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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弧斑姬蛙在河南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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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道了采自河南商城的一种姬蛙标本，与河南已知的合征姬蛙（1#2*("0,+ 3#45)*+）和饰纹姬蛙（1 *
(*$+5+）差异明显，鉴定为小弧斑姬蛙（1 * "%03($&#）。商城应是该物种已知分布区的北界，其分布区已北

伸至北亚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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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蛙科（R5FJ7AOK5M6E）姬蛙属（1#2*("0,+）动

物主要分布在亚洲南部和东南部，为亚洲特有

属。中国共有 # 种，大多分布于秦岭以南各省

（区）［%］。据报道，河南省姬蛙属已知有两种：饰

纹姬 蛙（ 1#2*("0,+ (*$+5+）［!］和 合 征 姬 蛙（ 1 *
3#45)*+）［(］。!""! 年 ’ 月、!""( 年 ) 月、!""’ 年

’ 月在河南省商城（北纬 (%X$(Y，东经 %%’X(!Y &
%%’X((Y）共采得 # 号姬蛙属标本（’ 雄 % 雌），经

鉴定为小弧斑姬蛙（1 * "%03($&#）。本文对此进

行报道，并探讨其地理分布。

5 鉴别特征

指、趾末端膨大成吸盘，背面有纵沟；背正

中自吻端至肛部有 % 条浅色脊中线，其前方有

! 对深褐色弧形斑，呈“（）”形，位于脊中线两

侧。

体小，雄性平均体长 !"T’( GG 左右（%,T#!
& !%T%- GG），雌性体长 !(T%" GG。吻短，吻端

钝尖，鼻孔近吻端，吻棱明显；头部呈三角形，头

宽略大于头长，颊部极陡；眼小，眼间距大于鼻

间距，鼓膜不明显；舌大，卵圆形，几乎占据整个

口咽腔，后端无缺刻；无上、下颌齿，无犁骨齿；

雄性具单咽下外声囊，声囊孔纵裂。皮肤光滑、

薄，体色变异较大，背面浅黄褐色、灰褐色或土

灰色；自眼向后有对称排列波浪状褐斑；股、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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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有褐色横斑，左右跟部相叠时，股胫跗的横斑



相接成弧形；腹面皮肤灰白；肛部周围有黑斑；

咽部黑褐色；颊部、颞部至体两侧呈深褐色；透

过皮肤可见棕红色雄性线，背腹各 ! 对。指、趾

端皆具吸盘，趾吸盘大于指吸盘，吸盘背面有纵

沟；前肢细弱，指间无蹼，指侧缘膜不显，指式

"、#、$、!；掌突 "，中间及外掌突小，不明显；后

肢长；跟部相重叠；后肢前伸胫跗关节达眼部；

趾间无蹼，趾侧具缘膜；=间具蹼迹；=突 $，内

=突小，外=突稍大，呈圆形隆起。

图 ! 小弧斑姬蛙（!"#$%&’() &*’+%,-"）侧面观

" 生态习性

小弧斑姬蛙生活在海拔 #%% & ’%% ( 的山

区，多见于山溪两岸的草丛中、水塘边或石块

间，亦可见于山坡的茶地或花生田里。白天不

活动，夜晚出来觅食。) & * 月为繁殖季节。蝌

蚪生活于雨后临时的水坑里，喜爱群集浮游于

水面，受惊后立即潜入深水处。与其同域分布

的还 有 饰 纹 姬 蛙、合 征 姬 蛙、北 方 狭 口 蛙

（ !"#$%#" &$’("#)* ）、 阔 褶 水 蛙 +,#"’"-"
（ +,#"’"-" ） #".$%/0))、大 树 蛙（ 10"/$20$’%*
3(--,*)）、斑腿树蛙（ 1 + 4(5"/(20"#%*）和泽陆蛙

（6(7(’8"’," #)4-$/0"’)*）等［#］!。

# 讨 论

小弧斑姬蛙属东洋界区系物种，分布于环

球热带中亚热带［)］，国外见于印度、中南半岛、

印度尼西亚!!，国内已知分布在浙江、江西、福

建、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台湾、海南［!］、

江苏宜兴［*］、湖北九宫山［’］、四川合江、重庆秀

山［,］、安徽（南自休宁、祁门北至金寨）［-］等地。

该物种在河南商城（北纬 "!.#"/、东经 !!)."$/ &
!!).""/）的发现，应是其分布的北界，说明其分

布已北伸至北亚热带。

据记载，小弧斑姬蛙有雄性线，而商城居群

背、腹均有雄性线，其他居群对此未明确报道；

掌突有 " 个，与四川居群相同［,］，安徽黄山居

群［-］、贵州德江、仁怀、剑河居群［!%］、云南孟连、

景洪居群［!!］的掌突则为 $。这些差异可能为地

理差异或因其性状不明显而被忽视所致，还需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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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分类依据费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