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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川南短腿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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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H 月 "% )’$ 日! 在贵州省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两栖爬行资源调查时! 在江口县

黑湾河龙泉寺""Hr($b#*u4! $#/r%$b#*u8! 海拔 ((& :#采集到 $ 只两栖动物标本& 经鉴定! 该标本为雌

性川南短腿蟾"<*+3"04+*&(2"*0&3")+$$+$%$&#&#! 系贵州省两栖动物新纪录& 标本保存于贵阳学院贵州

省生物多样性与应用生态学特色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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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H 月 "% )’$ 日! 在贵州省梵净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Hr%&b(#u)"/r#$b’#u4!
$#/r%(b((u)$#/r%/b’#u8#进行两栖爬行动物
资 源 调 查 时! 在 江 口 县 黑 湾 河 龙 泉 寺
""Hr($b#*u4! $#/r%$b#*u8#采集到两栖动物标
本 $ 只& 经 鉴 定! 该 标 本 为 角 蟾 科
"L?A5Z>[‘<F;?#角蟾亚科 "L?A5Z>[‘<@;?#短腿
蟾 属 " <*+3"04+*&(2"*0&# 川 南 短 腿 蟾 " <K
3")+$$+$%$&#&#! 为贵州省两栖动物新纪录& 标

本保存于贵阳学院贵州省生物多样性与应用生
态学特色重点实验室& 现将其形态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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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AB鉴别特征

本种与费氏短腿蟾"<K-%+%#相近似"费梁
等 "##(! "##&#& 但本种眼后不呈肥肿隆起%
额顶骨棱脊弱! 位于额顶骨两侧% 上眼睑外缘
多具 $ 个锥状长疣! 似角% 指间仅具蹼迹% 内
蹠突约等于第一趾长度% 体侧有分散的大疣&

GB形态特征

采集到的此标本为雌性个体& 体宽短而肥
硕! 体长 $$&I* ::! 其他部位量度数据见表
$& 头极宽扁! 头宽大于头长% 吻端圆! 略突出
于下唇% 吻棱明显! 颊部向外倾斜! 颊面略内

陷! 颞部亦向外倾斜% 鼻孔在吻眼之间! 从背
面"图 $;#可以看见% 鼻间距小于眼间距而大
于上眼睑宽% 上眼睑外缘具 $ 个锥状长疣! 似
角"图 $D#% 瞳孔纵置% 鼓膜隐蔽% 体侧有浅色
大疣"图 $2#% 内蹠突约等于第一趾长度 "图
$F#% 犁骨棱长! 后端有齿! 突出成两小团! 间
距较宽! 位于内鼻孔内侧后缘之后% 舌宽圆!
后端微凹&

HB生态习性与地理分布

标本采集于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口
县黑湾河龙泉寺河岸沙滩上 " "Hr($b#*u4!
$#/r%$b#*u8! 海拔 ((& :#& 所在溪沟水质清
澈 透 明! 水 温 $HI(k! ZPHI%’! 溶 解 氧

图 AB川南短腿蟾$‘3OGZAHZLGJZGK’ 雌’ 贵州江口县%

5’(CAB.0+23:%+0(/@30:(23&+,,+,’,($($‘3OGZAHZLGJZGK’ 5%E+,%’ T’+"(Q/-1/-".?’ ‘-’40/-%
;.背面观% D.头部% 2.侧面观% F.腹面观&

;.+5[B;=_<?E% D.P?;F _<?E% 2.c;X?[;=_<?E% F.d?@X[;=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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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B川南短腿蟾雌性成体标本形态量度
8+#,%AB80%27%=’E%"E%+2-$%E%".2/F.0+23:%+0(/@30:(23&+,,+,’,($(

!!(百分比)指各指标分别与头体长之比& (e?[2?@X;A?) <@F<2;X?BX>?[;X<55YX>?<@F?aX5B@5\X9_?@X=?@AX>.

HI/" :A0c! 含盐量 # @A0c! 硬度 "I($ ::5=0c!
流速 #I"$* :0B& 两岸植被主要是常绿阔叶林!
森林覆盖率 &#J以上& 川南短腿蟾为中国特
有种! 目前只分布于四川省合江县*筠连县"费
梁等 "#$# #& 已被列入 -g64数据缺乏 " F;X;
F?Y<2<?@X! ++#等级"K?<?X;=."##%#& 目前关
于该物种的资料尚不全! 尚不足以确定其灭绝
的可能性有多大& 在贵州省梵净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采集到的川南短腿蟾位于贵州省江口
县! 其地理分布向东扩大了 ’ 个经度! 此次的
发现为该物种的分布增加了一定的生物学资
料& 由于该蟾栖息地环境质量下降! 其种群数
量稀少! 因此需要加大对其种群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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