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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称为 T．tuberculatus。现在常把这些种名 

作为中华鳖的同物异名。Meylan et 研究 

了斑鳖 Rafetus sw,inhoei模 式标本，认为 它是 

区别于中华鳖的有效种，该种与 中华鳖分布不 

同，仅局限于华东地 区，模式产地为上 海，但 尚 

未得到广泛承认 在该文中，作者将 中华鳖归 

人中华鳖属(Pelodi~us)。 

中华鳖在我国广泛分布，除新疆、西藏和青 

海外，其它各省均产。国外分布于越南，人们将 

它引入到 了 日本 、帝汶岛(Timor)和夏威夷群 

岛 

在我国分布的鳖属动物中，除中华鳖外，过 

去认 为还 有 另外 一种—— 山瑞 鳖 (T．St 一 

dachneri)。它与中华鳖的主要 区别是 ：颈基部 

两侧各有一团大瘰粒，背甲前缘有一排粗大疣 

粒，裙边很发达，仅分布于云南、贵州、海南、广 

东和广西等省。1991年，周工健等l8 发现了鳖 

属另一种——砂鳖(T．axenaria)。它与中华 

鳖更加相似，但个体 较小，不超过 500g，在 外 

形、骨骼、繁殖 习性 和血清蛋白的电泳带谱、乳 

酸脱氢酶 同工酶的电泳带谱等方面，沙鳖与中 

华鳖都有明显的差异。近年，唐业忠 。报道了 

鳖 科 又 一 新 种——小 鳖 (Pelodiscus parvi— 

form )。该种分布 于广西 桂东北及其接壤 的 

湖南部分县市的湘江上游江段，栖息于清澈透 

明的水中，底质为沙砾石。小鳖体型大小与砂 

鳖相似，体背的疣状突起与中华鳖相似，腹面白 

色或淡 黄 色，被 捕 捉 时变 淡 红 色。伍 惠 

生 。 报道在湖北省发现红色鳖和白色鳖， 

是中华鳖的变异型。中华鳖化石发现于我国的 

上新世地层中。 

3 生态学 

中华鳖栖息于江河、湖泊、水库、池塘、运河 

和水流平缓的小溪中，杂食性，但以运动性饵料 

为主。自然界中鳖 以鱼、甲壳动物、软体动 物、 

昆虫、水蚯蚓、蛙和某些植物茎叶、种子 为食。 

中华鳖主要在水中活动，白天常潜入水底 ，偶尔 

到岸边晒背，我们对其在 自然界的行为还知之 

甚少。在长江流域一带，每年 10月底至翌年 4 

月初，当水温低于约 15"C时，中华鳖潜入水底 

泥沙 中冬 眠。在 此期 间内，中华 鳖体重 损 失 

l0％～ 15％，稚 鳖 存 活 率可 能 仅 有 20％ ～ 

30％ 

中华鳖是次生性水生爬行动物，具很强的 

潜水能力。王昭贤等l1 报道，中华鳖潜水时出 

现深度心动徐缓，并能长时间维持。在整个潜 

水期中，中华鳖心率降到潜水前的 4％～33％， 

呼吸摄氧率下降到原来的 l4％左右，这是中华 

鳖具有较长时间潜水能力 的重要生理 基础之 
一

。 中华鳖水中呼吸主要依靠 口咽腔呼吸(约 

2／3)和皮肤呼吸(约 1／3)。口咽部活动频次与 

水温正相关(16～30℃)，缺氧情况下，口咽部活 

动频次上升” 。在 20～35℃，幼鳖水 中摄 氧 

率随温度变化不大，约为 24～31ml02-kgI1· 

小时 1：14]。中华鳖的陆上 呼吸由通气期和非 

通气期交替构成，仍保留着潜水生活的特点，且 

非通气期较长。幼鳖陆上呼吸摄氧率 (Q )随 

温度 上升而 指数 增加，23～30℃之 间 Q 为 

2．5，30～35℃之间 Q10增加为 3．4【151。 

中华鳖的生长主要受水温影响。在 自然界 

中华鳖生长较慢。Chu 报道，第 1～5年末捕 

获野生 中华鳖的平均体 重分 别为；23g、169g、 

300g、563g、750g。捕获的 4～5龄中华鳖，体重 

100--800g，说明个体差异较大。而人工加温条 

件下饲养的鳖，一年可长到 500g以上。实验室 

研究证明，温度、光照强度对中华鳖的摄食和生 

长有明显的影响。最大生长温度的摄大摄食温 

度都在 30～31℃ 之间_l 。光照越弱，摄食量 

越大，生长率越高u 。 

中华鳖对水体盐度的耐受性很低，溶液安 

全浓度 为 1．1‰。对强酸 强碱 的耐受性 强，在 

pH 2．0～l1．5的水体中，至少存 活 96小时 

中华鳖生长的适 宜酸碱度为 pH 7．2～8．0l1 1。 

沙底 质 利 于 中华 鳖 生 长，但 对 存 活 率 无 影 

响L2 。有关中华鳖的寿命研究很少，有记载一 

只稚鳖 1968年被从夏威夷群岛带到欧内斯特， 

1992年 3月死亡，生活了近 24年[21 J。 

4 繁殖和发育生物学 

与大部分龟类不 同，中华鳖的性别由性染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999 34(6) 动物学杂 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43 

色体决定，而不受孵化温度的影响。在我国，中 

华鳖 4龄可达性成熟 。Loftsf23 3研究了我国 

南方中华鳖雄性的性周期，发现输精管和间质 

组织的功能活动有极显著的季节差异。在繁殖 

时期间质细胞增大，精子从附睾中排出后，附睾 

的重量下降约 48％。在这一时期，精巢重量较 

轻，没有很大 的变化，精子不成熟。精子发生从 

5月份开始，5月中旬生精上皮出现不同发育时 

期的精子。6、7、8月份精子继续产生，9月份精 

子形成更加旺盛，1O月份 生精上皮主要由精细 

胞和精子组成，精子大量涌入曲细精管腔内 精 

巢此时的尺寸最大，而附睾管的直径减小。可 

认为，曲细精管的精子 生成和间质组织的激 素 

生成之间有相反的关系。11月至翌年 2月份， 

精子进入附睾而停止生成时，精巢 的重量迅速 

下降，生 精 上 皮 仅 含 精 原 细 胞 和 足 细 胞。 

Licht 报告 了相似 的附 睾和生精 上皮 的周 

期，精巢在 1O～11月达最大重量，12月份精子 

释放到 附睾 中后 ，精巢重量迅速 下降。然而， 

Licht以直接测定血浆睾丸酮水平为基础，不支 

持 Lofts提出的激素分泌和精子发生相分离的 

观点。事实上，血浆睾丸酮一年中的大部分时 

间，甚至包括春季繁殖季节都 不能测到，仅 11 

月血浆睾丸酮达到峰值时才能测到。中华鳖交 

配后，精 子 几 乎 可在 雌 鳖 输 卵管 内存 活 半 

年 。 

在雌性中华鳖体 内，完全成熟的卵细胞直 

径达 17～20mm，而卵原细胞仅 8～10邶 “]。 

雌鳖性周期可分为四个时期 ：卵原细胞期、初始 

卵泡期、生长卵泡期和成熟卵泡期。雌鳖每年 

产卵 2～5次，每次产 8～30枚卵，加温养殖的 

中华鳖在冬季亦可产卵。卵 白色球形，直径约 

20mm，最大可达 24mm。 

长江流域一带中华鳖于 4～6月份进行交 

配，交配在水 下或水面 完成，可持续 5～30分 

钟，雄性用前肢抱住雌性的背甲，有时咬住雌性 

的颈部、头部或四肢。中华鳖交配约两周后 营 

巢。营巢于 5月末开始，到 8月中旬结束 营 

巢由后肢交替进行，后脚具有发达的爪，从一侧 

挖向另一侧，将沙土堆在巢旁，身体随着腿的运 

动面左右摇摆，后肢的力量很大，有时能将沙土 

扔出 3米多远。巢圆形 、巢 口直径约 7～10cm， 

深和宽均有 10cm 以上，卵产出后无序地堆在 

巢中，产卵在 2O分钟 内完成，然后中华鳖仍用 

后肢将巢旁的沙土扒入、直到填满为止。 

孵化期取决于土壤温 度，一般 6O天左右 

(23～83天 )。卵对 温度 的耐受 范 围是 22～ 

36℃，恒 温 孵 化 条 件 下，最 适 孵 化 温 度 在 

32．5℃左右。与野外 自然孵化相 比，在 28℃恒 

温孵化时，孵化期可减少 1O天。中华孵的胚胎 

发育过程 可分 成 3O个 时期。稚鳖背 甲长 约 

27ram、宽约 25mm，体重 3～5g，背甲茶绿色，有 
一

些小型黑色眼状斑。 

另外，中华鳖染色体 由 66条组成，16条大 

染色体 (8条中央着丝粒染色体，2条亚 中央着 

丝粒染色体，4条顶端着丝粒染色体和 2条近 

端着丝粒染色体)和 5O条小染色体 。另外， 

对中华鳖不同组织 LDH同工酶 ，血液 中性激素 

的季节变化及其与性腺发育的关系等也有一些 

研究报道[26-27 J。 

展 望：中华鳖是古老的、次生性水生爬行 

动物，在动物界占有独特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研 

究价值。在生物学理论研究方面，目前研究较 

多地集中在形态、区系分类、生态和繁殖、发育 

等方面，其它学科的研究还很少。 

在形态学研究中，超显微结构及其与生理 、 

生态学的结合有助于揭示许多生命现象的机 

理。生态学在个体、种群生态方面的深入研究 

是生产实践急需的，特别是有关冬眠、种群行为 

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生态因 

子和内分泌对繁殖的影响和调节也是重要的研 

究课题。 

随着 中华鳖养殖业 向着产业化 的方 向发 

展，生物化学和营养学及其相关学科在开发中 

华鳖深加工产品方面将大有作为。遗传育种、 

饲料问题和疾病防治仍然是中华鳖养殖业的主 

要研究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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