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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是爬行纲龟鳖目动物的总称3是现在爬行动物中

十分特化的类群$ 典型特征是体短而扁3背腹甲具有骨

质板形成的甲壳3仅头尾和四肢伸于甲壳外$ 甲壳分为

! 层 3外层为角质盾片或鞣质皮肤 3由表皮衍生而成 3内
层由源于真皮组织的若干骨质板构成3 头骨不具颞孔3
上下颌无牙齿而代以角质鞘 3无胸骨 3脊 椎 与 肋 骨 多 与

背甲的骨板愈合$ 雄性交接器单枚3体内受精3卵生$
龟 类 出 现 在 地 球 上 最 早 记 录 是 晚 三 叠 纪%是 与 恐

龙 同 代 的 古 老 动 物%据 今 已 有 ! 亿 多 年 的 历 史%随 着

地壳的运动&环境的剧变%恐龙灭绝了%而 龟 类 却 奇 迹

般地生息繁衍下来%因而被誉为’活 化 石($ 其 在 生 物

演化&地质变迁等方面具有重要科研价值$
龟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历史悠久3中国最早的文字即

是被记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 3有证可考的历史达 V B""
年$ $ """ 多年前的商代龟甲就成为人们占卜的工具%
殷商的历史大半记刻在龟甲上$ 龟的图案也常出现在

钱币&战旗和随身佩带物上$ 古代神话传说中龟与龙&
凤&麟合称为’四灵(%是和平&吉祥与长寿的象征%在中

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龟类也是生物多样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3在其生

存的环境中可以起到清洁水域3 有效降低某些人类血

吸虫的中间宿主!!!螺类的种群密度 3 传播植物种子

等生态作用$ 我国对龟类 %"Y的种类缺乏研究3对其基

本的生活习性和生态功能尚不了解$ 海龟的洄游定向&
龟的长寿仍是未解之迷3因此3研究龟类具有重要意义$
! 龟类的多样性

龟类现存共约 !Z[ 种3中国约 $[ 种 3包括生活在海

洋中的海洋龟类O(:=0;2 P.=/E2Q和生活于陆地的陆地龟

类 3后者包括陆龟类和淡水龟类 3淡水龟 又 包 括 硬 壳 龟

类和软壳龟类即鳖类$ 现简要介绍我国常见的龟类$
!!! 海 洋 龟 类 共 ! 科 有 B 种% 在 我 国 海 域 分 布 的

有 绿 海 龟&玳 瑁&曦 龟 &丽 龟 和 棱 皮 龟 & 种%均 被 列 为

国 家!级 重 点 保 护 动 物 和 濒 危 野 生 动 植 物 种 国 际 贸

易公约"@\P]K#附录"名录$ 由于适应海中游泳生活%

海洋龟类的四肢均特化为桨状$ 卵壳与陆地龟类石灰

质的硬壳不同%为柔软的革质$ 自孵出后%除雌龟上岸

产卵外%其终生 在 海 中 度 过$ 近 年 来 运 用 人 造 卫 星 追

踪及遗传分析技 术%对 海 龟 的 分 布 及 相 关 的 活 动 情 形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绿 海 龟 "@92E);0: ?65:*#"图 A3本 文 照 片 见 封

面&封四# 是所有海产龟中数 量 最 多 的 A 种%以 大 型

海 藻 或 海 草 为 主 食%脂 肪 绿 色 %其 名 中 的 绿 字 由 此 而

来$ 饲养的绿海 龟 因 环 境 有 所 改 变%所 以 也 会 吃 各 种

鱼类及头足类&甲壳类等动物$ 该种前额鳞仅 A 对%背

甲镶嵌排列%四肢内侧各有 A 爪$ 成龟体长可达 A ?3
体重超过 A[[ I8$ 幼龟要 ![!&[ 年才会成熟$ #!A[ 月

为繁殖季节%母龟在气温达到 !&"以上的季 节 于 夜 晚

人 烟 罕 至 的 沙 滩 上 掘 坑 产 卵$ 产 卵 一 般 在 夜 晚 A[ 时

至 临 晨 $ 时 进 行%先 以 前 肢 挖 A 个 可 容 身 的 坑 %后 伏

于坑内再以后肢交替挖一口径 ![ N?& 深 &[ N? 左右

的’卵坑(%产完卵后将卵坑 用 沙 覆 盖 后 离 滩 返 海$ 每

年可产卵 !!$ 次%每产 %[!A&[ 枚%多 可 达 !&[ 枚$ 卵

白色%圆球形%卵壳为柔韧的革质%卵径 $&!&B ??$ 孵

化 期 $[!%[ 5%通 常 #&!V[ 5%幼 龟 自 出 壳 即 爬 回 海 水

中生活$ 该种广泛分布于南&北纬 $[!#[ 度的海域中%
在我国自黄海至 南 海 均 有 分 布$ 广 东 省 惠 东&海 南 的

西沙群岛沿岸为其产卵繁殖地$
!"!"# 玳 瑁"]=2/?)N92E6* 0?4=0N:/:# 上 颚 前 端 钩 曲

呈鹰嘴状%因此俗名又称鹰嘴龟$ 前额鳞 ! 对%背甲盾

片 呈 覆 瓦 状 排 列%四 肢 内 侧 各 有 ! 爪%与 绿 海 龟 形 成

鲜明对比$ 成龟体长可达 B& N?%体重可达 B[ I8$ 以

软体动物&甲壳动物&小型鱼类和海藻为食$ ! 月下旬

开始繁殖% 产卵方式与绿海龟相似% 每次产 A&[!![[
枚 直 径 $[!#[ ?? 的 圆 球 型 革 皮 卵% 孵 化 期 约 V[ 5$
过去人们认为它 不 进 行 大 洋 性 的 洄 游%但 目 前 许 多 研

究已发现不少相 反 的 例 子$ 玳 瑁 因 生 活 于 珊 瑚 礁 区%
所以其分布范围仅限于热带及亚热带浅海水域$ 在我

国 分 布 于 北 起 山 东 南 部 海 域 至 南 海 的 诸 岛 海 域 $

中 国 的 龟 类

史海涛 "海 南 师 范 学 院 生 物 学 系 海 南 海 口 &ZAA&B#

摘 要 简 要 介 绍 了 龟 类 典 型 的 特 征&龟 在 中 国 文 化 的 渊 源 历 史 中 的 重 要 地 位&龟 也 是 生 物 多 样 性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较细的介绍了我国常见的海洋龟类和陆地龟类的结构特点和生态习性%提出必

须重视和保护我国的龟类资源$
关键词 龟类 海洋龟类 陆地龟类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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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棱皮龟!()*+,-.)/01 -,*23-)3" 是海产龟类中

最大的种类#体长可达 4’$ -+5宽 &6 -+7重 48$ 9:$ 前

肢特别发达#长可达 488 -+5为 后 肢 的 # 倍 多$ 头%四

肢 及 身 体 均 覆 以 革 质 皮 肤#无 角 质 盾 片 #又 俗 称 革 皮

龟$ 体背具 ; 行纵棱#腹部有 ’ 行纵棱#因而得名$ 上

颚前端有 # 个大三角形 齿 突#四 肢 无 爪$ 棱 皮 龟 是 远

洋 性 的 种 类 #主 要 生 活 在 热 带 海 域 #能 持 久 而 高 速 地

在海洋中游泳$ 只有性成熟的雌龟在繁殖期才接近陆

地 登 岸 产 卵$ 全 年 均 可 产 卵#年 产 数 次 #主 要 集 中 在

’<= 月间$ 产卵行为及产卵量与绿海龟类似$
!"$ 陆地龟类 4# 科 >8 属约 ?=8 种7生活于江河入海

口%山涧溪流至干旱荒漠地区$我国 " 科 !% 属 ?? 种$包

括 平 胸 龟 科 单 属 单 种 的 平 胸 龟 !@/3A01A)*B,B +):3!
-)C.3/D+"E陆龟科的四爪陆龟!F)1ADG, .,*1H)2/G222"E龟科

乌龟属的乌龟 !I.2B)+01 *))J)122" 和黑颈乌龟!I.2B)!
+01K B2:*2-3B1"E 闭壳龟属的三线闭壳龟 LID,*3 A*2H3-23!
A3M%云 南 闭 壳 龟 LID,*3 0DBB3B)B121N%金 头 闭 壳 龟 OID,*3
3D*3-3C2A3A3N%百 色 闭 壳 龟 LID,*P +--,*G2N%潘 氏 闭 壳 龟

LID,*3 C3B2N% 周氏闭壳龟 LID,*3 Q.,D2N% 黄缘闭壳龟

LID,*3 H/3J,+3*:2B3A3N和 黄 额 闭 壳 龟 LID,*3 :3/R2B2H*,B1NE
地龟属的地龟LS),+0G3 1C)B:/)*2NE拟水龟属的黄喉拟水

龟 LT3D*)+01 +DA2-3NE花 龟 属 的 中 华 花 龟 LU-3G23 12B)B!
121NE锯缘摄龟属的锯缘摄龟L@0V2G)3 +,D.,A22NE眼斑龟属

的眼斑龟LW3-3/23 R)3/)2N和四眼斑龟LWPXD3G*2,-)//3A3NE鳖
科山瑞鳖属的山瑞鳖 !@3/)3 1A)2BG3-.B)*2"E 鼋属的鼋

L@)/,-.)/01 R2R*,B2NE斑 鳖 属 的 斑 鳖 LY3HAD1 1Z2B.,)2N和 华

鳖属的中华鳖L@)/,-.)/01 12B)B121N$
四 爪 陆 龟 和 鼋 为 国 家!级 重 点 保 护 动 物#三 线 闭

壳 龟%地 龟 和 山 瑞 鳖 为 国 家"级 重 点 保 护 动 物#其 余

所有种类为国家保护的 有 益 的 或 有 重 要 经 济%科 学 研

究价值的物种$ 陆龟科和闭壳龟属所有种%平胸龟%地

龟%黄喉拟水龟%锯缘摄龟和鼋 为 I[F\W 附 录"物 种$
黑 颈 乌 龟%眼 斑 龟%斑 鳖 和 闭 壳 龟 属 的 云 南%金 头 %百

色%潘氏和周氏等大部 分 闭 壳 龟 种 为 我 国 特 有 种$ 艾

氏 拟 水 龟 !T3D*)+01 2J)*1,B2N%腊 戍 拟 水 龟 LT3D*)+01
C*2-.3*G2N%海 南 闭 壳 龟!ID,*3 1)**3A3"已 被 证 明 为 杂 交

的 无 效 种 & 菲 氏 花 龟 LU-3G23 C.2/2CC)B2N% 斑 鼋 L@)!
/,-.)/01 +3-D/3AD1N 等种的有 效 性 及 缅 甸 陆 龟 L[BG,A)1!
ADG, )/,B:3A3N%马 来 闭 壳 龟 LID,*3 3+R,2)B121N等 种 在 我

国是否有分布有待进一 步 研 究 考 证#因 此 本 文 暂 不 列

述这些种类$ 现主要介绍 44 种$
!"$"! 平 胸 龟 L@/3A01A)*B,B +):3-)C.3/D+N L图 ?N 适

于咬嚼螺类#颌粗壮#与其他种相比头 明 显 较 大#又 称

大头龟$ 上颌钩曲呈明显的鹰嘴状#又称鹰嘴龟$ 体相

对小而平扁#因此头不 能 缩 入 壳 内$ 尾 长 几 乎 等 于 体

长是该种区别于其他种的显著特点$ 背甲与腹甲在腹

侧不直接相联#其间夹着一排小盾片#称 下 缘 盾#这 与

国内常见的陆地龟类 明 显 不 同$ 生 活 于 山 涧 流 溪 中#
善攀援#性凶猛$ 以螺类%鱼类等为食$ 一般每次产卵

? 枚$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至东南亚$乱捕滥杀是造成

本种濒危的主要因素$
!"$"$ 乌龟LI.2B)+01 *))J)122NL图 %N 背甲棕褐色#具

% 条纵棱$ 头颈侧有黄斑纹$ 腹甲每一盾片有黑褐色大

斑块$ 雄性个体几乎整个呈黑色]故有’墨龟(之称$ 常

栖于江河7湖沼或池塘中7吃蠕虫%螺%虾及小鱼等动物 7
也吃植物茎叶等$ " 月下旬于傍晚开始交尾 7’<> 月为

产卵期7 雌龟用后肢在向阳有荫的岸边松土处掘穴产

卵7每年产卵 %<" 次7每次产 ’<; 枚$ 卵径 ?;<%> ++"
!%<?8 ++$ 在自然条件下孵化期为 ’8<>8 G7幼龟出壳

后即能入水独立生活$ 幼龟的性别由温度控制7当温度

为 ?’#时 孵 化 的 幼 龟 大 多 为 雄 性 7?>$以 上 大 多 为 雌

性$ 本种为我国常见龟类7除东北%西北各省L区N%海南

及西藏自治区未见报道外 7其他各省 均 有 分 布 7而 以 长

江中下游各省最多$ 国外分布于日本%朝鲜$
乌 龟 是 我 国 传 统 中 药 材 #肉 也 被 食 用 #每 年 消 耗

量可观#长年来处于滥捕滥杀状态$ 近年来#由于数量

急剧减少#因而价格逐年昂贵#更加 滥 捕 滥 杀#促 使 其

致危$ 目前在许多地方集市上有相当数量乌龟被售以

食用$ 尚未列入国家保护动物$ 近年来我国南方许多

地区已先后建立了一 批 养 殖 场#饲 养 及 繁 殖 乌 龟 业 已

解 决#但 由 于 生 长 迟 缓#故 要 大 量 繁 殖 饲 养 满 足 需 求

尚有很大距离$
!"$"# 黄额盒龟L封面N 背甲相对高隆7壳高达壳长的

!^?]背棱明显$腹甲前后缘无凹缺]肛盾单枚]无纵沟$腹

甲与背甲以及腹甲前后二叶均以韧带相连 ] 腹甲二叶

能向上完全闭合于背甲$ 背甲脊部棕褐色]两侧黄色杂

有棕色点斑$ 头背黄绿%淡黄或金黄色]可有不规则棕

色斑$ 在海南琼中海拔 ;88 + 左右的热带山区]发现有

黄额盒龟栖息于长绿阔叶林与竹林的混交林下$ 我国

主要分布于海南%广东及广西等省#国外分布于越南$
!"$"% 三线闭壳龟OID,*3 A*2H3-23A3NO图 "N 背甲具 % 条

带黑线的脊棱] 腹甲以韧带相连的前后 ? 叶可向上闭

合]中文名由此而得$ 头背鲜黄或橄榄黄色]背甲淡棕色]
背甲未覆盖的边缘黄色至橙红色]又俗称金头龟%金钱

龟%红边龟$ 晨昏活动]白天多隐于洞穴或水草繁茂处]
高温或受惊时潜入水中$ 以鱼%虾%螺及蚯蚓等为食$ 气

温低于 !’$时活动减弱]低于 !8$后渐入冬眠]?%<?>$
活动频繁$ 雄龟 "<’ 龄体重 ;88<! 888 :#雌龟 =<; 龄

体重 ! ?’8<! ’88 : 性成熟]每年 ’<& 月为繁殖季节#每

产 !<; 卵#! 年可产 !<? 次$国内分布于华南地区#国外

分布于越南%老挝$
该 种 龟 在 民 间 被 认 为 具 有 滋 阴 壮 阳%防 病 治 癌 的

特 殊 功 效#加 之 少 数 人 的 大 肆 渲 染 和 炒 作#龟 价 连 年

飚升#一些地区甚至 出 现 了 农 民 弃 耕 捕 龟 的 现 象$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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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多 年 来 持 续 受 到 过 度 猎 捕 ! 该 物 种 在 野 外 近 乎 绝

迹!目前被国际组织列为全球最濒危的 !& 种龟之首"
!"#"$ 地龟()*+,-./ 01*234*567(图 #7 体较扁平的小

型 龟!一 般 体 长 ’8 9,!体 宽 : 9," 背 部 黄 褐 色!有 $
条 宽 而 明 显 纵 棱 !前 后 缘 锯 齿 状!最 后 ! 枚 缘 盾 锯 齿

状 显 著 !因 此 又 俗 称 小 八 角 龟!有 时 甚 至 被 农 民 误 认

为锯缘摄龟的幼体" 腹甲黑色!外缘一圈为黄色" 四肢

及尾的磷片棕红色" 陆 栖 及 半 水 栖!发 现 于 山 区 丛 林

近流溪的阴湿地区或小溪中" 食昆虫及植物的叶#果"
国内分布于湖南#广东#海南#广西" 国 外 分 布 于 东 南

亚及日本" 人们将它作为宠物收集是该种不断遭到捕

捉而致濒危的主要因素"
!"#"% 黄 喉 拟 水 龟 (;/<5*,-0 ,<=69/7 (图 &7 背 甲 平

扁!灰棕至棕黄色!具 $ 条纵棱!两侧 棱 较 弱" 头 背 绿

黄色!咽部及喙部黄色!头侧自眼后沿 鼓 膜 上#下 各 有

> 条黄色纵纹"腹甲黄色!每一盾片后缘中央有一方形

大黑斑" 成年雄体腹甲凹陷!以利于爬跨交配!交配通

常 于 夜 间 在 水 中 进 行 " 本 种 为 我 国 南 方 常 见 龟 类 之

一" 栖于丘陵#半山区 的 山 间 盆 地 或 河 流 谷 地 的 水 域

中!常于附近的灌丛或水田中活动" 杂食性" 每年 &?
% 月为繁殖期!自 & 月中旬起开始产卵!持续到 % 月上

旬!产卵盛期在 : 月上旬" 夜间上岸挖穴产卵!穴址一

般选择在土质疏松而隐 蔽 的 树 根 旁 或 杂 草 丛 中!两 后

肢 交 替 挖 土 !尾 辅 助 将 土 推 开!约 #?& @ 挖 成 ’ 个 口

径 :?’8 9,A深 B?>! 9, 内壁光滑的卵穴" 雌龟伏穴休

息片刻后!头高高伸起!四肢撑地!尾 深 入 穴 内 开 始 产

卵!每 !?# ,62 产 > 卵 !每 产 完 > 卵 后 以 后 肢 将 卵 推

入摆好" 产毕!以后肢及尾将土复填于穴中!并用身体

将土压实!整个过程约需 B?% @" 卵壳灰白色!长椭圆

形!卵径约 $& ,,"!8 ,," 孵化期约 !?$ 个月" 该种

作为培养$绿毛龟%最理想的龟种曾被 大 量 利 用!加 之

食用和药用普遍!资源 遭 受 严 重 破 坏" 现 作 为 理 想 的

种 类 已 有 相 当 数 量 的 饲 养 个 体 " 我 国 分 布 于 长 江 以

南!国外分布于日本"
!"#"& 中华花龟 (C9/.6/ 062*20607(图 D7 体型较大 A
长约 !88 9,!背甲棕色具 $ 棱!腹甲淡棕色有暗色斑!
前缘平切!后缘凹!头及四肢有细密的黄色线纹" 栖息

在我国东南部低海拔地 区 的 池 塘# 河 流 等 淡 水 水 域"
笔者在海南的研究发现两窝卵均产于 # 月! 分别产 B
和 % 枚" 卵产在离池塘 !?>8 , 的岸上!与大多数龟类

选择沙土或土质松软的 地 方 掘 穴 的 报 道 不 同!我 们 所

观察的卵穴掘于非常坚 硬 的 泥 土 上!这 可 能 有 利 于 保

护卵穴不易被破坏及保持水分" 孵化期约 D8 ." 以取

食水绵#绿穗莎草等植物性食物为主!也 食 少 量 小 鱼#
蜗牛及昆虫" 国内分布于江浙#及华南地区!国外分布

于越南" 该龟原为我国 南 方 的 常 见 龟 种!但 由 于 过 度

捕捉!数量已明显减少"

!"#"’ 锯 缘 摄 龟 (E-F6.*/ ,+<@+=667 (图 :7 体 长 可 达

’: ,,!背 甲 黄 褐 色 较 隆 起!顶 部 平 坦!有 $ 条 明 显 的

脊棱!最后 ! 枚缘盾呈锯齿状!因此又俗称八角龟" 背

腹甲及胸腹盾间以韧 带 连 接!与 闭 壳 龟 不 同 的 是 腹 甲

两叶活动不灵活!仅 前 半 可 闭 合 于 背 甲" 主 要 栖 于 丘

陵山地!对是否半水 栖 生 活 及 仅 取 食 植 物 的 看 法 尚 无

确切的研究支持! 有 关 该 种 的 生 态 生 物 学 数 据 极 少"
我国分布于湖南#广东#海南#广西 和 云 南 等 省" 国 外

分布于越南#泰国#缅甸和印度等国" 乱捕滥杀是造成

本种濒危的主要因素"
!"#"( 四 眼 斑 龟 (G/9/46/ H</.56+9*44/=/7 体 长 约

’88 ,," 背甲橄榄褐色略扁平!头背面 # 个呈 $ 对的斑

点!每一斑点中央有一黑点!看似眼 状!本 种 由 此 而 得

名!也俗称$四眼龟%或$六眼龟%" 雄性眼斑灰色!外有

白色细圈纹!雌性眼 斑 亮 黄 色" 该 种 龟 身 上 常 发 出 一

股臭味!尤其繁殖期的雄龟!故又称$臭龟%" 笔者在海

南的研究发现该种多 分 布 于 水 质 清 澈 的 山 涧 溪 流!很

少 上 岸 活 动!多 隐 藏 于 水 中 或 岸 边 的 石 缝 中" ’?# 月

&当地的旱季’产卵!高峰期出现在 $ 月" 雌 龟 多 在 阴

雨 天 气 的 夜 间 上 岸 产 卵!穴 址 选 择 在 较 隐 蔽#土 层 疏

松湿润的地方! 穴由前后肢轮换交替挖成! 耗时 #8?
&8 ,62!卵 穴 直 径 &?D 9,A!深 !?$ 9,!浅 而 不 规 则 !
每窝平均 ! 枚卵!卵壳椭圆形乳白色!平均重 ’: 3!长

径 #% ,,!短径 !# ,,!与身体 尺 寸 相 比!这 种 卵 相 对

较大" 孵化需 # 个月!稚龟于 D 月底至 : 月中旬出壳"
主食水绵#大果榕等植物!也食小鱼!螺 及 昆 虫" 捕 捉

严 重!主 要 作 为 宠 物 !但 该 种 生 性 胆 小 !易 染 病!饲 养

难度大" 我国分布于海南#广西等省!国外分布于越南

和老挝等国"
!"#"!) 四 爪 陆 龟 (I*0=<.+ @+50J*64.6667 (图 B7 体 长 约

%&& ,,A 有的可达 $&& ,,A 背 甲 隆 圆!雌 性 体 型 较 长

且明显大于雄性" 头 顶 被 对 称 鳞 片#肢 圆 柱 形 及 指 趾

间无蹼是陆龟科的共 性!也 是 与 淡 水 龟 的 差 异" 我 国

陆 地 龟 类 除 鳖 外!一 般 指 ’ 爪 A趾 # 爪!但 该 种 龟 指 也

# 爪!因此得名" 背腹甲黑褐色盾缝黄色!几乎每个盾

片上都有明显的年轮!可 依 此 估 计 年 龄" 该 种 在 我 国

仅分布于新疆霍城县约 !88 K,! 的范围内! 生活于海

拔 D88?’ ’88 , 的 黄 土 丘 陵 地 区!降 水 量 !!8 ,,!蒸

发 量 ’ &88 ,,!植 被 属 半 荒 漠 型!因 此 该 种 又 称 旱 龟

或草原龟"
四爪陆龟的种群数量和分布面积以惊人的速度在

缩减" !8 世纪 D8 年代初!分布面积约为 &88 K,! A密度

高达 # 888 只 ( K,!"当年被称为$龟山%的坎土曼墩A四爪

陆龟的密度最大处达 ’& 888 只 ( K,!A 截至 ’%B$ 年建立

保护区时A四爪陆龟的实际分布面积仅为 !:8 K,!A较上

世纪 D8 年代初减少了 #D)" 在四爪陆龟分布最集中的

坎土曼墩A其种群密度也降至 D8 只 * K,!" 据 ’%%’ 年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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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调查)四爪陆龟的实际分布面积已不足 *+$ 只 ! ,-.

)种群密度仅为 " 只 ! ,-# ! 过度捕杀对四爪陆龟造成的

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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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鳖 "/012340156 67808676# 又俗称甲鱼$
团鱼$水鱼$王八等! 通体被革质皮肤%无角质盾片! 体

长一般 .$ 3-)有的可达 &( 3-!背青灰至橄榄色%背盘

中央有棱%盘面有 9:*$ 余条由小瘰粒组成的纵棱! 腹

部 白 至 灰 色 % 有 9 处 由 皮 肤 增 厚 而 形 成 的 粉 红 色 斑

块%亦称胼胝体! 外鼻 孔 延 长 形 成 吻 突 以 利 伸 出 水 面

呼吸空气! 指$趾均具 & 爪! 雌鳖尾较短%不能自然伸

出裙边%体形较厚! 雄鳖尾长%能自然 伸 出 裙 边%体 形

较薄! 生活于江河$池塘等水流平缓$鱼虾繁生的淡水

水域! 也常出没于大山溪中! 在安静$清洁$阳光充足

的水岸边活动较频繁! 喜晒太阳或乘凉风! %:+ 月气

温 在 .$"以 上 进 行 繁 殖%发 情 追 逐 在 水 中%交 配 于 夜

间上岸完成! (:+ 月产卵%产卵多在前半夜进行! 雌龟

选择泥沙松软$ 背风向阳有遮蔽的地方% 以后肢挖 *
个口小底大%深约 *$ 3- 的坑穴%产 卵 其 中! 产 毕%用

泥 沙 覆 盖! 通 常 首 次 产 卵 仅 %:" 枚%体 重 在 ($$ ; 以

上的可产 .%:&$ 枚%最多 * 次可 产 近 %$ 枚%老 年 鳖 的

产卵数则明显减少! 一般每年可产 &#% 窝! 卵球形乳

白色%长 *(:.$ --%重 +:’ ;!在自然温度下约经 . 个

月孵化%刚孵化的稚鳖背甲长约 & 3-%&:% 龄性成熟%
纬度北移会相应延后 *:. 年! 一般气温低于 *$"开始

潜于水底泥沙中冬眠%高于 *("解除冬眠! 我国食 鳖

的历史可上溯到周代%将 其 作 为 滋 补 食 品! 鳖 甲 是 传

统的中药材! 全国各地已广泛开展人工养殖!
# 龟类面临的严峻处境

中 国 龟 类 资 源 丰 富%但 利 用 过 度%特 别 是 近 .$ 年

来%不 仅 中 国 国 内 的 龟 类 资 源 遭 受 严 重 破 坏 %而 且 大

量从国外进口%影响到 东 南 亚 等 许 多 国 家! 引 起 国 际

组织及相关专家的极大 关 切%已 有 不 少 文 章 就 此 发 表

评 论%提 出 意 见 甚 至 强 烈 谴 责! <7)=>?8@ A><7>"*’’9#
报道每天自越南进口中国的龟就有 *+>% B! &龟类的悲

剧C亚 洲 的 需 求 可 能 消 灭 全 世 界 的 龟 种 群 ’"*’’’#报

道印度尼西亚一货主的长期订单是一天向中国运送 *
B 龟! 缅甸陆龟 *’++ 年进口还较少%*’’* 年增至 + 万

,;%*’’& 年达到 9# 万 ,;% 这个重量相当于 ($ 万只个

体! #$ 世 纪 ’$ 年 代 内 香 港 进 口 活 龟 的 量 增 加 了 &&
倍%#$$* 年 其 作 为 食 物 消 费 的 龟 即 有 (+$ 万 只 %#$$#
年 美 国 DEE 报 道 弹 丸 之 地 的 富 裕 香 港 上 * 年 在 公 园

和溪流中竟然发现 9$$ 个用于捕龟的装置! 芝加哥林

肯 动 物 园 爬 行 动 物 学 主 任 F248 GH?-73H7 在 看 了

I7117?- J3D2H@ 在广州市场拍摄屠宰$ 运输及无 数 待

售 龟 类 的 录 象 后 痛 心 疾 首 地 说(&如 果 那 些 市 场 上 的

动 物 数 量 继 续 保 持 下 去%极 有 可 能 的 情 形 就 是%每 天

杀 来 吃 掉 的 濒 危 动 物 比 我 们 一 生 能 够 保 护 的 还 要

多!’)龟类通讯*.$$$ 年一篇文章文认为&中国失控的

贸易是亚洲龟类 的 最 大 威 胁’! 国 际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所

列的 濒 危 动 物 红 皮 书 中 亚 洲 +’ 种 龟 中 即 有 "9 种%而

% 年 前 这 一 数 据 还 是 && 种! 特 别 在 近 年 的 一 些 国 际

会议上很多人散布中 国 人 对 龟 类 只 捕 杀% 不 保 护+只

吃龟%不养龟! 中国是&龟类的死亡之地’! 中国龟类的

这种状况已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声誉!
$ 龟类的保护措施

我国从事龟类研究与保护的力量严重不足! 缺乏

研究使绝大部分龟类 的 基 本 生 态 学 数 据 不 足%导 致 立

法 无 据 可 依 % 大 部 分 龟 类 仍 不 属 于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动

物%这 与 龟 类 实 际 面 临 的 处 境 严 重 不 符+缺 乏 技 术 力

量 使 龟 类 的 执 法 得 不 到 有 效 的 协 助 与 配 合 % 无 从 下

手%龟类的非法交易普遍存在%长期 逍 遥 法 外+宣 传 跟

不上%使无科学依据 的 迷 信 和 唯 利 是 图 的 商 业 炒 作 一

直占据上风! 甚至不 少 人 认 为 吃 龟 是 天 经 地 义 的%群

众的保护意识普遍偏低! 能力建设应是我国龟类保护

第 * 位的战略任务! 龟类的非法贸易从乡村到都市普

遍 存 在%但 供 货 的 来 源$贸 易 的 途 径$消 费 的 渠 道$交

易的数量等一系列问 题 从 未 认 真 研 究 过%症 结 所 在 不

得而知%没有采取针 对 性 措 施 的 可 靠 依 据! 养 殖 龟 类

的种源自何而来, 去向何处, 管理有什么问题, 对自

然种群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无从知晓! 摸清

贸易和养殖的现状是 我 们 目 前 需 要 解 决 的 紧 迫 任 务!
此 外%联 合 现 有 的 保 护 力 量$加 强 立 法 $严 格 执 法$建

立 救 护 中 心$重 视 宣 传 教 育$增 加 经 费 投 入 等 也 是 应

该一并考虑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 史 海 涛 > 四 爪 陆 龟 生 态 学 研 究 概 况 及 保 护 现 状 > 四 川 动 物 )*’’+%
*9K.L("(-9*>

# 史 海 涛%符 有 利%汪 继 超 >四 眼 斑 水 龟 之 谜 >人 与 生 物 圈 M.$$.)""#N
&&-&’>

& 史 海 涛 M刘 惠 宁 M F?-06 O2H@ /?H4?->有 关 中 国 龟 类 问 题 的 相 关 报

道 >大 自 然 M#$$&P*QN &9>
% 赵 尔 宓 >中 国 龟 鳖 研 究 >四 川 动 物 M!’’9%!( 增 刊 >
( A?1B28MR>MJ23, BSHB106>E?BSH0 .$$&M%.&N.*’-..$>
" F?-06 O2H@ /?H4?-M I> TH7?8 U7-7628M V0880B4 W>V2X?,) D4H76 R>

O01@-?8 ?8@ W?7B?2 U47> E0Y D478060 BSHB10N08@?8;0H0@ 2H 78Z?17@[
\ H060?H34 2] BY2 6^03706 S678; -7B23428@H7?1 AE\M ?112X5-0 0103C
BH2^42H0676 ?8@ ,82Y8C123?17B5 6^037-086>\87-?1 D2860HZ?B728>.$$!M
P%QN&(9-&"9>

9 J734?01 <?S _ U47 W?7B?2>D2860HZ?B728 ?8@ BH?@0 2] ‘0HH06BH7?1 ?8@
OH064Y?B0H ‘SHB106 ?8@ ‘2HB27606 78 B40 /02^10$6 R0^Sa173 2] D47b
8?>D401287?8 R060?H34 J282;H?^46) .$$$)K.QN &$-&+>

"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