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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 山髭 蟾 生 态 习性 的研 究 

唐 振 杰 
(广西师范大学生物系) 

■曼 瑶山蹙蟾主要分布在广西大瑶 山海拔 1 000一l 500米的 山冲溪流附近，其生态环境是植_眭车 

富、水糠充足、气候温湿的常绿阔叶林带。垒年大部分时间都栖息在陆地明暗 ：的±壤及洞穴 内。主要 

以植物和小昆虫为食。繁殖期在每年 l2月“大雪”之后到“冬至 前后，产卵期很短，仅在“冬至”前后 l口 

天内进行，雌雄掏对产卵一般都在黎明前完成，属一次性产卵类型，卵群粘附在石块底部的凹陷处，每次 

产卵 298--342粒，卵径 3．8一{毫米。它们除在冬季繁殖外，而且在 1 0叼 的气温条件下，仍照常活动， 

因此，可能没有“冬眠”习往或“冬眠”期极短。 

髭蟾属 ( i打 4 or口)自 1945年由我国 

已故著名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刘承钊 教 授 建 立 

后，到目前已先后发表有 5种，即 峨 眉 髭 蟾 

(Vibrissaphora boringii)、崇安髭蟾 (Vibris— 

saphora liui)、雷 山髭 蟾 (Vibrissaphora lei— 

Shanensis)、瑶山髭蟾 (Vibrissaphora yaosha． 

~ensis)和哀牢髭蟾 (Vibrissaphora ailaoica)。 

其中瑶山髭蟾主要分布在广西大瑶山和龙胜的 

红崖山，此外，据报道，湖南宜章县的莽山也曾 

采到过标本。 

过 去 Pope 、刘承钊等 曾将该种与祟安 

髭蟾一起定名为刘氏 髭 蟾 (Vibrissaphora li一 

)。直到 1978年划承钊等才将其正式发表为 

· 10 · 

一 个新种即瑶山髭蟾，但以往 Pope和刘承钊 

等以及后来昊贯夫等D 对瑶山髭蟾的报道，多 

着重于形态特征方面的描述，赵尔宓等 曾对 

其染色体组型作过比较研究，他们对生态习性 

及繁殖方面的报道都很少。 我们自 1984 以 

来，在瑶山髭搪繁殖的季节及其前后，曾先盾 

四次到其主要产地即大瑶山香炉冲进行调查研 

究，同时还采回部分标本饲养在室内水簇箱内 

进行观察研究，现将几年来所获得构资料整理 

报道如下。 

金秀县潘世明同志、我系瘴太林同志和熊秀生 、韦昌毫 

同学参加了标车采集工怍，谨此一并致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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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与 方 法 

本工作主要选择以瑶山髭螗的主要分布地 

即广西大瑶山香炉冲海拔 1 000--1500米 的 溪 

毁为基本工作点，采取卖地诵查与室内观察相 

结合的方法，在每年瑶山髭蟾繁殖季节及其前 

后到上述瑶山髭螗的产卵场所进行实地 调 查， 

并把已进入产卵场但未抱对产卵的雌蟾及部分 

雄蟾带回室内饲养，以观察和研究其生潘及产 

卵习性。 

结 果 

(一)栖息环境 瑶山髭蟾一般栖息 在 植 

被丰富、水源充足 气候温湿的常绿阔叶林带， 

该处枯枝落叶多，土质松软，当地农民曾在附 

近种植大量香草。它的生活小生境是坡度较平 

缓的山冲溪流附近，其垂直分布范囝，从海拔 

lOO0—1500米的山溪流水中的石块下 都 能 采 

茔Ⅱ标本和发现其卵群。 

(--)生活习性 瑶山髭蟾平常栖息 在 阴 

暗潮湿的疏松土壤及洞穴、石隙 内，白天隐债， 

夜间出来活动觅食，故一年中很难发现其踪迹， 

在非繁殖季节，附近农民在 l0月下旬离山溪不 

远的香草地里的土中捕获 1其。一年内它们绝 

大部分时间是在山溪附近陆地上的土穴、石嗣 

等地渡过的，仅在繁殖季节短暂潜入水中活动。 

在陆上活动能力很差，极不善于眺跃，通常是以 

四肢缓慢地 向前爬行。 

瑶山髭蟾属杂食性，主要以腐植质和小昆 

虫为食 ，经 6只剖 胃检查，发现胃内有种子植物 

的种壳碎片、叶片残余，有的则见到鞘翅 目昆虫 

的附肢和翅的碎片。但所解剖的 6只髭蟾的胃 

内所含食物都极少，有的甚至是空胃，而绝大多 

数的胃和肠内都有很小的线虫寄生。 

繁殖季节亦很特殊，在一年中最寒冷的冬 

季进行，几年的实地调查证明，雄蟾在 12月期 

间蓟溪流中选择产卵场所进行 繁 殖。 1984和 

1987年 l2月下旬， 笔者曾两次将捕获的瑶山 

髭蟾带回室内，饲养在水簇箱申进行观察，结果 

发现在 1月份室内亦温在 1口℃ 以下，仍见到髭 

蟾照常活动，晚间有时还发 出 “哦一哦”的鸣州 

声，未见有“冬眠”现象，因此，可认为瑶山髭蟾 

没有“冬眠”阶段，即便有也是极其短暂的o 

(三)繁殖习性 

1．繁殖期雌雄性征的变化 瑶山髭蟾雌雄 

性别表现在外部特征上有 明显的区别，一般雄 

体大于雌体，尤其在繁殖季节，雌雄性的外部特 

征发生显著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在雄蟾皮肤增 

厚且松弛，体态亦变得肥胖而丰满，前臂极度变 

粗，大小可达平常的两倍以上，第二性征极为明 

显，最突出的性征是上颌缘每侧长出两枚锥状 

的黑色角质刺(图 1，见封 2上，下同)，此特征 

比较稳定。 找们于 l984～1987年先后四次在 

大瑶山香炉冲采回标本共 25只， 其中雄性 24 

只，雌性 1只，除 1只雄蟾上颌缘每侧有 3枚锥 

状黑色舟质刺外，其余的每删均为 2枚。随着 

繁殖季节的消逝，角质刺亦随之脱落，最后仅留 

下基部略带微桔红色的痕迹，同时，原已极度变 

粗的前臂也逐渐恢复蓟原有的状态 ；雌搪除个 

体比雄蟾小、前臂较细，体色较雄蟾稍浅之外， 

上颌缘无锥状的黑色角质刺，但在雄蟾角质利 

的相对应部位每侧有两个桔红色的斑点，前小 

后大，两点相距 5．2ram(见图 2、图 3)。 

2．繁殖时间和产卵场所 瑶山髭蟾的繁殖 

季节性很强，产卵期很短，根据当地群众反映及 

我们实地调查证实， 繁殖季节在 l2月7至 22 

丑左右，即“大雪 至 冬至”前后，而雌雄抱对产 

卵却主要集中在“冬至 前后 10天左右，此时， 

如果气候突然发生变化，风向由北转南，气温匾 

升，韫度增大或下雨，即所谓“回潮天气 ，剐 

雌蟾由陆地潜入水中，并从雄蟾的吗叫声中找 

到已先期潜伏在产卵场所的雄蟾并与之抱对产 

卵。产卵场所一般选择在山溪水流较平缓 、水 

质清沏的较大而平坦的石块底下，产卵场闫围 

常有细砂和碎石。 

雌蟾产出的卵子呈不规则的团状，卵被很 

厚的胶质嗅包住，整个卵团被牢牢地粘附在石 

块腹面的凹陷处，受精卵即浸没在流水中发育 

孵化 (见图 4)。 

雌蟾在产卵后即迅速离开水域．而雄蟾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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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潜伏在原处等待与另一雌蟾再次抱对，因此 ， 

我们曾多敬发现在晦一石块下粘附有不同发育 

阶段的两圃卵群，而且往往在该石块下能捕获 

到雄蟾，却不见雌蟾。 

3．雌雄交配及产卵 雄蟾在交配前先潜入 

水中选择好产卵场所，并在黄昏以后不时发出 

哦一哦”的呜叫声以招引雌蟾，一旦雌蟾进入产 

卵场后，雄蟾即与之抱对，用粗壮的前肢抱住雌 

蟾的后腹部。 

经过几敬到产地调查及 1987年室内观察， 

证明瑶山髭蟾是在黎明前进行抱对产卵的。我 

们于 1987年 1 2月 1 8日将 1只从大瑶山 采 回 

的雌蟾放养在体积为 60×35×37 till的水簇箱 

内与多只雄蟾养在一起，水簇箱底部放置几块 

稍大的扁平石块和一些碎石，结果即可见到雌 

雄抱对的行为，且在晚上能听到雄瞻间隔发出 

坻沉的 哦一哦”鸣叫声，最后雎蟾在 l2月21日 

黎明前一次将卵排出，其卵团粘附在石块腹面 

的凹陷处(见图 5)。 早晨发现卵群并立即置于 

体视显微镜下观察，已见正开始第一趺卵裂，此 

时水簇箱内水温为 1 2℃，产卵后雌蟾体重由原 

有的 43克降至 35克。 

从调查中还发现所获瑶山髭瞻雌雄性标本 

的比例非常悬殊，雄性个体数超过雌性。如我 

们四次到产地调查和采集，总共获标本 25号， 

其中仅采得雌性标本 1号，其余全部都是雄体 

(见表 1)。 

4．卵粒及产卵量 瑶山髭蟾是一次性产卵 

衰 1 鲁殖期雌撼标奉数量置角重卑I着生情况 

上颉缝每 采集时间 标 奉 号 性别 数量 采 集 地 海拔 (∞) 
定面刺效 

19̈ 年 I1月 27日 日}O907 I 大瑶山香炉冲 I10O 2 

19 84荦 l2月 24—26日 日409D日一84D9I1 4 大瑶山香炉冲 l0DO一1390 2 

1984年 l2月 26 H 日4O9I2 I 大瑶山罗梦坳 I45O 3 

1987年 12月 l3日 87O50一B7054 大瑶山香炉冲 I10O—l300 2 

1987年 12月 I7日 87O 55—87O67 I3 大瑙山香炉冲 lO0D—l30O 2 

1987年 l2月 I7日 B'O6B 辛 t 大瑶 山香 炉冲 木 

：每倒上甑颦有桔红色斑点 2个。 

类型，雌雄经过一股时间抱对后，雌雄将卵一次 

垒部产出。卵粒呈圆球状，动物极浅灰色，植物 

极乳白色，除去胶质膜届 ，卵径为 3．8—4毫米， 

1987年 1月 4—7日在大瑶山香炉冲采回卵 群 

2圃，每团卵群分别有卵 298和 324粒，l987 

年 1 2月 21日产于室内水簇箱内的卵群 为 342 

粒，平均每团卵约 32 1粒。受精卵在体视显微 

镜下观察，为盘状卵裂，属不等全裂，分裂球大 

小不等，细胞排列亦很不规则，而且卵裂的速度 

很不一致，总的来说 卵裂速度很慢。 

小 结 

1．瑶山髭蟾栖息的自然环境与该属的其它 

4种相似，垂直分布在海拔 lOOO一 1500米的范 

围内。 

2．全年大部分时间都栖息于陆地阴暗潮湿 

的地方。每年 l2月 大雪”之后至“冬至”前后才 

进人山溪流水中繁殖，产卵期}艮短，仅在“冬至 

前后l0天时间进行，可能没有 冬眠”阶段或“冬 

眠 期极短。 

3 雌雄蟾交配抱对产卵在黎明前进行，年 

产卵为 2 98—342粒，卵径 3．8—4毫米。 

4．在繁殖期间采到的雌雄性比悬殊，雄性 

个体数大大超过雌体数，在 25号标本中，仅有 

1只雌蟾，占总数的 4％，其余 96％均为雄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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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些 鸟类 舌 的形 态观 察 

高 华 影 
(西 北 林 学 院) 

■娶 对 9目 24科 B5种鸟舌的形态观察，可划分为矛尖型、四钝型、棒状型和短阔型四种类型。 

发现鸱鹦科 3屠 3种鸟类为圊钝型，怫法借目翠鸟科和戴胜辩 斗属 4种鸟类为短阁型，琢术鸟科 3唇 3 

种为棒挠型。其余 6目20科的鸟类均系矛尖型。舌型以鹌科鸟类最为复杂，除莺亚科 4属8种为二分 

叉舌型外，鹅亚科、面眉亚科和鹌亚科鸟的舌中不分叉、二分叉和四分夏舌垄均有，但以二分叉舌型为 

多数． 

国内关于鸟舌的形态研究尚无报道。作者 

从近几年采得的教学标本中， 对 9目 24科 B5 

种 275例的鸟舌进行了形态观察。现将观察结 

果初步总结于下，以供鸟学研究参考。 

一

、 舌的位置及舌骨 

鸟类的舌位于下喙支之间 凹 陷 处 (见 图 

1)，即口腔底部。舌尖游离，舌的后端措外来肌 

图 1 鸟娄舌位置穗式图 

l·前颔骨； 2-鼻骨 ； 3-颧骨； 4．顶骨； ．枕骨； 
6·方骨； 7·隅骨后龚； 8-隅骨内凳； 9．关节骨； 

lO·上隅骨； lJ·齿骨； l2．舌 

与口腔底及喉相连。舌尖内无舌骨。舌体内有 

舌内骨，舌根内有基舌骨。舌骨的主要部分为 

舌骨体或称基舌骨 ，其前端以可动关节与舌内 

骨相接，后端接尾古骨或基鳃骨。基舌骨后端 

两侧还连接一对舌骨支，它们和基舌骨之间也 

都以可动关节相连。 舌内骨前端附有软骨突， 

它向前伸达舌尖基部。基舌骨以一透明软骨尾 

古骨伸入舌根(见图 2，图 2一l0见下图)。 舌 

骨支外面有肌肉包被，它们各自经同例上隅骨 

的内侧，向下向后，紧贴隅骨内突下方和枕骨伸 

延直达顶骨(见图 1)。 一般鸟类舌骨支的末端 

都可以略超过枕顶缝，且逐渐互相靠近。有些鸟 

獒的舌骨支很长，可达鼻骨。黑枕绿睬木鸟 舌 

骨支最长，几乎达上喙的先端 ；而戴眭的舌骨支 

很短，末端仅选枕骨大孔下缘 (见图 3)。不过 

由于戴胜的整个舌部都很短，所以舌骨支相对 

倒不显得十分短 (见图 4)。 

二、舌 的 形 态 

(一)形态上的差异 鸟舌包括舌尖、舌体 

和舌根三部分。舌尖游离并以舌系带与舌体为 

界。舌尖占舌总长(除舌骨支外)的大部分，井 

本文承北京师范丈学郑光美鲐授、 西北农业大学 田九 

畴教授审阅修敌。 西北大学陈暇官教授提 出 宝 贵 意 

见 ；西北摊学腕囊伟、河南洛阳#段捌玉孵、廓阳市样 

业局党齐域、佛坪自然棘护区巩叠生等屙毒参加 韫 丹 

室内、外工柞，在此一并致谢。 

1)文内所有鸟类名称均依郑作新教授 1976 中国鸟类 分 

布目录，第二般为准，为了节省篇幅 文中蒋学名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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