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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棘腹蛙 为山区流溪型种类 ，广食性，成蛙 以捕食 昆虫等动物性食物为主，蝌蚪主委摄食藻类 

等植物食物 。棘腹蛙有显著消灭为害森林的动物(昆虫)，其有益系数为 68—3l％。 

棘腹蛙 (Rara boulengeri)为流溪型两栖 

动物。 个体较大，调查中发现最大个体 有 达 

900克以上的。 成蛙年增重 50克左右。 一般 

长到 1 00—1 25克达性成熟。 本种不仅具有食 

用价值，据药典记载，还有能冶疗贫血、气喘等 

多种疾病的药用价值。 

目前国内有关棘腹蛙的食性资料尚未见有 

较全面的报道，为此，开展对棘腹蛙生活习性及 

其食性调查，为人工养殖该蛙提供科学依据；同 

时，对其益害评价，为保护和合理利用等具有重 

要的意义。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分析用棘腹蛙 ，是 1 988年 4—5月从 

鄂西咸丰县山林溪涧中自行捕获。所有标本均 

用 5％ 福尔马林液固定。 

食性分析解剖了 93只蛙。先按常规方法， 

测其体长、体重。解剖届，肉碾估计 胃、肠充塞 

度，取出测量胃大小、肠长，并描记外形。 再将 

食物挤出，用简易天平称食物重。 然后将食物 

倒人指形管，用5％ 的福尔马林液固定作室内 

分析用。将全部内脏取出后，称空壳重。 

室内食性分析，将食物例入培养皿中，先用 

内眼观祭，区分食物种类，凡肉眼不能准确区别 

的，依次用扩大镜(x1 0)、解剖镜(1 0×4)和显 

擞镜(7×20)检查，对食物进行分类和计数，并 

统计食物的种类和数量、出现频次和最大台量。 

蝌蚪的食性分析是，先将腹部剖开，挑出消 

化道，测量肠长，然后将肠营放入培养皿，用解 

剖针划破肠壁，将其内容物挑出，放入另外培养 

皿内 ，用水稀释 ，使其内容物分布均匀。用吸管 

取稀释液于载玻片上，加盖玻片，在显微镜 F观 

察 3—4视野不等。 并统计各种食物的出现频 

次和数量确定其概念生物量。 

二、生 活 习 性 

鄂西棘腹蛙多栖息于深山老林中的溪流源 

头。尤喜栖居在悬崖底下，以及溪流冲泻而成 

的小水潭周围。 所栖水域为常流动的山泉水， 

清晰见底，最深处可达 1米。 水多中性 偏 酸 

(pH为 6．5左右)。在这些水域中，大都有大小 

不等的石块及砾石 ，溪流两岸为高山，森林密 

布。调查发现 ，即使各种环境条件都很适于棘 

腹蛀的生长，但若两岸缺乏茂密森林，也很少发 

现该蛙的踪迹。棘腹蛙生活环境的土质多为米 

砂或油砂。海拔高度为 40O—i 600米。 

棘腹蛙眺跃力强，一般白天多隐蔽在水荡 

中石 F或溪岸石穴、土缝中，因此很难发现。我 

们曾于白天在一条 5公里长的溪沟中进行野外 

调查 ，结果倪发现 5只成蛙。晚间，多数成蛙则 

丰课题是华中农业太学和鄂西j萄丰县科蚕、 承电局协 

作进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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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到溪岸栖息。因此若 在闷热的 夜晚沿溪边捕 

捉，可满载而归。白天棘腹蛙一遇人，立即跃人 

水 中 ，隐惹在水深处的石 缝中 ，因而极难捕获。 

夜晚用手电筒对着其眼照射，则愕然不动，任人 

抓捕。 

棘腹蛙的蝌蚪多 l一2只或 2—3只一起分 

散生活于小水荡中。 

棘腹蛙喜阴凉 ，环 境水 温为 14—2O℃。 高 

温季节 ，ⅢU滔于山泉冷水中。 每当气温 1：降到 

l 0℃ 以下时 ，即 进人 冬眠。冬眠时I司一般在 10 

月至次年 3月。 冬眠地点多在水下泥土 洞 穴 

中。洞穴深为 3一l 5厘米。因此，人工养殖池中 

亦可模拟在池中铺以 l 5厘米左右厚的泥土，在 

土上铺盖稻草，再灌人 3O厘米深的水。结果发 

现，所饲养的340多只蛙，全部可安然无恙越冬。 

三、 食 性 

(一)摄食行为 

棘腹蛙和其它蛙类一样，喜捕食活饵。 当 

发现食物时，立即快速眺向目标，用嘴将食物咬 

住，当食物难以咬稳时，两个后肢着地，前肢伸 

起，将食物往口中推人，可见 ，前肢在该蛙的捕 

食过程中起着辅助作用。 一 

(=)蝌蚪的食性 

剖检 I1只蝌蚪，分析其食物种类及其概念 

生物量(表 1)。 从表 1可知 ，本种的蝌蚪是以 

植物性食物为主，且主要摄食藻类，包括硅藻、 

隐藻、绿藻和蓝藻门的 24个属 ，其中主要是 

硅藻 ，共 l7属，占整个藻类种类的 70％以上。 

此外还有原生动物、水生植物的叶、花、种子等。 

从概念生物量来看，硅藻门中的脆杆藻、针杆 

藻、舟形藻、曲壳藻及水生植物碎叶片等出现最 

多。 据解剖扭I『定 ，蝌蚪的肠长平均为 体 长的 

8．16倍。 

(三)成蛙的食性 

1．充塞度和饱满指数 解剖 93只蛙中，有 

5只空胃、空肠；6只空 胃；3只空肠。 分别占 

解剖蛙总数的 5．38％、6．45两、3 22薅。胃的充 

塞度多为 4—5级；肠的充塞度多为 1—2级。饱 

满指数平均为 5 2．27。可见，棘睫哇的个体捕食 

袭 j 郛 西韩 腹蛙蝌 蚪食性 殛橱念 生 物量 

食物娄别 概念生物量 食物类别 i既念生秘 蕾 

藻 类 17．双 菱藻 

硅 藻 隐藻 

I．小环藻 1B．蓝隐蒹 

2·直链藻 绿藻 

j-冠盘 藻 19．袁 

4．平板 藻 20．栅 蘸 

5．扇形 藻 21．鼓 藻 

6．啦扦 藻 蓝藻 

7．针杆藻 22．蓝纤维藻 

8．辐节藻 23．尖头凛 

9．羽纹 藻 绿 藻 

10．舟j錾藻 ¨．四角藻 

11．异端凛 昆虫 

12．桥穹 蘼 25．鞘 翊且残 体 

1j．月形藻 原生 动物 

H．目日形藻 26．草履虫 

lj．盐壳藻 水生植物 

16．菱形藻 27．植物碎屑 

指食物数量和叛次的综台概念，卅 (最多)； ++(较 

多)， +(一般)； 一(稀少) 

率高，其捕食量也较大。 另据解剖测定其肠长 

为体长平均倍数为 2．58。 

2．食物种类和数量 剖检 93只蛙的 胃、肠 

内容物情况分析见表 2。 共计食物类别 有69 

种之多 (因本种对各类昆虫的成体 、幼虫和卵， 

以及植物的叶、花、种子等的喜食情况不一 ，且 

有较大的差别，故本文作分别统计，下同)。 其 

中包括节肢动物的昆虫、马陆、螟蚣、蟹、蜘蛛： 

软体动物的螺；两栖动物的青蛙及哺乳动物的 

鼠 植物性的植物碎叶片、花、种子等等。 动、 

植物两大类所 占百分比分别为 92_8％ 和7 2％。 

说明棘腹蛙是以动物性食物为主 ，在动物性食 

物中叉以昆虫最 为 喜 食， 占动 物 性食 物 的 

87．5％；占全部食物的 81．2％。 在昆虫纲中主 

要捕食的是鞘翅 目和鳞翅 目类 ，尤喜吃食鳞翅 

目的毒蛾幼虫 ，该食物的出现率高达49 46％， 

食物数量也比较多，其数量百分比率为l 8．81％。 

其次是鞘翅 目的步甲虫和膜翅目的蚂蚁。该蛙 

还取食青蛙、蟹等，这类食物约占动物性食物的 

1 2．5％，占整个食物数量的 ll 6％。 其中出现 

率较大的是蟹(22．58黟)、螺(zo．4 3％)。值得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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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鄢西辣廉蛀(成蛀)童性分折 n一 93 

～ ～  

食物数量 频改百分 盐害兼 

食

一  

＼  食物数量 百分此 出理蓣琥 最大含量 有害动物 有益动物 (％) 比(％) 动物 

螽蜥 科 2．15 

直 翅 目 蝼蛄 科 ．1 5 

鳢蚌科 l 0．75 

羹 蝗科 l0．7， 

草胡 目 姆 蝗斟 l 3 9 

— — — —  

— — n r — —  

蝉科 1．O8 I 

同 翅且 暗蝉科 I．0B 1 

叶蝉科 3．23 1 

象蝉科 2．1 5 2 

蝽科 O．26 l I．08 3 半
翅 目 

碎片 0．Oq ： 1．08 1 

步 甲科 {8 3．97 35 37．63 5 十 

步甲科幼虫 2 0．1 7 2 2．15 I + 

虎 甲科 I 0．D9 l 1．08 1 + 

犀 金龟科 l 0．09 l 1．08 1 

花 萤科 Z 0．I 7 2 2．15 l 

昆虫 叶甲科 29 2
． 5 22 23．66 ● 

叩头 甲科 10 D．86 10 10
． 75 1 

叩头 甲科幼虫 5 0．45 4 4．30 2 

眺 甲科 1 0．09 1 0
． 08 l 

鞘翅 目 瓢 甲科 5 0．Z6 2 2．15 2 

叶甲幼 虫 8 0．69 6 6
．45 2 

龟 甲科 2 D．7 2 2
．1 5 1 

蜣 螂科 3 0．26 2 2
．15 2 

粪蜣科 9 D．78 3 3．23 6 

叠龟子科 9 0．78 8 B．60 2 

天 牛科 5 0．{3 5 5．招 l 

象甲科 9 D．7 8 B 8．6D 2 

露尾 甲科 6 0．52 5．38 2 

锹 甲科 3 0．26 2 2．1 5 2 

鞘 翅碎 片 6 0．52 6 6．45 l 

_ 

蚁科 31．1 B 
臻翅 巳 

姬蜂科 3
． 23 

食蚜蝇科 1 0．D9 1．D8 l 

大蛙 科 l 0．09 I
．08 1 

双翅 蚋科 l D
． 09 1．08 l 

蝇 科 幼虫 11 0．95 8
．60 { 

双 翅 目蛹 25 2．I 6 l
·0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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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襄 2 

食物数量 频次百丹 益害兼有 ＼  食物数量 百丹比 出现频出 最太含量 有害动物 有益动物 
比(％) 动物 (％) 

术蠹 幼 虫 1 0．09 1 I．08 

卷叶蚰科 5 0 {3 5．38 

螟 蛾科 1 0．09 1 I．O8 

螟 蛾幼 虫 1 0 09 1 I．08 

王 蚕蛾 科 1 0 09 1 L．08 

王 蚕 蛾卵 3 0．26 3 3．23 

R蛾科 ’ 96 8．2 B 3 3．23 

尺 蛾幼虫 2 0．1 7 2 2．I5 
‘昆 虫 蟥翅 目 尺 蛾卵 2 0 1 7 2 2

． 15 

天 蛾科 1 2 1 04 I2 I 2．90 

卷叶蛐 幼虫 7 0．60 7 7． 

王 蛾卵 I 0，09 1 1．O8 

舟蚰科 { G．3 5 Z 2．15 

毒蚰科 L 0．09 1 I．08 

毒蛾幼 虫 218 18．8I 46 49．46 

瘦蚰科 1 5 1．29 8 8．6O 

凤蝶 科 3 0．Z6 Z 2．1 

鼠 L 0．09 I 1．08 

青蛙 8 0．69 B 8．60 

蟹 Z1 1．8I 21 22．5 B 

它 物 螺 21 1．8l 19 20．43 

螟蛀 10 O． 9 9．6B 

螟 虫妨傩 1 O．O9 l 1．08 

马陆 Z 0．17 Z Z．15 

蜘 蛛 8 0．78 8 9．68 

植物碎片 349 30．I1 64 68．82 1 9 

植 物叶片 2 Z．07 t8 19．3 5 

植 物 植物种子 Z 0．I7 Z 2．1 5 1 

植物花苞 1 6 I．38 1l I1．83 4 

植物花辨 I7 I．47 6 6．4 5 B 

出的是植物性食物普遍存在于棘腹蛙的消化道 

中 ，此现象与其它蛙类有显著区别。 

3．不同性别棘腹蛙的 食 性 比较 曾运 用 

袁 2对各种食物分析项耳的有关数值 为依 据， 

再将棘腹蛙分别列为雌蛙 (67只)、雄蛙 (z6 

只)两组，并按每组的各种食物出现频次占总频 

次的百分比之差额大于 2％ 标准作比较。 I。雄 

蛙取食毒蛾幼虫、蜘蛛、植物花苞、叶片等的频 

次高于雌蛙，分别相差 3．66为、2，43罗刍、2．50瞄、 

4 2O徭。 而雌蛙仅只有取食蚊科昆虫的频次较 

雄 蛙高 ，相差 3．77徭。 其它各类食物则相差甚 

小。因此，棘腹蛙的雌雄两性的食物组成中仅 

只是个别种食物的差别，从总体来看无显著差 

异。 

4．不同大小成蛙的食性比较： 93只标本 

的体重幅度为 9．6—272．8克，为比较不同大小 

的成蛙食性，按蛙的体重划分五个组，即 5O克 

以下 (1 O只)、5I—1 00克(23只)、1 0l—I 50克 

(38只)、151--200克 (14只)、2Ol克以上 (8 

只)o 以食物频次的变化梯度来衡量不同大小 

(体重)个体的食性变化作比较 ，并按 4％以上 

计 。可以看出，不同大小个体取食革翅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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蠼蛭科 ，鞘翅目的叶甲科、步甲幼虫、叶甲幼虫； 

鳞翅目的卷叶蛾幼虫；嗅翅目的蚂蚁；螺、蟹，以 

及植物叶、花辩等的频次变化梯度较大，均超过 

4，刍。 可见，大小不同的棘腹蛙，其取食种类大 

部分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少数种类有较显著的 

差异。另外 ，对蝇科幼虫、卷叶蛾、娱蚣的取食 

频次有随体重增大而逐渐减小的特点，其它种 

类取食频次变化无明显规律。 

四、棘腹蛙的益害评价 

从以上棘腹蛙食性的分析，可初步看出，本 

种所捕食的动物性成分大多为有害种类 (见表 

2)，如毒蛾幼虫等，多述 50种；其有益种类则 

较少，如步甲幼虫等，共 7种；益害兼有的动物 

更少，仅 4种，如蝉科昆虫等。 在有害种类中， 

有作物果树森林 害虫，如叶蝉科、天牛科、锹 甲 

科等种类，也有卫生害虫，如大蚊科昆虫和蝇科 

幼虫。 

分析 9 3只蛙昕食的动物总个数为 751个， 

其中有害个数为 583个，有益个数为 70个。按 

照 Tepem'~eB (1 950)对两栖类益害评价提出 

的有益系数计算式： 

U(有益系数)一 

n(有害种类个体总数)一u(有益种类个体总数) 

t(动物个体总数) 

可得棘腹蛙的有益系数 U一 68．3i％。此值与 

寰 s 有关几种蛙的有苴 系t比较 

作 者 年份 蛙 名 称 有益系数(％： 

粱中宇 I95B 四川蛾眉稻田青蛙 22．5l 

沼蛙 {5．̈  

泽蛙 53．9j 

强蛙秀 l966 浙江 22种两栖类 58． 7(平均： 

凄作培 I985 四⋯红原地区中国林蛙 67． 6 

束志明 l975 甘肃文县 l2种两栖娄 7j．20(平均： 

前人研究其它蛙的有益系数相比较(表 3)。 

由表 3可知，棘腹蛙的有益系数便低于束 

志明(1 975)的记载，而高于梁中字等人的所有 

记载，说明鄂西棘腹蛙对当地森林中的有害动 

物有着显著的消灭作用。t~hlt，对棘腹蛙应予 

以保护，严禁破坏天然资源。 若需开发利用这 

一 山区宝贵特有资源，拟通过人工增养殖途径 

才是可取的。 

结 

i鄂西棘腹蛙为典型的流溪型种类；白天 

多隐蔽 、晚间在溪沟边栖息；其冬眠环境为水下 

泥土洞 穴。 

2．本种的成蛙以昆虫等动物性食 物 为主； 

蝌蚪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主要摄食硅藻o 

3蝌蚪与成蛙的肠长与体长之比，平均分 

别为8．i6和 2．58。 可知蝌蚪的肠长随着个体 

变态发育的进行 ，消化器官也发生有显著变化， 

最终导致其食性发生差异性。 

4棘腹蛙不同性别个体的 食 性 无显 著 差 

异；不同大小的个体其食物组成中仅少部分种 

类有差异，大部种类差异不显著。 

j．鄂西棘腹蛙的有益 系数 为 68 31弼，对 

森林有害动物有显著的消灭作用，应予以保护 ， 

在保持和增加资源量 、维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 

方可台理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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