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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秦岭地r,z内11十县的两栖爬行动物进行了调壹研究。谊区共有两栖爬行动物 60 

种(亚种)，占陕西省总种敷的75．O 。其中两栖动枷19种，隶2目7科 12属；爬行动物41种， 

分隶2日8科26属。谈Ig,两辆爬行动物区象组成以东洋界华中区或华中一半南lg．共有种类为 

主，也有一定敖量的广布种和古北界率北区种类，还有少量东洋界西南区种类，并就秦岭地区 

的两栖爬行动物资源现状提出丁5项可持续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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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凸 花匿 

秦岭山系在地形上是我国南北气候一大屏障，在动物地理上是我国境内古北界与东洋界的分界线， 

因此长期以来曾引起许多学者广泛关注。文献[1～4]分别报道了秦岭不同地段两栖爬行动物调查结果， 

但就整个秦岭地区而盲，迄今未见系统总结报道。近年来．随着人Ill增长及经济活动加剧，生态环境恶 

化，导致该区有些物种濒于灭绝．种群数量衰减 如何处理人Ill、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保证 

持续发展是摆在当代人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为此，从 1990年始先后对陇县、太自、洋县、宁陕、华阴 

等县进行了两栖爬行动物调查，1996年又对周至和牛背粱两个保护区所及的周至、柞水、长安等县进行 

了考察。结合有关文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自然地理概况 

秦岭山系的骨干位于陕西南部，东经 105。29 ～115。51 ，北纬 33。10 ～3 30 之问。秦岭主脊位于山 

地北部，有许多海拔 2 000 m以上的高峰。构成秦岭山地中、高山地形。地貌具有北陡南缓、河深谷狭、峰 

岭林立等特点。北坡太小河溪流^渭河，属黄河水系；南坡诸水流人投江，属长江水系。气候属暖温带． 

北坡受蒙古干冷气团控制，雨量较少，气候干燥；南坡受东南暖湿气团影响，湿润多雨 秦岭中、高山区年 

均气温5．9～7．8C，极端高温29．71C，极端低温一25．3 C。无霜期约 160 d。年降雨量约 1 000 mm。 

秦岭地区植物资源丰富，植被垂直分布明显。北坡以华北植物区系成分为主，南坡多含华中、华南区 

系成分．是我国南北植物区系成分的交 过渡地带。丰富多样的植被环境、特殊的地理位置及适宜的气 

候条件，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繁衍场所。秦岭地区除具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6种、二级保护动 

物40余种、陕西省保护动物 9种外一 ．还具有丰富的其他野生动物资源。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种组成 

秦岭地区已知两栖爬行动物共 6O种(亚种)(表 1)，分隶 4目15科 38属。其中两栖动物 1 9种，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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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7科 12属．占陕西省两栖动物26种【 的73．1 ；爬行动物 41种，隶属 2目8科 26属，占陕西省爬行 

动物 44种： 的93．2 。 

在两栖动物中，有尾 目3种，占该区两栖动物种数的 18．8 ；无尾 目l6种，占84．2 。依所获标本 

数量及野外遇见频次，隆肛蛙、华西大螗蜍、秦岭雨蛙、山溪鲵等为秦岭地区优势种群。其中隆肛蛙在大 

小河溪及静水环境中均有分布，是秦岭山区较大型的经挤蛙类和绝对优势种群，因它的食物中几乎全是 

危害农林业的有害昆虫，在森林生态系统中起着较重要的作用。大鲵、秦巴北鲵、中国林蛙、泽蛙、饰纹姬 

蛙等为该区常见种群。宁陕齿突螗是秦岭山区特有种群。大鲵是该区两栖动物中唯一国家二类保护动 

物，主要分布于岭南属长江水系的较大河溪内；在北坡偶见分布，但数量极少。 

在爬行动物中，龟鳖目2种．占该区爬行动物种数的 4．9 有鳞 目39种，占95．1％ 在有鳞目中， 

蜥蜴亚目11种，占有鳞目种数的28．2％；蛇亚目28种，占71．8 在蛇亚目中，游蛇科 23种，占蛇亚目 

种数的82．1％；蝰科 5种，占17．9 oA。依所获标本数量及野外遇见频次，该区爬行动物优势种群有多疣 

壁虎、蛆蜒、丽斑麻蜥、北草蜥、王锦蛇、玉斑锦蛇、黑眉锦蛇、斜鳞蛇中华亚种、乌梢蛇、秦岭蝮、菜花烙铁 

头等。常见种群有黄纹石龙子、秦岭滑蜥、赤链蛇、双全白环蛇、颈槽游蛇、黑头剑蛇等。米仓龙蜥、太白 

壁虎、宁陕小头蛇、秦岭蝮是该区特有种群。 

2．2 医系分析 

2．2．1 两栖动物 从表 l知，该区l 9种两栖动物中．属东洋界 l1种，占该区两栖动物种数的 57．9 ， 

处于主导地位；古北界2种，占lO．5 ；广布种5种，占26．3 ；特有种 1种，占5．3 在东洋界成分中， 

西南区 3种，占东洋界成分的 27．3 ；华中区种类最多，有 6种，占 54．5 ；华中一华南区 2种，占 

l8．2 。从以上分析知，秦岭地区两栖动物区系组成以东洋界华中医成分为主 

秦岭北坡(1 3种)和南坡(17种)两栖动物相比较．二者相同种数 l1种，分别占北坡和南坡两栖动物 

种数的84．6 和 64．7 ，说明南北坡在两栖动物区系组成上基本一致。但就北坡两栖动物看，广布种 5 

种，占北坡两栖动物种数的38．5 ；古北种2种，占l 5．4 }东洋种 6种，占46．2 。中华大螗蜍、花背蟾 

蜍、中国林蛙、黑斑蛙、北方狭口蛙等 5种在北坡山麓地带有分布，它们是以古北界为中心分布的 在北 

寰 1 秦岭地区两栖爬行动物名录及其分布 

Tab．1 The List and Distribution of Herpetology in Qinl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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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邻主脊附近深山区，有秦巴北鲵、山溪鲵、大鲵、中华大螗蜍、华西大蟾蜍、秦岭雨蛙、中国林蛙、隆肛 

蛙、崇安湍蛙、饰纹姬蛙等 1O种两栖动物。尽管此 1O种中有 6种属东洋界种类，但北坡缺乏东洋界代表 

动物，如泽蛙、合征姬蛙及锄足蟾科种类，而这些种类在南坡有分布(表 1)。在南坡两栖动物中，广布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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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占南坡两栖动物种数的 29．4 ；东洋种 10种，占58．8 ；古北种和特有种各 1种，均占5·9 。从秦 

岭北坡两栖动物缺乏东洋界代表动物、南坡东洋界成分多于北坡、北坡山麓地带至南坡两栖动物种类逐 

渐增多等事实，说明将秦岭山脉作为我国境内古北界与东洋界分界线的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同时从 

南北坡两栖动物区系组成基本一致，南坡有少量古北种(北方狭口蛙)分布，北坡有东洋种渗入等事实， 

也反映出秦岭山脉在我国动物地理上处于东洋界与古北界交忙过渡地带的特征。 

2．2．2 爬行动物 如表 1所示，秦岭地区 41种爬行动物中，属东洋界 z1种．占该区爬行动物种数的 

51．2 ，处于优势地位；古北种 10种，占24．4％；广布种 6种，占14．6 ；特有种 4种 ，占9．8 。在东洋 

界成分中．西南 区 6种，占东洋界成分的 28．6 ；华中区或华中一华南区共有种类最多，有 15种，占 

71．4 。从以上知．秦岭地区爬行动物区系组成以东洋界华中区或华中一华南区种类为主，另有东洋界 

西南区种类、古北种及广布种分布。从爬行动物区系组成进一步说明秦岭山脉在我国动物地理上处于古 

北界与东洋界交汇过渡地带。 

秦岭南坡(34种)和北坡(33种)爬行动物相比较，二者相同种数 26种，分别占南北坡爬行动物种数 

的 76．5 和 78．8 ，表明南北坡在爬行动物区系组成上也基本一致。但在南坡爬行动物中，东洋种 2O 

种，占南坡爬行动物种数的 58．8 ；古北种 5种，占 14，7 ；广布种 6种，占 17．6 ；特有种 3种，占 

8．8 。在北坡爬行动物中，东洋种 l 5种．占北坡爬行动物种数的45．5％；古北种 1O种，占3O．3％；广布 

种 5种，占l5．2 ；特有种 3种，占9．1％。显然．南坡爬行动物区系组成中东洋界成分多于北坡，古北界 

成分又少于北坡．说明秦岭主脊对爬行动物的分布也有较明显的屏障作用。因此 ，以秦岭山脉作为我国 

境内古北界与东洋界的分界线，从爬行动物在南北坡的分布差异看，这种划分是正确的。 

3 持续发展对策 

秦岭地区目前已知的两栖爬行动物种数占陕西省总种数的 75．0 ，是我国两栖爬行动物物种多样 

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与其他动物资源一样．它们是 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自然生态系统平 

衡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 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的矛盾，对保 

证持续发展无疑有重要意义。 

3．1 加强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证物种多样性持续发展的主要手段。迄今为止，秦岭地区已批准建立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5个，对包括两栖爬行动物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保护区建设和管 

理上仍存在一些同题。倒如．地处秦岭保护区群东部的牛背梁保护区建于 1987年，在 1996年该区只建 

了一个保护站，这对于有 ll0 km边界线的保护区来说是形同虚设。有些保护部门把主要精力用在旅游 

开发和对乱砍滥伐树木的处罚上。有的保护区仅对国家一、二类保护动物较重视．而对未列入国家保护 

名录的野生动物如两栖爬行动物保护观念淡漠，致使野生蛇蛙数量锐减、虫鼠害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因 

此加强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提高保护效果，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2 保护栖息环境 

保护栖息环境是保证物种多样性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秦岭地区目前受威胁最大的是水质。由于 

小型手工作坊的排污、旅游景点的开发、盲目采矿及偷捕太鲵时采用下毒、电击、轰炸等手段，造成水质 

污染严重．有些河溪内两栖动物几乎绝迹，对此应引起足够重视。 

3．3 广泛宣传教育，提高群众认识水平 

依靠群众是保证物种多样性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调查中了解到群众对太鲵属保护动物有所了 

解，但对其他两栖爬行动物的保护却认识不足。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些群众三五成群的在保护区内长 

期为蛇贩子大量捕蛇。因此，采取多种形式对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保护区不仅 

是对有关保护动物进行保护·而是对整个 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全面保护，包括对植被、蛇类及蛙类资源等 

的保护。同时对那些目无国法、乱捕滥猎野生动物资源的不法之徒应给予严厉打击，以教育群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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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科学研究工作是保证物种多样性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秦岭地区是我国两栖爬行动物种源的天然 

遗传基因库之一，具有很高的生态、经济和科研价值。因此加强它们的生态作用、演替规律及种群结构的 

研究，探讨经济种类的行为、习性及生殖规律，预测预报濒危物种的种群数量动态及濒危等级等，对保证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5 处理好资源保护与台理开发利用的矛盾 

两栖爬行动物的种群数量在自然消长，只要科学合理地利用，使其数量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就能达 

到保护物种多样性的目的。例如在利用两栖爬行动物资源时，要规定捕大留小、捕雄留雌、繁殖期禁捕、 

有计划地对不同地区轮捕等，这样既可保护物种 ，保证持续发展 ，又能充分利用资源，造福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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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rpet0fauna in Qinl ing 

Area and the Strate gia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lang 'oang 

(Coltege of Life Scienc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710062，Xi an) 

Abstract A herpetological survey was carried Out in 11 counties which are part of Qinling area in Shaanxi 

province．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are 60 herpetological species，accouting for 75．0 of total species in 

Shaanxi province．Among the herpetological elements，there are 19 amphibian species belonging to 12 gen— 

era，7 families and 2 orders，and 41 reptilian species belonging tO 26 genera，8 families and 2 orders．The 

herpetofauna of Qinling area primarily consists of Oriental Central China elements and those common to 

Ce ntral—South China．In addition，there are a few widely distributed 0riental and Paleoarctie elements．Pa- 

leoarctic North China species，and a small number of species spreading from Oriental Southwest China ． 

The elements of the herpetofauna and the distribution in Qinling area demonstrate that，zoogeographically， 

Qinling Mountain is in the watershed position in China and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a transitional 

zone·According to the status of the herpetological resoures in Qinling&rea，five strategies suggested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suggested in this area． 

Key words Qinling area；amphibia；reptilia；fauna；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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