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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尾突角蟾"?%/(3"*0&2+)>(3*(24+ /;M:! $DD&#具有非常特殊的特征!它们的尾杆骨"9Z*V?=6M#长!超

过坐骨"5V>;593#后缘!支持着尾突">49W46]Z*8M>?5*:#%泄殖孔">6*4>46]*ZM#在股间后缘向腹面开口%上

眼睑"9]]MZM=M65W#前部大!有一三角形突起向侧后突出& 这些特征有别于角蟾属其他物种!有重要研究

价值& 近年来在模式标本产地又采到 $ 雌 " 雄!先后共 & 号成体标本!本文对其形态特征!生物学资料

和分布作了进一步记述!并拍摄到原色生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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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突角蟾 "?%/(3"*0&2+)>(3*(24+ /;M:!
$DD&# "沈猷慧 $DD&!$DD0#!与峨眉角蟾 "?D
(@%#@($4#&#"刘承钊等 $DB$!费梁等 $DD#!叶昌
媛等 $DD%#和桑植角蟾"?D&+$/S"#%$&#&# "江建
平等 "##’#近似!但尾杆骨特长!后端超过髂骨
和坐骨后缘"图 $I!-光透视照片#!支持体后
圆锥形尾突%泄殖腔孔朝向腹面!从体后面看不
到"图 "I#%上眼脸前部有一个三角形突起!尖
端还有一指状突!其尖端向后外侧伸出甚远

"图 "N! ,#!这些特证有别于角蟾属其他物种&
沈猷慧 " $DD& #’费梁 " $DDD #’费梁等 " "##0!
"##D!"#$# #对该特征均有记述& 但定种时
"沈猷慧 $DD&#只有 $ 只标本& 作者经多年调
研!又采集了 % 号标本& 进一步研究了尾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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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的形态结构’第二性征!以及繁殖’生活习
性和分布!并拍摄到原色照片& 经深入地研
究!现记述如下&

;<材料与方法

;=;<所用标本<正模 " ;*6*?=]M# K)QP’$2
’#$!雄性成体!$D’$ 年 ’ 月 "# 日!韦国荣采&
地模标本 "?*]*?=]M#$K)QP#D#’#’W]!雌性成
体!"##D 年 ’ 月 $$ 日! 廖 春 林 采% K)QP
#’#C#’##!雄性成体!"##’ 年 C 月 ’ 日!谷祺
采%K)QP$$#C$##$!雄性成体! "#$$ 年 C 月
$# 日!廖春林采& 所有标本均产于湖南省桑植
县天平山 " "Dc&Dd)! $$#cDd1#& 正模标本
K)QP’$2’#$ 和地模标本 K)QP#D#’#’W] 保
存在湖南师范大学动物标本馆%地模标本
K)QP#’#C#’## 和 K)QP$$#C$##$ 保存在湖

南省桑植县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所
标本室&
;=><研究方法!查对有关资料!与近似种标本
进行了形态学比较!解剖观察生殖腺!并用 -
光透射照片观察骨骼系统& 拍摄生态照片& 标
本测 量 使 用 上 量 牌 游 标 卡 尺 " 精 度 达
#E#" 33#!测量记录到小数点后一位!所测量
的具体性状见表 $&

><结果与分析

>=;<鉴别特征<角蟾属现已知 &# 种左右!中
国己知 %# 种"费梁等 "##D![*M?46+"#$##!尾
突角蟾与峨眉角蟾’桑植角蟾近似& 尾突角蟾
鼓膜显著!个体比较大!体长达到 C# (’# 33
左右%颌角无浅色纵纹!下后缘无栉齿状疣粒%
尾杆骨特长!具较长的尾突!肛孔向腹面开口!

表 ;<尾突角蟾成体量度&湖南桑植县天平山’"测量单位$33#
!*+A#;<T#*-53#6#’,-./*%5A,-./4(3&)"#$-’*,6&)#&’/* H"#’

&T,N!&*’C&’(% H*’(2"&B.N)5’*’’

项目
O?M3

正模&
K*6*?=]M
K)QP
’$2’#$

百分比
jMZ>M:?4TM
"F#

地模%
Y*]*?=]M
K)QP
#D#’#’W]

百分比
jMZ>M:?4TM
"F#

地模正模 %&
Y=]M

K)QP’$2’#$
K)QP#’#C#’##
K)QP$$#C$##$

百分比
jMZ>M:?4TM
"F#

体长 /bP/:*9?2̂M:?6M:T?; ’$E% CCE’ CBEC m0E&"C#E’ (’$E%#

头长 KPKM4W 6M:T?; "0E" %$E# "&E" %$E$ "&E$ m"EC""$E# ("BE## %$E&

头宽 KU KM4W \5W?; "BE0 %"EB "0E$ %"E% "&E0 m"EC""$E0 ("BE0# %$ED

吻长 /P/:*9?6M:T?; ’E’ $#E’ ’E’ $$E% ’E% m$E#"CE$ (DE## $#E’

鼻间距 OL/ O:?MZ:4V46V]4>M CED DEC CEC DED CE" m#ED"BE" (CED# DE&

眼间距 OL/ O:?MZ*Z75?46V]4>M BE% CEC 0EC CE% 0E’ m#EC"0E# (BE%# CEB

眼睑宽Q1U U5W?; *X9]]MZM=M65W $#E$ $"E& ’EC $$E" ’EC m"E""BE$ ($#E$# $$E%

眼径 1ii543M?MZ*XM=M $#E0 $"ED $#E" $%E$ DE" m#E%"’ED (DE0# $"E#

鼓膜 Yii543M?MZ*X?=3]4:93 &EB 0EC &E# 0E$ %E’ m#E’"%E# (&EB# &ED

前臂及手长 PIKP
PM:T?; *X6*\MZ4Z34:W ;4:W

&%EC 0%E’ &"E$ 0&E$ %DE’ m&E""%0E% (&%EC# 0$ED

前臂宽 PIi
i543M?MZ*X6*\MZ4Z3

’EC $#EC 0E’ CE0 ’E$ m$ED"0ED (DEB# $#EB

后肢长 KPP
K5:W6537 6M:T?; *Z6MT6M:T?;

$%&E& $B0E% $%0E0 $C&E" $$CEB m$BE#"$#"E0 ($%&E&# $0%E%

胫长 YPY57546M:T?; &$E0 0$E# &#ED 0"EB %’E" m"ED"%BE" (&$E0# &DE’

胫宽 YU Y5754\5W?; ’E’ $#E’ DE’ $#E# ’EB m$E0"CE# (DED# $$E"

跗足长 Y_P
PM:T?; *XX**?4:W ?4ZV9V

0DEB C%E% 0$EB BBE% 0CED m"E$"00EB (0DEB# C0E0

足长 _P_**?6M:T?; &#E" &DE& %BEB &CE% %BE" m&E&"%$E0 (&#E"# &CE"

!!百分比是各部量度与头体长之比& Y;M]MZ>M:?4TM5V?;MZ4?5**XM4>; ?Z45??*V:*9?2̂M:?6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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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眼脸前部大’有三角形突起等系列特征&
桑植角蟾与尾突角蟾同在桑植县天平山分
布!除上述特征区别外!前者的腹部有红或黑
色圆斑!尾突角蟾腹部无红或黑色圆斑!明显
有别&
>=><形态记述<从表 $ 的测量数据可以了解
己知模式标本身体各部量度的概况& 尾突角蟾
体较大!头长与头宽相近%吻棱明显!且与上眼
睑外侧缘相连"上眼睑大’突出#!伸达颞褶!颞
褶后段较粗’达上臂基部!变细伸达体侧!使头
部两侧明显扩张& 活体瞳孔菱形"图 "N#!固定
标本瞳孔扩大成椭圆形%舌后无缺刻%鼓膜椭圆
至圆形& 躯干较长!前肢的前臂和手长较长!超
过体长之半!后肢胫长超过股长%指’趾略粗长!
指’趾端圆且膨大!指间无蹼!趾间具微蹼&
>=>=;!第二性征!雄体稍大"图 "N!表 $#!皮
肤较光滑!活体背面体色以豆灰色为主!杂有褐
色’红色%雌体背面皮肤略显粗糙"图 ",(1#!
活体背面鲜红色& 雄体无声囊孔!前臂明显较
粗壮!手部第一指掌骨内侧有一长椭圆形突起
!!

"内有一小骨!见图 $N透视照片#!第一指第二
关节背面明显突起而膨大%雌体前臂不明显粗
壮!第一指内侧突起弱!指背关节突起不明显&
雄体泄殖孔后壁较厚!尾突较粗壮%雌体泄殖孔
后壁较薄!尾突略细& 相隔不长时间为同一雌
性活体拍摄的两张同角度照片显示!其尾突长
度不同!说明它的尾突末端可能稍伸缩& 被标
本液浸后的雌体尾突也较短&
>=>=>!皮肤和体色!雄蟾皮肤较光滑!仅有细
的皮肤褶形成的连眼线’两眼后至背中的/b0
形线!以及体侧至尾突基部的/b0形线%雄体背
面豆灰色为主色调!在眼后有倒三角形褐色斑!
颌缘有黑褐色与淡色相间斑纹!背部有褐色斑!
其边缘有浅色线纹!四肢背面有褐色横斑%体和
股部腹面及手淡褐色!颌缘’肩’体侧及胫’足的
腹面淡褐色!胫和前臂腹面有深褐色花纹!指’
趾端乳白色!腋腺和股腺圆形’白色!非常醒目
"图 "I!N#&

雌蟾背面皮肤不光滑!还有许多长’短疣粒
连成行排列!有连眼列’两眼后到背中线列以及
!!

图 ;<尾突角蟾的 U光透视照片
$&(N;<!"#U03*9 /A5.3.-7.C9 ./4(3&)"#$-’*,6&)#&’/* H"#’

I+正模的侧面观%N+正模的腹面观& I+P4?MZ46̂5M\*X;*6*?=]MK)QP’$2’#$ & %N+bM:?Z46̂5M\*X;*6*?=]MK)QP’$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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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尾突角蟾的彩色照片
$&(N><!"#7.A.3C".,.(3*C"./4(3&)"#$-’*,6&)#&’/* H"#’

I+正模 K)QP’$2’#$ &腹面观% N+活体地模 KQ)P#’#C#’## &侧面观%

,e1+活体地模 K)QP#D#’#’W] %%_+地模 K)QP#D#’#’W] %及其左侧卵巢&

I+bM:?Z46̂5M\*X;*6*?=]MK)QP’$2’#$ & % N+P4?MZ46̂5M\*X65̂5:T?*]*?=]MKQ)P#’#C#’## & %

,e1+P5̂5:T?*]*?=]MK)QP#D#’#’W] %% _+Y;M?*]*?=]MK)QP#D#’#’W] %! 4:W 5?V6MX?*̂4Z=+
!

体背两侧疣粒行列等!在股’胫背面横斑处也有
疣粒排成行列& 雌体背面包括四肢背面都是深

红色!体侧鲜红色!四肢横疣粒列周围也是深红
色%腹面皮肤光滑!咽喉’胸部红色!腹部及股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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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乳白色!肩’胸腹两侧及前臂’手’胫’足紫色
到紫黑色!指’趾端’腋腺和股腺形态及颜色与
雄蟾一致"图 ",(1#&

液浸标本固定后体色变化很大!变成淡紫
褐色或灰褐色!用酒精和用福尔马林溶液保存
的标本!颜色有区别!保存期不同对颜色也有
影响&
>=?<繁殖资料<根椐多年观察!尾突角蟾非繁
殖期不进入溪流中$在溪流中采到的尾突角蟾
有繁殖行为!如呜叫’配对等& 采集人急于捕捉
标本!未作更长时间的观察& 解剖观察性腺发
育情况!K)QP#D#’#’W] 是成熟雌体!尚未产
卵%卵巢内卵径 "E’ 33!黄色!卵大!卵径一致!
卵没有大’小之分!说明它们是一次性排卵%左
侧卵巢内只有 "B 枚卵"图 "_#!应该说怀卵量
很少& 正模雄性成体"$D’$ 年 ’ 月 "# 日采#!
睾丸呈扁椭圆形!乳白色!左睾丸为 $"E% 33p
0EC 33p%E% 33!右睾丸为 $BE# 33pCE% 33
p%EB 33& 根据性腺发育及亲蟾汇集到产卵
场’配对等繁殖行为推断!尾突角蟾的繁殖期可
能在 ’ 月中旬左右&
!!产卵场 "依据 % 个标本采集点记录!其中
两个点见到的是成对的成体 #通常是在海拔
$ $## ($ B## 3左右"天平山地区山峰海拔一
般在 $ BB# 3左右#森林茂密’水质清新’坡度
大’水流较急的小山溪内& 即使在南方酷暑的
’ 月!此地的气温也只有 "#n多点 "湖南省生
态学会等 $D’"#!与尾突角蟾正模采集同时"即
$D’$ 年 ’ 月 C 日至 "# 日#’同地 "相距不到
0## 3# 测 量! 最 高 气 温 "BE"n! 最 低 气 温
$’EBn!平均气温 "&E$n!降雨量 $&0E# 33!湿
度 D#F& 产卵场一般在距离水源头不很远的
区域!繁殖期后雌雄个体就分散活动!很难见到
它们的踪迹&
>=@<分布<己知所有尾突角蟾标本的采集点
都是在湘西北与鄂西南接壤处!集中在湖南省
桑植县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平山与湖
北省鹤峰县大坪交界地段!以及湖北省五峰县
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戴宗兴等 "#$$#!都属
武陵山区东段!分布区狭窄&

?<讨<论

?=;<尾突角蟾属珍稀濒危物种应加强保护<
尾突角蟾有较多特殊的特征!表现在残留了具
尾祖先的原始特征尾杆骨长& 结构方面尾突延
长’尾下组织增生!其泄殖孔向腹面开口!这在
无尾两栖类中少见& 两栖动物通常背面是明显
的保护色!个别种有红斑或棕红色!或腹面红色
花纹!而尾突角蟾雌体整个背面鲜红色!没有发
现它们的防护结构!是警戒色还是拟态!有待进
一步研究& 尾突角蟾属狭域分布物种!己知仅
分布在湘西北与鄂西南交界的狭窄地段& 对产
卵场的环境条件要求严格!数量极稀少 "下段
专门讨论#等!目前对它们的生物学特性了解
有限& 现其分布地段己开辟为旅游区!拱桐湾
产卵场溪流旁就是旅游登山道!威胁可想而知&
对于如此特殊又脆弱的物种!若不采取强有力
的保护措施!要生生不息是很困难的& 呼吁有
关部门’动物学学者!重视这个物种的研究和保
护!建议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保护
区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旋’切实保护&
?=><为什么尾突角蟾种群数量这么稀少!多
年来即使在繁殖季节!产卵场也很难见到尾突
角蟾!偶尔见到也只是 $ 只’" 只!经过长期追
寻!总共才采到 & 只标本!当地群众大都没见过
这种角蟾!捕捉第一只标本的老猎手也是觉得
很特殊才特别郑重地转交给我们!因此可以确
认它们的数量很少& 造成数量稀少的主要原因
在 % 方面$一是繁殖力很低!雌体怀卵量只有
0" 枚卵左右!成熟个体!每年产卵一次!这样的
产卵量在无尾两栖动物中是很少的& 另方面
是!它们对生活条件要求很高!即使在保护区
内!适宜的产卵场也不是很多& 在武陵山区!蛇
和小型肉食性兽类等食蛙天敌对它们的生存也
会构成威胁!而且它们体色鲜艳!又没有什么保
护结构!如毒腺等!容易受伤害&

从上述情况来看!尾突角蟾的存在体现了
该地区此前生态环境良好!如果进一步研究!掌
握它们的生理’生态机制!保持优良环境!进一
步增加该物种的数量’扩大分布区!也许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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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监测广大林区环境变化!改善自然条件&
封面动物!廖春林 "##D 年 ’ 月 $$ 日晚摄于湖
南省桑植县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
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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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神农架发现灰背伯劳

!!"#$$ 年 C 月 ("#$" 年 D 月!笔者在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坪阡村"海拔 $ B$’ 3!地理坐
标 $$#cCEDd1!%$c"Cd)#进行鸟类资源调查时!拍摄到一批鸟类生态照片& 经查阅)中国鸟类志*
"赵正阶 "##$#和)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二版"郑光美 "#$$#等资料进行比对鉴定!确认其
中于 "#$$ 年 C 月 "% 日和 "#$" 年 & 月 0 日在落叶阔叶林中观察和拍摄到的各 $ 只为灰背伯劳
"<+$#)&4%3"*($(4)&#&

该鸟主要特征$头顶’后颈及背暗灰色!具一条较宽阔的贯眼纹"图 $#& 颏’喉和上胸白色!胸
略沾棕色& 翅黑褐色!腰’两胁和尾上覆羽栗棕色!尾较长黑褐色!并具淡棕色羽缘&

据)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郑光美 "#$$#!灰背伯劳分布于我国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
西部’新疆西部’西藏’青海’云南’四川’贵州和湖南& 此次发现地湖北神农架位于灰背伯劳已知分
布区的东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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