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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 月 + 日!在安徽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一个有尾两栖类繁殖群!并采集到该物种

成年标本 $ 例!同时发现卵带 $) 个& 经鉴定为安吉小鲵"M0$(:#)&+4O#%$&#&#!属安徽省两栖动物新纪

录& 标本现保存于安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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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C&+D
&(r0*$$’C+%D%’r0!%#C#%D%&r-*%#C#(D&#r-#
位于安徽省东南部绩溪县和歙县交界处!东
与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壤!区内
群峰林立!沟壑纵横!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倾
斜!最高峰清凉峰海拔 $ )’)K& 3!为天目山
系主峰& 保护区总面积 ) ’$$K" >3" & 清凉峰
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比较完整!野生植物资
源丰富且集中!属典型的中亚热带以常绿阔
叶林为主的森林生态类型& 区内亚热带湿润
季风气候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丰富的
植物资源!为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良
好的生态环境&

安吉小鲵"M0$(:#)&+4O#%$&#&#为我国特有
种!属世界性濒危物种!自被发现以来就一直是

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物种!也是国家林业局 "#$&
年珍稀濒危物种野外救护与繁育项目申报指南
中重点支持的面临灭绝风险’受到较大威胁’国
内外关注或保护压力大的 ") 种极小种群野生
动物之一!是惟一入选的两栖动物& 安吉小鲵
在安徽清凉峰国家级保护区的发现!是本物种
基础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发现!为该物种的保护
提供了新的基地&



& 期 李永民等$安徽发现安吉小鲵 (+")!!(

?@物种鉴定

"#$% 年 % 月 + 日!在安徽清凉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海拔 $ &+# 3处的沼泽地发现一个有
尾两栖类物种繁殖群!并采获到该物种成体标
本 $ 例& 根据+中国两栖动物检索及图解, "费
梁等 "##+ #’ +中国动物志$ 两栖纲 "上卷#,
"费梁等 "##,#等鉴定!经形态学特征比较!该
物种为小鲵科 "PZ:.X55A4@#小鲵属 "M0$(:#)&#
安吉小鲵!为安徽省两栖动物新纪录 "陈壁辉
$(($! 费梁等 "##,#&

我们取一个卵泡样品进行分子生物学鉴
定!采用通用引物 E$#($ " +D1RRRhSIIIR
SSRIRSRhhhhRhSRS1%D# 和 P$&)’ " +D1
IRIIISIRhIIIhIISISIS1%D#对其 $"2
Ŵ-R基因片段进行扩增’测序!得到 %(# XO 的
序列!经比对!序列与已知的安吉小鲵线粒体全
基因组"序列号 jQ%%%’#’#中 $"2 Ŵ-R序列
相似性为 $##L!由此支持了形态学鉴定结果&

B@形态特征

所采集的安吉小鲵全长 $+)K" 33!头长
"$K+ 33!头体长 ’)K# 33!头宽 $,K’ 33!吻长
,K# 33!眼径 &K# 33!眼间距 ,K( 33!尾长
)#K" 33!尾高 $#K# 33!尾宽 ’K$ 33!躯干长
,+K# 33!前肢长 "’K+ 33!后肢长 %#K# 33!腋
至胯距 &+K# 33& 体重 $(K$’ ;&

体粗壮!呈圆柱状!体表皮肤光滑!活体背
面暗褐色!腹面灰褐色!体表无任何色斑& 头平
扁!头长略大于头宽%吻宽圆!鼻孔近吻端!鼻间
距小于眼间距%眼径小于眼间距!瞳孔圆形%无
唇褶!颈褶明显%上下颌具细齿%梨骨齿列呈
.o/形& 舌长椭圆形!粘附于口腔底部& 躯干
粗壮而略扁!背中央脊线明显下凹形成一条脊
沟!腹部略平扁!泄殖腔孔纵裂%体侧肋沟
$$ 条& 前肢 & 指!指序 "1%1&1$!后肢 + 趾!趾序
%1&1"1+1$%指趾无角质鞘!指’趾间均无蹼!前后
肢贴体相向指趾超越 " *% 肋沟& 尾侧扁!尾鳍
褶明显!尾末端钝圆&

根据体长及其具有的第二性征即肛孔前缘

中央有一小乳突!判断其为成年雄性个体&

C@生境描述

该小鲵繁殖群分布于安徽清凉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高山草甸带!海拔 $ &+# 3!面积
,K) >3"!与之相连的上游有一片泥炭藓草本沼
泽!面积 $K& >3"& 沼泽地密布苔草’苔藓’间
杂成丛的五节芒"D#&8+$3")&-,(*#5),)#!溪沟边
分布 着 黄 花 菜 " M%4%*(8+,,#&8#3*#$+ #’ 地 榆
" C+5#= &+$/)#&(*:+%#’ 庐 山 藨 草 " E8#*2)&
,)&"+$%$&#&#等& 周围群山环绕!山上生长着黄
山松林!山脚分布着成片落叶林!以湖北海棠
"D+,)&")2%"%$&#&#’白檀"E042,(8(&2+$#8),+3+#
等为主& 在沼泽地分布着一些浸水性静水坑!
水坑面积 $ *" 3"!水深 &# *+# B3!水下淤泥
深度达到 +# *’# B3!水坑系天然形成!形状不
规则!安吉小鲵在繁殖季节便生活于这些小水
坑中!雌鲵在产卵后就迅速离开产卵地!躲入泥
炭苔藓之下!雄鲵有护卵的习性& 从下游往上
游共发现 , 个坑有卵袋分布!共 $) 条!其中
$ 号坑 % 个卵袋成一团!另有 " 个游离卵袋%
" 号坑 % 个卵袋成一团%% 号坑 $ 个单独的卵
袋%& 号坑 % 个卵袋成一团%+ 号坑 $ 个单独的
卵袋%, 号坑 & 个游离的卵袋& 卵袋产于静水
坑中!在流水沟中未有发现& 据安徽清凉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的观察!安吉小鲵幼
体有同种相残现象!表现为相互撕咬甚至是吞
食同类!这可能也是该物种极度濒危的原因
之一&

D@讨@论

安吉小鲵是 $((# 年在浙江省安吉县龙王
山自然保护区海拔 $ %## 3处高山泥炭沼泽地
发现并命名的物种"顾辉清 $(("#!是中国特有
珍稀物种& 成体数量约为 %## 只左右"顾辉清
等 $(((#!因为该物种数量稀少!分布范围十分
狭窄! 故 而 被 JTh- 红 色 名 录 列 为 极 危
"BW595B466Z@:A4:;@W@A! ĥ #等级!同时被+中国
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我国 "( 种
濒危两栖动物之一 "赵尔宓 $((’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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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傅萃长等""##%#在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海拔 $ )## 3处见到了安吉小鲵的另
一种群&

此次!在安徽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
集到的安吉小鲵是安徽省的首次记录& 新分布
点的发现有助于该物种的保护和繁育&

鉴于该物种的极度濒危状况!建议加强现
有分布区栖息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对安吉小
鲵的繁殖生态进行更为详细的野外调查和实验
研究!从而为该物种的繁殖生态学研究提供较
为详实的基础性资料!也为人工繁殖以及进一
步从分子生物学水平进行研究奠定基础!为制
定切实可行的保护对策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封面动物!安吉小鲵!由李永民 "#$% 年 % 月 +
日摄于安徽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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