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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斑瘰螈的夏季食性分析 

辜 永 河 
(贵州师范大学生物系) 

摘要 尾斑瘭螈的分布范围十分狭窄，迄今所知仅分布于贵州的雷山、江 口等县。1 98 7年 卜一6月 

在雷山地区共捕获尾斑廉螈 127只。通过胃肠割检分析琪 食物组成十分复杂，但以动物性食物为主， 

占总食物置的 9 6．57％a在动物性食物中，以昆虫纲的种类居多，占总食物量的89．71％，经分析统计发 

现吞食有舌动物的头数为有益动物头数的2．8倍，其有益系数为¨．85％，是一种对农林业有益的动 

物。 

尾斑瘰 蠛 (Trituroides caudopuncsasus) 

的分布区很狭窄，目前仅见于贵州的雷公山、江 

口等地。有关它的食性分析报道较少，为了弄 

清该种动物的有益程度，于 1987年 5—6月在 

雷 山县的大塘 、莲花、西江、永乐等地进行实地 

观察和采集 ，共捕获尾斑瘭螈 1 27只，进行胃肠 

剖检分析，现将结果报道于后。 

(一)胃肠内容物的组成 通 过 对 127只 

尾斑瘰螈的胃肠剖检分析得知其食物组成十分 

复杂，既有动物性食物，也有植物性食物，但以 

动物性食物为主，占总食物量的 96．57％o其食 

物 迭 8纲 23目 40科以上 (见表 I)。 

从表 1可以看出尾斑瘰螈在捕取动物性食 

物中，以昆虫纲的种类居多，共检出 680头占总 

食物量的 89．71％，在频次百分比的合计 中 达 

88．08；非昆虫类的动物性食物 (sg头)仅占总 

食物量的 6_86两，在频次百分比的合计中仅为 

1 1．92。 植物性食物有枝叶的碎片和禾本 科的 

种子 (z6株)，它们只占总食物量的 3．43弼。这 

类枝叶和种子除在胃内发现外，在肠内各段均 

有发现。 另外在剖检中还发现有 32只尾斑癜 

螵的胃或肠内有不少砂粒。根据实地观察这些 

植物的枝叶碎片和种子及砂粒，是尾斑瘰螈在 

捕取动物性食物过程中带人胃中的 ，不应列入 

捕食对象。 

(=)有益程度 根据对 1 27只尾 斑 瘰 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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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出现情 出现额扶 频次百 投出食 

食钧#类 、、、＼  丹比(％) 物数量 
(头) 

蝶 类 4o 9．73 97 擤越目 

蛾 类 4l 9．98 7 

瓢虫科 l8 4．58 21 

卷象科 2 o．49 2 

齿小蠹科 1 o．24 2 

豆蕞 科 1 o．24 1 

叩头虫科 1 o．24 6 

动 昆 耜公虫科 、 o．24 5 

耩超目 7 1
． 70 9 步甲科 

夭牛科 1 o．24 1 

叶 甲科 l6 3．89 26 
物 吉丁虫科 1 o

．24 7 

盎龟子科 5 1．22 15 

虫 泉鲆科 4 o．97 ll 

性 
最翅耳 蚊 辩 22 ．{， 1O 

蝇 科 lO 2．43 24 

食 蜻 科 8 ．95 9 

靖蜒目 蜒 科 5 1．22 9 

纲 河姆科 l4 3．4l 40 

物 蜉游耳 圈裳蚌科 43 1O．46 79 

‘  蝗 科 5 1．22 8 

直超目 照蟀科 l4 3．41 1’ 

蝼站科 5 1．22 S 

蜂 科 26 6．35 40 瑛翅耳 

蚁 科 7 1．7o 13’ 

蜚蟪 目 鳖蠊科 l4 3．4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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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情 检出食 
、＼  出现频班 额椒百 物数量 

食物 羹 、、＼  分晓(％) (头) 

半翅 目 蝽 科 2．43 1l 

同翅 目 飞 虱科 l 0．24 2 

昆 叶蝉科 3 0．73 4 

竹节虫耳 棒蠕科 3 O．73 3 

虫 O
． 24 l 等 翅 目 白蚁科 

动 长翅目 蚊蝎蛉科 日．2} 

纲 
物 革翅目 螺鹱科 f．22 6 

性 植翅目 叉蓣科 0．2‘ 1 

食 蜈 蚣 12 2．92 12 

物 马 陆 1 0．24 1 

螃 蟹 8 1．9 9 
其 虾 类 2 0

． 49 2 

他 种类 蜘 蛛 5 1
．22 7 

动 螺 类 l O
．24 l 

物 鼠 始 1 O
． 24 1 

、  

蛙 卵 6 1．46 l 

蚯 蚓 l3 3．16 J， 

植物性食物 枝 叶 23 5．60 

禾车科种子 2 0．49 

合 计 4I1 工 8 

所摄食物的分析统计，发现在吞食的动物中，有 

害动物的种类是 25种，有益动物的 种 类是 “ 

种，益害不明的是 6种，其中有害动物的种类为 

有益动物种类的 2．3倍。 从数 量 上 看，尾 斑 

瘭螈吞食动物的总数为 732头，其中有害动物 

(496头)为有益动物 (1 75头)的 2．8倍。可见 

尾斑瘰螈吞食的害虫明显地超过益 虫。 采 用 

V 一 — (V一 有益系数，t一 食物总数量， 
t 

n一 有害动物数量，U一 有益动物数量)公式 

计算 ，有益系数为 43．85％。由此证明尾斑癜螈 

是一种对农林业有益的动物。 

(三)雌雄个体间食性的比较 对 75只雌 

螈和 52只雄螈的胃肠中所得食物分析比较，发 

_ 

食物重 
体长 蚀重 食物重 体重的耳 项 目 
(虹m) (g) (g) 均数之芒 

舟此(％ 

雌 总 量 79 8 531． 3 I4．日 
2．68 (7 其 ) 平 均数 日6

． 1I 7．09 0．19 

雄 总 量 6136 ¨8．75 13．87 
j．20 (SZ只) 平均数 1I8 8

．44 0．27 

各项平均数之差 11．89 1．35 0．日B O．52 

现雌螈和雄螈不仅在捕食的种 类上 基 本相 同 

(即二者共同捕食的种类达 16目)，而且从各类 

食物的频次百分比的差值 上 看，除 鞘 翅 目为 

5．71形、膜翅目为 5．56％ 外，其 他 各 类 均在 

3％ 以下。 可见尾斑瘰螈在雌雄个体间的食性 

方面无显著差异。可是从它们所吞食各类动物 

的被食虫态来看，雄螈比雌螈吞食的成虫多，幼 

虫少。这种差异的出现可能与雄螈在捕食过程 

中比雌燎更为活跃有关。 

(四)雌雄穰蠕的个体大小和体重 与 食物 

重的比较 对 75只雌螈和 52只雄螈分别进行 

体长、体重的测量，井对胃肠内食物称重 (见表 

2)。经统计处理，其结果表明由于雄燎的个体 

比雌燎太，因而所吞食的食物量亦比雌螈多。 

(五)对食物的利用 在剖检 1 27只尾 斑 

瘭螈时发现有 1 7只的肠内各段有完整而 来 消 

化的虫类共 48头，占总食物量的 6．56弼。这一 

现象表明尾斑瘰螈虽能吞食大量虫类，但对食 

物的消化利用则很不彻底。不过这种能吞食大 

量虫类的特点，汀于农作物和林木的生长起到 

积极的作甩，医此应大力加强保护这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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