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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掌握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类多样性及分布格局，促进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
测，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０２３年５月通过样线法对两栖动物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１）共记录两栖类动
物２５种，隶属２目８科１７属；其中新种 １种———高望界疣螈 （Ｔｙｌｏｔｏｔｒｉｔｏ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ｅｎｓｉｓ），保护区新纪录
种１３种。（２）保护区优势种有川村陆蛙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ｋａｗａｍｕｒａｉ）和黑斑侧褶蛙 （Ｐｅｌｏｐｈｙｌａｘｎｉｇｒ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虎纹蛙 （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３）科、属、种的丰富度在海拔梯度上的分布
格局大致相同，随海拔升高丰富度在≤２５０ｍ和 ＞５５０～６５０ｍ范围有较大峰值。（４）不同生境中山间溪流
的物种多样性最高；在海拔≤２５０ｍ的区间物种多样性最高。（５）不同海拔段的物种数量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山间溪流与其他生境之间在物种数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摸清了保护区两栖动物多样性本底，查明了区

域内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和威胁因素，为该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础资料。

关键词：两栖类；物种多样性；生境；海拔分布；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图分类号：Ｑ９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７１０（２０２４）０３—００４４—０８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ｉｎＨｕｎａｎ
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ＹＡＮＧＸｉｎｙｕ１，ＴＡＮＧＹｉｐｉｎｇ１，ＬＩＵＣｈｅｎｙｉ１，ＬＩＵＸｉｎ１，ＬＩＵＨｕｉ１，
ＨＵＡＮＧＪｉｅ１，ＺＨＡＮＧＺｉｌｉａｎｇ２，ＺＨＡＮＧＹｏｕｘｉａｎｇ１，ＷＵＴａｏ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Ｊｉｓ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ｓｈｏｕ４１６０００，
Ｈｕ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２.Ｈｕｎａ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Ｇｕｚｈａｎｇ４１６３００，

Ｈｕ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ｇｒａｓｐｔｈｅ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Ｈｕｎａ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ｂｙｌ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ｍｅｔｈｏｄ



第３期 杨鑫宇，等：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类多样性及海拔分布格局　　　　　

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２ｔｏＭａｙ２０２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２５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ｔｏ１７ｇｅｎｅｒａ，８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２ｏｒｄｅ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ｏｎｅｎ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ｙｌｏｔｏｔｒｉｔｏ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１３ｓｐｅｃｉｅｓｎｅｗｌｙ-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ｗｅｒｅ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ｋａｗａｍｕｒａｉａｎｄＰｅｌｏｐｈｙｌａｘｎｉｇｒ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ｅ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ａｎｉｍａｌｗａｓ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Ｔｈｅ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ｏｆ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ｅ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ｔｈ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ｐｅａｋｅｄａ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２５０ｍａｎｄ＞５５０ｔｏ６５０ｍ．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ｓ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ｈａｂｉｔａ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２５０ｍ．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ｒｅａｍ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ｗｈｉｃｈｆｕｒｎｉｓｈｅｄ
ｂａｓｉｃｄａｔａｆｏｒ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ｂｉｔａ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Ｈｕｎａ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人类福祉息息相关，在改
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保证生态安

全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开展生物多样性

调查对加强物种保护、弄清资源本底、培养专业人

才都具有重要意义。两栖动物作为连接水生与陆生

生态系统的关键类群，具有水陆双重特性，成为揭

示水生向陆生演化过程的关键物种［１］；其特有的

生理结构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２－３］，因此被作为环

境健康监测的重要指示类群。虽然近年来两栖动物

不断有新种发表，但总的数量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

趋势［４－５］。我国两栖动物正面临城市化建设、农药

使用、基层民众保护意识淡薄等多重威胁，因此，

开展两栖动物多样性的调查与保护刻不容缓［６－７］。

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居武陵山脉核

心地带，被列为中国１７个关键生物多样性地区之
一，同时也是全球２００个生态重点保护区域之一。
近二十年来，保护区主要在植物资源、种群分布、

群落特征和多样性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８－１５］；在动物研究领域，也涉及有鸟兽［１６－１８］和

昆虫的多样性调查工作［１９－２２］。对于保护区内两栖

动物的现状研究相对欠缺。因此，深入开展保护区

内两栖动物的研究，一方面对于及时应对环境挑

战、维持生态平衡及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

的意义，另一方面可为该保护区域两栖动物保护、

监测和管理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与基础资料。

１　研究区概况

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武陵山脉南

坡中段 （１１０°００′２９″—１１０°１４′２６″Ｅ，２８°３８′００″—
２８°４５′３５″Ｎ），总面积１７１６９.８ｈｍ２，海拔１７０.０～
１１４６.２ｍ［１９］。在动物地理区划上属东洋界华中区

西部山地高原亚区。气候温暖湿润，属于中亚热带

季风湿润气候类型［１３，１７］。因未遭受第四纪冰川侵

袭，植被丰茂，生境类型复杂多样，为两栖动物的

生存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良栖息场所。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调查方法
在前期查阅文献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依据

《湖南省陆生脊椎动物资源调查技术导则 （试行）》

的要求，在保护区内共设置５４条调查样线，样线
长度为５００ｍ，样线宽度为５～１０ｍ，于２０２２年４
月—２０２３年５月对每条样线共进行两轮调查。三
人一组，持手电于１８：００—２４：００沿样线行走，对
样线及周围的两栖动物 （活体、尸体及卵泡）［２３］

进行拍照、录像和采样，并记录下物种种类、个体

数量、海拔和经纬度等关键信息。

对野外采集的标本，测量其体长、吻长、头宽

等数据，并依据 《中国两栖动物及其分布彩色图

鉴》《湖南动物志：两栖纲》等参考资料［２４－２６］对

观测到的物种进行鉴定。在分类体系和物种名称

上，主要参照 ＬＹＵ等［２７］、王剀等［２８］的研究成果，

并结合中国两栖类数据库［２９］以及近年相关文献。

对于那些外形特征难以鉴别的两栖动物，提取

其肝脏或肌肉等组织进行基因测序，并在 ＢＬＡＳＴ
网站上对数据进行比对，以实现物种鉴定。

本研究根据生境经典性原则［３０］，参照前人研

究［１６，３１－３２］，设置山地森林、山间溪流、农田、居

住地等４种生境。
２.２　统计分析

按照物种多样性分析方法［３３］，计算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 （Ｈ′）：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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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Ｓ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 （１）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 （Ｊ）：
Ｊ＝Ｈ′／ｌｎＳ （２）
物种相对多度 （ＩＲＤ）：
ＩＲＤ ＝ Ｎｉ( )／Ｎ ×１００％ （３）

式 （１） ～（３）中：Ｓ为物种数，Ｎｉ为第ｉ个物种
的个体数，Ｎ为全部物种的个体数，Ｐｉ为 Ｎｉ与 Ｎ
的比值。

物种丰富度指群落中物种数目的多寡，以物种

数 （Ｓ）表示。物种相对多度经对数转化后用
ＴＢｔｏｏｌｓ构建高望界两栖类相对多度聚类热图，以
判断各物种在不同生境下的物种优势度及不同生境

与物种之间的聚类情况。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物种组成
通过本次野外调查，并结合文献及考察报告

等资料，对保护区两栖动物进行综合分析，共记

录到３４个物种，隶属于２目９科２０属 （表１）；
其中本次野外调查记录到 ２５个物种 （隶属于 ２
目８科１７属），历史记录共２１种 （隶属于２目８
科１８属）。记录到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７科１８属３２
种，有尾目 （Ｃａｕｄａｔａ）２科２属２种；其中有尾
目中发现了１个新种———高望界疣螈 （Ｔｙｌｏｔｏｔｒｉｔｏｎ
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ｅｎｓｉｓ）。

本次调查整理出的３４个物种中，以东洋界物
种为主，共 ２７种，占总种数的 ７９.４１％。生态类
型以陆栖—静水型为主，共 １４种，占总种数的
４１.１８％；流水型和陆栖—流水型次之，各 ７种，
各占２０.５９％；树栖型５种，占１４.７１％；静水型
最少，仅１种，占２.９４％。根据 《中国脊椎动物

红色名录》［３４］，本次调查到的物种中，有极危物种

１种，有濒危物种２种，有近危级物种３种，有易
危物种１种，有无危物种２３种，还有４种未予评
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３种，具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有９种，湖南省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有６种。

表１　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类物种名录
Ｔａｂ.１　Ｌｉｓｔｏｆ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Ｈｕｎａ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目 科 物种
动物

区系

濒危

等级

保护

级别

生态

类型

数据

来源

有尾目

（Ｃａｕｄａｔａ）
蝾螈科（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ｉｄａｅ） 高望界疣螈（Ｔｙｌｏｔｏｔｒｉｔｏ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ＮＥ ＴＱ 调查

隐鳃鲵科（Ｃｒｙｐｔｏ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 大鲵（Ａｎｄｒｉａｓｄａｖｉｔｉａｎｕｓ） Ｗ ＣＲ Ⅱ Ｒ 文献

雨蛙科（Ｈｙｌｉｄａｅ）
三港雨蛙（Ｈｙｌａｓａｎｃｈ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Ｓ ＬＣ Ａ 调查／文献

华西雨蛙（Ｈｙｌａａｎｎｅｃｔａｎｓ） Ｃ ＬＣ Ａ 文献

虎纹蛙（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Ｓ ＥＮ Ⅱ ＴＱ 调查／文献

叉舌蛙科（Ｄｉｃｒｏｇｌｏｓｓｉｎａｅ） 棘腹蛙（Ｑｕａｓｉｐａａｂｏｕｌｅｎｇｅｒｉ） Ｗ ＶＵ ⅱ Ｒ 调查／文献

川村陆蛙（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ｋａｗａｍｕｒａｉ） Ｗ ＬＣ ＴＱ 调查／文献

小弧斑姬蛙（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ｈｅｙｍｏｎｓｉ） ＣＳＳＷ ＬＣ ＴＱ 调查／文献

姬蛙科（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ｉｄａｅ） 饰纹姬蛙（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ｆｉｓｓｉｐｅｓ） Ｗ ＬＣ ＴＱ 调查／文献

粗皮姬蛙（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ｂｕｔｌｅｒｉ） ＣＳＳＷ ＬＣ ＴＱ 调查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崇安髭蟾瑶山亚种（Ｖｉｂｒｉｓｓａｐｈｏｒａｌｉｕｉｙａｏ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ＮＴ ⅰ；ⅱ ＴＲ 调查

峨眉髭蟾（Ｖｉｂｒｉｓｓａｐｈｏｒａｂｏｒｉｎｇｉｉ） Ｃ ＥＮ Ⅱ；ⅰ ＴＲ 文献

雪峰山角蟾（Ｂｏｕｌｅｎｏｐｈｒｙｓｘｕｅｆｅｎｇｍｏｎｔｉｓ） Ｃ ＮＥ ＴＲ 调查
角蟾科（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ｉｄａｅ）

小角蟾（Ｂｏｕｌｅｎｏｐｈｒｙｓｍｉｎｏｒ） ＣＳ ＬＣ ⅰ ＴＲ 文献

宽头短腿蟾（Ｂｒａｃｈｙｔａｒｓｏｐｈｒｙｓｃａｒｉｎｅｎｓｅ）① ＣＳＳＷ ＮＥ ⅰ ＴＲ 文献

武陵掌突蟾（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ｅｌｌａｗｕ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 ＮＥ ⅰ；ⅱ ＴＲ 调查

布氏泛树蛙（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ｂｒａｕｅｒｉ） ＣＳＳＷ ＬＣ ⅰ Ａ 调查

树蛙科（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ｉｄａａｅ） 斑腿泛树蛙（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ｍｅｇａ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ＣＳＳＷ ＬＣ ⅰ；ⅱ Ａ 文献

大树蛙（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ｕｓｄｅｎｎｙｓｉ） Ｗ ＬＣ ⅰ；ⅱ Ａ 调查

蟾蜍科（Ｂｕｆｏｎｉｄａｅ） 中华蟾蜍指名亚种（Ｂｕｆｏ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 Ｗ ＬＣ ⅰ；ⅱ ＴＱ 调查／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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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类物种名录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１　Ｌｉｓｔｏｆ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Ｈｕｎａ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目 科 物种
动物

区系

濒危

等级

保护

级别

生态

类型

数据

来源

徂徕林蛙（Ｒａｎａｃｕｌａｉｅｎｓｉｓ） ＣＳ ＬＣ ＴＱ 调查

寒露林蛙（Ｒａｎａｈａｎｌｕｉｃａ） ＣＳ ＮＴ ＴＱ 调查

镇海林蛙（Ｒａｎａｚｈｅｎｈａｉｅｎｓｉｓ） ＣＳ ＬＣ ＴＱ 调查／文献
峨眉林蛙（Ｒａｎａｏｍｅｉｍｏｎｔｉｓ） Ｃ ＬＣ ＴＱ 调查

中华湍蛙（Ａｍｏｌｏｐ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Ｓ ＬＣ Ｒ 调查

崇安湍蛙（Ａｍｏｌｏｐｓｃｈｕｎｇ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ＳＷ ＬＣ Ｒ 文献

黄岗臭蛙（Ｏｄｏｒｒａｎａｈｕａ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Ｓ ＬＣ ＴＲ 调查／文献
蛙科（Ｒａｎｉｄａｅ）

大绿臭蛙（Ｏｄｏｒｒａｎａｇｒａｍｉｎｅａ） ＣＳ ＬＣ Ｒ 调查／文献

花臭蛙（Ｏｄｏｒｒａｎａｓｃｈｍａｃｋｅｒｉ） ＣＳ ＬＣ Ｒ 调查

绿臭蛙（Ｏｄｏｒｒａｎａ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ａｅ） ＣＳＷ ＬＣ Ｒ 文献

沼水蛙（Ｈｙｌａｒａｎａｇｕｅｎｔｈｅｒｉ） ＣＳＳＷ ＬＣ ＴＱ 调查／文献

阔褶水蛙（Ｓｙｌｖｉｒａｎａｌａｔｏｕｃｈｉｉ） ＣＳ ＬＣ ＴＱ 调查

黑斑侧褶蛙（Ｐｅｌｏｐｈｙｌａｘｎｉｇｒ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Ｗ ＮＴ ⅱ ＴＱ 调查／文献

弹琴蛙（Ｎｉｄｉｒａｎａａｄｅｎｏｐｌｅｕｒａ）① ＣＳＷ ＬＣ Ｑ 文献

注：１.动物区系：Ｃ为华中区种；ＣＳ为华中－华南区种；ＣＳＷ为华中－西南区种；ＣＳＳＷ为华中－华南－西南区种；Ｗ为广布种。
２.濒危等级：ＣＲ为极危；ＥＮ为濒危；ＶＵ为易危；ＮＴ为近危；ＬＣ为无危；ＮＥ为未评估。
３.保护级别：ＩＩ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ⅰ为 “三有”野生动物；ⅱ为湖南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４.生态类型：Ｒ为流水型；ＴＱ为陆栖－静水型；ＴＲ为陆栖－流水型；Ｑ为静水型；Ａ为树栖型。

① 表示在湖南省分布存疑。

３.２　调查物种与历史记录物种比较分析
与２０１４年高望界保护区科考报告相比较，本

次调查未记录到的物种有９个，包括大鲵 （Ａｎｄｒｉａｓ
ｄａｖｉｔｉａｎｕｓ）、 宽 头 短 腿 蟾 （Ｂｒａｃｈｙｔａｒｓｏｐｈｒｙｓ
ｃａｒｉｎｅｎｓｅ）、峨眉髭蟾 （Ｖｉｂｒｉｓｓａｐｈｏｒａｂｏｒｉｎｇｉｉ）、弹
琴蛙 （Ｎｉｄｉｒａｎａａｄｅｎｏｐｌｅｕｒａ）、崇安湍蛙 （Ａｍｏｌｏｐｓ
ｃｈｕｎｇａｎｅｎｓｉｓ）、华西雨蛙 （Ｈｙｌａ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绿臭 蛙 （Ｏｄｏｒｒａｎａ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ａｅ）、斑 腿 泛 树 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ｍｅｇａｃｅｐｈａｌｕｓ）、小角蟾 （Ｂｏｕｌｅｎｏｐｈｒｙｓ
ｍｉｎｏｒ）。最新研究资料显示［３５］，小角蟾在湖南省

没有分布记录，而宽头短腿蟾和弹琴蛙属于存疑

种。通过访问调查了解，大鲵曾经在该区域有分

布，但由于其生境遭受破坏，野生大鲵已基本消

失。通过对所有采集标本的形态学鉴定及 ＤＮＡ测
序，本次调查新增记录了蝾螈科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ｉｄａｅ）、
蛙科 （Ｒａｎｉｄａｅ）等的物种 １３种，有崇安髭蟾瑶
山亚种 （Ｖｉｂｒｉｓｓａｐｈｏｒａｌｉｕｉｙａｏ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雪峰山
角蟾 （Ｂｏｕｌｅｎｏｐｈｒｙｓｘｕｅｆｅｎｇｍｏｎｔｉｓ）、武陵掌突蟾
（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ｅｌｌａ ｗｕ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布 氏 泛 树 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ｂｒａｕｅｒｉ）、粗 皮 姬 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ｂｕｔｌｅｒｉ）、徂徕林蛙 （Ｒａｎａｃｕｌａｉｅｎｓｉｓ）、寒露林蛙
（Ｒａｎａｈａｎｌｕｉｃａ）、峨眉林蛙 （Ｒａｎａｏｍｅｉｍｏｎｔｉｓ）、
大 绿 臭 蛙 （Ｏｄｏｒｒａｎａｇｒａｍｉｎｅａ）、黄 岗 臭 蛙

（Ｏｄｏｒｒａｎａｈｕａ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中华湍蛙 （Ａｍｏｌｏｐ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阔褶水蛙 （Ｓｙｌｖｉｒａｎａｌａｔｏｕｃｈｉｉ）等。其中
斑腿泛树蛙与布氏泛树蛙、绿臭蛙与花臭蛙

（Ｏｄｏｒｒａｎａｓｃｈｍａｃｋｅｒｉ）、弹琴蛙与沼水蛙 （Ｈｙｌａｒａｎａ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ｉ）、崇安湍蛙与中华湍蛙、华西雨蛙与三
港雨蛙 （Ｈｙｌａｓａｎｃｈ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在外形上相似，在
野外不好辨别，这可能导致了以往记录中的鉴别错

误，也有可能２０２２年天气干旱、调查样线没有全
覆盖、时间有限等因素导致这些物种未被发现。

３.３　海拔分布格局
３.３.１　单个物种的垂直分布

保护区内两栖类动物分布范围覆盖了 １５０～
８５０ｍ的海拔区间 （图１）。其中大绿臭蛙和虎纹
蛙 （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主要分布在较低海拔
地区；粗皮姬蛙、阔褶水蛙、高望界疣螈、黄岗臭

蛙、武陵掌突蟾和虎纹蛙分布范围比较狭窄；粗皮

姬蛙分布的海拔相对较高，其最低分布海拔也在

５００ｍ以上。
３.３.２　不同海拔区间不同分类阶元的丰富度比较

在海拔梯度上，科、属、种的丰富度显现出大

体一致的分布模式，在海拔≤２５０ｍ、 ＞４５０～
５５０ｍ和＞５５０～６５０ｍ区间，种、属和科的丰富度
较高 （图２）。从整个海拔梯度来看，科、属、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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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华蟾蜍指名亚种 （Ｂｕｆｏ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２.黑斑侧褶蛙 （Ｐｅｌｏｐｈｙｌａｘｎｉｇｒ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３.川村陆蛙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ｋａｗａｍｕｒａｉ）；４.徂徕林蛙 （Ｒａｎａｃｕｌａｉｅｎｓｉｓ）；５.布氏泛树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ｂｒａｕｅｒｉ）；６.寒露林蛙 （Ｒａｎａｈａｎｌｕｉｃａ）；７.镇海林蛙
（Ｒａｎａｚｈｅｎｈａｉｅｎｓｉｓ）；８.棘腹蛙 （Ｑｕａｓｉｐａａｂｏｕｌｅｎｇｅｒｉ）；９.峨眉林蛙 （Ｒａｎａｏｍｅｉｍｏｎｔｉｓ）；１０.大树蛙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ｕｓｄｅｎｎｙｓｉ）；
１１.中华湍蛙 （Ａｍｏｌｏｐ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１２.小弧斑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ｈｅｙｍｏｎｓｉ）；１３.沼水蛙 （Ｈｙｌａｒａｎａｇｕｅｎｔｈｅｒｉ）；１４.饰纹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ｆｉｓｓｉｐｅｓ）；１５.崇安髭蟾瑶山亚种 （Ｖｉｂｒｉｓｓａｐｈｏｒａｌｉｕｉｙａｏ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１６.三港雨蛙 （Ｈｙｌａｓａｎｃｈ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１７.粗皮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ｂｕｔｌｅｒｉ）；１８.阔褶水蛙 （Ｓｙｌｖｉｒａｎａｌａｔｏｕｃｈｉｉ）；１９.大绿臭蛙 （Ｏｄｏｒｒａｎａ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２０.高望界疣螈 （Ｔｙｌｏｔｏｔｒｉｔｏｎ
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ｅｎｓｉｓ）；２１.花臭蛙 （Ｏｄｏｒｒａｎａｓｃｈｍａｃｋｅｒｉ）；２２.黄岗臭蛙 （Ｏｄｏｒｒａｎａｈｕａ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２３.武陵掌突蟾 （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ｅｌｌａ

ｗｕ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２４.虎纹蛙 （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２５.雪峰山角蟾 （Ｂｏｕｌｅｎｏｐｈｒｙｓｘｕｅｆｅｎｇｍｏｎｔｉｓ）。
图１　高望界两栖动物海拔分布情况

Ｆｉｇ.１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ｋｉｎｇｄｏｍ

的丰富度呈现先下降后升高再降低的模式。种的丰

富度在基带到海拔３５０ｍ之间出现明显下降，之后
逐渐上升，但在海拔 ＞４５０～６５０ｍ区间保持相对
平稳，随后开始逐渐下降。而属的丰富度在基带到

海拔３５０ｍ处出现下降，之后开始上升，在海拔
＞４５０～６５０ｍ区间保持相对平稳，随后逐渐下降。
科的丰富度在基带到海拔３５０ｍ处出现下降，然后
开始上升，在海拔 ＞４５０～６５０ｍ区间保持相对平
　　

图２　科、属、种丰富度的海拔梯度格局
Ｆｉｇ.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ｇｅｎｕｓ，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ｌｏｎｇ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稳，随后缓慢下降，并在海拔 ＞７５０～８５０ｍ区间
略有上升。这一分布模式反映了该保护区不同海拔

层次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揭示了生物多样性在不

同海拔区间的变化规律。

３.４　物种优势度
四种不同生境中各物种相对多度聚类热图显

示，不同生境条件下的优势种存在差异 （图３）。
在山地森林生境中，优势种为寒露林蛙和川村陆

蛙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ｋａｗａｍｕｒａｉ），相较于其他物种优势
度显著；在居住地和农田生境中，优势种为川村

陆蛙和黑斑侧褶蛙 （Ｐｅｌｏｐｈｙｌａｘｎｉｇｒ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其次为中华蟾蜍指名亚种 （Ｂｕｆｏ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
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在山间溪流生境中，优势种为花臭
蛙和中华湍蛙，但是，相较于其他物种，其优势

度不显著，说明山间溪流生境中的各物种分布较

均匀。

３.５　物种多样性分析
由表２可知，在不同生境类型中，山间溪流的

物种多样性指数 （２.３７５）和均匀度指数 （０.７５７）
均最高，其次是山地森林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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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类相对多度聚类热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ｈｅａｔｍａｐｏｆ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ｉｎＨｕｎａ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表２　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生境类型的物
种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指数

Ｔａｂ.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ｅｖｅｎ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ａｂｉｔａｔｔｙｐｅｓｉｎＨｕｎａ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生境类型 个体数量／只 物种数量／个 Ｈ′ Ｊ

山地森林 ２６３ １２ １.７２２ ０.６９２

山间溪流 ９４２ ２３ ２.３７５ ０.７５７

农田 １０４１ １２ １.３９１ ０.５５９

居住地 ５５０ ９ １.３５６ ０.６１７

匀度指数分别为１.７２２和０.６９２，农田和居住地生
境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较低。在调查

的生境类型中，山间溪流生境的物种多样性最为丰

富，一方面这可能与保护区水资源受到污染相对较

少有关；另一方面调查样线中的小溪流速较慢，为

两栖类提供了适宜的繁殖和发育环境［３６］。相比之

下，农田和居住地的多样性较低，可能与人类活动

的干扰密切有关；同时，农田和居住地的植物类型

单一和空间异质性低，两栖类在此生境中缺少栖息

地和食物来源，农药的使用也可能对两栖类产生不

利影响［１５，３７］。

根据表 ３数据显示，在≤２５０ｍ和 ＞４５０～
５５０ｍ海拔区间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
较高，多样性指数分别为２.２４３和２.１８１，均匀度
指数分别为０.７４９和０.７４１。在＞２５０～３５０ｍ海拔
区间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分别为１.１９９
和０.５７６，均为最低，这可能与该海拔段人类活动
较多有关。尽管不同海拔梯度的物种多样性存在差

异，但对于主要物种的组成而言，海拔梯度的影响

似乎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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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海拔区间的物
种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指数

Ｔａｂ.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ｅｖｅｎ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海拔／ｍ 个体数量／只 物种数量／个 Ｈ′ Ｊ

≤２５０ ６０９ ２０ ２.２４３ ０.７４９

＞２５０～３５０ ２５２ ８ １.１９９ ０.５７６

＞３５０～４５０ ３３８ １３ １.６２５ ０.６３４

＞４５０～５５０ １９３ １９ ２.１８１ ０.７４１

＞５５０～６５０ ７１９ ２０ １.７８４ ０.５９５

＞６５０～７５０ ２７３ １４ １.８０３ ０.６８３

＞７５０～８５０ ４１２ １３ １.８９６ ０.７３９

４　结论与讨论

通过本次调查，共记录两栖类动物２５种，发
现两栖动物新种１种，保护区新纪录１３种，这些
发现进一步扩展了我们对该保护区两栖动物种类资

源的认识。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仍有大量

区域未被详尽调查，这些区域可能隐藏着尚未被发

现的潜在物种。因此，开展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

研究，对于理解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整理资源底

蕴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调查显示，该保护区两栖动物主要分布在海拔

１５０～８５０ｍ的区域，其物种丰富度在不同海拔区
间表现出明显的分布规律。在众多生境类型中，山

间溪流生境的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相比之下，农

田和居民区的生境物种多样性较低，这可能与人类

活动的影响有关。通过对物种多样性的细致分析和

优势度的比较，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洞察保护区内两

栖动物的生态特征及其分布格局，这将为未来的保

护措施和管理策略的制定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

两栖动物在不同海拔下的分布格局和成因一直

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３８］。由于两栖动物对生

态环境要求较高，其生存受温度和水分条件的影响

较大，因此在地理位置和分布范围上存在明显差

异［３９］。研究表明，两栖动物的海拔分布格局多样，

有单峰格局、先平台后递减的格局、双峰格局

等［１］。而本次保护区两栖动物多样性随海拔分布

呈双峰格局，即在低海拔段和中海拔段分别出现一

个峰值，这种海拔分布格局的形成可能受多种多样

因素的影响，包括温度、降水、植被类型等［４０］。

具体是什么因素导致该分布格局的形成，还需进一

步研究。

在此次调查中，川村陆蛙和黑斑侧褶蛙为优势

种。川村陆蛙的繁殖期长达５～６个月，产卵盛期
为４月中旬至５月中旬和８月上旬至９月，雌蛙多
次产卵，产卵量大。而黑斑侧褶蛙则因其较强的繁

殖能力和适应性而成为优势种，其繁殖季节主要在

３月下旬至４月［４１］。两者繁殖期与稻田灌水季节

相近，种群数量剧增，优势度明显。优势种与生境

特点和资源分配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川村陆蛙偏好

湿润陆地环境，而黑斑侧褶蛙则倾向于水栖环境，

两者作为优势种资源分配之间冲突较少。

两栖类分布受温度、水环境及人为活动的影响

较大。山间溪流生境提供了丰富水体和高湿度环

境，人为干扰极小，便于隐藏，满足各类两栖动物

栖息的需求，因而生物多样性高［４２］。相比之下，

农田与居住地生境空间异质性低，受人为活动影响

较大，生物多样性低。此外，在海拔＞２５０～３５０ｍ
区间的物种多样性较低，可能与该海拔梯度人类活

动频繁有关。

调查发现，保护区内的两栖动物受交通、农

药、居民保护意识弱等多方面的威胁，如被车碾

压、被农药毒害或者遭受非法捕捉等，一些物种的

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甚至有些物种已难以寻觅，如

大鲵。为了有效地保护两栖动物及其栖息地环境，

应考虑到不同两栖类物种的时空生态位差异，采取

相应的保护措施。同时，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

局，营造适宜两栖动物生存的生态环境，促进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１］。建议在关键地区设置两

栖类观测与科研样地，长期开展系统性监测研究，

增加对栖息地环境的保护力度，减少树木砍伐、过

度放牧、农药使用等行为；同时，呼吁加强相关宣

传工作，提高民众对两栖动物的保护意识，促进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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