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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县两栖动物多样性及海拔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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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拔梯度综合了温度、降水等气候因子，是影响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的重要环境因子，两栖动物多样性及其海拔分布格局

一直是生物地理学和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为了全面掌握云南澜沧县两栖动物多样性现状及海拔分布格局，在调查并掌握

澜沧县两栖动物多样性本底数据的基础上，根据地形地貌和生境的不同，在澜沧县 ９９ 个 １０ｋｍ×１０ｋｍ 有效网格中按照分层抽样

的方法选取 ４５ 个网格，每个网格设置 ３—５ 条样线，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开展野外调查。 调查共发现两栖动物 １８４２ 只，隶属于 ２ 目

９ 科 ３０ 属 ６０ 种，以树蛙科为主，占两栖动物物种总数的 ２８．３％，其中云南纤树蛙（Ｇｒａｃｉｘａｌ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为新种，清迈泽陆蛙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ｑｉｎｇｍａｉｅｎｓｉｓ）为中国新纪录种；调查到中国特有种有 １５ 种，三有保护动物有 ２５ 种，受威胁物种有 １９ 种，其中极危物

种 １ 种，濒危物种 ４ 种，易危物种 １４ 种；澜沧县两栖动物在海拔 ６００—２４００ｍ 范围内均有分布，其中，在海拔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ｍ 之间

的范围内调查到的两栖动物物种数目和多度均较高，其次是在海拔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ｍ 和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ｍ 范围内；本次调查记录到的

两栖动物物种数是历史记录物种数的 ３ 倍，属数比历史记录多了 １ 倍，铃蟾科为新记录科；丰富度较高的网格尤其是丰富度在

２０ 以上的网格均处于中高海拔，海拔相对较低和较高的网格丰富度相对较低；两栖动物多样性科、属、种的丰富度在海拔梯度

上分布格局不太一致，种丰富度的海拔分布格局大体呈双峰型，是由包括平均降水量、平均温度和植被覆盖指数等环境因子的

综合作用，各因子与物种丰富度相关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平均降水量＞平均海拔＝平均温度＞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样线

距离水域的平均距离＞植被类型数量。 研究摸清了澜沧县两栖动物的多样性状况，分析了两栖动物多样性海拔分布格局，为澜

沧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基础数据。
关键词：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海拔分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Ｕ Ｇａｏｈｕｉ１，２， ＲＡＯ Ｄｉｎｇｑｉ３， ＳＨＩ Ｎａｎａ１， ＦＵ Ｇａｎｇ１， ＧＡＯ Ｘｉａｏｑｉ１， ＸＩＡＯ Ｎｅｎｇｗｅｎ１，∗

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Ｂｉｎｈａｉ），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４５０， Ｃｈｉｎａ

３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ｚｏ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２０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ｓ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ｄａｔａ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４５ ｓｕｒｖｅｙ ｇｒｉｄ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９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ｒｉｄｓ （１０ｋｍ×１０ｋｍ）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３—５ ｓｕｒｖｅｙ ｌｉｎ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ｔ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ｉｄ．

Ｔｏｔａｌｌｙ， １８４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６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３０ ｇｅｎｅｒａ， ９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２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ｉｄａｅ ｉ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２８．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ｃｉｘａｌ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ｉｓ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ｑｉｎｇｍａｉｅｎｓｉｓ ｉｓ ａ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１５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２５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ｏ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ｗｉｌｄ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１９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ｏｎ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４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１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ｏｆ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６００—２４００ｍ．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ｍ．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ｍ ａｎｄ １２００—

１４００ｍ．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ａｓ ｔｒｉｐｌ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 ｗａｓ ｄｏｕｂ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ｉｄａｅ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Ｇｒｉｄ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ｂｏｖｅ ２０， ａｒｅ ａｔ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Ｇｒｉ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ｒｅ ａ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ｇｅｎｕ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ｂｉｍｏｄ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ｃ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 ＞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ａｓｉｃ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两栖动物作为从水生到陆生过渡的脊椎动物，具有水生脊椎动物和陆生脊椎动物的双重特性，是研究水

生到陆生演化的典型对象及关键代表，在食物链和生态系统中处于重要的中间地位，是环境健康的重要指示

类群［１］。 两栖动物特有的敏感性、运动能力不足、对水环境的依赖性、对高温、极寒和高盐耐受范围窄，受环

境污染影响严重等特点，导致两栖动物分布通常局限于较小的空间范围，沿着海拔、山系、地形地貌等形成独

有的区系特点和分布格局。 中国地域辽阔、景观多样、生境复杂、物种丰富，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在我国西南地

区表现的尤为突出，然而根据 ２０１６ 年我国两栖动物红色名录的评估结果：我国两栖动物有 １ 种灭绝，１ 种区

域灭绝，受威胁的两栖动物共计 １７６ 种，占评估物种总数（４０８ 种）的 ４３．１％，其中云南省受威胁物种数占其全

省两栖动物物种总数的 ３７％，位居全国第三［２］。 此外，研究发现，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两栖动物种群已出现明

显下降［３—４］。
随着国际社会对全球生物多样性衰退与保护问题的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成为近代生态

学、生物地理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的热点问题［５］。 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指特定区域中物种多样性在

空间梯度的分布状态［６—８］，如纬度、经度和垂直梯度（包括水深）。 海拔梯度综合了温度、降水等气候因子［９］，
是研究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的重要对象，因而倍受生态学家的重视。 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和沿海拔环境梯度

的分布格局及其成因机制一直是生物地理学和生态学讨论的重要议题［１０］。
澜沧县为云南省面积第二大县份，地处云南南部，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丰富，优越的

地理环境条件，对研究两栖动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然以往两栖动物调查不足，文献资料也较少，
本底状况不清，因此，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开展了云南省澜沧县两栖动物本底调查与评估工作，全面系统地掌握了

该县的两栖动物多样性本底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两栖动物多样性及海拔分布特点，结果将为澜沧县

两栖动物的保护提供基础数据。

４９５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澜沧县位于云南西南部，澜沧江以西，北纬 ２２°０１′—２３°１６′、东经 ９９°２９′—１００°３５′之间，县境东西最大横

距 １１０ｋｍ，南北最大纵距 １３０ｋｍ，总面积 ８８０７ｋｍ２，为云南省县域面积第二大县，山区、半山区占 ９８．８％。 澜沧

县地处横断山系（山脉）纵谷区南段、怒山山地余脉临沧大雪山的南支，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五山六水纵横交

错，主要山脉有公明、孔明、帕令、芒黎和扎发谷 ５ 座，山峰绵延纵横，仅海拔 ２０００ｍ 以上山峰就有 １５０ 多座，最
高海拔 ２５１６ｍ（新城乡麻栗黑山），最低海拔 ５６６ｍ（糯扎渡乡勐矿），海拔高差悬殊。 澜沧县地处北回归线以

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干雨季分明，垂直气候明显，平均气温 １９． １℃，年降雨量

１６２４．０ｍｍ，水系丰富，较大的黑河、南朗河、芒帕河、上允河等，均属澜沧江水系。 县境内森林群落结构复杂、
动植物物种丰富、生态系统比较稳定，是云南省生物多样性程度较高区域之一，具有重要科研价值。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整理

澜沧县历史上从未进行过两栖动物多样性的系统调查，仅能从文献、书籍中查找一些零星记录，包括《云
南两栖类志》 ［１１］、《横断山地区两栖爬行动物》 ［１２］、《云南两栖爬行动物》 ［１３］、《中国动物志：两栖纲 上、中、下
卷》 ［１４—１６］、《中国两栖类及分布彩色图鉴》 ［１７］等专著，以及杨大同等［１８］、蒋志刚等［１９］等文献资料和考察报告。
１．２．２　 野外调查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采用分层系统抽样法对澜沧县进行全面的两栖动物调查。 根据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网格

设置的要求（《县域两栖类和爬行类多样性调查与评估技术规定》），将澜沧县县域 ９９ 个 １０ｋｍ×１０ｋｍ 有效网

格，按照分层抽样的方法和要求，分成上左、上右、下左、下右 ４ 个板块，各版块按照 １：３ 的比例随机抽取调查

网格，共抽取 ３３ 个，此外，考虑县域地形地貌复杂、环境类型多样以及小生境众多、海拔变化大等因素，增加了

１２ 个，共计调查网格 ４５ 个。 在网格中采用样线法进行调查，每个网格选择 ３—５ 条样线，尽量涵盖不同的生

境、海拔段等，每条样线长约 １０００ｍ，宽约 １０ｍ。 由于两栖动物昼伏夜出的习性，样线调查分为昼夜两次调查，
调查人员以 ３ 人为一组，每组调查人员以 ２—３ｋｍ ／ ｈ 的速度沿途进行观察，白天查看地形、观察蝌蚪、记录样

线的起点和终点坐标、海拔、调查区域的生境类型等，夜间通过鸣声、观测、物种采集等记录物种的种类、数量、
位点等。
１．２．３　 数据分析

（１） 多样性指数

两栖爬行动物物种多样性的测度分别采用 γ 多样性和 β 多样性。 γ 多样性采用物种丰富度即每个海拔

段物种的数目表示［２０］；β 多样性采用 Ｃｏｄｙ 指数［２１］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βｒ ＝［ｇ（Ｈ）＋ｌ（Ｈ）］ ／ ２

式中，βｒ为 Ｃｏｄｙ 指数，ｇ（Ｈ）为沿海拔梯度 Ｈ 增加的物种数，ｌ（Ｈ）为沿海拔梯度 Ｈ 减少的物种数。 在本研究

中，ｇ（Ｈ）为物种分布上限落在该海拔段的物种数，即在该海拔段到达分布上限的物种数，而 ｌ（Ｈ）则为物种下

限落在该海拔段的物种数，即在该海拔到达分布下限的物种数。
（２） 物种多样性垂直分布格局

澜沧县域内从 ６００ｍ 到 ２４００ｍ 的海拔段均有两栖动物分布，所以我们将研究区域按照 ２００ｍ 的海拔间隔

划分成 ９ 个海拔段（带）（６００—８００ｍ、８００—１０００ｍ、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ｍ、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ｍ、１４００—１６００ｍ、１６００—１８００ｍ、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ｍ、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ｍ、２２００—２４００ｍ，上限值归于后一海拔段）。 通过曲线回归分析拟合澜沧县两栖动

物多样性海拔梯度格局变化模型，以确定澜沧县两栖动物多样性沿海拔的空间分布格局。 并运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

关性分析平均海拔、平均温度、平均降水量、植被类型数量、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样线距离水域的平

均距离等因素对澜沧县两栖动物多样性分布的影响。

５９５２　 ７ 期 　 　 　 刘高慧　 等：澜沧县两栖动物多样性及海拔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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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物种组成

通过对澜沧县两栖动物进行全面调查，记录到两栖动物 １８４２ 只，隶属于 ２ 目 ９ 科 ３０ 属 ６０ 种，其中，有尾

目有 １ 科 ２ 属 ２ 种，无尾目有 ８ 科 ２８ 属 ５８ 种。 树蛙科为属种最多的科，分别有 ８ 属 １７ 种，其次是叉舌蛙科，
有 ６ 属 １０ 种，铃蟾科、蟾蜍科和雨蛙科均为单属单科。 种数最多的属为角蟾属，有 ７ 种，其次是姬蛙属，有 ５
种，有 １４ 个属均为单种属。 另外，调查还发现 １ 新种，为云南纤树蛙（Ｇｒａｃｉｘａｌ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２２］，１ 种中国新

纪录种，为清迈泽陆蛙（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ｑｉｎｇｍａｉｅｎｓｉｓ）。 调查结果见附表 １。
本次调查到的所有物种中，中国特有种有 １５ 种，三有保护动物（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

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有 ２５ 种，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受威胁物种有 １９ 种，其
中极危物种 １ 种，为腹斑掌突蟾（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ｅｌｌａ ｖｅｎｔｒｉｐｕｎｃｔａｔａ），濒危物种 ４ 种，分别为虎纹蛙（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双团棘胸蛙（Ｎａｎｏｒａｎａ ｐｈｒｙｎｏｉｄｅｓ）、棘肛蛙（Ｎａｎｏｒａｎａ ｕｎｃｕｌｕａｎｕｓ） 和高山掌突蟾（ 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ｅｌｌａ
ａｌｐｉｎａ），易危物种 １４ 种。

调查发现，澜沧县两栖动物在海拔 ６００—２４００ｍ 范围内均有分布，其中，在海拔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ｍ 之间的海拔

范围内调查到的两栖动物物种数目和多度均较高，其次是在海拔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ｍ 和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ｍ 范围内。 两

栖动物适应的生态环境多样，其生态类型涉及面也较广，澜沧县两栖动物主要以溪流型和静水型为主，分别为

２１ 种和 １７ 种，其次是树栖型，有 １９ 种，有 ３ 种物种为广泛分布型。 澜沧县两栖动物区系均为东洋界物种成

分，并主要以西南区物种成分为主，共有 ４６ 种，其次为西南区和华南区共有成分，共 １３ 种，另外，有 １ 种外来

物种，即牛蛙（Ｒａｎａ ｃａｔｅｓｂｅｉａｎａ）。
２．２　 调查物种与历史记录物种比较分析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及考察报告等，整理出了澜沧县两栖动物历史物种共 ２０ 种，隶属于 ２ 目 ８ 科 １５ 属，历
史物种名录见附表 ２。 本次调查到两栖动物 ６０ 种，隶属于 ２ 目 ９ 科 ３０ 属，物种数较历史记录增加了 ３ 倍，属
数比历史记录多了 １ 倍，本次调查较历史记录新增了铃蟾科。
２．３　 海拔分布格局

２．３．１　 单个物种的垂直分布

澜沧县海拔在 ６００—２４００ｍ 间均有两栖动物分布（图 １），其中叉舌蛙科和姬蛙科分布海拔相对较低，最低

海拔为 ６００ｍ，分布的最高海拔达到 １４００ｍ；角蟾科和蛙科海拔分布相对较广，在 ６００—２４００ｍ 的海拔内均有分

布。 尖舌浮蛙（Ｏｃｃｉｄｏｚｙｇａ ｌｉｍａ）、圆舌浮蛙（Ｏｃｃｉｄｏｚｙｇａ 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和花姬蛙（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分布海拔最低，
均在海拔 ８００ｍ 之下；棘肛蛙和高山掌突蟾分布海拔最高，均在海拔 ２２００ｍ 以上；宽头短腿蟾（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ｃａｒｉｎｅｎｓｅ）的栖息地海拔跨度最大，最低分布海拔在 ８００ｍ，最高分布海拔在 ２１００ｍ，海拔跨度达到 １３００ｍ。
２．３．２　 不同分类阶元格局比较

科、属、种的丰富度在海拔梯度上分布格局不太一致，物种数和属数随海拔升高丰富度呈近似单调递减下

降，科数则随海拔升高丰富度有上升趋势。 种的丰富度从基带到海拔 ９００ｍ 之间有个明显的上升，之后处于

一个高丰富度的平台，在海拔 １２００ｍ 后开始下降，在海拔 １７００—２１００ｍ 之间又有一段缓慢上升，之后又开始

下降（图 ２）。 属的丰富度从基带到海拔 １２００ｍ 之间有个缓慢的上升，之后开始下降，在海拔 １７００—２１００ｍ 之

间又有一段缓慢上升，随即又开始下降（图 ３）。 科的丰富度在海拔 １２００ｍ 之前均处于一个稳定的平台期，在
海拔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ｍ 之间有个缓慢的上升，随即下降，在海拔 １７００—２１００ｍ 之间又有个明显的上升趋势，之后

又开始下降（图 ４）。
２．３．３　 不同海拔带的物种多样性

结合 γ 多样性和 Ｃｏｄｙ 指数随海拔的变化趋势，澜沧县两栖动物物种丰富度呈现出 Ｍ 型的变化趋势（图
５），海拔在 ８００—１２００ｍ 处两栖动物 γ 多样性和 Ｃｏｄｙ 指数均较高，在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ｍ 达到第二个高峰，在

６９５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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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澜沧县两栖动物海拔分布情况

Ｆｉｇ．１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１ 尖舌浮蛙 Ｏｃｃｉｄｏｚｙｇａ ｌｉｍａ；２ 圆舌浮蛙 Ｏｃｃｉｄｏｚｙｇａ 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３ 花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４ 刘氏泰诺蛙 Ｌｉｍｎｏｎｅｃｔｅｓ ｌｉｕｉ；５ 勐腊灌树蛙

Ｒａｏｒｃｈｅｓｔｅｓ ｍｅｎｇｌａｅｎｓｉｓ；６ 花狭口蛙 Ｋａｌｏｕｌ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７ 缅甸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ｂｅｒｄｍｏｒｅｉ；８ 小弧斑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ｈｅｙｍｏｎｓｉ；９ 饰纹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ｆｉｓｓｉｐｅｓ；１０ 泽陆蛙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ｍｕｌｔｉｓｔｒｉａｔａ；１１ 版纳大头蛙 Ｌｉｍｎｏｎｅｃｔｅｓ ｂａｎｎａｅｎｓｉｓ；１２ 勐腊水蛙 Ｈｙｌａｒａｎａ ｍｅｎｇｌａｅｎｓｉｓ；１３ 侧条费树蛙 Ｆｅｉｈｙｌａ
ｖｉｔｔａｔａ；１４ 凹顶泛树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 ｉｍｐｒｅｓｕｓ；１５ 虎纹蛙 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１６ 黑眶蟾蜍 Ｄｕｔｔａｐｈｒｙｎｕｓ ｍｅｌａｎｏｓｔｉｃｔｕｓ；１７ 无声囊泛树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 ｍｕｔｕｓ；１８ 斑腿泛树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 ｍｅｇａ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１９ 腹斑掌突蟾 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ｅｌｌａ ｖｅｎｔｒｉｐｕｎｃｔａｔａ；２０ 凹顶角蟾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ｐａｒｖａ；２１ 蟼掌突

蟾 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ｅｌｌａ ｐｅｌｏｄｙｔｏｉｄｅｓ；２２ 棘胸蛙 Ｑｕａｓｉｐａａ ｓｐｉｎｏｓａ；２３ 黑蹼树蛙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ｋｉｏ；２４ 白颌大树蛙 ＺｈａｎｇＶＩＩＩａｌｕｓ ｓｍａｒａｇｄｉｎｕｓ；２５ 突肛拟角

蟾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ｋｏｕｉ；２６ 粗皮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ｂｕｔｌｅｒｉ；２７ 红蹼树蛙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ｒｈｏｄｏｐｕｓ；２８ 圆斑臭蛙 Ｏｄｏｒａｎａ ｒｏｔｏｄｏｒａ；２９ 白颌大角蟾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３０ 宽头短腿蟾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ｃａｒｉｎｅｎｓｅ；３１ 清迈陆蛙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ｃｈｉａｎｇｍａｉｅｎｓｉｓ；３２ 陇川灌树蛙 Ｒａｏｒｃｈｅｓｔｅｓ ｌｏｎｇ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３３ 背条螳臂树蛙

ＣｈｉｒＶＩＩＩａｌｕｓ ｄｏｒｉａｅ；３４ 锯腿原指树蛙 ＫｕｒＶＩＩＩａｌｕｓ ｏｄｏｎｔｏｔａｒｓｕｓ；３５ 圆疣树蛙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ａｔｕｓ；３６ 棕褶树蛙 ＺｈａｎｇＶＩＩＩａｌｕｓ ｆｅａｅ；３７ 云南小

狭口蛙 Ｇｌｙｐｈ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３８ 华西雨蛙 Ｈｙｌａ 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３９ 金秀纤树蛙 ＧｒａｃＶＩＩＩａｌｕｓ ｊｉｎＩＸｉｕｅｎｓｉｓ； ４０ 云南纤树蛙 ＧｒａｃＶＩＩＩａｌ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４１ 黑点树蛙 ＺｈａｎｇＶＩＩＩａｌｕｓ ｎｉｇｒｏ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 ４２ 腺角蟾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４３ 林琴蛙 Ｎｉｄｉｒａｎａ ｌｉｎｉ； ４４ 崇安湍蛙 Ａｍｏｌｏｐｓ
ｃｈｕｎｇａｎｅｎｓｉｓ；４５ 牛蛙 Ｒａｎａ ｃａｔｅｓｂｅｉａｎａ； ４６ 平疣湍蛙 Ａｍｏｌｏｐｓ ｔｕｂｅｒｏ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ｓ； ４７ 云南臭蛙 Ｏｄｏｒｒａｎ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４８ 景东角蟾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ｊｉｎｇｄｏｎｇｅｎｓｉｓ；４９ 红瘰疣螈 Ｔｙｌｏｔｏｔｒｉｔｏｎ ｓｈａｎｊｉｎｇ； ５０ 滇蛙 Ｎｉｄｉｒａｎａ ｐｌｅｕｒａｄｅｎ； ５１ 无指盘臭蛙 Ｏｄｏｒｒａｎａ ｇｒａｈａｍｉ； ５２ 双团棘胸蛙 Ｎａｎｏｒａｎａ
ｐｈｒｙｎｏｉｄｅｓ；５３ 昭觉林蛙 Ｒａｎａ ｃｈａｏｃｈｉａｏｅｎｓｉｓ；５４ 宝兴树蛙 ＺｈａｎｇＶＩＩＩａｌｕｓ ｄｕｇｒｉｔｅｉ；５５ 蓝尾蝾螈 Ｃｙｎｏｐｓ ｃｙａｎｕｒ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５６ 华深拟髭蟾

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ｉｕｍ ｈｕａｓｈｅｎ；５７ 微蹼铃蟾 Ｂｏｍｂｉｎａ ｍｉｃｒｏｄｅｌａｄｉｇｉｔｏｒａ；５８ 大花角蟾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ｇｉｇａｎｔｉｃａ；５９ 棘肛蛙 Ｎａｎｏｒａｎａ ｕｎｃｕｌｕａｎｕｓ；６０ 高山掌突蟾

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ｅｌｌａ ａｌｐｉｎａ

１２００—１８００ｍ 处两栖动物 γ 多样性和 Ｃｏｄｙ 指数相对较低且平缓，在海拔低于 ８００ｍ 和高于 ２２００ｍ 的时候，两
栖动物 γ 多样性和 Ｃｏｄｙ 指数均有下降的趋势。 运用 ＳＰＳＳ 进行曲线回归分析得到 ３ 次方回归模型对两栖动

物多样性海拔梯度变化拟合度相对较高，通过 ３ 次方回归分析，澜沧县两栖动物 γ 多样性和 Ｃｏｄｙ 指数随海拔

上升呈先升后降又上升的趋势，但是变化并不显著（Ｐ＞０．０５）。
２．３．４　 各调查网格物种丰富度比较分析

本次澜沧县两栖动物调查共选取了 ４５ 个调查网格，各网格两栖动物物种丰富度如图 ６ 所示。 其中物种

丰富度最高为 ２４，其次是 ２３，丰富度大于等于 ２０ 的网格有 ４ 个，占全部调查网格的 ８．９％；丰富度小于 ２０ 大于

等于 １０ 的网格有 ８ 个，占全部调查网格的 １７．８％；丰富度在 １０ 以下（不含 ０）的网格有 ２７ 个，占全部调查网格

的 ６０％；此外，有 ６ 个网格内未调查到两栖动物。
综合分析澜沧县境内两栖动物丰富度，南部的丰富度高于北部，主要原因可能是南北海拔差异，北部海拔

较高，南部相对较低，由于海拔高差导致的气候差异使得南北物种丰富度不同，而且东南部的糯扎渡省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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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也为两栖动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较好的环境条件。 结合高程图，海拔相对较低和较高的网格丰富度相对较

低，丰富度较高的网格尤其是丰富度在 ２０ 以上的网格均处于中高海拔，但双峰格局在图中显示的并不明显。

图 ２　 种丰富度海拔梯度格局

Ｆｉｇ．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图 ３　 属丰富度海拔梯度格局

Ｆｉｇ．３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ｇｅｎｕ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图 ４　 科丰富度海拔梯度格局

Ｆｉｇ．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２．３．５　 不同环境因子与物种丰富度的相关性分析

运用相关性分析比较了平均海拔、平均温度、平均

降水量、植被类型数量、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
样线距离水域的平均距离等因素与物种丰富度的关系，
结果表明（表 １），平均温度、植被类型数量、水网密度指

数和样线距离水域的平均距离与物种丰富度呈正相关

关系，而平均海拔、平均降水量和植被覆盖指数与物种

丰富度呈负相关，但均不显著。 比较各因子的相关系

数，平均海拔、平均温度、平均降水量、植被覆盖指数与

物种丰富度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０．５ 而小于 ０．８，属于中

度相关关系，水网密度指数与物种丰富度属于低度相关

性，而植被类型数量和样线距离水域的平均距离与物种

图 ５　 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海拔分布格局

Ｆｉｇ．５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丰富度基本不相关，各因子与物种丰富度相关性从大到

小依次为平均降水量＞平均海拔 ＝平均温度＞植被覆盖

指数＞水网密度指数＞样线距离水域的平均距离＞植被

类型数量。

３　 讨论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了澜沧县两栖动

物历史物种名录 ２０ 种，仅为本次调查物种数的三分之

一，且此 ２０ 种均在本次调查中有发现。 本次调查较好

的补充了历史调查的不足，且发现了一种新物种，由此

可见，西南地区两栖动物历史调查不足，物种资料缺乏，
进一步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物种的海拔分布格局及成因一直倍受生态学家的

关注［２３—２５］。 海拔的不同不仅直接引起温度、降雨、大气

成分、光照等的差异，而且间接引起土壤和生物多样性

８９５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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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两栖动物物种丰富度网格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Ｇｒｉ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表 １　 各环境因子与物种丰富度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环境因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平均海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平均温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平均
降水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植被类
型数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植被覆
盖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水网密
度指数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样线距离水域
的平均距离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ｌｉｎ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０．５４２ ０．５４２ －０．５８２ ０．０１０ －０．５０４ ０．４１９ ０．２０７

显著性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００ ０．９８０ ０．１６７ ０．２６２ ０．５９４

的垂直地带性分布［２６］。 研究表明，物种的海拔梯度格局主要包括单调递减格局、驼峰格局、先平台后递减和

偏峰格局［２７—３０］。 两栖动物对环境因子的耐受能力较弱，分布区间相对较窄，其分布受小气候特别是水分条件

的影响较大，从而导致各类两栖动物在分布区的地理位置、范围的大小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３１］，根据以往

的研究结果，两栖类动物海拔分布以单峰格局为主，此外还有先平台后递减的格局，同时也存在其他 ２ 种分布

格局［３１—３３］，但双峰格局未见有报道，郑智［３１］在研究白水江自然保护区两栖动物海拔分布格局时发现其具有

单峰偏向低海拔的单峰分布格局，但同时在中海拔段有回升的趋势，而本次澜沧县两栖动物多样性随海拔分

布格局则是呈现出在低海拔段和高海拔段分别出现一个峰值的双峰格局。 影响两栖动物海拔分布格局的原

因有很多，包括温度、降水、植被类型、河流长度等［３４—３５］，根据相关性分析，各个环境因子对澜沧县两栖动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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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影响均不显著，故导致此海拔分布格局可能是由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结合项目组对澜沧县植物多样

性调查结果，植物物种丰富度随海拔分布也呈现出双峰分布格局，与两栖动物随海拔分布趋势一致。 海拔

８００ｍ 以下的澜沧江、小黑江、黑河等河谷地区为北热带，年平均气候约 ２１℃，此海拔段主要分布在糯扎渡镇

等区域，可能由于糯扎渡电站的建设，导致该地区低海拔区域的物种减少；海拔 ２２００ｍ 以上地势较高的地区

为南温带，年平均气温 １３．５—１４．５℃，该海拔段温度较低，植物物种丰富度不高，两栖动物物种丰富度也较低；
海拔 ８００—２２００ｍ 之间为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 １６—２０℃，而且此海拔段比较适合植物的生长，植物的种类

和类型是丰富多样的，因此两栖动物物种丰富度也相对较高；在海拔 １２００—１８００ｍ 之间有一个低谷，可能的

原因是由于此海拔段内河流长度相对较短，由于两栖动物生活习性的偏好［３６］，导致两栖动物物种丰富度

较低。
根据调查评估结果，提出澜沧县两栖动物保护意见和建议。 澜沧县已记录两栖动物 ６０ 种，对红瘰疣螈等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根据其分布区及生境特点，加强调查，开展长期定位观测，构建保护小区，实施针对性的保

护；针对澜沧县双峰型的海拔分布格局，建议在中低海拔和中高海拔物种多样性丰富的区域实施分片层保护

策略，尽量维持现有生境的完整性和复杂性，合理营造两栖动物适宜性生境，丰富两栖动物的栖息环境；建议

开展两栖动物栖息地外来物种监测，强化外来物种防控等。 此外，野外调查中发现威胁澜沧县两栖动物物种

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为栖息地破坏，主要是开垦种植粮食作物及经济作物等，且随之而来的喷洒农药更加重了

对两栖动物影响；另外一个重要的威胁因素是捕捉，当地人有捕食蛙类（如棘蛙）的习惯，导致一些物种尤其

是大型蛙类物种受到严重威胁，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加大监管及制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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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１　 澜沧县两栖动物物种丰富度及生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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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疣螈属 Ｔｙｌｏｔｏｔｒｉｔｏｎ

２．红瘰疣螈 Ｔｙｌｏｔｏｔｒｉｔｏｎ ｓｈａｎｊｉｎｇ Ｑ ＳＷ Ⅱ ＮＴ １８００—２２００ ＋＋

二．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Ⅱ．铃蟾科 Ｂ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ｉｄａｅ

（３）铃蟾属 Ｂｏｍｂｉｎａ

３．微蹼铃蟾 Ｂｏｍｂｉｎａ ｍｉｃｒｏｄｅｌａｄｉｇｉｔｏｒａ Ａ ＳＷ ○ ＶＵ ２１００—２３００ ＋＋

Ⅲ．蟾蜍科 Ｂｕｆｏｎｉｄａｅ

（４）头棱蟾属 Ｄｕｔｔａｐｈｒｙｎｕｓ

４．黑眶蟾蜍 Ｄｕｔｔａｐｈｒｙｎｕｓ ｍｅｌａｎｏｓｔｉｃｔｕｓ Ｗ ＳＷ＆Ｓ ○ ＬＣ ６００—１５００ ＋＋＋

Ⅳ．叉舌蛙科 Ｄｉｃｒｏｇｌｏｓｓｉｄａｅ

（５）陆蛙属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５．泽陆蛙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ｍｕｌｔｉｓｔｒｉａｔａ Ｗ ＳＷ＆Ｓ ＬＣ ６００—１２００ ＋＋＋

６．清迈泽陆蛙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ｑｉｎｇｍａｉｅｎｓｉｓ Ｑ ＳＷ １０００ ＋＋

（６）虎纹蛙属 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

１０６２　 ７ 期 　 　 　 刘高慧　 等：澜沧县两栖动物多样性及海拔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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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态型
Ｅｃｏｔｙｐｅ

区系成分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保护类别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中国特有种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濒危等级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分布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物种
丰富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７．虎纹蛙 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Ｑ ＳＷ＆Ｓ Ⅱ ＥＮ ６００—１３００ ＋＋

（７）大头蛙属 Ｌｉｍｎｏｎｅｃｔｅｓ

８．刘氏泰诺蛙 Ｌｉｍｎｏｎｅｃｔｅｓ ｌｉｕｉ Ａ ＳＷ √ ＶＵ ６００—１０００ ＋

９．版纳大头蛙 Ｌｉｍｎｏｎｅｃｔｅｓ ｂａｎｎａｅｎｓｉｓ Ｒ ＳＷ ＶＵ ６００—１２００ ＋＋

（８）倭蛙属 Ｎａｎｏｒａｎａ

１０．双团棘胸蛙 Ｎａｎｏｒａｎａ ｐｈｒｙｎｏｉｄｅｓ Ｒ ＳＷ ○ ＥＮ １８００—２４００ ＋＋

１１．棘肛蛙 Ｎａｎｏｒａｎａ ｕｎｃｕｌｕａｎｕｓ Ｒ ＳＷ ○ √ ＥＮ ２２００—２４００ ＋＋

（９）浮蛙属 Ｏｃｃｉｄｏｚｙｇａ

１２．尖舌浮蛙 Ｏｃｃｉｄｏｚｙｇａ ｌｉｍａ Ｑ ＳＷ＆Ｓ ○ ＶＵ ６００—８００ ＋＋＋

１３．圆舌浮蛙 Ｏｃｃｉｄｏｚｙｇａ 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 Ｑ ＳＷ＆Ｓ ○ ６００—８００ ＋＋

（１０）棘胸蛙属 Ｑｕａｓｉｐａａ

１４．棘胸蛙 Ｑｕａｓｉｐａａ ｓｐｉｎｏｓａ Ｒ ＳＷ＆Ｓ ○ ＶＵ ８００—１２００ ＋＋

Ⅴ．雨蛙科 Ｈｙｌｌｉｄａｅ

（１１）雨蛙属 Ｈｙｌａ

１５．华西雨蛙 Ｈｙｌａ 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Ｗ ＳＷ √ ＬＣ １２００—２３００ ＋＋＋

Ⅵ．蛙科 Ｒａｎｉｄａｅ

（１２）湍蛙属 Ａｍｏｌｏｐｓ

１６．崇安湍蛙 Ａｍｏｌｏｐｓ ｃｈｕｎｇａｎｅｎｓｉｓ Ｒ ＳＷ ○ ＬＣ １６００—２１００ ＋＋

１７．平疣湍蛙 Ａｍｏｌｏｐｓ ｔｕｂｅｒｏ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ｓ Ｒ ＳＷ １６００—２３００ ＋＋＋

（１３）水蛙属 Ｈｙｌａｒａｎａ

１８．勐腊水蛙 Ｈｙｌａｒａｎａ ｍｅｎｇｌａｅｎｓｉｓ Ｒ ＳＷ √ ＬＣ ６００—１２００ ＋＋＋

（１４）蛙属 Ｒａｎａ

１９．昭觉林蛙 Ｒａｎａ ｃｈａｏｃｈｉａｏｅｎｓｉｓ Ｑ ＳＷ ○ √ ＬＣ １８００—２４００ ＋＋＋

２０．牛蛙 Ｒａｎａ ｃａｔｅｓｂｅｉａｎａ Ｑ 外来种 １６００—２１００ ＋＋

（１５）琴蛙属 Ｎｉｄｉｒａｎａ

２１．滇蛙 Ｎｉｄｉｒａｎａ ｐｌｅｕｒａｄｅｎ Ｑ ＳＷ ○ √ ＬＣ １８００—２３００ ＋＋＋

２２．林琴蛙 Ｎｉｄｉｒａｎａ ｌｉｎｉ Ｑ ＳＷ √ ＬＣ １６００—２０００ ＋＋

（１６）臭蛙属 Ｏｄｏｒｒａｎａ

２３．云南臭蛙 Ｏｄｏｒｒａｎ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Ｒ ＳＷ ＶＵ １６００—２３００ ＋＋＋

２４．无指盘臭蛙 Ｏｄｏｒｒａｎａ ｇｒａｈａｍｉ Ｒ ＳＷ ○ ＮＴ １８００—２３００ ＋＋

２５．圆斑臭蛙 Ｏｄｏｒａｎａ ｒｏｔｏｄｏｒａ Ｒ ＳＷ ＮＴ ８００—１６００ ＋＋＋

Ⅶ．树蛙科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ｉｄａｅ

（１７）螳臂树蛙属 Ｃｈｉｒｏｍａｎｔｉｓ

２６．背条螳臂树蛙 Ｃｈｉｒｏｍａｎｔｉｓ ｄｏｒｉａｅ Ａ ＳＷ １０００—１６００ ＋＋＋

（１８）费树蛙属 Ｆｅｉｈｙｌａ

２７．侧条费树蛙 Ｆｅｉｈｙｌａ ｖｉｔｔａｔａ Ａ ＳＷ＆Ｓ ６００—１２００ ＋＋

（１９）纤树蛙属 Ｇｒａｃｉｘａｌｕｓ

２８．云南纤树蛙 Ｇｒａｃｉｘａｌ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 ＳＷ １４００—２０００ ＋＋

２９．金秀纤树蛙 Ｇｒａｃｉｘａｌｕｓ ｊｉｎＩＸｉｕｅｎｓｉｓ Ａ ＳＷ ＶＵ １４００—１８００ ＋＋

（２０）原指树蛙属 Ｋｕｒｉｘａｌｕｓ

３０．锯腿原指树蛙 Ｋｕｒｉｘａｌｕｓ ｏｄｏｎｔｏｔａｒｓｕｓ Ａ ＳＷ １０００—１６００ ＋＋＋

（２１）泛树蛙属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

３１．无声囊泛树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 ｍｕｔｕｓ Ａ ＳＷ＆Ｓ ○ ＬＣ ６００—１６００ ＋＋＋

３２．凹顶泛树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 ｉｍｐｒｅｓｕｓ Ａ ＳＷ √ ＤＤ ６００—１２００ ＋＋＋

３３．斑腿泛树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 ｍｅｇａ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Ａ ＳＷ＆Ｓ ○ ＬＣ ６００—１６００ ＋＋＋

２０６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续表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态型
Ｅｃｏｔｙｐｅ

区系成分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保护类别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中国特有种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濒危等级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分布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物种
丰富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２２）灌树蛙属 Ｒａｏｒｃｈｅｓｔｅｓ

３４．勐腊灌树蛙 Ｒａｏｒｃｈｅｓｔｅｓ ｍｅｎｇｌａｅｎｓｉｓ Ａ ＳＷ ６００—１０００ ＋＋

３５．陇川灌树蛙 Ｒａｏｒｃｈｅｓｔｅｓ ｌｏｎｇ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 ＳＷ １０００—１４００ ＋＋＋

（２３）树蛙属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３６．黑蹼树蛙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ｋｉｏ Ａ ＳＷ ○ ＶＵ ８００—１２００ ＋＋

３７．红蹼树蛙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ｒｈｏｄｏｐｕｓ Ａ ＳＷ ○ √ ＬＣ ８００—１５００ ＋＋＋

３８．圆疣树蛙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ａｔｕｓ Ａ ＳＷ ＤＤ １０００—１６００ ＋＋

（２４）张树蛙属 Ｚｈａｎｇｉｘａｌｕｓ

３９．棕褶树蛙 Ｚｈａｎｇｉｘａｌｕｓ ｆｅａｅ Ａ ＳＷ ＶＵ １０００—２１００ ＋＋

４０．黑点树蛙 Ｚｈａｎｇｉｘａｌｕｓ ｎｉｇｒｏ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 Ａ ＳＷ √ ＮＴ １４００—２０００ ＋＋

４１．白颌大树蛙 Ｚｈａｎｇｉｘａｌｕｓ ｓｍａｒａｇｄｉｎｕｓ Ａ ＳＷ ＮＴ ８００—１２００ ＋＋

４２．宝兴树蛙 Ｚｈａｎｇｉｘａｌｕｓ ｄｕｇｒｉｔｅｉ Ａ ＳＷ ＶＵ １８００—２４００ ＋＋＋

Ⅷ．角蟾科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ｉｄａｅ

（２５）拟髭蟾属 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ｉｕｍ

４３．华深拟髭蟾 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ｉｕｍ ｈｕａｓｈｅｎ Ｒ ＳＷ √ ＮＴ 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

（２６）掌突蟾属 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ｅｌｌａ

４４．高山掌突蟾 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ｅｌｌａ ａｌｐｉｎａ Ｒ ＳＷ ○ √ ＥＮ ２４００ ＋＋＋

４５．蟼掌突蟾 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ｅｌｌａ ｐｅｌｏｄｙｔｏｉｄｅｓ Ｒ ＳＷ ＶＵ ８００—１０００ ＋＋

４６．腹斑掌突蟾 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ｅｌｌａ ｖｅｎｔｒｉ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Ｒ ＳＷ ○ ＣＲ ７００—１０００ ＋＋

（２７）角蟾属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４７．宽头短腿蟾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ｃａｒｉｎｅｎｓｅ Ｒ ＳＷ ○ ＮＴ ８００—２１００ ＋＋

４８．大花角蟾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ｇｉｇａｎｔｉｃａ Ｒ ＳＷ ○ √ ＶＵ ２１００—２５００ ＋

４９．白颌大角蟾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 Ｒ ＳＷ ○ ８００—１６００ ＋＋

５０．景东角蟾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ｊｉｎｇｄ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Ｒ ＳＷ √ ＮＴ １６００—２４００ ＋＋

５１．凹顶角蟾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ｐａｒｖａ Ｒ ＳＷ ＶＵ ７００—１２００ ＋＋

５２．腺角蟾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Ｒ ＳＷ ○ ＬＣ １５００—２４００ ＋＋＋

５３．突肛拟角蟾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ｋｏｕｉ Ｒ ＳＷ ○ ＶＵ ８００—１２００ ＋＋

Ⅸ．姬蛙科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ｉｄａｅ

（２８）小狭口蛙属 Ｇｌｙｐｈ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５４．云南小狭口蛙 Ｇｌｙｐｈ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Ｑ ＳＷ ○ ＬＣ １２００—２１００ ＋＋＋

（２９）狭口蛙属 Ｋａｌｏｕｌａ

５５．花狭口蛙 Ｋａｌｏｕｌ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 Ｑ ＳＷ＆Ｓ ○ ＬＣ ６００—１０００ ＋＋＋

（３０）姬蛙属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５６．缅甸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ｂｅｒｄｍｏｒｅｉ Ｑ ＳＷ ６００—１０００ ＋＋

５７．小弧斑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ｈｅｙｍｏｎｓｉ Ｑ ＳＷ＆Ｓ ＬＣ ６００—１０００ ＋＋＋

５８．饰纹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ｆｉｓｓｉｐｅｓ Ｑ ＳＷ＆Ｓ ＬＣ ６００—１０００ ＋＋＋

５９．粗皮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ｂｕｔｌｅｒｉ Ｑ ＳＷ ＬＣ ８００—１４００ ＋＋

６０．花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 Ｑ ＳＷ＆Ｓ ＬＣ ６００—８００ ＋＋

　 　 生态型：Ｒ：流水型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ｔｙｐｅ；Ｑ：静水型 Ｑｕｉｅｔ ｗａｔｅｒ ｔｙｐｅ；Ａ：树栖型 Ａｒｂｏ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Ｗ：广泛型 Ｗｉｄｅｌｙ ｔｙｐｅ；区系成分：ＳＷ：西南区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Ｓ：华南区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Ｗ＆Ｓ：西南区和华南区共有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保护类别：Ⅱ．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参考最新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于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中国特有种：√．该物种属于中国特有种；

濒危等级：ＣＲ：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ＥＮ：濒危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ＶＵ：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ＮＴ：近危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ＬＣ：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参考《中国

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物种丰富度：＋．稀少；＋＋．一般；＋＋＋．丰富

３０６２　 ７ 期 　 　 　 刘高慧　 等：澜沧县两栖动物多样性及海拔分布格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附表 ２　 澜沧县两栖动物历史记录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物种名称
Ｓｐｅｃｉｅｓ

有尾目 Ｃａｕｄａｔａ 蝾螈科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ｉｄａｅ 疣螈属 Ｔｙｌｏｔｏｔｒｉｔｏｎ 红瘰疣螈 Ｔｙｌｏｔｏｔｒｉｔｏｎ ｓｈａｎｊｉｎｇ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蟾蜍科 Ｂｕｆｏｎｉｄａｅ 头棱蟾属 Ｄｕｔｔａｐｈｒｙｎｕｓ 黑眶蟾蜍 Ｄｕｔｔａｐｈｒｙｎｕｓ ｍｅｌａｎｏｓｔｉｃｔｕｓ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叉舌蛙科 Ｄｉｃｒｏｇｌｏｓｓｉｄａｅ 陆蛙属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泽陆蛙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 ｍｕｌｔｉｓｔｒｉａｔａ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叉舌蛙科 Ｄｉｃｒｏｇｌｏｓｓｉｄａｅ 虎纹蛙属 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 虎纹蛙 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叉舌蛙科 Ｄｉｃｒｏｇｌｏｓｓｉｄａｅ 大头蛙属 Ｌｉｍｎｏｎｅｃｔｅｓ 版纳大头蛙 Ｌｉｍｎｏｎｅｃｔｅｓ ｂａｎｎａｅｎｓｉｓ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叉舌蛙科 Ｄｉｃｒｏｇｌｏｓｓｉｄａｅ 浮蛙属 Ｏｃｃｉｄｏｚｙｇａ 尖舌浮蛙 Ｏｃｃｉｄｏｚｙｇａ ｌｉｍａ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叉舌蛙科 Ｄｉｃｒｏｇｌｏｓｓｉｄａｅ 浮蛙属 Ｏｃｃｉｄｏｚｙｇａ 圆舌浮蛙 Ｏｃｃｉｄｏｚｙｇａ 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雨蛙科 Ｈｙｌｌｉｄａｅ 雨蛙属 Ｈｙｌａ 华西雨蛙 Ｈｙｌａ 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蛙科 Ｒａｎｉｄａｅ 水蛙属 Ｈｙｌａｒａｎａ 勐腊水蛙 Ｈｙｌａｒａｎａ ｍｅｎｇｌａｅｎｓｉｓ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蛙科 Ｒａｎｉｄａｅ 臭蛙属 Ｏｄｏｒｒａｎａ 圆斑臭蛙 Ｏｄｏｒａｎａ ｒｏｔｏｄｏｒａ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树蛙科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ｉｄａｅ 螳臂树蛙属 Ｃｈｉｒｏｍａｎｔｉｓ 背条螳臂树蛙 Ｃｈｉｒｏｍａｎｔｉｓ ｄｏｒｉａｅ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树蛙科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ｉｄａｅ 泛树蛙属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 无声囊泛树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 ｍｕｔｕｓ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树蛙科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ｉｄａｅ 泛树蛙属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 斑腿泛树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 ｍｅｇａ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树蛙科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ｉｄａｅ 树蛙属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黑蹼树蛙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ｋｉｏ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树蛙科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ｉｄａｅ 树蛙属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红蹼树蛙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ｒｈｏｄｏｐｕｓ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角蟾科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ｉｄａｅ 掌突蟾属 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ｅｌｌａ 蟼掌突蟾 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ｅｌｌａ ｐｅｌｏｄｙｔｏｉｄｅｓ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角蟾科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ｉｄａｅ 角蟾属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白颌大角蟾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姬蛙科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ｉｄａｅ 姬蛙属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小弧斑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ｈｅｙｍｏｎｓｉ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姬蛙科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ｉｄａｅ 姬蛙属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饰纹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ｆｉｓｓｉｐｅｓ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姬蛙科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ｉｄａｅ 姬蛙属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粗皮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 ｂｕｔｌｅ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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