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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吊罗山3种稀有两栖爬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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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南师范学院生物系�海口571158；2∙海南吊罗山自然保护区 ）

　　摘要：2005年7月至2006年5月在吊罗山保护区开展野外调查时�发现3种稀有两栖爬行动物：黑耳蛙 （Ｒａｎａ
ｎｉｇｒｏｔｙｍｐａｎｉｃａＤｕｂｏｉｓ、大泛树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ｄｅｎｎｙｓｉＢｌａｎｆｏｒｄ）和脆蛇蜥 （ＯｐｈｉｓａｕｒｕｓｈａｒｔｉＢｏｕｌｅｎｇｅｒ）。确定黑耳蛙在海
南的分布�补充记载了3种动物的基本生态资料。经详细比较�认为根据吊罗山1号标本命名的新种海南蛇蜥 （Ｏｐｈｉ-
ｓａｕｒｕｓ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Ｙａｎｇ）应是脆蛇蜥的同物异名。建议今后发表新种至少依据2号以上标本�并应与已知相近种的标
本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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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7月至2006年5月�在吊罗山保护区开展野外
调查时�发现3种稀有两栖爬行动物黑耳蛙 （Ｒａｎａｎｉｇｒｏｔｙｍ-
ｐａｎｉｃａ）﹑大泛树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ｄｅｎｎｙｓｉ）和脆蛇蜥 （Ｏｐｈｉｓａｕｒｕｓ
ｈａｒｔｉ）�我们过去十多年的野外调查工作中�一直没有发现这
3种两栖爬行动物的标本�海南蛇蜥自发表新种以来只采到
1号标本 ［1］；黑耳蛙在海南的分布文献还存有疑议 ［2�3］�文献
对这3个物种的描述较少 ［4］。现将收集到的相关资料整理
报道如下。
1　吊罗山自然概况

海南吊罗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海南岛东南部�东经 109°
45′26″～109°56′53″�北纬18°40′13″～18°48′44″�属于热带
海洋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4∙4℃�年平均降雨量 1870～
2760ｍｍ。充沛的降雨和丰富的光热资源造就了这里繁茂的
植被类型�自下而上的低地雨林、山地雨林和山顶常绿阔叶
林基本包括了海南热带森林植被的主要类型。区内记录维
管植物2100余种�大型菌物类280余种�蝴蝶类220余种�脊
椎动物360余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生物多样性基因库 ”。

2　物种介绍
2∙1　黑耳蛙 （ＲａｎａｎｉｇｒｏｔｙｍｐａｎｉｃａＤｕｂｏｉｓ�1992）

国内分布于广东﹑广西和云南 ［5］。刘承钊等 （1973）报
道海南采到1号标本�因标本保存欠佳�对该种在海南是否
有分布未作定论�相关文献对该物种在海南的分布均存疑
议 ［2�3�6�7］。2005年7～10月在吊罗山度假村附近共发现黑耳
蛙20余只�可以确认黑耳蛙在海南岛有分布。经测量 （表1�
ｎ＝10）�最大个体体长58∙08ｍｍ�平均49∙66±5∙90ｍｍ；头
长 （17∙82±1∙63ｍｍ）大于头宽 （16∙64±2∙17ｍｍ）�鼓膜部
具三角形黑斑�体色变化较大�由暗灰至浅红褐色�两侧后肢
均具7～11条横纹�后肢长�胫跗关节略过吻端�个体外表特
征 （图版�1）与刘承钊等 （1961）描述的黑耳蛙 （Ｒａｎａｖａｒｉａｎｓ）
基本一致 ［5］。Ｄｕｂｏｉｓ（1992）依据刘承钊等 （1961）描述的黑
耳蛙 （Ｒａｎａｖａｒｉａｎｓ）特征重新命名为 Ｒａｎａｎｉｇｒｏｔｙｍｐａｎｉｃａ�中
文名未变�均为黑耳蛙。目前调查发现黑耳蛙的生境海拔在
800～950ｍ�林型为以竹林为主的竹-灌-乔的混交林�雨季林
下阴暗潮湿�落叶层厚度达20ｃｍ�黑耳蛙栖息在林下落叶层
上�体色与枯竹叶颜色接近�如个体不受惊扰跳起是极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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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未发现黑耳蛙栖息在急流水沟内。
表1黑耳蛙量度ｍｍ）

编号

Ｎｏ∙
日期

Ｄａｔｅ

体长

ＴＬ

头长

ＨＬ

头宽

ＨＷ

吻长

ＳＬ

眼间距

ＩＳ

眼径

ＥＤ

ＨＮＵ-Ａ1001 2005∙07∙12 52∙0817∙8217∙42 7∙52 4∙08 6∙36
ＨＮＵ-Ａ1002 2005∙07∙24 53∙6219∙7619∙48 8∙28 4∙68 6∙54
ＨＮＵ-Ａ1003 2005∙08∙10 37∙3215∙0413∙18 6∙14 2∙80 4∙40
ＨＮＵ-Ａ1004 2005∙08∙17 43∙7215∙8014∙88 7∙14 3∙40 5∙10
ＨＮＵ-Ａ1005 2005∙08∙18 52∙4018∙9616∙88 7∙62 4∙60 6∙14
ＨＮＵ-Ａ1006 2005∙08∙18 49∙2017∙6616∙88 6∙90 4∙08 5∙58
ＨＮＵ-Ａ1007 2005∙09∙01 58∙0819∙9419∙28 7∙88 5∙28 6∙96
ＨＮＵ-Ａ1008 2005∙09∙01 53∙8218∙8618∙20 7∙04 4∙46 6∙16
ＨＮＵ-Ａ1009 2005∙09∙08 46∙7216∙5413∙58 6∙44 4∙38 4∙58
ＨＮＵ-Ａ1010 2005∙09∙08 49∙6617∙8216∙64 7∙22 4∙20 5∙76
2∙2　大泛树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ｄｅｎｎｙｓｉＢｌａｎｆｏｒｄ�1881）

大泛树蛙主要分布在我国中部的贵州﹑四川﹑湖北﹑

湖南以及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等省�最南端可达
菲律宾 ［5］。文献记载海南是该种的分布区之一 ［6�7］�但在过
去十多年的野外调查中�海南岛有记录的38种两栖类中作
者已采到35种�但一直没有发现大泛树蛙。2006年2月20
日在吊罗山度假村餐厅旁边的墙壁上发现一只大泛树蛙

（海拔900ｍ）�随后的3个月时间又在吊罗山度假村附近的
林缘禾本科植物的叶上陆续发现一些个体�5月以后则很少
发现。观察发现2～5月为大泛树蛙聚集交配的繁殖期�在
雨天的夜晚�雌雄个体栖息于林缘的灌木或草上�发出低
沉的 “咕-咕 ” 叫声�白天则听不到叫声。个体外表特征

表2　大泛树蛙量度 （ｍｍ）
编号

Ｎｏ∙
时间

Ｄａｔａ

体长

ＴＬ

头长

ＨＬ

头宽

ＨＷ

吻长

ＳＬ

眼间距

ＩＳ

眼径

ＥＤ

ＨＮＵ-1011 2006∙02∙2091∙0228∙6427∙7016∙1013∙72 9∙04
ＨＮＵ-1012 2006∙02∙2691∙1431∙2424∙6216∙0214∙68 8∙04
ＨＮＵ-1013 2006∙03∙10103∙6429∙8228∙2216∙5410∙86 7∙72
ＨＮＵ-1014 2006∙03∙1087∙7228∙4827∙7615∙3412∙50 8∙00
ＨＮＵ-1015 2006∙03∙1087∙4229∙3426∙8814∙8412∙54 8∙04
ＨＮＵ-1016 2006∙03∙10112∙4035∙6237∙6419∙4217∙90 10∙12
ＨＮＵ-1017 2006∙03∙10116∙9033∙5640∙1218∙7617∙32 10∙10

（图版�2） 与刘承钊等 （1961） 描述基本一致 ［5］ �经测
量�体长最长达116∙90ｍｍ�平均98∙61±12∙30ｍｍ；头长
最长33∙56ｍｍ�平均30∙96±2∙71ｍｍ （表2�ｎ＝7）。
2∙3　脆蛇蜥 （ＯｐｈｉｓａｕｒｕｓｈａｒｔｉＢｏｕｌｅｎｇｅｒ�1899）

海南岛过去无蛇蜥类动物记载。杨戎生 （1983） 以
1982年4月16日在吊罗山新安林场附近 （海拔950ｍ） 所
采唯一的 1号雄性标本命名为海南蛇蜥 （Ｏｐｈｉｓａｕｒｕｓｈａｉｎ-
ａｎｅｎｓｉｓ） ［1］�其主要鉴别特征是：耳孔极小�为针尖状�背
鳞20行�背鳞与尾下鳞光滑�体背无深色横纹 ［9］。海南蛇
蜥曾被认为是海南岛特有种 ［3］。2005年10月20日�在吊罗
山度假村垃圾场旁边海拔900ｍ的一块杂草地刨土时发现
一条脆蛇蜥 ＨＮＵ-1011 （图版�3）�位于离地表约 3ｃｍ左
右的土层内�地表土质疏松湿润�没有粘性�表层杂草高
度约0∙2ｍ�此地距离次生林缘约15ｍ�属于林地砍伐后的
荒草地。2006年4月10日在吊罗山度假村的木屋旁边清理
地表杂草时又发现 1号脆蛇蜥 ＨＮＵ-1012�正在地面爬行�
此地距离人工林林缘约 10ｍ左右�地表层杂草高度约 10
ｃｍ。ＨＮＵ-1012人工投喂蚯蚓饲养约2个月后死亡�饲养期
间经常钻进浮土下潜伏�很少发现在外活动。考虑到吊罗
山是海南蛇蜥的模式标本产地�为慎重起见�本文第一作
者特将此次采到的2号标本与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馆藏
的19号脆蛇蜥 （ＯｐｈｉｓａｕｒｕｓｈａｒｔｉＢｏｕｌｅｎｇｅｒ�1899） 标本特
征进行了比对�发现海南 2号标本的耳孔大小及背鳞和尾
下鳞光滑的程度与脆蛇蜥差异并不明显�仅背部色斑特征
与脆蛇蜥略有不同�但对比采自不同地区的11号脆蛇蜥标
本的背部色斑�发现其个体间差异也较大�采自湖南宜章
莽山南门庄的 ＣＩＢ3289号标本有大量的深色斑�采自四川
宝兴的ＣＩＢ3269和ＣＩＢ3266有色斑�但明显少于ＣＩＢ3289号
标本�而同样采自四川宝兴的ＣＩＢ3270和ＣＩＢ3267标本体表
就基本无色斑。因此作者认为脆蛇蜥体表色斑系个体间变
异特征�不能作为新种的鉴别特征�杨戎生 （1983） 依据1
号标本的耳孔大小、体表光滑程度和背部色斑发表的新种
海南蛇蜥 （Ｏｐｈｉｓａｕｒｕｓ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应为脆蛇蜥 （Ｏｐｈｉｓａｕｒｕｓ
ｈａｒｔｉＢｏｕｌｅｎｇｅｒ�1899） 的同物异名。建议今后发表新种至
少依据2号以上标本�并应与已知相近种的标本加以比较。

表3　脆蛇蜥量度 （ｍｍ） （采集地点： 吊罗山度假村 ）
编号

Ｎｏ∙
时间

Ｄａｔａ

体长

ＴＬ

尾长

ＷＬ

头长

ＨＬ

头宽

ＨＷ

眼间距

ＩＳ

ＨＮＵ-1011 2005∙10∙20 487∙00 291∙00 18∙28 13∙66 6∙82
ＨＮＵ-1012 2006∙04∙10 355∙00 222∙00 14∙52 10∙82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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