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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志”的编写是摸清动物资源家底、反映动物分类区系研究成果的一项系

统工程，是进一步研究物种多样性、探讨物种演化和系统发育的基础，是濒危物种

保护、有害物种防控和动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理论基础，为正确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

和制定解决环境问题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该项工程内容繁杂，工作量巨大，标本

要求高，耗费时间长，需要一批具有奉献精神的科研工作者为之兢兢业业付出才能

完成。

海南岛位于我国最南端，地处热带，具有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孕育了丰

富的动物资源，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研究和

保护的热点地区之一。长期以来，对海南野生动物的研究工作开展得很不够。虽

然最早的学术文献可追溯到1870年，但主要是以物种分类研究为目的的标本采

集活动居多。目前有关海南脊椎动物方面的专著仅见有20余年前出版的‘海南

岛的鸟兽》和‘海南岛淡水及河口鱼类志》等。海南两栖爬行动物方面的专著尚

属空白。

海南师范大学史海涛教授与其同事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野外调查和研究，先后

出版了‘海南陆栖脊椎动物检索》和‘海南陆栖脊椎动物野外实习指导》，系统总结

了海南陆栖脊椎动物的多样性，为该类动物资源的研究与教学、保护和管理奠定了

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们查阅了前人140余年的文献资料，联合我国著名两栖爬行

动物学家赵尔宓院士等，汇集了他们半个世纪的实地调查和研究成果，完成了海南

陆栖脊椎动物志书的第一本专著——‘海南两栖爬行动物志》。

该书系统介绍了海南43种两栖动物和113种爬行动物，包括17种海南特有种，

为我国两栖爬行动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对更好地保护海南两栖爬行动

物资源以及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相信这本著作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关于环境评价、保护与管理、资源开发

与利用、生态旅游等也具有重要参考和指导价值。

却毛z圜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2011年4月3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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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置

海南省地处热带，其主体海南岛为我国第二大岛，四面环海，具有独特的地理和气

候条件，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的热点地

区之一。海南省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非常适于两栖爬行动物的生存和繁衍，现已查明有

两栖动物43种，爬行动物115种，其中17种为海南特有种，这些动物是我国乃至世界

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海南脊椎动物研究的专著十分匮乏，迄今仅见有<海南岛的鸟兽》和《海南岛

淡水及河口鱼类志》两本。海南丰富的两栖爬行动物资源一直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

注。早在17世纪60年代就有国外学者开始了海南岛两栖爬行动物标本的采集。新中国

成立后，国内学者陆续到海南开展了两栖爬行动物的调查，但主要集中在分类与分布方

面，资料零星而分散，没有对其生物学进行系统总结的专著。

自1995年至今，海南师范大学两栖爬行动物学课题组依托海南省生态学重点学科、

海南省生物多样性科技馆，开展了两栖爬行动物生态学、分类学等的专门研究，包括与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合作。在查阅近140年相关文

献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海南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历史、区系特征和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

成果，完成了‘海南两栖爬行动物志》这部专著。

海南的动物资源虽然丰富，但相关研究工作滞后，资源受破坏严重。两栖爬行动物

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环境指示物种，也是医药、饮食等与国民经济

发展密切相关领域的重要利用对象。在目前全球变暖、江河污染等一系列环境危机日益

加重的状况下，两栖爬行动物面临的危机远大于鸟、兽等其他类群的动物。希望这本著

作的出版能使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和保护不受重视的现状有所改善，对海南生态省和国际

旅游岛的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本书两栖纲的分类系统依据Herpetology ofChina、爬行纲的分类系统依据《中国动

物志爬行纲》；本书插图除依据实物标本外，还参考了‘中国贸易龟类检索图鉴》、‘中

国动物志爬行纲》、‘中国两栖动物检索与图解》、<中国两栖动物图鉴》等书籍进行插图

绘制：由于缺乏可供研究的标本，龟鳖类部分种采用了活体测量数据。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史海涛(总论、两栖爬行动物的主要特征、全书统稿)、赵尔

宓(蛇亚目9科、40属、67种)、王力军(两栖纲2目、7科、17属、43种，黑背白环蛇、

标本采集与整理、插图、全书统稿)、吕顺清(蜥蜴亚目7科、18属、27种)、洪美玲、

汪继超(龟鳖目6科、15属、18种)、赵蕙(参考文献和索引)、毕华(海南自然概况)和刘

惠宁(全书统稿)，最后由史海涛、王力军和刘惠宁统稿。参加野外标本采集的还有海南

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梁伟教授，刘宇翔、贺斌、刘丹、沈兰等硕士研究生和生物科

学专业1995-2008级的全体本科生，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龚世平博士、四川师范大学侯

勉先生、沈阳师范大学李丕鹏教授、宜宾学院郭鹏博士、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饶

定齐博士、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吴贯夫先生、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刘绍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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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杨军博士。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公司陈辈乐博士等提供了部分标本和资料。本书

出版得到了海南省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局以及海南各个保护区领导和员工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在此，向付出辛苦和贡献的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两栖爬行动物照片除编写人员提供外，还得到了Nikolai Orlov、Truong

Nguyen、Ruchira Somaweera、侯勉、陈添喜、郭鹏、江志纬、周行、魏伯颜、肖智、张

亮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张翠萍女士为本书绘制了海南岛水

系、海南岛天然林分布图，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海南省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局、国家级特色专业、海南省生态

学重点学科的资助。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郑光美院士为本书作序，在此表示最衷

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IV。

史海涛

2011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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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南两栖爬行动物的研究历史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政局动荡，经济困难，科技落后，对两栖爬行动物的研究更是

无力顾及，主要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学者进行初步的分类学研究。新中国成立

后，局势仍不太平，海南岛孤悬海外，与许多国家毗邻，国际摩擦不断，长期被作为国

防前线。与其他省份相比，仅作为广东省一个行政区的海南，经济与科技发展严重滞后，

只有橡胶、水稻等涉及国防安全和解决生存大计的生物类的研究和发展才受到重视。在

那个贫穷的时代，两栖爬行动物往往被当地人作为食物而进行捕捉，由以四川省生物研

究所为代表的省外研究机构和高校进行相关分类学方面的研究。

1988年海南建省，但要建的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主要

目的是大力度、高速度地发展经济。烧荒、修路、建厂，城市化进程迅速，环境恶化加

速，两栖爬行动物是直接的受害者。加之缺乏专门研究人才，两栖爬行动物的研究和保

护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天然林保护工程”全面启动，．海南省停止天然林采伐。90

年代末期。海南省在全国率先提出生态省建设的战略目标，在全省范围内迎来关心和爱

护动物的可喜局面。当然，这也与众多生态保护人士不懈的努力分不开。在这种背景下，

两栖爬行动物等野生动物的研究也开创了新局面。以海南师范大学为代表的本地两栖爬

行动物专家，在海南省林业局和国土环境资源厅的支持下，联合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

究所、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公司、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等一批省外和国外力量，进

一步开展了分类学、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和保护工作。现简要概述如下。

(一)海南两柄动物的研究历史

1868年英国人Swinhoe任琼州领事时在海南岛各地进行了动物标本的采集，并于

1870年发表了其调查的两栖动物3个记录，Rana gracilis、Hyla chinensis和Rana

esculenta。Ranagracilis是Rana limnochar妇(泽蛙)的同物异名；Hyla chinensis是中国雨

蛙，在海南无分布，这个种名显然是误定，应为华南雨蛙。Rana esculenta是一种在欧

洲普遍分布的蛙类，称为食用蛙，中国无该种分布，显然也是误定，推测可能是虎纹蛙。

尽管错误百出，但这却是海南岛两栖动物的正式科学研究的开端。之后，Boettgo"(1888)、

Boulenger(1899)、Barbour(1908)和vogt(1913)等的研究工作使海南岛的两栖动物记录

达到18种。Smith(1923、1923a、1923b)在海南岛采集两栖动物19种，包括2新种和3

个海南岛的新记录种，使海南岛两栖动物记录增至25种。Pope(1931)对海南岛两栖动

物的研究报道进行简要同顾．对较为明确的25种的分布范围和栖息环境作了概述。

Gressitt(1938)报道在海南岛发现花狭口蛙海南亚种。

刘承钊等1961年在《中国无尾两栖类》中记录31种，但包括了白颌角蟾(Megophrys

lateralis)、中国雨蛙(Hyla chinensis)、棘胸蛙(Rana spinosa)、金线蛙(RanaplancyO、花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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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Rana schmackerO、海南无分布和中国无分布的长吻湍蛙(Staurois nasica)6种，实际

当时所知海南存在的两栖动物仍只有25种；刘承钊等1973年对四川医学院、四川省生

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1963～1964年先后3次对海南岛调查所得4671号

成体和亚成体标本、150瓶蝌蚪进行了系统总结，报道海南岛新记录7种、国内新记录

1种、新种3种，总结海南岛两栖动物2目、7科、13属，共37种。四川省生物研究所

等1977年在‘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一书中记录海南两栖动物37种，疑问黑耳蛙的

存在；费梁等(1984)将海南分布的细痣疣螈定名为新种海南疣螈。田婉淑和江耀明(1986)

记录36种，遗漏了细痣疣螈，且疑问竹叶蛙的存在：黎振昌等(1986)报道滇南臭蛙在

海南岛的新记录；费梁等(1990)记录39种；Zhao和Adler(1993)记录海南岛两栖动物共

38种，未包括大树蛙。叶昌嫒等(1993)将海南分布的拟髭蟾命名为新种海南拟髭蟾。赵

尔宓(1995)记录36种，未包括黑眶蟾蜍和大树蛙，并疑问黑耳蛙的存在。费梁等(2001)

将海南分布的竹叶臭蛙划为新种鸭嘴臭蛙，此为海南特有种：同年将云南臭蛙海南地理

居群依据形态特征定名为新种海南臭蛙，并为海南特有种(Fei et a1．，2001)，但该文章对

滇南臭蛙是否为海南臭蛙并未进行研究或表述。费梁等(2003)将厚蹼蟾属更名为新属，

即小蟾属，并将鳞皮厚蹼蟾定名为鳞皮小蟾。刘绍龙等(2004)报道在吊罗山采到类似于

眼斑小树蛙的标本，依据胫跗关节超过吻端等外形特征而将其定为新种海南小树蛙：费

梁2005年记录海南两栖动物共38种，将黑耳蛙列为海南已知种，云南臭蛙和滇南臭蛙

合并定名为海南臭蛙，圆舌浮蛙改为圆蟾舌蛙，将鸭嘴臭蛙中文名更名为鸭嘴竹叶蛙。

赵尔宓等(2005a)将海南师范大学在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等采集的锯腿小树蛙的标本

发表为新种海南锯腿树蛙。台湾自然博物馆周文豪和香港嘉道理研究人员刘惠宁和陈辈

乐2007年描述在鹦哥岭考察记录到海南新种鹦哥岭树蛙(Chou et a1．，2007)。肖智等(2008)

于尖峰岭采集到海南岛新记录广西棱皮树蛙。费梁等(2007)将海南分布的弹琴蛙确立为

新种海南琴蛙。费梁等(2006，2009a，2009b)在I：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上、中、下卷)

中记录海南两栖动物42种，将分布于乐东的头盔蟾蜍命名为新种乐东蟾蜍，海南新增

越南趾沟蛙记录，黑耳蛙亦存在，将小树蛙属定名为水树蛙属，相应的眼斑小树蛙和海

南小树蛙定名为眼斑水树蛙和海南水树蛙，新增广西棱皮树蛙和鹦哥岭树蛙。至今，海

南已记录两栖动物种类达43种。

除分类学研究外，有关海南岛两栖动物其他方面的研究报道甚少，据了解有关海南

两栖动物的研究报道主要有以下几篇：关于海南岛两栖动物的区系及地理区划(史海涛，

2002)、海南岛两栖爬行动物现状(宋晓军等，2002)、海南黎母山自然保护区两栖动物多

样性及区系特征(王力军等，2004b)、海南岛两栖动物调查及珍稀和特有种的测量数据等

(王力军等，2005b)、海南省尖峰岭自然保护区海南特有两栖类分布和种群密度调查(汪

继超等，2008)。

还有一些局部区域物种调查类的记录，如储义珍和黄庆云(1992)关于。海南尖峰岭

的两栖爬行动物”：杨军和赵慧(2005)关于“海南部分地区两栖动物的调查”。香港嘉

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学者于1998--2001年在海南南味岭、霸王岭、尖峰岭、尖岭、上溪、

铜鼓岭、兴隆、吊罗山、五指山和佳西等地区进行了生物多样性调查，记录了一些海南

比较珍稀的两栖动物和特有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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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南爬行动物的研究历史

在高等的四足动物中，与鸟类和兽类相比，两栖类动物与爬行类动物均为外温动物，

对环境的依赖性较高，个体相对较小，习性相近，因此，两栖动物与爬行动物的研究工

作大多是合并在一起进行的。对海南爬行动物的研究和对两栖动物的研究相似，主要体

现在分类学上，包括采集地点、方法和所用工具都几乎相同，其研究历史也就自然有许

多割舍不开的联系。

17世纪60年代国外传教士和学者开始海南岛爬行动物的采集工作，1870年

Swinhoe首次发表了海南岛爬行动物的9个记录，包括6种蜥蜴类(巨蜥、石龙子、蜡

皮蜥、斑飞蜥、变色树蜥和疣尾蜥虎)和3种蛇类(蟒蛇、草腹链蛇等)。其中蟒蛇是由

中平市场购买的两只活体而确定，巨蜥是由购买的皮张而确定，1只头部被严重损坏

的红色蛇，无法鉴定，推测可能是红脖颈槽蛇，这篇报道是已知海南岛爬行动物科学

研究的第一篇文章。之后，1889年Whitehead在海南岛采集爬行动物，但工作期间因

患疟疾而死亡；Smith(1923a，1923b)在海南岛采集3个月，使爬行动物记录达到47

种；1927年Schmidt将海南岛的爬行动物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整理与总结，记录66

种，去除一个同物异名，实际上为65种。1922年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的Pope

带领着被称为中亚探险队的调查团在海南那大附近做了为期近半年的大规模采集，

1935年Pope在其巨著《中国的爬行动物》中总结海南岛爬行动物69种。Gressitt(1938)

报道在海南岛发现台湾地蜥新亚种。

国内学者(来自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和河南新乡师范学院)一行8人，

1956-1957年在海南岛中南部(当时的苗族黎族自治州区域内)做了近6个月的调查采集

工作(唐子英和李致勋，1957)，获标本860余号，计64种，其中龟鳖目2种、蜥蜴目2

种和蛇目7种，共11种为中国或海南岛新记录(李致勋，1958，1962)。1962年周宇垣

报道广东省爬行动物调查报告，仅涉及海南万宁采到的黄额闭壳龟和黄链蛇；1963年黄

祝坚报道在海南三亚发现中国新记录黑斑瘰鳞蛇；1964年再报道在东方、吊罗山发现睑

虎，在尖峰岭发现大盲蛇2个中国新记录；1965年又报道中国蜥蜴类新记录高山蚓蜥；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赵尔宓先生曾于1964年率队在海南岛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

调查，采集到爬行动物标本1909号．计76种(赵尔宓，2005)。其中包括3新种和一个

新记录。宗愉和马积藩(1974)报道自海口农贸市场购得我国龟类新记录凹甲陆龟：四川

生物研究所(1977b)在《中国爬行动物系统检索》一书中记录海南爬行动物104种：黄正

一和唐子英(1980)报道在海口市动物商店获得一条来自文昌的乌青环蛇，为国内新记录，

赵尔宓认为是银环蛇的同物异名(Zhao，1993)I杨戎生(1983)发现蛇蜥属一新种——海

南脆蛇蜥；田婉淑和江耀明(1986)的I：中国两栖爬行动物鉴定手册》记录到106种：赵

尔宓(1990)报道海南岛爬行动物106种，同年分别报道金花蛇和红尾筒蛇新记录：Zhao

和Adler(1993)在Herpetology ofChina一书中记录108种：1995年赵尔宓报道竹叶青海

南新亚种，同时指出海南闪鳞蛇为指名_哑种。区别于大陆新哑种；紫沙蛇为指名亚种，

区别于台湾的新贬种，1997年又将黄腹游蛇重命名为海南特有种——海南颈槽蛇：1997

年史海涛报道在海口和琼山发现海南爬行动物新记录大壁虎，其主编的《海南陆栖脊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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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检索》一书中整理统计海南岛爬行动物共计116种； 2001年王文毅等报道黑背白

环蛇新记录：刘惠宁(私人通信)发现双足蜥新记录，这也是海南双足蜥科和属的新记录：

2002年Grismer等报道霸王岭睑虎新物种；2001年David将上海自然博物馆采自海南吊

罗山的原矛头蝮定名为越南烙铁头，为中国新记录。

除主要集中在分类学的研究外，在形态学、解剖学、生理学、生态学、保护生物学

等方面陆续也有一些研究报道。有些是涉及以海南物种为研究材料的工作，有些则是直

接在海南开展的研究工作。

近年来史海涛课题组成员对以四眼斑水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海南龟类及其他爬

行动物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野外生态方面包括网眼斑水龟、黄额闭壳龟、锯缘摄

龟、中华花龟、平胸龟的研究(史海涛等，2002，更多的研究工作尚未发表)，地龟

在海南的分布(Shi，2005)，海南岛黎母山四眼斑水龟对春季生境的选择研究(龚世平

等，2005c)等：保护管理方面包括海南龟类的保护现状(Shi，1999；2000)，海南岛

淡水龟类区系特点及保护优先性分析(龚世平等，2003)，海南淡水龟类贸易现状与

管理建议(龚世平等，2005b)，野生金钱龟的保护(Shi，2005)，海南文昌电捕两栖爬

行动物的报道(Shi，2004)：以及涉及包括海南在内的全国龟类保护管理的问题，如

中国龟类的保护与贸易(Lau和Shi，2000)，中国龟类保护行动计划(Shi et a1．，2005a)．

中国和亚洲龟类的保护现状及保护对策(史海涛，2004a；2004b)，国外学者和媒体对

中国龟类保护问题的评价(史海涛等，2003)等。在龟类的人工驯养方面，报道了海

南屯昌一龟类养殖场的饲养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披露了杂交龟的来源及其产生的原

因(Shi和Parham，2001)，三线闭壳龟的生物学特性及人工养殖(洪美玲等，2003a，

2003b)：解剖与生理方面包括四眼斑龟的泄殖、消化、呼吸系统的解剖研究(洪美玲

等，2004：傅丽容等，2004a，2004b)，龟类温度依赖型性别决定的保护生物学意义

(龚世平等，2005a)、四眼斑龟血细胞形态及血液检验分析(傅丽容等，2004b)等。在

营养成分分析方面也开展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工作(Hong et a1．，2008)，对5种龟肌肉、

龟板营养成分的分析，证明龟类的营养价值远不像传说的那样高。与一般的水产品、

家禽类无明显区别，这一研究结果将影响人们对龟类营养价值的迷信和趋之若鹜的

追求势头，在龟类的保育方面将会发挥重要作用。除龟类外，其他爬行动物的研究

包括海南岛两栖爬行动物现状(宋晓军等，2002)、海南陆生蛇类调查(赵尔宓等，

2005b)、海南岛蜥蜴类多样性(吕顺清等，2005)、蜡皮蜥昼间行为时间分配及活动节

律(王力军等，2005c)等。

计翔课题组成员对变色树蜥、蜡皮蜥、多线南蜥、长尾南蜥等蜥蜴类爬行动物在胚

胎发育、生长和能量分配等生理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方面开展了研究工作(Ji et al，2002：

邱清波等，2001；林炽贤等，2004；杜卫国等，2005)。

1988年Frazier等报道了关于“福建和广东省的海龟”分布的海龟种类及生境分
析。

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公司的学者于1998--200i年在海南南味岭、霸王岭、尖峰

蛉、尖岭、上溪、铜鼓岭、兴隆、吊罗山、五指山和佳西等地区进行了生物多样性调查，

记录了一些海南比较珍稀的爬行动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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