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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地区龟类市场贸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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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02～2004年�对海口地区龟类市场贸易进行了调查。在21个贸易市场共发现龟类23种2572只�
其中淡水龟科17种�鳖科4种�陆龟科1种�鳄龟科1种；国外龟类12种�占种数的52％�中国和国外共有
龟类11种�占种数的48％；在海南岛分布的龟类有7种�占种数的30％；在23种龟中�10种为濒危物种�1
种为易危物种�11种为 CIT ES （2003） 附录 II 物种。调查表明�市场上的国外龟类在种类和数量上占绝对优
势�一些国家保护龟类也出现在贸易市场上。本文对海口地区龟类市场贸易现状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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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Turtle Trade in Haikou�Hainan Provinc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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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survey on turtle trade was conducted in Haikou�Hainan Province�China�from 2002to2004．More

than2572turtles including23species were found in21markets．Of the23species�17species belong to Bataguridae �4
species to T rioychidae�1 species to Testudinidae�and 1 species to Chelydridae．T welve species are native to overseas
countries accounting for 52％�11species native to China accounting for48％ �and7species native to Hainan accounting
for 30％．According to the China Red Data Book of Endangered Animals Amphibia and Reptilia�10species are endan-
gered （EN）�1species is vunerable （VU）．Of those species�2belong to the key state-protected species as grade II�11
are listed in the appendix II of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 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CIT ES）．T he turtle market
was dominated by the turtles native to other countries and some key state-protected species also were found in markets．
T he status of turtle trade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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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类被用于传统医药、保健食品和宠物等在我
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饮食市场的繁荣�社会对龟类的消费量急
剧增加�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龟类贸易［1�2］。过度
的龟类贸易和消费已经导致了中国本土龟类全面濒

危�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大量海外龟类进入我国市
场�使得其它国家野生龟类也受到了威胁［1�3�4�5］。
野生龟类贸易的种类和数量的变化可以反映动物的

资源动态、利用水平和保护现状。对龟类贸易的研
究可以为制定濒危龟类保护措施提供重要依据。迄

今�我国仅有少数地区开展过龟类贸易调查［6～9］�
尚缺乏全面而系统的调查�这已经影响到我国龟类
的保护管理�有必要开展龟类贸易的系统性调查研
究以揭示我国野生龟类的贸易现状�为物种的保护
与管理提供依据。海南是我国淡水龟物种多样性最
丰富的省份之一�龟类非法贸易十分活跃［10�11］。
为了能够了解海南岛龟类的市场贸易现状�我们于
2002～2004年�对海口地区龟类市场贸易状况进
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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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方法
选取海口市区和海口管辖主要乡镇的重要农贸

市场、花鸟鱼虫市场 （共21个） 为调查地点�进
行不定期调查�重点调查海口市龟类贸易最发达的
东门市场。从2002年7月至2004年8月�累计对
东门市场进行了8次调查�对其它20个贸易市场
各进行1～5次调查。调查时�观察记录贸易市场
龟的种类和数量�与摊主或商贩交谈�了解龟的贸
易规模、来源、价格和用途等信息。
2　结果与分析

在21个贸易市场累计发现龟类数量达4科23
种2572只�其中淡水龟科17种�鳖科4种�陆龟
科1种�鳄龟科1种 （表1）。市场上的龟类包括国
外龟类12种�占种数的52％�国内外均有分布的
龟类11种�占种数的48％�在海南岛有分布的龟
类7种�占种数的30％［12�13］�许多濒危龟类和受
保护物种也出现在市场上�依据 《中国濒危动物红
皮书两栖类和爬行类》�10种龟为濒危种类�1种

为易危种类；11种为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CITES�2003） 附录 II 物种［14�15］�占贸
易种数的48％；2种龟 （地龟和山瑞鳖） 属于国家
Ⅱ级重点保护物种。

东门市场是海口地区最大的龟类贸易市场�调
查发现的23种龟全部在东门市场有销售摊点�而
其它市场的龟种类和数量相对少得多�一般只有红
耳龟、中华鳖等少数常见种类。在龟的种类和数量
方面�国外的龟类占绝对优势�以国外的红耳龟数
量最多�缅甸陆龟、亚洲巨龟、中华花龟和中华鳖
的数量相对较多�而黄额盒龟、锯缘摄龟、黄喉拟
水龟和马来龟等数量比较稀少。不同种类龟的价格
差别比较大�价格最高的为黄喉拟水龟 （1000元／
kg）�价格相对较高的为黄额盒龟 （520元／kg） 和
锯缘摄龟 （500元／kg）�价格最低的为红耳彩龟
（40元／kg）。市场上的龟一般都是作为食用�只有
少数幼体龟和小型龟类 （如乌龟） 是作为宠物用。
大多数的龟是从国外进口的或国内养殖的品种�也
有少部分海南本地的野生龟。

表1　海口地区龟类市场贸易调查结果

种　　名
数量
（只）

濒危
等级

CIT ES
附录

地　理　分　布

黄额盒龟 Cuora galbinif rons 2 濒危 Ⅱ 琼、桂、越南
安布闭壳龟 Cuora amboinensis 28 ／ Ⅱ 缅甸、孟加拉国、泰国
黑颈乌龟 Chinemys nigricans 91 濒危 ／ 桂、粤、越南
中华花龟 Ocadia sinensis 142 濒危 ／ 琼、桂、粤、苏、浙、台、香港、越南
红耳龟 T 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1282 ／ ／ 美国、墨西哥
果龟 Notochlys platynota 10 ／ Ⅱ 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
马来巨龟 Orlitia borneensis 40 ／ ／ 马来西亚、印尼
粗颈龟 Siebenroekiella crassicollis 9 ／ Ⅱ 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尼、越南
庙龟 Hieremys annandalii 38 ／ Ⅱ 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
马来龟 Malayemys subt rij uga 4 ／ ／ 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
亚洲巨龟 Heosemys grandis 113 ／ Ⅱ 马来西亚、缅甸、越南
锯缘东方龟 Heosemys spinosa 18 ／ Ⅱ 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尼
黄喉拟水龟 Mauremys mutica 5 濒危 Ⅱ 琼、桂、粤、湘、滇、苏、皖、浙、日本、越南
齿缘龟 Cyclemys dentata 12 濒危 ／ 滇、桂、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柬埔寨、印尼
锯缘摄龟 Pyxidea mouhotii 7 濒危 Ⅱ 琼、桂、粤、湘、滇、越南、缅甸
地龟 Geoemyda spengleri 3 濒危 ／ 琼、桂、粤、湘、越南、老挝
乌龟 Chinemys reevesii 45 濒危 ／ 桂、粤、湘、滇、台、香港、朝鲜、日本
中华鳖 Pelodiscus sinensis 463 易危 ／ 琼、桂、粤、湘、滇、苏、越南、朝鲜
亚洲鳖 Amyda cartilaginea 17 ／ ／ 越南、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尼
南亚缘板鳖 L issemys punctata 20 ／ Ⅱ 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缅甸、孟加拉国
山瑞鳖 Palea steindacheri 15 濒危 ／ 琼、桂、粤、湘、滇、越南
缅甸陆龟 Indotestudo elongata 207 濒危 Ⅱ 桂、缅甸、泰国、印度、老挝、尼泊尔
蛇鳄龟 Chelydra serpentina 1 ／ ／ 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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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从调查结果看�海口地区市场上龟类的种类

多、数量大�绝大多数种类为国外龟类。调查发现
的23种龟中�国外龟类有12种1580余只�约占
发现龟个体总数量的61％�而我国本土龟类在种类
和数量上相对少得多。这一结果说明�海口地区龟
类消费量是比较大的�国内匮乏的龟类资源已经远
不能满足市场消费需求。目前�我国已经将国内所
有野生龟类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或国家保护的
有益的、有重要科研价值、经济价值的野生动
物［12］。从贸易的合法性来看�部分受保护野生龟
类也在市场上出售 （如：地龟、山瑞鳖）�而一些
国际限制贸易的龟类也大量出售 （如：亚洲巨龟、
缅甸陆龟）�这反映了龟贸易存在一定的非法性质。
在东门市场上�经常可以发现国家保护的龟类在出
售�这说明龟类贸易市场管理还存在一定漏洞�使
得不法商贩有机可乘。

龟类的国际贸易也为我国龟类市场提供了新的

货源。大量海外龟类进入我国龟类市场�这已经威
胁到了其它国家的龟类�国际社会因此对我国提出
了强烈的批评［1�4�5］。但国内对野生龟的猎捕并没
有因为市场上有大量的国外龟类而停止。野生龟在
市场上一直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使得野生龟类的
价格一般比养殖的高出许多�例如�野生中华鳖和
中华花龟的价格达240元／kg�而同类养殖的个体
则仅为40元／kg。由于野生龟价格昂贵�贸易过程
中获得的利润高�也刺激了非法贸易。非法贸易又
为非法猎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使得海南野生龟类
长期遭到猎捕�对野生龟类资源破坏严重［11］。市场
上的龟类中�有部分为海南有分布的种类�如黄额
盒龟、锯缘摄龟等�这些龟类一般为海南野生龟�
因非法猎捕而进入贸易市场。

调查中发现的龟类有23种�但实际的贸易种
类应该多于23种。一些龟种类在调查中没有发现�
但在一些野生动物案件报道中反映了出来。如�
《海南日报》2003年5月6日报道�执法人员在琼
海市长坡镇查处一特大收购贩卖海龟 （ Chelonia
mydas） 窝点�现场查获国家Ⅱ级保护水生野生动
物海龟142只。 《海南日报》2000年6月14日报
道�执法人员在海口山龟园等酒店发现了36只国
家Ⅱ级保护动物凹甲陆龟 （ Manouria impressa）�
来源于东门市场。国家保护动物三线闭壳龟 （ Cuo-

ra trif asciata） 为最昂贵的野生龟类�价格高达3．
6万元／kg�在海南遭到普遍猎捕�而这些动物一般
只有在海口等大城市才有人消费。可以推测�实际
进入贸易市场的龟种类要多于调查发现的种数。从
访问中了解到个别重点保护的龟类�一般因价格高
昂、货源不足、运输不便等因素�贸易方式非常隐
蔽�难以发现。

从调查分析来看�海口地区龟类消费量大�非
法龟类贸易长期存在�对海南野生龟类和国外龟类
都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基于调查研究�本文给
出4点保护建议：（1） 进一步开展龟类贸易调查研
究。通过调查来监测龟类的贸易和资源状况�为野
生龟类资源评估和保护管理提供依据；（2） 加强对
龟类贸易市场的依法管理和监督�禁止经营野生龟
类；（3） 加强国际合作�对非法国际龟类贸易进行
有效控制；（4） 加强宣传教育�增强民众的野生动
物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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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鲵繁殖生物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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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大鲵 （ Andrias dav idianus Blanchard） 是我国特有濒危的两栖物种�是研究生物进化、生物多样
性、性别决定分子机制等的好材料�对于科学研究具有巨大的潜在贡献。近年来人们对它的研究力度不断加大�
本文综述了大鲵的繁殖生物学的近期研究工作�也简要探讨了大鲵繁殖生物学今后研究的主要工作�以期为大
鲵繁殖生物学及繁殖技术的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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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Chinese Giant Salamander
LUO Qing-hua�LU Cheng-ying�LIU Qing-bo

（College of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 and Planning�Jishou University�Zhangjiajie�Hunan Province427000）
　Abstract： Chinese Giant Salamander （ Andrias dav idianus Blanchard） which is endemic to main Chinese land�is an
endangered amphibian．It is a valuable species for studies on evolution�biodiversity and molecular mechanism of sex de-
termination．It has hug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focus their studies on this
species now．In this article�the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Chinese Giant Salamander are reviewed according to the data
published recently．T he main researches on the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this species in future were also discussed briefly．
T 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the researchers．
　Key words： Chinese Giant Salamander （ Andrias dav idianus Blanchard）；reproductive biology；advance

　　中国大鲵 （ A ndrias dav idianus Blanchard�
1871） 俗名 “娃娃鱼”�属于两栖纲、有尾目、隐
鳃鲵科�是现存个体最大的两栖动物。中国大鲵是
我国珍稀名贵特产�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已被
列入 CITES 公约附录Ⅰ中。它在我国分布于河南、
湖北、湖南等17个省区范围内。由于多方面的原
因�大鲵的栖息地已经隔离化、岛屿化�其范围往
往局限于一个很小的区域内�而且这些区域还在不
断缩小。两栖类是由水生脊椎动物向陆生脊椎动物

过渡的类群�因此是研究动物进化的好材料；由于
大鲵迁徙能力差�且对水的依赖性强�所以地理上
的空间隔离更利于大鲵形成独特的种群间遗传多样

性�因此是研究遗传多样性问题的一个好材料；此
外�大鲵的性别决定方式较复杂�它也是研究基因
型和环境型性别决定的共同分子机制的好材料［1］�
大鲵对于科学研究的潜在贡献是巨大的。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为的滥捕滥杀�
大鲵的数量日趋减少�加速对它研究也就更显得意

［10］龚世平�徐汝梅�史海涛．海南岛淡水龟类区系特点
及保护优先性分析 ［ J ］．动物学杂志�200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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