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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C 月至 "#$$ 年 & 月’"#$$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海南万泉河琼海段!应用无线电遥测技

术研究了外来物种红耳龟 "9*+2"%@0&&2*#34+ %,%/+$&#和本地种中华条颈龟 "?+)*%@0&&#$%$&#&#的家域&

采用最小凸多边形法和线家域法计算了所有个体的家域大小和不同个体间家域的重叠状况& 结果表

明$"$#红耳龟和中华条颈龟的家域面积分别为"’E$0 m"E’%# ;3" ’"0E’" m%ED0# ;3" !线家域分别为

"0%&E#C mC&ED’# 3’"0#&E## m"""EDB# 3%""#两种龟的家域面积和长度均无种间差异%"%#成年雌性

红耳龟的家域面积和长度显著大于雄性%"&#红耳龟和中华条颈龟家域的种内重叠度分别为 #E"C m

#E#"’#E#’ m#E#B!并且红耳龟家域的种内重叠度显著大于中华条颈龟%"0#红耳龟与中华条颈龟家域的

种间重叠度为 #E"# m#E#"& 本文研究结果提示!红耳龟在野外对本地种中华条颈龟具有潜在的竞争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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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3%-$ 1A*?5>V]M>5MV% 9*+2"%@0&&2*#34+ %,%/+$&% K*3MZ4:TM% L̂MZ64] WMTZMM

!!栖息地是野生动物正常生活的区域!是保
障野生动物生存的各种自然资源和条件的总
和!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l4ZV;M65V"####& 栖
息地中/动物进行取食’交配和育幼等正常活
动所利用的区域0称为家域"N9Z?$D&%#!通常
家域范围定为能够满足其特定生物学时期的能
量需求的区域"P5:WV?MW?M?46+$D’B#& 家域面
积的大小不仅与其中食物’活动范围和隐蔽条
件等密切相关!也受种群密度和捕食风险等生
态因子的影响"N*\MZVM?46+$DDB#& 因此!野
生动物的家域特征反映了它们的资源利用状
况& 研究野生动物家域范围及相对位置对于评
价影响动物本身的各种生态进程和需求具有重
要的生物学意义"j4?Z5>a "##0#!同时也有助于
揭示物种内和物种间的相互关系&

红耳龟 "9*+2"%@0&&2*#34+ %,%/+$&#又名巴
西龟! 原 产 于 美 国 东 部 和 墨 西 哥 东 北 部
"/M3M:*̂ "#$# #& 凭借其广泛的生态耐受性
"U5663*ZMM?46+"##0#’杂食性",*665:V$D’"#

和强大的扩散能力"N9ZaMM?46+$DD0#!该种已
在欧洲’非洲’澳洲’亚洲和美国原产地以外的
美洲等世界范围内成功入侵 "‘Z49V"##D#!被
OQ,)列为世界上最危险的 $## 个外来入侵物
种之一"P*\MM?46+"####&

有关入侵地红耳龟与当地龟类竞争资源的
情况!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过报道!如在以色
列!红耳龟与里海拟水龟"?+)*%@0&2+&3#2+#产
生竞争"R43V4=M?46+"##C#%在南非!红耳龟已
经通过竞争占有了钢盔侧颈龟 "1%,(@%>)&+
&)N*)-+#在本地的生存范围 ")M\7MZZ=$D’&#%

在台湾的调查表明!红耳龟是所有河流中数量
第二多的龟类!其广泛的生态适应性和食性可

能会对台湾本土龟类造成影响 ",;M: "##B#&

较为深入的研究工作!来自法国和西班牙学者
分别在人工围栏和半自然条件下!对红耳龟与
当地龟类的研究& 在人工围栏内红耳龟不仅在
争夺当地土著种欧洲池龟"P@0&(*N#2),+*#&#的
食物和栖息场所方面占有显著优势!并且还干
扰欧洲池龟的繁殖行为& 在同一水池中欧洲池
龟体重下降’死亡率升高!而红耳龟的体重增
加!其成活率也没有变化 ",4W5M?46+"##%!
"##&#& 在半自然条件下红耳龟竞争晒背场所
和食物资源的能力!明显优于当地土著种,,,

地中海拟水龟 "?D,%3*(&+# "j*6*2,4̂54M?46+
"#$#!"#$$#& 此外!红耳龟在入侵地还会与其
他本土龟杂交!对当地生物多样性遗传结构造
成污染"PMM"##0#&

"# 世纪 ’# 年代红耳龟经香港引入我国内
陆"/;5M?46+"##’#!现已在我国 "" 个省市的
$#& 个地点都发现有野外分布!覆盖面积约 %##

万 a3" "刘 丹 等 "#$$ #& 中 华 条 颈 龟 "?D

&#$%$&#&#又名中华花龟!为我国本土龟类!分布
于江浙及华南地区& 该种原为我国南方的常见
龟种!但由于过度捕捉!数量已明显减少!现已
濒危"史海涛 "##&! "##’#& 在红耳龟的原产
地!采用无线电遥测的方法对湖泊生境中的
$B 只"C 雌!D 雄#成年红耳龟的家域范围进行
了 $B 个月的研究 " />;9749MZM?46+$DD## !但
在入侵区尚未进行红耳龟家域范围的研究&

而对中华条颈龟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形态
学’生理学和人工驯养繁殖等方面"潘志崇等
"##%!傅丽容等 "##C!邹叶茂等 "#$$ # !其野
外生 态 学 资 料 较 少!只 有 ,;M: 等 " $DD’!
$DDD#和 P9M等" "##’ #研究了台湾北部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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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华条颈龟的种群结构’食性和线家域&
为此!作者在"#$# ("#$" 年采用无线电遥测
的方法!在海南岛的万泉河琼海段对红耳龟
和本地种中华条颈龟的家域进行了研究!期
望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两种龟在研究区域的生
存状况!为制定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和法律
法规提供基础资料& 该研究的结果也可以为
其他淡水龟类的科学研究和保护管理提供方
法和理论方面的借鉴&

;<研究地区与方法

;=;<自然概况和龟捕捉标记方法!研究点
位于海南万泉河琼海段")$Dc$0d! 1$$#c"Cd%
图 $# !属热带季风岛屿型气候!年平均气温
"&n!最冷月为 $ 月!平均气温为 $’E0n%气
温最高月为 C 月!平均气温 "’E&n& 全年日
照长度达 " $B" ;!年总辐射量 $"0 aj4g>3" &
降雨 量 " ##0 33!蒸 发 量 $ $B$ 33& 每 年
0 月至 $# 月是降雨集中的季节!其降雨量占
全年的四分之三%$$ 月至翌年 & 月为旱季&

!!采用笼捕法"龚世平等 "##B#捕捉实验用
龟& 将捕获个体带回实验室!在背甲缘盾上刻
永久性标记!记录个体编号’性别和年龄&
;=><遥测设备及固定方法<本研究所用发射
器的型号为 RO2"N!由加拿大 K/P公司"K*6*;56
/=V?M3VP?W+!,4:4W4#生产!频率为 "$BE### (
"$BEDDD [K@!重量 B T!约占标记龟体重的
$F& 电池的设计寿命为 B ("& 个月& 将发射
器用环氧树脂和 1j固化剂按 $o$混合后的粘
贴剂粘贴在龟背甲的后半部肋盾上& 粘贴剂和
发射器的重量约为 &0 T!占龟体重的 0F (
’F!不会影响龟的正常活动"j5aMM?46+"##B#&

将携带发射器的龟于原捕获地释放!使用
YR-2$### 无 线 电 接 收 机’ 三 元 定 向 天 线
"U56W65XM[4?MZ546V! Q/I#对携带发射器的龟进
行定位!用[4TM664: YZ5?*: &##1lj/ 记录位点&
每天定位一次!定位时间在 B$## ("#$## 时均
匀分布!每次定位均将龟的位置精确到 $ 3p
$ 3范围内& 在进行无线电遥测定位一星期
后!正式开始记录携带无线电发射器的龟的遥
!!!

图 ;<研究点及研究物种代表个体的无线电跟踪位点示意图
$&(N;<!"#-,5%9 *3#* *’%3#0A.7*,&.’-./3*%&. 7.AA*3#%&’%&D&%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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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位点的数据&
;=?<家域估计及数据统计<计算每只携带无
线电发射器的龟的线家域!即遥测个体的所有定
位点中相距最远的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j69?*
M?46+$D’’#’运用最小凸多边形法 "35:5393
>*: M̂A]*6=T*:! [,j# 计算家域面积 "K4=:M
$D&D#& 所有计算均使用计算机软件 N5*?4V"E#4
"M>*6*T5>46V*X?\4ZMV*69?5*:VPP,#完成&

参照 I?\**W 等 ""##%#的方法!计算动物
家域的重叠度指数" *̂MZ64] 5:WMA!LO#!来量化
不同个体间家域的重叠程度& 重叠度指数的范
围在 # ($ 之间!数值越大表示重叠程度越高&
计算公式为$H5G-"M!’gC!# "M!’gC’#.

#E0!其
中!M!’为 !和 ’个体家域重叠部分的面积!C!
和 C’分别为 !和 ’个体的家域面积&

用单个样本 ‘*63*T*Z*̂2/35Z3*̂检验数据
的正态性!根据数据分布特征!采用两独立样本
[4::2U;5?:M=A?MV?比较红耳龟与中华条颈龟
的家域大小’两种龟家域的种内重叠度& 由于
中华条颈龟的样本量较小"%%! "& #!且其中
$ 只雄性个体为亚成体!而红耳龟的亚成体仅
有 " 只!因此只采用 O:WM]M:WM:?2/43]6MV9?MV?
比较红耳龟成年雌雄个体的家域大小& 描述性
统计用平均值 m标准误表示!显著水平设置为
!G#E#0& 所有数据处理均用计算机软件 /j//
$BE# 完成&

><结<果

"#$# 年 C 月至 "#$$ 年 & 月’"#$$ 年 ’ 月
至 "#$" 年 ’ 月分别对 "C 只"红耳龟 "#!中华
条颈龟 C#和 &’ 只"红耳龟 %D!中华条颈龟 D#
个体进行了遥测定位& 剔除掉那些因被渔民误
捕死亡和失踪的个体以及遥测定位时间不足
$ 个月的个体!本研究期间共获得 %" 只 "红耳
龟 "C!中华条颈龟 0#个体的 " #&% 个有效活动
位点"表 $#&
!!成年雌性红耳龟的家域面积为 "$$E%D m
&E#B# ;3""$ G$’!范围 #E%& (BBE0% ;3"#!显著
大于成年雄性个体的家域面积 -平均 "$E’% m
#E0&# ;3"!$ GC!范围 #E&# (&EC0 ;3" . "4G

!! 表 ;<遥测个体家域估计
!*+A#;<!"#".6#3*’(#./#*7"3*%&. 7.AA*3#%

&’%&D&%5*A-

编号
Y9Z?6M
)*+

性别
/MA

家域面积
K*3M
Z4:TM

" ;3" #

线家域
K*3M

Z4:TM6M:T?;
"3#

定位点数
)937MZ
*X

ZM26*>4?5*:V

生境
类型
K475?4?
?=]M

Y/1$% % "0E’C $ #&CE## D# $
Y/1"" % %BEC% ’CCE## D% $
Y/1"0 % $BE’% $ "&BE## $%’ $
Y/1"B & &EC0 B%&E## $%C $
Y/1"C % "E’0 &$BE## B$ "
Y/1"’ % BBE0% $ C%#E## CC $
Y/1%# % "E#’ %"’E## B# "
Y/1%" % CE&’ B’’E## ’C "
Y/1%& % "$E"’ $ %#CE## %C $
Y/1B& % ’E’D B$&E## &% $
Y/1B’ % $ED# &&CE## %0 "

Y/1C%! % $E%D %"$E## 0" "
Y/1’D % $E’% "B&E## 0D "
Y/1DB & $EC" &#0E## 0D "
Y/1D’ & #E&# $0%E## 0" "
Y/1$#" & $E%0 %"DE## %% "
Y/1$#C % #E%& ’CE## &% "
Y/1$$" % #E’# "’&E## %B "
Y/1$$0 & #EB$ "#"E## %" "
Y/1$&C & $ED& &$0E## $$# "

Y/1$C$! & $E#0 "0%E## $#$ "
Y/1$C" % #EDB "B0E## %& "
Y/1$D0 % $ECB &#’E## BC "
Y/1$D’ % "E"$ &C"E## %% "
Y/1"#$ % 0E$$ &"DE## CC "
Y/1"$D & "E#& &$#E## &C "
Y/1""# % $E&D %’DE## &’ "
[/ " % #E"D C&E## B" "
[/ & % &E#’ %0CE## B# "
[/ &B % "$E%D $ %B%E## &0 $
[/ C" & "E&B &%&E## ’$ "

[/ DD! & #E’’ "D"E## 0& "

!!Y/1$红耳龟![/$中华条颈龟%生境类型中$$+河流生境!

"+池塘生境%! 亚成体!其余为成体&

Y/1$9*+2"%@0&&2*#34+ %,%/+$&! [/$ ?+)*%@0&&#$%$&#&%

K475?4??=]M$ $+R5̂MZ;475?4?! "+j*:W ;475?4?% ! /9724W96?!

?;M*?;MZV4ZM4W96?+

"E%%&!>-G$’!1G#E#%"#%成年雌性个体的线
家域长度"B"CEBC m$#&E#"# 3!显著大于雄性
个体-"%B&E## mB#E#"# 3."4G"E$D0!>-G"%!
1G#E#%’#&

% 只成年雌性中华条颈龟的家域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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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D mBE0## ;3" "范围 #E"D ("$E%D ;3" #%
" 只成年雄性的家域面积为 "E&B 和 #E’’ ;3"%
因个体数太少""& ’%%#!故没有比较该物种
雌雄个体之间家域面积的差异&

两种龟的家域面积 ".Ge#E"%&!1G
#E’$0#和线家域长度".Ge#E%’D!1G#EBDC#
均无显著差异"表 "#&

表 ><红耳龟和中华条颈龟家域大小的描述性统计值
!*+A#><O#-73&C,&D#-,*,&-,&7-./".6#3*’(#-&2#./1#*’"(2$--’#0)/* (+(3*%-*’%4*,#(2$--0%(%-0

物种
/]M>5MV

样本量
/43]6MV5@M

家域面积

K*3MZ4:TM4ZM4" ;3" #
线家域

K*3MZ4:TM6M:T?; "3#

平均值 m标准误
[M4: m/1

范围 R4:TM
平均值 m标准误
[M4: m/1

范围 R4:TM

红耳龟 9*+2"%@0&&2*#34+ %,%/+$& "C ’E$0 m"E’% #E%& (BBE0% 0%&E#C mC&ED’ ’CE## ($ C%#E##

中华条颈龟 ?+)*%@0&&#$%$&#& 0 0E’" m%ED0 #E"D ("$ED% 0#&E## m"""EDB C&E## ($ %B%E##

!!红耳龟与中华条颈龟的家域在种内和种间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 红耳龟家域的种内重
叠度指数"#E"C m#E#"#显著大于中华条颈龟
家域的种内重叠度指数 " #E#’ m#E#B # ".G
e"E&$"!1G#E#$B#!红耳龟与中华条颈龟家
域的种间重叠度指数为 #E"# m#E#"&

?<讨<论

?=;<遥测个体家域大小及影响因子<在北美
原产地!红耳龟的活动区域通常包含数个不同
水体!红耳龟在连接这些水体的陆地频繁迁移
",4T6M$D&&#!其家域面积为 C&E"" ;3" " $ G
$B#!是蛇鳄龟"!"%,0>*+ &%*3%$4#$+#’黄斑水龟
"!,%@@0&/)44+4+ #’ 臭 动 胸 龟 " =4%*$(4"%*)&
(>(*+4)&#等 D 种淡水龟中最大的" />;9749MZM?
46+$DD##& 本研究中红耳龟很少迁移或只进
行 短 距 离 " 小 于 #E0 a3# 移 动! 其 家 域
"’E$0 ;3"!$ G"C#远远小于在北美原产地的
家域& 龟的移动在空间上存在种群内和种群外
两类!前一类移动主要是为了觅食’繁殖"寻找
配偶’求偶和产卵#’晒背和寻找隐蔽的适宜生
境%而种群外移动的主要原因是逃离不适宜的
栖息地!在不同栖息地间的季节性迁移!包括幼
体从巢址迁移到水域!寻找季节性的资源!前往
或返回越冬地!在繁殖季节雄龟寻找配偶和雌
龟筑巢等"l577*:VM?46+$DD#7#& 动物在空间
上的移动!除了必须要付出能量代价外!还有可
能在穿越陆地的过程中暴露于干燥或极端的温

度从而危及其生命!并且也存在潜在的被捕食
风险"l577*:VM?46+$DD#7#& 因此!任何移动
都不是随机的!要在利益与负面效益之间进行
权衡& 动物不会冒风险和浪费能量而去维持一
个更大的但对于其适合度的提高却没有更多净
收益的家域& 所以!在研究地丰富的食物资源’

稳定的栖息地结构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下!可能
红耳龟在一个相对较小的活动范围内就能够很
好的实现自身的生长和繁殖的需求&

本研究中雌性个体的家域面积和长度显著
大于雄性!这一结果与 />;9749MZ等"$DD##在
原产地对红耳龟家域的研究得到的结论相反&

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两个$$#雌雄两性繁殖
期活动范围存在差异%"#研究的两个种群性比
不同&

红耳龟在水中交配".4>aV*: M?46+$DC"#!

但雌龟必须在陆地上产卵& 这导致雌性个体全
年的活动区域必须包括一部分陆地!而雄性个
体则可以不到陆地活动& 本研究的结果证实!

遥测的雄龟只在水中活动!而雌龟在筑巢季节
会拥有一部分的陆地活动范围!扩大了它们家
域的面积&

本研究的红耳龟种群的雌雄比为 %E0o$!

雌性个体的数量远多于雄性& 因此!繁殖季节
中雄性红耳龟并不需要做长距离的移动即可轻
易找到配偶!其家域面积小于雌性& 在性比同
样偏雌的黄斑水龟"!,%@@0&/)44+4+#种群的研
究中!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1Z:V?$DBC #& 而北



(%%B!!( 动物学杂志 !"#$%&%’()*$+,(-.((,(/0 &’ 卷

美原产地红耳龟种群的雌雄比为 #E0o$!偏向
雄性"l577*:V$DD##& 雄性个体必须要扩大活
动范围!才能找到配偶!其家域明显超过雌性
"/>;9749MZM?46+$DD##&
?=><不同个体间的家域重叠度<红耳龟和中
华条颈龟的家域面积及线家域长度没有差别!
但是红耳龟个体的家域之间存在较大的重叠!
而中华条颈龟个体间的家域重叠度相对较低&
这一现象提示!红耳龟非常适应高密度的聚群
生活!红耳龟在原产地河流中种群密度最高可
达 $ ### 只g;3""l577*:VM?46+$DD#4#%而中华
条颈龟则表现出较明显的分散分布的特点& 因
此!在相同的空间内红耳龟种群的数量要高于
中华条颈龟!中华条颈龟种群的增长可能需要
更大的空间&

红耳龟与中华条颈龟的家域存在一定程度
的重叠!这意味着二者之间可能会产生种间竞
争!如利用性竞争和干扰性竞争& 红耳龟的数
量优势会损耗或占据大量的有限资源!如食物’
晒背场所等"利用性竞争#%也可能会攻击本地
种中华条颈龟!干扰其正常的求偶活动 "干扰
性竞争#%甚至与之交配产生杂交个体"史海涛
等 "##D #!影响其自然繁衍!导致种群数量
下降&

自然条件下实际可利用的理想栖息空间是
有限的& 与红耳龟相比!中华条颈龟属于弱势
群体& 随着红耳龟这一优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
加!弱势群体的中华条颈龟可能因得不到足够
的空间资源而降低适合度!逐渐被排斥出适宜
的栖息地& 尽管目前缺乏两个种的食性’微生
境利用’繁殖习性等方面的研究!但本研究的结
果提示!外来种红耳龟可能对本地种中华条颈
龟的生存构成潜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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