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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发现版纳鱼螈白化幼体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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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7 年 5 月，在广西北流市六麻镇捕到一例雄性 版 纳 鱼 螈 ( Ichthyophis bannanicus) 白 化 幼 体。该

个体完 全 白 化。体 重 9. 1 g，全 长 195 mm，尾 长 3. 85 mm，体 宽 10. 36 mm，吻 长 3. 09 mm，尾 鳍 高

5. 71 mm，吻端至第一环沟 9. 47 mm，吻端至第二环沟 13. 41 mm，鼻间距 2. 42 mm，眼间距 5. 17 mm。与

正常个体对比发现:该白化幼体的尾长、体宽、尾鳍高 大 于 正 常 范 围，吻 端 至 第 二 环 沟 小 于 正 常 范 围，其

余数据均在正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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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lbino Larvae of Ichthyophis bannanicus Found in
Guangxi Provinc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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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May 2007，A male albino larvae of Ichthyophis bannanicus( Gymnophiona: Ichthyophiidae) was

captured in Liuma Town，Beiliu County，Guangxi Province. The individual is completely albinism. It is

measured as: the body mass 9. 1 g，total length 195 mm，tail length 3. 85 mm，body width 10. 36 mm，snout

length 3. 09 mm，caudal fin height 5. 71 mm，snout-tip to first groove 9. 47 mm，snout-tip to second groove

13. 41 mm，internasal space 2. 42 mm，interorbital space 5. 17 mm. It is found that the tail length，body width

and caudal fin high are greater than the parameter range of normal individuals，while the snout-tip to second

groove is less，the other data are in the normal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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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化 现 象 广 泛 存 在 于 自 然 界 中，如 牙 鲆

( Paralichthys olivaceus )［1］、王 锦 蛇 ( Elaphe
carinata )［2］、海 南 拟 髭 蟾 ( Leptobrachium
hainanensis)［3］、棕背伯劳( Lanius schach)［4］、蹄

蝠( Hipposideros larvatus)［5］
等 均 有 白 化 现 象。

版纳鱼 螈 ( Ichthyophis bannanicus) 隶 属 两 栖 纲

(Amphibia) 蚓 螈 目 (Gymnophiona 或 Apoda，又

称无足 目 ) 鱼 螈 科 ( Ichthyophiidae) 鱼 螈 属，俗

称芋苗蛇，仅 见 于 云 南、广 东 和 广 西 的 局 部 地

区
［6］，是我国蚓螈目的惟一代表物 种

［7］。1991
年被列 入 广 西 重 点 保 护 的 野 生 动 物 名 录

［8］，

2004 年《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将其列为“近危”
(NT) 等级

［9］。蚓螈目动物的 白 化 现 象 报 道 仅

见于 印 度 的 真 蚓 科 ( Caeciliidae ) 的 一 新 种

Gegeneophis mhadeiensis［10］。2007 年 5 月 在 广

西北流市发现一例版纳鱼螈白化幼体，本文就

此作简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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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察方法

白化的版纳鱼螈于 2007 年 5 月由当地农民

采于广西北流市六麻镇( 东经 110°25′，北纬 22°
26′)。该鱼螈在送进玉林师范学院桂东南濒危

动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所的版纳鱼螈实验室

前已死 亡，且 浸 泡 在 90% 酒 精 中，标 本 编 号 为

20070501。对该白化个体与 10 尾正常个体( 均

为 2009 年 5 月采于广西北流市)进行常规测量，

用直尺测量全长( 精确到 1 mm)，用电子数显卡

尺(F 128254，桂林量具刃具厂) 测量尾长、体宽、
吻长、尾鳍 高、吻 端 至 第 一 环 沟、吻 端 至 第 二 环

沟、鼻间距、眼间距(精确到 0. 01 mm)，用架盘药

物天 平 ( 型 号:HC. TP12A. 2，北 京 医 用 天 平 厂)

称量体重(精确到 0. 1 g)。

图 1 正常与白化的版纳鱼螈

Fig. 1 Normal and albino individuals of Ichthyophis bannanicus
A. 正常( 右) 与白化( 左) 的版纳鱼螈; B. 头部对比; C. 尾部对比; D. 正常的版纳鱼螈幼体。

A. Normal and albino individuals of Ichthyophis bannanicus; B. Comparison of the head; C. Comparison of the tail;

D. Normal larvae of Ichthyophis bannanicus.

2 结果与讨论

课题组 在 开 展 版 纳 鱼 螈 的 相 关 研 究 过 程

中，曾采到过多尾版纳鱼螈的正常个 体。在 这

些采到的标本中，成体全长 380 mm 左右，体表

呈棕色，显蓝色腊光，从口裂至体末端的身体两

侧各有一条黄色纵纹，通身被有 360 个左右的

呈环状排列的 皮 肤 皱 褶 ( 封 面 图 片 )。头 部 略

扁平，吻端圆，其前端两侧有 1 对鼻孔，眼睛退

化呈眼 点，隐 于 皮 下，上 颌 缘 两 边 有 1 对 能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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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的触突。幼体全身灰黑色，具腮孔，且有尾鳍，

身体两侧的黄色纵纹随体长的增大而变得逐渐

明显。成体生活在小溪边的泥里，营穴居生活;

幼体生活在水中，常躲于小溪的杂草或淤泥中。
该白化个体 全 长 195 mm，通 体 白 色，眼 部

为黑色，表皮上的褶皱清晰可见，具鳃 孔，有 尾

鳍，通过背面白色皮肤可隐约看到脊 柱。正 常

的版纳鱼螈身体两侧具有两条黄色的纵纹，在

该白化个体身上看不到该条纹( 图 1:A ～ D)。
以 10 尾全长为 227 ～ 183 mm 的正常鱼螈

幼体与白化幼体进行比较，结果以平均数 ± 标

准差( 最小值 ～ 最大值) 表示。测量结果为:体

重(8. 45 ± 2. 41) (12. 6 ～ 5. 5) g、全 长 (200. 00
± 15. 30) (227 ～ 183) mm、尾 长 (3. 75 ± 0. 94)

(6. 24 ～ 3. 05 ) mm、体 宽 ( 8. 71 ± 0. 87 )

(10. 13 ～ 7. 46 ) mm、吻 长 ( 3. 73 ± 0. 78 )

(4. 85 ～ 2. 20 ) mm、尾 鳍 高 ( 3. 65 ± 0. 96 )

(5. 22 ～ 1. 84) mm、吻 端 至 第 一 环 沟 (11. 79 ±
2. 55) ( 16. 36 ～ 8. 95 ) mm、吻 端 至 第 二 环 沟

(14. 72 ± 0. 96 ) (16. 79 ～ 13. 38 ) mm、鼻 间 距

(2. 50 ± 0. 36 ) ( 3. 13 ～ 2. 00 ) mm 和 眼 间 距

(5. 17 ± 0. 65) (6. 08 ～ 3. 99) mm;白 化 版 纳 鱼

螈的 相 应 体 型 参 数 分 别 为: 体 重 9. 1 g、全 长

195 mm、尾 长 3. 85 mm、体 宽 10. 36 mm、吻 长

3. 09 mm、尾 鳍 高 5. 71 mm、吻 端 至 第 一 环 沟

9. 47 mm、吻 端 至 第 二 环 沟 13. 41 mm、鼻 间 距

2. 42 mm 和眼间距 5. 17 mm。通过以上数据比

较，结论为:该版纳鱼螈白化幼体的尾 长、体 宽

与尾鳍高大于正常个体数据范围，吻端至第二

环沟小于正常范围，其余数据均在正常范围内。

表 1 白化版纳鱼螈幼体与正常幼体的体型参数比较( 长度:mm，体重:g)

Table 1 Comparing of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between albinism and normal

Ichthyophis bannanicus larvaes (Weigth in g，length in mm)

性别

Sex

体重

Body
mass

全长

Total
length

尾长

Tail
length

体宽

Body
width

吻长

Snout
length

尾鳍高

Caudal fin
height

吻端至

第一环沟

South-tip
to first groove

吻端至

第二环沟

South-tip to
second groove

鼻间距

Internasal
space

眼间距

Interorbital
space

白化鱼螈

Albinism
Ichthyophis

♂ 9. 1 195 9. 14 10. 36 3. 09 5. 71 9. 47 13. 41 2. 42 5. 17

1 ♂ 6. 8 183 3. 23 8. 62 3. 75 1. 84 14. 44 15. 33 2. 62 5. 20
2 ♀ 7. 4 186 3. 18 8. 29 3. 30 3. 91 14. 21 14. 87 2. 73 5. 48
3 ♂ 7. 4 201 3. 86 8. 41 3. 13 4. 83 12. 73 15. 24 2. 23 4. 78

正常鱼螈 4 ♀ 5. 5 184 3. 97 7. 46 3. 51 3. 95 10. 42 13. 91 2. 58 5. 04
Normal 5 ♀ 8. 1 202 6. 24 9. 08 2. 20 5. 22 16. 36 16. 79 2. 08 4. 41

Ichthyophis 6 ♂ 7. 2 205 3. 53 7. 79 3. 58 3. 13 11. 87 14. 45 2. 00 3. 99
7 ♀ 10. 6 207 3. 07 9. 16 3. 95 3. 15 9. 73 13. 93 2. 91 5. 51
8 ♂ 12. 6 227 3. 84 10. 13 4. 85 3. 74 9. 74 14. 98 3. 13 5. 99
9 ♀ 12. 0 219 3. 05 9. 92 4. 64 3. 70 9. 44 14. 30 2. 33 6. 08
10 ♀ 7. 0 186 3. 55 8. 19 4. 34 2. 98 8. 95 13. 38 2. 40 5. 18

白化病是黑色素代谢障碍导致皮肤、毛发

和 眼 部 黑 色 素 沉 着 减 少 或 缺 失 为 特 征 的 遗 传

病
［11］。版纳鱼螈为夜行性动物，白天躲在洞穴

里，晚上出来觅食。醒目的白色使得白 化 个 体

比其他正常个体面临更大的生存风险，更容易

被自然选择淘汰。从演化生态学的角 度 看，异

常少见的白化现象对于版纳鱼螈的生存是不利

的。虽然不同动物的白化机理和原因目前尚在

研究之中，但任何新生命都是亲代的遗传和周

围环境相互作用下的产物
［3］，常染色体隐性遗

传病、环境诱导的基因突变或近亲繁殖都有可

能导致 白 化 个 体 的 出 现
［2］。该 白 化 版 纳 鱼 螈

产生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多数动物白化个体的体型参数与正常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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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均在正常数据范围内
［5，12］，而该白化版纳

鱼螈幼体的尾长、体宽与尾鳍高大于正常个体

数据范围，吻端至第二环沟小于正常范围，是否

提示该幼体除了白化突变以外还存在有其他的

基因突变? 这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分子研究

证实。( 封面照片由李桂芬 2008 年 5 月摄于云

南西双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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