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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大鲵（Andrias davidianus）是世界上最大的两栖动物，曾在中国广泛分布。前期的 3 项分子

遗传学研究表明：黄山的中国大鲵种群存在独特的遗传分化，是一个未被描述的物种。这 3 项研究中

的分子数据均基于本文通讯作者 1995 年之前采自中国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的原生大鲵标本。本文基于

形态学比较，将 1995 年以前本文通讯作者在祁门县采集的 11 个大鲵标本描述为大鲵属一新种：祁门大

鲵（Andrias cheni sp. nov.）。我们测量了 11 个标本的 25 个形态特征，并与大鲵属的其他物种进行比较。

祁门大鲵与大鲵属其他物种可通过以下特征进行区分：（1）头躯扁平，头长略大于头宽，头宽/头长

（HW/HL）比为 0.80 ~ 0.98；（2）头部和下颌相对光滑，有不规则排列的小结节；（3）颈部侧褶与体

褶不连续；（4）第三指比第一指长，指式Ⅰ< Ⅳ < Ⅲ < Ⅱ；（5）四肢粗而短，后肢比前肢长，前肢

长/后肢长（FLL/PLL）比为 0.78 ~ 0.96；（6）尾部肌肉发达，基部粗大，后部和上部逐渐变平，尾长约

为总长度的 1/3。经形态比较，本研究将祁门大鲵描述为新种，大鲵属物种增加到 5 个。本文提供了相

对完备的形态数据，可为后续大鲵野生谱系的资源保护、人工种群遗传管理和增殖放流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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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he Chinese Giant Salamanders, the largest amphibian in the world, wear once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Previous three molecular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Huangshan population of Chinese Giant 

Salamander has unique differentiation, and is an undescribed species. The molecular data of the three 

molecular studies were based on the indigenous Chinese Giant Salamander specimens collec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from Qimen County, Huangshan City, Anhui Province, China before 1995. In the 

present study, based on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 describe 11 specimens collec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before 1995 in Qimen County as a new species: Andrias cheni sp. nov. [Methods] The 

25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11 specimens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species 

of the genus Andrias. [Results] The new species distinguished by a combination of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1) the head and torso are flat, head slightly longer than wide, and the HW/HL ratio was 0.80 to 0.98 (Table 1); 

(2) head and lower jaw relatively smooth, with small tubercles arranged irregularly; (3) lateral neck fold 

discontinuous with body fold at forelimb insertion; (4) finger Ⅲ longer than finger I, finger lengths formula 

Ⅰ < Ⅳ < Ⅲ <Ⅱ; (5) limbs are thick and short, and the hind limbs are longer than the fore limbs, and the 

FLL/PLL ratio was 0.78﹣0.96; (6) the tail is muscular, thick at base, gradually flattening posteriorly, and 

distally, the tail length is about 1/3 of the total length. [Conclusion] In the present study, morphological 

comparisons were used to describe the Qimen Giant Salamander as a new species, then the number of the 

species in the genus Andrias was increased to five. This study provided relatively complete morphological 

data, which coul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s of wild lineages, genetic management of 

artificial populations, and artificial breeding and releasing. 

Key words: Andrias cheni sp. nov.; Huangshan; Finger lengths formula 

中国大鲵（Andrias davidianus）是中国特

有的、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最大体长

近 2 m（刘国钧 1989，Wang et al. 2004），历

史上曾广泛分布于长江、黄河和珠江流域

（Blanchard 1871，章克家等 2002，Wang et al. 

2004，雒林通等 2011，Liang et al. 2019，Shu 

et al. 2021）。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鲵

被大量捕获，野生种群数量迅速减少（程玉龙

等 2015，许竟成等 2018，Shu et al. 2021）。在

过去的 20 余年，各地大鲵人工养殖迅速发展，

人工种群数量剧增。但由于缺少遗传管理，来

自不同地区的大鲵相互杂交，导致人工种群基

因混杂。有超过 28 万尾基因型不清楚的养殖场

大鲵个体被增殖放流到野外（Yan et al. 2018，

Lu et al. 2020，Shu et al. 2021，蒋万胜等 

2022）。 

由于大鲵属物种在形态上高度保守，很长

一段时间大鲵属仅记录有两个物种：中国大鲵

和日本大鲵（A. japonicus），且中国大鲵过去一

直被认为是一个物种（费梁等 2006，2012）。

但基于分子研究，Murphy 等（2000）首次在遗

传学水平发现中国大鲵黄山种群存在独特的分

化；Yan 等（2018）发现，中国大鲵至少存在

5 个种，黄山产大鲵自呈单系，其文中的 E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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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代表黄山产大鲵的单倍型，样本来自本研究

中描述的个体；Turvey 等（2019）恢复了华南

大鲵（A. sligoi）的有效性并认为黄山产大鲵是

一个未被描述的物种。上述三项研究中的黄山

产大鲵的分子数据均基于本文通讯作者 1995

年之前采自中国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的原生大

鲵标本。Chai 等（2022）根据形态学特征和分

子数据将 Yan 等（2018）文中的 U2 分支所代

表的类群描述为大鲵属一新种——江西大鲵

（A. jiangxiensis）。 

基于形态学比较，将本文通讯作者 1995

年以前在黄山祁门县采集的 11个野生型大鲵

标本（后期以福尔马林浸泡）描述为大鲵属一

新种——祁门大鲵（Andrias cheni sp. nov.），

并提供该物种详细外部形态特征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所有标本在 10%福尔马林液中固定，随后

转移到 70%乙醇中，保存在黄山诺尔生物多样

性研究所，现移至安徽师范大学标本馆。测量

标准和形态描述主要依据费梁等（2009，2012）

和 Chai 等（2022）。包括全长、头体长、头长、

头宽、眼径、吻长、眼间距、鼻孔直径、鼻间

距、眼鼻距、眼唇距、前肢长、后肢长、尾长、

尾高、腋至跨距；第一指长、第二指长、第三

指长、第四指长、第一趾长、第二趾长、第三

趾长、第四趾长、第五趾长（黄松等 2000）。

全长、头体长、尾长和腋至跨距用卷尺（精确

到 1 mm）测量，其余所有测量都是用游标卡

尺（德国美纳特不锈钢数显卡尺，0 ~ 150 mm），

精确到 0.1 mm。 

2  结果 

2.1  新种描述 

祁门大鲵，新种 Andrias cheni sp. nov. XU 

Jing-Cheng, GONG Yan-An, LI Jia-Qi, JIANG 

Yong-Qiang, HUANG Ru-Yi and HUANG Song

（图 1）。 
 

 
 

图 1  祁门大鲵（Andrias cheni sp. nov.）模式标本（采集号 HSA18037，馆藏号 ANU20230001） 

Fig. 1  Holotype of Andrias cheni sp. nov. (collection number HSA18037, voucher number ANU20230001) 

身体背面（a）、侧面（b）和腹面（c）；头背面（d）和腹面（e）；左手（f）和左脚（g）腹面。 

Dorsal (a), lateral (b), and ventral (c) views of the body; Dorsal (d) and ventral (e) views of the head; Ventral views of the left hand (f) and left 

foot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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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新种的种加词“cheni”源自安徽师

范大学资深教授、《安徽两栖爬行动物志》作

者、被誉为“扬子鳄之父”的陈壁辉先生的姓

氏，以此纪念陈壁辉教授对安徽省两栖爬行动

物学研究做出的突出贡献。 

正模标本：采集号 HSA18037，馆藏号

ANU20230001，雄性（图 1）。1994 年采集于

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凫峰镇。 

副模标本：2 雌和 1 雄，7 幼体，采集号

HSA18038 、 HSA18040 ~ HSA18043 、

HSA18046 ~ HSA18050，馆藏号 ANU20230002 

~ ANU20230011。1989 年至 1995 年与正模在

同一地区采集。正模与副模标本均保存于安徽

师范大学标本馆。 

鉴别特征：（1）头躯扁平，头长（HL）略

大于头宽（HW），头宽/头长（HW/HL）比为

0.80 ~ 0.98（表 1）；（2）头部和下颌相对光滑，

有不规则排列的小结节；（3）颈部侧褶与体褶

不连续；（4）第三指比第一指长，指式 I < IV < 

III < II；（5）四肢粗而短，后肢（PLL）比前

肢（FLL）长，前肢长/后肢长（FLL/PLL）比

为 0.78 ~ 0.96；（6）尾部肌肉发达，基部粗大，

后部和上部逐渐变平，尾长约为总长度的 1/3。 

正模描述：采集号 HSA18037，馆藏号

ANU20230001，成年雄性（头体长 SVL 515 

mm，尾长 TAL 276 mm，表 1）；身体表面光滑

湿润；头长略大于头宽（HW/HL 比值 0.96），

头部和下颌相对光滑，有不规则排列的小结

节；外鼻孔小，近吻端；下颌肌肉发达，明显

从鼻部变宽；眼鼻距（END）38.6 mm；眼睛

小，背侧位，圆形，眼径（EL）5.0 mm，生活

状态时突出，缺乏眼睑，相距甚远，鼻间距与

眼间距之比（IND/IOS）为 36.5%，眼径与眼唇

距之比（ED/SOD）为 43.9%；身体粗壮，腋至

跨距与全长之比（AXD/TOL）为 28.8%；颈部

侧褶与体褶不连续；四肢短而强壮有明显的皮

褶；后肢略长于前肢，前肢后肢长之比

（FLL/PLL）为 87%；指、趾尖圆形（图 1f，g）；

前肢四指，无蹼，第二指最长，指式Ⅰ< Ⅳ < 

Ⅲ  <Ⅱ；后肢五趾，第三趾最长，趾式Ⅰ< 

Ⅴ < Ⅱ< Ⅳ < Ⅲ，第三、四、五趾外侧有缘膜；

尾部肌肉发达，基部粗大，后部逐渐变平，尾

长约为总长度的 1/3；在保存剂（福尔马林）

中（图 1），颜色褪去，背部和腹部褪色为灰褐

色，黑色斑块和斑点模糊不清；由于部分表皮

脱落，头部为灰色和深褐色；手指和脚趾尖的

角质表皮为褐色。 

分布和自然历史：新种的野生种群分布在

中国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祁门大鲵主要生活

在海拔 200 ~ 1 000 m 的溪流中，成年祁门大鲵

常栖息于洞穴中。其食性很广，主要吃螃蟹、

青蛙、鱼、虾和水生昆虫（Wang et al. 2004，

许竟成等 2018）。产卵期为 8 月和 9 月，产卵

高峰期为 9 月。 

2.2  同属物种形态差异 

大鲵属已辖 4 种，祁门大鲵 Andrias cheni 

sp. nov.与这4个同属物种之间的形态比较结果

如下。 

与日本大鲵比较：祁门大鲵头部相对光滑，

有不规则排列的单个小结节。日本大鲵头部具

密集、规则排列的成对的结节。 

考虑到目前没有一个种群在基因上被确定 

为纯种的中国大鲵和华南大鲵，且养殖场饲养

的个体表现出遗传污染（Yan et al. 2018，Chai 

et al. 2022），为避免混淆，以下形态学比较仅

局限于模式标本。 

与中国大鲵（模式标本 MNHN-RA- 

0.7613 ， 图 片 发 布 于 http://coldb.mnhn.fr/ 

catalognumber/mnhn/ra/0.7613）比较：祁门大

鲵头部和下颌较光滑，有小的、不规则排列的

单个小结节。中国大鲵头部和下颌粗糙，有明

显规则排列的小结节。 

与 华 南 大 鲵 （ 模 式 标 本 BMNH 

1945.11.7.1，图片见 Turvey et al. 2019）比较：

祁门大鲵鼻和眼周围光滑；华南大鲵鼻和眼周

围有许多明显的结节。祁门大鲵第三指明显比

第一指长，华南大鲵第三指与第一指等长。 

与江西大鲵（模式标本：KIZ 037731，   



5 期 龚宴安等：中国安徽省祁门县大鲵属一新种（两栖纲：隐鳃鲵科） ·655· 

 

  

 
 
 
 



·656·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58 卷 

 

 

Chai et al. 2022）比较：祁门大鲵指式为Ⅱ>

Ⅲ > Ⅳ >Ⅰ，江西大鲵指式为Ⅱ> Ⅲ > Ⅰ> Ⅳ。 

3  讨论 

本研究描述新种祁门大鲵，使得大鲵属物

种增加到 5 个。本文提供了相对完备的形态数

据，可为后续不同谱系大鲵野生种群的资源保

护、人工种群的遗传管理和增殖放流等提供

参 考。 

中国大鲵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2021）附录Ⅰ。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Liang et al. 2004）、江建平等（2016，2021）

将中国大鲵列为极度濒危物种。中国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2021）将中国大鲵列为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本文建议应给予祁门大鲵与

中国大鲵相同的关注和保护级别。 

在黄山，大鲵因其“丑陋”的外表被当地

人视为不祥之物。1937 年石国柱纂《歙县志》

中记载“鲵鱼，……，土人不知烹法，又以其

状甚怪，偶获之，辄弃之”（程炳功 1998）。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黄山当地的大鲵种群。

然而，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大鲵被恶意炒作，

黑市价格飞涨，因而被大量捕获，野外种群极

度濒危。但是，全国各地大鲵养殖场的人工种

群却数量惊人，估计超过百万尾。因为没有注

意遗传管理，人工种群基因混杂和遗传污染现

象严重。 

目前，黄山市的一些养殖场仍然保有活体

纯种祁门大鲵。这些野生型个体对于恢复祁门

大鲵的野生种群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得到足够

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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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玉门发现棕斑鸠 

Laughing Dove Streptopelia senegalensis Found in  

Yumen, Gansu 

2020 年 6 月 16 日，在甘肃玉门新市区北部黄花营

村附近（40°28′02″ N，97°06′32″ E，海拔 1 385 m）发现

2 只粉褐色斑鸠（图 1）。观察到的斑鸠整个头部和颈部为

粉褐色，头顶和前额较暗；前颈两侧有黑色斑点状的斑纹。

背、肩、内侧翅上小覆羽和中覆羽、最内侧次级飞羽以及

腰、尾上覆羽和中央尾羽褐色。外侧尾羽羽端白，具独特

的蓝灰色翼斑。虹膜褐色，嘴灰色，脚粉红。同域有灰斑

鸠（Streptopelia decaocto）、喜鹊（Pica pica）等常见留鸟

活动。粉褐色斑鸠的体型较灰斑鸠略小，头颈羽毛粉色而

非灰色；前颈褐色而有黑色斑点，背、腰、肩、翅上小覆

羽为土褐色，虹膜、眼睑均为褐色。而灰斑鸠后颈部有一

道黑色领环，背、腰、肩和翅上小覆羽均为淡葡萄色，虹

膜、眼睑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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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甘肃玉门拍摄到的棕斑鸠 

Fig. 1  Streptopelia senegalensis  

(Photo at Yumen, Gans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