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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的大尺度格局

于晓东，罗天宏，伍玉明，周红章"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

摘要：根据两栖动物分布依赖于水系的特点，依据主要水系将长江流域分为 !# 个区域，共记录了两栖动

物 !$% 种，隶属于 & 目 !" 科 ’" 属，特有种和受威胁物种分别有 $( 和 )( 种。除了海拔最高的江源区和金沙江

中上游流域外，两栖动物种类以及受威胁物种种类，从上游到下游逐渐降低，特有种比例同样从上游到下游随

海拔降低逐渐降低；分析 !*" 多样性指数发现，! 指数的分布与物种数分布规律相似，" 指数与 !#" 指数相

似，除了江源区、汉江和赣江较低外，其他区域内比较均匀。利用 +,--,./ 物种相似性系数对流域内 !# 个区域

进行聚类分析，发现整个流域分成 ) 部分：江源区，横断山区，云贵高原，川西高原东缘、四川盆地和秦巴山

区，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流域和下游流域，以及赣江流域，基本反映了长江流域内自然地理环境及我国大陆地

势三级台阶变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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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长河流，发源于青 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西南侧，干流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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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

西、安徽、江苏、上海等 !! 省或自治区或直辖市，

于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长江干流全长 " #$$ %&，

包括 # $$$ 多条支流和 ’ $$$ 多个湖泊，整个流域

面积达 ! ($) !** %&+，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 !*,。

长江流域在地形上东西狭长，直线距离约 # $$$
%&，南北短促，直线距离约 *$$ %&；地势上西高

东低，由高达 - $$$ & 以上的青藏高原下降到 +$ &
以下的 滨 海 平 原，覆 盖 了 中 国 大 陆 的 三 级 台 阶

（./01234012 56789:924;0: .9&&4<<== 9> 56789:926 ?41@
4A<86，!***）。长江流域内地貌复杂多样，可概括为

高原、山地、丘陵和平原四大类，如此复杂的地势

地貌因素不仅影响了水域类型、数量和水面率的分

布关系，而且影响了水域环境的气象、水文、水质

理化性状等因素，极大地影响了该区域内动物的分

布（B=12，!**$）。

然而，一直以来，长江流域两栖动物的研究集

中在分类和行政区或小流域的区系研究方面（附录

!），对整个流域物种多样性大尺度格局研究很少。

近年来，有些类群，如鱼类，已经开始这方面研

究，并取得了好的成绩（./=1 =< 0:，+$$+；CD =<
0:，+$$#，+$$’），但两栖动物的研究仍然局限在区

系和分类水平。基于以上原因，我们综合多年来的

文献积累，并参照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标本馆的

馆藏标本，重新对长江流域内物种及采集地进行校

对和分析，从物种组成、特有种和受威胁物种的分

布、物种多样性以及区域相似性分析等几方面研究

长江流域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的大尺度格局。本文

为长江流域动物多样性大尺度格局系列研究之一

（ED =< 0:，+$$-）。

! 研究方法

! "! 地理分区

长江流域的范围依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所划定，分为上中下游 # 部分 !! 个分支流

域。江源至宜昌段为上游，全长 ’ #$$ %&，流域面

积 !$$ F !$’ %&+，地势险要，海拔落差大，包括江

源区、金沙江（包括雅砻江）和上游主干流流域，

以及岷沱江（包括大渡河）、嘉陵江和乌江等主要

支流流域。在自然地理上，江源区流域覆盖了青藏

高原东南部波状平原部分；金沙江流域覆盖了横断

山区和云贵高原高海拔部分（云南高原）；岷沱江

流域覆盖了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覆盖

了秦岭西段南坡和大巴山西段；乌江流域覆盖了云

贵高原低海拔部分（贵州高原），著名的长江三峡

就位于宜昌上游段。宜昌至湖口段为长江中游，全

长 *-- %&，流域面积 "( F !$’ %&+，主干流地势平

坦，水流平缓，主要支流包括南岸洞庭湖水系的沅

江、湘江和鄱阳湖水系的赣江，以及北岸的汉江；

自然地理上覆盖了江南丘陵、秦岭东段南坡和大巴

山区东段、部分淮阳山地（南阳盆地和大别山地

区）和中下游平原低海拔地区。湖口至长江口段为

下游段，全长 ! $’- %&，流域面积 !+ F !$’ %&+，

江阔水深，地势平缓，可以进一步分成主干流流域

和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

由于两栖动物的分布与主要水系和山系密切相

关，我们在长江流域水系自然分区（!! 个分支流

域）的基础上，在兼顾主要山系的同时，依据干

流、主要支流和湖泊的覆盖范围，将长江流域分为

!( 个区域（图 !）。

! "# 数据来源及分析

本文两栖动物物种分布数据和文献来源于长江

流域两栖动物编目数据库，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伍玉明收集整理（附录 ! 和附录 +）。数据库内的

物种分布信息主要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对照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馆藏标本，校对标本的采集地信

息，增补物种分布记录；并补充最新发表的物种分

布信息及中国物种数据库（.GHG）更新的最新数据

（I4= =< 0:，+$$’），对有争议的物种进行筛选后汇

总。对于数据库内有争议物种，主要参考近期发表

的专 著 和 论 文（B/09 =< 0:，+$$$；J012 K I4=，

+$$’；C=4 =< 0:，+$$-），分 ) 种处理情况：（!）分

类地位存在争议，但不影响数据分析结果，收录到

数据库内，如凉北齿蟾（ !"#$%&%&’ %(&)*+#(#),(,）、

普 雄 齿 蟾 （ ! - ./’($)*#),(, ）、 魏 氏 齿 蟾 （ ! -
0#(*$%1(）、九龙齿突蟾（ 23/4(*#" 5(/%$)*#),(,）、木

里齿 突 蟾（ 2 - 6/%(#),(, ）和 凹 耳 湍 蛙（ 76$%$.,
4$"6$4/,）；（+）分类地位存在争议，影响到数据分

析结 果， 暂 不 收 录 到 数 据 库 内， 如 利 川 铃 蟾

（8$6+()& %(39/&)#),(,）、卧龙蟾蜍（8/:$ 0$%$)*#);
,(,）、长吻湍蛙（ 7 - )&,(3/,）和昭觉泛树蛙（ <$%=.;
#1&4#, 9/(）；（#）分类地位存在争议，已经并入数

据库 中 其 他 物 种，如 康 定 湍 蛙（ 7 - >&)*4()*#);
,(, ）和 凉 山 湍 蛙（ 7 - %(&)*,9&)#),(, ）并 入 到 四 川

湍蛙（7 - 6&)4?$"/6），文县疣螈（@=%$4$4"(4$) 0#)’(;
&)#),(,）并入到细痣疣螈（@ - &,.#""(6/,）；（’）近期

""- 动 物 学 研 究 +" 卷



图 ! 长江流域略图

"#$ % ! &’()*+ ,-. /0 1-2$)3( 4#5(6 7-8#2
!：长江流域水系分布；"：本研究中两栖动物自然地理分区。

!：4#5(6 -29 )6#:;)-6<；"：=(/$6-.+#* 6($#/28（8;:>:-8#28）0/6 -,.+#:#-28 #2 )+#8 8);9< %
?@A&：金沙江中上游流域（?..(6 -29 @#99B( 6(-*+(8 /0 A#28+-C#-2$ 8;:>:-8#2）；DA&：金沙江下游流域（D/E(6 6(-*+(8 /0 A#28+-C#-2$
8;:>:-8#2）；F1：江源区（F(-9E-)(6 /0 1-2$)3( 4#5(6 7-8#2）；1D&：雅砻江流域（1-B/2$C#-2$ 8;:>:-8#2）；G&：大渡河流域（G-9;+(
8;:>:-8#2）；@H&：岷沱江流域（@#2$C#-2$>H;/C#-2$ 8;:>:-8#2）；AD&：嘉陵江流域（A#-B#2$C#-2$ 8;:>:-8#2）；I&：乌江流域（I;C#-2$
8;:>:-8#2）；F&：汉江流域（F-2C#-2$ 8;:>:-8#2）；1&：沅江流域（1;-2C#-2$ 8;:>:-8#2）；J&：湘 江 流 域（J#-2$C#-2$ 8;:>:-8#2）；

GD&：洞庭湖流域（G/2$)#2$ D-’( 8;:>:-8#2）；KD&：鄱阳湖流域（K/<-2$ D-’( 8;:>:-8#2）；=&：赣江流域（=-2C#-2$ 8;:>:-8#2）；

?@&：上游主干流（?..(6 ,-#28)6(-, 8;:>:-8#2）；@@&：中游主干流（@#99B( ,-#28)6(-, 8;:>:-8#2）；HD&：太湖流域（H-#+; D-’(
8;:>:-8#2）；D@&：下游主干流（D/E(6 ,-#28)6(-, 8;:>:-8#2）。

*!：玉树（1;8+;）；*L：石鼓（&+#$;）；*M：攀枝花（K-23+#+;-）；*N：宜宾（1#:#2）；*O：宜昌（1#*+-2$）；*P：湖口（F;’/;）；

*Q：江阴（A#-2$<#2）。

发表文献存在属级变动，但变动不会影响到数据分

析，采 用 目 前 比 较 通 用 的 名 称， 如 滇 池 蝾 螈

（!"#$%& ’$()*+&)$+,,-）、高山倭蛙（./#$+/#/ %/+0*+1
-）、棘 侧 蛙（ 2// &3-#- ）、棘 胸 蛙（ 2 4 &%-#$&/ ）、

双团棘胸蛙（2 4 "5##/#*#&-&）、黑斑蛙（6/#/ #-1
7+$8/95(/)/）、金 线 蛙 （ 6 4 %(/#9"- ）、 滇 蛙 （ 6 4
%(*5+/:*#）、隆肛蛙（6 4 ;5/:+/#/）、虎纹蛙（6 4
+575($&/）、胫 腺 蛙（ 6 4 &3593-#/* ）和 黑 点 树 蛙

（63/9$%3$+5& #-7+$%5#9)/)5&）；（O）种名发生变动，

如黑 耳 蛙（ 6 4 </+-/#& ）改 为（ 6 4 #-7+$)"8%/#-1
9/）， 无 斑 雨 蛙（ ="(/ /+>$+*/ ） 改 为（ ="(/ -81
8/95/(/)/）；（P）分类地位重新厘定，原来 ! 种分

化为多种，如日本林蛙（6 4 ?/%$#-9/）分化为若干

种，在 长 江 流 域 内 有 昭 觉 林 蛙（ 6 4 93/$93-/$*#1
&-&）、镇海林蛙（6 4 @3*#3/-*#&-&）、峨眉林蛙（6 4
$8*-8$#)-&）以及峰斑蛙（6 4 93*<+$#)/）；（Q）物

种分布存在争议，在长江流域内可能性很小，暂不

收录，如潮汕蝾螈（! 4 $+%3-95&）和中亚林蛙（6 4

QPOP 期 于晓东等：长江流域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的大尺度格局



!"#!$#%!）。

长江流域内特有种信息主要来源于数据库内物

种分布信息（基于已经发表的两栖类专著，附录

!），在 此 基 础 上，参 照 最 新 发 表 的 文 献（"#$%，

!&&’；()%* + ,-$，.//0）和中国物种数据库（,-$
$1 )2，.//0）。濒危等级则参照最新出版的中国物种

红色名录（()%* + ,-$，.//0），将该名录中定为

近危以上等级的物种视为目前急需保护的受威胁物

种。

多样性评估采用 &’( 指数（3-)%* + 3-，!&&&）：

( 指数（)(）：指科间的多样性。在一个特定

科 4，)(4 * +!
,

# * !
-# 2%-# ，其中 -# 5 "4 # 6 .4（.4 为

长江流域内两栖类 4 科中物种数， "4 #为 4 科 # 属中

的物种数）；, 为 4 科中的属数。一个地区的 )( *

!
/

4 * !
)04 ，其中 / 为长江流域内两栖类的科数。

& 指 数 （ )& ）： 指 属 间 的 多 样 性。)& * +

!
-

1 * !
2# 2%2# ，其中 2 7 5 " 7 6 .（ . 为长江流域内两栖

类的物种数， " 7 为两栖类中 7 属中的物种数）；- 为

两栖类中属数。

&’( 指数：)&’( * ! + )& 3 )(

&’( 指数的特征：（!）非单种科越多，&’( 指

数越高；（.）&’( 指数是 / 8 ! 的测度。

长江流域内区域间的相似性比较利用聚类分析

（9-$2:;，!&<0；=;>?-* + @$A%:2>B，!&<<），以区域

内物种组成的相异程度和相似程度，对区域进行归

类，建立树状图。采用物种种类的有无（/ 8 ! 值），

利用 3)CC)D> 相似性系数对 !< 个区域进行归类描

述，比较整个地区的相似性；物种分布信息见附录

.。分析中先后采用组内联法（?-1#-%E*D:;FB）、组

间联法（G$1?$$%E*D:;FB）、最近邻法（%$)D$B1 %$-*#E
G:D）和最远邻法（H;D1#$B1 %$-*#G:D），最远邻法的

结果最具有生物学意义，本文最终采用这一分析结

果 。聚类分析使用数理统计软件I9II（!&&J）完成。

! 结 果

! "# 物种组成

长江流域共记录两栖动物 !0K 种，隶属于 . 目

!/ 科 ’/ 属（附录 !），其中有尾目 .’ 种，达到了

全国本目物种数的一半以上；无尾目 !.. 种，接近

全国本目物种数的一半；但这两目分别仅占世界种

数的 LM和 0M，比例很低（表 !）。

蛙科和角蟾科分别占物种总数的 ’’ NJ&M 和

.< N.<M，是长江流域物种最丰富的类群；蝾螈科、

小鲵科、树蛙科和姬蛙科占物种总数 KM 8 !/M，

是整个流域比较丰富的类群；树蟾科、蟾蜍科、铃

蟾科和隐鳃鲵科各占整个流域物种总数的 KM以下，

比较稀少（图 .）。

! "! 特有种和受威胁物种分布

长江流域特有种有 0& 种，占整个流域物种数

的 ’’ NJ&M，比例比较高；整个流域内中国特有种

比例达 <! N’<M，有 !!< 种，接近这些类群所有中

国特有种的一半，而且除了树蛙科外，其他类群在

流域内的中国特有种数量分布都达到了这些类群所

对应的中国特有种总数的 ’/M以上（表 .）。从长

江源头（江源区）至长江口，两栖动物长江流域特

有种的比例基本上是上游高于中游和下游，随海拔

下降而逐渐降低；中国特有种的比例也是上游高于

中游和下游，但随海拔的变化下降幅度很小（图

’）。

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两栖

动物，我国只有 J 种，都是二级保护动物，长江流

域内占 K 种，比例很高，包括大鲵、贵州疣螈、细

痣疣螈、大凉疣螈和虎纹蛙（O#$ =)? :H (-2> P%-E
Q)2 9D:1$C1-:% :H 9$:F2$RB @$F;G2-C :H "#-%)，!&<&）。

此外，被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内的受威胁物

种（濒危等级在近危以上）有L&种，占整个长江流

表 # 长江流域两栖类物种组成（目级单元）

$%& ’ # (%)*%+ ,-./-0121-*（34564）-7 %./81&1%*0 1* 9%*:2;6 <1=64 >%01*
目 SD>$D 长江流域 T)%*1U$ @-V$D W)B-% 中国 "#-%)! 世界 (:D2>.

有尾目 XD:>$2) .’ 0’ ’K/

无尾目 P%;D) !.. .</ ’ K//
!数据根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 ,-$，.//0）修订［Y)1) )D$ Q:>-H-$> HD:Q 45#,! .-6%#6"
768 9#"$（()%* + ,-$，.//0）］；. 数据引自《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其保护对策》（"#$%，!&&’）

［Y)1) )D$ C-1$> HD:Q 45#,!:" ;#<8#=6>"#$?：4@>>6,$ .$!$@" !,8 A><$6%$#=6 B6!"@>6"（"#$%，!&&’）］。

<LK 动 物 学 研 究 .L 卷



图 ! 长江流域两栖动物物种组成（科级单元）

"#$ % ! "&’(&) *+,-+.#/#+(（"&,#)0）+1 &,-2#3#&(. #( /24
5&($/64 7#849 :&.#(

域物种数的 ;< =>?@，占《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

收录的受威胁物种总数的 A B C 以上；其中以角蟾科

和蛙科为主，各占长江流域内受威胁物种总数的

CD@以上，小鲵科和蝾螈科也各占长江流域内受威

胁物种总数的 AD@以上，其他 E 科数量很少（表

!）。

! "# 不同区域间的多样性比较

由图 ; 可知，在长江流域的 AF 个研究区域内，

两栖类物种丰富度在整体趋势上，从上游到下游流

域逐步降低，除江源区和金沙江中上游数量较低

外，可以将其他AE个区域分为C个数量段：金沙江下

表 ! 长江流域特有种、中国特有种及受威胁物种的数量

$%& ’ ! ()*&+, -. +/0+*12 34+21+3，561/% +/0+*12 34+21+3 %/0 76,+%7+/+0 34+21+3 -. %*461&1%/3 1/
76+ 8%/97:+ ;1<+, =%31/

目 G9H49
长江流域特有种

I(H4,#* .-4*#4. /+
5&($/64 7#849 :&.#(

中国特有种

I(H4,#* .-4*#4. /+ J2#(&!
受威胁物种

K294&/4(4H .-4*#4.!

长江流域

5&($/64 7#849 :&.#(
中国

J2#(&
长江流域

5&($/64 7#849 :&.#(
中国

J2#(&
有尾目 L9+H4)&

小鲵科 M0(+3##H&4 E AA A? F AE
隐鳃鲵科 J90-/+39&(*2#H&4 A A A A
蝾螈科 N&)&,&(H9#H&4 C AA AF < AE

无尾目 O(’9&
铃蟾科 :+,3#(&/+9#H&4 D ! ; A C
角蟾科 P4$+-290#H&4 !< CF EC !E >D
蟾蜍科 :’1+(#H&4 A ; AD A E
树蟾科 M0)#H&4 D ; > D D
姬蛙科 P#*9+20)#H&4 A ; < D >
蛙科 7&(#H&4 AA CE FA !! <A
树蛙科 72&*+-2+9#H&4 D < CD C !C

总计 K+/&) ;? AAF !CF E? A?A
!数据根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Q&($ R S#4，!DD;）修订［T&/& &94 ,+H#1#4H 19+, !"#$% &’()#(* +(, -#*.（Q&($ R S#4，!DD;）］。

游和上游主干流及其支流为物种最丰富地区，平均

数量为 ;F 种；中游和下游流域物种相对较少，平

均数量分别为 CD 和 !< 种，其中鄱阳湖水系的物种

数量仅在 !D 种以下。长江流域内受威胁物种的分

布趋势与所有物种分布规律基本相似，物种丰富度

从上游到下游呈下降趋势，且除了江源区和金沙江

中上游外，同样可分为 C 个数量段，逐级降低，分

别为 !A、AD 和 F 种（图 >）。

比较各区域内物种多样性的 / 指数、0 指数

和 /10 指数，发现：/ 指数与物种数分布相似，除

了江源区和金沙江中上游较低外，其他上游分支流

域都较高（大于 A =D），中下游支流沅江和湘江较高

（大于 A =D），赣江和鄱阳湖值较低（小于 D =>），其

他分支流域都在 D =EC U D =?;；0 指数与 / 指数不

同，除了江源区、汉江和赣江较低（小于 C =D），金

沙江下游较高外（接近 AD =D），其他分支流域都在

; =!? U F =F>；/10 指数同样是江源区、汉江和赣江

较低（小于 D =F），其他区域均为 D =FD U D =?D，分

布比较均匀（表 C）。

! "> 区域相似性

基于两栖动物物种分布数据，利用 V&**&9H 物

种相似性系数对长江流域内 AF 个区域进行聚类分

析发现，整个长江流域分成 E 部分（图 E）：!仅包

括江源区，覆盖了青藏高原东南部波状平原部分地

区；"包括金沙江中上游和雅砻江流域，主要覆盖

了横断山区；#包括金沙江下游、上游干流区和乌

江等上游流域，地理上主要属于云贵高原；$包括

大渡河、岷沱江、嘉陵江、汉江流域和中游干流

区，属于主干流上游及中游江北流域，地理上以青

藏 高原东部低海拔高原（川西高原东缘）、四川盆

?E>E 期 于晓东等：长江流域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的大尺度格局



图 ! 长江流域 "# 个区域内两栖动物特有种比例

$%& ’ ! ()*+),-.&) /0 ),1)2%+ 34)+%)3 /0 .245%6%.,3 %, "# 37686.3%,3 /0 -5) 9.,&-:) ;%<)* =.3%,
区域代号同图 "（>7686.3%, +/1)3 .*) -5) 3.2) .3 -5/3) %, $%& ’ "）。

图 ? 长江流域 "# 个地理区域内两栖动物物种丰富度

$%& ’ ? >4)+%)3 *%+5,)33 /0 .245%6%.,3 %, "# 37686.3%,3 /0 -5) 9.,&-:) ;%<)* =.3%,
区域代号同图 "（>7686.3%, +/1)3 .*) -5) 3.2) .3 -5/3) %, $%& ’ "）。

地、秦岭和大巴山区为主；!包括洞庭湖水系（洞

庭湖、沅江和湘江）、鄱阳湖流域和下游流域（下

游主干流和太湖流域），地理上属于江南丘陵及长

江中下游平原等海拔较低部分；"包括赣江流域，

地理上属于江南丘陵。这其中，#和$相似性更

高，属于我国海拔一级台阶，代表了本流域内海拔

最高地区物种组成特点，与上游其他部分相似性很

低；%和&相似性更高，代表了以川西高原、云贵

高原、四川盆地和秦巴山区等我国中高海拔地区物

种组成的特点，包括了长江中上游的大部分中高海

拔流域，覆盖了我国海拔二级台阶以及一级台阶向

二级台阶过渡的区域；而!和"相似性更高，包括

了长江中下游大部分低海拔地区，代表了江南丘陵

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等我国海拔三级台阶的物种组成

特点。

! 讨 论

长江流域内两栖动物物种达到了 "?@ 种，接近

全国总数的 ?@A，特有种的比例接近 !?A，是物

种极为丰富的地区；而且流域内受威胁物种的比例

也达到了全国受威胁物种总数的 !BA以上，所以长

江流域在我国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保护以及濒危动

物保护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物种种数、受威胁物种种数以及特有种的比

CD@ 动 物 学 研 究 EB 卷



图 ! 长江流域 "# 个地理区域内两栖动物受威胁物种丰富度

$%& ’ ! ()*+%*, -%+./*,, 01 2.* 2.-*32*/*4 35).%6%3/, %/ "# ,76863,%/, 01 2.* 93/&2:* ;%<*- =3,%/
区域代号同图 "（(76863,%/ +04*, 3-* 2.* ,35* 3, 2.0,* %/ $%& ’ "）。

表 ! 长江 "# 个地理区域两栖类物种多样性的 !"# 指数

$%& ’ ! !"# ()*+, -. %/01(&(%) 20+3(+2 () "# 24&5&%2()2 -. 61+ 7%)869+ :(;+< =%2()
分支流域 (76863,%/ ! 指数 !8%/4*>（"!） # 指数 #8%/4*>（"#） !$# 指数 !$# %/4*>（"!$#）

江源区 ?9 @A"BC " @ AD@E @ @ AEBB F
金沙江中上游 GHI( @ ABCJ C E ACFB # @ A#!E @
雅砻江 9K( " A@J# B ! A#EJ B @ A#"! B
大渡河 L( " AE"F J J AC#D @ @ A#@! "
金沙江下游 KI( " AC#D F F AF@# J @ A#J@ E
岷沱江 HM( " A@!C @ B AE"" @ @ A#D! F
嘉陵江 IK( " A"## J B AF#F B @ A#CF F
乌江 N( "AC!C E # A#EB @ @ A#!# E
上游干流 GH( " A@#" D B AC!# E @ A#CJ C
汉江 ?( @ ABDB E C ABD! C @ AJ!# !
中游干流 HH( @ A##E C B AB@D D @ A#BB "
沅江 9( " A"CF " # AB"F C @ A#BF @
湘江 O( " A@F" J # AJD# # @ A#J! "
洞庭湖 LK( @ AFDJ " # AD!" D @ A##J #
赣江 P( @ ADE! D " A@#D J @ AB#" E
鄱阳湖 QK( @ AE!! F E AEBC B @ A#FJ #
下游干流 KH( @ AJ@" @ B AJ#" E @ A#FB B
太湖 MK( @ AJ@B B ! AJ!" ! @ A#JJ C
区域代号同图 "（(76863,%/ +04*, 3-* 2.* ,35* 3, 2.0,* %/ $%& ’ "）。

例看，除了源头等少数流域外，大多数流域都是从

上游到下游随着海拔降低而逐渐降低；而且根据各

分支流域内物种分布进行的相似性分析看，除了赣

江流域比较特殊外，基本上依照我国阶梯形地势的

三级台阶聚类，形成了高原、中高海拔山地或盆

地、丘陵和平原等不同特点的栖息地类型。这与各

区域内自然地理特征差异密切相关。根据我国的自

然地理，长江流域分为青藏区、西南区以及华中区

（;*/ R =30，"FFC；S.3/&T%3/& ?U4-0V0&%+3V S055%28
2** 01 ?U4-0V0&U H%/%,2-U，"FFF）。青藏区在流域内

包括江源区和横断山区北部的高山峡谷区域（金沙

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属于一级台阶，前

者属于青藏东部高原亚区，寒冷低温；后者属于川

西—藏东南亚区，气候温暖半湿润。西南区在流域

内包括金沙江南大部分地区和横断山区中部和南部

的低海拔地区，属于二级台阶，干湿季节明显。华

中区在流域内可再分为江汉、秦岭亚区，江南、南

岭亚区和川黔亚区。江汉、秦岭亚区地处暖温带向

亚热带的过渡区域，可再细分为属于二级台阶的秦

巴山区小区以及属于三级台阶的淮阳山地、长江中

下游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小区，其中秦巴山区小区与

其他小区在气候、植被以及地貌（形）因素上差异

明显，而且相对于前者，其他小区工农业发达，人

为 活动频繁，森林覆盖率低。江南、南岭亚区在流

"J!B 期 于晓东等：长江流域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的大尺度格局



图 ! 长江流域 "# 个区域内基于两栖动物物种相似性的聚类分析

$%& ’ ! ()*+,-&,./ -0 "# 12343.1%*1 3.1)+ -* 5.66.,+ 1%/%7.,%89 /).12,) -0 8:)
./;:%3%.*1 +%18,%328%-* %* 8:) <.*&8=) >%?), @.1%*

区域代号同图 "（A2343.1%* 6-+)1 .,) 8:) 1./) .1 8:-1) %* $%& ’ "）。

域内包括了沅江—湘江—赣江—武夷山间的大范围

区域以及鄱阳湖平原流域，属于三级台阶，气候温

暖多雨。川黔亚区属于我国地势一级台阶向二级台

阶的过渡地带，可再细分为四川盆地小区和贵州高

原小区。前者在流域内主要包括岷江—嘉陵江和嘉

陵江—汉江西部区域，以四川盆地及周围低山山地

为主，冬暖、春早，云雾多、日照少，内部地貌差

异大；后者在流域内主要包括金沙江—乌江—沅江

间的区域，以贵州高原为主，夏无酷暑、冬少严

寒、阴雨天多。

因为两栖动物对温度和湿度的依赖性较大，中

下游地区的温暖湿润气候是其理想的栖息场所，但

由于工农业发达，植被受到很大破坏，尤其是平原

和盆地地区，生境片断化严重，影响了两栖动物的

栖息和生存，导致物种数量和多样性较低；相反，

上游地区在自然景观上具有从河谷亚热带到高山永

久冰雪带的垂直分布，且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和山地

自然条件复杂性，植被种类和气候多样化，导致了

栖息地的多样化，而且因为以畜牧业为主，生境的

保护程度相对较高，为两栖动物的栖息地选择提供

了良好的场所，因此，除了源头地区自然环境恶劣

导致物种数量较少外，上游地区在物种数量及多样

性程度上较高。

从物种组成的区域相似性看，也反映了各区域

所对应的自然地理特点：!仅包括江源区，反映了

青藏东部高原亚区特点，本区仅有物种 B 种，该区

域内没有特有成分；"仅包括横断山区，反映了青

藏高原区的川西—藏东南亚区特点，本区共有物种

CC 种，该区域内的特有成分占 "#D；#仅包括云

贵高原，反映了西南区云南高原亚区以及华中区川

黔亚区贵州高原小区特点，本区共有物种 EE 种，

该区域内的特有成分占 "CD；$包括川西高原东

缘、四川盆地和秦巴山区，主要反映了长江北岸华

中区川黔亚区四川盆地小区和江汉、秦岭亚区的高

海拔的秦巴山区小区特点，本区共有物种 ## 种，

该区域内的特有成分占 FBD；%包括洞庭湖水系、

鄱阳湖流域和下游流域，反映了华中区江南、南岭

亚区及江汉、秦岭亚区内低海拔区域（淮阳山地小

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小区和长江三角洲小区）的特

点，本区共有物种 EC 种，该区域内的特有成分占

F#D；&仅包括赣江流域，比较特殊，属于华中区

江南、南岭亚区，但在物种组成的相似性分析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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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区域差异较大，本区仅有物种 !! 种，该区域

内没有特有成分，这可能与武夷山比较特殊的环境

或者野外调查不足有关。在上述!至"区域中，!
物种少，但几乎该区域所有物种都在#分布，说明

与#相似性很高，主要反映了我国海拔一级台阶的

高海拔区域物种特点；$和% 两区域的共有种达

到了 "# 种，都在物种数的一半以上，因此，这两

区的相似性较高，主要反映了我国海拔二级台阶的

中高海拔区域物种特点；而"物种少，但该区物种

均在&中分布，说明与后者相似性很高，反映了我

国海拔三级台阶低海拔区域物种特点。由此可见，

自然地理的亚区界限对于两栖类物种分布影响并不

明显，而海拔梯度、小区的自然地理界限以及人为

活动对其分布影响比较明显。此外，区域相似性分

析的结果也反映了长江作为天然屏障对南北两岸的

物种分布的影响，除了源头和干流外，长江流域物

种组成特点基本上以长江干流为南北分界线自然分

开，#和%反映了长江北岸的物种特点，而$、&
和"则反映了长江南岸的物种特点。

总之，长江流域两栖动物物种丰富，受威胁动

物和特有种比例较高，是重点保护区域，而流域内

的自然地理特征决定了两栖动物的物种分布特点。

当然，由于各区域内物种调查工作的强度不同以及

文献收集可能存在不足也会对我们目前的研究结果

造成一定影响，而且从历史文献中得到的数据仅仅

是以往的历史分布记录。随着生境变化，两栖动物

的分布变化较大，还应对过去的分布地点进行重新

调查核实。保护自然环境，增加森林植被覆盖率，

减少人为活动对栖息地的压力是保护两栖动物物种

多样性的必然途径和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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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 $%&，*$（"）：";( % "’$ &［沈猷慧，邓学建，王 斌 & ";;# & 湘中西部小鲵属一新种———挂榜山小鲵（两栖纲：小鲵科）&
动物学报，*$（"）：";( % "’$ &］

［!"］D,- G^，R,/3 [F & ’(K; & D-E,=/@ 7/=@/ [E3@3*-E/［F］& :,1@I5=：D-E,=/@ 0=.2-C,-@I ?3=C1 3B DE-1@E1 /@5 <1E,@323IJ，’ % ’$! &［施白南，

赵尔宓 & ’(K; & 四川资源动物志 & 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 % ’$! &］
［!!］<-/@ 9R，V= QF，D=@ )\ & ";;; & ) @1P C+1E-1C 3B 3+*"71,04 -@ :,-@/（)*+,-.-/：0123./4-5/1）［N］& -’). !"").> $%&，#*（#）：#M" % #MM &

［田应洲，谷晓明，孙爱群 & ";;; & 中国角蟾属一新种（两栖纲：锄足蟾科）& 动物分类学报，#*（#）：" % #MM &］
［!#］<-/@ 9R，V= QF，D=@ )\，8- D & ’((K & ) @1P C+1E-1C 3B ?4+(;"10&"B%(4 *(%A1"(+&4%4（:/=5//：?J@--5/1）—?4+(;"10&"B%(4 41(%’1+&*+&4%4

C+ & @3Y［N］& 2 C%(7.&41(% /+.’1 :"##+*+，%$（#）：6 % ’! &［田应洲，谷晓明，孙爱群，李 松 & ’((K & 贵州省拟小鲵属（有尾目：小鲵

科）一新种———水城拟小鲵 & 六盘水师专学报，%$（#）：6 % ’! &］
［!$］L/@I D，Q-1 9 & ";;# & :,-@/ D+1E-1C O15 8-C4 & ‘32 & ’：O15 8-C4［F］& G1-H-@I：?-I,1> [5=E/4-3@ 0>1CC，’ % ""# &［汪 松，解 焱 & ";;# &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一卷：红色名录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 &］
［!M］L1- V，:,1@ 7V，Q= ^ & ’((’ & ^1P C=.C+1E-1C 3B 9.&. ’1+&4%&+&4%4 B>3* :,-@/［N］& -’). !"").> $%&，%’（!）：!6$ % !K" &［魏 刚，陈服

官，徐 宁 & ’((’ & 中国林蛙新亚种研究 & 动物分类学报，%’（!）：!6$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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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 12345647892: ;8<<(3()982685) 5< !"#$%&’()&* ’+,-.)&.，=86> ;(?9387685) 5< 2 ?$7(3?7(98(?［@］- /.01+(2 3 4""#，!"（0）：

.AB C .BD -［吴贯夫，曾晓茂 - .//0 - 杜氏泛树蛙的核型分化兼记一超种 - 四川动物，!"（0）：.AB C .BD -］
［!E］#$ F，G5)* H，+$ IJ- ./EB - K>( LM7>8N82)O&2$)2 5< %$8P>5$［,］- %$842)*：%$8P>5$ Q(57:(R? Q3(??，. C ./S -［伍 律，董 谦，须润

华 - ./EB - 贵州两栖类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C ./S -］
［!/］+8( &，T( UT，&(8 F，@82)* @Q，’()* +,，,26?$8 , - ./// - K2V5)5M892: ?6$;8(? 5) N35=) <35*?（5(2(）<35M W536>(2?6(3) U>8)2［@］- 60)(

4"")(7 /.2，#$（S）：SS0 C S!. -［谢 锋，叶昌媛，费 梁，江建平，曾晓茂，,26?$8 , - ./// - 中国东北地区林蛙属物种的分类学研

究 - 动物分类学报，#$（S）：SS0 C S!. -］
［0D］+8( T，#2)* X，J( &H，’>25 Y, - SDD0 - UXZX - U>8)2 X7(98(? Z)<53M2685) X(3[89(［G\ ] ^F］- >667： ] ] === - 9>8)2N85;8[(3?864 - 95M -［解

焱，汪 松，何芬奇，赵尔宓 - UXZX - 中国物种数据库 - >667： ] ] === - 9>8)2N85;8[(3?864 - 95M -］
［0.］T2) LJ- ./EE - Q3(:8M8)234 5N?(3[2685) 5< 3(735;$968[( >2N86? 5< 8(#"+#( 9"-&(#.* 8) T2)*P>5$［@］- /.01+(2 3 4""#，%（S）：S" C SE -［晏安厚 -

./EE - 扬州地区北方狭口蛙繁殖习惯的初步观察 - 四川动物，%（S）：S" C SE -］
［0S］T2)* GG，X>() TJ- .//! - X6$;8(? 5) 6>( N3((;8)* (95:5*4 5< :$2"%* "-.&2)(#.*［@］- 4""# 5&*，!$（!）：S.A C SSD -［杨道德，沈猷慧 - .//! -

东方蝾螈繁殖生态的研究 - 动物学研究，!$（!）：S.A C SSD -］
［0!］T2)* GK - .//. - K>( LM7>8N82O&2$)2 5< T$))2)［,］- \(8_8)*：U>8)2 &53(?634 Q$N:8?>8)* J5$?(，. C SA/ -［杨大同 - .//. - 云南两栖类志 -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C SA/ -］
［00］T( UT，&(8 F - ./ES - K>( ;8?638N$685) 9>23296(38?689? 5< 2M7>8N82)? 8) J$N(8 Q35[8)9(，8)9:$;8)* ;(?9387685) 5< 2 )(= <35*［@］- 60)( 4""# /.2，#&

（!）：S/! C !D. -［叶昌媛，费 梁 - ./ES - 湖北省两栖动物地理分布特点，包括一新种 - 动物学报，#&（!）：S/! C !D. -］
［0A］T( UT，&(8 F - .//! - %(5*327>89 ;8?638N$685) 5< 75:4M537>89 [2382685)? 5< ?‘8) ?63$96$3( 5< ?8V ?7(98(? 5< 2M7>8N82)? 8) H8)*>28O+8P2)* Q:26(2$

［@］- 60)( 4""# /.2，"’（0）：00! C 0!B -［叶昌媛，费 梁 - .//! - 青藏高原六种两栖动物皮肤结构多态性变体的地理分布 - 动物学报，

"’（0）：00! C 0!B -］
［0B］T( UT，&(8 F，J$ XU - .//! - I23( 2); Y95)5M89 LM7>8N82)? 5< U>8)2［,］- U>()*;$：X89>$2) X98()9( 2); K(9>)5:5*4 Q3(?? -［叶昌媛，费

梁，胡淑琴 - .//! - 中国珍稀及经济两栖动物 - 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 -］
［0"］’>25 Y,，L;:(3 1 - .//! - J(37(65:5*4 5< U>8)2［,］- ^>85，̂ V<53;：X598(64 <53 6>( X6$;4 5< LM7>8N82)? 2); I(768:(? 2); U>8)(?( X598(64 <53 6>(

X6$;4 5< LM7>8N82)? 2); I(768:(? -
［0E］’>25 Y,，T2)* GK - .//" - K>( X(38(? 5< 6>( X98()68<89 YV7(;8685) 65 6>( J()*;$2) ,5$)628)?，H8)*>28O+8P2)* Q:26(2$：LM7>8N82)? 2); I(768:(?

5< 6>( J()*;$2) ,5$)628)? I(*85)［,］- \(8_8)*：X98()9( Q3(??，. C !D! -［赵尔宓，杨大同 - .//" - 青藏高原横断山区科学考察丛书：横

断山区两栖爬行动物 - 北京：科学出版社，. C !D! -］
［0/］’>25 Y, - .//E - U>8)2 I(; G262 \55‘ <53 Y);2)*(3(; L)8M2:? - a5: - S - LM7>8N82 b I(768:82［,）- \(8_8)*：X98()9( Q3(?? -［赵尔宓 - .//E -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第二卷：两栖类和爬行类 - 北京：科学出版社 -］
［AD］’>25 Y,，U>2)* J#，’>25 J，L;:(3 1 - SDDD - I([8?(; U>(9‘:8?6 5< U>8)(?( LM7>8N82 b I(768:82［@］- /.01+(2 3 4""#，!’（!）：./B C SD" -

［赵尔宓，张学文，赵 蕙，鹰 岩 - SDDD - 中国两栖纲和爬行纲动物校正名录 - 四川动物，!’（!）：./B C SD" -］

附表 # 长江流域两栖动物名录及分布

())*+,-. # /-01 2+, ,-013-451-6+ 67 18* 29)8-4-2+0 -+ 18* :2+;1<* =->*3 ?20-+
物种 X7(98(? JT c,@X TFX GX F@X ,KX @FX #X c,X JX ,,X TX +X GFX %X QFX F,X KFX

有尾目 c35;(:2
小鲵科 J4)5N88;2(

龙洞山溪鲵 ;()-(01+%&-+*
#"2,’"2,&2*.*2，N，9 d

山溪鲵 ; < %.201"2..N，9 d d d d d d d d
西藏山溪鲵
; < *).9&)(2+*N，9 d d d d d

盐源山溪鲵
; < $&2$+(2&2*.*2，N，9 d

安吉小鲵
=$2"9.+* (>?.&2*.*2，N，9 d

中国小鲵 = < 01.2&2*.*9 d
挂榜山小鲵
= < ,+(9(2,*1(2&2*.*2，N d

商城肥鲵 !(01$1$2"9.+*
*1(2,01&2,&2*.*N，9 d

水城拟小鲵
! < *1+.01&2,&2*.*2，N d

秦巴拟小鲵
! < )*.2%(&2*.*2，N，9 d d d d d

巫山北鲵
5(2"’"2 *1.1.N，9 d d d d d

隐鳃鲵科 U34765N32)9>8;2(
大鲵
62’-.(* ’(@.’.(2+*N，9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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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物种 !"#$%#& ’( )*+! (,! -! ,+! *.! +,! /! )*! ’! **! (! 0! -,! 1! 2,! ,*! .,!
蝾螈科 !34353678%73#

呈贡蝾螈
!"#$%& ’()#**$# *)#&+&3，9 :

蓝尾蝾螈 ! , ’"-#./.&9，$ : :

东方蝾螈 ! , $/+)#0-1+&9 : : : : : :
滇池蝾螈
! , 2$10)/&0$/33+3，9，$ :

黑斑肥螈
4-’("0/+0$# 5/)6+%)&9 : : :

无斑肥螈
4-’("0/+0$# 1-5+-0.&9 : : : : : : :

尾斑瘰螈 4-/-7)&$0/+0$#
’-.8$%.#’0-0.&9，$ : : :

中国瘰螈
4 , # ’(+#)#&+&9，$ : :

细痣疣螈
9 , -&%)//+7.&9，$ : : : : : : :

贵州疣螈
9 , :2)+’($2)#&+&9，$ : : :

大凉疣螈
9 , 0-1+-#*)#&+&3，9，$ : : : :

无尾目 ;6<83
铃蟾科 =>59%63?>8%73#

大蹼铃蟾 ;$75+#- 7-<+7-9 : : : :
微蹼铃蟾
; , 7+’/$8)1-8+*+0$/-9，$ : :

角蟾科 *#@>"A8B%73#
宽头短腿蟾 ;/-’("0-/&$%(=

/"& ’-/+#)#&+& : : : : : :

峨山掌突蟾 >)%0$1-1-<
$&(-#)#&+&9 : : : : : :

!掌突蟾
> , %)1$8"0$+8)&$ : : : :

淡肩角蟾 ?)*$%(/"&
5$)00*)/+9 : :

短肢角蟾
? , 5/-’(":$1$&9，$ : : : : : : : : : : :

尾突角蟾
? , ’-.8$%/$’0-3，9 :

挂墩角蟾 ?)*$%(/"&
:.-0.#)#&+&9 :

白颌大角蟾 ?)*$%(/"&
1-0)/-1+& :

南江角蟾
? , #-#:+-#*)#&+&3，9，$ :

峨眉角蟾
? , $7)+7$#0+&3，9，$ : : : :

沙坪角蟾
? , &(-%+#*)#&+&3，9 : : : :

水城角蟾
? , &(.+’()#*)#&+&3，9，$ :

棘指角蟾 ? , &%+#-0-9 : : : : : :
川北齿蟾 @/)$1-1-<

’(.-#5)+)#&+&3，9，$ : :

凉北齿蟾
@ , 1+-#*5)+)#&+&3，9，$ :

利川齿蟾
@ , 1+’(.-#)#&+&3，9，$ : : : :

大齿蟾 @ , 7-A$/3，9，$ : : : :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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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物种 !"#$%#& ’( )*+! (,! -! ,+! *.! +,! /! )*! ’! **! (! 0! -,! 1! 2,! ,*! .,!
密点齿蟾
! " #$%&’($)*&+&$,3，4，$ 5 5 5 5

峨眉齿蟾
! " -#.’#-)&’,3，4，$ 5 5

秉志齿蟾 ! " (’)/’’3，4，$ 5 5
宝兴齿蟾 ! " (-(.’3，4 5 5 5 5
普雄齿蟾
! " ($0’-)/.),’,3，4，$ 5

红点齿蟾
! " 12-3-,&’/#+&$,3，4，$ 5 5 5 5

疣刺齿蟾 ! " 1$/-,$,4，$ 5 5 5 5
无蹼齿蟾 ! " ,*2#’3&’3，4，$ 5 5 5
魏氏齿蟾 ! " 4.’/-%3’3，4 5
乡城齿蟾
! " 0’+)/*2.)/.),’,3，4 5 5

西藏齿突蟾 5*$&’/.1
6-$%.)/.1’4 5 5 5 5 5

金顶齿突蟾
5 " *2’)&’)/.),’,3，4，$ 5 5

胸腺齿突蟾
5 " /%+)3$%+&$,4 5 5 5 5 5

九龙齿突蟾
5 " 7’$%-)/.),’,3，4，$ 5

花齿突蟾
5 " #+*$%+&$,3，4，$ 5 5 5 5 5

刺胸齿突蟾 5 " #+##+&$,4 5 5 5 5 5 5
木里齿突蟾
5 " #$%’.),’,3，4，$ 5

宁陕齿突蟾
5 " )’)/,2+).),’,3，4，$ 5

平武齿突蟾
5 " (’)/4$.),’,3，4，$ 5

皱纹齿突蟾
5 " 1$/’)-,$,3，4，$ 5

圆疣齿突蟾
5 " &$6.1*$%+&$,4，$ 5 5 5

峨眉髭蟾 8’61’,,+(2-1+
6-1’)/’’3，4，$ 5 5 5 5 5 5 5 5 5 5

雷山髭蟾
8 " %.’,2+).),’,3，4，$ 5

崇安髭蟾 8 " %’$’4，$ 5 5 5
蟾蜍科 6789:%;3#

华西蟾蜍 9$:- +)31.4,’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中华蟾蜍 9 " /+1/+1’;+),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黑眶蟾蜍 9 " #.%+)-,&’*&$, 5 5 5 5 5 5
岷山蟾蜍 9 " #’),2+)’*$,4 5 5 5
西藏蟾蜍 9 " &’6.&+)$,4 5 5 5
圆疣蟾蜍
9 " &$6.1*$%+&$,3，4，$ 5

树蟾科 ’<=%;3#
华西树蟾 <=%+ +)).*&+), 5 5 5 5 5 5 5 5 5
无斑树蟾 < " ’##+*$+%+&+ 5 5 5 5 5 5 5 5
中国树蟾 < " *2’).),’,4 5 5 5
三港树蟾
< " ,+)*2’+)/.),’,4 5 5 5 5 5

华南树蟾 < " ,’#(%.04 5
秦岭树蟾 < " &,’)%’)/.),’,4 5 5 5 5

蛙科 >3:%;3#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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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物种 !"#$%#& ’( )*+! (,! -! ,+! *.! +,! /! )*! ’! **! (! 0! -,! 1! 2,! ,*! .,!
崇安湍蛙 !"#$#%&

’()*+,*-*&.& 3 3 3 3 3 3 3 3

棘皮湍蛙
! / +0,*)$#&)&4，5 3 3 3 3 3

理县湍蛙
! / $.1,*-*&.&4，5 3

棕点湍蛙
! / $#$#-*&.&4，5，$ 3 3 3

四川湍蛙 ! / ",*23#0)"5 3 3 3 3 3
华南湍蛙 ! / 0.’4-22. 3 3 3 3 3 3 3 3 3 3
凹耳湍蛙
! / 2#0"#2)&5，$ 3

武夷湍蛙 ! / 5)6.-*&.&5 3 3
高山倭蛙 7,*#0,*, %,04-0. 3
倭蛙 7 / %$-&4-.5 3 3 3 3 3
腹斑倭蛙
7 / 8-*20.%)*’2,2,4，5 3

无声囊棘蛙 9,, $.).5 3
合江棘蛙
9 / 0#:-02.*+-0.4，5，$ 3

棘侧蛙 9 / &(.*.5，$ 3 3 3
棘胸蛙 9 / &%.*#&,$ 3 3 3 3 3 3 3
双团棘胸蛙
9 / 6)**,*-*&.&$ 3 3 3 3 3

弹琴蛙
;,*, ,<-*#%$-)0,5 3 3 3 3 3 3 3

云南臭蛙
; / ,*<-0&#*..$ 3 3 3

棘腹蛙
; / :#)$-*+-0.5，$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昭觉林蛙
; / ’(,#’(.,#-*&.&5 3 3 3 3 3 3

中国林蛙 ; / ’(-*&.*-*&.&5 3 3 3 3 3 3 3 3 3 3
峰斑蛙
; / ’(-80#*2,4，5，$ 3

仙姑弹琴蛙
; / <,)’(.*,4，5 3 3 3 3

无指盘臭蛙
; / +0,(,".5，$ 3 3 3 3 3 3 3 3

沼蛙 ; / +)-*2(-0. 3 3 3 3 3 3 3 3 3 3
合江臭蛙
; / (-=.,*+-*&.&4，5，$ 3

光雾臭蛙
; / 4),*+5)-*&.&4，5，$ 3

阔褶蛙 ; / $,2#)’(..5 3 3 3 3 3 3
泽蛙 ; /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大绿臭蛙 ; / $.8.<, 3 3 3 3 3 3 3 3 3
龙胜臭蛙
; / $)*+&(-*+-*&.&5，$ 3 3

绿臭蛙 ; / ",0+,0,2,-5 3 3 3 3 3 3 3 3 3 3
黑斑蛙
; / *.+0#",’)$,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黑耳蛙
; / *.+0#26"%,*.’,5 3

黑带蛙 ; / *.+0#8.22,2, 3
峨眉林蛙 ; / #"-."#*2.&4，5 3 3 3 3 3 3 3 3
金线蛙 ; / %$,*’6.5 3 3 3 3 3 3 3 3 3
滇蛙 ; / %$-)0,<-*5 3 3 3 3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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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物种 !"#$%#& ’( )*+! (,! -! ,+! *.! +,! /! )*! ’! **! (! 0! -,! 1! 2,! ,*! .,!
隆肛蛙
! " #$%&’%(%3，$ 4 4 4 4 4 4 4 4

虎纹蛙 ! " ’$)$*+,%$ 4 4 4 4 4 4 4
桑植蛙 ! " ,%()-./0(,/,3 4
花臭蛙 ! " ,1.2%130’/3 4 4 4 4 4 4 4 4 4 4
胫腺蛙
! " ,.$1./(%05，3，$ 4 4

台北蛙 ! " 4%/50.0(,/,$ 4
天台蛙
! " 4/0(4%/0(,/,3，$ 4 4

竹叶蛙
! " 60’,%7/*/,3，$ 4 4 4

威宁蛙
! " 80/(/()0(,/,3，$ 4 4 4 4 4

务川臭蛙
! " 8$1.$%(0(,/,3，$ 4

镇海林蛙
! " -.0(.%/0(,/,3 4 4 4 4 4 4 4 4

树蛙科 675$8"789%:5#
金秀小树蛙 9./*%$4$,

:/(;/$0(,/,3，$ 4

经甫泛树蛙 9+*<50&%40,
1.0(=$/3 4 4 4 4 4 4 4

大泛树蛙 9+*<50&%40,
&0((<,/3 4 4 4 4 4 4

宝兴泛树蛙 9+*<50&%40,
&$)’/40/3 4 4 4 4 4 4 4

洪佛泛树蛙 9+*<50&%40,
.$()=$0(,/,3，$ 4

斑腿泛树蛙 9+*<50&%40,
20)%105.%*$,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无声囊泛树蛙 9+*<50&%40,
2$4$, 4 4

峨眉泛树蛙 9+*<50&%40,
+20/2+(4/,3 4 4 4 4 4 4

黑点树蛙 !.%1+5.+’$,
(/)’+5$(14%4$,3，$ 4 4 4 4 4

姬蛙科 *%$987;<%:5#
云南小狭口蛙 >%**$0**%

<$((%(0(,/,3 4 4 4

北方狭口蛙 ?%*+$*%
7+’0%*/, 4 4 4 4

四川狭口蛙
? " ’$)/=0’%5，3 4 4 4 4

多疣狭口蛙 ? " 60’’$1+,%3 4 4 4 4
粗皮姬蛙 @/1’+.<*% 7$4*0’/ 4 4 4 4 4 4 4
小弧斑姬蛙 @ " .0<2+(,/ 4 4 4 4 4 4 4 4
合征姬蛙 @ " 2/;4$’%3 4 4 4 4 4
饰纹姬蛙 @ "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花姬蛙 @ " 5$*1.’% 4 4

区域代号同图 =（!>3?35&%@ $8:#& 59# A7# &5B# 5& A78&# %@ C%D E =）。
5长江流域特有种（F@:#B%$ &"#$%#& A8 (5@DAG# 6%H#9 I5&%@），3中国特有种（F@:#B%$ &"#$%#& A8 J7%@5），$受威胁物种（.79#5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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