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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齿突蟾蝌蚪的生态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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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要

西苡齿突堵 (sci‘ 佗″ Do:‘′纟,:乡″;)是一种具有独特生态特征的无尾两栖类。 在甘肃省

袖中县兴隆山地区,其挤蚪一般栖息在海拔2100-2压 00米 的山区溪流中,呈 聚群 分 布 类

型,分布区狭窄,平均密度为每平方米86只 ,与 当地中国林蛙和大法蜍擗蚪不重n分布,要

在冰下低达一1.5℃ 的溪流中渡过冬季,不休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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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苡齿突堵 (s。研馆
'`勋

够J″叨g'`讠 )的早期胚胎发育表明,它是一种冷域性种 (宋

志明等,198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I蝌蚪在高山溪流的冰层卡越冬。这与我国大多数

的无尾两栖动物有着明显差别。迄今对西藏齿突蟾蝌蚪的生态资料报道不多,现将1984

年至1986年所观察记录到的生态资料整理综述如下。

一、调查地生境的自然概况
·

甘肃省棺中县的兴隆山地区,该区位于东经 103° 5′ -104° 3′ ,北纬 35° 4′ -86° ‘′

之间,一般海拔在1500-3000米。全年平均气温6.8-6.9℃ ,最 高 达 32.2℃ ,最 低

-25.7℃。年均降雨量350毫米左右,相 对湿度为6厶一66%。 无霜期120-140天 ,早霜10

月上句,晚霜 5月 下旬。溪流纵横于兴隆山的山林之间,主要山溪有:碾磨岔沟、烟末

岔沟、南沟等。雨季,山 溪中水位上升而漫及砾石滩或溪畔灌丛。

兴隆山地区垂直植被明显。河谷灌丛带主要由河柳 (s历讶 幽讷勿J钅饰勿)、 筐柳 (S·

o助仍。夕″拓)、 东陵柳 (S.夕勿叨忆讠∫。JJ召)、 山荆子 0饧J仍s扬。。历饣‘″)等植物组成,分

布海拔一般在1800-2300米。阔叶林带主要是山地次生林,由辽东栎凹″
`o￠

s历仞拓一

mg纟msjs)、 桦
(B油 ‘;历 纟刃仍添 乃弼

`Fc历
)、 山 杨 (P″ 功 切 sJ御 韬 j钅

,,￠ )等 组 成 ,次 生 林

下有由茵薇属 (R。蚴)和忍冬属 (L泖访纟叼)等植物组成的稠密潜丛,阳坡从山脚可直

达山顶,阴坡一般在2300-2600米 。针阔叶混交林带主要分布在山地阴坡 ,除上述阔

叶树种外,针叶树以音杆 p‘。纟
'仍

口。。切f历j为主,一般在2500-2600米 。 针 叶林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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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布在阴坡,树种与针阔混交林的针叶树种相似,一般分布在海拔2700米以上。高山
草甸以苔属 (C￠/'a;)为主,多分布在2600-270o米 。南山灌丛主要由陇蜀杜鹃(R切Jo广

拓%J'o勿 夕
'z'tc`历

J确勿)、 毛喉杜鹃 (R.Ⅱ肠;￠%莎%勿″,)、 刺锦鸡儿(C￠/￠g历功￠s夕砌os勿 )等组
成,一般分布在海拔2900米左右。兴隆山区基本保持了自然景观带的特点,西藏齿突蟾
就分布于此种环境的山溪中及其附近。另外,在青海南佛山的溪流中,也有西藏齿突蟾
蝌蚪和成体分布,当地景观是高寒灌丛和高寒草甸。

二、生境选择与活动规律

西藏齿突
·
蟾蝌蚪常栖息于河谷的灌丛带和阔叶林带的山溪中。溪畔杂草丛生,枯枝

落叶沉浸于溪水中,形成溪底腐植质,混于泥沙中,恰好成为蝌蚪的饵料。较大块的砾
石和枯枝落叶常成为蝌蚪的良好隐蔽场所。在西鼓齿突塘蝌蚪的微生境内,很少见其它
种类的水生动物存在。这种现象可能是:这种蝌蚪长期适应严酷的自然生境条件,躲避
竞争的结果。西藏齿突蟾蝌蚪属于底栖类型,反应返钝,但游动敏捷有力,回避力强。
生境内的澳水清沏,流水缓慢,pH值 6.5。 水深一般不超过30厘米p西蕨齿突潸蝌蚪对
低温有较强的耐受性。秋季开始“蝌蚪集中栖息于溪流中央水较深处的石下。冬季,山
溪的水面以上结有20-70厘米厚的冰层,.水面与冰层间常 有5-1o厘米 厚的空气层,水
温低达 一1.5℃ 。在这种条件下,蝌蚪多聚集成群在山溪中央深水处 的砾石下 潜伏,聚
集地的密度较春、夏两季为高。在没有受到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蝌蚪一般很少运动。只
有隐夜场所被破坏或身体遭到触动时,蝌蚪才缓慢运动一段距离,最大距离不超过80厘

米。春季,3月末至 4月 初,水温仍然在一0.5-0℃之间,山 溪上面的冰层正在融化,

蝌蚪仍在山溪中央的越冬地潜伏。 ‘月末,水温显著升高,中午可达 8℃ ,蝌蚪开始向
溪边砾石下扩散。高年龄组个体后肢增长迅速。西潢齿突蟾蝌蚪对高温耐受极弱,夏季
来临,水温有时高达12℃ ,常见一些死亡个体沉在水底。该季节大部分蝌蚪喜聚集于水
流稍快的石下。

5月 下旬,·高年龄组个体开始变态, 7月 中一 8月 初变态结束,离开水域,爬上陆
地。同时,当年出生的蝌蚪也于 7月 末一 8月初从卵膜中孵化出来。体全长在15毫米左
右,能 自由游泳时,常顾流而下,我到适宜的生境后,一般不再更换。经过饲养观察 ,

发现西藏齿突蟾蝌蚪是夜间活动种类。

三、变  态

自然条件下,西藏齿突蟾蝌蚪于 5月 下旬开始进入变态期。进入变态期的个体最小
体长为22毫米,最小体全长为56毫米。在变态过程申,尾部缩短,四肢漕长,体重基本
不变,保持在2.8克左右。前肢即将伸出时,形成突起 (即前肢肘 关节向外支 出形成的
突起),头部两眼间至吻端开始出现倒三角形浅斑,限球突起,似瞻的头。几天之后 ,

已发育好的前肢突破皮肤,仲 出体外,其长约 6毫米。 当前肢长达8.9毫米时,(口 部唇
海开始脱落,黑 色角质颌也消失。口的形状逐渐由蝌蚪口型转变成瞻的口型,并移向口
端,在达之 lit停 止性食。止到尼部消失,才开始觅食。0腔中出现舌iˉ幼蟾时期膏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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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没有缺刻。消化管迅速缩短,前部分化成胃,后部分化成肠与直肠。 7月 底,当前肢

长到12毫米以上, 尾尚有20毫米时, 常在水中游泳, 有时以四肢爬到砾石下休息。 9

月,幼谵完全依靠四肢运动,尾长仅剩4-5毫米。上岸后多隐蔽在砾石下。

四 群体生态特征

西敲齿突檐蝌蚪为聚群分布类型。多集中在山溪的中段,分布区极为狭窄,格局类

型取决于微生境的格局类型。1985年 1月 在蝌蚪聚群的水域调查时,一个最大的生境 ,

28.9米 2的 山溪里,有 2奎 79只 蝌蚪,平均86只 /米 2。 其中一块0.021米 2的石下有67只 。在其

生境中,从没有见过其它种类的蝌蚪。在调查地的洼地、死水池中 ,有 许多中国林蛙

(R御 ￠ r'叨 夕。″饣″切 砌 岭 扬 矽%s石s)和 大 蟾 蜍
(B饧

r。 3%Fo`,,扬 s肠 叻话 %s)的 蝌 蚪 生 活

在一起,但西藏齿突塘蝌蚪从不生活在它们中,且差异明显。

西藏齿突塘蝌蚪喜栖于水流缓慢的溪中,群体密度与水流速度有关。图1为西藏齿

突谵蝌蚪在流速为每分钟0.9-16米山溪中的群体密度。在溪水流速为1米/分的一个a.3

米2的生境中,有92只蝌蚪。在水流为 6米 /分的 6米2生境中,有 179风擗蚪。在水流为

16米/分的60米2生境中,只有 6只蝌蚪。此外,西戒齿突撸蝌蚪的群体密度还与植物碎

屑、植物残体和砾石多少成正相关。

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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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 i突 人狡进 与再 藏六突 蟾 蝌蚪群体 密度 的 关系

「ic, I The reiations11ip bet甲 Cen speed of strean and

the density of (adpote troup                              
·

西藏齿突蟾蝌蚪的年龄问题,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 (刘承钊等,1962,陈火结等,

198幻 费梁等,198厶),一般认为是由2-3个年龄组组成。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于

198C年 3-`】月间,选择山溪中段同一地点,共采集到西藏齿突螃蝌 蚪678只 。 通过对体

长的测量和统计可以看到 (图 2),这是一个有 改个峰值的群体。第 1个峰值较大,可

能是由于河一年7—
—8月 问孵出的蝌蚪,在 10月 来就要在 结冰的溪流 下生活,漫长的冬

季,使之免遭捕食,因此,成活率很高。第 2个峰值与第 3个峰值之间无明显界线,但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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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藏齿突熔姘蚪体长与数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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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同一龄的蝌蚪的体长差异不大可能在13-22毫米之间,当然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
探讨。最后一龄的个体数量相比之下是很低的。图 2所示 :西藏齿突谵蝌蚪群体可能具有
3-4个年龄结构。我们后来的工作证明这一蝌蚪群体确有 么个年龄结构,将在另一篇文
章中发表。西藏齿突蟾蝌蚪比同属的其它种类 (分布于川西,陈火结等,1984)多一个
年龄的可能原囚是 :′ 西藏齿突蟾蝌蚪的年龄,或者说是蝌蚪期的长短,取决于蝌蚪发育
过程的有效积温。但值得注意的是 :西藏齿突蟾是一种冷域性种,在室内饲养观察时,

当水温超过16℃时,体长在22毫米以下的蝌蚪几乎全都死亡。

总之,西藏齿突谵蝌蚪是一种具有独特生态特征的种类。进一步研究它们的抗寒机
制,不休眠的原因,选择独特的生境,不 与本地其它蝌蚪重叠分布机理等等问题,都将
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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