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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林蛙 繁殖 的初步观 察 

张 耀 光 
(西 南师范 大学生 物系) 

摘要 繁殖期的日本林蛙雌雄异色，雄性性征显著 。 雌娃比为 1比 I．325。 入秋后气温和水温持 

续在 20℃ 左右时开始迁入水中 ，靠体色和鸣声识别异性。小水 面、浅水层 微抗水是最佳产卵场所 。产 

卵时间多在 3—6点，产卵高峰期持续 1 0天左右。卵控一次性产出，卵屡 近球形，产卵数 985--2305枚 。 

未产出的卵粒被身体逐渐吸收 。受精率 92．3 5％ ．孵化率 99．3S％o 

蛙类繁殖习性的研究已有不 少 报 道“_．_ 。 

日本林蛙 (Rana ，afonlca ；aponica) 是我国 

中南部地区主要农田蛙类之一口_3]，有关繁殖的 

资料甚少 笔者于 1 98 5一 l9 88年以西南师范 

大学校园为主，对繁殖习性等作了观察，现将积 

累的资料整理如下 

(一)雌雄区别及性比 

1．雌雄区别 非繁殖期雌雄同色，背部土 

红色，后肢红色发亮，液浸标本深红色，雄性性 

征不显著。繁殖期雌雄异色，雌性背部红棕色， 

腹面乳黄色或灰白色，咽部有不规则灰褐色斑 

点；雄性背部多为草绿色，少数黄色，腹面淡黄 

或鲜黄，也杂有灰褐色斑点。雄性黄色个体具 

快速变色能力，1988年 10月 14日在生物系科 

研 鱼抱 1号试验 池中 ，正 追逐雌 性的 2只黄 色 

个体，停息下来后 ，1 5分钟内由黄色变为草绿 

色，当再次遍逐雌性时，很快又变为黄色。雄性 

第一指背面、内侧筒、腹面有灰白色婚垫，‘则达 

性成熟个体多为 2团，其它个体 4团，基部一团 

最大，上面密布细白刺疣，蹼略较雌性发达，无 

声囊，有雄性线。 

2．性比 采用捕尽的方怯统计在生物系科 

研鱼池基地内繁殖的雌雄个体数，1988年 1 0 

月 1】日捕得 l2只，雄性 8只 ，雌性 4只；l 4日 

捕获35只，雄性 25只，雌性 10只；19日捕获 

雄性 20只，雌性 2 6只。三次共捕 93只，其中 

雌性 ●0只，雄性 53只，雌雄比为 1比 l 325。参 

与繁殖的雄蛙体藿 8 37--29 50 g，体长 44 0— 

64 0 mTrl，后肢长 8 5 0--1 20，0 Trln]，多数个体体 

重 1 5 0O一25 00 g，体 长 55 O一60 0 n1[21，后瞄 

长 1 01 O一 11 2．0 mm： 雌蛙 产前体重 1 5 O0— 

28 O0 g，体长 52 O一62．0mm，后肢长 9 6 O-- 

116．0 Trlm，多数个体 重 1 8．00—25．00 g，体 长 

56 0—60 0mm，后肢长 99 0--11 0 0mm。有 1 

只 8 60 g的雌蛙，体内仅 6粒成熟卵，但外观上 

看 不出抱对后的痕迹。 

(二)配对 

1．迁入水中时间 其时间与当年气温和水 

温有关。 1985年迁入最早时间为 11月 1日， 

1 98 6年为 10胄 29日，1 98 7年为 10月 1 6日， 

这些时 间的气 温和水温已降至 20℃ 左右 5— 7 

天 ，1 9 88年人秋后 ，连续 阴雨天气 ，气温和水温 

持续在 20~(3左右，迁入时间始于 9月 30日，比 

前三年提早 1 5—30天。 这可能与日本林蛙繁 

殖后才进入冬眠有关，持续的低温预示着冬眠 

的来临，从而加速了生殖细胞的发育和成熟，使 

产卵期提前。 

雌雄个体同时进入繁殖场，从统计性比情 

况看，雄性大量迁入的时间要比雌 性 早 4一s 

天。最后进入繁殖场的既有雄性又有雌性。 

2．对异性的识别 靠视觉和鸣 声 相 互 识 

别。雌雄异色，是视觉识别的依据。进人繁殖 

场后 ，雄性开始鸣叫，雌性 循 声 而 至。1988 

年 l 0月 l 8日21时鱼池屯水池内的雄蛙 发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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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的“呱呱呱、呱呱呱”的叫声，一雌性从相距 

约 20 m的 3 2号试验池中眺出，向屯水池移动， 

约 2O分 E跳 上屯水 池第六级石阶(每阶高 

33 CII J)，近达池预。 

3．配对行为 雄 蛙发现雌蛙后 ，表现 出强 

烈的抱对行为，不停的呜叫和游动，并急冲而上 

与之抱对，先抱住后肢、背邦、体侧部或前肢，然 

后逐步移至正常位置。雌性接受抱对则静臣不 

动 ，否则会奋力逃跑。雄蛙前 胰从雌蛙礅部 伸 

出 ，抱住胸部 ，掌心向外 ，第一、二指 背面 紧贴雌 

体，左右指相互勾搭畿相对紧贴胸部，晦部贴在 

两眼间背中线上，眼倒睁或微闭，后肢收拢。刚 

抱对 雌雄个体不断呜叫，夜深入静时 50 m以 

外皆能听见，雄性鸣声高昂，雌性鸣声低沉，这 

可能既起到相互刺激 、又起到 暗示 和驱赶同伴 

的作用。 这种鸣声持续到产卵前 1—3小时停 

止。 

在配对过程中，也有错抱和 2只雄蛙争抱 

1只雌蛙的现象，如被抱的是雄性，被抱者会立 

即发出“呱呱呱 的叫声，并用后肢猛蹬对方 ，对 

方迅速离去。 1988年 lO月 15日9时在科研 

鱼池 2号试验池中有 2只雄蛙抱住 1只雌性黑 

斑蛙 ，1只个体略小，草绿色，处于正常抱对位 

置 ，另 1只个体略大，黄色 ，从侧面抱住黑斑蛙， 

前者不断发出 呱呱呱”的警告声，并用左后技 

猛蹬后者，后者不叫，用力把前者向侧边挤动， 

相持约 1小时 ，黄色个体敞踢开。 1 7时 30分， 

又有 1只雄性个体来争抱此黑斑蛙，仍是草绿 

色个体获胜，其一直拖到黑斑蛙死去，历时 4 

天。被赐开的雄性在池中频额追抱同性和已抱 

对个体。 

雌雄一经抱对，绝不轻易分开。笔者曾用 

棍棒驱赶、捕捉、提起雄性一侧后肢，雌雄均来 

分开。用手强行分离故人水中，有的又很快抱 

对。四年中发现 5对久抱未产，雌性死亡并开 

始霉烂，雄性仍紧拖不放，有一雄性抱至死亡仍 

未 松开。 

掏对时间长短，与雌性卵粒的成熟度、天 

气 、水环 境和 人为干扰有关 。各 因素适宜 ，一 般 

抱对 8小时左右即可产卵，成熟度差、下雨、水 

域过 、捕捉、驱赶等会使抱对时间延长至 1— 

3天 。 

配对活动的高峰期出现在 19点至 次 日 3 

点，3—8点活动藏弱，白天，配好对的或未配对 

的均停止鸣叫，伏于水边休息。 

雌性几乎百分之百能参与配对。完成配对 

行为的雄性和雌性很快离开产卵场，个别雄性 

还能再次参 拖对，但不知能否使雌性正常产 

卵。未参与配对的雄蛙在繁殖场呜叫等候，对 

刚产完卵的雌性也会抱住不放。 

抱对结束后，雄性第一、二指的第一指节弯 

曲，第三、四指端部充血膨胀 ，变阔分叉，达原指 

端粗的 5倍以上。婚垫磨破雌性皮肤 ，露出嫩 

肉或在胸部留下两块圆形疤痕 ，背部拱突，骨瘦 

如柴，有 l5％ 的雌性因产后虚弱和外伤死去。 

(三)产卵 

1产卵场 多在水面较小、水层较浅的徽 

流水或静水环境产卵 (见表 1)，从未发现有个 

体在大池塘等大水面、深水环境产卵。 

从表 1可以看出，日本林蛙对产卵水面的 

大小、深浅有选择性 ，对静水和永源充足与否无 

选择性。198 7．1988年碗察屯水池中的个体抱 

对 3天还不能产卵，当从屯水池捉出放入水深 

3--5 cm小池中， 在 10小时左右能完成产卵。 

废消防池中的卵团全部产在浅水区和水 草 上。 

静水水域中个体的抱对时间大多数 在 2{小 时 

左右，水蚯好f池中繁殖的个体，19点开始呜叫、 

追逐、抱对 ，次 日3—6点有 6对产卵 (1988年 

1 0月 1 8--19日)， 抱对时间仅 7小时 30分至 

10小时 j0分。 显然水过深不利于产卵，2— 

30 cm深的静水或徽流水场所能正常产卵， 最 

佳产卵场所为水深 3～5 Girl的微流水环境。屯 

水池中的个体可能是屯水池面与栖 息 环 境 平 

行，距离又近而误入，被迫情况下(能进不能出) 

仍能产卵孵化。 

水源充足处的卵团，能正常孵化成蝌蚪，变 

态为幼蛙，产在临时性积水中的卵团，多数在不 

同发育时期 因积水干涸而死亡。 

2产卵期 从发现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卵团 

的时间计为产卵期，198 年是 11月 2一l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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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 1 目本林蛙天然产卵塌调童 

东深 【cril) 
一 ·芷 序号 产卵场类型 面稠 (m ) 
卵团数 pH 值 水漂状况 注 

最 深 最浅 

l 废消防池 B．3X3．6—29．88 70 8 20 6．5 静水，充足 水面青大量水草 

2 积水坑 1．，X1=1．5 5 3 2 ，．0 微流水、充足 地下毒水 

3 藤菜地 ，x4=20 10 2 5 6．5 静水 临时积水 

4 藤菜地 5．IX 3=I5．3 ， 2 3 6．5 静水 帷对积水 

， 小水沟 10X 0．35=3．5 10 2 ， ，．0 微流水、充足 地下渗水 

6 积水坑 3x2=6 50 10 1 ，．0 触施水、充足 地下毒承 

， 屯水池 4X 3．1=l2．4 300 300 6．8 静水、充足 水潍，看不见卵匪 

B 水蚯蚓抽 30x 1．5—45 5 3 I1 6．5 箍流水、充足 

9 小试验艳 2x1．，=3 5 5 5 6．5 静水、临时积水 未使用池 

1O 小试验艳 2X1．5=3 ， 2 3 6．， 静水、临时积水 未使用池 

I1 中试验袍 6X 2—12 如 30 2 6．8 微流水、充足 在使用弛 

12 排水沟 4DX0．35=14 7 3 4 6．5 微梳水、充足 

I5 排水沟 40X 0．35=14 5 3 ， 6．， 静水、临时积水 

l4 道旁稠水 I．X 0．4-=5．6 ， 2 3 ，．D 静水、临时积水 

1 98 6年是 1O月 31 Et一 11月 20日， 1987年 

是 1O月 18日一 l1月 3 Et，1988年为 1 0月 1 

日一11月 l1日。 产卵高峰期持续 10天左右， 

晴朗、微风、有雾的天气产出的卵团占8O移以 

上。抱对后遇上下雨或下小雨天抱对的少数个 

体虽能产卵，但抱对时间成倍延长。产卵时间 

集l申在 3—8点，以 3—6点为最多，抱对较久的 

个体，也能在白天产卵。 

3．产卵行为 1 988年 l0月 1 8一l 9日进行 

连续观察，发现雌蛙在产卵前急促不安，背着雄 

蛙到处爬行或短距离跳跃。选好合适玩所，开 

始产卵。产卵时，雌性吻端露出水面，前技爬在 

地上或抓住硬物，后肢从丽侧向后伸出，肛部散 

抬起，泄殖孔启开为圆形 ，瞧部收缩，卵群从泄 

殖肛孔排出，一般在 j一4分钟内将两侧子宫里 

的卵粒同时全部排出；同时，雄性腹部收缩，肛 

后部不断下压，趾壤部在雌性肛周搓动井略后 

瞪，排出精液。卵胶醭遇水后具强粘性，相互粘 

结成团，沉入水底或粘附在水草上。产卵完毕 ， 

雄性前肢松开 ，后肢用力一蹬向前游 出，雌雄分 

离。 

3．卵团形态 刚产出卵团圆形或椭 圆 形 ， 

直径 30—50 Jnm，卵粒排列紧密 ，外观粗糙，卵 

胶醭迅速吸水膨胀，50分钟左右达最大 程 度， 

卵子翻正，表面光滑，直径 60．0—1 10．0 mm，、卵 

径 1．8-- 0 mm，卵周隙 2．2—3．O mill，动物极 

棕色或板粟色，植物极灰白色。随发育的进行， 

卵团逐渐变成中部突出的饼状，发育至尾芽期 

成为厚片状。 

4．产卵量 根据 10个卵团的绝对计数，产 

卵数 9B5—2305枚，多在 I135—1 540枚之间。 

198 B年 1O月 11日解剖了 3只未产雌 性 ，卵重 

占体重的 25．92—30．On徭，卵巢中有少量发育 

不充分，直径较正常者小 I／2的卵粒。 1 9 Et解 

剖 5只产后雌体，卵巢中有 38—54枚余卵，大 

小不等，有的已退化为很小的黄色颗粒，逐渐放 

囊 2 产弗量、璺精率、■化率缝计寰 

卵田编号 2 3 5 l 6 ， 
卵匝直径’(m ) 儿Xl0．5 8X， 7．5×6．5 I 6x 5．5 6X 5 5．5x 5 6x 5．5 6X 6 

卵数(收) 1207 23o5 1 8， 1311 121， l 1I84 15 0 98 5 1135 113B 

受精率(％) 99．1 99．0 】 8j．3 l 99．4I 

孵化率(％) 100 10o 97．87l 99．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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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吸收。这对产完卵即将进人冬眠的雌 性 来 

说，无疑起到了供给营养、恢复体力的作用。 

5受精率与孵化率 以发育至原肠期结束 

统计受精率，全部出膜计算孵 化 率，受 精 率 

85．3—99 41％，平均 92_35％，孵化率 99 66— 

100％，平均 99．83为 (见表 2)，受精卵几乎均能 

正常孵化出膜。 

参 考 文 献 

t i] 马常夫 1982 哈士蟆繁殖生物学的研究。 两牺爬行 

1990 25 r6) 

动物学报 l(1)：●8—5，。 
【2] 刘承钊等 1961 中国无 尾 两 栖 类。 科 学 出I；夏社 

1 77— 179。 

r 3] 张莉等 1987 日本林蛙食性分析。 动物学 杂 志 

(6)：22—2j。 

【4] 赞粟等 1988 I~JlI缺 口蛙繁殖习性的观寮c 动物学 

杂 志 (j)： — 8。 

【5] 黎道洪 1988 贵阳近郊中华大蟾蟓 繁 殖 的 韧 步 观 

寮。动物学杂志， (3)：17--20。 

泽蛙和大树蛙的野外生长观察及种群密度估计 

邓 学 建 
(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 

擒翼 1987年 8月至 1989年 8月间，用标记重捕法调查了长沙市郊的泽蛙和大树蛙，发现这两种 

蛙的体、头和吻的长度与相应的生长率呈很强的负相关 (p<0．oO，两者的关系可用公式 

一  

来表示． 

泽蛙在长沙市郊的密度为 4148．●1只／公顷 。大树娃在岳麓山的密度为 o．22只／公顷· 99％ 的置 

信区间为 0一o．●1只／公顷。 

泽蛙 (Rana limnocharis)是一种小形蛙 

娄，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的稻田、池沼内。其产 

卵期长，繁殖率高 ，种群数量大，有益系数高 

达 63 86％ ，是农田、菜地害虫的主要天敌之 
一

。 大捌蛙 (Rhacophorus dennys)是生活于 

山林的稀少蛙类，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地 

遥 ，它的繁殖习性特殊 是重要的实验材料 之 
一

， 它在降低森林害虫中起着一定作用。过去 

对它们的个体生长规律、尤其在数学定量的描 

述 E未曾有过报道。本研究结果能对逸两种蛙 

的种群生物量进行预测，在生物坊治的预测预 

报中无疑起着一定作用。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1987年 8月至 l988年 8月对湖南长沙市 

郊的 2．2l公顷沼泽地 (水稻田、芋池 和 菰 田 

等)、旱地(水沟和池塘旁的某地、桔园等)由的 

764只泽蛙进行了标记流放。 在同一时期对岳 

麓山整个山林的大树蛙进行了调查 。 岳麓Lfj 

位于东经 【I2。44 一4 ，北纬 28。2O 一27 ，海 

拔 2 95．4米，面积约为 553．3公顷。 l987年 4 

月标记流放大树蛙 46只， 1 988年 4月又标记 

流放 25只。标记采用断指(趾)方法 (见图 1)。 

当标记数量超过 99号后，断左后肢的 l、2 

号趾 为 IOO；I、3号趾 为 201)；I、4号 趾为301)， 

以此类推。(标记号并不等于标记数，因为当断 

1、2号 趾时没有 101、102；1【I、1l2；12l、 

1 22⋯⋯)在标记的同时用游标卡尺进行测量， 

并详细记录每只个体的特殊色斑 (如泽蛙脊线 

的有无及形状、鼓膜色彩；大树蛙背部褐斑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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