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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脊椎骨椎体凹面的环带鉴定中国林挂 〈夕ono`cmporcric c杨 msimmsi8)年 淤并

分析种群年龄结构。共划出 5个年龄组,其组成为,1紧占64,71%,2龄占 18.99%,3龄占

14.71%,4龄占 1,51%,5龄占 0.34%。 絷殖前年龄 2年 , 絷殖年龄 3年, 无亲殖后年龄

个体。雄性与难怪比们为 1:1.27。

关0词,高寒草甸,中 国林蛙,种群;年龄结构。

中国林蚱 (R口″口
``仞

`@'口

/J口 c拓印‘|印 e”打)为广布于我国西部、 东北和华北及西

藏高原的主要两栖动物 (刘承钊和胡淑琴,1961,中 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

1987,四川省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 ,1977)。 对其种群年龄结构的研究虽 有

报道,但 为人工饲养条件下的哈士摸 (马常夫,1985)。 有关该种自然种群年龄结 构的

研究,尚 无报道。中国林蛙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组分之一,对其种群年龄结构进行研

究,为估计其种群生产量提供参数,有助于对消费者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具有一

定的理论意义。

材 料 与 方 法

本项工作于 1989年 9月 下旬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进行。供研究的林

唾标本,采自林挂集群水溪的附近。采集的样方面积为 1x1m2,共 40块。对采得的个体逐一垆号、

曰量体长与体重,井鉴定其性别。

林哇脊粮骨的推体凹面具有果自相间的环带,一条白带和一条黑带构成一个年龄带,黑带为年轮。

将采集活体标本解剖,水煮,剥出有推骨,干燥后浸人十氢萘 (C3Ⅱ Ⅱ)约 5-10h,在解留铰下观察

推体凹面上的年龄环带 〈马常夫,1986),以确定年龄。各年龄环带如图 1所示。

·承印搴初教授审阅文稿并提出宝贵意见,祁忠泉同志协助绘图·特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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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林蛙苻雄骨凹面上的年轮

Fi·ig.1  !`11,ll‘ lar zones of age oil vcftebra ctite11a. of fau,lc f召 ″:~p()rcri(】  chcmsi,:c`asis.

A.. 1-year. B. 2-yeart  C. 3-year, r). 4-yeaf.

以个体特征鉴定性别。成体以第二性征为谁,雄体发育有发达的婚垫和内声囊,雌体则无。幼体

第二性征不明显,则以解剖观察性腺鉴定。

生物曼按梁杰莱 (1981)介 绍的方法测定。

结 果 与 分 析

高寒草甸地区林蛙的年龄特征随月份而变化。7月下旬, 大多数蝌蚪变态成幼蛙 ,

由此开始,可划分出 5个年龄组,各年龄组的标准分别为,当年变态的蛙到次年 6月为

1龄蛙,由 次年 7月 至下 1年 6月 为 2龄蛙。以下蛙龄每进入一个当年 7月 至次 年 6月

的周期则增加 1龄。

各年龄组体长和体重统计特征列于表 1。 中国林蛙的体长和体重随着年龄增长呈现

规律性的增加,但性别之间无明显差异。

不同年龄组皮肤形态特征亦有差异,1龄 蛙皮肤光滑 , 疣状颗粒极细微 , 第二性

征不明显; 2龄蛙皮肤亦光滑, 且有细小疣粒 ,较大的雄体有发达的婚垫 , 3龄蛙皮

肤疣粒明显,具有较明显的第二性征, 么一5龄蛙皮肤粗糙, 疣粒最大, 第二性征最明

显。

2龄雌蛙已有卵胞发育,但极细小,不易用肉眼计数。3龄以上者卵发育较大,与产

出之卵几无差别,能用肉眼计数。

Bodenheimcr(1938)将 动物生态年龄 (Ccological age)分 为繁殖前年龄,繁殖年

龄和繁殖后年龄。从表 2看出,怀卵最早的为 2龄个体,卵发育很小, 肉眼仅能辨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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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茁骞革句中国林接各年由组的体长及体n变化
Table 1  Variations on body ieilgth and b。 dy weight for each age classes of

J已o"o Ic"1-por0`f。 che,:si,8c"sis iil alpine rlleadow.

年龄组 样 本

sainple

`ige class

佳
·
s

●
刀
 
 
 
x

体  长
Body 1cngth(皿 :ll)

X+sε

体  童
Body weight(g)

范 围 Range 灭±sE

扭

5
扭

8
2

17.78士0.21

27.89± 0.59

47,87± 0.39

56.50

I1.1-22.o

21.0-38.5

38,5-6⒋ 0

0.61± 0.02

2.13± 0.16

11.8饪 ±0.35

17.5

0,1-1.2

1.2-6.5

6.0-19.0

12.5-23.0

21.0-37.0

座2.0-5奎 .5

56.5-60.0

62.0-63.5

o.58△ 0.01

2.30± 0.20

12.09±0.85

22.15± 1.19

2⒌ 00±2.d7

0.2-1.3

1.2-5.0

6.5-19.0

18.5-29.5

22.5-28.5

早

17.67±0.13

28.82± 0.69

么8,2姓 ±0.86

58.13± 0.39

62.75±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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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寒草甸中国林蛙年龄锥体

Fig.2 A.ge pyrailid of尸“
"o犭

cmporCrio

c`ic,:simcmsis in. a.lpilae In.eadow.

年 龄
Age

怀 卵 数
Egg nu】ber Age

表 2 雄性中国林挂的怀卵数

Tabie 2 E.gg ilum.ber in fe皿 ale of刀 o犯￠

`纟

″:pororio chcFsim召
"sis.

年  龄 怀 卵 数

图 3 高寒草甸中国林蛏生物玺锥体

Fig,3 Bion.ass pyrainid of 扌o”o

`召

,,:porCrio c乃 cmsi?lel:s|s popuˉ

lation in alpine ineadow.

Egg number
卵平均直径

Mean disI】 leter of egg(mm)·

模糊 fuzzy

459

698

1299

1.52

1.77

1,56

。经75%酒精浸制 iIIfused by 75%alco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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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

810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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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由此可见,到次年暖季不会产卵。可以认为,繁殖前年龄为 2龄。 繁殖年龄 为 3

龄,无繁殖后年龄。

高寒草甸地区中国林蛙的年龄组成列于表 3。 1龄蛙比例最大,为 6⒋ 71%,5龄蛙比

例最小,为 0.34%。 在 1龄与 2龄及 3龄与 4龄之间,减少的比例较大,使年龄分布在

此两处狭窄 (图 2),亦反映 1龄及 3龄蛙死亡率较高。

以表 3列出的各年龄组生物量,得到相应的生物量分配 (图 3)。

卵平均直径
Mean dial【leler of egg(皿 !ll),



从年龄组成和年龄锥 |本着出,中 国林蛙的年龄结构基本属稳定型,且种群具有较高

的繁殖力,个体寿命约为 5龄。

从表 3可知,林 蛙的性比随年龄组不同。 1龄组雌性比例较高。此与尚未发育的 1

龄个体性腺分化不明显有关。 2龄姐性比较接近, 3龄组雄性明显大于雌性。

表5 中国林蛙的年龄组成、性比及生物璺

Tablc 3 =`ge colllposition, sex ra!e Bnd bionlass oi ~Rcmc |B″ ‘porcric C乃 gmsi`c″ s|s.

年 龄
Age

洋 本
saillple

百 分 比
Percent

性
e

雄
Μ

堆 性
Fe:nale

性 比
sex rate

生 物 量
BioInass(g/:〖 12)

385

113

86

9

2

219

61

23

8

2

64.71

18.99

14.45

1.51

0.3遮

1:1.83

1:1.17

1:0.36

1:8.00

o:2.00

5,69

6.26

25.29

d.87

1.25

合计 Totai|  593 100.00 252 343 l;1.36 13,(36

参 考 文 献

马常大.1985,哈士嫫 (Pc″ c氵 g· rporuric c乃cⅡ jnc"“、)的年龄鉴定与种群结构的初步研究,东北师大学报 (自

然版),1:81-89,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1987,西藏两栖lt行 类,科学出版社,70— 72。

四川省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1977,西藏两栖爬行动物初步调查报告,动物学报,28(1);56.
刘眷钊,用 ,(琴 ,1961,中 国无尾两栖类,科 学出版社‘20— 188。

梁杰荣,1931,|+l国 林蛙的生物量测定,野生动物.4:‘17-50。

u。 denheiillef, 1.s., 1938, Pr。 ble】 ns of aniInal etology, C)xfofd kJiliversity I)ress, 1't`ndon.

A PRELImlNARY ANALYsls ON THE POPULATlON AGE

CONsTRuCTiON OF RANA TEIrPORARIA cIrENˉ srNBNsrs
IN ALPINE MEADOW

Li Laixing and Li Dchao
(~Vor`h‘ 1召s`Plc`co切  rms订 fu`c or BJ。 I。9v, r乃 c c而 jm召sc '1ccdg·

"v or sc氵
cmccs,)

This papcr deals、vith a prclinlinary analysis on popu1atio11 0￡  R口 ″c彦矽″,.`orσ /氵口

c乃矽″‘J″
`″

‘;s in alpinc Incadow. T· hc rcsults arc as fo11ows: 1, Agc idcntification

of R口刀口 莎F`勿

`ornr9口

 c尼ε石‘氵‘e″ ffs is based on clitclla of vcrtcbra; 2, C)ne-year-o1d

frogs  arc dorninating in thc construction of agc (64.719· 。) , but thrcc-year-old

frogs havc an iinportant position on bion1ass (68.62%); 3. Thc quantity of

fci△】alc is largcr than  that  oF  nlalc in onc-yCar-old~ class, and tl1.c  ratcs  of

fcI11alc in all agc classcs arc about cgua1, 返. iPrcrcproductivc agc is tw· o  ycars,

rcproductivc agC is thrcc ycars and~therc is no individual  。￡  postreproductivc

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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