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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头闭壳龟的分布及生存现状调查

唐鑫生 程炳功 欧阳丽雯
（黄山学院生物学系 黄山 !$#"!(）

摘要：(&&) 年 % 月 ’ !""$ 年 * 月，经历时 % 年的调查访问，了解到金头闭壳龟（!)(*+ +)*(1+2#3+3+）生活于

水质清澈的溪流中，尤其是落差较大的水潭；食物主要为溪蟹、小鱼虾和水生昆虫；近 !" 年所捕获的该

龟均来自皖南的青弋江流域。作者经过 $" 多条样带的野外调查，未曾亲自捕获金头闭壳龟，证明该龟

野外种群处于极危状态。国内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所收集的该龟标本不足 !" 只，国内拥有该龟的养

龟爱好者和养殖户约 !" 余家，人工饲养成龟共 )" 只左右，人工繁殖出的幼龟不超过 ("" 只。金头闭壳

龟的生存现状正面临严重危机，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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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头闭壳龟（!)(*+ +)*(1+2#3+3+）属爬行纲

（U7SF3P3C）、淡水龟科（<CFC8NI3EC7），系 (&)) 年罗

碧涛、宗愉根据从安徽南陵获得的 . 号标本描

述的新种［(］，目前仅知分布于安徽南陵、黟县、

广德、泾县等皖南地区，数量稀少，已被列入《中

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濒危级别：极危［! ’ #］。近

年来有关该龟的人工饲养和产卵情况等有过一

些报道［% ’ &］，但对该龟的野外生态、种群状态和

室内养殖数量等未作专门研究。本工作旨在摸

清其分布规律和生存现状，为金头闭壳龟的保

护生物学研究提供必要的资料。

? 工作方法

?@? 野外调查及观察方法 从 (&&) 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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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在黄山市境内各区县，宣州市的绩

溪、宁国、广德，芜湖市的南陵、泾县等地设样带

#" 多条进行调查：选取两岸植被覆盖率高、水

质清澈的溪流，顺流而下或溯河而上 ! % & ’(
不等，对水中、岸边进行观察搜索，并测量记录

沿途的生态因子。

!"# 访问方法 与有金头闭壳龟分布的县市

水产市场建立联系，从各地龟贩中了解收购和

出售该龟的情况，包括龟的数量、大小、来源、价

格、去向等；与有金头闭壳龟分布的县市林业部

门联系，访问曾经捕获过该龟的农民；从论文资

料中了解哪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藏有金头闭

壳龟标本；从龟贩、科研人员、高等院校老师处

了解国内外的龟类爱好者、养殖户手中拥有的

该物种，并进行一一核实。

# 结 果

#"! 金头闭壳龟的野外生境与分布 根据我

们布点联络的黟县红星乡农民捕获该龟的地点

以及其他访问结果分析，金头闭壳龟生活在水

质清澈的溪流中，尤其是落差较大的水潭。潭

边有由溪水冲刷堆积的沙滩，沙层深 !" % #"
)(，水质 *+ &,& % &,-，水中有溪蟹、小鱼虾及水

生昆虫；两岸是茂密的阔叶乔木、竹林和灌丛，

林下落叶层较厚。据曾经捕获该龟的农民反

映，该龟以水中的溪蟹、小鱼虾和水生昆虫为

食，在沙中产卵，在深水中越冬。从访问所收集

的信息看，金头闭壳龟在黄山市境内各区县仅

发现黟县有分布，而黟县境内流入新安江的溪

流中从未捕获过该龟，只是红星乡和美溪乡流

入青弋江的溪流中才有分布。就目前已知的其

他分布地来看：泾县、南陵、广德都属青弋江水

系，故认为这种珍稀龟类现在仅分布于青弋江

流域。访问中也了解到当地的龟贩曾将该龟与

其他龟类一起贩至上海江阴路、杭州岳王路等

花鸟市场和广州市出售，也有外地龟贩来皖南

收购，但都否认江苏有该龟分布。

#"# 金头闭壳龟的数量及生存现状

#"#"! 野外种群数量 多次采用样带法调查

都未在野外亲自捕获该龟，仅由我们布点联络

的黟县红星乡农民在杨树湾采得一只 !"" 多克

的雌龟。证明野外种群处于极危状态。

#"#"# 金头闭壳龟的室内收藏和养殖 通过

访问了解到目前国内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所

收集的金头闭壳龟不足 !" 只（表 .）。

表 ! 国内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收集（或曾收集）的金头闭壳龟

单位 数量 性别 备注

上海科技馆 /（.） #! / 只模式标本，. 只骨骼标本

安徽师范大学 $ #!/" 其中 !!." 活体

黄山学院 ! .!." 标本

华东师范大学 . ." 活体，.0-0 年黄山学院赠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 （.） .! 活体，.0-0 年黄山学院赠，.000 年转赠南京龟鳖博物馆

南京龟鳖博物馆 # #! 其中 ! 只活体

徐州师范大学 .（!） !!." 活体，其中 .!." 转给中国万年龟养殖场

杭州师范学院 （!） ？ 由杭州胡先生所赠，为即将出壳的死胚

合计 .-（1） 括号内为骨骼标本 . 只，死胚 ! 只，转出 / 只

国内拥有该龟的龟类爱好者和养殖户约

!" 余家，共养有成龟 -" 只左右，其中性成熟雄

龟不足 !" 只。人工繁殖的幼体不超过 ."" 只。

人工繁殖已初步取得成功的有上海的陆伟等 #
家。调查中发现人工养殖中一些不科学的作

法：急功近利，如加温打破冬眠，以求快速生长，

导致该龟软甲、水霉病等症状发生；孵化时温度

偏高，导致死胚、畸形等现象；有些长年养在鱼

缸中，未提供上岸晒盖和产卵的场所，所产之卵

要么窒息而死，要么被龟当成食物咬破。

境外收藏该龟的至少有 & 家，香港、日本各

! 家，美国 . % ! 家，具体数量不详。流出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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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有二：一是通过上海江阴路、杭州岳王路

等花鸟市场，直接被境外收藏家、科学家或游客

买走；二是境外收藏家根据该龟的分布情况，直

接来内地设点高价收购。

!"!"# 市场上金头闭壳龟的数量变化情况

!"#$ 年暑期，在黄山市屯溪公园菜市场水产摊

上，金头闭壳龟数量颇多，一只缸中大大小小

%& 余只，均来自黟县美溪乡（该龟不同于国内

已报道的其他闭壳龟，但由于资料不全，而与新

种命名失之交臂），直到 !"## 年罗碧涛等发表

新种时，屯溪的水产摊上也经常可以见到。近 ’
年皖南各地水产摊上已未见金头闭壳龟的踪

迹，也未了解到南陵、广德、泾县等地捕获过该

龟，只是黟县每年尚能捕获 ! ( % 只。%&&% 年

!& 月 )! 日在上海江阴路花鸟市场见到 ! 只

!&& 多克的幼龟。该龟在金鱼缸中安静不动，

不畏人，爪不尖，推测为 % ( ) 年前人工繁殖的

个体。

# 讨 论

#"$ 分布规律 以往认为金头闭壳龟呈点状

分布，即黄山市黟县一个点，宣州市广德一个

点，芜湖市南陵、泾县两个点，没有任何规律可

循。此次调查，从水系上将其连成带状，即金头

闭壳龟沿青弋江流域分布。至于有学者认为江

苏［!&］或云南［!!］有分布，从生境上分析，江苏省

很少有像青弋江上游的生境，云南与皖南相距

甚远，中间几个省都无报道，故认为江苏或云南

有分布的可能性不大，或许是龟贩贩运所至。

#"! 生存现状

#"!"$ 闭壳龟属的状况 闭壳龟属（!"#$%）目

前已 知 全 世 界 有 * 种，除 安 布 闭 壳 龟（ ! +
%&’#()*)+(+）是否在我国有分布尚待证实外，其

余 ’ 种都分布于我国，该属也是我国淡水龟类

中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一个类群（占淡水龟科

的 %’,）［)，!%］。对于研究本属以及淡水龟科的

起源与分化是十分宝贵的资源。但由于过去错

误的宣传导向，认为这种龟有很高的药用和食

用价值，而大量捕捉，导致整个闭壳龟属都处于

濒危状态。金头闭壳龟头部、四肢呈金黄色，背

部红色，观赏价值高，倍受龟类爱好者的青睐。

加之分布区域狭窄，数量少，所以一些宠物商不

惜高价收购，哄抬价格，以至从 !"#$ 年至今 %&
年间价格猛涨。暴涨收购是导致金头闭壳龟野

外种群接近绝迹的主要原因。

#"!"! 金头闭壳龟的生境 金头闭壳龟的生

境正逐年受到威胁，如植被受到破坏，导致其生

境破碎；农民因建房在溪中取沙，影响其产卵繁

殖；少数不法分子在水中药鱼，不仅切断了对该

龟的食物供应，而且直接危及其生命。所以，生

境破坏是导致金头闭壳龟濒危的重要原因。近

$ 年来青弋江下游各县均未捕获，而上游的黟

县每年尚能偶获 ! ( % 只，说明生境破坏的现象

在青弋江流域的下游要比上游严重。

#"# 恢复和发展金头闭壳龟种群的措施 加

大金头闭壳龟的保护力度，严禁捕捉和进行商

业交易。建立资源档案，对于已持有金头闭壳

龟的养殖户或龟类爱好者均应依法补办“国家

重点保护动物养殖许可证”，并对所持龟的来

源、亲缘关系进行登记，避免与近缘种杂交和近

亲繁殖。在青弋江流域上游建立自然保护区，

深入开展保护生物学研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从养殖户手中回收部分幼体放入区内，重建野

外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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