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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地理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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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两栖动物在全球范围内面临严重威胁，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地理研究等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 回顾并总

结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两栖类衰退问题的研究成果，从态势及成因两方面对两栖动物衰退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全球两栖物

种的衰退形势较为严峻，衰退成因复杂，对两栖动物衰退成因的认知也在不断发展，主要因素包括栖息地丧失和改变、气候变

化、ＵＶ⁃Ｂ 辐射、壶菌病、化学污染、外来物种的引入、过度利用及物种特征因素等。 其中，栖息地丧失是最根本也是最主要的威

胁，气候变化对两栖动物的威胁逐渐上升，加剧了它们的生存危机。 这些因素往往会共同作用于两栖动物，驱动两栖动物的衰

退。 结合中国的两栖动物保护现状提出若干保护建议，包括：（１）加强中国两栖动物监测网络建设；（２）优化两栖动物保护的保

护区；（３）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危害两栖动物的非法行为。 针对两栖类衰退研究存在的发展空间提出，未来可借助更

多新技术，与地理学、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互动，持续地开展两栖动物的监测及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一

全球性问题。
关键词：两栖动物；衰退态势；威胁因素；生物多样性；栖息地丧失；气候变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ＡＩ Ｗｅｎｙｕ１，ＷＵ Ｚｈａｏｎｉｎｇ１，ＹＵ Ｂｏｙａｎｇ１，ＬＩＵ Ｙｕｎｚｈｉ１，ＷＡＮＧ Ｊｉｅｃｈｅｎ１，２，∗

１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２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ｏ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ｏｖｅｒ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ｐｌａｙ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ｅ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ｙｃｌｉｎｇ，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ｏｄ ｃｈ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ｍａｊ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ｓｉｇｎａｌ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ｈａ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ｎ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ｕ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ｄｅｖｉｓｅ ｓｕ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ｅｗ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ａ ｓｅｖｅｒ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ａ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ｕ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ｃｈａｎｇｅ，ＵＶ⁃Ｂ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ｙｔｒ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ｓ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ｖｅｒ⁃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ｓｅ，ｈａｂｉｔａｔ ｌｏｓｓ 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 ｔｈｒｅａ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ｓ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１）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 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ｂａｔ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ｇａｐ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ｉｎ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Ｃｒｏ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ｅｌ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ｖｉｔａｌ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ａｒｅ ｖｉｔａｌ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ｒｅ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ｓ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ｌｏｓ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两栖动物是衡量生态功能和环境健康的重要指示种。 然而，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两栖动物在全球范围

内急剧衰退，近 ４１％的物种面临灭绝威胁［１］，目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受威胁的脊椎动物。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短短 ４０ 余年，在社会经济发展取得惊人成就、乡村更美更宜居的同时，很多地区已难觅蛙类等两栖类物种踪

迹。 据评估，我国两栖类受威胁物种比例达 ３７．５％，３５７ 种特有种中 ４２．０％为受威胁物种［２］。 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两栖类普遍衰退的态势及成因，正成为契合国家发展需求、科学界亟待探索

的新命题，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地理研究等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
在 １９８９ 年第一届世界两栖爬行动物学大会上，两栖动物数量的快速下降被发现为是一种全球现象［３］。

随后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ＮＲＣ）开展研讨会，针对两栖动物衰退的问题进行

系统讨论［４］，自此，两栖类的衰退问题引起了科学界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２２ 年开展的两次全球

性两栖动物状况评估以及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相关文献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基础

与资源。 本文基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以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ｄｅｃｌｉｎｅ 等作为主题

关键词，时间跨度选择 １９９０—２０２３ 年，文献类型选择“Ａｒｔｉｃｌｅ”和“Ｒｅｖｉｅｗ”，对数据进行去重后进行手动筛选，
共检索 ６７１２ 篇文献，绘制并优化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１），构建关键词频次表（表 １），以分析两栖动物衰

退研究的热点及趋势。 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及频次表可以看出，近年来，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壶菌病、无尾

目、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农药、生境丧失等方面。 本文尝试梳理现有研究，回顾并总结国内外两栖类衰

退态势及成因的研究成果，以期为两栖动物衰退相关研究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提供参考。

１　 两栖类衰退态势研究

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下降，而两栖动物是种群衰退的代表性类群［５］。 与其他脊椎动物相比，两栖动物的

数量正以更快的速度下降［６］。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部分地区的两栖动物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约塞米蒂蟾蜍

（Ｂｕｆｏ ｃａｎｏｒｕｓ） ［７］、美国波多黎各离趾蟾属（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ｏｄａｃｔｙｌｕｓ） ［８］ 已经呈现数量下降趋势。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来，关于两栖类种群数量下降和物种灭绝的报告增多［５］（图 ２），出现了一系列区域性两栖类迅速而神秘的衰

退事件。 金蟾蜍（Ｂ． ｐｅｒｉｇｌｅｎｅｓ）是哥斯达黎加云雾森林的特有种，曾大量存在。 １９８７ 年 ４—５ 月，超过 １５００ 只

金蟾蜍被观测到在布里兰特的主要繁殖地进行交配，但一年后仅有一只金蟾蜍在该地被发现［９］ ，同时附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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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两栖动物衰退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Ｆｉｇ．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表 １　 两栖动物衰退研究的文献关键词频次（前 ２０）

Ｔａｂｌｅ 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ｔｏｐ ２０）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１ 两栖动物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１３３３ １１ 蝾螈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ｅｒ １２６

２ 壶菌病 Ｃｈｙｔｒ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ｓｉｓ ６６１ １２ 疾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１１７

３ 两栖类衰退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６０３ １３ 非洲爪蟾 Ｘｅｎｏｐｕｓ １１４

４ 蛙壶菌 Ｂａｔｒａｃｈｏ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ｄｅｎｄｒｏｂａｔｉｄｉｓ ５０１ １４ 农药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１１２

５ 保护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３４９ １５ 生境丧失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ｌｏｓｓ １０３

６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ｎ ２７６ １６ 入侵物种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００

７ 蛙 Ｆｒｏｇ ２０９ １７ 灭绝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９３

８ 气候变化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２ １８ 蛙病毒 Ｒａｎａｖｉｒｕｓ ９２

９ 蝌蚪 Ｔａｄｐｏｌｅ １４４ １９ 新发传染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７８

１０ 生物多样性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３２ ２０ 两栖动物保护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７７

其他两栖物种如丑角蟾蜍（Ａｔｅｌｏｐｕｓ ｖａｒｉｕｓ）也存在数量急剧下降的情况。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金蟾蜍消失在了人

们的视野［９］，成为灭绝物种。 黑腿蟾蜍（Ａ． ｉｇｎｅｓｃｅｎｓ）是厄瓜多尔山地森林、安第斯山脉间山谷和草地沙漠的

特有蟾蜍物种，曾数量丰富且分布广泛，但 １９８８ 年以后，再未有过该物种的监测记录，有研究证明该物种已经

灭绝［１０］。 在第一届世界爬行两栖动物学大会上，全球多个地区的两栖动物减少与消失事件被报告，科学界首

次关注到两栖动物数量的大幅度减少［１１］。 两栖动物数量迅速下降的问题进入公众视野，但其严重性并未被

普遍接受。 部分动物学家认为观测到的下降可能是由于种群的自然波动［１２］。 Ｐｏｕｎｄｓ［１３］ 等将概率零模型运

用于对哥斯达黎加蒙特维德地区两栖动物群落的分析中，结果不支持该地 １９８７ 年两栖类多物种种群崩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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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恢复的种群自然极端波动的假设。 这一研究是两栖动物数量下降并非随机自然事件的有力证明之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关于两栖种群数量下降的现象被多次报道。 ＮＲＣ 对两栖动物数量减少的首次系统研讨

会报告中记录了新热带地区蛙类和蝾螈物种数量的下降和灭绝［１３—１５］ 等衰退事件［５］。 第三届世界爬行两栖

动物学大会使科学界再一次意识到两栖动物衰退现象的广泛与显著，两栖动物灭绝风险是否增加的问题得到

重视［５］。 ２１ 世纪初，对全球两栖动物衰退的定量评估［１６］ 证明两栖动物的数量下降在上世纪 ５０ 年代已经发

生，并未恢复且将持续存在。 由于对了解两栖动物数量下降及严重程度的迫切需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ＩＵＣＮ）发起了第一次全球两栖动物评估（２００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ＧＡＡ１） ［１１］。 这项工作收集了 ５７４３ 种两栖动物的分布、丰富度、种群趋势、栖息地、威胁等信息，使
用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标准确定了每个物种的威胁程度。 评估结果［１１］表明，与鸟类或哺乳动物相比，两栖动物受

到的威胁更大，数量减少的速度更快，灭绝风险严峻。 全球受威胁两栖物种有 １８５６ 种（３２．５％），远远超过当

时受威胁的鸟类 １２１１ 种（１２％）和哺乳物种 １１３０ 种（２３％）（图 ３）。 至少 ２４６８ 种（４３．２％）两栖动物正在经历

某种形式的种群减少。 并且有 １２９４ 个两栖物种（２２．５％）数据缺失，无法进行评估，因此两栖物种受威胁状况

仍是被低估的。 ＧＡＡ１ 的发现证实了两栖动物处于深深的困境之中［１７］，正面临灭绝危机［１１，１８］。

图 ２　 １９７０—２０２３ 年两栖类衰退相关文献的数量统计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０—２０２３

　 图 ３　 ２１ 世纪初两栖类（ＧＡＡ１）、鸟类、哺乳类的受威胁评估情况

Ｆｉｇ．３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 ＧＡＡ１）， ｂｉｒｄｓ ａｎｄ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Ｒ：极危；ＥＮ：濒危；ＶＵ：易危

所有脊椎动物都处于生物多样性的异常快速衰退中［１９］，但两栖动物的减少是生物多样性急剧丧失的最

前沿［２０］。 近年来的研究报告表明两栖动物的生存现状并未好转。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从基因到物种和类群

的各层面在一系列时空尺度上运行的进化机制的结果，一个大类群的消失比一个物种的灭绝在进化上的影响

作用大得多［１７］。 因此，从较大尺度探讨两栖物种的衰退对理解其形势和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Ｍｉｌｌｅｒ［２１］ 指出，
两栖动物数量的减少似乎是整个集群范围内的，一个物种的减少不会得到另一个物种的增加的补偿，这意味

着由两栖动物服务的整个生态系统功能可能会减少。 Ｇｒａｎｔ 等［２２］发现北美两栖动物种群正以平均每年３．７９％
的速度从集合种群中消失。 这一发现表明了两栖类下降在地理上是普遍的，整个集合种群都正面临局部灭绝

的威胁，比早先单种群研究中观察到的种群衰退更令人震惊［２３］。 两栖物种的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它们目前的灭绝速率是背景灭绝率的几百倍［２４］。 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３１．８％的两栖物种濒临灭绝，
若考虑因数据不足而无法进行分类的情况，这一数值可能处于 ４１％—５５％［２０］。 Ｄａｓｋａｌｏｖａ 等［１８］ 结合丰富度、
地理分布、栖息地偏好、分类学、系统发育关系、受威胁等级等信息对地球生命数据库中超过 ２０００ 种脊椎物种

的近 １００００ 个时期数列进行分析，发现两栖动物是唯一出现净减少的类群，而鸟类、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则出

现净增加。 更糟糕的是，种群数量的减少可能会形成“灭绝涡流”，即区域性种群规模的减少通过降低群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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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群体之间的遗传多样性，导致等位基因的丢失和杂合子个体频率的降低，小种群容易发生随机的环境和

人口事件，这反过来又导致种群规模进一步减少［１７，２５］。 更高频率的近亲繁殖加强了这种正反馈，其中小种群

图 ４　 ＧＡＡ２ 评估的两栖动物受威胁等级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ｔｈｒｅａｔ ｌｅｖｅｌ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ＧＡＡ２

ＥＸ：灭绝；ＥＷ：野外灭绝；ＮＴ：近危；ＬＣ：无危；ＤＤ：数据缺乏

继续缩小规模并丧失遗传多样性，但灭绝涡流对两栖动

物种群来说是否会加速数量减少仍缺乏实证研究的验

证［１７］。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２６］对两栖类衰退的后续恢复提出较为

乐观的见解，认为物种灭绝风险的大幅度降低是可以实

现的。 其重新评估了 ２４３ 种澳洲蛙的保育状态：确定的

澳大利亚 ４５ 种受威胁蛙类物种，比 ２００４ 年的评估减少

了 １０％，但同时被评估为灭绝（ＥＸ）和极危（ＣＲ）的物种

数量有少量增加。 由于此次评估范围较小，评估对象缺

乏普遍性， 且结果未呈现显著的积极倾 向， 因 此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的观点也仅能作为美好的愿景。 ２０２２ 年第二

次全球两栖动物评估 （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ＧＡＡ２）重新评估了 ＧＡＡ１ 物种的状况，更新

后的评估结果［２７］ 显示，全球范围内两栖动物的状况正

在持续恶化：全球 ４０．７％（２，８７３）的两栖动物受到威胁

（图 ４），被评定为极危（ＣＲ）、濒危（ＥＮ）、易危（ＵＶ），相
比之下两栖动物仍然是受威胁最严重的脊椎动物（哺
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鲨鱼鳐鱼物种的受威胁比例分别是：２６．５％、１２．９％、２１．４％、３７．４％）。

２　 两栖类衰退成因研究

两栖动物面临着严重的衰退危机，自从两栖类数量下降现象受到关注以来，其成因机制一直是科学界的

研究热点。 导致两栖动物衰退的原因是复杂的［２８］。 两栖动物的生存受到多种非生物和生物因素的影响，包
括：栖息地丧失、气候变化、ＵＶ⁃Ｂ 辐射增多、新发传染病、化学污染、外来物种引入、过度利用、物种特征因素

等［５，２７，２９—３２］。 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比单一因素对两栖动物种群的危害更大，可能

会加剧衰退［３３］。
２．１　 栖息地丧失

在受威胁两栖动物致危因素中，最常见的是栖息地丧失和退化［２７］，不少学者认为栖息地丧失是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最主要威胁［１７，３４］，其给两栖动物带来的危害比气候变化对两栖动物的危害更严重［３５—３７］。 栖息地质

量和结构对于两栖动物这种散布能力低的表层栖息物种来说尤其重要［３８］，随着栖息地结构和复杂性的降低，
两栖动物物种丰富度受影响严重程度逐渐增加［３９］。 人类活动如农业开垦、砍伐森林、过度开发、城市化等往

往是栖息地丧失和退化的主要原因。 木材采伐通过减少林冠覆盖、改变木质碎屑、干扰森林地面土壤等过程

影响森林生态系统，其对两栖动物的负面影响是普遍存在的［４０］，尤其是对陆生蝾螈［４１］。 土地利用类型的改

变如用农业、畜牧业、城市用地取代森林、草原等自然生境，会造成栖息地适宜性降低，影响两栖动物的生存。
相比于生活在阿根廷湿润草原未开垦土地上的成年蛙类，阿根廷农田上的成年蛙类体质明显出现了下降趋

势［４２］。 城市景观对两栖动物的威胁可能更为严重。 两栖动物是受城市化威胁最严重的陆生脊椎动物类

群［４３］，过多的人为干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两栖动物生存［４４］，既可能直接导致两栖动物的死亡［４５］，又可能改

变两栖动物行为特征［４６］，间接带来亚致死效应。 人类主导的景观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广阔的栖息地片段

化［１７］。 片段化经常引起基因流动的障碍，增加近亲繁殖，并导致遗传瓶颈［４７］，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栖息地

的遗传多样性较低［４８］。 一项实验发现，由于栖息地破碎，大西洋森林中蛙类繁殖方式的多样性减少［４９］。 开

放的生境会限制两栖动物的扩散，将森林转化为开放生境会减缓幼年两栖动物在温带森林中的散布速度［５０］。

７９５３　 ８ 期 　 　 　 戴文昱　 等：两栖类衰退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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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开放生境也可能会因为较高的景观阻力阻碍繁殖个体的迁移和在新生境定居［５１］。
２．２　 气候变化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期间两栖动物受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大［２７］，气候变化对两栖动物灭绝危机的影响

不断加剧。 ２０ 世纪近地表温度平均上升 ０．５°Ｃ，伴随着降水模式的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严重程度的

增加［５２］。 如果不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大幅控制，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 ４°Ｃ 以上［５３］。 大多数两栖动物

高度渗透性的皮肤和包含了水生、陆生两个阶段的生活史使其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５４］。 温度和湿度是直接

影响两栖动物生物学的两个最重要的气候因素［５５—５６］。
２．２．１　 湿度和温度

湿度水平会直接影响两栖动物的生存，尤其是繁殖过程。 一项基于人工神经网络、分类树分析等的物种

分布模拟实验［５７］显示，两栖动物最严重的灭绝预计发生在年降水量最少的地区，日益严重的干旱可能会对许

多地区两栖物种的生存构成重大威胁，导致两栖物种衰退和局部灭绝。 Ｆｉｃｅｔｏｌａ 等人［５８］ 使用贝叶斯荟萃分析

和荟萃回归来量化气候因素对两栖动物物候、丰度、个体特征和表现的影响，发现两栖动物种群规模的负面趋

势与干燥状态息息相关（降水对种群规模的影响最大），在几乎所有情况下，种群数量减少都与干旱有关。 两

栖动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程度在空间上不同。 纬度对两栖物种丰富度与降水量的响应强烈，生活在潮湿热带

地区的物种比温带地区物种对干旱的耐受性更差［５８］。 在哥斯达黎加蒙特维尔德高地森林，太平洋海面温度

升高造成大气层热隆起，上空的云层高度增加，从而导致森林干季薄雾频率降低，降水量减少，削弱了两栖动

物的繁殖力［５９］。 这是由于许多热带物种繁殖在水外［６０］，更需要依赖高水平的土壤和凋落叶水分来防止卵

干燥。
两栖动物是外温动物，它们依靠外界的热量来提高体温并变得活跃［５７］，因此受外界温度的影响较大。 温

度是决定两栖动物物候变化的主要气候因素。 物候响应气温变化的程度存在较大的地理差异，高纬度物种比

低纬度的物种具有更显著的反应［５８］。 对很多两栖物种来说，当气温上升到某一阈值时会开始繁殖［６１］，因此

全球变暖会导致两栖物种产生早期繁殖的趋势［６２］。 研究表明，高纬度地区两栖物种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更

容易提前繁殖［６１］。 温度在影响物种物候或行为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进化后果。 墨西哥黑脚蟾蜍 （ Ｓｐｅ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ａ）的交配叫声会随着美国西南部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在美国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黑脚蟾蜍繁殖池

塘越来越冷，雄性叫声因此减缓，同时正常温度下的雄性叫声频率增高。 温度与两栖动物生存关系的研究是

高度异质的，温度的变化既可能加速某些地区两栖动物的衰退，又可能缓冲其他地区的损失［５８］。 温暖的冬季

气温降低了英国冠蝾螈（Ｔｒｉｔｕｒｕｓ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的存活率［６３］，却增加了美国科罗拉多州北方蟾蜍（Ｂ． ｂｏｒｅａｓ）的存活

率［６４］。 类似地，气候温暖的年份与莱桑池蛙（Ｒａｎａ ｌｅｓｓｏｎａｅ）和中亚侧褶蛙（Ｒ． ｒｉｄｉｂｕｎｄｕｓ）的体型增大相关，而
在同一年，它们的杂交后代食用侧褶蛙（Ｒ．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的体型减小［６５］。 此外，温度升高会改变两栖动物皮肤和

肠道中的微生物群落，导致肠道菌群失调，从而降低物种的抵抗力［６６］。 对成年红斑蝾螈（Ｎｏｔｏｐｈｏｔｈａｌｍｕｓ
ｖｉｒｉｄｅｓｃｅｎｓ）的一项调查发现，温度的变化会导致物种免疫力偏离最佳水平［６７］。
２．２．２　 极端天气

极端天气事件如飓风、洪水、干旱在世界很多地区变得越加频繁和强烈，造成了较严重的生物多样性丧

失［６８］。 Ｍａｘｗｅｌｌ［６８］等回顾了 １９４１—２０１５ 年关于极端事件生态反应的 ５１９ 项观测，在针对两栖动物的研究中，
负面生态反应报告占 ６５．４％，气旋事件后两栖动物种群数量大幅下降，并且两栖类也对干旱事件也很敏感。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Ｅｌ Ｎｉñ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ＳＯ）现象是指赤道太平洋大部分地区每 ２—７ 年一次的反

常变暖［５５］，会影响当地和全球的降雨、温度、洋流和风的模式［６９］。 其会带来气候因素的剧烈变化，增大气象

因素的变异性，全球厄尔尼诺气候事件通过增加区域温度变异性而导致 Ａｔｅｌｏｐｕｓ 属大部分物种的衰退［７０］。 在

全球变暖背景下，异常高温与干旱的极端天气使得森林火灾的发生日趋频繁。 超过 ５００ 个物种会受到野火的

威胁［２７］。 除了灾害发生时造成的物种直接死亡外，野火对两栖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也会带来重大影响，包括近

亲繁殖的增加和种群规模的减小，在火灾易发环境两栖动物种群可能会越来越容易灭绝［７１］。

８９５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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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主要通过温度和湿度的改变直接作用于两栖动物的存活率、物候期、行为、免疫等方面。 气

候变化的影响因地而异，且取决于当地气候类型、物种生活史和分类，在北美夏季干旱对温暖干旱地区两栖种

群的影响最大，降雪减少对北美东部的影响小于西部，但冬季气温升高和繁殖期间水资源的减少，对两栖物种

丰富度的负面影响是普遍存在的［２１］。 对于蛙类来说，预计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地区是北安第斯山脉和南美

洲的亚马逊和塞拉多的部分地区，撒哈拉以南热带非洲的大片地区以及东南亚的一个小地区，对于蝾螈来说，
北美洲西部、中美洲北部以及欧洲南部和东南部是预计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３３］。 此外，全球气候变

化还会广泛地作用于其它压力因素，如 ＵＶ⁃Ｂ 辐射、疾病、生境等，加剧两栖类生存危机。
２．３　 ＵＶ⁃Ｂ 辐射增强

紫外线对脊椎动物的影响通常是负面的，两栖动物和鱼类是最易感的类群［７２］。 紫外线辐射是贯穿两栖

动物生命周期的重要环境压力源［７３］。 由于平流层臭氧消耗，地球表面 ＵＶ⁃Ｂ 辐射季节性增加，由于气溶胶产

生增加而导致的云层覆盖减少也增加了紫外线对地球表面的渗透［７４］。
ＵＶ⁃Ｂ 辐射可能会造成较高的胚胎死亡率，与两栖动物胚胎对 ＵＶ⁃Ｂ 辐射损害的抗性有关。 光解酶是一

种能修复 ＵＶ⁃Ｂ 引起的 ＤＮＡ 损伤的光复活酶，在一项对美国俄勒冈州 １０ 种两栖动物的调查中，衰退物种中

的光解酶活性（即修复紫外线损伤的能力）远远低于在非衰退物种中的光解酶活性［２９，７５］。 在田间实验中，具
有高光解酶活性的非衰退物种太平洋树蛙（Ｈｙｌａ ｒｅｇｉｌｌａ）的胚胎孵化成功率显著高于两种处于衰退状态的低

光解酶活性物种卡斯迪林蛙（Ｒ． ｃａｓｃａｄａｅ）和美西蟾蜍（Ｂ． ｂｏｒｅａｓ） ［７５］。 这表明 ＵＶ⁃Ｂ 可能会造成较高的胚胎

死亡率。 １９７９—１９９８ 年期间，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 ２０ 个地点，紫外线辐射在两栖动物减少最严重的地区增

加最多［７６］。 一些物种的胚胎在屏蔽 ＵＶ⁃Ｂ 时能存活得更好［３０，７５］。 水生生境中，ＵＶ⁃Ｂ 辐射通常会被水衰减，
野外实验证明 ＵＶ⁃Ｂ 辐射量随水深增加而减少，在 ５０ 厘米水中培养的胚胎比在 １０ 厘米水中培养的胚胎受到

的 ＵＶ⁃Ｂ 辐射少 ４３．５％［２８］。 同时浮游植物群、中等浓度的溶解有机质（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ＤＯＭ）也会减

弱 ＵＶ⁃Ｂ 辐射的渗透［７２］。 因此气候变化引起的产卵地点的水深减少会增加两栖物种暴露于 ＵＶ⁃Ｂ 辐射的

强度［２８］。
两栖类物种孵化率受 ＵＶ⁃Ｂ 辐射影响的种间差异很明显［７７］，某些两栖物种胚胎对 ＵＶ⁃Ｂ 辐射有害影响具

有更强的防御能力［７８］。 对来自美国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 ３ 个低海拔两栖物种胚胎和 ５ 个高海拔两栖物种

胚胎进行孵化，发现暴露于 ＵＶ⁃Ｂ 的低海拔种群个体的生存率显著低于高海拔种群个体，这表明物种对 ＵＶ⁃Ｂ
的敏感性在海拔高度上存在差异［７９］，高海拔山区物种似乎对 ＵＶ⁃Ｂ 照射的有害影响更具抵抗力［８０］。 来自澳

大利亚东部的衰退物种绿纹树蛙（ Ｌｉｔｏｒｉａ ａｕｒｅａ） 的光解酶活性低于同域分布的非衰退物种咩啼雨滨蛙

（Ｌ． ｄｅｎｔａｔａ）和佩氏雨滨蛙（Ｌ． ｐｅｒｏｎｉ），但在 ＵＶ⁃Ｂ 暴露下，３ 种蛙的孵化成功率没有显著差异［８１］。 欧洲林蛙

（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ａ）的胚胎孵化成功率同样不被 ＵＶ⁃Ｂ 辐射暴露所影响［８２］。 然而，早期胚胎暴露于 ＵＶ⁃Ｂ 辐射可

能会在物种生命后期造成生态遗留效应（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ｒｒｙ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７７］。 生态遗留效应被广泛定义为包括环

境（例如季节）或生物体的生活史（例如成熟和变态）转变的表型的任何延迟效应，有些延迟效应可能在被暴

露的生活史阶段不明显或不可见，但以下一个生命阶段对环境或生物挑战的补偿为代价［８３］。 胚胎时期暴露

于 ＵＶ⁃Ｂ 辐射的欧洲林蛙在其幼虫时期更可能发育异常，且变态后比未暴露于 ＵＶ⁃Ｂ 的物种幼虫体型小［８２］。
Ｌｕｎｄｓｇａａｒｄ［８４］等将澳洲绿树蛙（Ｌ． ｃａｅｒｕｌｅａ）的蝌蚪急性暴露于不同的紫外线辐射和剂量的组合中，然后在没

有紫外线辐射的情况下将它们饲养至变态，与暴露于中、低辐照度 ＵＶ⁃Ｂ 辐射的幼蛙相比，暴露于高辐照度

ＵＶ⁃Ｂ 辐射的幼蛙的变态体积更小，状态更差，且体型变化及紫外线辐射诱导的端粒缩短可能会降低生命史

后期的机能，包括繁殖力和交配成功率等［８５—８６］。 暴露于增加的 ＵＶ⁃Ｂ 辐射还可能通过增加癌症或肿瘤的发

生频率、损害视网膜和皮肤［８７—８８］、改变动物行为［８９］ 以及免疫抑制降低成年两栖动物的存活率［２９］。 ＵＶ⁃Ｂ 辐

射可以在 ＤＮＡ 中形成嘧啶二聚体，随后可导致突变，癌症和细胞死亡［９０］。 如果细胞死亡没有及时执行，紫外

线辐射诱导的 ＤＮＡ 损伤可能导致突变，从而导致肿瘤和其他畸形［９１］。 Ｌｕｎｄｓｇａａｒｄ 等［８６］认为生态遗留效应是

ＵＶ⁃Ｂ 辐射影响两栖动物的关键，导致暴露于紫外线辐射的胚胎更容易在变态后感染疾病。 同时 ＵＶ⁃Ｂ 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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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栖动物行为的改变会对其产生亚致死效应。 一项实验［８９］ 表明，在 ＵＶ⁃Ｂ 辐射暴露一段时间后，蟾蜍

（Ｂｕｆｏ）变态体和蛙（Ｒａｎａ）蝌蚪的反捕食反应都显示出减少，更易被捕食者猎杀。 免疫抑制方面，ＵＶ⁃Ｂ 辐射

暴露诱导两栖动物免疫抑制的三种主要机制［９０，９２］已被提出：（１）ＵＶ⁃Ｂ 辐射诱导的 ＤＮＡ 损伤和表皮细胞中的

氧化应激可以直接触发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４ 和－１０ 的释放；（２）光保护的能量成本以及 ＵＶ⁃
Ｂ 辐射诱导的分子损伤的修复和再合成可能减少用于其他重要功能的能量分配，包括免疫［９３］；（３）ＵＶ⁃Ｂ 辐射

可激活应激轴，从而诱导可进行免疫调节作用的糖皮质激素的释放［９４］。 不同海拔的成年两栖物种受到紫外

线的侵害程度不同，高海拔物种进化出一系列表型适应以抵御紫外线的有害影响。 付婷婷等［９５］ 通过比较高

海拔物种高山倭蛙（Ｎａｎｏｒａｎａ ｐａｒｋｅｒｉ）与低海拔近缘种对紫外线的反应发现，紫外线照射后高山倭蛙皮肤受

到的损伤程度明显更小，在强紫外环境下通过抗炎抗氧化、免疫反应、细胞周期调节等多功能协同抵御紫

外线。
２．４　 壶菌病

目前已知引起两栖类疾病的病原体主要有：细菌、真菌、病毒、原生动物、卵菌和寄生虫［９６］。 其中，由真菌

病原体壶菌引起的壶菌病给两栖动物种群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是造成世界范围内两栖动物数量减少和

灭绝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９７—９８］。
２．４．１　 蛙壶菌

蛙壶菌（Ｂａｔｒａｃｈｏ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ｄｅｎｄｒｏｂａｔｉｄｉｓ）是真菌 Ｃｈｙｔｒ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ｔａ 门中的一个物种［９９］。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澳

大利亚昆士兰州和巴拿马山地雨林，大量无尾两栖类患病和死亡，实验发现是壶菌引起了这些动物的表皮变

化，并带来了致命疾病，这是对蛙壶菌和壶菌病的首次确定和报道［１００］。 在此之前，壶菌从未与任何脊椎动物

的发病机制联系在一起［１０１］。 蛙壶菌游离孢子通过附着或进入两栖动物幼虫角化口器或成年两栖动物皮肤

的方式［１０２］感染宿主。 发育中的游动孢子在宿主细胞内产生细胞内壶状体，在 ２２°Ｃ 下经过 ４—５ 天的时间发

育成成熟的游动孢子囊，并最终杀死宿主细胞［１０３］。 当大部分表皮被广泛感染，皮肤功能将被破坏［１０４］，包括

角化过度、过度增生、溃疡、坏死［１０５］，电解质转移将被干扰，最终会导致死亡［１０４］。 虽然蛙壶菌在培养基中的

生长最适温度约为 １７—２５°Ｃ，但是这种真菌也能在低温（７—１０°Ｃ）下茁壮成长，并且在这种低温下每个游动

孢子囊释放更多的游动孢子［１０６—１０７］。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１０８］ 研究了温度如何影响感染动力学，证明每天暴露于 ２９°Ｃ
的温度下 ４ 小时的澳洲绿树蛙（Ｌ． ｃａｅｒｕｌｅａ）与保持在 １８°Ｃ 的澳洲绿树蛙相比，感染强度和死亡率显着降低。
蛙壶菌的感染对象很广，至少 ５００ 种两栖动物因为感染蛙壶菌而导致死亡［９８］，截至 ２０１９ 年蛙壶菌已在全球

六个地区入侵并造成壶菌病：澳大利亚东部、中美洲半岛、南美洲、美国西部、非洲和欧洲［３］。 不同物种甚至

同一物种在不同性别和年龄阶段对蛙壶菌的易感性都存在差异。 在无尾目动物中，４５％的严重衰退和灭绝发

生在新热带的属 Ａｔｅｌｏｐｕｓ，Ｃｒａｕｇａｓｔｏｒ 和 Ｔｅｌｍａｔｏｂｉｕｓ［９８］。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特有的山麓黄足蛙

（Ｒ． ｂｏｙｌｉｉ）中，成年雄性比雌性或幼年物种更容易被蛙壶菌感染［１０９］。 壶菌病带来的风险与环境（宿主的栖息

地类型、海拔范围等）、生物特征（体型、免疫防御等）有关。 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潮湿的气候条件下，壶菌病对

体型大、行动范围受限的无尾两栖类的影响最大［９８］。 蛙壶菌在干燥地区容易死亡，潮湿地区更有利于这种真

菌存活生长［１１０］，因此水生生境下的物种受蛙壶菌影响导致的衰退更为严重［９８］。 而大型两栖动物由于成熟时

间更长，生殖潜力较低，生育无法抵消壶菌病带来的死亡［１１１］。 两栖动物的天然粘膜抗体、溶菌酶、皮肤微生

物群可以抑制壶菌游动孢子的入侵与定植。 与易感个体相比，抗病个体可能具有更有效的组成型防御，如抗

菌肽（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ＡＭＰｓ）和共生细菌，并可能在感染早期形成更有效的先天性免疫应答，同时避免

蛙壶菌诱导的适应性应答免疫抑制［１１２］。 刘宣等［１１３］ 探究了壶菌的全球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发现蛙壶菌

的分布随植被、贸易量及外来两栖动物宿主的分布增加而增加，与年温差呈非线性相关。
２．４．２　 蝾螈壶菌

火蝾螈（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ａ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ａ）种群数量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间减少了 ９６％，蝾螈壶菌（Ｂａｔｒａｃｈｏ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ｉｖｏｒａｎｓ）———Ｂａｔｒａｃｈｏ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属的第二个高致病性真菌种在这次衰退事件中被发现［１０５］。 蛙壶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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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感染两栖所有目（Ａｎｕｒａ，Ｕｒｏｄｅｌａ 和 Ｇｙｍｎｏｐｈｉｏｎａ），与它不同的是，蝾螈壶菌的宿主范围较窄，只会感染有尾

目（Ｕｒｏｄｅｌａ） ［１００，１１４］。 蝾螈壶菌的生长最适温度约为 １０—１５°Ｃ［１０５］，能存活于 ５—２５°Ｃ［１１５］。 其感染表皮深层，
更具侵略性和溃疡性，但通常不会增生［１１２］。 虽然蛙壶菌和蝾螈壶菌感染会导致致命的皮肤侵蚀，但蝾螈壶

菌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９６］。 由于蝾螈壶菌与蛙壶菌的近亲关系，因此两种壶菌的毒力和免疫逃避机制

被认为可能是相似的［１０１］。 与蛙壶菌不同，蝾螈壶菌具有非运动性的抗环境孢子，可能会更适应潮湿的环境

如土壤［１１６］。 蝾螈壶菌被认为起源于东亚，私人两栖动物国际贸易可能是蝾螈壶菌被引入欧洲的原因［１１７］。
不同物种对蝾螈壶菌的感染症状存在很大的差异。 实验表明原产于欧洲的有尾目一旦被蝾螈壶菌感染就会

死亡，而一些原产于亚洲的有尾目可以在感染蝾螈壶菌后继续存活［１１８］。 保护免受蛙壶菌感染的免疫防御可

能不会限制蝾螈壶菌感染，并且合并感染可能压倒免疫防御［１０１］。 美国东部蝾螈（Ｎｏｔ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ｕｓ ｖｉｒｉｄｅｓｃｅｎｓ）同
时感染蛙壶菌和蝾螈壶菌后，双重感染比单独感染更为致命，并且感染蛙壶菌的个体再次暴露于蝾螈壶菌中

会增加他们对蝾螈壶菌的易感性［１１９］。
２．５　 化学污染物

两栖动物多数幼年时生活于水境，成年后接触陆境，皮肤潮湿，渗透性强，对环境依赖性强且扩散能力

弱［１２０］，因此可以作为非常典型的环境压力指标，对化学污染及其带来的环境变化后果等尤为敏感。 由于皮

肤可渗透性，许多两栖物种在两个生活史阶段都能吸收污染物并做出反应［１２１］。 污染对两栖动物的致死或亚

致死效应会降低个体适应性并影响种群动态［１２２］。 塑料污染具有持久性、高稳定性、普遍性，并对生物区系和

生态系统功能造成了全面的负面影响［１２３］。 多种两栖物种体内被检测出含有微塑料［１２４］。 在野外［１２４］ 和实验

室条件下［１２５］，微塑料都可以被两栖动物吸收。 在对产婆蟾（Ａｌｙｔｅｓ 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ａｎｓ）蝌蚪进行的一项微观实验中，
随着微塑料浓度的增加，蝌蚪的摄食、生长和个体状况的影响均呈下降趋势，最高浓度（１．８×１０３个微粒 ／ ｍＬ）
的微塑料造成了大多数蝌蚪的死亡［１２６］。 将居维尔泡蟾（Ｐｈｙｓａｌａｅｍｕｓ ｃｕｖｉｅｒｉ）蝌蚪暴露于聚乙烯微塑料（ＰＥ－
ＭＰｓ）中发现，ＰＥ 微塑料会在居维尔泡蟾蝌蚪的肝脏中积累，并引起出现肝毒性反应的肝脏和细胞学变

化［１２７］。 农用化学品如各类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和肥料等极易干扰两栖动物内分泌、引起代谢障碍或破坏

其它关键的生理控制过程，导致两栖动物健康状况下降、生长生殖异常［１２１］。 阿特拉津、２，４－Ｄ、三氯生等会破

坏两栖动物的耗能代谢［１２８—１３０］，百菌清、２，４－Ｄ、氟唑菌酰胺等阻碍两栖动物幼体生长发育［１３０—１３２］。 相比于单

一农药，混合农药对两栖动物的有害程度更大。 实验表明，美国中西部玉米地使用的九种除害剂（四种除草

剂、两种杀菌剂和三种杀虫剂）混合物对豹蛙（Ｒ． ｐｉｐｉｅｎｓ）幼虫生长发育的抑制作用比单独杀虫剂要大得多，
其也会损害胸腺，引起免疫抑制和收缩［１３３］。 重金属也是两栖动物的污染压力源之一。 一些研究已经证明六

价铬（Ｃｒ（ＶＩ））的积累在两栖动物中诱导了细胞毒性、生殖毒性和血液毒性［１３４—１３６］。 此外，重金属如铜会通过

影响两栖动物的游泳速度和距离导致其游泳不稳定，行为改变可能通过增加捕食风险来影响健康［１３７］。
２．６　 外来物种入侵

外来物种的入侵被确认为世界范围内两栖动物减少和灭绝的主要因素之一［１３８—１３９］，对 ４１５ 种濒危两栖物

种构成威胁［２７］。 它们可以直接通过捕食、竞争、杂交、寄生虫和疾病的传播，或间接通过栖息地的改变对本地

两栖动物产生有害影响［５，１３８，１４０］。 淡水生态系统极易受到入侵以及水生生物具有高扩散能力，是两栖动物易

受外来物种影响的原因［１４１］。 鱼类、牛蛙（Ｌｉｔｈｏｂａｔｅｓ ｃａｔｅｓｂｅｉａｎａ）、美洲克氏原螯虾（Ｐｒｏｃａｍｂａｒｕｓ ｃｌａｒｋｉｉ）是极为

常见而典型的外来入侵者。 捕食性鱼类的广泛引入使得本地两栖动物越来越多地暴露在捕食者面前，对新型

捕食者的不适当反应可能会增加本地两栖动物的死亡率［１４２］，导致对种群长期动态的重大影响［２９］。 牛蛙及其

蝌蚪会捕食当地蛙类和蝌蚪［１４３］，排挤和强占土著两栖动物的栖息地［１４４］，且是壶菌病的有效携带者［１４５］，同时

牛蛙蝌蚪的庞大体型和贪食行为使其成为淡水系统中占优势的两栖动物竞争者。 李义明等［１４６］ 通过评估中

国舟山群岛上外来入侵牛蛙对本地蛙类的影响发现，本地蛙类在牛蛙入侵 １５ 年后仍未适应该物种的入侵，牛
蛙入侵地点的本地蛙类密度和丰富度均显著低于舟山群岛上牛蛙未入侵地点的本地蛙类密度和丰富度。 在

意大利 １２５ 个湿地中，所有两栖类的幼虫丰度与美洲克氏原螯虾皆呈负相关［１４７］。 除了影响物种存活率和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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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度，入侵者还可能改变物种适宜性或行为表现［１４８］。 Ｐｕｊｏｌ⁃Ｂｕｘó 等［１４９］ 研究发现，在与克氏原螯虾和霍氏食

蚊鱼（Ｇａｍｂｕｓｉａ ｈｏｌｂｒｏｏｋｉ）共存不到 ３０ 年之后，本地欧芹蛙（Ｐｅｌｏｄｙｔｅｓ 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对入侵性克氏原螯虾表现出形

态学反应，并对入侵性霍氏食蚊鱼表现出行为学反应。 伊比利亚水蛙（Ｐｅｌｏｐｈｙｌａｘ ｐｅｒｅｚｉ）种群在入侵性克氏原

螯虾存在的情况下发育出更深的尾部肌肉，这种特征可能有利于更快的游泳和逃离捕食者［１５０—１５１］。 Ｎｕｎｅｓ 通

过荟萃分析发现成年两栖动物对外来物种表现出更强的回避，并发展出更长的四肢或更庞大的身体［１４８］。 此

外，本地种和外来种的杂交可能造成遗传污染［１５２］，导致本地类群失去适应性甚至灭绝［１５３］。
２．７　 过度利用

许多两栖动物因其巨大的食用、药用、观赏、经济价值被人类滥捕滥猎、非法贸易。 在亚洲，棘胸蛙、虎纹

蛙等蛙类因其肉质紧实、口感鲜美遭到人类过度捕捉，法国等欧盟国家禁止商业捕捞蛙类，但因其对蛙类的食

用需求过大，每年从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进口大量蛙腿，是野生蛙腿的最大进口地。 蛙类、蟾蜍等两栖物

种常被用作药物。 在英国蛙类可作为治疗咳嗽、炎症的药方，在中国蛙类用于治疗心脏病和水肿。 蟾蜍药用

价值很高，蟾酥、蟾胆、干蟾、蟾头均可入药，具有解毒消肿、通窍止痛等功效［１５４］。 跨国宠物贸易对罕见的两

栖稀有物种构成较大威胁。 在跨国宠物贸易市场中，新描述、品种稀有或颜色独特的两栖动物极受欢迎。 德

国是跨国宠物贸易的进口中心地，２０１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就记录了 ３５２ 种两栖物种的交易，营销广告常使

用突出物种的特征的短语以提高物种的吸引力及价格，如“颜色鲜艳”、“世界罕见”、“毒性最强”等，星云雾

蛙（Ｔｈｅｌｏｄｅｒｍａ ｎｅｂｕｌｏｓｕｍ）被描述为“最稀有的青蛙” ［１５５］。 同时，以欧洲火蝾螈（Ｓ．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ａ）、亚洲火腹蝾

螈（Ｃｙｎｏｐ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等壶菌携带者为主要对象的国际贸易也加剧了两栖类壶菌的传播，提高了两栖类的致

病率。
宝贵的用处成为两栖类悲剧的来源之一，人类社会对这些物种的过度需求和利用造成了物种数量的下

降。 从全球范围看，过度利用虽仍是两栖类衰退的驱动因素之一，但其对两栖类的影响正在下降。 ＧＡＡ１ 确

定过度利用是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 年间两栖动物的主要威胁，导致了 ３１ 种物种状况的恶化，但 ＧＡＡ２ 表明在 ２００４ 年

至 ２０２２ 年间过度利用仅是 ４ 种物种状况恶化的驱动因素［２７］，影响着全球 ２５６ 个受威胁两栖物种（９％），主要

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
２．８　 物种特征

除了外部因素，物种特征包括生态和生活史特征也是影响两栖动物衰退和灭绝风险的重要方面。 地理分

布范围、体型被普遍认为是各类群物种内部灭绝风险的相关因素［３２，１５６—１５７］。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地理分布

范围是影响两栖动物灭绝风险最主要且最直接的物种特征因素。 地理分布范围较小的物种由于对环境具有

更高的特异性要求，因此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导致死亡率上升［１５８］；同时小种群的随机种群事件

和近亲繁殖也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灭绝风险［１５９］。 大体型动物往往具有较低的种群密度和繁殖力，种群崩溃后

的恢复潜力较小，且更容易被发现和捕获，可能会面临较大的灭绝危机［１５７］。 Ｓｏｄｈｉ 等［１６０］ 使用统计模型分析

发现决定两栖动物濒危和衰退风险的最重要因素是两栖动物的地理分布范围，体型较大的物种面临的风险较

高，地理范围小、体型大的两栖动物是最容易灭绝的物种。 Ｃｏｏｐｅｒ 等［１６１］ 发现蛙类的灭绝风险主要取决于其

地理范围的大小，地理分布范围较小的蛙类受到更大的威胁，而体型和繁殖力通过改变地理范围间接影响灭

绝风险。
２．９　 各因素间的协同作用

２１ 世纪以来，关于两栖种群数量下降成因的研究更多关注多因素的相互作用。 全球变化研究越发认识

到不同驱动因素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因为交互作用可以改变压力源的影响程度［１５３，１６２］。 Ｇｒｅｅｎ 指出新发传

染病，紫外辐射，化学污染物，捕食者入侵、栖息地的破坏和气候变化都是两栖动物数量下降的合理原因，但没

有一个是相互排斥的，也不倾向于成为单一的潜在原因［１６３］。 多种因素导致的灭绝可能会比以前的单一因素

导致的灭绝更加危害两栖动物的种群数量［３３］，也更能解释如今两栖物种的严重衰退形势。 Ｇｒａｎｔ［２２］在对两栖

动物衰退多驱动因素的第一次综合量化研究［２３］中发现，大陆范围内两栖动物数量下降是由局部驱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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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个相互作用的压力因素造成的，并没有单一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两栖物种的威胁因素都是被人类活动

主导。 人类活动贯穿于每个威胁因素中，过度开发、环境污染、国际贸易等人类活动造成持续的栖息地丧失退

化、气候变化、疾病传播，由于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威胁又被不断地加剧。 一些研究会把化学污染划分到

栖息地丧失的大类中［２７］，紫外线划分到气候变化大类［１６４］ 中。 气候变化能改变其它威胁因素的动态，具有典

型的放大其它威胁的作用，如紫外线辐射［１６５］、物种生境和疾病［３３］ 等。 在各国修复臭氧层的补救措施（如通

过《蒙特利尔协定书》）下，臭氧层问题慢慢好转，但气候变化会阻碍臭氧层空洞的恢复，增加 ＵＶ⁃Ｂ 辐射。
２０１５ 年的南极臭氧层空洞被认为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空洞之一，受到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卡尔布科（智利）火山喷

发类型造成的极冷条件的影响，和平流层气溶胶引起的臭氧消耗增加的影响［１６５］。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阿根廷

南部上空出现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的最大臭氧空洞，２０２２ 年发生的汤加海底火山喷发和气候变化被认为是其出现

的原因［１６６］。 紫外线辐射也会增加两栖动物宿主对病原体的易感性。 实验表明，暴露在高紫外线辐射下的澳

洲绿树蛙（Ｌ． ｃａｅｒｕｌｅａ）具有更高的能量消耗和蛙壶菌感染率［１６７］。 全球环境温度上升的趋势往往会导致两栖

动物更严重的疾病流行［１６８］。 气候变化也能通过改变物种栖息地影响生物多样性［１６９］。 Ｍａｎｔｙｋａ⁃Ｐｒｉｎｇｌｅ［１６２］等

发现栖息地丧失和碎片化对物种的负面影响在平均降雨量减少的地区被放大。 Ｙａｎｇ 等使用模型模拟了气候

变化对濒危棘腹蛙（Ｑｕａｓｉｐａａ ｂｏｕｌｅｎｇｅｒｉ ）栖息地的影响，预测到 ２０４０—２０６９ 和 ２０７０—２０９９ 年度，棘腹蛙的生

境将明显减少，预计将有 ３６％至 ７１％的栖息地消失［１７０］。 气候变化与两栖动物疾病的关系同样密切。 热失配

假说认为，当气候变化使两栖动物宿主偏离最佳温度，两栖动物可能会对传染病更敏感［１７１］。 在异常温暖条

件下，适应寒冷的两栖种群更容易患病，反之亦成立［８６］。 泽氏斑蟾（Ａ． ｚｅｔｅｋｉ）只有在接触蛙壶菌和高温的组

合条件下才会出现高病原体负荷率和死亡率，也证实了高温与传染病间的相互作用［１７２］。 气候变化给两栖类

带来的影响也可能被其他因素改变。 一项对青藏高原两爬多样性的研究发现，环境异质性较高的区域可以缓

解气候变化对物种分布及其遗传多样性的不利影响［１７３］。 栖息地丧失会加大外来物种的负面影响［１７４］。 一项

实验证明，栖息地丧失促进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红火蚁（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ｖｉｃｔａ）的入侵，大规模的森林砍伐为其不断

蔓延提供途径，加大了当地蝾螈被捕食的压力［１７４］。 对欧洲两栖爬行动物的荟萃分析［６］ 表明，外来物种的负

面影响对生活在不适宜生境的物种尤其严重。 外来入侵种对蛙壶菌的传播也是对本地两栖物种构成威胁的

方式之一。 以牛蛙为例，作为蛙壶菌的天然宿主，牛蛙具有蛙壶菌高感染率，并导致了蛙壶菌在本地两栖动物

不同群落中的扩散［１７５—１７６］。 此外，物种内部特征也会影响外部因素对两栖动物的威胁程度。 海拔高、分布范

围小且繁殖力低的水生物种更易感染蛙壶菌［３２］；地理分布范围小的两栖物种往往更易受到栖息地丧失的影

响［１５７］。 几乎每个威胁因素都会受到其它非生物和生物因素或多或少的影响，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两栖

物种。

３　 现有研究对中国两栖类物种保护的启示

两栖动物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制定实施合理的保护行动计划对减缓两栖类衰退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

地区的两栖动物的多样性及组成差异显著，其衰退状况及主要威胁也因分类、生物特征、气候环境的不同存在

较大差别。 中国两栖动物受威胁比例（３７．５％） ［２］略低于 ＧＡＡ２ 评估的全球两栖动物受威胁比例（４０．７％） ［２７］，
明显低于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两栖动物红色名录》的评估结果（４３．１％） ［１７７］，若忽略评估依据等环节可能导致的差

异，该结果可在一定程度说明中国两栖动物衰退情况略优于全球平均水平，并呈现好转迹象，但仍有大量两栖

动物遭受着巨大威胁，其生存危机不可忽视。 有尾目受威胁水平远高于无尾目，与全球态势一致。 ３５７ 种两

栖动物特有种中有 ４２．０％为受威胁物种，高于我国两栖类总体受威胁比例［２］。 针对中国两栖动物的受威胁现

状，本文提出以下保护建议：
（１）加强中国两栖动物监测网络建设。 监测是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的有效途径［１７８］，有助于观测和

研究物种和种群下降或灭绝的态势和机制［１７９］。 ２０１１ 年全国两栖动物监测工作“两栖类示范观测项目”启动，
监测到中国 ３０％以上的两栖物种数。 ２０２０ 年专项网开展了中国首次较大规模的两栖爬行动物无线电跟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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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研究，运用环境 ＤＮＡ、围栏陷阱法、贝叶斯权重估计等技术方法对大鲵 （ Ａｎｄｒｉａ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大凉螈

（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ｔｒｉｔｏｎ ｔａｌ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中华蟾蜍（Ｂ． 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中国林蛙（Ｒ． ｃｈｅｎ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等两栖爬行动物进行了长

期监测。 两栖类监测已取得重要进展，但目前的监测区域和物种数量仍偏少［１８０］。 因此，仍需从国家层面继

续加大对两栖动物监测网络的建设支持，扩大监测样区范围，增加监测对象的数量，促进先进监测技术的研发

与应用，实现关键两栖物种种群动态的定时观测与管理。
（２）优化两栖动物保护的保护区。 栖息地丧失是两栖动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 保护区是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核心战略，其通过限制人类活动、改变土地用途来促进濒危物种栖息地的恢复［１８１］。 在气候变化的

大背景下保护区对两栖动物保护的重要性上升，从全球看，现有保护区存在很大的保护空缺，超过 ７０％的两

栖爬行动物没有受到保护区的有效保护，空缺区域包括中国［１８２］。 然而中国自然保护区网络以保护哺乳动物

和鸟类为主，对植物、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关注不足，保护区内两栖动物的生境覆盖率较小［１８３］。 中国两栖动

物主要集中在南方，可考虑在南部地区新建保护区或扩大已有保护区，覆盖两栖动物的大部分重要栖息地，加
强湿地保护，有效维护两栖类栖息地的完整性和生态功能，以重点保护两栖动物多样性为主要目的。

（３）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危害两栖动物的非法行为。 捕捉利用位列中国受威胁两栖动物致危因

子的第二位。 中国受威胁两栖类物种被人类利用的比例远高于全球受威胁两栖类被利用的比例［１７７，１８４］。 中

国两栖动物的过度利用往往以食用、药用、观赏为主要目的。 大鲵别名娃娃鱼，是中国古老的特有种，由于其

体大肉鲜被人为滥捕出售至养殖场，加之栖息地丧失，数量骤减，已成为极危物种，陷入野外稀少、养殖场却大

量囤积的保护悖论［１８５］。 蟾酥、林蛙油等两栖制品，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相应物种因此受到人类大量捕杀售

卖。 此外，一些两栖物种如滇南疣螈（Ｔｙｌｏｔｏｔｒｉｔｏｎ ｙａｎｇｉ）由于色彩鲜艳，观赏价值高，常流通于宠物贸易中。
因此建议加大对滥捕滥猎野生两栖动物的行为的执法力度和处罚力度，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两栖动物保护政

策体系，禁止保护区内一切以商业为目的的养殖行为，重视养殖市场的管理［１８５］，并面向社会群众进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法治宣传、科普教育，提高社会公众保护两栖动物的意识水平，打
击破坏环境、非法捕猎和交易、非法引进入侵物种、随意放生外来入侵物种等行为，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

和防控。

４　 讨论及展望

两栖类衰退已成为共识，是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对两栖动物衰退的国际视角在

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变化更新和发展。 随着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ＧＡＡ２ 等国家和国际层面权威评估的

进行，两栖类衰退研究取得了最新的进展。 一系列的研究及评估报告［１７—１８，２２］都表明，全球两栖物种的衰退形

势较为严峻，前景不易改善，态势不容乐观。 两栖动物严峻的衰退现状是多种非生物和生物因素、外部和内部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探讨单一因素的影响有助于突出不同要素各自的作用机制，厘清各要素本身对两栖动

物的威胁，但对于两栖动物现实面临的威胁而言，可能是过于简单化和理论化的，两栖动物在其实际生存空间

中的衰退成因机制是复杂的，往往会受到多要素的共同驱动。
回顾两栖衰退研究趋势，两栖动物的衰退问题并未在发现伊始受到广泛重视。 两栖动物的衰退问题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已被观测到［７—８］，实际可能更早［１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科学界意识到这是一种全球现象，但部

分学者认为两栖动物数量的减少属于一种可恢复的自然波动［１２］，其严重性受到怀疑。 概率零模型分析［１３］ 结

果的支持及两栖动物数量下降层出不穷的案例逐渐使得该现象的严峻性被普遍承认与接受。 对单物种的众

多小尺度研究推动着大尺度研究的出现，之后的数次全球两栖动物大尺度评估的结果几乎都证明，两栖动物

的灭绝危机在加剧，衰退情况在恶化。 探索两栖动物衰退的成因对两栖动物现状的理解和保护措施的制定具

有重大意义，一直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随着研究深入，各种观点、假说或共存或更迭，近些年对衰退成因的

主流认知在不断变化发展。
对最主要威胁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栖息地丧失、气候变化这两大因素。 气候变化将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越来

４０６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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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的影响［６］。 预计未来气候变化带来的灭绝风险会随着全球变暖而加速，尤其对两栖动物［１８６］。 公众对气

候变化的威胁越发关注。 Ｔｉｍ Ｃａｒｏ 等［３４］发现，在过去几十年有关生物多样性丧失人为驱动因素的论文中，气
候变化主题的发文量稳步上升，且是各因素论文中比例最高的。 ＧＡＡ２ 评估显示，２００４ 年以来 ３９％的两栖物

种状况恶化是由于气候变化，其次是栖息地丧失（３７％），并且气候变化的真正影响可能仍被低估［２７］。 然而，
有学者认为将生物多样性面临的问题主要归结为气候变化是片面且短视的，会导致忽略更重要的传统因素如

栖息地破坏和过度开采［３４］。 栖息地丧失通常被描述为威胁最大数量的两栖动物的因素［１８７］。 面临灭绝风险

最大的两栖动物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而经历生境快速转变的种群数量较少的两栖物种［３５］。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ｏｂｌｅｍ》研讨会指出，只有栖息地改变能对

两栖动物造成真正的全球性威胁。 这一观点认为污染、物种入侵、疾病、气候变化的协同作用最终由栖息地的

退化造成两栖种群数量的减少［３７］。 ＧＡＡ１ 确定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 年栖息地丧失和过度开发是两栖动物主要威

胁［２７］。 根据 ＧＡＡ２，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栖息地丧失是最常见的威胁，影响着 ９３％的受威胁两栖物种，气候变化是

增加灭绝风险的主要驱动因素。 综上，本文倾向于认为两栖动物的衰退因素几乎都由人类活动主导，栖息地

丧失仍是两栖动物数量下降最根本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不断上升，大大加剧了

两栖动物的生存危机，不容小觑。
蝾螈壶菌是新发现的真菌病原体。 很长一段时间内，蛙壶菌被认为是感染两栖动物并致其数量下降的

Ｂａｔｒａｃｈｏ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属的唯一壶菌，直至 ２０１３ 年其同属蝾螈壶菌被报道。 蝾螈壶菌的宿主范围不如蛙壶菌广泛，
但对蝾螈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成为了公众认知的两栖类灭绝情况恶化的另一个威胁。 虽然蝾螈壶菌近年来才

被发现，但通过贝叶斯估计，蝾螈壶菌早在晚白垩世或古近纪早期就已从蛙壶菌中分化［１１８］。 亚洲被认为是

蝾螈壶菌的起源地，是过去 ３０００ 万年蝾螈壶菌的储库，Ｍａｒｔｅｌ 在超过 １５０ 年的亚洲剑尾蝾螈（Ｃ． ｅｎｓｉｃａｕｄａ）的
博物馆样本中检测到了蝾螈壶菌［１１８］。 由于蝾螈壶菌被发现地较晚，其部分方面尚未被彻底研究透彻。 美国

东部蝾螈（Ｎ． ｖｉｒｉｄｅｓｃｅｎｓ）同时感染蛙壶菌和蝾螈壶菌比单独感染更为致命，并且感染过蛙壶菌的蝾螈更容易

感染蝾螈壶菌［１１９］，这说明蝾螈壶菌的免疫防御不同于蛙壶菌。 但科学界对蝾螈壶菌具体的免疫防御机制仍

知之甚少，对蛙壶菌和蝾螈壶菌共同感染的影响研究较为缺乏，蝾螈壶菌的发病机制和免疫防御还需要进一

步探索。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对两栖动物衰退成因的研究逐渐成熟，然而由于不断改变的全球环境、日益严重的人

类干扰、新威胁的发现，两栖类衰退研究仍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各因素间存在相互作用毋庸置疑，但因素

之间具体而复杂的交互作用机制及其量化分析还存在空缺。 增强决策树、神经网络等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模

型在处理高维非线性时空过程方面具有优势，现如今被逐渐纳入生态学建模、模拟体系中［１８８］。 使用两栖动

物多样性分布、物种习性、物种栖息地特征、基因组测序数据、历史及未来情景气候、土地覆盖及利用等多时态

多源时空数据，通过联合物种分布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地理探测器、贝叶斯模型、图神经网络等大数据驱

动的技术方法，模拟两栖动物衰退的时空过程，分析交互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机制，对于研究两栖类衰退及其

保护是极其必要的。 此外，“灭绝涡流”的实证监测、蝾螈壶菌的发病机制和免疫防御［１０１］、影响蝾螈对壶菌易

感性的因素［１８９］、各类假说如气候相关流行病假说、热不匹配假说等方面仍需要被进一步深入探讨。 未来还

需持续地进行两栖动物的监测工作，关注两栖动物最新的种群趋势，同时尝试采用更多新技术，借助遗传学基

因组［１９０］、生物声学［１９１］、ＧＩ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ＩＳ）、遥感、统计模型、机器学习算法等技术工具，
与地理学、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化学、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互动，开展两栖物种热点地区和优先保护区的识

别［１９２—１９３］、两栖类衰退因素的影响机理和多因素的协同作用分析等工作，以更综合全面的视角剖析两栖类衰

退问题，做好两栖类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Ｃｅｂａｌｌｏｓ Ｇ，Ｅｈｒｌｉｃｈ Ｐ Ｒ，Ｒａｖｅｎ Ｐ Ｈ．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ｎｋ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ｎｉｈ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ｍａｓｓ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２０，１１７（２４）： １３５９６⁃１３６０２．

５０６３　 ８ 期 　 　 　 戴文昱　 等：两栖类衰退研究进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２ ］　 生态环境部，中国科学院．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２０２０） ． 北京：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２０２３．

［ ３ ］ 　 Ｆｉｓｈｅｒ Ｍ Ｃ，Ｇａｒｎｅｒ Ｔ Ｗ Ｊ． Ｃｈｙｔｒｉｄ ｆｕｎｇｉ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１８（６）： ３３２⁃３４３．

［ ４ ］ 　 Ｗａｋｅ Ｄ Ｂ．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１，２５３（５０２２）： ８６０．

［ ５ ］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Ｊ Ｐ，Ｓｔｏｒｆｅｒ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３，９（２）： ８９⁃９８．

［ ６ ］ 　 Ｆａｌａｓｃｈｉ Ｍ，Ｍａｎｅｎｔｉ Ｒ，Ｔｈｕｉｌｌｅｒ Ｗ，Ｆｉｃｅｔｏｌａ Ｇ Ｆ．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ｃａｌ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ｔｉｌ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２５（１０）： ３５０４⁃３５１５．

［ ７ ］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Ｃ Ｋ，Ｍｏｒｔｏｎ Ｍ 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Ｙｏｓｅｍｉｔｅ ｔｏａ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ｉｅｒｒａ⁃Ｎｅｖａｄａ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ｒｐｅｔ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３，２７（２）：

１８６⁃１９８．

［ ８ ］ 　 Ｂｕｒｒｏｗｅｓ Ｐ Ａ，Ｊｏｇｌａｒ Ｒ Ｌ，Ｇｒｅｅｎ Ｄ 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ｆｏｒ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Ｐｕｅｒｔｏ Ｒｉｃｏ． Ｈｅｒｐｅ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２００４，６０（２）： １４１⁃１５４．

［ ９ ］ 　 Ｐｏｕｎｄｓ Ｊ Ａ，Ｃｒｕｍｐ Ｍ 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ｔｏ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ｒｌｅｑｕｉｎ ｆｒｏ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４，８（１）： ７２⁃８５．

［１０］ 　 Ｒｏｎ Ｓ Ｒ，Ｄｕｅｌｌｍａｎ Ｗ Ｅ，Ｃｏｌｏｍａ Ｌ Ａ，Ｂｕｓｔａｍａｎｔｅ Ｍ 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ｍｂａｔｏ ｔｏａｄ Ａｔｅｌｏｐｕｓ ｉｇｎｅｓｃｅｎｓ （Ａｎｕｒａ： ｂｕｆｏｎｉｄａ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ｄｅｓ

ｏｆ Ｅｃｕａｄ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ｒｐｅ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３７（１）： １１６⁃１２６．

［１１］ 　 Ｓｔｕａｒｔ Ｓ Ｎ，Ｃｈａｎｓｏｎ Ｊ Ｓ，Ｃｏｘ Ｎ Ａ，Ｙｏｕｎｇ Ｂ Ｅ，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Ａ Ｓ Ｌ，Ｆｉｓｃｈｍａｎ Ｄ Ｌ，Ｗａｌｌｅｒ Ｒ Ｗ．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３０６（５７０２）： １７８３⁃１７８６．

［１２］ 　 Ｐｅｃｈｍａｎｎ Ｊ Ｈ Ｋ，Ｗｉｌｂｕｒ Ｈ Ｍ．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Ｈｅｒｐｅ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１９９４，５０（１）： ６５⁃８４．

［１３］ 　 Ｐｏｕｎｄｓ Ｊ Ａ，Ｆｏｇｄｅｎ Ｍ Ｐ Ｌ，Ｓａｖａｇｅ Ｊ Ｍ，Ｇｏｒｍａｎ Ｇ Ｃ．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ｎｕｌ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７，１１（６）： １３０７⁃１３２２．

［１４］ 　 Ｌｉｐｓ Ｋ Ｒ．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ｆａｕｎａ．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１２（１）： １０６⁃１１７．

［１５］ 　 Ｌｉｐｓ Ｋ Ｒ． Ｍａｓｓ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ａｎｕｒａｎｓ ａｔ ａｎ ｕｐｌａｎｄ ｓｉｔｅ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ｎａｍａ．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１３（１）： １１７⁃１２５．

［１６］ 　 Ｈｏｕｌａｈａｎ Ｊ Ｅ，Ｆｉｎｄｌａｙ Ｃ Ｓ，Ｓｃｈｍｉｄｔ Ｂ Ｒ，Ｍｅｙｅｒ Ａ Ｈ，Ｋｕｚｍｉｎ Ｓ 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０，

４０４（６７７９）： ７５２⁃７５５．

［１７］ 　 Ｃａｔｅｎａｚｚｉ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５，４０： ９１⁃１１９．

［１８］ 　 Ｄａｓｋａｌｏｖａ Ｇ Ｎ，Ｍｙｅｒｓ⁃Ｓｍｉｔｈ Ｉ Ｈ，Ｇｏｄｌｅｅ Ｊ Ｌ．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 ｓｐａｎ ａ ｗｉｄ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１１（１）： ４３９４．

［１９］ 　 Ｃｅｂａｌｌｏｓ Ｇ，Ｅｈｒｌｉｃｈ Ｐ Ｒ，Ｂａｒｎｏｓｋｙ Ａ Ｄ，Ｇａｒｃíａ Ａ，Ｐｒｉｎｇｌｅ Ｒ Ｍ，Ｐａｌｍｅｒ Ｔ Ｍ．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ｕｍ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ｏｓｓｅｓ：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ｍａｓｓ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１（５）： ｅ１４００２５３．

［２０］ 　 Ｓｉｌｌａ Ａ Ｊ，Ｂｙｒｎｅ Ｐ 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９，７： ４９９⁃５１９．

［２１］ 　 Ｍｉｌｌｅｒ Ｄ Ａ Ｗ，Ｇｒａｎｔ Ｅ Ｈ Ｃ，Ｍｕｔｈｓ Ｅ，Ａｍｂｕｒｇｅｙ Ｓ Ｍ，Ａｄａｍｓ Ｍ Ｊ，Ｊｏｓｅｐｈ Ｍ Ｂ，Ｗａｄｄｌｅ Ｊ Ｈ，Ｊｏｈｎｓｏｎ Ｐ Ｔ Ｊ，Ｒｙａｎ Ｍ Ｅ，Ｓｃｈｍｉｄｔ Ｂ Ｒ，Ｃａｌｈｏｕｎ Ｄ Ｌ，

Ｄａｖｉｓ Ｃ Ｌ，Ｆｉｓｈｅｒ Ｒ Ｎ，Ｇｒｅｅｎ Ｄ Ｍ，Ｈｏｓｓａｃｋ Ｂ Ｒ，Ｒｉｔｔｅｎｈｏｕｓｅ Ｔ Ａ Ｇ，Ｗａｌｌｓ Ｓ Ｃ，Ｂａｉｌｅｙ Ｌ Ｌ，Ｃｒｕｉｃｋｓｈａｎｋ Ｓ Ｓ，Ｆｅｌｌｅｒｓ Ｇ Ｍ，Ｇｏｒｍａｎ Ｔ Ａ，Ｈａａｓ Ｃ Ａ，

Ｈｕｇｈｓｏｎ Ｗ，Ｐｉｌｌｉｏｄ Ｄ Ｓ，Ｐｒｉｃｅ Ｓ Ｊ，Ｒａｙ Ａ Ｍ，Ｓａｄｉｎｓｋｉ Ｗ，Ｓａｅｎｚ Ｄ，Ｂａｒｉｃｈｉｖｉｃｈ Ｗ Ｊ，Ｂｒａｎｄ Ａ，Ｂｒｅｈｍｅ Ｃ Ｓ，Ｄａｇｉｔ Ｒ，Ｄｅｌａｎｅｙ Ｋ Ｓ，Ｇｌｏｒｉｏｓｏ Ｂ Ｍ，

Ｋａｔｓ Ｌ Ｂ，Ｋｌｅｅｍａｎ Ｐ Ｍ，Ｐｅａｒｌ Ｃ Ａ，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 Ｃ Ｊ，Ｒｉｌｅｙ Ｓ Ｐ Ｄ，Ｒｏｔｈ Ｍ，Ｓｉｇａｆｕｓ Ｂ Ｈ．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ｄｒｉｖ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８，９： ３９２６．

［２２］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Ｇｒａｎｔ Ｅ Ｈ，Ｍｉｌｌｅｒ Ｄ Ａ Ｗ，Ｓｃｈｍｉｄｔ Ｂ Ｒ，Ａｄａｍｓ Ｍ Ｊ，Ａｍｂｕｒｇｅｙ Ｓ Ｍ，Ｃｈａｍｂｅｒｔ Ｔ，Ｃｒｕｉｃｋｓｈａｎｋ Ｓ Ｓ，Ｆｉｓｈｅｒ Ｒ Ｎ，Ｇｒｅｅｎ Ｄ Ｍ，Ｈｏｓｓａｃｋ Ｂ

Ｒ，Ｊｏｈｎｓｏｎ Ｐ Ｔ Ｊ，Ｊｏｓｅｐｈ Ｍ Ｂ，Ｒｉｔｔｅｎｈｏｕｓｅ Ｔ Ａ Ｇ，Ｒｙａｎ Ｍ Ｅ，Ｗａｄｄｌｅ Ｊ Ｈ，Ｗａｌｌｓ Ｓ Ｃ，Ｂａｉｌｅｙ Ｌ Ｌ，Ｆｅｌｌｅｒｓ Ｇ Ｍ，Ｇｏｒｍａｎ Ｔ Ａ，Ｒａｙ Ａ Ｍ，Ｐｉｌｌｉｏｄ Ｄ Ｓ，

Ｐｒｉｃｅ Ｓ Ｊ，Ｓａｅｎｚ Ｄ，Ｓａｄｉｎｓｋｉ Ｗ，Ｍｕｔｈｓ 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ｃａｌ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６，６： ２５６２５．

［２３］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Ｇｒａｎｔ Ｅ Ｈ，Ｍｉｌｌｅｒ Ｄ Ａ Ｗ，Ｍｕｔｈｓ Ｅ． 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Ｈｅｒｐｅ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２０２０，７６（２）： １０１．

［２４］ 　 ＭｃＣａｌｌｕｍ Ｍ 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ｒ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ｄｗａｒｆ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ｒｐｅ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４１（３）： ４８３⁃４９１．

［２５］ 　 Ｆａｇａｎ Ｗ Ｆ，Ｈｏｌｍｅｓ Ｅ 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Ｖｏｒｔｅｘ．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６，９（１）： ５１⁃６０．

［２６］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Ｇ Ｒ，Ｒｏｂｅｒｔｓ Ｊ Ｄ，Ｈｕｎｔｅｒ Ｄ，Ｈｏｓｋｉｎ Ｃ Ｊ，Ａｌｆｏｒｄ Ｒ Ａ，Ｈｅａｒｄ Ｇ Ｗ，Ｈｉｎｅｓ Ｈ，Ｌｅｍｃｋｅｒｔ Ｆ，Ｎｅｗｅｌｌ Ｄ，Ｓｃｈｅｅｌｅ Ｂ 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ｆｒｏ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２４７： １０８５４３．

［２７］ 　 Ｌｕｅｄｔｋｅ Ｊ Ａ，Ｃｈａｎｓｏｎ Ｊ，Ｎｅａｍ Ｋ，Ｈｏｂｉｎ Ｌ，Ｍａｃｉｅｌ Ａ Ｏ，Ｃａｔｅｎａｚｚｉ Ａ，Ｂｏｒｚéｅ Ａ，Ｈａｍｉｄｙ Ａ，Ａｏｗｐｈｏｌ Ａ，Ｊｅａｎ Ａ，Ｓｏｓａ⁃Ｂａｒｔｕａｎｏ Á，Ａｎｓｅｌ Ｆ Ｇ，ｄｅ

Ｓｉｌｖａ Ａ，Ｆｏｕｑｕｅｔ Ａ，Ａｎｇｕｌｏ Ａ，Ｋｉｄｏｖ Ａ Ａ，Ｓａｒａｖｉａ Ａ Ｍ，Ｄｉｅｓｍｏｓ Ａ Ｃ，Ｔｏｍｉｎａｇａ Ａ，Ｓｈｒｅｓｔｈａ Ｂ，Ｇｒａｔｗｉｃｋｅ Ｂ，Ｔｊａｔｕｒａｄｉ Ｂ，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Ｒｉｖｅｒａ Ｃ Ｃ，

Ｖáｓｑｕｅｚ Ａｌｍａｚáｎ Ｃ Ｒ，Ｓｅñａｒｉｓ Ｃ，Ｃｈａｎｄｒａｍｏｕｌｉ Ｓ Ｒ，Ｓｔｒüｓｓｍａｎｎ Ｃ，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Ｃ Ｆ Ｃ，Ａｚａｔ Ｃ，Ｈｏｓｋｉｎ Ｃ Ｊ，Ｈｉｌｔｏｎ⁃Ｔａｙｌｏｒ Ｃ，Ｗｈｙｔｅ Ｄ Ｌ，Ｇｏｗｅｒ Ｄ Ｊ，

Ｏｌｓｏｎ Ｄ Ｈ，Ｃｉｓｎｅｒｏｓ⁃Ｈｅｒｅｄｉａ Ｄ Ｆ，Ｓａｎｔａｎａ Ｄ Ｊ，Ｎａｇｏｍｂｉ Ｅ，Ｎａｊａｆｉ⁃Ｍａｊｄ Ｅ，Ｑｕａｈ Ｅ Ｓ Ｈ，Ｂｏｌａñｏｓ Ｆ，Ｘｉｅ Ｆ，Ｂｒｕｓｑｕｅｔｔｉ Ｆ，Áｌｖａｒｅｚ Ｆ Ｓ，Ａｎｄｒｅｏｎｅ Ｆ，

Ｇｌａｗ Ｆ，Ｃａｓｔａñｅｄａ Ｆ Ｅ，Ｋｒａｕｓ Ｆ，Ｐａｒｒａ⁃Ｏｌｅａ Ｇ，Ｃｈａｖｅｓ Ｇ，Ｍｅｄｉｎａ⁃Ｒａｎｇｅｌ Ｇ Ｆ，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Ｄｕｒáｎ Ｇ，Ｏｒｔｅｇａ⁃Ａｎｄｒａｄｅ Ｈ Ｍ，Ｍａｃｈａｄｏ Ｉ Ｆ，Ｄａｓ Ｉ，Ｄｉａｓ Ｉ

６０６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Ｒ，Ｕｒｂｉｎａ⁃Ｃａｒｄｏｎａ Ｊ Ｎ，Ｃｒｎｏｂｒｎｊａ⁃Ｉｓａｉｌｏｖｉｃ′ Ｊ，Ｙａｎｇ Ｊ Ｈ，Ｊｉａｎｇ Ｊ Ｐ，Ｗａｎｇｙａｌ Ｊ Ｔ，Ｒｏｗｌｅｙ Ｊ Ｊ Ｌ，Ｍｅａｓｅｙ Ｊ，Ｖａｓｕｄｅｖａｎ Ｋ，Ｃｈａｎ Ｋ Ｏ，Ｇｕｒｕｒａｊａ Ｋ Ｖ，

Ｏｖａｓｋａ Ｋ，Ｗａｒｒ Ｌ Ｃ，Ｃａｎｓｅｃｏ⁃Ｍáｒｑｕｅｚ Ｌ，Ｔｏｌｅｄｏ Ｌ Ｆ，Ｄíａｚ Ｌ Ｍ，Ｍｅｅｇａｓｋｕｍｂｕｒａ Ｍ，Ａｃｅｖｅｄｏ Ｍ Ｅ，Ｎａｐｏｌｉ Ｍ Ｆ，Ｐｏｎｃｅ Ｍ Ａ，Ｖａｉｒａ Ｍ，Ｌａｍｐｏ Ｍ，

Ｙáｎｅｚ⁃Ｍｕñｏｚ Ｍ Ｈ，Ｓｃｈｅｒｚ Ｍ Ｄ，Ｒöｄｅｌ Ｍ Ｏ，Ｍａｔｓｕｉ Ｍ，Ｆｉｌｄｏｒ Ｍ，Ｋｕｓｒｉｎｉ Ｍ Ｄ，Ａｈｍｅｄ Ｍ Ｆ，Ｒａｉｓ Ｍ，Ｋｏｕａｍé Ｎ Ｇ，Ｇａｒｃíａ Ｎ，Ｇｏｎｗｏｕｏ Ｎ Ｌ，

Ｂｕｒｒｏｗｅｓ Ｐ Ａ，Ｉｍｂｕｎ Ｐ Ｙ，Ｗａｇｎｅｒ Ｐ，Ｋｏｋ Ｐ Ｊ Ｒ，Ｊｏｇｌａｒ Ｒ Ｌ，Ａｕｇｕｓｔｅ Ｒ Ｊ，Ｂｒａｎｄãｏ Ｒ Ａ，Ｉｂáñｅｚ Ｒ，ｖｏｎ Ｍａｙ Ｒ，Ｈｅｄｇｅｓ Ｓ Ｂ，Ｂｉｊｕ Ｓ Ｄ，Ｇａｎｅｓｈ Ｓ Ｒ，

Ｗｒｅｎ Ｓ，Ｄａｓ Ｓ，Ｆｌｅｃｈａｓ Ｓ Ｖ，Ａｓｈｐｏｌｅ Ｓ Ｌ，Ｒｏｂｌｅｔｏ⁃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Ｓ Ｊ，Ｌｏａｄｅｒ Ｓ Ｐ，Ｉｎｃｈáｕｓｔｅｇｕｉ Ｓ Ｊ，Ｇａｒｇ Ｓ，Ｐｈｉｍｍａｃｈａｋ 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Ｓ Ｊ，Ｓｌｉｍａｎｉ Ｔ，

Ｏｓｂｏｒｎｅ⁃Ｎａｉｋａｔｉｎｉ Ｔ，Ａｂｒｅｕ⁃Ｊａｒｄｉｍ Ｔ Ｐ Ｆ，Ｃｏｎｄｅｚ Ｔ Ｈ，Ｄｅ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Ｔ Ｒ，Ｃｕｔａｊａｒ Ｔ Ｐ，Ｐｉｅｒｓｏｎ Ｔ Ｗ，Ｎｇｕｙｅｎ Ｔ Ｑ，Ｋａｙａ Ｕ，Ｙｕａｎ Ｚ Ｙ，Ｌｏｎｇ Ｂ，

Ｌａｎｇｈａｍｍｅｒ Ｐ，Ｓｔｕａｒｔ Ｓ Ｎ．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２３，６２２（７９８２）： ３０８⁃３１４．

［２８］ 　 Ｋｉｅｓｅｃｋｅｒ Ｊ Ｍ，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Ａ Ｒ，Ｂｅｌｄｅｎ Ｌ Ｋ．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１，４１０（６８２９）： ６８１⁃６８４．

［２９］ 　 Ａｌｆｏｒｄ Ｒ 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Ｓ Ｊ．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１９９９，３０： １３３⁃１６５．

［３０］ 　 Ｂｅｅｂｅｅ Ｔ Ｊ Ｃ，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Ｒ Ａ． Ｔｈ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ａ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１２５（３）： ２７１⁃２８５．

［３１］ 　 于业辉，张守纯，赵玉军，石娇，于立辉，吕秋凤． 壶菌病与两栖动物的种群衰退． 动物学杂志，２００６，４１（３）： １１８⁃１２２．

［３２］ 　 Ｂｉｅｌｂｙ Ｊ，Ｃｏｏｐｅｒ Ｎ，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Ａ Ａ，Ｇａｒｎｅｒ Ｔ Ｗ Ｊ，Ｐｕｒｖｉｓ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ｆｒｏｇ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０８，１（２）： ８２⁃９０．

［３３］ 　 Ｈｏｆ Ｃ，Ａｒａúｊｏ Ｍ Ｂ，Ｊｅｔｚ Ｗ，Ｒａｈｂｅｋ Ｃ．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１，

４８０（７３７８）： ５１６⁃５１９．

［３４］ 　 Ｃａｒｏ Ｔ，Ｒｏｗｅ Ｚ，Ｂｅｒｇｅｒ Ｊ，Ｗｈｏｌｅｙ Ｐ，Ｄｏｂｓｏｎ Ａ． Ａｎ 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ｍ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ｏｓ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２２，１５（３）： ｅ１２８６８．

［３５］ 　 Ｗａｋｅ Ｄ Ｂ，Ｖｒｅｄｅｎｂｕｒｇ Ｖ Ｔ． Ａｒｅ ｗ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ｍａｓｓ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８，１０５（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１）： １１４６６⁃１１４７３．

［３６］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Ｓ Ｌ，Ｆｕｌｌｅｒ Ｒ Ａ，Ｂｒｏｏｋｓ Ｔ Ｍ，Ｗａｔｓｏｎ Ｊ Ｅ Ｍ．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ａｖａｇｅｓ ｏｆ ｇｕｎｓ，ｎｅｔｓ ａｎｄ ｂｕｌｌｄｏｚｅｒｓ．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６，５３６（７６１５）： １４３⁃１４５．

［３７］ 　 Ｇｒｅｅｎ Ｄ Ｍ，Ｌａｎｎｏｏ Ｍ Ｊ， Ｌｅｓｂａｒｒèｒｅｓ Ｄ，Ｍｕｔｈｓ 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Ｈｅｒｐｅ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２０２０，７６（２）： ９７．

［３８］ 　 Ａｒｎｔｚｅｎ Ｊ Ｗ，Ａｂｒａｈａｍｓ Ｃ，Ｍｅｉｌｉｎｋ Ｗ Ｒ Ｍ， Ｉｏｓｉｆ Ｒ， Ｚｕｉｄｅｒｗｉｊｋ Ａ．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ｐｏｎｄ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ａ ３８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２６（６）： １４１１⁃１４３０．

［３９］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Ｔ Ａ，Ｂａｒｌｏｗ Ｊ，Ｐｅｒｅｓ Ｃ Ａ． Ｐａｒａｄｏｘ，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ｒ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ｔｉｌｅ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１３８（１ ／ ２）： １６６⁃１７９．

［４０］ 　 Ｓｅｍｌｉｔｓｃｈ Ｒ Ｄ，Ｔｏｄｄ Ｂ Ｄ，Ｂｌｏｍｑｕｉｓｔ Ｓ Ｍ，Ｃａｌｈｏｕｎ Ａ Ｊ Ｋ，Ｇｉｂｂｏｎｓ Ｊ Ｗ，Ｇｉｂｂｓ Ｊ Ｐ，Ｇｒａｅｔｅｒ Ｇ Ｊ，Ｈａｒｐｅｒ Ｅ Ｂ，Ｈｏｃｋｉｎｇ Ｄ Ｊ，Ｈｕｎｔｅｒ Ｍ Ｌ Ｊｒ，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

Ａ，Ｒｉｔｔｅｎｈｏｕｓｅ Ｔ Ａ Ｇ，Ｒｏｔｈｅｒｍｅｌ Ｂ Ｂ．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ｉｍｂｅｒ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５９（１０）： ８５３⁃８６２．

［４１］ 　 Ｔｉｌｇｈｍａｎ Ｊ Ｍ，Ｒａｍｅｅ Ｓ Ｗ，Ｍａｒｓｈ Ｄ Ｍ．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ｎ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１５２： １⁃９．

［４２］ 　 Ｂｒｏｄｅｕｒ Ｊ Ｃ，Ｓｕａｒｅｚ Ｒ Ｐ，Ｎａｔａｌｅ Ｇ Ｓ，Ｒｏｎｃｏ Ａ Ｅ，Ｅｌｅｎａ Ｚａｃｃａｇｎｉｎｉ Ｍ．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ｏｄ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ｒｏｇｓ ｉｎｈａｂｉ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２０１１，７４（５）： １３７０⁃１３８０．

［４３］ 　 董廷玮，黄美玲，韦旭，马硕，岳衢，刘文丽，郑佳鑫，王刚，马蕊，丁由中，薄顺奇，王正寰． 上海地区金线侧褶蛙种群的潜在空间分布格局及

其景观连通性． 生物多样性，２０２３，３１（８）： ４５⁃５５．

［４４］ 　 江艺欣，时莹莹，高朔，王苏盆． 人为噪音、夜间人造光和路杀对两栖动物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２０２３，３１（３）： ２１６⁃２２８．

［４５］ 　 Ｂｅｅｂｅｅ Ｔ Ｊ 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ｏａ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２７（４）： ６５７⁃６６８．

［４６］ 　 Ｒｕｂｂｏ Ｍ Ｊ，Ｋｉｅｓｅｃｋｅｒ Ｊ Ｍ．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１９（２）： ５０４⁃５１１．

［４７］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Ｌ Ｗ，Ｆｏｇ Ｋ，Ｄａｍｇａａｒｄ Ｃ．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ｓ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ｓ ａｎｄ ｉｎ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ｅｅ ｆｒｏｇ （Ｈｙｌ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４，２７１（１５４５）： １２９３⁃１３０２．

［４８］ 　 Ｍｉｒａｌｄｏ Ａ，Ｌｉ Ｓ，Ｂｏｒｒｅｇａａｒｄ Ｍ Ｋ，Ｆｌóｒｅｚ⁃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Ａ，Ｇｏｐａｌ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Ｓ，Ｒｉｚｖａｎｏｖｉｃ Ｍ，Ｗａｎｇ Ｚ Ｈ，Ｒａｈｂｅｋ Ｃ，Ｍａｒｓｋｅ Ｋ Ａ，Ｎｏｇｕéｓ⁃Ｂｒａｖｏ Ｄ． 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ｍａｐ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３５３（６３０７）： １５３２⁃１５３５．

［４９］ 　 Ａｌｍｅｉｄａ⁃Ｇｏｍｅｓ Ｍ，Ｒｏｃｈａ Ｃ Ｆ 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ｌｏｓｓ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ｒｏｇ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ｓ ｉｎ ａｎ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Ｂｉ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２０１５，４７（１）： １１３⁃１１８．

［５０］ 　 Ｒｏｔｈｅｒｍｅｌ Ｂ Ｂ，Ｓｅｍｌｉｔｓｃｈ Ｒ Ｄ．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ｏｌｄ⁃ｆｉｅｌ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ｎｇ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１６（５）： １３２４⁃１３３２．

［５１］ 　 Ｎｏｗａｋｏｗｓｋｉ Ａ Ｊ，ＤｅＷｏｏｄｙ Ｊ Ａ，Ｆａｇａｎ Ｍ Ｅ，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 Ｊ Ｒ，Ｄｏｎｎｅｌｌｙ Ｍ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ｗ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ｄｅｒｉｖｅ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４（３）： ５８０⁃５９５．

［５２］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Ｄ Ｒ，Ｋａｒｌ Ｔ Ｒ，Ｇａｌｌｏ Ｋ Ｐ，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Ｄ Ａ，Ｔｒｅｎｂｅｒｔｈ Ｋ Ｅ，Ｄａｉ Ａ Ｇ．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７０６３　 ８ 期 　 　 　 戴文昱　 等：两栖类衰退研究进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２０００，１０５（Ｄ１５）： 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４．

［５３］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Ｍ，Ｋｎｕｔｔｉ Ｒ，Ａｒｂｌａｓｔｅｒ Ｊ，Ｄｕｆｒｅｓｎｅ Ｊ，Ｆｉｃｈｅｆｅｔ Ｔ，Ｆｒｉ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ｅｉｎ Ｐ，Ｇａｏ Ｘ Ｊ，Ｇｕｔｏｗｓｋｉ Ｗ Ｊ，Ｊｏｈｎｓ Ｔ，Ｋｒｉｎｎｅｒ Ｇ，Ｓｈｏｎｇｗｅ Ｍ，Ｔｅｂａｌｄｉ Ｃ，

Ｗｅａｖｅｒ Ａ Ｊ，Ｗｅｈｎｅｒ Ｍ．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 ／ Ｓｔｏｃｋｅｒ Ｔ Ｆ，Ｑｉｎ Ｄ Ｈ，Ｐｌａｔｔｎｅｒ Ｇ Ｋ，Ｔｉｇｎｏｒ Ｍ Ｍ

Ｂ，Ａｌｌｅｎ Ｓ Ｋ，Ｂｏｓｃｈｕｎｇ Ｊ，Ｎａｕｅｌｓ Ａ，Ｘｉａ Ｙ，Ｂｅｘ Ｖ，Ｍｉｄｇｌｅｙ Ｐ Ｍ ｅｄ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１０２９⁃１１３６．

［５４］ 　 Ｗｉｎｔｅｒ Ｍ，Ｆｉｅｄｌｅｒ Ｗ，Ｈｏｃｈａｃｈｋａ Ｗ Ｍ，Ｋｏｅｈｎｃｋｅ Ａ，Ｓｈａｉ Ｍ Ｒ，Ｄｅ ｌａ Ｒｉｖａ Ｉ．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ｂｉａｓｅｓ 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ｔｉｌ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３（９）： １６０１５８．

［５５］ 　 Ｃａｒｅｙ Ｃ，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 Ａ．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ｌｉｎｋ？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３，９（２）： １１１⁃１２１．

［５６］ 　 刘高慧，饶定齐，史娜娜，付刚，高晓奇，肖能文． 澜沧县两栖动物多样性及海拔分布格局． 生态学报，２０２２，４２（７）： ２５９３⁃２６０４．

［５７］ 　 Ａｒａúｊｏ Ｍ Ｂ，Ｔｈｕｉｌｌｅｒ Ｗ，Ｐｅａｒｓｏｎ Ｒ 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ｔｉｌ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６，３３

（１０）： １７１２⁃１７２８．

［５８］ 　 Ｆｉｃｅｔｏｌａ Ｇ Ｆ，Ｍａｉｏｒａｎｏ Ｌ．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１６，１８１（３）： ６８３⁃６９３．

［５９］ 　 Ｐｏｕｎｄｓ Ｊ Ａ，Ｆｏｇｄｅｎ Ｍ Ｐ Ｌ，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Ｊ Ｈ．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９，３９８： ６１１⁃６１５．

［６０］ 　 Ｇｏｍｅｚ⁃Ｍｅｓｔｒｅ Ｉ，Ｐｙｒｏｎ Ｒ Ａ，Ｗｉｅｎｓ Ｊ Ｊ．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ｓ ｉｎ ｆｒｏｇ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６６（１２）： ３６８７⁃３７００．

［６１］ 　 Ｗｈｉｌｅ Ｇ Ｍ，Ｕｌｌｅｒ Ｔ． Ｑｕｏ ｖａｄｉｓ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ｆｒｏｇｓ，ｔ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ｅｒｓ． Ｅｃ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４，３７（１０）：

９２１⁃９２９．

［６２］ 　 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Ａ Ｒ，Ｂｅｌｄｅｎ Ｌ Ｋ，Ｏｌｓｏｎ Ｄ Ｈ，Ｇｒｅｅｎ Ｄ Ｍ，Ｒｏｏｔ Ｔ Ｌ，Ｋｉｅｓｅｃｋｅｒ Ｊ Ｍ．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ｃｉóｎ ｄｅ ａｎｆｉｂｉｏｓ ｙ

ｃａｍｂｉｏ ｃｌｉｍáｔｉｃｏ．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１５（６）： １８０４⁃１８０９．

［６３］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Ｒ Ａ，Ｓｅｗｅｌｌ Ｄ，ＭｃＣｒｅａ Ｒ 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ａ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ｍｅｔ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１４３（２）： ４８５⁃４９１．

［６４］ 　 Ｓｃｈｅｒｅｒ Ｒ Ｄ，Ｍｕｔｈｓ Ｅ，Ｌａｍｂｅｒｔ Ｂ 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ｏ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ｏｒｅａｌ ｔｏａｄ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ｒｐｅ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４２（３）：

５０８⁃５１７．

［６５］ 　 Ｔｒｙｊａｎｏｗｓｋｉ Ｐ，Ｒｙｂａｃｋｉ Ｍ，Ｓｐａｒｋｓ 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ｐａｗｎｉｎｇ ｄ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ｒｏｇ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ｏａｄ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ａｎｄ ｉｎ １９７８—２００２．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ｉ Ｆｅｎｎｉｃｉ，２００３，４０（５）： ４５９⁃４６４．

［６６］ 　 Ｒｏｌｌｉｎｓ⁃Ｓｍｉｔｈ Ｌ Ａ，Ｌｅ Ｓａｇｅ Ｅ Ｈ．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３，３７８（１８８２）： ２０２２０１３２．

［６７］ 　 Ｒａｆｆｅｌ Ｔ Ｒ，Ｒｏｈｒ Ｊ Ｒ，Ｋｉｅｓｅｃｋｅｒ Ｊ Ｍ，Ｈｕｄｓｏｎ Ｐ Ｊ．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２０（５）： ８１９⁃８２８．

［６８］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Ｓ Ｌ，Ｂｕｔｔ Ｎ，Ｍａｒｏｎ Ｍ，ＭｃＡｌｐｉｎｅ Ｃ Ａ，Ｃｈａｐｍａｎ Ｓ，Ｕｌｌｍａｎｎ Ａ，Ｓｅｇａｎ Ｄ Ｂ，Ｗａｔｓｏｎ Ｊ Ｅ Ｍ．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９，２５（４）： ６１３⁃６２５．

［６９］ 　 Ｔｒｅｎｂｅｒｔｈ Ｋ 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 Ｎｉｎｏ．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７，７８（１２）： ２７７１⁃２７７７．

［７０］ 　 Ｒｏｈｒ Ｊ Ｒ，Ｒａｆｆｅｌ Ｔ Ｒ．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ｐｕ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０，１０７（１８）： ８２６９⁃８２７４．

［７１］ 　 Ｐｏｔｖｉｎ Ｄ Ａ，Ｐａｒｒｉｓ Ｋ Ｍ，Ｓｍｉｔｈ Ｄａｔｅ Ｋ Ｌ，Ｋｅｅｌｙ Ｃ Ｃ，Ｂｒａｙ Ｒ Ｄ，Ｈａｌｅ Ｊ，Ｈｕｎｊａｎ Ｓ，Ａｕｓｔｉｎ Ｊ Ｊ，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Ｊ．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ｎｇ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ｉｎ ｆｒｏｇ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５４（３）： ９４５⁃９５４．

［７２］ 　 Ｄｏｗｎｉｅ Ａ Ｔ，Ｗｕ Ｎ Ｃ，Ｃｒａｍｐ Ｒ Ｌ，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Ｃ Ｅ． Ｓｕｂｌｅｔｈ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３，２９（２３）： ６６２０⁃６６３４．

［７３］ 　 Ｂａｎｃｒｏｆｔ Ｂ Ａ， Ｂａｋｅｒ Ｎ Ｊ， 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Ａ Ｒ．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Ｂ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Ｈ，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２２（４）： ９８７⁃９９６．

［７４］ 　 Ｂａｒｎｅｓ Ｐ Ｗ，Ｒｏｂｓｏｎ Ｔ Ｍ，Ｚｅｐｐ Ｒ Ｇ，Ｂｏｒｎｍａｎ Ｊ Ｆ，Ｊａｎｓｅｎ Ｍ Ａ Ｋ，Ｏｓｓｏｌａ Ｒ，Ｗａｎｇ Ｑ Ｗ，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Ｓ Ａ，Ｆｏｅｒｅｉｄ Ｂ，Ｋｌｅｋｏｃｉｕｋ Ａ Ｒ，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Ａｂａｉｇａｒ Ｊ，Ｈｏｕ Ｗ Ｃ，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Ｒ，Ｐａｕｌ Ｎ 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ＵＶ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ｎ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ａｎ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 Ｐｈｏｔ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３，２２（５）： １０４９⁃１０９１．

［７５］ 　 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Ａ Ｒ，Ｈｏｆｆｍａｎ Ｐ Ｄ，Ｈｏｋｉｔ Ｄ Ｇ，Ｋｉｅｓｅｃｋｅｒ Ｊ Ｍ，Ｗａｌｌｓ Ｓ Ｃ，Ｈａｙｓ Ｊ Ｂ． ＵＶ ｒｅｐａｉ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ｏｌａｒ ＵＶ⁃Ｂ ｉ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ｅｇｇｓ： ａ ｌｉｎｋ ｔｏ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９４，９１（５）： １７９１⁃１７９５．

［７６］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Ｅ Ｍ，Ｈｅｒｍａｎ Ｊ Ｒ，Ｃｅｌａｒｉｅｒ Ｅ Ａ，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Ｊ Ｗ，Ｃａｒｅｙ Ｃ，Ｒｕｓｉｎ Ｒ Ｊ．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 ａｔ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１５（４）： ９１４⁃９２９．

［７７］ 　 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Ａ Ｒ，Ｂｅｌｄｅｎ Ｌ Ｋ．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Ｂ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５（１）： ８９⁃９７．

８０６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７８］　 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Ａ Ｒ，Ｒｏｍａｎｓｉｃ Ｊ Ｍ，Ｋｉｅｓｅｃｋｅｒ Ｊ Ｍ，Ｈａｔｃｈ Ａ Ｃ．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ｏｘｉｃ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３，９（２）： １２３⁃１４０．

［７９］ 　 Ｂｅｌｄｅｎ Ｌ Ｋ，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Ａ 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ｕｖ⁃ｂ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ａｒｖａｌ ｌｏｎｇ⁃ｔｏｅｄ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ｅｒ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 ８３ （ ６）：

１５８６⁃１５９０．

［８０］ 　 Ｂｅｌｄｅｎ Ｌ Ｋ． Ｓｕｂｌｅｔｈ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Ｖ⁃Ｂ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ａｒｖ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Ｃｏｒｖａｌｌｉｓ： Ｏｒｅｇ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１．

［８１］ 　 ｖａｎ ｄｅ Ｍｏｒｔｅｌ Ｔ，Ｂｕｔｔｅｍｅｒ Ｗ，Ｈｏｆｆｍａｎ Ｐ，Ｈａｙｓ Ｊ，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ｌｙ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ｔｒｅｅ ｆｒｏｇｓ． 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９８，

１１５（３）： ３６６⁃３６９．

［８２］ 　 Ｐａｈｋａｌａ Ｍ，Ｌａｕｒｉｌａ Ａ，Ｍｅｒｉｌä Ｊ． Ｃａｒｒｙ⁃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Ｂ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ａｒｖ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Ｒａｎａ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１，２６８（１４７７）： １６９９⁃１７０６．

［８３］ 　 Ｏ′Ｃｏｎｎｏｒ Ｃ Ｍ，Ｎｏｒｒｉｓ Ｄ Ｒ，Ｃｒｏｓｓｉｎ Ｇ Ｔ，Ｃｏｏｋｅ Ｓ Ｊ．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ｒｒｙ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ｃ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４，５（３）： １⁃１１．

［８４］ 　 Ｌｕｎｄｓｇａａｒｄ Ｎ Ｕ，Ｃｒａｍｐ Ｒ Ｌ，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Ｃ Ｅ． Ｅａｒｌ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ＵＶ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ｏｒ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ｌｉｆ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２２５（１７）： ｊｅｂ２４３９２４．

［８５］ 　 Ｃｈｅｌｇｒｅｎ Ｎ Ｄ，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Ｄ Ｋ，Ｈｅｐｐｅｌｌ Ｓ Ｓ，Ｇｉｔｅｌｍａｎ Ａ Ｉ． Ｃａｒｒｙｏｖｅｒ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ｆｒｏｇ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ｏｎｄ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６，１６（１）： ２５０⁃２６１．

［８６］ 　 Ｌｕｎｄｓｇａａｒｄ Ｎ Ｕ，Ｈｉｒｄ Ｃ，Ｄｏｏｄｙ Ｋ Ａ，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Ｃ Ｅ，Ｃｒａｍｐ Ｒ Ｌ． Ｃａｒｒｙ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 ａｎ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ｅｄ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３，２９（１４）： ３８５７⁃３８６８．

［８７］ 　 Ｆｉｔｅ Ｋ Ｖ，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Ａ，Ｂｅｎｇｓｔｏｎ Ｌ，Ｈｅｗｉｔｔ Ｈ 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Ｒａｎａ ｃａｓｃａｄａｅ： ａ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ｐｅｉａ，１９９８，

１９９８（４）： ９０６．

［８８］ 　 Ｌａｎｇｈｅｌｌｅ Ａ，Ｌｉｎｄｅｌｌ Ｍ Ｊ，Ｎｙｓｔｒｏｍ 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ｌａｒｖ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ｒｐｅｔ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

３３（３）： ４４９．

［８９］ 　 Ｋａｔｓ Ｌ Ｂ，Ｋｉｅｓｅｃｋｅｒ Ｊ Ｍ，Ｃｈｉｖｅｒｓ Ｄ Ｐ，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Ａ 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Ｖ⁃Ｂ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ｎｔｉ⁃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Ｅｔ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０，１０６（１０）： ９２１⁃９３１．

［９０］ 　 Ｌｕｎｄｓｇａａｒｄ Ｎ Ｕ，Ｃｒａｍｐ Ｒ Ｌ，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Ｃ Ｅ，Ｍａｒｔｉｎ 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Ｂ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８（１）： ｃｏａａ００２．

［９１］ 　 Ｌｏｎｄｅｒｏ Ｊ Ｅ Ｌ，ｄｏｓ Ｓａｎｔｏｓ Ｍ Ｂ，Ｓｃｈｕｃｈ Ａ Ｐ．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ｌａｒ ＵＶ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ｇｅｎｏｔｏｘ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ｕｔ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２０１９，８４２： １４⁃２１．

［９２］ 　 Ｃｒａｍｐ Ｒ Ｌ，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Ｃ 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Ｂ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６（１）： ｃｏｙ０３５．

［９３］ 　 Ｄｅｂｅｃｋｅｒ Ｓ，Ｓｏｍｍａｒｕｇａ Ｒ，Ｍａｅｓ Ｔ，Ｓｔｏｋｓ Ｒ． Ｌａｒｖａｌ ＵＶ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ｍｐａｉｒｓ ａｄｕｌｔ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ｖ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ｕｔｉｃｕｌａｒ ｍｅｌａｎ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９（１０）： １２９２⁃１２９９．

［９４］ 　 Ｄｈａｂｈａｒ Ｆ Ｓ，Ｓａｕｌ Ａ Ｎ，Ｄａｕｇｈｅｒｔｙ Ｃ，Ｈｏｌｍｅｓ Ｔ Ｈ，Ｂｏｕｌｅｙ Ｄ Ｍ，Ｏｂｅｒｙｓｚｙｎ Ｔ Ｍ．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Ｂｒａｉ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２０１０，２４（１）： １２７⁃１３７．

［９５］ 　 Ｆｕ Ｔ Ｔ，Ｓｕｎ Ｙ Ｂ，Ｇａｏ Ｗ，Ｌｏｎｇ Ｃ Ｂ，Ｙａｎｇ Ｃ Ｈ，Ｙａｎｇ Ｘ Ｗ，Ｚｈａｎｇ Ｙ，Ｌａｎ Ｘ Ｑ，Ｈｕａｎｇ Ｓ，Ｊｉｎ Ｊ Ｑ，Ｍｕｒｐｈｙ Ｒ Ｗ，Ｚｈａｎｇ Ｙ，Ｌａｉ Ｒ，Ｈｉｌｌｉｓ Ｄ Ｍ，Ｚｈａｎｇ

Ｙ Ｐ，Ｃｈｅ Ｊ．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ｇ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ｉｇｈ ＵＶ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２２，１１９（４６）： ｅ２２１２４０６１１９．

［９６］ 　 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Ａ Ｒ，Ｕｒｂｉｎａ Ｊ，Ｓｎｙｄｅｒ Ｐ Ｗ，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Ｅ，Ｄａｎｇ Ｔ，Ｈｏｖｅｒｍａｎ Ｊ Ｔ，Ｈａｎ Ｂ，Ｏｌｓｏｎ Ｄ Ｈ，Ｓｅａｒｌｅ Ｃ，Ｈａｍｂａｌｅｋ Ｎ 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１０（３）： ８１．

［９７］ 　 Ｓｃｈｅｅｌｅ Ｂ Ｃ，Ｐａｓｍａｎｓ Ｆ，Ｓｋｅｒｒａｔｔ Ｌ Ｆ，Ｂｅｒｇｅｒ Ｌ，Ｍａｒｔｅｌ Ａ，Ｂｅｕｋｅｍａ Ｗ，Ａｃｅｖｅｄｏ Ａ Ａ，Ｂｕｒｒｏｗｅｓ Ｐ Ａ，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Ｔ，Ｃａｔｅｎａｚｚｉ Ａ，Ｄｅ ｌａ Ｒｉｖａ Ｉ，Ｆｉｓｈｅｒ

Ｍ Ｃ，Ｆｌｅｃｈａｓ Ｓ Ｖ，Ｆｏｓｔｅｒ Ｃ Ｎ，Ｆｒíａｓ⁃Áｌｖａｒｅｚ Ｐ，Ｇａｒｎｅｒ Ｔ Ｗ Ｊ，Ｇｒａｔｗｉｃｋｅ Ｂ，Ｇｕａｙａｓａｍｉｎ Ｊ Ｍ，Ｈｉｒｓｃｈｆｅｌｄ Ｍ，Ｋｏｌｂｙ Ｊ Ｅ，Ｋｏｓｃｈ Ｔ Ａ，Ｌａ Ｍａｒｃａ Ｅ，

Ｌｉｎｄｅｎｍａｙｅｒ Ｄ Ｂ，Ｌｉｐｓ Ｋ Ｒ，Ｌｏｎｇｏ Ａ Ｖ，Ｍａｎｅｙｒｏ Ｒ，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Ａ，Ｍｅｎｄｅｌｓｏｎ Ｊ ３ｒｄ，Ｐａｌａｃｉｏｓ⁃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Ｐ，Ｐａｒｒａ⁃Ｏｌｅａ Ｇ，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Ｚａｗａｃｋｉ Ｃ Ｌ，

Ｒöｄｅｌ Ｍ Ｏ，Ｒｏｖｉｔｏ Ｓ Ｍ，Ｓｏｔｏ⁃Ａｚａｔ Ｃ，Ｔｏｌｅｄｏ Ｌ Ｆ，Ｖｏｙｌｅｓ Ｊ，Ｗｅｌｄｏｎ Ｃ，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 Ｓ Ｍ，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Ｍ，Ｚａｍｕｄｉｏ Ｋ Ｒ，Ｃａｎｅｓｓａ Ｓ．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ｆｕｎｇａｌ

ｐａｎｚｏｏｔｉｃ ｃａｕｓｅｓ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ｌｏｓ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３６３（６４３４）： １４５９⁃１４６３．

［９８］ 　 Ｓｃｈｅｅｌｅ Ｂ Ｃ，Ｆｏｓｔｅｒ Ｃ Ｎ，Ｈｕｎｔｅｒ Ｄ Ａ，Ｌｉｎｄｅｎｍａｙｅｒ Ｄ Ｂ，Ｓｃｈｍｉｄｔ Ｂ Ｒ，Ｈｅａｒｄ Ｇ Ｗ．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２３６： ５２⁃５９．

［９９］ 　 Ｌｏｎｇｃｏｒｅ Ｊ Ｅ，Ｐｅｓｓｉｅｒ Ａ Ｐ，Ｎｉｃｈｏｌｓ Ｄ Ｋ． Ｂａｔｒａｃｈｏ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Ｄｅｎｄｒｏｂａｔｉｄｉｓ ｇｅｎ． ｅｔ ｓｐ． ｎｏｖ．，ａ Ｃｈｙｔｒｉｄ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ｔｏ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９９，９１

（２）： ２１９．

［１００］ 　 Ｂｅｒｇｅｒ Ｌ，Ｓｐｅａｒｅ Ｒ，Ｄａｓｚａｋ Ｐ，Ｇｒｅｅｎ Ｄ Ｅ，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Ａ Ａ，Ｇｏｇｇｉｎ Ｃ Ｌ，Ｓｌｏｃｏｍｂｅ Ｒ，Ｒａｇａｎ Ｍ Ａ，Ｈｙａｔｔ Ａ Ｄ，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Ｋ Ｒ，Ｈｉｎｅｓ Ｈ Ｂ，Ｌｉｐｓ Ｋ

Ｒ，Ｍａｒａｎｔｅｌｌｉ Ｇ，Ｐａｒｋｅｓ Ｈ． Ｃｈｙｔｒ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ｓｉ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

９０６３　 ８ 期 　 　 　 戴文昱　 等：两栖类衰退研究进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９８，９５（１５）： ９０３１⁃９０３６．

［１０１］ 　 Ｒｏｌｌｉｎｓ⁃Ｓｍｉｔｈ Ｌ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ｂａｔｔ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ｔｒａｃｈｏ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ｆｕｎｇ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ｒｐｅ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２０２０，７６（２）： １７８．

［１０２］ 　 Ｈｙｄｅ Ｋ Ｄ，Ａｌ⁃Ｈａｔｍｉ Ａ Ｍ Ｓ，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Ｂ，Ｂｏｅｋｈｏｕｔ Ｔ，Ｂｕｚｉｎａ Ｗ，Ｄａｗｓｏｎ Ｔ Ｌ，Ｅａｓｔｗｏｏｄ Ｄ Ｃ，Ｇａｒｅｔｈ Ｊｏｎｅｓ Ｅ Ｂ，ｄｅ Ｈｏｏｇ Ｓ，Ｋａｎｇ Ｙ Ｑ，Ｌｏｎｇｃｏｒｅ Ｊ

Ｅ，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Ｅ Ｈ Ｃ，Ｍｅｉｓ Ｊ Ｆ，Ｐｉｎｓｏｎ⁃Ｇａｄａｉｓ Ｌ，Ｒａｔｈｎａｙａｋａ Ａ 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ｏｒｇｅｔ Ｆ，Ｓｔａｄｌｅｒ Ｍ，Ｔｈｅｅｌｅｎ Ｂ，Ｔｈｏｎｇｂａｉ Ｂ，Ｔｓｕｉ Ｃ Ｋ 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ｔｅｎ ｍｏｓｔ ｆｅａｒｅｄ ｆｕｎｇｉ． Ｆｕｎｇ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９３（１）： １６１⁃１９４．

［１０３］ 　 Ｖａｎ Ｒｏｏｉｊ Ｐ，Ｍａｒｔｅｌ Ａ，Ｈａｅｓｅｂｒｏｕｃｋ Ｆ，Ｐａｓｍａｎｓ 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ｃｈｙｔｒ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ｓｉ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ｆｕｎｇｕｓ⁃ｈｏｓ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４６： １３７．

［１０４］ 　 Ｖｏｙｌｅｓ Ｊ，Ｙｏｕｎｇ Ｓ，Ｂｅｒｇｅｒ Ｌ，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Ｃ，Ｖｏｙｌｅｓ Ｗ Ｆ，Ｄｉｎｕｄｏｍ Ａ，Ｃｏｏｋ Ｄ，Ｗｅｂｂ Ｒ，Ａｌｆｏｒｄ Ｒ Ａ，Ｓｋｅｒｒａｔｔ Ｌ Ｆ，Ｓｐｅａｒｅ Ｒ．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ｙｔｒ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ｓｉｓ，ａ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３２６（５９５２）： ５８２⁃５８５．

［１０５］ 　 Ｍａｒｔｅｌ Ａ，Ｓｐｉｔｚｅｎ⁃ｖａｎ ｄｅｒ Ｓｌｕｉｊｓ Ａ， Ｂｌｏｏｉ Ｍ， Ｂｅｒｔ Ｗ， Ｄｕｃａｔｅｌｌｅ Ｒ， Ｆｉｓｈｅｒ Ｍ Ｃ，Ｗｏｅｌｔｊｅｓ Ａ， Ｂｏｓｍａｎ Ｗ， Ｃｈｉｅｒｓ Ｋ， Ｂｏｓｓｕｙｔ Ｆ， Ｐａｓｍａｎｓ Ｆ．

Ｂａｔｒａｃｈｏ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ｉｖｏｒａｎｓ ｓｐ． ｎｏｖ． ｃａｕｓｅｓ ｌｅｔｈａｌ ｃｈｙｔｒ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ｓｉｓ ｉ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３，１１０（３８）： １５３２５⁃１５３２９．

［１０６］ 　 Ｐｉｏｔｒｏｗｓｋｉ Ｊ Ｓ，Ａｎｎｉｓ Ｓ Ｌ，Ｌｏｎｇｃｏｒｅ Ｊ 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Ｂａｔｒａｃｈｏ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ｄｅｎｄｒｏｂａｔｉｄｉｓ，ａ ｃｈｙｔｒｉｄ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０４，９６（１）：

９⁃１５．

［１０７］ 　 Ｗｏｏｄｈａｍｓ Ｄ Ｃ，Ａｌｆｏｒｄ Ｒ Ａ，Ｂｒｉｇｇｓ Ｃ Ｊ，Ｊｏｈｎｓｏｎ Ｍ，Ｒｏｌｌｉｎｓ⁃Ｓｍｉｔｈ Ｌ Ａ． Ｌｉｆ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ａ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８９（６）： １６２７⁃１６３９．

［１０８］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 Ｓ Ｅ，Ｂｏｗｅｒ Ｄ Ｓ，Ｗｅｂｂ Ｒ Ｊ，Ｂｅｒｇｅｒ Ｌ，Ｒｕｄｄ Ｄ，Ｓｃｈｗａｒｚｋｏｐｆ Ｌ，Ａｌｆｏｒｄ Ｒ Ａ． Ｗｈｉ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ｈｅｌｐ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ｈｉｆ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７７： ２８０⁃２８６．

［１０９］ 　 Ａｄａｍｓ Ａ Ｊ，Ｋｕｐｆｅｒｂｅｒｇ Ｓ Ｊ，Ｗｉｌｂｅｒ Ｍ Ｑ，Ｐｅｓｓｉｅｒ Ａ Ｐ，Ｇｒｅｆｓｒｕｄ Ｍ，Ｂｏｂｚｉｅｎ Ｓ，Ｖｒｅｄｅｎｂｕｒｇ Ｖ Ｔ，Ｂｒｉｇｇｓ Ｃ Ｊ．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ｈｏｓ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ｅｘ，ａｎｄ

ｂｕｌｌｆｒｏｇ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ｕｎｇａｌ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ｌｏｔｉｃ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Ｅｃ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７，８（３）： ｅ０１７４０．

［１１０］ 　 Ｊａｍｅｓ Ｔ Ｙ，Ｔｏｌｅｄｏ Ｌ Ｆ，Ｒöｄｄｅｒ Ｄ，ｄａ Ｓｉｌｖａ Ｌｅｉｔｅ Ｄ，Ｂｅｌａｓｅｎ Ａ Ｍ，Ｂｅｔａｎｃｏｕｒｔ⁃Ｒｏｍáｎ Ｃ Ｍ，Ｊｅｎｋｉｎｓｏｎ Ｔ Ｓ，Ｓｏｔｏ⁃Ａｚａｔ Ｃ，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ｎｉ Ｃ，Ｌｏｎｇｏ Ａ Ｖ，

Ｒｕｇｇｅｒｉ Ｊ，Ｃｏｌｌｉｎｓ Ｊ Ｐ，Ｂｕｒｒｏｗｅｓ Ｐ Ａ，Ｌｉｐｓ Ｋ Ｒ，Ｚａｍｕｄｉｏ Ｋ Ｒ，Ｌｏｎｇｃｏｒｅ Ｊ Ｅ． Ｄｉｓｅｎｔａｎｇｌｉｎｇ ｈｏｓｔ，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ａ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ｃｈｙｔｒ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ｓ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５（１８）：

４０７９⁃４０９７．

［１１１］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Ｃ，Ｈｅｒｏ Ｊ Ｍ．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ｆ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７２（ ２）：

２７０⁃２７９．

［１１２］ 　 Ｇｒｏｇａｎ Ｌ Ｆ，Ｒｏｂｅｒｔ Ｊ，Ｂｅｒｇｅｒ Ｌ，Ｓｋｅｒｒａｔｔ Ｌ Ｆ，Ｓｃｈｅｅｌｅ Ｂ Ｃ，Ｃａｓｔｌｅｙ Ｊ Ｇ，Ｎｅｗｅｌｌ Ｄ Ａ，ＭｃＣａｌｌｕｍ Ｈ Ｉ．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ｈｙｔｒ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ｓｉｓ，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９： ２５３６．

［１１３］ 　 Ｌｉｕ Ｘ，Ｒｏｈｒ Ｊ Ｒ，Ｌｉ Ｙ Ｍ． Ｃｌｉｍａｔ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ｈ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ｈａｐｅ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

２８０（１７５３）： ２０１２２５０６．

［１１４］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Ｅ Ｗ，Ｐａｒｒｉｓ Ｍ，Ｃｏｌｌｉｎｓ Ｊ Ｐ，Ｌｏｎｇｃｏｒｅ Ｊ Ｅ，Ｐｅｓｓｉｅｒ Ａ Ｐ，Ｂｒｕｎｎｅｒ Ｊ．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ｙｔｒ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ｓｉｓ ｉｎ ｔｉｇｅｒ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ｅｒｓ

（Ａｍｂｙｓｔｏｍａ ｔｉｇｒｉｎｕｍ） ． Ｃｏｐｅｉａ，２００３，２００３（３）： ６０１⁃６０７．

［１１５］ 　 Ｂｌｏｏｉ Ｍ，Ｍａｒｔｅｌ Ａ，Ｈａｅｓｅｂｒｏｕｃｋ Ｆ，Ｖｅｒｃａｍｍｅｎ Ｆ，Ｂｏｎｔｅ Ｄ，Ｐａｓｍａｎｓ 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ｏｄｅｌａ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Ｂａｔｒａｃｈｏ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ｉｖｏｒａｎ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５，５： ８０３７．

［１１６］ 　 Ｓｔｅｇｅｎ Ｇ，Ｐａｓｍａｎｓ Ｆ，Ｓｃｈｍｉｄｔ Ｂ Ｒ，Ｒｏｕｆｆａｅｒ Ｌ Ｏ，Ｖａｎ Ｐｒａｅｔ Ｓ，Ｓｃｈａｕｂ Ｍ，Ｃａｎｅｓｓａ Ｓ，Ｌａｕｄｅｌｏｕｔ Ａ，Ｋｉｎｅｔ Ｔ，Ａｄｒｉａｅｎｓｅｎ Ｃ，Ｈａｅｓｅｂｒｏｕｃｋ Ｆ，Ｂｅｒｔ

Ｗ，Ｂｏｓｓｕｙｔ Ｆ，Ｍａｒｔｅｌ Ａ．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ｅｒ ｅｘｔｉｒｐ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ａｔｒａｃｈｏ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ｉｖｏｒａｎｓ．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７，５４４（７６５０）： ３５３⁃３５６．

［１１７］ 　 Ｆｉｔｚｐａｔｒｉｃｋ Ｌ Ｄ，Ｐａｓｍａｎｓ Ｆ，Ｍａｒｔｅｌ Ａ，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Ａ Ａ．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ｏｆ Ｂａｔｒａｃｈｏ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ｉｖｏｒａｎ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８，８（１）： １３８４５．

［１１８］ 　 Ｍａｒｔｅｌ Ａ，Ｂｌｏｏｉ Ｍ，Ａｄｒｉａｅｎｓｅｎ Ｃ，Ｖａｎ Ｒｏｏｉｊ Ｐ，Ｂｅｕｋｅｍａ Ｗ，Ｆｉｓｈｅｒ Ｍ Ｃ，Ｆａｒｒｅｒ Ｒ Ａ，Ｓｃｈｍｉｄｔ Ｂ Ｒ，Ｔｏｂｌｅｒ Ｕ，Ｇｏｋａ Ｋ，Ｌｉｐｓ Ｋ Ｒ，Ｍｕｌｅｔｚ Ｃ，

Ｚａｍｕｄｉｏ Ｋ Ｒ，Ｂｏｓｃｈ Ｊ，Ｌöｔｔｅｒｓ Ｓ，Ｗｏｍｂｗｅｌｌ Ｅ，Ｇａｒｎｅｒ Ｔ Ｗ Ｊ，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Ａ Ａ，ｄｅｒ Ｓｌｕｉｊｓ Ａ Ｓ Ｖ，Ｓａｌｖｉｄｉｏ Ｓ，Ｄｕｃａｔｅｌｌｅ Ｒ，Ｎｉｓｈｉｋａｗａ Ｋ，Ｎｇｕｙｅｎ Ｔ

Ｔ，Ｋｏｌｂｙ Ｊ Ｅ，Ｖａｎ Ｂｏｃｘｌａｅｒ Ｉ，Ｂｏｓｓｕｙｔ Ｆ，Ｐａｓｍａｎｓ 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ｈｙｔｒｉｄ ｆｕｎｇｕｓ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ｅｒ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３４６（６２０９）： ６３０⁃６３１．

［１１９］ 　 Ｌｏｎｇｏ Ａ Ｖ，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 Ｒ Ｃ，Ｌｉｐｓ Ｋ Ｒ． Ｄｏｕｂｌｅ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ｃ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ｙｔｒｉｄ ｆｕｎｇｉ ｗｉｌｌ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ｗｉｄｅ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ｎｅｗｔ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２０１９，２１（６）： ２２３３⁃２２４５．

［１２０］ 　 乔慧捷，汪晓意，王伟，罗振华，唐科，黄燕，杨胜男，曹伟伟，赵新全，江建平，胡军华． 从自然保护区到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三江源国家公

园环境覆盖的变化及其对两栖爬行类保护的启示． 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８，２６（２）： ２０２⁃２０９．

［１２１］ 　 Ｔｒｕｄｅａｕ Ｖ Ｌ，Ｔｈｏｍｓｏｎ Ｐ，Ｚｈａｎｇ Ｗ Ｓ，Ｒｅｙｎａｕｄ Ｓ，Ｎａｖａｒｒｏ⁃Ｍａｒｔｉｎ Ｌ，Ｌａｎｇｌｏｉｓ Ｖ Ｓ． Ａｇ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ｄｉｓｒｕｐ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ａｘｅｓ ｉ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５１３： １１０８６１．

０１６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２２］ 　 Ｈａｙｅｓ Ｔ Ｂ，Ｆａｌｓｏ Ｐ，Ｇａｌｌｉｐｅａｕ Ｓ，Ｓｔｉｃｅ Ｍ．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１３（６）： ９２１⁃９３３．

［１２３］ 　 ｄａ Ｃｏｓｔａ Ａｒａúｊｏ Ａ Ｐ，Ｒｏｃｈａ Ｔ Ｌ，ｄｅ Ｍｅｌｏ ｅ Ｓｉｌｖａ Ｄ，Ｍａｌａｆａｉａ Ｇ． Ｍｉｃｒｏ（ ｎａｎｏ）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１，２８３： １３１０９０．

［１２４］ 　 Ｈｕ Ｌ Ｌ，Ｃｈｅｒｎｉｃｋ Ｍ，Ｈｉｎｔｏｎ Ｄ Ｅ，Ｓｈｉ Ｈ Ｈ．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ｄｐｏ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５２（１５）： ８８８５⁃８８９３．

［１２５］ 　 Ｈｕ Ｌ Ｌ，Ｓｕ Ｌ，Ｘｕｅ Ｙ Ｇ，Ｍｕ Ｊ Ｌ，Ｚｈｕ Ｊ Ｍ，Ｘｕ Ｊ，Ｓｈｉ Ｈ Ｈ． Ｕｐｔａｋ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ｓｔｙｒｅｎｅ 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ｉｎ ｔａｄｐｏｌｅｓ ｏｆ Ｘｅｎｏｐｕｓ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ｉｓ．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６，１６４： ６１１⁃６１７．

［１２６］ 　 Ｂｏｙｅｒｏ Ｌ，Ｌóｐｅｚ⁃Ｒｏｊｏ Ｎ，Ｂｏｓｃｈ Ｊ，Ａｌｏｎｓｏ Ａ，Ｃｏｒｒｅａ⁃Ａｒａｎｅｄａ Ｆ，Ｐéｒｅｚ Ｊ．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ｉｍｐａｉｒ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ｂｏｄ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０，２４４： １２５５００．

［１２７］ 　 ｄａ Ｃｏｓｔａ Ａｒａúｊｏ Ａ Ｐ，Ｇｏｍｅｓ Ａ Ｒ，Ｍａｌａｆａｉａ Ｇ． Ｈｅｐａ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ｉｓｔｉｎｅ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ｎｅ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ａｌａｅｍｕｓ ｃｕｖｉｅｒｉ ｔａｄｐｏｌｅｓ

（Ｆｉｔｚｉｎｇｅｒ，１８２６）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２０，３８６： １２１９９２．

［１２８］ 　 Ｚａｙａ Ｒ Ｍ，Ａｍｉｎｉ Ｚ，Ｗｈｉｔａｋｅｒ Ａ Ｓ，Ｉｄｅ Ｃ Ｆ．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ａｔｒａｚｉｎｅ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ｔｏ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ｉｎ Ｘｅｎｏｐｕｓ ｌａｅｖｉｓ ｔａｄｐｏｌｅｓ．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１，１０４（３ ／ ４）： ２５４⁃２６２．

［１２９］ 　 Ｒｅｇｎａｕｌｔ Ｃ，Ｕｓａｌ Ｍ，Ｖｅｙｒｅｎｃ Ｓ，Ｃｏｕｔｕｒｉｅｒ Ｋ，Ｂａｔａｎｄｉｅｒ Ｃ，Ｂｕｌｔｅａｕ Ａ Ｌ，Ｌｅｊｏｎ Ｄ，Ｓａｐｉｎ Ａ，Ｃｏｍｂｏｕｒｉｅｕ Ｂ，Ｃｈｅｔｉｖｅａｕｘ Ｍ，Ｍａｙ Ｃ Ｌ，Ｌａｆｏｎｄ Ｔ，

Ｒａｖｅｔｏｎ Ｍ，Ｒｅｙｎａｕｄ Ｓ．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ｄｉｓｒｕｐｔｏｒｓ ｉｎ Ｘｅｎｏｐｕｓ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ｎｅｗ ｌｅａｄ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８，１１５（１９）： Ｅ４４１６⁃Ｅ４４２５．

［１３０］ 　 Ｆｒｅｉｔａｓ Ｊ Ｓ，Ｇｉｒｏｔｔｏ Ｌ，Ｇｏｕｌａｒｔ Ｂ Ｖ，ｄｅ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Ｇｏｎçａｌｖｅｓ Ａｌｈｏ Ｌ，Ｇｅｂａｒａ Ｒ Ｃ，Ｍｏｎｔａｇｎｅｒ Ｃ Ｃ，Ｓｃｈｉｅｓａｒｉ Ｌ，Ｅｓｐíｎｄｏｌａ Ｅ Ｌ 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２，４⁃Ｄ⁃

ｂａｓｅｄ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ＤＭＡ  ８０６） ｏ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ａｄｐｏｌｅｓ．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２０１９，１８２： １０９４４６．

［１３１］ 　 Ａｃｑｕａｒｏｎｉ Ｍ，Ｓｖａｒｔｚ Ｇ，Ｃｏｌｌ Ｃ 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ｈｌｏｒｏｔｈａｌｏｎｉｌ⁃ｂａｓｅｄ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ｉｎ ａ ｎａｔｉｖ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８０（４）： ６８０⁃６９０．

［１３２］ 　 Ｚｈａｏ Ｙ，Ｊｉａｏ Ｆ，Ｔａｎｇ Ｔ，Ｗｕ Ｓ Ｇ，Ｗａｎｇ Ｆ Ｄ，Ｚｈａｏ Ｘ Ｐ．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ｆｌｕｘａｐｙｒｏｘａｄ ｉｎ Ｘｅｎｏｐｕｓ ｌａｅｖｉｓ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ｉｐ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２３，３３２： １２１７１０．

［１３３］ 　 Ｈａｙｅｓ Ｔ Ｂ，Ｃａｓｅ Ｐ Ｌ，Ｃｈｕｉ Ｓ，Ｃｈｕｎｇ Ｄ，Ｈａｅｆｆｅｌｅ Ｃ，Ｈａｓｔｏｎ Ｋ，Ｌｅｅ Ｍ，Ｍａｉ Ｖ Ｐ，Ｍａｒｊｕｏａ Ｙ，Ｐａｒｋｅｒ Ｊ，Ｔｓｕｉ Ｍ．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ａｒｅ ｗｅ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０６，１１４（Ｓｕｐｐｌ １）： ４０⁃５０．

［１３４］ 　 Ｒｕｉｚ ｄｅ Ａｒｃａｕｔｅ Ｃ，Ｐéｒｅｚ⁃Ｉｇｌｅｓｉａｓ Ｊ Ｍ，Ｎｉｋｏｌｏｆｆ Ｎ，Ｎａｔａｌｅ Ｇ Ｓ，Ｓｏｌｏｎｅｓｋｉ Ｓ，Ｌａｒｒａｍｅｎｄｙ Ｍ Ｌ． Ｇｅｎ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

ｏ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Ｍｏｎｔｅｖｉｄｅｏ ｔｒｅｅ ｆｒｏｇ Ｈｙｐｓｉｂｏａｓ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ｓ ｔａｄｐｏｌｅｓ （Ａｎｕｒａ，Ｈｙｌｉｄａｅ） ｂｙ ｃｏｍｅｔ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ｎｕｃｌｅｕｓ ｂｉｏａｓｓａｙ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４，４５： ６３２⁃６３９．

［１３５］ 　 Ｐéｒｅｚ⁃Ｉｇｌｅｓｉａｓ Ｊ Ｍ，Ｒｕｉｚ ｄｅ Ａｒｃａｕｔｅ Ｃ，Ｎｉｋｏｌｏｆｆ Ｎ，Ｄｕｒｙ Ｌ，Ｓｏｌｏｎｅｓｋｉ Ｓ，Ｎａｔａｌｅ Ｇ Ｓ，Ｌａｒｒａｍｅｎｄｙ Ｍ Ｌ． Ｔｈｅ ｇｅｎｏｔｏｘ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

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ｌａｃｏｘａｎ Ｉｍｉｄａ ｏｎ Ｍｏｎｔｅｖｉｄｅｏ ｔｒｅｅ ｆｒｏｇ Ｈｙｐｓｉｂｏａｓ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ｓ ｔａｄｐｏｌｅｓ （ Ａｎｕｒａ， Ｈｙｌｉｄａｅ ） ．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２０１４，１０４： １２０⁃１２６．

［１３６］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Ｖ Ａ Ｋ，Ｗｅｅｒａｓｅｎａ Ｊ，Ｌａｋｒａｊ Ｇ Ｐ，Ｐｅｒｅｒａ Ｉ Ｃ，Ｄａｎｇａｌｌｅ Ｃ Ｄ，Ｈａｎｄｕｎｎｅｔｔｉ Ｓ，Ｐｒｅｍａｗａｎｓａ Ｓ，Ｗｉｊｅｓｉｎｇｈｅ Ｍ Ｒ． Ｌｅｔｈ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ｂ⁃ｌｅｔｈ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ｏａｄ Ｄｕｔｔａｐｈｒｙｎｕｓ ｍｅｌａｎｏｓｔｉｃｔｕｓ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ｈｅｘａｖａｌｅｎｔ ｃｈｒｏｍｉｕ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１７７： ９８⁃１０５．

［１３７］ 　 Ｈａｙｄｅｎ Ｍ Ｔ，Ｒｅｅｖｅｓ Ｍ Ｋ，Ｈｏｌｙｏａｋ Ｍ，Ｐｅｒｄｕｅ Ｍ，Ｋｉｎｇ Ａ Ｌ，Ｔｏｂｉｎ Ｓ Ｃ． Ｔｈｒｉｃｅ ａ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ｃａｔｃｈ！ Ｃｏ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ｐｒｅ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ｒｖａｌ ｄｒａｇｏｎｆ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ｕｒａｎｓ． Ｅｃ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５，６（４）： １⁃１７．

［１３８］ 　 Ｋａｔｓ Ｌ Ｂ，Ｆｅｒｒｅｒ Ｒ Ｐ． Ａｌｉｅｎ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ｗｏ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３，９（２）： ９９⁃１１０．

［１３９］ 　 Ｂｅｌｌａｒｄ Ｃ，Ｇｅｎｏｖｅｓｉ Ｐ，Ｊｅｓｃｈｋｅ Ｊ 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ｏ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 ｂｙ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２８３

（１８２３）： ２０１５２４５４．

［１４０］ 　 Ｂｕｃｃｉａｒｅｌｌｉ Ｇ Ｍ，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Ａ Ｒ，Ｇａｒｃｉａ Ｔ Ｓ，Ｋａｔｓ Ｌ Ｂ．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ｎｏｎ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Ｃｏｐｅｉ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４（４）： ６１１⁃６３２．

［１４１］ 　 Ｃｏｘ Ｊ Ｇ，Ｌｉｍａ Ｓ Ｌ． Ｎａｉｖｅｔé ａｎｄ ａ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２１

（１２）： ６７４⁃６８０．

［１４２］ 　 Ｋｉｅｓｅｃｋｅｒ Ｊ Ｍ，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Ａ 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ｒｅｄ⁃ｌｅｇｇｅｄ ｆｒｏｇｓ （Ｒａｎａ ａｕｒｏｒａ）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ｕｌｌｆｒｏｇ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７，７８

（６）： １７５２⁃１７６０．

［１４３］ 　 Ｍｏｈａｎｔｙ Ｎ Ｐ，Ｍｅａｓｅｙ Ｊ． Ｎｏ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 ｌａｒｖａｌ ｆｒｏ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ｂｕｌｌｆｒｏｇ 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 ｔｉｇｅｒｉｎｕｓ ｔａｄｐｏｌｅ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２０１９，２１（７）： ２２８１⁃２２８６．

［１４４］ 　 李成，谢锋． 牛蛙入侵新案例与管理对策分析．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２００４，１０（１）： ９５⁃９８．

１１６３　 ８ 期 　 　 　 戴文昱　 等：两栖类衰退研究进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４５］ 　 Ｄａｓｚａｋ Ｐ，Ｓｔｒｉｅｂｙ Ａ，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Ａ，Ｌｏｎｇｃｏｒｅ Ｊ，Ｂｒｏｗｎ Ｃ Ｃ，Ｐｏｒｔｅｒ 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ｕｌｌｆｒｏｇ （Ｒａｎａ ｃａｔｅｓｂｅｉａｎａ） ｉ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ｏｆ ｃｈｙｔｒ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ｓｉｓ，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ｆｕｎｇ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Ｈｅｒｐｅ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１４（４）： ２０１⁃２０７．

［１４６］ 　 Ｌｉ Ｙ Ｍ，Ｋｅ Ｚ Ｗ，Ｗａｎｇ Ｙ Ｈ，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Ｔ Ｍ． Ｆｒｏ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ｕｌｌｆｒｏｇ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Ｚｏ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５７（１）：

８３⁃９２．

［１４７］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Ｆｉｃｅｔｏｌａ Ｇ，Ｓｉｅｓａ Ｍ Ｅ，Ｍａｎｅｎｔｉ Ｒ，Ｂｏｔｔｏｎｉ Ｌ，Ｄ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 Ｆ，Ｐａｄｏａ⁃Ｓｃｈｉｏｐｐａ 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ｃｒａｙｆｉｓｈ ｏｎ ａｄｕｌｔ ａｎｄ ｌａｒｖ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１７（６）： １１４１⁃１１５１．

［１４８］ 　 Ｎｕｎｅｓ Ａ Ｌ，Ｆｉｌｌ Ｊ Ｍ，Ｄａｖｉｅｓ Ｓ Ｊ，Ｌｏｕｗ Ｍ，Ｒｅｂｅｌｏ Ａ Ｄ，Ｔｈｏｒｐ Ｃ Ｊ，Ｖｉｍｅｒｃａｔｉ Ｇ，Ｍｅａｓｅｙ Ｊ．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ｎ ｎａｔｉｖ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９，２８６（１８９７）： ２０１８２５２８．

［１４９］ 　 Ｐｕｊｏｌ⁃Ｂｕｘó Ｅ，Ｓａｎ Ｓｅｂａｓｔｉáｎ Ｏ，Ｇａｒｒｉｇａ Ｎ，Ｌｌｏｒｅｎｔｅ Ｇ Ａ．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 ｎａ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ａｄｐｏｌｅｓ′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 Ｏｉｋｏｓ，２０１３，１２２（１）： １９⁃２９．

［１５０］ 　 Ｄａｙｔｏｎ Ｇ Ｈ，Ｓａｅｎｚ Ｄ，Ｂａｕｍ Ｋ Ａ，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 Ｒ Ｂ，ＤｅＷｉｔｔ Ｔ Ｊ． Ｂｏｄｙ ｓｈａｐｅ，ｂｕｒｓｔ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ｅｓｃａｐ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ｌａｒｖａｌ ａｎｕｒａｎｓ． Ｏｉｋｏｓ，２００５，１１１

（３）： ５８２⁃５９１．

［１５１］ 　 Ｎｕｎｅｓ Ａ Ｌ，Ｏｒｉｚａｏｌａ Ｇ，Ｌａｕｒｉｌａ Ａ，Ｒｅｂｅｌｏ Ｒ． Ｒａｐｉ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９５

（６）： １５２０⁃１５３０．

［１５２］ 　 Ｆｉｔｚｐａｔｒｉｃｋ Ｂ Ｍ，Ｊｏｈｎｓｏｎ Ｊ Ｒ，Ｋｕｍｐ Ｄ Ｋ，Ｓｍｉｔｈ Ｊ Ｊ，Ｖｏｓｓ Ｓ Ｒ，Ｓｈａｆｆｅｒ Ｈ Ｂ． Ｒａｐｉ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ｇｅｎｅｓ ｉｎｔｏ ａ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０，１０７（８）： ３６０６⁃３６１０．

［１５３］ 　 Ｍｏｏｎｅｙ Ｈ Ａ，Ｃｌｅｌａｎｄ Ｅ Ｅ．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１，９８（１０）： ５４４６⁃５４５１．

［１５４］ 　 吴跃峰，武明录，曹玉萍． 河北动物志⁃两栖 爬行 哺乳动物类． 石家庄：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５５］ 　 Ａｌｔｈｅｒｒ Ｓ，Ｌａｍｅｔｅｒ Ｋ． Ｔｈｅ ｒｕｓ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ａｒｅ： ｒｅｐｔ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ｔ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２０２０，１０（１１）： ２０８５．

［１５６］ 　 Ｐｕｒｖｉｓ Ａ，Ｇｉｔｔｌｅｍａｎ Ｊ Ｌ，Ｃｏｗｌｉｓｈａｗ Ｇ，Ｍａｃｅ Ｇ Ｍ．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ｉｎ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０，２６７

（１４５６）： １９４７⁃１９５２．

［１５７］ 　 Ｃｈｅｎ Ｃ Ｗ，Ｃｈｅｎ Ｃ Ｓ，Ｗａｎｇ Ｙ 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９，２５（１０）：

１５８６⁃１５９８．

［１５８］ 　 Ｐａｙｎｅ Ｊ Ｌ，Ｆｉｎｎｅｇａｎ 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ａｎｇｅ ｏｎ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ｄｕｒｉｎｇ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７，１０４（２５）： １０５０６⁃１０５１１．

［１５９］ 　 Ｏ′Ｇｒａｄｙ Ｊ Ｊ，Ｂｒｏｏｋ Ｂ Ｗ，Ｒｅｅｄ Ｄ Ｈ，Ｂａｌｌｏｕ Ｊ Ｄ，Ｔｏｎｋｙｎ Ｄ Ｗ，Ｆｒａｎｋｈａｍ Ｒ．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ｉｎ ｗｉ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１３３（１）： ４２⁃５１．

［１６０］ 　 Ｓｏｄｈｉ Ｎ Ｓ，Ｂｉｃｋｆｏｒｄ Ｄ，Ｄｉｅｓｍｏｓ Ａ Ｃ，Ｌｅｅ Ｔ Ｍ，Ｋｏｈ Ｌ Ｐ，Ｂｒｏｏｋ Ｂ Ｗ，Ｓｅｋｅｒｃｉｏｇｌｕ Ｃ Ｈ，Ｂｒａｄｓｈａｗ Ｃ Ｊ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ｌｔｄｏｗｎ：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０８，３（２）： ｅ１６３６．

［１６１］ 　 Ｃｏｏｐｅｒ Ｎ，Ｂｉｅｌｂｙ Ｊ，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Ｈ，Ｐｕｒｖｉｓ Ａ．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ｆｒｏｇ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８，１７（２）：

２１１⁃２２１．

［１６２］ 　 Ｍａｎｔｙｋａ⁃ｐｒｉｎｇｌｅ Ｃ Ｓ，Ｍａｒｔｉｎ Ｔ Ｇ，Ｒｈｏｄｅｓ Ｊ 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ｌｏｓ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８（４）： １２３９⁃１２５２．

［１６３］ 　 Ｇｒｅｅｎ Ｄ Ｍ．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１１１（３）： ３３１⁃３４３．

［１６４］ 　 周洲，谢锋，江建平，郑中华． 两栖动物种群衰退研究进展．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２００４，１０（１）： １２８⁃１３２．

［１６５］ 　 Ｔｕｌｌｙ Ｍ Ｂ，Ｋｌｅｋｏｃｉｕｋ Ａ Ｒ，Ｋｒｕｍｍｅｌ Ｐ Ｂ，Ｇｉｅｓ Ｈ Ｐ，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 Ｐ，Ｆｒａｓｅｒ Ｐ Ｊ，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Ｓ Ｉ，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 Ｒ，Ｓｈａｎｋｌｉｎ Ｊ Ｄ，Ｓｔｏｎｅ Ｋ Ａ．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ｏｚｏｎｅ ｈｏ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６９（１）： １６．

［１６６］ 　 ｎｅｗｓ Ｃ．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ｈ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ｚｏｎｅ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ｅｉｇｈ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ｓ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ｏｖｅｒ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６ ／

ＡＲＴＩＴｌＪｊｅｉ５Ｏｑ５８８１ｙＴ６５２ｚｙ２３０９２６．ｓｈｔｍｌ．

［１６７］ 　 Ｃｒａｍｐ Ｒ Ｌ，Ｏｈｍｅｒ Ｍ Ｅ Ｂ，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Ｃ Ｅ． ＵＶ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ｈｙｔｒｉｄ ｆｕｎｇｕｓ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ｅｅ ｆｒｏｇ

ｌａｒｖａ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１０（１）： ｃｏａｃ０３８．

［１６８］ 　 Ｐｒｉｃｅ Ｓ Ｊ，Ｌｅｕｎｇ Ｗ Ｔ Ｍ，Ｏｗｅｎ Ｃ Ｊ，Ｐｕｓｃｈｅｎｄｏｒｆ Ｒ，Ｓｅｒｇｅａｎｔ Ｃ，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Ａ Ａ，Ｂａｌｌｏｕｘ Ｆ，Ｇａｒｎｅｒ Ｔ Ｗ Ｊ，Ｎｉｃｈｏｌｓ Ｒ 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２５（８）： ２６４８⁃２６６０．

［１６９］ 　 Ａｙｏｒｏ Ｊ Ｈ，Ｎｉｃｏｌａｓ Ｖ，Ｓｅｇｎｉａｇｂｅｔｏ Ｇ Ｈ，Ｈｅｍａ Ｅ Ｍ，Ｏｈｌｅｒ Ａ，Ｋａｂｒé Ｇ Ｂ．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ｓａｖａｎｎａｈ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３，６１（４）： ８７８⁃８８９．

［１７０］ 　 Ｙａｎｇ Ｓ Ｎ，Ｗａｎｇ Ｘ Ｙ，Ｈｕ Ｊ Ｈ．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ｒｏ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ｏ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２，８０６： １５０６０５．

［１７１］ 　 Ｃｏｈｅｎ Ｊ Ｍ，Ｖｅｎｅｓｋｙ Ｍ Ｄ，Ｓａｕｅｒ Ｅ Ｌ，Ｃｉｖｉｔｅｌｌｏ Ｄ Ｊ，ＭｃＭａｈｏｎ Ｔ Ａ，Ｒｏｚｎｉｋ Ｅ Ａ，Ｒｏｈｒ Ｊ 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ｈｏｓｔ

２１６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７，２０（２）： １８４⁃１９３．

［１７２］ 　 Ｃｏｈｅｎ Ｊ Ｍ，Ｃｉｖｉｔｅｌｌｏ Ｄ Ｊ，Ｖｅｎｅｓｋｙ Ｍ Ｄ，ＭｃＭａｈｏｎ Ｔ Ａ，Ｒｏｈｒ Ｊ Ｒ．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ｄｒｏｖｅ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２５（３）： ９２７⁃９３７．

［１７３］ 　 Ｋａｒｕｎｏ Ａ Ｐ，Ｍｉ Ｘ，Ｃｈｅｎ Ｙ Ｈ，Ｚｏｕ Ｄ Ｈ，Ｇａｏ Ｗ，Ｚｈａｎｇ Ｂ Ｌ，Ｘｕ Ｗ，Ｊｉｎ Ｊ Ｑ，Ｓｈｅｎ Ｗ Ｊ，Ｈｕａｎｇ Ｓ，Ｚｈｏｕ Ｗ Ｗ，Ｃｈｅ Ｊ．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ｈｅｒｐｅｔｏｆａｕｎ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３，３７（６）： ｅ１４１５５．

［１７４］ 　 Ｔｏｄｄ Ｂ 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ｅｌ Ｂ Ｂ，Ｒｅｅｄ Ｒ Ｎ，Ｌｕｈｒｉｎｇ Ｔ Ｍ，Ｓｃｈｌａｔｔｅｒ Ｋ，Ｔｒｅｎｋａｍｐ Ｌ，Ｇｉｂｂｏｎｓ Ｊ Ｗ．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ｆｉｒｅ ａｎｔ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ｔｉｌｅ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２００８，１０（４）： ５３９⁃５４６．

［１７５］ 　 Ｂａｉ Ｃ Ｍ，Ｇａｒｎｅｒ Ｔ Ｗ Ｊ，Ｌｉ Ｙ Ｍ． Ｆｉｒｓ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ａｔｒａｃｈｏ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ｄｅｎｄｒｏｂａｔｉｄ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ｃｈｙｔｒ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ｓｉｓ ｉ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ｕｌｌｆｒｏｇ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ｖｅ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０，７（１）： １２７⁃１３４．

［１７６］ 　 Ｂａｉ Ｃ Ｍ，Ｌｉｕ Ｘ，Ｆｉｓｈｅｒ Ｍ Ｃ，Ｇａｒｎｅｒ Ｔ Ｗ Ｊ，Ｌｉ Ｙ 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ｎｅ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ｆｕｎｇｕｓ Ｂａｔｒａｃｈｏ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ｄｅｎｄｒｏｂａｔｉｄｉ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ｉｎｆｅｃｔ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２，１８（３）： ３０７⁃３１８．

［１７７］ 　 江建平，谢锋，臧春鑫，蔡蕾，李成，王斌，李家堂，王杰，胡军华． 中国两栖动物受威胁现状评估． 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６，２４（５）： ５８８⁃５９７．

［１７８］ 　 马克平． 监测是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的有效途径． 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１，１９（２）： １２５⁃１２６．

［１７９］ 　 李成，谢锋，车静，江建平． 中国关键地区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 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７，２５（３）： ２４６⁃２５４．

［１８０］ 　 李成，江建平，谢锋，赵天，车静，李义明，杜卫国，杨维康，徐峰． 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监测进展与展望． 生物多样性，２０２３，３１（１２）：

１８６⁃１９８．

［１８１］ 　 Ｔａｙｌｏｒ Ｍ Ｆ Ｊ，Ｓａｔｔｌｅｒ Ｐ Ｓ，Ｅｖａｎｓ Ｍ，Ｆｕｌｌｅｒ Ｒ Ａ，Ｗａｔｓｏｎ Ｊ Ｅ Ｍ，Ｐｏｓｓｉｎｇｈａｍ Ｈ Ｐ． Ｗｈａｔ 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２０（４）： ７６７⁃７７７．

［１８２］ 　 Ｍｉ Ｃ Ｒ，Ｍａ Ｌ，Ｙａｎｇ Ｍ Ｙ，Ｌｉ Ｘ Ｈ，Ｓｈａｉ Ｍ Ｒ，Ｒｏｌｌ Ｕ，Ｏｓｋｙｒｋｏ Ｏ，Ｐｉｎｃｈｅｉｒａ⁃Ｄｏｎｏｓｏ Ｄ，Ｈａｒｖｅｙ Ｌ Ｐ，Ｊａｂｌｏｎｓｋｉ Ｄ，Ｓａｆａｅｉ⁃Ｍａｈｒｏｏ Ｂ，Ｇｈａｆｆａｒｉ Ｈ，Ｓｍｉｄ

Ｊ，Ｊａｒｖｉｅ Ｓ，Ｋｉｍａｎｉ Ｒ Ｍ，Ｍａｓｒｏｏｒ Ｒ，Ｋａｚｅｍｉ Ｓ Ｍ，Ｎｎｅｊｉ Ｌ Ｍ，Ｆｏｋｏｕａ Ａ Ｍ Ｔ，Ｔａｓｓｅ Ｔａｂｏｕｅ Ｇ Ｃ，Ｂａｕｅｒ Ａ，Ｎｏｇｕｅｉｒａ Ｃ，Ｍｅｉｒｔｅ Ｄ，Ｃｈａｐｐｌｅ Ｄ Ｇ，Ｄａｓ

Ｉ，Ｇｒｉｓｍｅｒ Ｌ，Ａｖｉｌａ Ｌ Ｊ，Ｊúｎｉｏｒ Ｍ Ａ Ｒ，Ｔａｌｌｏｗｉｎ Ｏ Ｊ Ｓ，Ｔｏｒｒｅｓ⁃Ｃａｒｖａｊａｌ Ｏ，Ｗａｇｎｅｒ Ｐ，Ｒｏｎ Ｓ Ｒ，Ｗａｎｇ Ｙ Ｚ，Ｉｔｅｓｃｕ Ｙ，Ｎａｇｙ Ｚ Ｔ，Ｗｉｌｃｏｖｅ Ｄ Ｓ，Ｌｉｕ Ｘ，

Ｄｕ Ｗ 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ｓ ｒｅｆｕｇｅｓ ｆｏｒ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ｔｉ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３，１４（１）： １３８９．

［１８３］ 　 Ｘｕ Ｗ Ｈ，Ｘｉａｏ Ｙ，Ｚｈａｎｇ Ｊ Ｊ，Ｙａｎｇ Ｗ，Ｚｈａｎｇ Ｌ，Ｈｕｌｌ Ｖ，Ｗａｎｇ Ｚ，Ｚｈｅｎｇ Ｈ，Ｌｉｕ Ｊ Ｇ，Ｐｏｌａｓｋｙ Ｓ，Ｊｉａｎｇ Ｌ，Ｘｉａｏ Ｙ，Ｓｈｉ Ｘ Ｗ，Ｒａｏ Ｅ Ｍ，Ｌｕ Ｆ，Ｗａｎｇ Ｘ

Ｋ，Ｄａｉｌｙ Ｇ Ｃ，Ｏｕｙａｎｇ Ｚ 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７，１１４（７）： １６０１⁃１６０６．

［１８４］ 　 Ｒｅ：ｗｉｌｄ，Ｅａｒｔｈ Ｓ，Ｇｒｏｕｐ Ｉ Ｓ Ａ Ｓ．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ｅｘａｓ： Ｒｅ：ｗｉｌｄ，２０２３．

［１８５］ 　 Ｌｕ Ｃ Ｑ，Ｃｈａｉ Ｊ，Ｍｕｒｐｈｙ Ｒ Ｗ，Ｃｈｅ Ｊ． Ｇｉａｎｔ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ｅｒｓ： ｆａｒｍｅｄ ｙｅｔ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３６７（６４８１）： ９８９．

［１８６］ 　 Ｕｒｂａｎ Ｍ Ｃ．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３４８（６２３４）： ５７１⁃５７３．

［１８７］ 　 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ｈｙｌｌｏｍｅｄｕｓ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ｒｐｅ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７： １４９⁃１５０．

［１８８］ 　 Ｗｅｎ Ｘ Ｄ，Ｚｈａｏ Ｚ Ｈ，Ｄｅｎｇ Ｘ Ｗ，Ｘｉａｎｇ Ｗ Ｈ，Ｔｉａｎ Ｄ Ｌ，Ｙａｎ Ｗ Ｄ，Ｚｈｏｕ Ｘ Ｌ，Ｐｅｎｇ Ｃ Ｈ．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ｌｕｘ ｉ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９４： １９⁃２６．

［１８９］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Ｋ Ｅ，Ｂｌｅｔｚ Ｍ Ｃ，ＭｃＣａｒｔｎｅｙ Ｊ Ａ，Ｗｏｏｄｈａｍｓ Ｄ Ｃ，Ｗｏｏｄｌｅｙ Ｓ 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ｏ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ｋ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ｎｅｗｔｓ （Ｎｏｔ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ｕｓ ｖｉｒｉｄｅｓｃｅｎ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２３，３７８（１８８２）： ２０２２０１２０．

［１９０］ 　 肖泽华，董姗姗，张振华，章嫡妮，宋志平． 环境 ＤＮＡ 在两栖动物监测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２０２３，４３（１９）： ７８６１⁃７８７３．

［１９１］ 　 金彦君，赵龙辉，覃远玉，汪继超． 海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无尾两栖类鸣声多样性： 基于自动录音技术． 生物多样性，２０２３，３１（１）：

１１１⁃１２０．

［１９２］ 　 Ｘｕ Ｗ，Ｗｕ Ｙ Ｈ，Ｚｈｏｕ Ｗ Ｗ，Ｃｈｅｎ Ｈ Ｍ，Ｚｈａｎｇ Ｂ Ｌ，Ｃｈｅｎ Ｊ Ｍ，Ｘｕ Ｗ Ｈ，Ｒａｏ Ｄ Ｑ，Ｚｈａｏ Ｈ Ｐ，Ｙａｎ Ｆ，Ｙｕａｎ Ｚ Ｙ，Ｊｉａｎｇ Ｋ，Ｊｉｎ Ｊ Ｑ，Ｈｏｕ Ｍ，Ｚｏｕ Ｄ

Ｈ，Ｗａｎｇ Ｌ Ｊ，Ｚｈｅｎｇ Ｙ Ｃ，Ｌｉ Ｊ Ｔ，Ｊｉａｎｇ Ｊ Ｐ，Ｚｅｎｇ Ｘ Ｍ，Ｃｈｅｎ Ｙ Ｈ，Ｌｉａｏ Ｚ Ｙ，Ｌｉ Ｃ，Ｌｉ Ｘ Ｙ，Ｇａｏ Ｗ，Ｗａｎｇ Ｋ，Ｚｈａｎｇ Ｄ Ｒ，Ｌｕ Ｃ Ｑ，Ｙｉｎ Ｔ Ｔ，Ｄｉｎｇ Ｚ

Ｌ，Ｚｈａｏ Ｇ Ｇ，Ｃｈａｉ Ｊ，Ｚｈａｏ Ｗ Ｇ，Ｚｈａｎｇ Ｙ Ｐ，Ｗｉｅｎｓ Ｊ Ｊ，Ｃｈｅ Ｊ． Ｈｉｄｄｅｎ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２４，１２１（２０）： ｅ２３２０６７４１２１．

［１９３］ 　 Ｍｉ Ｃ Ｒ，Ｓｏｎｇ Ｋ，Ｍａ Ｌ，Ｘｕ Ｊ Ｌ，Ｓｕｎ Ｂ Ｊ，Ｓｕｎ Ｙ Ｈ，Ｌｉｕ Ｊ Ｇ，Ｄｕ Ｗ Ｇ．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４（３）： １００４２４．

３１６３　 ８ 期 　 　 　 戴文昱　 等：两栖类衰退研究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