以下建议：（１）根据野生动物尤其是珍稀濒危

两栖类的繁殖季节、繁殖习性和栖息环境，有针对性地制定保护措施、提高保护成效；（２）建立长效监测机制，
加大监测力度；（３）完善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建立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

参　考　文　献

［１］　徐海根，曹铭昌，吴军，等．中国生物多样性本底评估报告［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ＸＵ　Ｈ　Ｇ，ＣＡＯ　Ｍ　Ｃ，ＷＵ　Ｊ，ｅｔ　ａｌ．Ｃｈｉｎａ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２］ ＳＴＵＡＲＴ　Ｓ　Ｎ，ＣＨＡＮＳＯＮ　Ｊ　Ｓ，ＣＯＸ　Ｎ　Ａ，ｅｔ　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

３０６（５７０２）：１７８３－１７８６．
［３］ ＷＡＫＥ　Ｄ　Ｂ，ＶＲＥＤＥＮＢＵＲＧ　Ｖ　Ｔ．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　ｐａｐｅｒ：ａｒｅ　ｗ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ｍａｓｓ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

ａｎｓ［Ｊ］．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　Ｓ　Ａ，２００８，１０５（１）：１１４６６－１１４７３．
［４］ ＳＣＨＥＥＬＥ　Ｂ　Ｃ，ＰＡＳＭＡＮＳ　Ｆ，ＳＫＥＲＲＡＴＴ　Ｌ　Ｆ，ｅｔ　ａｌ．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ｆｕｎｇａｌ　ｐａｎｚｏｏｔｉｃ　ｃａｕｓｅｓ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ｌｏｓ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３６３（６４３４）：１４５９－１４６３．
［５］ 徐海根，吴军，吴延庆，等．全国 两 栖 动 物 多 样 性 观 测 网 络（Ｃｈｉｎａ　ＢＯＮ－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建 设 进 展［Ｊ］．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２０１８，３４（１）：

２０－２６．

ＸＵ　Ｈ　Ｇ，ＷＵ　Ｊ，ＷＵ　Ｙ　Ｑ，ｅｔ　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ｈｉｎａ　ＢＯＮ－Ａｍ－

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３４（１）：２０－２６．
［６］ 魏平，刘小燕．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宝库：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Ｊ］．森林与人类，１９９９（０２）：３８－３９．

ＷＥＩ　Ｐ，ＬＩＵ　Ｘ　Ｙ，Ｄｉｎｇｈｕ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ｇｒｅｅｎ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ｈｏ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ｄｅｓｅｒｔ　ｚｏｎｅ［Ｊ］．Ｆｏｒｅｓｔ　＆ Ｈｕｍａｎ－

ｋｉｎｄ，１９９９（０２）：３８－３９．
［７］ 黄忠良，欧阳学军，曹洪麟，等．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Ｍ］．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５．

ＨＵＡＮＧ　Ｚ　Ｌ，ＯＵＹＡＮＧ　Ｘ　Ｊ，ＣＡＯ　Ｈ　Ｌ，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ｉｎｇｈｕ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Ｍ］．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８］ 费梁，叶昌媛，胡淑琴，等．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上卷）［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ＦＥＩ　Ｌ，ＹＥ　Ｃ　Ｙ，ＨＵ　Ｓ　Ｑ，ｅｔ　ａｌ．Ｆａｕｎ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Ｖｏｌｕｍｅ　Ｉ）［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９］ 费梁，叶昌媛，胡淑琴，等．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下卷）［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ＦＥＩ　Ｌ，ＹＥ　Ｃ　Ｙ，ＨＵ　Ｓ　Ｑ，ｅｔ　ａｌ．Ｆａｕｎ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Ｉ）［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１０］ 费梁，叶昌媛，江建平．中国两栖动物及其分布彩色图鉴［Ｍ］．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２．

ＦＥＩ　Ｌ，ＹＥ　Ｃ　Ｙ，ＪＩＡＮＧ　Ｊ　Ｐ．Ｃｏｌｏｒ　ｌ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Ｍ］．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１１］ＪＩＡＮＧ　Ｄ　Ｃ，ＪＩＡＮＧ　Ｋ，ＲＥＮ　Ｊ　Ｌ，ｅｔ　ａｌ．Ｒｅ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Ｌｅｐｔｏｍａｎｔｉｓ，ｗｉｔｈ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Ｇｅｎ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

ｒｉｄａｅ（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Ａｎｕｒａ）［Ｊ］．Ａｓｉａｎ　Ｈｅｒｐｅ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１０（１）：１－１２．
［１２］ 蒋志刚，江建平，王跃招，等．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Ｊ］．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６，２４（５）：５０１－５５１．

ＪＩＡＮＧ　Ｚ　Ｇ，ＪＩＡＮＧ　Ｊ　Ｐ，ＷＡＮＧ　Ｙ　Ｚ，ｅｔ　ａｌ．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ｏｆ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２４（５）：５０１－５５１．
［１３］ 张荣祖．中国动物地理［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ＺＨＡＮＧ　Ｒ　Ｚ．Ｚｏ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１４］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Ｇ　Ｈ．Ｌａｎｄ　Ｍｏｓａｉｃｓ：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Ｔ．Ｆｏｒｍ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９５）６３２

ｐｐ［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９８，１８（１）：９８－９９．
［１５］ＰＩＥＬＯＵ　Ｅ　Ｃ．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Ｊｏｈｎ　ｗｉｌｄｙ　ａｎｄ　ｓｏｎｓ，１９７７．
［１６］ＩＮＧＲＡＭ　Ｊ　Ｃ．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Ｍ］．Ｏｘｆｏｒｄ：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Ｉｎｃ，２００８．
［１７］ 费梁，胡淑琴，叶昌媛，等．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中卷）［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ＦＥＩ　Ｌ，ＨＵ　Ｓ　Ｑ，ＹＥ　Ｃ　Ｙ，ｅｔ　ａｌ．Ｆａｕｎ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１８］ 黎振昌，肖智，刘少荣．广东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Ｍ］．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１．

ＬＩ　Ｚ　Ｃ，ＸＩＡＯ　Ｚ，ＬＩＵ　Ｓ　Ｒ．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ｔｉｌｅｓ［Ｍ］．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２８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



［１９］ 邹佩贞，温彩燕，蓝燕彬，等．沼水蛙繁殖习性与食性的初步研究［Ｊ］．动物学杂志，２００３，３８（２）：６４－６７．

ＺＯＵ　Ｐ　Ｚ，ＷＥＮ　Ｃ　Ｙ，ＬＡＮ　Ｙ　Ｂ，ｅｔ　ａｌ．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Ｈｙｌａｒａｎａ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ｉ［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ｏ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３８（２）：６４－６７．
［２０］ 李志青．黑眶蟾蜍Ｂｕｆｏ　ｍｅｌａｎｏｓｔｉｃｔｕｓ繁殖习性的研究［Ｄ］．福州：福建师范大学，１９９６．

ＬＩ　Ｚ　Ｑ．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ａｂｉｔ　ｏｆ　Ｂｕｆｏ　ｍｅｌａｎｏｓｔｉｃｔｕｓ［Ｄ］．Ｆｕｚｈｏｕ：Ｆｕｊｉ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６．
［２１］ 施林强．泽陆蛙的生活史特征及后代表型对环境因子的响应［Ｄ］．杭州：杭州师范大学，２０１１．

ＳＨＩ　Ｌ　Ｑ．Ｔｈｅ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ｍｕｌｔｉｓｔｒｉａｔａ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ｐｏｓ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Ｄ］．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
［２２］ 李成，江建平．无尾两栖类在不同生活史阶段的栖息环境［Ｊ］．四川动物，２０１６（６）：９５０－９５５．

ＬＩ　Ｃ，ＪＩＡＮＧ　Ｊ　Ｐ．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ｆ　Ａｎｕｒ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ｓｔａｇｅｓ［Ｊ］．Ｓｉｃｈｕ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ｏ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６）：９５０－９５５．
［２３］ ＶＩＥＣＥＮＳ　Ｖ，ＬＥＮＺ　Ｍ，ＭＯＬＩＳ　Ｍ，ｅｔ　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ＩＤＨ）：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１６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ｒｅ－

ｇｉｍｅｓ（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ａｔｏ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５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Ｒｅｅｆ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０－Ｆｅｂｕｒａｒｙ　４，

２０００［Ｃ］．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ＲＳＡ，２０００．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ｎｇｈｕｓｈａｎ

Ｃｈｅｎ　Ｚｈｕｏ１，Ｌｉｕ　Ｄｉａｎ１，Ｈｅ　Ｙｕｘｉａｏ２，Ｚｈｕ　Ｙａｎｊｕｎ１，Ｋｅ　Ｃａｎ１，Ｆｅｎｇ　Ｑｉｑｉ　１，Ｘｕ　Ｈａｉｇｅｎ２，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ｊｉｅ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ｅ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４５３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２．Ｎａｎ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４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ｈｉｇｈ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１３
ｓｕｒｖｅｙ　ｌｉｎ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ｔ　ｕｐ　ｉｎ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Ｄｉｎｇｈｕ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ｓｉｘ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ｙｐｅｓ，

ｉｅ．ｒｉｖｅｒ，ｌａｋｅ，ｐｏｎｄ，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Ａｐｒｉｌ，Ｊｕｎｅ　ａｎｄ　Ｊｕｌｙ
ｏｆ　２０１８．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１０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１７９４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ｗｈｉｃｈ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２ｏｒｄｅｒｓ，６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９ｇｅｎｅｒａ．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ｎｇｈｕ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ｒｅ　Ｄｕｔｔａｐｈｒｙｎｕｓ　ｍｅｌａｎｏｓｔｉｃｔｕｓ，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ｍｕｌｔｉｓｔｒｉａｔａ，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ｆｉｓｓｉｐｅｓ，ｗｈｉｌｅ

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ｉｓ　ｒ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Ｄｉｎｇｈｕ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ｉ．ｅ．，

Ｉｃｈｔｈｙｏｐｈｉｓ　ｂａｎｎａｎｉｃｕｓ，ａｌｏｕｌ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ａｎｄ　Ｍ．ｐｕｌｃｈｒａ，ａｒｅ　ｒ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Ａｐｒｉｌ，ｔｈｅ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１０ｓｐｅｃｉｅｓ，１　１４４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６３．８％）．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ｙｐ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ｈａｂ－
ｉｔ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９ｓｐｅｃｉｅｓ），ｐａｄｄｙ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７６８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４２％），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８ｉｓ

ｆａｒ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
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Ｄｉｎｇｈｕ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责任编校　王凤产　杨浦］

３８第６期　　　　　　　　　　　　　陈卓，等：鼎湖山两栖动物多样性的时空格局变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