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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眼斑水龟在海南岛的地理分布调查
龚世平1�2∗�史海涛1∗�汪继超1�符有利1

（1．海南师范大学生物系�海口 571158；2．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公共实验室 ）
　　摘要：采用查阅文献、走访调查和野外调查三种方法相结合�对四眼斑水龟在海南岛的地理分布进行了调查。对
18个市县的103个乡镇进行了走访调查；野外调查中采用系统抽样法和笼捕法�对黎母山、尖峰岭、霸王岭、南茂岭、
万俄岭和文教河上游6个研究点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四眼斑水龟分布于海南岛中部和西南部山区以及丘陵
地区�除了海口、文昌、临高、定安和澄迈5个市县没有分布外�其它13个市县均有分布�其中8个市县为本次调查的
分布新记录；2）四眼斑水龟栖息于海拔170～640ｍ的山区溪流环境�而在平原、台地、滩涂地区以及比较大的江河、
水库和湖泊没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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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眼斑水龟 （Ｓａｃａｌｉａｑｕａｄｒｉｏｃｅｌｌａｔａ）属于淡水龟科 （Ｂａｔ-
ａｇｕｒｉｄａｅ）眼斑龟属 （Ｓａｃａｌｉａ）�主要分布于我国的海南、广东、
广西、江西、福建等省�国外分布于越南、老挝等地 ［1�2］。近年
来由于栖息地破坏、过度猎捕和非法龟贸易等原因 ［3～8］�导
致四眼斑水龟栖息环境不断恶化、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已被
列为濒危物种 ［5�9］。动物地理分布反映动物在地理空间上的
大致生存区域�掌握动物地理分布有助于了解动物的分布与
环境的关系�了解动物的扩散与分布动态�对确定栖息地的
分布范围、规划自然保护区以及濒危物种保护和管理等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 ［10�11］。海南岛是四眼斑水龟的重要分布区之
一�也是我国淡水龟类保育方面具有优先性的地区 ［12］。迄今
关于四眼斑水龟在海南岛的地理分布的调查还比较零

散 ［13～19］�不能够确切反映四眼斑水龟在整个海南岛的地理
分布状况。鉴此�作者于2002～2005年对四眼斑水龟在海南
岛的地理分布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

1　调查方法
1∙1　查阅文献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农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检索相关文

献资料�利用国际互联网搜集相关资料�国内外同行专家也
提供了部分研究资料。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类和整理�提
取有关四眼斑水龟地理分布的信息。
1∙2　走访调查

在海南所有的18个市县内选择调查点。选取调查点时
兼顾空间分布上的均匀性和生态地理环境的代表性。依据
各市县面积的大小和自然环境特点�在每个市县的中心和四
周各选择1～2个乡镇作为调查点�在每个调查点选择1～3
个的自然村进行走访调查。另外�对主要江河、水库和湖泊
附近的自然村进行调查�对黎母山、五指山、吊罗山、霸王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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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尖峰岭等自然保护区进行走访调查。调查范围包括海南
的中部和西南部山区、低山丘陵地区、沿海平原地区等所有
自然环境类型�行政区域包括 18个市县、103个乡镇和 200
多个自然村。

调查中�对当地居民、渔民、猎人和保护区工作人员等进
行访谈。给访问对象展示海南有分布的淡水龟图片�介绍龟
的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询问其在当地是否见过�能否区分
以及什么时间在什么样的环境发现等问题。四眼斑水龟因
其具有4个假眼斑�与其它龟区别明显�比较容易识别。调
查期间�如果了解到居民家里养有活体野生龟、死亡个体或
龟壳等�则亲自查看、鉴定、询问龟的来源等详细情况。最
后�依据访问调查的结果和当地的自然环境特点等信息综合
判断是否有四眼斑水龟分布。
1∙3　野外调查

是对访问调查的验证和补充。根据海南的自然环境特
点�分别在中部山区的黎母山、南茂岭�西南部山区的尖峰
岭、霸王岭�南部低山丘陵地区的万俄岭�东部平原地区的文
教河上游6个研究点进行调查。野外调查方法主要采用系
统抽样法和笼捕法�具体方法参考文献 ［18�19］。
2　结果
2∙1　文献整理结果

关于四眼斑水龟在海南岛分布的文献记录不多。据
Ｐｏｐｅ（1935）报道�海南岛那大 （儋州 ）有四眼斑水龟分

布 ［13�15］；李致勋 （1958）报道海南岛吊罗山有四眼斑水龟分
布 ［14］；赵尔宓1964年在海南岛五指山溪流中采集到四眼斑
水龟 ［15�16］；史海涛等报道琼中和屯昌有四眼斑水龟分
布 ［17�20］。文献整理表明�儋州、陵水、五指山、屯昌和琼中 5
个市县有分布�生活环境为山区溪流 ［14�17］。
2∙2　走访调查结果

在走访调查中共发现四眼斑水龟 82只。其中�餐馆发
现3只�收购点发现23只�村民猎捕待售的56只。分布市县
包括琼中、琼海、万宁、白沙、五指山、保亭、儋州、东方、昌江、
屯昌、乐东、陵水和三亚�而其余5个市县没有分布。
2∙3　野外调查结果

在6个地区共捕获39只四眼斑水龟 （表1）�其中黎母山
36只�尖峰岭2只�琼中南茂岭1只�而在霸王岭、保亭万俄
岭和文昌文教河上游地区未捕获到。从捕获的环境来看�39
只均捕获于海拔170～640ｍ的山区溪流环境中。南茂岭、黎
母山和尖峰岭是本次野外调查发现的新记录点。
2∙4　四眼斑水龟在海南岛的地理分布特点

通过调查和对数据分析发现�四眼斑水龟在海南岛的分
布特点是：①分布于海南岛中部和西南部山区以及丘陵地
区�除了海口、文昌、临高、定安和澄迈5个市县没有分布外�
其它13个市县均有分布 （图1）�其中8个市县为本次调查的
分布新记录；②栖息于海拔170～640ｍ的山区溪流环境�而
在平原、台地、滩涂地区以及比较大的江河、水库和湖泊没有
分布。

表1　野外调查结果

调查地区 调查海拔范围 （ｍ） 笼捕日 调查河段长度 （ｋｍ） 捕获四眼斑水龟的数量 捕获环境

南茂岭 300～700 2400 8 1 海拔400～450ｍ山溪
黎母山 150～1170 2352 24 36 海拔170～430ｍ山溪
万俄岭 40～300 800 10 0
文教河 20～30 600 8 0
尖峰岭 300～1000 2215 22 2 海拔600～640ｍ山溪
霸王岭 400～1000 750 8 0

图1　四眼斑水龟在海南各市县的地理分布示意图
3　讨论

文献记载在海南四眼斑水龟分布市县仅有5个�本次调
查将其扩充到13个�新增加了8个新分布市县。野外调查发

现的新记录点包括黎母山、尖峰岭和南茂岭�其它新分布点
均为访问调查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野外调查来证实。根据
调查结果推测四眼斑水龟的栖息地在海南岛可能广泛存在。

野外调查发现�平原、台地和滩涂地区以及大的河流、湖
泊水库与山区溪流在地形、植被以及动物组成方面都有明显
不同�生态条件差异明显�即使在山区溪流环境中�不同海拔
范围的生态条件也有明显差异 ［18］�这种差异可能影响四眼斑
水龟分布。

在霸王岭和万俄岭野外调查中没发现四眼斑水龟�但访
问了解到这些地区有四眼斑水龟分布�根据访问调查结果和
对自然环境的对比分析�认为霸王岭和万俄岭应该有四眼斑
水龟分布。据了解�霸王岭地区对淡水龟的非法猎捕非常严
重�我们在溪流中发现了大量的猎捕工具；万俄岭为非保护
区�人类活动对栖息地破坏严重�对水生动物猎捕活动也非
常普遍。这可能是导致这些地区野外难以发现四眼斑水龟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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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次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四眼斑水
龟在海南岛的地理分布�对于进一步开展栖息地、种群现状
调查和保护管理工作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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