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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丰盛，上空有高大乔木遮盖，地面阴湿，低凹 

处有终年积水的坑塘和水沟，这是棘螈繁衍生 

息较为理想的场所。 

(兰)生活习性 棘螈以陆栖为主，属于典 

型的陆生有尾两栖动物。成螈白昼多隐伏在土 

壤疏松、多腐植质的阴暗潮湿的石缝中或土穴 

内，有时也栖息于枯叶下或草丛中。夜间出外 

缓慢爬行，在地面上觅食昆虫及其它小动物。它 

们没有抵御敌害的能力，但具有一种特殊的警 

戒行为。当棘螈受到其它动物侵袭或人们用小 

棍触及其体背时，则两眼紧闭，四肢向上翻转， 

尾末段侧卷，头尾上翘，仅腹中部着地，显露出 

指 、趾腹面和尾下缘的桔黄色 ，这是我国有尾两 

栖动物中较为少见的警戒行为，可能与避敌有 

关。该螈在 11月下旬开始冬眠，有的爬到远离 

水域 1OO一2OO米的山坡潮湿泥洞内；有的在繁 

殖水域附近的石砾间蛰伏不动，呈现半僵化状 

态，少有集群冬眠的情况。3月下旬或4月初出 

蛰，冬眠期为4个月左右。 4月下旬开始繁殖， 

此期成螈陆续迁移到静水坑边配对产卵。 

(四)繁殖习性 冬眠后复苏的雄螈 于 4 

月初陆续进入水坑或水沟及其附近活动，雌螈 

于 4月中、下旬进入繁殖场。据调查该螈在繁殖 

期的雌雄性比约为 1．75l 1，但不同季节其性比 

差异甚大，从各季节所获标本总性比为 O．96：1。 

该螈的产卵场选择在小水坑或静水沟边，在溪 

流和大水塘或裸露水坑边未发现过卵群。气温 

低或地面干燥时 ，该螈往往推迟其产卵期。产 

卵行为多在雷阵雨后的夜间进行，最适温度为 

18—22qc。卵单生，多 群成堆状，一般产在距水 

面 2O一1OO厘米的斜坡上，以距 4O一5O厘米的 

范围内卵群数量最多，卵群隐蔽在阴凉潮湿的 

杂草中，有的直接产在湿度较大的泥土上或腐 

叶中以及石块的缝隙处，卵群多被杂草或树叶 

所遮盖，这样可以避免阳光直晒，保持卵群所需 

湿度，确保胶囊内有足够的水份供胚胎顺利发 

育和孵化。 

(五)幼体的发 育生长 受精 卵在 18— 

22~(3的常温下经过 2O天左右胚胎从胶膜内孵 

出，刚孵出的幼体全长 20毫米左右，尾长约等 

于头体长，前肢芽已分化为 3指或4指，后肢芽 

分化为 3叉。此时幼体侧卧在胶质物中或潮湿 

的地面上，在无阳光直晒和保持湿度的情况下 

可长达 3—4天不致死亡。 幼 ，本体尾的弹动力 

较强，同时借助雨水的冲刷可逐渐从斜坡上方 

向下移动到水域内，即开始水中生活。幼体以 

小型水生动物、藻类和腐植质为食，经过约 9O 

天的水生生活，多数个体于 8月上旬左右完成 

变态，全长 34—36毫米，并登陆营陆栖生活。从 

受精卵至完成变态止共需 110天左右。 

(六)种群数量及季节动态 据调查，镇海 

棘螈的产地 目前仅见于浙江镇海县城湾和瑞岩 

寺附近。 1932年 张孟闻教授首次在城湾获得 

1尾标本(即模式标本)。 此后 1978一I 983年 

蔡春抹等先后去瑞岩寺进行多次考察，在繁殖 

季节发现的数量较多，此期该螈集群于水域附 

近配对产卵，如 1978年4月上旬见 9尾；1983 

年 4月中旬和下旬见 33尾。 繁殖期以后很难 

寻其踪迹，该螈分散栖息于陆地上阴湿环境中， 

1978年 6月下旬仅见 1尾，1979年 12月下旬 

见 5尾，1983年 5月下旬见 2尾，均从洞穴中 

挖出。总共发现棘螈 49尾。根据现有调查，虽 

然我们还不 能估计棘螈的确切数量 ，但调查表 

明镇海棘螈已经极度濒危，实属我国的珍稀有 

尾两栖动物。 

(七)濒危原因 镇海棘螈的濒危 因素很 

多，但栖息环境遭受破坏是主要原因之一。该 

螈分布在我国东部邻海人类经 济 活动 频 繁地 

区。长期以来，由于人类生产活动，毁林开荒种 

植和建修房舍等破坏了棘螈赖以生存的栖息环 

境，致使动物的繁衍生息之地越来越狭窄。该 

螈行动迟缓，迁徙能力很弱，因此它们对所在环 

境依赖性甚强。一旦棘螈必需的繁殖水域和植 

被繁茂、阴湿的栖息和觅食场所遭到破坏，少则 

2—3年，多则 5—10年则导致这一种群数量锐 

减，甚至可能在该地区绝灭。此外，棘螈的繁殖 

力和幼体的成活率很低，调查表明，该螈每年繁 

殖一次，雌螈平均年产卵 86粒左右，其产卵数 

量只有我国蟾蜍的 1／5O左右，仅为牛蛙的 1， 

300左右，它是两栖类中产卵数量较少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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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而且该螈的卵粒产在陆地上，在 20天左 

右的孵化期间，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胚胎常因 

久旱或烈 日暴晒而干瘪 ，有的卵群距离水面较 

远，孵化后的幼体不能及时进入水域中或因敌 

害吞食而夭亡。 由于以上多种自然因素的 影 

响，幼体能够顺利发育生长并登陆上岸长成具 

有繁殖能力的成螈则为数不多。总的说来，棘 

螈的繁殖力和幼体的成活率甚低，也是该螈濒 

危的原因之一。 

(八)研究价值 镇海棘螈是我国的 特有 

种，目前仅发现在方圆几百米的狭窄区域内，经 

多年调查其累计数量仅 5O尾，由此可见其数量 

甚少，已极度濒危。虽然棘螈不像大熊猫等动 

物那样珍贵和可爱，但就其物种的存在价值和 

它在动物演化中的研究意义则是相同的。棘螈 

是蝾螈科较原始的属，现存 2种，分别分布在我 

国镇海和日本的琉球群岛，彼此相隔以海。根 

据两个种的外形和骨骼特征以及地 理 分布 现 

状，无疑在研究蝾螈科动物的系统发育关系、动 

物区系地理、物种演化和形成等基础理论均有 

较大价值。 

(九)保护措施 鉴于镇海棘螈的 产区位 

于农作区的边缘，其附近房舍较多，人类活动频 

繁，该螈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似有被开垦利用 

的趋势，如果这块目前唯一发现尚有棘螈生存 

●  ●  ●  ● ● ● §， ● ●  

的生境一旦遭到破坏，棘螈则有可能绝灭。为 

了能够保证这一濒危动物在我 国 长期生 存下 

去 ，建议在浙江镇海 县瑞岩寺地区建立 自然保 

护区，严禁砍伐树木和毁林开荒及建修房舍，防 

止水质污染等，既保护其生态环境，又保护棘 

螈不致因环境巨变而绝灭。同时配备专业人员 

对棘螈进行生态学研究，开展人工养殖，提高胚 

胎的孵f艺率和幼体的成活率，以增加棘螈的个 

体数量和在该地区的种群密度，使之长期在我 

国生存和繁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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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结合考虑到金钟山在综合自然地理区划中 

属南亚热带的范围，因此笔者认为金钟山在动 [5】 

物地理区划中应改属华南区、闽广沿海亚区o 

作者据上述区系研究结果认为金钟山在动 

物地理区划中，应从原华中区的西部山地高原  ̈

亚区改属华南区的闽广沿海亚区较妥。建议将 [8】 

华南区的北界在此北移至南盘江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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