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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云南两栖类志》记述了分布在云南的蚓螈目1种；蝾螈目6种；蛙目95种(亚种)，分

隶3目12科(下含6亚科)o

云南两栖类的调查研究历史可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安德森(Anderson，J．，1868．

1875)对陇川，盈江，腾冲一带，以及后来外国学者如布朗若(Boulengef，G．A)根据大

英博物馆采自云南的标本发表的新种如滇蛙(‰筇口p如甜r口d于筇)、云南小狭口蛙(c口f，砧F，z口

，，搿彻口，l手行jij)等，总计28种。刘承钊等(1957，1958)对云南西双版纳、大理、昆明、河

口，屏边、景东和丽江等较大范围内进行的采集活动，把分布在云南境内的种数由原知

的28种增加到65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自1973年成立两栖爬行动物研究组

以来，首先开展了对云南西北部横断山的调查，并逐年由北而南，由西向东依山系、水系进

行了系统采集和分类研究工作，截至1989年止，共获1looo件标本。现知物种数为102种

和亚种，仅次于中南半岛各国(缅甸，老挝、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栖类种数的

总合128种和印度两栖类种数107种。远多于邻近省区的四川(85种)、贵州(62种)、广西

(71种)和西藏(44种)o 。

云南丰富的两栖类物种，将为进一步研究与邻近地区的区系关系，尤其研究热带与亚

热带动物群的亲缘关系、演化趋势及其与古地质、地貌演变和古气候演变的关系等方面提

供重要的资料。两栖动物是再生资源的一部分，如何利用再生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将

是生物学工作者一项重要任务。本志中的基本资料，将为野生资源的研究和利用奠定一

个基础。

标本和文献资料是长期，逐年积累起来的，是参加编写的杨大同、利思敏和现已调任

其它部门工作的苏承业同志等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积累起来的。采集和研究工作一直是在

中国科学院指导下，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具体领导下完成的。除此而外，这本书

编写工作还得到了云南省科委在经费方面的支持；得到了昆明动物研究所脊椎动物研究

室各兄弟研究组的协调配合；吴保陆同志承担了全部绘图工作；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

所赵尔宓教授审阅全稿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除上述同仁的帮助外，在历年的采集工

作中得到云南省各地、州、县、区．乡的大力配合，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忱o

本书编写的时间短促，不完善甚至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扬大同

1989．5．20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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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栖动物分类的形态学特征

《一)无是两栖类的特征 一
，。

I．成体外形 无尾两栖类可分为头、躯干与四肢3部分(图1)。头的最前端为吻，吻

构形状各异：尖出、尖圆、圆形或菱形；吻两侧有鼻孔；眼多向上、向外突出，具上、下眼睑，

．仅下眼睑可活动；眼后一般有鼓膜，“裸露”或隐于皮下，但外表面有皮肤膜覆盖。有些族

类无鼓膜而有耳柱骨，如沙坪角蟾[Mfg叩^rys(肘．)娟口尹i靠gf露j砌。有的无鼓腹亦无耳

：柱骨，如乡城齿突蟾德钦亚种[sfⅣf堙fr(D．)xi口栉gf^f押秽疗jij∥f叮i疗f疗』“]。它们的耳柱骨

处于高度退化状态，仅保留残迹。头部起于吻端，止于上、下颌关节后缘。躯干粗大，横切

面呈椭圆形；前肢具四指(第一指退化，掌骨与第二指掌骨并排，其外为皮肤包被而成为外

观上的第一指，故基部膨大)。少数类群指间具蹼，如棕踱泛树蛙(R^口fD穸^口，Ⅳj，f口f)，后

艘五趾。某些类群无蹼，如贡山齿突蟾[sf“ljgf，(s．)譬。行量如彻f疗·ij】；泄殖孔位于躯干

一末端。无尾。在加拿大西南和相邻的美国西北部流水中生活的彳·f口户矗甜，l，搿fi，其雄性

具有一尾状突，泄殖孔位于末端腹面，繁殖季节，雄雌相向抱对，尾状突插入雌性泄殖腔孔

内，以保证精子与卵相遇。 ’

2．骨骼系统 I

(1)头骨(skull)(图2)：各骨骼的骨化程度虽然不同，但骨块的名称和数量基本

一致。 头骨背面一侧自前至后分别为：前颌骨(premaxillary)、上颌骨(maxillary)、

方轭骨(quadrato—iugal)、鼻骨(nasal)、筛骨(sphenethmoid)(仅l块)、额顶骨(fronto—

parie【a1)、前耳骨(prootica)、鳞骨(squamosal)可分为前臂(anterior arm)、中臂

<middle arm)和后臂(posterior arm)口头骨腹面自前至后为犁骨(vomer)、腭骨。(pa一

】atine)、副蝶骨(parasphenoid)和耳骨(prootic)，外侧为三叉形的翼骨(pterygoid)，

其内侧一支接副蝶骨，向后的一支与鳞骨相接，向外一支支撑着上颌骨。上颌骨着生上颌

凿或缺如。下颌部结构简单，自前至后为颏骨(mentameckelian)、齿骨(dentary)、夹

叛骨(angulospleni81)和梅氏软骨(meckel’s cartilage)o． ．

(2)脊柱(vertebral column)及其类型(图3)：第一枚为颈椎(cervical vertebra)，



图l无尾两硼炎的特征

I．体长；2．头长；3．头宽；●．吻长；5．鼻间距；6．眼间距；7．上眼睑宽；8．眼径；9·鼓膜；；

lo．前臀，￡手长；11．前臂宽：12．后肢全长；13·胫长；14·足长；15·吻棱；16·颊部：17r

咽侧外声囊；IB．婚毽；19．颞褶；20．背侧褶；21．内踮突；22．关节下瘤；23．暖；24·外

侧蛙阆之躞；25．肛；26．示左右跟酃相遇；27．示胫附关节翦达眼部(仿王宜生_)．

。

●

图1无尾两栖类的头骨

左．背面；右．腹面(仿Ha8lam，G．1889)。

自第二枚以后一般有5—8枚躯椎(trunk ver cebra)，一般第二至第四或第五枚有椎体楮

突(transverse process)o 现生无尾类中如leiopelmatids，discoglossids和pipids有3t

对肋骨(rib)与横突(transverse process)相连，骶骨(sacrunl)l枚和尾杆骨(urostyle)

l枚。在发育时期椎体腹面的软骨和神经弧片向底部扩大，并因部分融合或不融合的方武



一、两硒动物分类的形态学特征 3

图3无尾两栖类的樵体类型

1．火践铃幛}：2．无睽齿蟾；3．中华大蝤蜍；●．黑斑蛙(仿王宦生)o

●

各异而构成前凸后凹或前凹后【码不同椎体类型。如果其前后端均不融合，则为双凹型椎

体。盘舌蟾科铃蟾属的椎体属后凹型，即前凸后凹椎体；锄足蟾科的种多数为前凹后凸椎

体，部分为双凹椎体参与其间，故为变凹型；蟾蜍科及雨蛙科椎体为前凹后凸；蛙科、树蛙

科和姬蛙科的前7枚为前凹后凸，第八枚为双凹，骶椎为双凸型、故为参准氆。以椎体型

，不同可将各科隶为后凹型亚目、变凹型亚目以及参差型亚目等高级阶元，但现代分类学电

‘很少被采用。然而对探讨无尾两栖动物间的亲缘关系而畜则不无裨益o

(3)肩带和胸骨(shouIt3er-glrtile and sternum)(图4)：肩带和胸骨的连接方式禾

同，在科级、属级分类阶元的分类上和探索系统发育等具有重要意义。前喙骨(precora—

coid)与喙骨(coracoid)内侧与弧形的上喙软骨(commecting cartilage)桕连，多数情’

况是左上右下重叠，彼此可左右滑动，这种结构形式见于我国产的盘舌蟾科Discog】乱

ssidae、锄足蟾科Pclobatidae和蟾蜍科Bufonidaeo上喙骨小，左右两侧在中线相对接

而不重叠，彼此不能滑动，放称为固胸型，我国产的蛙科Ranidae、姬蛙科Microhylidae

属于此种结构方式(图4)o肩胛骨(scapula)和上肩胛骨是肩带组成部分，它们位于蛙盼

胸侧和背侧。另外，上胸骨(episternum)、肩胸骨(omosternum)有的缺如，通过锁骨

(clavicle)与肩胛骨相连，使之更加牢固。胸骨(sternum pfoper)、剑胸骨(xiphistern—

um)在多数种类中多融合一起而后者多为软骨质组成o
’

(4)舌骨或舌软骨(hyoid bone or hyoid cartiiage)(图5)：舌软骨体(hyoid bo-

dy)、前角(anterior cornu)、前角前突+(anterior process on anterior cornu)、翼状突

(alary process)、 后侧突(postero—lateral process)、 后中突(postero—medial process)A

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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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 6

■

图●无尾两晒类的肩带和胸骨
’

弧胸型肩带：1．盘香蟾科(大蹊铃蟾)；2．锄足蟾科(无蹼齿赡)；3．蟾螗抖(中华

大蟾蜍)；固胸型肩带：4．蛙科(黑斑蛙)；5．姬蛙科(四川狭口蛙)；6．姬蛙科

(饰纹姬蛙X仿壬宜生)。

有些种类在后中突内侧有中央软骨(mediaI cartijage)存在，如劳鲁湍蛙(彳仍口，叩l，口-

，搿ff栉5以)o有些种类如大蹼铃蟾(8Dm6i筇口m口量i小口)、微蹼铃蟾(B．所if，odP，口Jj∥；D，．口>

有前角而无前角前突。有的种类，如锄足蟾科(Pelobatidae)既无前角又无前角前突。因

此舌骨或舌软骨的形态在较高级阶元的分类及其探讨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方面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

．．

3．蝌蚪形态(图6)无尾两栖类蝌蚪的形态、结构在分类学和两栖类进化研究方面

具有重要价值。因为蝌蚪发育在个体发育中是极为重要的阶段，最能反映出系统发育中

特征逐渐演变的规律性，一些祖征往往在成体上不能表现出来，而在蝌蚪的某些性状中出

现。蝌蚪是受精卵发育的后半时期即由第22期至尾被吸收消失的第46期为止(Gosner，

：l 960)(图7)o受精卵。开始细胞分裂到蝌蚪成形经历大约21个时期。蝌蚪体呈纺锤形，

可分头、躯干和尾三部。外形上头和躯于融为一体，无明显的分界线。口位于头的顶端或

∥



图5 元尾两牺类的苦枞胬形态

浩蛙亚科一种：I．前角前突；2．前角；3．翼

状突；_．舌软骨体；5．后侧突；6．后角。

一、两栖动物分类的形态学特征 5

图6 无尾两牺类的蝌蚪外部形态．
I．全长；2．体长；3．体宽；●．体高；5．吻长；6．尾跃；

7．尾基宽；8．黾高；9．后忮长；lO．鼻孔：11．眼；12．

口；13．出水孔；14．肛(仿王宜生)。

顶端的腹面，呈漏斗状，如角蟾属(肘fgoP^rys)；或呈吸盘状，如蛙科(Ranidae)o无口部

亦无角喙或唇齿之类结构者，负子蟾类(pipids)、粗皮蟾类(rhinophrynids)，有口无角

喙者如角蟾属(Mfp舻ryj)和姬蛙科(Microhylidae)o有角质结构者，我国除角蟾类

外，其它科属均有之。角质喙的形状不同，在分类及系统发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例

如湍蛙类(am010psids)中湍蛙属(彳们口，D户ij)的角质喙呈弧形；胡氏湍蛙属(H“沱)则

呈M_“型；裂腭湍蛙属(Mf，以log鲫yj)上喙或上、下喙均断裂。头顶两侧有一对圆形但

无活动眼睑的眼睛；眼前方有一对鼻孔，位于吻眼之间。胚胎发育至第19—24期时，鳃丝

<gill)裸露，第25期以后鳃丝被皮肤覆盖，此处为鳃腔(spifaclar chamber)，鳃腔末端有

管状开孔，谓之出水孔(spiracle)o出水孔的数目和位置在分类上具有重要意义。出水

孔位于体腹面，分左右两个出水孔者，如负子蟾和粗皮蟾类；只有一个出水孔且位于腹末

端肛孔的前方者，如多疣狭口蛙(K口zo搿，口扩f，，．砧fDj口)；同样也只有一个出水孔，但位于腹

面中央者，如铃蟾属各种(B嗍6i露口spp．)。生活在山溪急流的某些种类如湍蛙属蝌蚪腹

部有一个吸着器，通常称之为吸盘(abdominal iucker)，个别蟾蜍科种类亦有之，但结

构不同。蝌蚪的尾肌宽厚，其上有背鳍和腹鳍(dorsal fin，ventral fin)，在水中作游泳

器官。生活的水域环境不同，尾肌和尾鳍发达程度各有差异，但很少有人将之用于分类，

而用在探讨类群进化方面的研究则有不小的帮助。蝌蚪发育过程中，后肢发育居先，前肢

在皮下逐步发育完善，多数都自出水孔中先伸出指尖，然后整个左肢伸出，随即右肢也破

皮而出。肛孔(anus)位于腹部最末端，呈管状向后伸出o

．(=)有尾两栖类的分类特征
’

1．成体外部形态有尾两栖动物分头、躯干四肢和尾4部分，彼此分界明显(图8)。吻

端至咽部之颈褶为头部，颈褶至泄殖肛孔的后缘为躯干，此后为尾部。头部一般都较扁

·平；吻端较圆或呈椭圆状；吻端两侧为鼻孔；眼位于头侧，位高，具活动眼睑，仅下眼睑可活

动并能将眼球盖住。无鼓膜和鼓室，耳柱骨一般存在。口腔开口甚宽，有的有唇褶(1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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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无尾两俩类的蝌蚪发育期(20一46j(仿bosncf，1960)。

图8有尾类的外部形态

1．体全长；2．头长；3．头宽；4．吻长；5．眼径；6．鼻孔；7·唇褶；8。口裂；9·上眼睑；

Io．颈沟；11．肋沟；12．黾长；13．尾基宽；¨．尾高(仿彭奇)。

a1．f01d)o口腔内可见一对内鼻孔和犁骨齿；上、下颌着生有牙齿；舌椭圆或圆形，活动的

自由度极小，更不能外翻捕捉食物。有尾两栖类皮肤腺极为丰富，无或有一对耳后腺(pa—

rotoid)o躯干一般可见肋沟(costal groove)，有的属种可见其肋骨尖裸露于体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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