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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测定了4个种（红蹼树蛙、黑蹼树蛙、白斑小树蛙和红吸盘小树蛙）共11个种群的16S rRNA基因片段。双斑树

蛙、马来棱皮树蛙、越南棱皮树蛙以及日本溪树蛙的同源序列通过GenBank检索获得。去除所有插入、缺失及

模糊位点后，比对序列长度为500 bp, 其中变异位点115个, 简约信息位点92个。以日本溪树蛙为外群，运用

Bayesian法、MP法和ML法构建了系统发育树。结果表明红蹼树蛙和白斑小树蛙在种级水平上均不是单系。红
蹼树蛙海南种群与双斑树蛙亲缘关系更近，并且来自云南不同地理种群的红蹼树蛙可以分为两大支系；越南棱皮
树蛙与红吸盘小树蛙聚为一支，马来棱皮树蛙嵌套在白斑小树蛙不同地理种群中。进而认为白斑小树蛙是马来棱
皮树蛙的同物异名，建议将红吸盘小树蛙并入棱皮树蛙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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