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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所有关扬子鳄声通讯研究工作受美国《国家地理》关注 
 

 

水生生物研究所   

  扬子鳄（由本文作者王克雄摄） 

  近日，美国National Geographic（《国家地理》）报道了中科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鲸类保护生物学学科组王先艳博士等发表在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美国声学学会杂志》）上的Why do 

Chinese alligators (alligator sinensis) form bellowing 

choruses: a playback approach，并对王先艳进行了采访。 

  在导师王丁研究员的指导下，王先艳等人连续多年在安徽省扬子鳄繁殖研

究中心对我国特有珍稀物种扬子鳄的声信号、声通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通过野外观察、录音分析和录音回放等方法，发现扬子鳄为了适应植被茂盛的

栖息地环境，其声信号的主频率都非常低（低于500Hz），低频率便于声音在

植被茂盛的环境中传播；雌、雄扬子鳄在合唱中对同性和异性的吼叫信号反应

相同，揭示出扬子鳄并不是像以往文献报道的无尾两栖类和其它一些动物那样

是通过叫声来选择配偶和竞争异性的，而可能是为了召集四处分散栖息的个体

聚集到同一水体，为在有限的交配期内完成多次交配做准备；由于扬子鳄的分



 

布区不与其它鳄类相重叠（独立发生种），不存在与其它近缘物种发生误识和

错配的可能，长期进化导致扬子鳄对声信号的结构要求非常粗略。相关研究结

果已在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Ethology等杂

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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