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动物 ������� �创肛��� �� 乙阅�飞罗 �哭招 �� ���

四爪陆龟生态学研究概况及保护现状

史海涛

海南师范学院生物系 海 口 ������

摘要 ����一 ����年
，
于新疆霍城以散放观察法为主对四爪陆龟����

自拓际彻司翻法�野外生态进

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

�
四爪陆龟 �一 �月出蛰

，
日活动节律可分为转身期

、
日光浴期

、

前活动期
、

避署

期
、

后活动期和夜息期
，
�一 �月入势 �生境可分为阳坡

、
阴坡

、

坡顶 和沟底
，

偏爱活动于沟底 �记录其

取食植物 �� 种
，

喜食拉拉藤
、

旋花等种类 �亚成体 日食量 �
�

�土 �
�

��
，
日取食时间 ��

�

�士 �
�

�而
�

�

�成体

日食量 �
�

�土 �
�

��
，
日取食时间 ��

�

�士 ��而
�

�

�观察到 �窝卵
，

产于 �月中旬
，

窝卵数 �枚
，

孵化率

��
�

��
，

成活率为零
，

孵化期 ��� 天 �现实际分布面积 �����
�
��

，

种群密度 �只��矛
，

性比 ���
，

年龄集中

在 �一 巧 年
，

体重 ���
一 ����最多

，

背甲长主要为 �一 巧���四爪陆龟受人为捕杀严重
，

濒临绝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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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
、

研究概况及保护区概况

四爪陆龟����
幻“ 勿 ��叼欣诚�又叫草原龟

，

以哈萨

斯坦南部荒漠地区和天山山前地带为多
，

印度
、

巴基

斯坦
、

伊朗也有分布
。
在我 国仅分布于新疆霍城县

境内
，

为国家 �级保护动物
。
国外有关四爪陆龟生

态学的研究仅见对其习性的描记和种群数量的调查

报道 �肠����
，

���� ����祀���
，
����� �〕

������
，
�������

�

�����
，
�����

。

国内的研究涉及其习性
、

繁殖生态�许

设科等
，
����

，
�����

、

活动节律�史海涛等
，
�卯��

、

栖

息地选择及食性�史海涛等
，
�����和种群数量及结

构�史海涛等
，
�����等

。
四爪陆龟保护 区位于东经

��鸽�
�

��
‘ 一 ��

�
�

�

�
‘ ，

北纬 书
。
�

�

�
‘ 一 科

。
��

‘ ，

为天山支

脉阿拉斯山山前荒漠草原地带
。
四爪陆龟多分布于

海拔 ��������� 的黄土丘陵地区
，

该区域为山前倾

斜平原向山地的过渡带
，

形态上呈垄状长岗形
。

年

均气温 �
�

��℃ ，

无霜期 ��� 天
，

降水量 ����
，

蒸发量

�����
。

保护区植被属半荒漠型
，

为短命植物一篙
一

黎的复合体
，

优势种类为梯地白篙��沁绷。 记 犯

�
汉
�

���和囊状角果黎���勿印甲�� 以���
可山����等

。

� 工作方法

����一 ����年
，

选择四爪陆龟密度最高的坎土

曼墩作为固定工作地点
。
于 自然生境 中

，

挖一深

���� 面积 ��以〕扩 的圈
，

将 �� 余只当年 自野外捕获

的龟放于其中进行观察
。

龟背上贴有带编号的胶

布
，

同时在其缘板上作了永久性标记
。
以地面温度

计测地面温度
，

照度计测光照强度
，

半导体点温计喉

下测体温
。

每 日自����
一��

�
�� 观察龟的活动

，

每小

时记录一次光照强度
、

地面温度
、

气温及测量 �一 ��

只龟的体温
。
对于开始休眠的龟

，

用贴有该龟编号

和人洞 日期的木棍插在休眠洞 口
，

对 �� 只龟的人蛰

情况作了记录
。

在龟人蛰后的不同时间里
，

根据洞

口 的标记
，

对休眠洞的挖掘情况作了调查
。
第二年 �

月
，

对出蛰及休眠洞的资料作观察记录
。
�一 �月

，

每

�� 天做一次样方
，

每次于 阳坡
、

阴坡
、

坡顶和沟底 �

种不同的生境各随机选取 ��个 �� �扩 的样方
，

统计

样方内的植物种类
、

数量及重量
。
通过野外跟踪

、

散

放观察及投饵饲喂法对其活动季节的取食种类
、

取

食部位
、

喜食程度及 日取食时间进行了调查
。
根据

保护区的自然分隔情况
，

将其划分为 �个样区
，

即①
保护区西部 �②保护区 中部南段 �③保护区东部 �④
坎土曼墩�定点工作区

，

位于保护区中部北段�
。
根

据四爪陆龟的体形大小及栖息环境的植被特点
，

对

最大背甲长 � 最大背甲宽小于 ���扩�幼体�
、

大于

��
�
扩 小于 ����

�
扩�亚成体�和大于 ���

�
扩�成体�的

个体
，

将其有效调查宽度分别定为 �
�

�
、
�和 ���

。

����年 �一 �月
，

于 四爪陆龟活动最旺盛的繁殖期
，

在保护区西部
、

中部南段和东部 �个样区各选取了 �

条有代表性的线路
，

每条线路均横穿样区
，
以线路法

对四爪陆龟的数量作统计 �对坎土曼墩样区
，

用同样

方法进行了连续 �个月的数量统计
。

� 活动节律

�
�

� 出蛰 四爪陆龟于 �月末 �月初
，

当平均气温

达 ��℃左右
，

早春植物已返青时开始出蛰活动
。
日

出蛰时间多在 ����� 一 �����
，

天气睛朗时出蛰龟的

数量较多
。

��� 日活动节律 四爪陆龟的 日活动节律可 以分

为 �个时期
�

���转身期 龟结束夜息期
，

将头部调转向外仍

停于洞中不活动的时期
。
通常在 日出半小时至 �小

时后开始陆续转身��
�
�� 一 �����

。
转身时的体温在

不同季节差异较大
，

可以 自�月的 �℃左右到 �月的

��℃左右
。
转身后

，

龟于洞中将头及四肢半缩于壳

内
，

微闭双眼
，

保持这种状态的时间长短主要由天气

情况所决定
。
若天气睛朗

，

转身后 �� 士 �
�

�而
�

�

后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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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日光浴
。
四爪陆龟的转身行为与体温和光照无

关
，

主要受生物节律的调节
。

��� 日光浴期 龟结束转身期而离洞
，

选择向阳

处背对阳光
，

伸出头颈及四肢进行 日光浴以提高体

温的时期
。

多在 ����
一 �����

。
日光浴时间的长短

主要决定于体温状况
。
当体温达到活动温度时开始

活动
。

���前活动期 龟的体温达到活动温度��� 士

�
�

�℃�后
，

开始游荡
、

觅食
、

求偶等活动的时期
。
高

峰期在 ��
�

��
一 ��

�

��
。

���避暑期 龟于 中午高温时就近掘洞或找一

阴影处避暑的时期
。
多集中于 �� �

��
一 �����

。
龟的

避暑行为完全受体温控制
，

因不同季节外界温度差

异较大
，

导致龟避暑时间的长短有明显差异
。

但开

始避暑的体温却是基本一致的
，

所测 �� 例正在掘洞

避暑的龟
，

其体温平均为 ��
�

�士 �
�

�℃ 。
避暑期 间龟

的体温略有下降
，

下降幅度与避暑是否人洞还是停

于阴影处及洞 口开向阳坡或阴坡有关
。

同时并非所

有的龟在避暑期间都保持不动
，

有小部分龟在体温

下降后离洞做短暂的活动
，

待体温升高后就近避暑
。

���后活动期 在环境温度下降
、

地面温度低于

��℃时
，

龟开始活动直至夜间人洞 的时期
。

高峰期

在 �� �
�� 一

��
�

��
。

���夜息期 当光照强度低于 �
�

�土 ���万 玩

时
，

龟结束 �天的活动就近掘洞夜息
，

直至第二天早

晨转身的时期
。
主要在前一天的 ��

�
�� 至次 日早上

����
。

龟夜息与体温无关
，

主要受光照强度的影响
。

���阴天的活动特点
，

在最大光照小于 �万 玩
，
�

�

��
一
��

�
�� 平均为 �

�

�万 以 的天气状况
，

部分龟整

日都保持转身状态不活动
。

出洞的龟也将头及四肢

缩于壳内
，

伏于低凹向阳的避风处等待着体温的升

高
。
����� 以后

，

已有龟人洞
。
有时较强光照使部分

龟的体温升至活动温度而开始活动
。

下雨时龟的活

动可分为两种情况
，

连续阴雨天之后
，

遇雨龟纷纷人

洞
，

停于雨中的较少见���� 以下��遇较长时间的干

早后�一星期以上�
，

若在龟人洞前下雨
，

龟大都停于

草丛或凹陷处淋雨���� 以上�
，

同时吸吮草叶上聚

集的雨水
。

若龟夜间人洞后下雨
，

印� 以上的龟出

洞淋雨
。

�
�

� 日活动节律的季节变化

���出蛰后的早期活动特点 出蛰 �一 �天内龟

几乎没有进食和求偶活动
，

整 日在 日光浴
，

即使体温

达��℃ 以上 。
随后逐渐开始进食并表现 出求偶行

为
。

此期由于气温
、

地温和光照强度均较低
，

龟的体

温不易升得过高而迫使其人洞避暑
。
因此 日活动表

现为单峰型
。

��

����月中至 �月中的活动特点 此期早春植物

生长茂盛
，

气候湿润
，

温度适宜
，

为龟一年中活动最

旺盛的时期
。

龟进食频繁
，

食量大
。

性成熟的雄龟

表现出积极的求偶行为
。
日活动时间超过 �小时

，

达全年最高值
。
避暑时间短于 �小时

，

为全年最低

值
。

����月中至 �月中的活动特点 此期由于环境

温度较高
，

避暑时间延长至 �一 �小时
，
日活动时间

缩短到 �小时左右
。
求偶行为较少见

。
前活动期的

活动高峰较前提早了 �小时
。

����月中至 �月中的活动特点 �月中旬以后
，

由于环境温度较高
，

蒸发强烈
，

降雨稀少
，

龟的食量

大减
，

体重普遍下降
，

求偶行为终止
，

活动性显著减

弱
，
已开始表现出早期 的夏眠迹象

，

如仅半天活动

�上午或下午�
，

或于洞中连续停留 �一 �天再出来活

动
。
�月末 �月初 已有部分龟开始夏眠

。
�一 �月为

一年的最热时期
，

气温
、

地温及蒸发量均达到全年的

最高值
。

龟开始活动不久体温即升至 ��℃而迫使其

人洞避暑
。

部分龟转身 �一 �小时后未离洞却又调

转回身
，

整 日不出
，

或 日光浴后尚未开始活动就重新

人洞蛰伏
。
日活动时间不足 �小时

，

为全年的最短

时期
。
避暑时间进一步延长至 �一 �小时

，

达全年的

最长时期
。

活动龟的 比例显著下降
，
�一 �月仅为

���
，
�一 �月仅为 ���左右

。

��� 入蛰 ����年 �一 �月对 �� 只龟的人蛰情况作

了记录
，
四爪陆龟于 �月末开始陆续夏眠

，

��� 的龟

于 �月内已休眠
。
�月仅个别龟在活动

。
夏眠与冬

眠相连
，

直至第二年 �月末出蛰
。

��� 休眠洞的测量 自����年 �月至 ����年 �月
，

对 ��个龟洞进行了测量
。

从 �月 �� 日至 �� 月 ��

日所测休眠洞的数据可以看出
，

龟人洞夏眠后
，

随着

时间的推移
，

洞道不断加深
。
����年 �� 月 �� 日和

����年 �月 � 日所测同样两洞其数据完全相同
，

推

测龟于 �� 月底已将休眠洞完成
。
�� 月 �� 日后测的

��个成洞
，

平均洞长为 ��� 士 ����
，

垂直深度为 ���
�

�

士 �
�

���
，

水平深度为 ���土 ��
�

���
。

� 栖息地特征

根据植被结构特征和四爪陆龟对不同环境的选

择特点
，

可将其生境分为以下 �种类型
�

�
�

阳坡 该生境阳光直射
，

地面温度高
，

植被生

物量除春季高于坡顶外
，

夏秋季均最低��
�

�一
��

�

�岁

扩�
，

植物种类单一
，

优势种为囊状角果蔡
，
有些区域

为离子芥�以
。 几尹叱。 ��刀�如��春季四爪陆龟常于此取

食顶冰花 �公
�夸姐 �山梦

子了��
、

角果 毛蓑 �及喇仪乃，��

迢吐滚汹玩出�等植物
，

夜栖及 日光浴也大多在阳坡
，

夏秋

季节
，
由于气温过高

、

干早
，

植被大都干枯
，
四爪陆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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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来此活动
，

其在 阳坡的发现率为 ��
�

��� �
� 二

���
。

�
�

阴坡 日照时间相对最短
，

植被生物量在 �

一 �月为最高���
�

�一 �价岁时�
，
优势种类为梯地白

篙和苔草�。
刀社‘

���
�

�
，
四爪陆龟喜食的植物种类及

数量均较少
，

其在阴坡的发现率为 ��
�

���
。

�
�

坡顶 日照时间长
，

风力大
，

植被生物量仅较

阳坡略高��
�

�一 以岁扩�
，

植物种类单一
，
优势植物为

梯地白篙和囊状角果黎
，

除早春有少数顶冰花和角

果毛蓑分布外
，

基本没有四爪陆龟喜食的植物
，

其在

坡顶的发现率为 �
�

���
。

�
�

沟底 湿度相对最大
，

植物种类丰富
，

生长繁

茂
，

生长期长
，

优势种类为篙
，

大量分布着 四爪陆龟

的喜食植 物 拉 拉 藤 �。 ‘ 。妞 甲
� �

、

紫莞 �态���

�公肋
了

咖�����等
，

植被生物量在 �一 �月仅次于阴坡���
一 �以岁扩�

，
�一 �月为最高����岁廿�

。
春季四爪陆

龟主要活动于阳坡和沟底
，

夏秋季主要活动于沟底
，

其在沟底的发现率高达 ���
。

� 食性

��� 觅食活动及食量 四爪陆龟于 �月末 �月初出

蛰
，

出蛰 �一 � 日后开始进食
。
�一 �月为繁殖季节

，

此时气候适宜
，

是其取食旺季
。
�一 �月期间

，

由于气

温高
，

蒸发量大
，

龟的活动性明显下降
，

食量也大减
，

随之陆续人眠
。
四爪陆龟每 日有二个取食高峰期

，

一在 日光浴后至午间避暑前的 ����� 一 ��
�

�� 时
，

另

一在避暑结束后至夜间人洞前的 ��
�

�� 一 ��
�

�� 时
。

四爪陆龟时常边走边作短时间的进食
，

少见其长时

间停于一处取食
，

繁殖期性成熟的雄龟尤其如此
，

相

比之下
，

雌龟 日取食时间较长
，

食量较大
。
�一 �月测

量亚成体的 日食量为 �
�

�土 �
�

��
，

日取食时间为 ��
�

�

士 �
�

�而
�

�

�
� 二 ���成体的 日食量为 �

�

�土 �
�

��
，
日取

食时间��
�

�士 ��
�

�而�
�

�
� � ��

，
�一 �月的 日食量降

至 �
�

�� 士 �
�

麟�
，
日取食时间 �土 �

�

�而
�

�

�
� �
��

。
此

时龟的摄食量不能补偿其损耗量
，

体重逐渐下降
，

这

可能是导致四爪陆龟开始休眠的一个重要原因
。

��� 食物组成 四爪陆龟为植食性动物
，

统计取食

植物 �� 种
，

占调查种类的 ���
，

喜食食物有旋花

�。 川刃�切止�� �
即

�

�
、

拉拉藤等 �� 种
，

一般性食物有燕

麦。 抑姐荞山心�
、

早熟禾�乃用
�
��

�

�等 �� 种
，

偶食性

食物见有苦豆子�孙彻� 响衅���山�
、

扁楷������

即�
山少交诚此�等 �种

。
不同月份取食的种类

、

喜食

程度及取食部位差异较大
，
�月份顶冰花

、

角果毛莫

等非常丰富
，
四爪陆龟主要取食其花部

，

进人 �月

后
，

上述两种植物陆续结果
，
四爪陆龟对旋花

、

离子

芥等的取食量大增
，
�月也是四爪陆龟取食种类最丰

富的一个月
。
�

、
�月份的食物种类变化不大

，

喜食食

物有 ���的种类相同
，

一般食物中有 ���相同
，

但由

于植物生长期的变化
，

取食部位不尽相同�� 月份四

爪陆龟的食物主要为拉拉藤
、

旋花等
，

取食种类相对

减少
，

其喜食种类有 ���与 �月相同
，

有���与 �月

相同 ��月份取食种类仅有 �月的 ���
，
�月份仅

���的龟尚未人眠
，

其进食量极少
，

活动基本趋于停

滞
。
四爪陆龟在整个活动季节均可获取的喜食食物

有紫莞
、

菊芭��交肋。抓 ￡叻去。 �和蒲公英�不四�
加几

���
�

�等
。

‘ 繁殖生态

‘
�

� 求偶 �月末 �月初
，
四爪陆龟出蛰后随即进

人繁殖期
，

雄龟每 日以快速
、

大范围
、

不定向的活动

方式来寻找配偶
。
四爪陆龟的交配为混交型

，
对性

成熟的雌体无特别的选择
，

更无固定的配偶
，

并常有

求偶对象选择错误的现象发生
。

观察的 �� 次求偶

行为中
，

雄龟向雌龟求偶的为 �� 例
，

雄龟向雄龟求

偶的为 �� 例
，

雄龟向幼龟求偶的为 �例
，

雌龟向雌龟

求偶的为 �例
。

四爪陆龟在求偶活动中具有明显的争雌现象
，

一只雌龟后常有多个雄龟尾随
。
当有两个以上雄龟

时
，

雄龟间就要发生强烈的格斗
，

彼此将头缩进壳

内
，
四肢猛烈蹬地

，

身体略微跃起
，
以腹甲前缘撞击

对方 �撞击方式可分为两种
，①正面同时撞击 ，

即两

个雄龟面对面同时撞击对方 �②正面轮流撞击 ，

即一

个雄龟将另一个雄龟撞击一次或连续几次后
，

另一

个雄龟以同样的方式还击对方
，

被撞击的一方将头

和四肢缩人壳内不动
，

如此反复直到一方转身逃走

为止
。
�� 例撞击行为统计表明

�
因雄龟间争雌为

��
�

��
，

当雌龟拒绝交配
，

雄龟撞击雌龟为 �
�

��
，

雌

龟撞击雄龟为 �
�

��
，

雌龟撞击雌龟仅为 �
�

��
。

争雌格斗中获胜的雄龟才能同雌龟交配
。
获胜

的雄龟紧随雌龟
，

当雌龟停歇时
，

雄龟伸长颈不断上

下点动
，

嗅闻其臀部
，

或绕行其前部
，

轻咬雌龟的头

和前肢
，

阻挠雌龟的行动
。
雌龟往往转动身体或用

前肢推开雄龟继续逃跑
。

若雌龟静止不动
，

雄龟急

忙转到雌龟的身体后
，

腾起前身
，

爬上雌龟的后背
，

前肢悬空
，

后肢撑地
，
以腹甲抵住雌龟的背板

，

身体

近直立状
，

头颈极力前伸
，

尾向上卷曲
，
托着雌龟的

臀板
。
同时 口 张大

，

不断地发出尖而响亮的 �� 一 ��

声
，

发声间隔约为 �秒
。
这样的行为常反复多次

。

当雌龟做出接受雄龟的姿势时
，

才能完成交配
，

整个

交配过程约需 ��云�
。
交配完毕

，

雌雄立即分开
。

雄

龟的交接器勃起时呈紫褐色的棱柱形
。
�月卞旬到

�月上旬是四爪陆龟的繁殖旺季
，

所见的求偶和交配

行为颇多
，

但交配成功的比例较低
。
不成功的交配

多是由于雌龟的拒绝而造成
。
未能成功交配的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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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
，

有一部分随即走开
，

但大多雄龟仍紧紧尾随雌龟

身后
，

可连续跟随几天
，

最多见有跟随 �天的
。

其

间
，

当中午或夜间雌龟人洞后
，

雄龟多是紧贴在雌龟

身后
，

整夜不人洞
，

以免雌龟逃离
。

个别雄龟紧贴雌

龟的洞穴掘洞或在附近掘洞过夜
。

��� 掘穴 四爪陆龟在 �月上旬进入产卵期
，

产卵

前首先选择适宜的穴址
。
穴址多选在 阳坡的草丛

处
，

草丛一般位于穴址的西面或北面
，

而不遮挡阳

光
。
掘穴开始于上午 ����� 一 �����

，

在选好的穴址

地
，

雌龟四肢蹬地
，

用力向前推进
，

或转动身体
，
以腹

板将杂草推开
，

整理出一块平而干净的地方
，

然后背

对阳光或面对阳光
，

两前肢撑地
，

两后肢轮换着掘

穴
，

整个身体离开地面
，

掘穴的后腿每次在穴中连挖

�一 �次不等
，

然后向另一后腿的方向划弧式地将土

扒出
，

撑于原位后
，

换腿再挖
。

待穴挖的较深时
，

撑

地的一后肢下蹲
，

身体向一侧倾斜
，
以便掘穴的后肢

可伸的更长
，

使产卵穴有最大的空间
。
产卵穴的形

状为灯泡瓶状
，

其大小直接和雌龟后肢的长短有关
，

即后肢长的雌龟
，

产卵穴也相对大
。
测量的 �个产

卵穴
，

其外 口径平均为 �
�

�士 �
�

���
，

最大内径为 �
�

�

士�
�

���
，
洞深为 �

�

�士 �
�

���
，

整个掘穴过程约需

�
�

��
�

��� 产卵 产卵穴掘成后
，

雌龟紧接着开始产卵
。

每次产卵时
，

雌龟先将头部缩人壳内
，

尾向下伸
，

产

卵时发出轻微的 ��声
，

卵产完后
，

头复伸出
，

用后肢

将卵轻轻自穴 口推人
，

然后再产第二枚卵
。
以后各

枚卵产下后
，

同样先用后肢推人
。
卵在穴 内的摆喝

无统一的方向
。

每枚卵产出的时间间隔为�土 �而��

�
� �
��

，

当最后一枚卵推人穴后
，

雌龟便开始用两后

肢轮换着将穴 口原已挖出的土扒向穴 内
，

埋土的后

肢将土扒至穴 口 后
，

即站定于穴 口上
，
以便将穴 口 的

土压紧
，

此时由另外一后肢向外伸展扒土
。
当穴 口

平整如初后
，

雌龟仍极力伸展后肢
，

将两侧的干土及

枯草埋至洞 口
，

并边走边做此动作
，

至到离开洞 口

����左右
，

始停止扒埋而离去
。
洞 口经如此伪装后

，

即便是刚产过卵
，

也很难看出痕迹
。
整个过程约需

��而�
�

�其中产卵 �而
�

� ，

埋土 �而�
�

�
，

结束于避暑之

前
，

以免体温过高造成雌龟中暑
。
完成产卵后

，

雌龟

或做短时间的进食
，

或直接于荫处休息
。

根据 ���� 一 ����年收集的 �� 枚卵的统计
，

卵平

均重为 �
�

�士 �
�

��
，

长径为 ��
�

�土 �
�

��
，

短径为 ��
�

�

土����
，

窝卵数为 �士 �枚
。
卵的大小和亲体大小

呈正相关
。

��� 卵的孵化 根据 ����年 �月 �� 日和 �月 �� 日

产于散放圈内两窝 �枚卵的孵化情况看
，
�枚卵破

裂
，

卵容物发霉
，
�枚卵未受精

，
�枚卵死胎

，

仅 �枚

��

卵于当年 �月 �� 日破壳而出
，

孵化期 ��� 天
，
幼龟离

穴后不再活动
，

而是直接人眠
。

该幼龟在离产卵穴

约 ��处打洞
，

由于此处土质对这个幼龟来说显得较

硬
，

终不能深人土中
，

中午过热的地面温度���℃ 以

上�
，

致使该幼龟中暑而亡
。
由此可见

，
四爪陆龟在

自然状况下
，

卵的受精率和孵化率均很低
。

� 种群密度及结构

�
�

� 种群密度 �卯�年对 �个样区的调查结果表

明
，

保护区西部的四爪陆龟已基本绝迹
，

其它 �个样

区的密度约为 �一 �只��矛
，

均很低
。
整个保护区 四

爪陆龟的密度为 �
�

以 只��
刀于

，

按保护区 ���拓矛的总

面积计算����� 年建立保护 区时划定的面积�
，

现保

护区内共有约 ��印 只四爪陆龟
。

��� 种群结构

���性成熟与性比 通过对 �� 只具有求偶
、

交

配行为的雄龟和 �� 只已产卵的雌龟分析
，

认为背甲

长超过 ����
、

年龄达到 �� 龄
、

体重大于 �����的雄龟

和背甲长超过 ����
、

年龄达到 �� 龄
、

体重大于 �����

的雌龟为性成熟个体
。

对 ����年 �月至 ����年 �

月所采的 �� 只龟统计
，

除 �龄以下的 �只龟无法准

确判断性别外
，

其余�� 只龟雌雄各占一半
，

性比为 �

��
�

���年龄结构 雌雄年龄均主要集中在 �一 巧

龄
。
成年龟由于被过度的捕杀

，

数量 已很少
，

幼龟的

低数量可能与个体小
、

活动性差而不易被发现有关

��
�

����
，
������

�

����
��

，
�����

。

���体重
、
背甲长及背甲长

� 背甲宽的结构 同

龄的四爪陆龟
，

雌性在体重
、

背甲长等形体特征上明

显大于雄性
。

有 ��� 以上的雄龟体重主要在 ��� 一

����
，

未见超过 以刃�的雄性
，

所测雌龟的最大体重

����
�

���雄龟的背甲长极端集中于 �一 ����
，

雌龟的

背甲长在 �� 一 ����分布的相对较多
，

最大背甲长为

��
�

�������的雄龟
，

其背甲长
� 背 甲宽分布于 ���

一 巧���尹
，

未见有大于 ����扩 的雄体
，

雌龟背甲长
�

背甲宽的最大值为 ���
�

���尹
。

� 保护现状

����
、
����

、
����

、
����一 ����

、
����

、
�����

、
��男�一

����年
，

对四爪陆龟的种群密度及分布范围调查发

现
，

其种群数量和分布面积以惊人的速度在缩减
。

�� 年代初
，

东起现保护区的东界至汤姆察布拉克
，

南

抵现霍城县城南的乌伊公路
，

西达三宫乡
、

清水河农

场
、

清水河镇和芦草沟乡三大队
，
以及保护区东部和

中部间的县种羊场
、

萨尔布拉克乡均有四爪陆龟的

分布
，

分布面积约为 �������
。
据当时对现保护区东

部和中部的调查得知
，
四爪陆龟的密度高达 � ��� 土

���� 只�拓矛
。
这与哈萨克斯坦里尔河中下游四爪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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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的 密 度 �� ��� 只��矛�相 近 �几卯�
�

�

卫
� ，

�����
。

当年被称为
“

龟山
”
的坎土曼墩

，
四爪陆龟的

数量最多
，

密度最大处达 巧 驯刀 只��矛
，

这个密度与

哈萨克斯坦曼根时拉克某些局部地区 ����年的密

度�� ���
一
�� 以�〕 只��分 接近 �几芦�

�
�

几
�

�����
。
即使在坎土曼墩低密度区

，

当时也有 ����

只��矛
。
截至 ���� 年建立保护区时

，

四爪陆龟的实

际分布面积仅为 �����平
，

较 印 年代初减少 了 ���
。

在四爪陆龟分布最集中的坎土曼墩
，

其种群密度也

降至 ��
�

�士 �� 只�拓
�
尹

。
此期

，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四

爪陆龟虽也遭到过度捕杀
，

但对阿拉木图和塔尔迫

库尔等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
，
四爪陆龟在某些局部

地区的密度仍高达 ����一 ���� 只��矛
，

即使低密度

地区 也 维持在 �� 一 ��� 只��
�
����师

�

����
，
�

�

�
� ，

�����
，

远高于同时期我国四爪陆龟的密度
。

造成四爪陆龟分布范围缩小
、

种群数量锐减的

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的干扰
。
近几十年来

，

保护 区

内及其周围 �个乡的人 口 和牲畜的数量成倍上长
，

保护区每年承载着 ��余万头牲畜放牧的负担
，

过度

的放牧使草场退化
，
四爪陆龟的栖息环境遭到严重

破坏
，

甚至难觅藏身之地
。
保护 区外围大多 已被垦

为农田或住宅连片
，

这些 区域实际 已无龟分布
。

据

����年的调查统计
，

四爪陆龟的密度在实际分布面

积已不足 ��� 只���平
�

过度捕杀对四爪陆龟造成的危害更大
。
�� 年代

前
，

每到繁殖季节
，

许多村都开着拖拉机往家运龟
。

近年来
，

在四爪陆龟数量极其稀少的情况下
，

村民对

龟的捕杀仍有禁不止
。
更有甚者

，

许多外地人竟以 �

一 �元�只的低价从牧童手中大量收购四爪陆龟
。

笔

者仅 ����年就先后从牧童手中得到 �� 余只待售的

龟
。
在数量调查时统计到

，

被人为致死不久的龟占

遇见总数的 �
�

��
，

有烧
、

砍
、

锯等伤痕的龟占遇见总

数的 ��
�

��
。

死亡个体被发现的机率是较小的
，
已

被捕获的个体能幸免于难重返自然的比率也是很低

的
。
由此可见

，
四爪陆龟被捕杀的严重程度

。

目前
，
四爪陆龟的种群密度仅为 �只八

��
��

，

由于

其行动迟缓
，

如此低的密度在繁殖季节雌雄相遇的

机会将大为降低
，

这直接影响了龟的繁殖
，

对繁殖成

功率本来就很低 的四爪陆龟种群形成 了很大的威

胁
。

若不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
，

该物种将面临在我

国灭绝的危险
。
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宣传教育

，

加大

执法力度
，
增加资金投人

，

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
同

时
，

在每年四爪陆龟活动旺盛的 �一 �月
，

应限制在

保护区内放牧的数量
，

使四爪陆龟的栖息环境和种

群数量早 日得到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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