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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作用；由于长条沟状形成的自然斜坡，可以提

供不同深度的产卵附着物，供亲蛙自由选择抱

对产卵的理想地点。池中另以鹅 卵石 堆成 陆

地 ，约 占池面积一 半，供亲蛙陆栖活动和人工投

喂食物；其上栽种植物以遮荫，其下构造石洞、

石缝供躲蔽。 池水最深 50cm。 6月投放体 重

150g以上雌蛙 32只，200g以上雄蛙 14只，进

行饲养观察。 ’

(三)人工管理 每 日定时开启黑光灯，通

宵诱虫，另外补喂蚯蚓和小鱼虾；喂食时注意观

察亲蛙的取食和活动情况，及时清除剩食及水

面杂物。 由于适逢盛夏 ，气温较高，池匹{周栽种

的藤本植物尚不足以遮荫，所以在池上方搭设

荫棚，避免 日光直射时间过长 ，使池中环境温度

维持在 80％左右。 为防止鼠类和蛇类等天敌

入池危害，加强 日常巡视，及时消除隐患。在实

施各项管理工作时，力求保持安静，在蛙鸣声密

集 时，杜绝无关人员人养殖场参观。

(四)结果 经过一个多月的饲养 ，成蛙于

7月底首次抱对产卵，卵产在长条沟状凹陷处

鹅卵石下，距水面深约 6cm，将此卵转移至孵化

池顺利孵出蝌蚪，之后又陆续产出多批受精卵。

(五)分析 棘胸蛙为栖息于流水 中的 蛙

类，其身体构造与生态习性都与流水生境相适

应 ，流水的冲击作用及水声的刺激同光照、温湿

度等非生物因子一样，是棘胸蛙繁殖必不可少

的外部条件。野生生境及静水生境中饲养的成

蛙之所以未能繁殖，原因在于前者池水流动过

于平缓，后者池水不流动 ，从而不 能使成蛙进入

繁殖状态。

由野生状态转为人工驯养，为了使棘胸蛙

尽快适应新的生境，除了按照野生生境布置繁

殖产卵池及其周围环境以减少差异外，还为其

提供大量昆虫诱其取食，缩短了驯化时间，同时

补喂其它适口饲料，以满足其性腺发育对营养

的额外需求，因而成蛙IIl页利繁殖产卵。野生生

境驯养或蛙未能繁殖的第二个原因是饲料供应

不足 ，第二个生长季节前对养殖 池进行修整 ，池

水流 ：力性明显加快，但该地管理不便 ，后期投食

不规律，难以满足成蛙性腺发育对营养的需要

量。

三、小 结 与 讨 论

促进棘胸蛙在驯养条件下繁殖，除了要提

供流水生境、保证充足的营养供应及保持养殖

场所的安静隐蔽外，我们认为下述几方面工作

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提供浅水层产卵附着物 在有关 棘

胸蛙的生态调查及驯养研究报道中“-习，都没有

涉及此问题。据我们野外调查和 驯 养研 究得

知，棘胸蛙将卵产在流水直接冲击到的浅水层

附着物上 ，深度在距水面 5— 10cm 左右。这可

能是提高 自然孵 化率的一 种适应，因为棘胸蛙

卵大，孵化期长，9呼化过程中对氧的需要量大，

将卵产在浅水层有助于胚胎对氧的摄取；浅水

层溶氧量及温度都高于深水层，如此还可以提

高卵的孵化率 ，缩短孵化期 ；另外，流水的冲击

作用可能还有助于孵化后期蝌蚪脱出胶质 膜。 ‘

所以，人工产卵池中应在流水可以直接冲击到

的位置，设置不同深度的附着物，让成蛙自行选

择合适的产卵地点，这样还可以避免采卵时对

胚胎的损伤。

(二、加强越冬前繁殖亲蛙的饲养管理

目前棘胸蛙的繁殖研究中圆，将繁殖亲蛙 的饲

养重点放在繁殖前期和繁殖期。据我们野外调

查得知，每年 4月底、5月初在野外即有受精卵

产出，而在此之前，可供棘胸蛙取食的野生食物

相当稀少；另外，解剖此期的雌蛙发现，胃内几

无新鲜食物，而卵巢内部分卵粒已近成熟，可以

认为，棘胸蛙在进入繁殖状态之前基本未摄取

外源性营养，而是完全靠冬眠前储存在体内的

营养促使性腺发育，并进行第一次繁殖。之后，

才大量摄食以继续繁殖。所以，在人工驯养条

件下，应加强亲蛙冬眠前的饲养管理。冬眠前
一 段时间，野外昆虫量减少，应多补喂营养价值

高、适口性好的饲料，以使其体内储存充足的营

养，这样可以提前进入繁殖状态，提高繁殖率。

(三)挑选亲蛙并合理安排饲 养密度 雌

蛙体重达到 100g左右即具有产生成熟卵 细胞

的能力，达到性成熟的雄蛙体重 125g左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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