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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淡水龟类区系特点及保护优先性分析∗

龚世平
①②
　徐汝梅

①
　史海涛

②∗∗
（①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5；

②海南师范学院生物学系　海口　571158）

摘要：海南岛是我国淡水龟类分布较为集中、物种丰富度高、动物区系独特的地区�已知的淡水龟有2
科8属11种�占全国淡水龟种数（24种）的46％。海南岛淡水龟物种密度为3∙2种/104 km2�均为东洋界
成分�其中华南区种4种�占36∙4％；华中-华南区共有的种7种�占63∙6％；海南特有种2种�占岛内淡水
龟种数的18∙2％。海南岛淡水龟占华南地区淡水龟种数（19种）的57∙9％。海南与广东、广西和香港的
淡水龟类区系关系也十分密切�与它们的生物相似值分别为0∙76、0∙64和0∙47。目前�中国75％的淡水
龟类濒危�海南岛81∙8％的淡水龟类濒危。分析表明�海南岛应是我国淡水龟类资源优先保育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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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geography and Conservation Priority of Hard-shelled Freshwater
Turtles on Hainan Island

GONG Sh-i Ping①②　XU Ru-Mei①　SHI Ha-i Tao②

（①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Biodiversity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②Department of Biology�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kou　571158�China）

Abstract：Hard-shelled freshwater turtles on Hainan Island are very rich and the fauna is also very distinctive．A total
of 11species were found on Hainan Island�accounting for46％ of total species in China．These species belong to2
families and8genera．All these species belong to the Oriental Realm�of which4species belong to the South China
Region accounting for 36∙4％�7 species belong to the Centra-l South Region accounting for 63∙6％�2 species
areendemic to Hainan Island accounting for 18∙2％．Species density reaches 3∙2/104 km2．A total of 19species of
hard-shelled freshwater turtles are recorded in South China accounting for 79∙2％ of China．The species of Hainan
Island account for57∙9％ of South China�while the fauna of Hainan Isl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se of Guangdong�
Guangxi and Hong Kong．The biotic resemblance value between Hainan Island and Guangdong is0∙76�0∙64between
Hainan Island and Guangxi and0∙47between Hainan Island and Hong Kong．Seventy-five percent of freshwater turtles
of China are endangered�while81．8％ are endangered on Hainan Island．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hard-shelled
freshwater turtles on Hainan Island have high conservation priority．
Key words：Hard-shelled freshwater turtle；Fauna；Conservation priority；Hainan Island

　　中国淡水龟类资源丰富�对龟资源的利用历史悠
久�广泛体现在传统中医药和饮食等领域 ［1�2］ 。近些年
来�由于过度开发利用和对栖息地的破坏�淡水龟类资
源严重危机 ［3～9］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物种多样性保
育问题显得十分迫切 ［10�11］ 。生物多样性正在迅速丧
失�而保护行动可用的资源却很有限�集中力量优先保
护一些重要的地区可能是更现实的途径�因而生物多
样性保护优先性受到了高度重视 ［12�13］ 。中国淡水龟类
因缺乏科学研究及资金短缺等问题而难以进行科学有

效的保护管理 ［1�10］ 。目前有关中国淡水龟类的研究主
要局限在形态学、分类学和人工养殖等方面 ［1�14～23］ �而
缺乏保护优先性方面的研究工作。华南地区作为中国
淡水龟类分布的主要地区�资源破坏严重�但还没有引
起足够的重视 ［24～27］ 。为此�本文对海南岛淡水龟类保
护优先性进行了探讨。
1　物种多样性及区系特点
1∙1　物种多样性　海南岛的淡水龟类共有2科8属11
种（表1）�约占全国淡水龟种数（24种）的一半（46％）�
占华南地区淡水龟种数（19种）的57∙9％ ［1�28�29］ 。其物
种丰富度仅次于面积比它大6倍的广西（17种）�而高
于面积是它5倍大的广东（10种）�居我国第二位�广西

和广东分别居于第一和第三位。海南岛淡水龟类不仅
物种丰富度高�而且地理分布集中�物种密度远大于广
东和广西。华南地区的淡水龟种数占全国总种数的

79∙2％�是中国淡水龟分布的主要地区�而海南岛的淡
水龟类则在物种丰富度、特有种数量和物种密度上都
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表2）。

表1　海南岛淡水龟类物种名录及动物区系

种 名 从属动物区系 濒危状况∗

平胸龟科 Platysternidae
　平胸龟 Platysternon megacephalum 华中-华南区 濒危

淡水龟科 Bataguridae
　黄额盒龟 Cistoclemmys galbinifrons 华南区 极危

　三线闭壳龟 Cuora trifasciata 华南区 极危

　锯缘摄龟 Pyxidea mouhotii 华中-华南区 濒危

　眼斑水龟 Sacalia bealei 华中-华南区 濒危

　拟眼斑水龟 S．pseudocellata 华南区 数据缺乏

　四眼斑水龟 S．quadriocellata 华中-华南区 濒危

　地龟 Geoemyda spengleri 华中-华南区 濒危

　黄喉拟水龟 Mauremys mutica 华中-华南区 濒危

　菲氏花龟 Ocadia philippeni 华南区 数据缺乏

　中华花龟 O．sinensis 华中-华南区 濒危

　　濒危状况参考 IUCN2000
1∙2　区系特点　海南岛的11种淡水龟均属于东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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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1�28］ �其中华南区种类占36∙4％�华中-华南区种类
占64∙6％。海南岛在世界动物地理区划上属于东洋界
华南区海南岛亚区。在中国生态地理动物群上�海南
岛动物群属于热带森林、林灌草地、农田动物群 ［30］ 。海
南岛与广东、香港和广西在动物地理区划方面具有较
强的一致性�因而在淡水龟类动物区系上也表现出十
分密切的关系。海南岛与广东的生物相似值达0∙76�
与广西的生物相似值达0∙64�与香港的生物相似值为

0∙47。可见海南岛的淡水龟类动物区系明显表现出了
华南地区淡水龟类动物区系的共性�具有代表性。又
因为海南岛与大陆隔离�环境相对孤立�其淡水龟类动
物区系也有独特性 ［31］ 。海南有2个特有种�占海南淡
水龟种数的18∙2％�它们分别是拟眼斑水龟和菲氏花
龟。而淡水龟物种数最多、面积比海南岛大6倍的广西
也仅有两个特有种�分别是广西拟水龟 （ Mauremys
guangxiensis）和百色闭壳龟（Cuora mccordi）�淡水龟物种
数居于全国第三的广东和物种密度较高的香港则没有

特有种（表2）。
表2　海南岛与广东、广西及香港淡水龟的比较

项 目 海南岛 香港 广东 广西

面积（104km2） 3∙36 0∙1092 18∙6 23∙6
淡水龟种数 11 6 10 17
物种密度（个/104km2） 3∙2 54∙9 0∙54 0∙72
特有种数 2 0 0 2
与海南岛共有种数 4 8 9
与海南岛生物相似值 0∙47 0∙76 0∙64

2　濒危状况
依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1996年编写的世界

濒危物种名录和《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两栖爬行
类〉》�中国淡水龟中有12种濒危、3种极危、1种野生灭
绝�其它种类由于没有调查研究而数据缺乏 ［10］ 。而
IUCN2000年统计显示 ［11］ �中国濒危或以上的淡水龟类
达75％�其中有11种濒危�6种极危�1种灭绝。海南淡
水龟类则有81∙8％濒危或更甚�其中2种极危�7种濒
危�2种数据缺乏。可见�在近几年内中国的淡水龟资
源危机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但已有的保护措施还不
得力�保护状况较差�保护工作有待加强 ［32�33］ 。
3　保护优先性

确定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性的指标很多�如稀有
物种的丰富度 ［34］ 、分类学上具有特征意义的物种丰富
度 ［35�36］ 、以及特有物种集中分布并且其生境严重丧失

的程度、生境类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等 ［37～40］ 。例如�在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根据地区物种丰
富度和特有种数量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

划分为17个 ［41］ 。对海南岛淡水龟类物种多样性的保
护优先性可从地区物种丰富度、特有种数量、代表性以
及物种濒危状况来分析。从物种丰富度角度看�海南
岛仅次于广西而高于广东�居全国第二位；如果从单位
面积物种丰富度考察�海南岛则高于广西。在特有种
数目上�海南和广西相等�但在海南岛的分布则更为集
中。从区系特点看�海南岛既具有华南地区的代表性�
又有其独特性�这在物种相似系数上得以明确反映。
从濒危状况看�海南岛81∙8％的种类濒危�而保护管理
相对落后 ［10�32］ �形势尤为严峻。综合分析表明：在保护
中国淡水龟类资源方面�海南岛具有明显的保护优先
性。建议有关科研与管理部门加强海南岛淡水龟类的
科研及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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