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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拟小鲵在河南的发现及地理分布探讨

陈晓虹 杨 杰 瞿文元
（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新乡 $()""#）

摘要：报道了采自河南省内乡县的一种小鲵科标本，经形态学鉴定以及 *+, 序列比对，确定为秦巴拟小

鲵（1&%)2("0$(3#)& 4&#$5+%$&#&）。内乡是该物种已知分布区的东限，与已知分布点相差 ) 个经度，呈间断分

布。秦巴拟小鲵在内乡的发现可为探讨小鲵科动物的起源和演化提供重要的动物地理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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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尾两栖类四肢柔弱，运动能力差，分布

范围狭窄。其中小鲵科是亚洲特有科，中国现

有 !% 种，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南山区［%］。河南

小鲵科已报道 $ 种［!，)］，仅分布在豫南大别山

区。!""" 年 $ 月至 !"") 年 & 月作者在豫西伏

牛山区南麓的内乡县考察时陆续发现并采集小

鲵雌性成体 ( 只、雄性成体 ) 只、亚成体 %# 只、

卵袋 % 对和部分幼体，经形态特征鉴定，以及与

陕西周至的标本进行 %!X EC*+, 序列比对（结

果 另 文 发 表 ）， 确 定 为 秦 巴 拟 小 鲵

（1&%)2("0$(3#)& 4&#$5+%$&#&）。本文对其 形 态 及

生境进行描述，并对秦巴拟小鲵的地理分布进

行探讨。

= 鉴别特征

雌性全长 %))R$ ’ %$&R" EE，头体长平均

#!R) EE，尾长平均 00R0 EE；雄性全长 %!0R. ’
%!&R# EE，头体长平均 #"R# EE，尾长平均 (0R!
EE。头部扁平，头长明显大于头宽，约为头宽

的 %R( 倍。吻端钝圆；鼻孔近吻端，鼻间距大于

眼间距。口裂达眼后下方，颈褶明显，无唇褶。

犁骨齿列长，较平直，呈两弧形，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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鲵属（!"#$%&’()&*+$"），将秦巴北鲵归入该属，其

学名改为秦巴拟小鲵（! ! ,"+)-.#)"+"）［"］。最近，

李悦等［#］和曾晓茂等［$］运用分子系统学方法对

小鲵科的系统关系及秦巴拟小鲵的分类地位进

行探 讨，前 者 认 为 秦 巴 拟 小 鲵 与 巴 鲵（ /+$.
"’+’+）［%］、新疆北鲵（0.)&%&) "+*+1+2$"）、黄斑拟小

鲵（! ! 34.5&6.2$4.,$"）的遗传距离均达到了属

级水平，后者把秦巴拟小鲵从拟小鲵属中分离

出来，与巴鲵共同归入巴鲵属。大量证据表明

秦巴拟小鲵不属于北鲵属，但其分类地位有待

更多的研究予以确定。属与科是种上最基本的

分类阶元，保持其相对稳定非常必要［&］，因此本

文仍以秦巴拟小鲵为名。

秦巴拟小鲵已知分布于秦岭北坡的陕西省

周至县厚畛子、陕西省宁陕县［’(］以及四川省万

源市花萼山［)］，分别位于秦岭北坡、秦岭南坡和

大 巴 山，处 于 *+,(#- . **,%"- /，’($,$+- .
’(%,(%-0 范围内。内乡是秦巴拟小鲵分布的东

限，与已知分布点相差 * 个经度，呈间断分布。

其地理分布已从华中区西部山地高原亚区扩展

到东部丘陵平原亚区。张荣祖认为间断分布的

产生与动物分布的退缩、地质时期自然环境的

变化及海陆变迁有关；种的分布区产生间断现

象可能由于采集记录不足，至少说明种群稀少，

不易发现［’’］。因此间断区内的河南伏牛山西

南段、陕西东部和东南部以及湖北北部是否也

有分布，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秦巴拟小鲵

在内乡的发现可为探讨小鲵科动物的起源和演

化提供重要的动物地理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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