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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现状及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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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路线统计法，结合使用访问法和归纳法，于 2022年 4—5月对四川省西昌市邛海湿地及其周边的两栖爬行动物进

行了 18次实地调查，并分析了其种群组成与生物多样性。结果表明：该区域内两栖爬行动物共有 5目 12科 24种，其中两栖动

物有 1目 6科 13种，爬行动物有 4目 6科 11种；两栖爬行动物主要为东洋界种类，分布类型以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为主。为此

提出保护邛海湿地内两栖爬行动物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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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of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in Qionghai Wetland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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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oute statistics method in combination with interview and induction methods， 18 surveys were con⁃
ducted on the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in and around the Qionghai wetland in Xichang City of Sichuan Province from 
April to May in 202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24 species of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in 12 families and 5 or⁃
ders， of which amphibians were of 13 species， 6 families and 1 order， and reptiles were of 11 species， 6 families and 4 
orders. The fauna belongs to Himalayas-Hengduan Mountain category. Based on this， the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am⁃
phibians and reptiles in Qionghai wetland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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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

稳定生态系统的平衡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越来越

多的研究［1-3］表明，生物多样性是影响生态系统功能

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两栖爬行动物位于生态系统

营养级的中间层，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和健康

等方面有着巨大作用。因此，两栖动物又被认为是

环境健康的重要指示类群，是监测环境变化的关键

早期预警系统。研究［4-5］表明，全球两栖爬行动物面

临着多种威胁并经历着种群快速下降和物种灭

绝［6-7］。评估分析结果显示，全球大约 20%的脊椎动

物受到灭绝威胁，其中两栖动物约 41%，爬行动物

约 22%［7］，两栖爬行动物的境况尤其严峻。开展对

两栖爬行动物种群动态的监测是应对危机的迫切

需求［8-10］。

邛海湿地是目前四川省最大的城市湿地，兼有

城市公园与湿地的生态功能与旅游价值。因此，邛

海湿地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邛海湿

地两栖爬行动物是该区域动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

成分，目前国内外对邛海湿地两栖爬行类动物的研

究尚属空白，本研究于 2022 年 4—5 月对四川省西

昌市邛海湿地及其周边的两栖爬行动物进行了 18

次实地调查，以期查明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的种

类及其分布情况，填补邛海湿地区域动物多样性的

基础数据，为邛海湿地野生动物的管理及保护提供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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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自然状况

邛海湖位于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距西昌城东

南约 3.5 km 处，湖泊周长约 37.4 km，湖面面积约

27.877 km2，海拔 1 510 m，是四川省第 2大内陆高原

淡水湖泊；地理位置为东经 102°15′~102°18′，北纬

27°42′~27°55′；湖区地区年均气温 17 ℃，年降水量

1 000~2 000 mm，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日照数达

2 000 h以上［1］。湖泊在南岸、西岸和北岸有大面积

低洼湿地，构成邛海湖湖区湿地带。

2 调查方法

2.1　时间及地点

调查时间为 2022 年 4—5 月，共对邛海湿地及

周边进行了 18 次实地调查。每次调查均在天气晴

朗的早上 7：00—10：00、晚上 8：00—10：00 进行，具

体日期为 4月 3日、4月 5日、4月 9日、4月 10日、4月

13日、4月 15日、4月 17日、4月 19日、4月 22日、4月

25日、4月 26日、5月 1日、5月 5日、5月 8日、5月 10

日、5月 13日、5月 18日和 5月 20日；调查地点分别

在海河口、观鸟岛湿地、小渔村、焦家村、青龙寺、核

桃村、鹅掌河口和缸窑村，样点分布如图1所示。 

2.2　调查方法

主要采用路线统计法［11］，结合访问法和归纳

法。实地采集标本或拍照带回实验室进行图鉴，同

时对当地居民进行访问调查及查阅相关文献确定

两栖爬行动物区系［12-17］。

根据邛海湿地两栖爬行类动物栖息的生态特

点，其生态环境可以划分为河口池沼、农田静水和

陆地灌草3类。

2.3　物种多样性计算

反映物种多样性的指数众多。本文采用物种

丰富度、香农-威纳指数、辛普森指数，Pielou 均匀度

指数［18］。

3 结果和分析

本研究发现两栖爬行类动物共 5目 12科 24种，

如表1所示。
表1　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名录

Ⅰ.爬行类REPTILES
一、蛇目SERPENTIFORMES
（一）蝰科Viperidae
　　　　1.云南竹叶青Trimeresurus yunnanensis

（二）游蛇科Megapodiidae
　　　　2.乌梢蛇Zoacys dhumnades

　　　　3.赤链蛇Dinodon rufozonatum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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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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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河口池沼 农田静水 陆地灌草

区系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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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图1　样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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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翠青蛇EuryPholis major

二、有鳞目SQUAMATA
（三）石龙子科Scincidae
　　　　5.康定滑蜥Scincella potanini

　　　　6.南滑蜥Scincella reevesii

　　　　7.蓝尾石龙子Eumeces elegans

三、蜥蜴目LACERTIFORMES
（四）鬣蜥科Agamidae
　　　　8.草绿攀蜥 Japalura flaviceps

　　　　9.云南攀蜥 Japalura Yunnanensis

四、龟鳖目TESTUDINATA
（五）泽龟科Emydidae
　　　　10巴西红耳龟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六）龟科Testudinidae
　　　　11.乌龟Chinemys reevesii

Ⅱ.两栖类AMPHIBIAN
五、无尾目ANURA
（七）蛙科Ranidae
　　　　12.四川湍蛙Amolops mantzorum

　　　　13.无指盘臭蛙Rana. grahami

　　　　14.昭觉林蛙Rana.chaochiaoensis

　　　　15.滇蛙Rana pleuraden

　　　　16.牛蛙Rana catesbeiana

　　　　17.双团棘胸蛙Rana unnanensis

　　　　18.黑斑侧褶蛙Rana nigronuwulat

（八）雨蛙科Hylidae
　　　　19.华西雨蛙Hyla annectans

（九）姬蛙科Microhylidds
　　　　20.云南小狭口蛙 Calluella yunnanensis

（十）蟾蜍科Bufonidae
　　　　21.黑眶蟾蜍Bufo elanostictus

　　　　22.华西蟾蜍Bufo andrewsi

（十一）角蟾科Megophryidae
　　　　23.小角蟾Megophrys minor

（十二）盘舌蟾科Discoglossidae
　　　　24.大蹼铃蟾Bombina max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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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科、种 记录地点
生态环境

河口池沼 农田静水 陆地灌草

区系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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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注：a表示海河口，b表示缸窑村，c表示观鸟岛湿地，d表示鹅掌河口，e表示核桃村，f表示青龙寺，g表示焦家村，h表示小渔村； 

+ 表示属于该生态环境分布；A表示西南区成分，B表示华中华南区成分，C表示华南区成分，D表示东洋界广布成分，E表示东
洋界古北界广布成分，I表示新北区成分， J表示新热带区成分；H表示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S表示南中国型，W表示东洋型，
Y表示云贵高原型，M表示季风型。

··19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36 卷

3.1　邛海湿地两栖爬行类的种群组成

由表 1可知，在邛海湿地 5目 12科 24种两栖爬

行动物中，两栖类与爬行类各 6科，各占该湿地两栖

爬行动物总科数的 50%。两栖类动物有 13种，占该

湿地两栖爬行动物总种数的 54.17%；爬行类动物有

11种，占该湿地两栖爬行动物总种数的45.83%。

两栖类动物有 1目 6科 13种，其中蛙科有 7种，

占该湿地区域两栖爬行动物种数的 29.17%；蟾蜍科

2种，占该湿地区域两栖爬行动物种数的 8.33%；角

蟾科 1 种，占该湿地区域两栖爬行动物种数的

4.17%；姬蛙科 1种，占该湿地区域两栖爬行动物种

数的 4.17%；雨蛙科 1种，占该湿地区域两栖爬行动

物种数的 4.17%；盘舌蟾科 1种，占该湿地区域两栖

爬行动物种数的 4.17%。以上数据分析表明，蛙科

为邛海湿地两栖爬行类中的优势类群。

爬行类动物有 4目 6科 11种，其中蝰科 1种，占

该湿地两栖爬行动物种数的 4.17%；鬣蜥科 2种，占

该湿地两栖爬行动物种数的 8.33%；游蛇科 3种，占

该湿地两栖爬行动物种数的 12.50%；石龙子科 3

种，占该湿地两栖爬行动物种数的 12.50%；泽龟科 1

种，占该湿地两栖爬行动物种数的 4.17%；龟科 1

种，占该湿地两栖爬行动物种数的 4.17%。以上数

据分析表明，石龙子科、游蛇科为邛海湿地两栖爬

行类中的次多类群。

3.2　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的区系成分

邛海湿地由于地处高原地区，受气候与环境的

影响，该区域两栖爬行动物的区系成分相对简单，

本研究发现邛海湿地的两栖爬行类动物共分布在 7

个区系，如表 2 所示。其中，西南区成分（A）为主，

共 14 种；华中华南区成分（B）次之，共 4 种；再次为

东洋界广布成分（E），共 2种，分别为乌龟和云南小

狭口蛙；华南区成分（C）、东洋界古北界广布成分

（E）、新北区成分（I）、新热带区成分（J）均只有 1 种

（表 2）。本研究发现的牛蛙和巴西红耳龟［6］为外来

生物入侵种，在观鸟岛湿地等池沼均有发现，值得

关注。

3.3　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的分布类型

邛海湿地两栖爬行类动物分布类型共 5 类，其

中，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H）共 10种，占该湿地两

栖爬行类种数的 41.67%：南中国型（S）共 5种，占该

湿地两栖爬行类种数的 20.83%：东洋型（W）共 4种，

占该湿地两栖爬行类种数的 16.67%：季风型（M）共

3种，占该湿地两栖爬行类种数的 12.50%：云贵高原

型（Y）共 2 种，占该湿地两栖爬行类种数的 8.33%

（表3）。 

综上表明，邛海湿地及其周边地区两栖爬行动

物分布类型主要为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H），其次

为南中国型（S），再次为东洋型（H）、季风型（M）、云

贵高原型（Y）最少。

3.4　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与其他地区的比较

邛海湿地的两栖爬行动物与其他地区［7］的比较

来看，该湿地区域的两栖爬行动物较多（表4）。

3.5　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的生态分布

由表 5 可知，邛海湿地两栖爬行类动物广泛分

布在该区域。调查中发现，在缸窑村（b）、观鸟岛湿

地（c）、焦家村（g）等地的静水领域（池沼）、农田等地

分布较为集中，均发现 12种两栖类动物；在核桃村

（e）、焦家村（g）等地的农田、灌草丛、池沼处均发现

表2　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区系成分的组成

类别

两栖类

爬行类

区系成分

A
B
D
E
I
A
B
C
D
J

种数

9
2
1
1
1
5
2
1
1
1

占两栖爬行类种数比例/%

37.50
 8.33
 4.17
 4.17
 4.17
20.83
 8.33
 4.17
 4.17
 4.17

注：A 表示西南区成分，B 表示华中华南区成分，C 表示华南

区成分，D表示东洋界广布成分，E表示东洋界古北界广布成

分，I表示新北区成分，J表示新热带区成分。

表3　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分布型的组成

类别

两栖类

爬行类

分布型

H
S
W
Y
M
H
S
W
M

种数

6
2
2
2
1
4
3
2
2

占两栖爬行类种数比例％

25.00
8.33
8.33
8.33
4.17

16.67
12.50

8.33
8.33

注：H表示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S表示南中国型，W表示东

洋型，Y表示云贵高原型，M表示季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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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类动物 9 种。表明紧靠邛海湿地的静水领域

（池塘）、农田、灌草丛等地为邛海湿地区域两栖爬

行动物的主要分布区域。

3.6　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的多样性指数

邛海湖两栖爬行动物的香农-威纳指数为 2.86，

辛普森指数为0.93，Pielou均匀度指数为0.90。根据

对邛海湖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指数计算结果可以

看出，相比四川省以及其他地区的研究区域［18-20］，邛

海湿地两栖爬行类动物物种多样性较高。

4 结论及对策建议

4.1 结论

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是邛海湿地生态系统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的种群数量和生态状况变

化，可以反映和描述邛海湖生态系统中生物量水平

和食物网链的状况，更能体现邛海湿地生物多样性

水平及生态保护状况。本研究对邛海湿地进行了

多次调查，共发现 5目 12科 24种两栖爬行动物，共

分布在 7 个区系，分布类型共 5 类。与国内和省内

其他研究区域相比，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物种较

多，多样性指数表明，邛海湖两栖爬行类动物物种

多样性较高。

4.2 保护对策及建议

4.2.1　加强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生物多样性的调

查研究

进一步开展该区域两栖爬行动物调查监测工

作，注重其种群、分布规律等方面的变化，同时要摸

清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濒危和稀有物种。

4.2.2　严格执法，建议设立两栖爬行动物重点保护

区域

严格执行国家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

加大对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的保护力度。两栖

爬行动物是有限的动物资源，对发现的违法行为要

加以法律的制裁与惩罚。两栖爬行动物对环境的

依赖性很大，它们的迁徙能力偏弱，可以将适合两

栖爬行动物生存和繁殖的区域划分成特定的保护

点或季节性的保护地段，并且对这些地段进行定期

的环境监测，做到减少人为破坏，减缓天然湿地的

退化，保护好其生存的环境。根据国家有关保护野

生动物的法律法规，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应该划出一

定区域作为特定保护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培育和

恢复两栖爬行类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定期或不

定期地开展两栖爬行动物的调查监测及生态入侵

风险研究，加强外来物种防控工作，积极开展宣教

表5　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的生态分布

地  点

海河口（a)
缸窑村（b)
观鸟岛湿地（c)
鹅掌河口（d)
核桃村（e)
青龙寺（f)
焦家村（g)
小渔村（h)

两栖类动物分布

种   数

10
12
12
10
11
 7
12
11

占两栖类种数比例/%

76.9
92.3
92.3
76.9
84.6
53.8
92.3
84.6

爬行类动物分布

种   数

7
8
8
7
9
7
9
8

占爬行类种数比例/%

63.6
72.7
72.7
63.6
81.8
63.6
81.8
72.7

表4　邛海湿地两栖爬行动物与其他地区的比较

类别

两栖类

爬行类

地区

世界

中国

横断山区

四川

川西

邛海湿地

世界

中国

横断山区

四川

川西

邛海湿地

目数

3
3
3
2
2
1
6
3
2
3
2
2

科数

18
13
11
10
10
  6
44
24
14
12
  9
  6

种数

4 012
   633
     81
   110
     57
     13
5 500
   412
   117
    104
      6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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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设立警示牌，杜绝乱放生活动。

4.2.3　加强邛海湿地建设和管理

首先要加强邛海湿地管理机构建设，并履行湿

地保护的职责。其次加强邛海湿地周边相关保护

机构的相互合作，采取统一措施对邛海湿地进行保

护与治理，做到有效地减缓湿地的退化；依托环邛

海湿地生态公园的建设项目做到保护好两栖爬行

动物的生存环境。最后要建立对邛海湿地生态环

境评价的机制，积极引导当地居民参与到湿地保护

工作中来。

4.2.4　积极做好保护宣传工作

邛海湿地地处少数民族地区，可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开展一系列的科普知识讲座、法律法规宣传

等，定点或定期在湿地区域开展宣传活动；可以在

邛海湿地保护区醒目处设立宣传牌、宣传标语等进

行宣传，让游客和当地居民了解两栖爬行动物对湿

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要加强社区参

与，让更多的当地居民参与到宣传及保护中来。此

外，要做好景区游客的宣传及教育，培养游客生态

旅游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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