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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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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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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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断 指(趾 )标记不 意剧 

量及分布等)。 

二、结 果 与 分 析 

(一)泽蛙的生长 l 988年重捕 l 987年标 

记个体 1 6只，经一年的生长，无论那个“年龄 

组(以体长为准)，其体长、吻长和头长均有增 

加，但随 年龄”的增加各器官的增长率逐渐降 

低(见表 1)。 

通过一年的野外生长观察，泽蛙的生长明 

显(P< 0．01)，而其中体长的绝对增长值和生 

长率最大 ，头长其欢，吻长最小。 

原来的测量长度与一年后的增长率进行相 

关迥归分析， 发现长度 (x)与相应的增长率 

(y)呈极强的负相关(见表 l的 r值)。体、头 

和吻的长度与增长率的变化系数各不相同 (见 

表 l的 b值)。设 Y— Ln ；x一 --t，求 

出x与 y的 值和 b值，似合公式 

v 一 ， 

绘出不同长度泽蛙的标准增长曲线 (见图 2)o 

泽蛙的体、头、吻长度与各自增长率的关系 

曲线呈 2”形降低。最初降低较慢，后来进入 

对数降低期，K／2后进入负降低期，最后几乎 

停止。 三项中 吻 长 降 低 最 快 (一1．36)， 头 

长其次 (一0．56)，体长最慢 (一0 l95)。 这种 

现象是由泽蛙的种群遗传因素所决定，与外界 

衰 1 泽蛙一年的生长情况 

I9B7年体长 一年后的增长 增长率 198 7年头长 一年后的增 增长率 1987年吻长 一年后的 增长率 
犏号 数 长数 增长数 (ram) (％) (mm) (％) (mm) (％) 

(mm) (mm) (mm) 

476 1 5．6 Z3．1 148．1 6．7 9．1 135．8 3．8 2．4 63．2 

47Z 1 B．B I9．7 1D4．7 6．5 6．5 t00．o j．3 2．4 7Z．7 

3 q 25．9 12．1 46．t 1D．5 3．{ 32．} ‘．6 3．Z 5O．D 

43 B 26．1 12．3 }7．1 9．5 {．2 ¨ ．2 {．o 1．B 5．D 

牛36 26．2 11．o }2．o 9．5 5．2 5}．7 4．o 2．B 7D． 

224 29．8 9．9 |3．2 13．2 2．3 17．} 5．{ D．9 16．7 

69 31．6 6-4 20．3 13．9 1．1 7．9 5．2 O．B 15．} 

477 34．9 {．3 9．5 1Z．B 1．7 13．3 6．5 D．2 3．1 

54 9 36．1 3．5 9．7 13．B o．9 6．5 5．0 D．B 16．O 

468 38．6 2．I 5．5 12．} 1．4 11．3 6．1 O．9 1}．＆ 

{79 39．2 I．D3 2．6 l4．Z o．2 d．} 6．5 o．1 1．5 

‘37 39．5 3．9 9．9 1，
．
I o．5 3．3 6．2 D．4 6．； 

～ 

3 77 39．6 1．2 3．o 15．4 0．8 5．2 5．9 0．3 5．t 

52Z 39．6 o．4 1．o 1}．3 D．1 D．7 5．8 O．t t．7 

125 40．7 I·6 3．9 15．3 o．9 ．9 6．7 D．5 7．5 

169 42．1 D．99 2．‘ 16．5 o．6 3．6 7．9 O．I t．3 

± 3z．8士2．I 7．6士 I．7 3I．9士1o．2 1z．5±o．8 z．}±0．6 z7．7士9．I 5．}士o．3 I．t+O．2 ：4．4±6． 

一 O．8o7*J 一 0．8Z9‘ 一 O．783}‘ 

：长度与增长率的相关系敲； 6：变化系数；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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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3 大埘蛙体表器官长发与相应增长率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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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一  

j0 ，其中 1 2其为 1988年的标记个体。根据 

Ⅳ 一 坚i-Ⅳ 一 128只 ，Ⅳ 一 120只，平均 

为 124只。 95％ 的 置 信 区 间 (一 ±， ，， 

· ， )为 2O一228只。 岳麓山 553．3公顷山 

林中，平均每公顷有大树蛙 0．22只，95％ 的置 

信区间为每公顷 O—O．41只。 

三、 讨 论 

在调查中发现蛙的体重受多种因素 影 响。 

将调查结果进行显著性测验， p> 0．05，这是 

由于蛙生殖腺的大小与蛙体大小星 正 相 关 ， 

这和生长率与个体大小星负相关形成复杂的关 

系。 加之蛙在～年中的体重是异速生长 ，在 

不同季节增重速度不同 因此只有在～个特定 

季节对结束繁殖的个体进行标记，来年在同一 

时期(也磐须是结束了繁殖)进行称重，才能得 

出较正确的结论。在二年的重捕中由于这样的 

个体重捕数量很少 ，无法进行统计，还待今后进 
一

步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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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条褐色纵 纹，其 两侧缘又 各有 规则排 的方 

块 形黑斑。体 正 边缘 笤有一 条宽阔 的红一橙 

色纵带(见 图 1)。 

二、内侵袭的部位及其危害性 

l 988年 7一 l0月问，在放 养有美国鲴鱼 的 

各鱼池中均发现有鲴鱼死亡，其中该年 9月先 

后在两个鱼池内发现有牛蛭梗塞在肠造中的死 

鲴鱼。另外，5号鱼池内共投放沟鲶 2 6尾，1 0 

月 4日曾发现体重 420克和 480克 的 沟 鲶 死 

亡。死鱼腹 部膨 大，经解剖可 见肠道外壁红肿。 

起初怀疑是因为投喂未能很好发酵 的 菜 饼 所 

致 ，经将肠道剖开发现两尾沟鲶各有一条 52— 

6l毫米长的牛蛭梗塞在肠道中，此时水蛭已死 

去，呈欺绵状。为了进一步证实鲴鱼被水蛭侵 

袭的可能性和危害性，我们又进行了连续观察。 

1 989年 4月 1 6日， 在 6号鱼池又捞起了一尾 

体重 2 50克的褐首鲶死鱼，经挤压肿胀的腹部， 
一 条 50毫米长的水蛭从肛门挤 出来 (见图 2)。 

图 2 褐首鲶与湖北牛蛭示意图 

三、 讨 论 

(-- )湖北牛蛭内侵袭美国鲴鱼具有 一 定 

的季节性，通常在 4—10月间发现因危害致死 

的鲴鱼。 在此期间永温 20--35~C非常适于鲡 

鱼的摄食，也是牛蛭生长和繁殖的季节。 在 1 1 

月至次年 3月未曾发现 过因危害致死的 鲴 鱼 ， 

也与这个期间蛔鱼较少摄食和牛蛭钻 凡泥中越 

冬有关。 

(二)湖 牛蛭内侵袭美国鲴鱼具有 一 定 

的专一性，至今尚未发现牛蛭内侵袭其它肉食 

性、杂食性或草食性的鱼娄。这种牛蛭概 皂任 

多草的湖泊和池塘的岸边以及一些水坑里，英 

国鲴鱼 电在鱼池近岸底层寻食，具 有杂食性和 

食量犬的特性，其口腔和咽喉均较大，食道也较 

粗，因此 易于让牛蛭进 入其 消化 道由。 

(三)湖北牛蛭是一种对宿主非常敏感，又 

善于游泳的水蛭，因此不太可能是被动地被萎 

国蛔鱼吞食，而是主动地对它进行侵袭。牛蛭 

之所 以能使蛔 鱼迅速死亡，一方面是 由于牛 蛭 

在肠道中吸吮鱼的血液和体液，身一方面是由 

于牛蛭 身体 粗壮和 肌肉发达 ，滞 留在肠道 中造 

成机械性“肠梗阻 。牛蛭则因在肠道中缺氧而 

死 亡。 

(四)湖北牛蛭之所以能严重危害美 国 鲴 

鱼，也与它在这个地区大量繁殖有关，因此做好 

防治这种牛蛭的工作极为重要。首先要做到彻 

底清塘，即水深 1 0厘米以下时亩用生石灰50---- 

75公斤的干塘清塘消毒以及水深 l米 时 亩 用 

生石灰 1 2 5—1 50公斤的带水清塘，以便杀灭塘 

底的牛蛭及其卵茧。在进水 口处用纱窗过滤水 

源，也能达到预防的 目的。牛蛭对牛血极为敏 

感，采用牛血诱捕的方法也能达到消除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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