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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部形态与机能

看不出颈部，因为其只有

泰国虎纹蛙的身体分为头部、躯干部和四肢。从外表上

个颈椎，因此，头部直接与躯干

部相连，这样就限制了头部的灵活性，但加强了头部的牢固

性。

（ 一 ）头 部

头部在身体的前端，头宽而扁，略呈三角形。头部的前

端有宽阔的口，有利于扑食活的动物。在雄蛙的口角之后有

对声囊，能发出鸣叫声，在繁殖季节以嘹亮的叫声招引雌

蛙进行交配；而雌蛙无声囊，不会鸣叫。

（二）躯干部

头后部为躯干部，躯干部较为宽而短，腹部较膨大，其

内包括着全部内脏器官。

躯干部的末端有一个开口称为泄殖孔，具有生殖和排泄

的作用，这是泰国虎纹蛙平时排出粪尿的出口，也是繁殖时

精子和卵子排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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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结构与机能

（ 一 ）皮 肤

前肢具

对附肢，即四肢（包括前肢和后肢）。

指，无蹼，便于举首远眺，观察四周的动静；后肢

趾，趾间有蹼，适于在水中游泳。

前后肢末端皆无爪，但在生殖季节到来之时，雄蛙前肢

指内侧膨大加厚，为抱对之用，特称为婚垫，交配过

后，婚垫又会慢慢变小。此外，雄蛙的前肢比雌蛙的前肢较

为粗短，肌肉更为发达，这利于雌雄蛙的抱对交配，使雄蛙

紧紧地抱住雌蛙，完成交配的动作。

泰国虎纹蛙的体表皮肤较为粗糙，背上有不规则的长短

肤棱，肤棱间及体侧分布有小疣粒，胫部疣粒排列成行；无

背侧褶，而颞褶明显。

头侧、身体侧面及背面有少数斑纹，咽部和胸部亦有灰

黑色斑纹，四肢上则有横纵纹。

身体背面呈土黄色、黑褐色或灰棕色等，这些体色会随

饲养的外界环境以及吃食的饲料不同而变化。腹部皮肤光

滑，呈肉白色。

皮肤位于蛙体的外表，具有保护功能，但皮肤薄、裸露

而不具鳞片或其他外骨骼。因而在捕捉时，容易损破，使病

菌、病毒、霉菌、寄生虫入侵而发生病害。

皮肤内含有大量的多细胞腺体，这些腺体能分泌粘液至

（三）四肢

蛙体的外侧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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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肌肉系统

体表，经常保持身体的湿润，保证皮肤呼吸的顺利进行。所

以，泰国虎纹蛙喜欢生活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之中，同时也

经常浸水或游水，其目的在于保持身体的湿润，防止皮肤干

燥。

（二）骨骼系统

泰国虎纹蛙的骨骼主要由硬骨组成，但含有不少软骨。

其硬骨骨骼中，磷酸钙的含量较多，骨骼坚硬而轻脆。为了

使骨骼生长发育良好，在蛙的饲料中要保证有足够的钙和

磷，不然会阻碍蛙的生长。

肌肉系统的功能一是参与组成体壁、四肢及内部器官，

二是参与器官和四肢的运动。

肌肉系统由骨骼肌、平滑肌和心肌组成。骨骼肌的数目

很多，分布于全身，按其分布的位置可分为躯干部肌肉、头

部肌肉和四肢肌肉。躯干部肌肉包括腹部肌肉和背部肌肉；

头部肌肉包括头部腹面肌肉、背面肌肉及侧面肌肉、眼球周

围的肌肉以及面部肌肉。四肢肌肉多而厚，尤其是后肢肌肉

特别发达。

（四）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具有摄取食物、消化食物、吸收营养物质以及

形成和排出粪便的功能。消化系统由消化道和消化腺两部分

组成。消化道包括口、口咽腔、食道、胃、小肠、大肠、泄

殖腔及肛门等，消化腺包括肝脏和胰脏。

泰国虎纹蛙捕食时，舌突然向外翻出，粘住飞虫等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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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肺，进行肺呼吸。

物，卷入口中，借助眼球的陷入帮助推动食物下咽到食道。

这是因为眼球与口腔间没有间隔，当吞咽食物时，由于咽肌

收缩可使眼球向口腔内突进，以使食物下咽。

未经消化的食物由食道进入胃，食物在胃中停留一段时

间，通过胃壁的运动研磨、粉碎和胃液进行初步的消化，成

为糜状后进入小肠，在这里经过肠中的胆汁和来自胰液中的

各种消化酶（如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等）的作用下，将

糜状的食物消化成易于吸收的氨基酸、脂肪酸和葡萄糖等，

在小肠内吸收，进入血液中，运输至全身各处。那些未被吸

收的水分和残渣在大肠中形成粪便，最后通过泄殖腔排出体

外。

（五）呼吸系统

泰国虎纹蛙的蝌蚪是进行鳃呼吸的。早期蝌蚪用外鳃呼

吸，后期蝌蚪外鳃消失，变成内鳃呼吸。当蝌蚪变态成幼蛙

后，内鳃消失，生出

呼吸系统由鼻腔、口咽腔、喉头气管和肺组成。由于泰

国虎纹蛙无胸廓，其肺呼吸的动作非常特殊，呼吸过程也与

众不同，它的呼吸动作是一种借助于口咽腔底部的上、下动

作来完成的。首先，鼻孔张开，喉门紧闭，口底下降而将空

气由外鼻孔吸入，经内鼻孔入口腔，继而口底上升，将空气

循原路由鼻孔呼出。这时，由于喉门紧闭，无气体进入肺，

只是在口咽腔粘膜中进行气体交换，称为口咽腔呼吸。口底

这样上下升降多次之后，外鼻孔关闭，口底上升，喉门打

开，空气由口咽腔进入肺中，进行气体交换，然后靠体壁肌

肉和富有弹性的肺囊壁的回缩气体从肺压入口咽腔中，最后

通过开启的外鼻孔呼出体外，这称为肺呼吸。这种借助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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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循环系统

底部的上升下降来完成呼吸作用的方式与风箱的气流交换有

着同样的道理。

循环系统分为血液循环系统和淋巴循环系统。血液循环

系统包括心脏和血管，它们组成一个封闭的遍布全身的管道

系统；淋巴循环系统包括淋巴管、淋巴心和淋巴窦等结构。

（七）排泄系统

排泄系统包括肾脏、输尿管和膀胱。

（八）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

神经系统是蛙体一切活动的主要调节者，泰国虎纹蛙的

神经系统包括脑、脊髓和神经。

感觉器官是专门感受某种刺激的器官，主要有视觉器

官、听觉器官和嗅觉器官等。

视觉器官：泰国虎纹蛙的视觉是不全的，只能看到近处

活动的动物，对近处不动的高楼大厦则视而不见。人工养殖

的泰国虎纹蛙从蝌蚪变态成幼蛙时，就能吃食静止不动的膨

化颗粒饲料，这是经过人工驯食的结果。而对于野生的本地

虎纹蛙，不经驯食训练是不能吃食静止不动的膨化颗粒饲料

的。

听觉器官：泰国虎纹蛙的听觉很灵敏，养殖场内只要有

一点响动，它们就会从陆地潜入水中逃避。

嗅觉器官：泰国虎纹蛙的嗅觉特别灵敏，这既有利于防

敌，又有利于弥补视力的不足，摄取静止不动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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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色指状的脂

（九）生殖系统

生殖系统的主要机能是产生生殖细胞，繁殖新个体，以

繁衍后代，泰国虎纹蛙是雌雄异体的动物。

雄性生殖器官

有 对卵圆形、浅黄色的精巢，位于肾脏的腹面内侧，

它是产生精液的地方，其大小因个体的大小和季节的变化而

有差异。精液通过输精小管连通，然后借道输尿管进入泄殖

腔而排出体外，故名输精尿管。

雌性生殖器官

有 对长囊状结构的卵巢，位于肾脏前端的腹面，囊内

含有许多圆形的卵。卵巢和卵的大小、颜色随季节及发育状

况而不同，在冬眠及生殖季节，卵巢呈黑色，明显增大，因

为内面充满了大量黑色圆形的卵，差不多占据了大部分体

腔。其他时期卵巢变小，呈浅黄色并有少量的黑色颗粒。

卵成熟后破卵巢的外壁而落入腹腔，通过腹腔膜上的纤

毛活动和腹肌收缩而进入白色迂回的输卵管前端的漏斗（喇

叭口），卵在输卵管内向远端移动的过程中，包上由管壁分

泌的胶质，形成卵胶膜，最后到达输卵管扩大的子宫，通过

泄殖腔排出体外。

脂肪体

在雌蛙的卵巢和雄蛙的精巢前方都有

肪体。其内含有大量的脂肪，这是供给精巢和卵巢发育所需

要的营养物质。通常冬眠前的蛙由于摄食多，体内都贮存了

丰富的营养物质，因而脂肪体显得十分粗大，但进入生殖细

胞迅速生长发育的繁殖季节后，脂肪体被大量消耗而萎缩得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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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生 活 习 性

（一）栖息环境

年泰国虎纹蛙原产于泰国，经人工驯化饲养后于

的琼山、文昌、海口、琼海、三亚等地。

引进海南省琼山市大坡镇试养，饲养成功后很快传到海南省

年开始传入

广东省湛江市郊区和雷州市，很快在珠江三角洲、广州市、

粤东地区等地推广养殖，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泰国虎纹蛙俗称泰蛙或泰鸡，但按动物学分类，属于脊

索动物门、两栖纲、无尾目、蛙科、蛙属的一种已被人工驯

化了的虎纹蛙。因此，它具有虎纹蛙和其他蛙类的共同的生

物学特性，但由于经过人工驯化，它又具有某些独到的特

性。所以，在养殖前必须了解泰国虎纹蛙的生物学特性，只

有这样才能为它提供优良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保证其健

康生长，减少病害的发生，提高成活率、生长率和繁殖率，

以增加人工养殖的经济效益。

泰国虎纹蛙系水陆两栖类动物，它喜欢栖息在有水、阴

凉、潮湿的地方。泰国虎纹蛙抱对、受精、受精卵的胚胎发

育及蝌蚪的生长发育，都离不开水，成蛙期喜栖在养殖池周

边阴暗、潮湿的洞穴、杂草和水草的下面或遮阴良好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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