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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辽宁动物志》是辽宁省科学技术委员会1980年下达的科研任务，并成立了

《辽宁动物志》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工作，有辽宁大学等12个单位的30余名动物科学

工作者参加编写。这是辽宁省第一部动物志，分为鱼类、两栖爬行类，鸟类、兽类4册，

载有辽宁省脊椎动物7纲，62目，210科，492属，827种，其中包括3个新种，2种国

内、14种海区、114种省内新纪录。本志内容力求全面系统，编写的重点对象是辽宁省

的主要经济种类、珍贵稀有种类或特有种类，可为科学研究、教学．生产及国民经济有

关部门提供动物分类、形态，生态和经济价值等方面的基础科学资料。各册初稿写出

后，由编辑委员会邀请国内有关专家审稿，根据专家意见作了进一步修改。在此基础

上，辽宁省科学技术委员会邀请季达明、孙士德、刘明玉、刘梦非、刘蝉馨，李维贤、肖增

祜、范忠民、秦克静，黄沐朋、解玉浩等同志对志书作最后修改、定稿。在编审过程

中，得到了辽宁省动物学会，辽宁大学及参加志书编写各单位的大力支持。

辽宁两栖类，爬行类动物，过去在分类方面有过一些报道，但生态方面的资料很

少，资源和分布情况亦不清楚。通过4年来的实地调查，结合饲养观察和实验室工作，基

本查清了辽宁两栖类、爬行类动物的种类、分布，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生态资料，澄清了

一些种下分类问题，调查中共发现1个新种、6个省内新纪录(除玉斑锦蛇在本志首次

发表外，其余已陆续发表)，划分了优势种、常见种和稀有种。现在已知辽宁省有两栖动物

13种，隶于8属6科2日，爬行动物28种和亚种，隶于16属9科3日，文献记载的黑眉

锦蛇EIaphe taeniura近30年来耒采到实物标本，所以未列入，这样，本志共收入辽宁

的两栖类、爬行类动物41种和亚种。东北的两栖爬行类动物，只有胎生蜥蜴和极北蝰在

辽宁省没有分布，因此，将该2种附记于本志。 一

为使读者了解两栖纲、爬行纲的概貌，书中扼要地介绍了一些世界和全国的有关资

料，如各种、属、科、目在全国及世界的数量。各目动物的分类鉴别常用名称分别列于各

目的概述中。所记各种未注明保存单位的标本，均存放于辽宁大学生物系。在各种的量

度表中，括号中的数据为平均值，书中不再一一注明。 ．

在两栖类、爬行类的编写中，得到浙江医科大学、上海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和成都生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山

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博物馆、陕西省动物研究所、陕西师范大

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医学院、遵义医学院、安徽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

滨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予以查看或借用标本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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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资料，戚奎恩、胡征林、孙长祥，李建利，肖继烈、王浩、孙敬党、予有杰和一些热

心的同志馈赠或借用标本I承黄美华、费梁同志亲临辽宁审稿，胡淑琴，赵肯堂、黄永

，昭、陆含华、温业棠、沈猷慧、董谦诸同志，先后寄回审阅修改的稿件或提出宝贵意见，

更蒙张盂闻教授最后审阅修改，张庭伟、杜威、常万霞、吕永通、张文斌等同志协助工

作，．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本书涉及面广，加之我们水平有限，书中的疏漏和不妥之处，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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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动物志》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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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一，研究简史 V、

辽宁两栖类、爬行类动物，在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中即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辽海丛

书》所收的地方志，最早的是明正统八年(1443)毕恭所纂修的《辽东志》，至嘉靖十

六年(1537)任洛重新《辽东志》，于卷一地理部中；将蛙、蛇，’蛇师(蜥蜴类)与蚕。．

蝉、蚊、蚁等同列入“虫类”。其次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李辅所修的《全辽志》，

卷四方物中将鳖与鲤、鲫、虾、蚌同归于“鳞类”t，7将蛙，蛇，蛇师与蚊j、蚁、蚕等归

于“虫类”。清康熙十八年(1679)刘源博所修《锦州府志》物产中记有蛙、蛇、鳖。

乾隆四十四年(1779)阿桂所修《盛京通志》于卷一百七物产中记有蟾蜍、虾蟆、蛇师、，

蛇。宣统三年(1911)程廷恒所修《抚顺志略》物产中记有鳖，蛙、哈什蚂。 。t

自1917--1946年间，各地先后所修的志书中对两栖爬行类动物多有记载。赵恭寅

(1917)《沈阳县志》，卷十二物产“昆虫”中记有蜥蜴、蛇， “鳞介黟中记有龟、

鳖，并云。鳖名团鱼、脚鱼，无雄，牡者乃蛇所化，误食之，。能杀人”。同年陈艺修的

《铁岭县志》物产中已明确划分两栖类和爬虫类，并有形态描述，如“两栖类”．中记

有。 4蛙，嘴小，腹大，背纯青或有金线⋯⋯。， “癞虾蟆即螗蜍，吐生，腹大，背

黑，皮上多痱磊，跳行舒迟，居湿地而不解鸣，眉间有白汁，以竹签取出，干之为蟾

酥”； 。爬虫类”中记有。 “鳖，俗呼团鱼⋯⋯。， 。马蛇，蜥蜴，蝾螈、蝮蜒、守宫

皆是物也⋯⋯形小，身阔，腹白，背灰褐色，。、好缘屋壁，食蝎，故日壁虎，亦日蝎虎”，．7

“蛇乌者，日乌梢，尚无大毒，雉颈俗名花野鸡脖子，最毒”。、程廷恒(1920)《复县

志略》、王文藻(1917)《锦县志略》，沈国冕(1921)，《凤城县志》、关定保(1927)

《安东(丹东)县志》、高乃济(1928)‘《岫岩县志》，赵兴德(1928)《义县志》、

白永贞(1928)《辽阳县志》，文镒(1929)《绥中县志》、，李毅(1929) <<开原县

志》、石秀峰(1930)《盖平县志》、徐德淮(1930)《辽中县志》、乔德秀(1931)

《金南(新金)乡土志》、王文埔(1933)《北镇县志》、白永贞(1934)．《奉天通志》、

张耀东(1 936)《兴京(新宾)县志》。、常守陈(1937)《海城县志》等对两栖类爬行

类动物都有一些大同小异的记述，其中以《安东(丹东)县志》、袋凤城县志》和《开原

县志》记述较详，虽分类不准确，但对各种动物不仅有形态记述，亦涉及生活习性，生

境和用途。如《安东(丹东)县志》卷二物产“两栖类”中对蛙的记述。’“蛙⋯⋯四

足，前两短，各有四趾，无网皮(蹼)，后两腿甚长，，各有五趾，连以网皮，故善跳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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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游泳⋯⋯形小而绿，惯栖树杪，雨后辄呜，谓之雨蛙⋯⋯蛤什蟆，秋末春初有子与

油，肥美可食，味在于皮，连皮蒸熟食之，清美．清时充贡，称为珍品，县境溪间岩石

下有之静； “爬虫类”中对蛇的记述有s 。县境所产数种乌梢蛇，色灰而泽，大者长数

尺，有冠帻，多藏草堆败垣间，雨晴时辄出，时或登树升屋，吞食鸟卵，性柔善，不为人

害”。所述乌梢蛇即棕黑锦蛇，这种蛇在《凤城县志》中亦有类似描述。 “乌梢，长至

六七尺，色灰而泽，斑文黄者雌，黑者雄，石堆中多有之，雨晴辄出暴鳞，或登树寻食

鹊卵，、性柔善，不轻伤人。。以上两志的描述，都符合棕黑锦蛇的情况，唯未记其主要

食鼠，且提出雌雄异色不确。《开原县志》卷十物产动物目录“两栖类”记有。“蛙俗名

青蛙，又名金线蛙、田鸡⋯⋯善泳跳”， 搿锦袄子，蛙之一种，背黑褐，有淡色斑．呜

’声清越，可饲为玩品筇， “山袷，一名青蛙，土名哈什马，背黑赤，腹淡红，先雨而呜，

肉味美”， 4雨蛙i土名棒狗，全体淡色之蛙，也能攀登草木枝叶，骤雨或雨后其鸣益

盛，嗜食浮尘子。、 曩土蛙亦名虾蟆⋯⋯背灰黑，多黑红疣，形态丑，黄昏侗墙隅，扑

食蚊蝇”， “蟾蜍，土名大癞虾蟆，体肥大，背多疣，有毒腺⋯⋯产蟾酥”， “田父，

蟾蜍之尤大者，秋冬多集河水深处”， “爬虫类：记有l “鳖，土名王八、团鱼⋯⋯。，

“石龙子，一名蜥蜴，土名马蛇子⋯⋯舌短，先端分叉，雄五条黑纹，雌背两侧各一条

黑纹，食昆虫，蜈蚣，益虫也⋯⋯嚣； 。蛇舅母，似石龙子，不及其鲜丽，尾长几三倍

于躯⋯⋯”， “斑蜥蜴，似蛇舅母，体有斑纹⋯⋯4， “沙蜥蜴，体灰绿，背有淡褐线

纹，腹旁有黄淡点，二尾有环纹，好栖沙地”， 。黄领蛇，一名青大将，体土黄色，头

小，。舌分叉⋯⋯无毒牙⋯⋯栖人家附近草丛中或潜室内，食鼠、雀、鸡卵等”， “赤楝，

土名花野鸡脖⋯⋯，。．所述蛇舅母即黑龙江草蜥， 。尾长几三倍于躯”的说法近似现在

的标本；所记沙蜥蜴即沙蜥，我们四年来的调查中未曾采得标本，估计辽宁西北沙丘地区

应有这种动物。 《兴京(新宾)县志》对蛇的形状、运动、蜕皮和毒牙都有描述； “蛇，

爬虫类，体为长圆筒状，修尾，无足，以肋骨自由伸缩而行，全身有鳞纹透明之表皮，

年年更脱，谓之蛇蜕，舌分裂而岐，齿曲如钩，别具毒牙二，自能起伏⋯⋯嚣，这些描

述都符合现在所见的实况。 ，

·以上所记的辽宁的两栖类爬行类动物，与现在的实物相符者，两栖类有青蛙、雨

蛙、蟾蜍、花背蟾4种，爬行类有鳖、石龙子、壁虎、黑龙江草蜥、沙蜥、棕黑锦蛇、

虎斑游蛇、蝮蛇、赤链蛇、黄脊游蛇10种。 ，_t 一

． 一 +⋯’～

解放前，我国科学技术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三十年代以前的工作，多由外国人进行，、

标本资料任意运走，至今许多模式标本尚在一些国外的博物馆，如团花锦蛇，解放前共

有10条标本，全部流散国外。 ．

由于东北三省的两栖类、爬行类种类不多，除极北蝰．(仅吉林长白山麓有分布)和

胎生蜥蜴(仅黑龙江有)外，其它种类为三省共有。因此将东北的史料一并简列于此。

‘．： 有关东北两栖爬行动物的研究，最早见于十八世纪下半叶，如Pallas(1773)报过

枕纹锦蛇Coluber dion岛Middendorff(1853)曾记有黑龙江流域的两栖爬行动物I

Maack(1859)报黑龙江流域有两栖爬行动物14种，1861年又报乌苏里江流域有爬行纲

· 2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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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虫类》记有凌源产枕纹锦蛇、沈阳产麻蜥。木场一夫(1 938)的《小龙山岛之蝮蛇》记

述过有关蛇岛的蝮蛇的生态内容； 《满洲的蛇、蛙采集》(1 939)介绍枕纹锦蛇和虎斑游
’

蛇是东北南部最普通的蛇种，沈阳东陵和千山多蝮蛇I 《潜地蛙之观察及满洲产之两头’

蛇》(1940)记有辽宁大石桥产的枕纹锦蛇两头蛇I；《满洲的蛇类》(1941)记有蛇类 。

j2种； 储2lff产爬虫类资料(1)》(1941)记有辽宁营13产的蝮蛇、枕纹锦蛇，虎斑
．游蛇。 。1一’‘--

’ 。，。 ．’一．口r。

”

1913年美国人Sowerby开始在东北采集，1930年出版的《满2}}|采猎记》”(The’

Naturalist in Manchuria)第四卷记有东北的爬行动物20种，其中有辽宁沈阳东郊的

虎斑游蛇，鸭绿江产枕纹锦蛇、．棕黑锦蛇、蝮蛇、赤链蛇、鳖等。Pope(1935)的《中’

国爬行纲志》(The Reptiles of China)是美国博物馆中亚调查记的第十卷专著报告，

总结了1916--1929年的采集汇报，全书共604页，包括了东北三省的历来记录，书末

， 列有各省所产的蛇类名录，但东北三省没有分省名录。至此，辽宁确有报道的爬行类动

物为9种，另有乌龟估计不确。刘承譬IJl931年曾在沈阳东陵采集到一些两栖爬行动物标

本，其中包括团花锦蛇，这是当时关于东北两栖爬行动物唯一的中国学者的工作。

． 解放后，伍律(1958)首先对蛇岛作了报道。在分类区系方面，黄康彩(1965)报 ’

过9种两栖类；秦耀庭、季达明(1965)报过蛇类，伍律(1977)与赵尔宓(1979、

1980)先后在我国蝮蛇种下分类问题中对辽宁的蝮蛇有过讨论；黄康彩(1981)报过省

记录，季达明与刘明玉等(1981)曾系统报道辽宁蛇类10种。赵尔宓与黄康彩(1982)

报道辽宁两栖爬行动物39种和亚种。在1984年中国动物学会成立五十周年暨第十一届会
“

员代表大会上，刘明玉等对雨蛙色斑变化问题进行过初步分析。周玉峰(1985)对辽宁。

沿海海蛇作了报道；季达明等(1985)对我国棕黑锦蛇的种下分类、生长发育等作了介

绍；刘明玉等(1985)对辽宁两栖爬行动物的地理区划进行了报道。在生态方面，宋今

丹与孙久贵(1965)、辽宁省蛇岛考察队(1975)’．季达明等(1979--1982)÷刘明玉

．(1982，1983)、杨明宪(1983)，、周玉峰等(1983)，对辽宁两栖爬行动物作过一些

报道，‘其中以蛇岛的蝮蛇生态较系统，数据较充分。在基础理论方面，陈建智等(1979)、

郝文学(1979、1981)、毛德寿等(1980)，刁福山等(1080)、赵忠信等(1981)从蛇

类的染色体，同工酶以及对蛇毒的毒力测定，原毒分离、化学成分、酶活性和凝血效

应、抑癌和抗凝、毒性比较等各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以同工酶和染色体等方法用于分



类上，虽是刚刚开始，但它是一个新起点，应进一步开展．在综合利用方面，秦耀庭

辽宁大学生物系曾对蛇类的各种制剂做过相当数量的试验，发现各种制剂均有一定程

的安眠、增加食欲、止痛等效果，并有明显的强壮作用；丹东中医院亦应用蛇制剂于

床。郝文学(1979，1981、1985)、覃公平与胡征林(1983)用蛇毒制剂治疗血液系

疾患取得较好成效．林蛙的饲养工作亦在辽宁多处进行．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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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部为低山丘陵和平原，南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岛屿，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自然条件较优越，动植物资源丰富，种类较多，两栖纲、爬行纲动物种类居东北三

．省之首，且地处古北界东北区、华北区、蒙新区的交会地带，动物种类的地理分布亦反

映区间过渡的特点。从辽宁省两栖纲13种动物和爬行纲23种(海产5种未统计在内)动

物的地理区系看，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古北界的种类，1其中一些全国广泛分布的种类、海

产种类和个别种则两界都有分布。
‘。

j

在辽宁的13种两栖纲动物中，花背蟾、蟾蜍、无斑雨蛙、青蛙、林蛙广泛分布于东

北区、华北区和蒙新区，黑龙江林蛙只在蒙新区采到标本。极北小鲵分布予东北区和蒙

新区交界地带。北方狭口蛙分布于东北区和华北区，而东北小鲵、爪鲵、东方铃蟾，史氏



蟾和粗皮蛙等5种，则为东北区特有种，占辽宁两栖类总数的38．5％．蟾蜍、无斑雨蛙、：

青蛙等广泛分布于全国，林蛙的分布则仅向东洋界的华中区延伸。从动物地理区系

看，辽宁两栖类动物全为古北界成分，其中以东北区的成分为主。蟾蜍、青蛙、林蛙在辽

宁既是广布种，又是优势种，花背蟾，无斑雨蛙虽是广布种，但数量不多，爪鲵则为稀

有种。近年来两栖类的数量均在明显下降，林蛙尤其锐减，如不广泛宣传、保护和加强

管理，对这■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将影响自然生态平衡。?‘． ，。

·辽宁的28种爬行纲动物，除≯种海蛇、2种海龟、，自条草蜥和红点锦蛇外，其余

均属古北界成分．全国广泛分布的中华鳖，．赤链蛇、虎斑游蛇亦表现为两界的混合体。

丽斑麻蜥和枕纹锦蛇的分布则仅延伸至东洋界的华中区。而桓仁滑蜥、黑龙江草蜥、团

花锦蛇，棕黑锦蛇非模亚种、棕黑锦蛇模式亚种、灰链游蛇、’黑眉蝮蛇岛亚种、黑眉

蝮模式亚种和白眉蝮乌苏里亚种则为古北界东北区的特有种。从全省各地区爬行纲动物

的分布看，以辽东的种类最多，自辽东向辽西、辽中、辽南、辽北渐趋减少。辽宁爬行

纲动物种类以古北界成分占优势．白眉蝮乌苏里亚种、枕纹锦蛇、红点锦蛇、虎斑游蛇

在辽宁是优势神，分布广，数量多，棕黑锦蛇非模亚种、黑眉蝮模式亚种、赤链蛇、黄

脊游蛇、团花锦蛇等虽分布较广，但数量不多，桓仁滑蜥、北滑蜥、黄纹石龙蜥、密点

麻蜥、灰链游蛇、黑眉蝮蛇岛亚种、白眉蝮短尾亚种则分布较窄，数量更少；玉斑锦蛇’

和棕黑锦蛇模式亚种为稀有种。清原县是棕黑锦蛇模式亚种已知分布的最南界。

从动物地理区系看，辽宁的东北区特有种类，有东北小鲵、爪鲵、桓仁滑蜥、黑龙

江草蜥、团花锦蛇、棕黑锦蛇模式亚种，棕黑锦蛇非模亚种、．黑眉蝮蛇岛亚种、黑眉蝮

模式亚种、自眉蝮乌苏里亚种等。 ．“

～
j

‘ ’’
。

辽宁两栖纲、爬行纲种类比关内诸省的少，但有些种类的数量却很多，这是符合种

类少必然数量多的自然现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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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态概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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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栖类的生态两栖类是由水生向陆生过渡的动物，成体可分为几种不同的生态类

群，如多数有尾类是以水栖为主的类群；无尾类大多数是以陆栖为主的类群，其中的雨

蛙和树蛙又以树栖为主，．树栖种类的指、趾端有吸盘，吸盘中的粘液腺分泌粘液，借以

栖于树叶或其它植物的叶上，无足类则多数是钻±穴居的类群，无尾类中的狭口蛙亦能

钻入土中。两栖类虽有这些不同的生态类群，但对生活环境却都要求气候温暖、水源充．．

足、土壤湿润等条件。， ，： j：+ ． 。’’，

两栖类为变温动物，即其体温随周围环境温度的高低而变化，因此，合适的环境温

度是两栖类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一般最适温度为10一15℃，当温度降至7—8℃时即

不活动，呈休眠状态。两栖类对寒冷和干燥的耐受力很差，在-2℃的条件下或在干燥

环境中丧失占体重25％的水分时，均可导致死亡。两栖类在寒冷的季节都进入冬眠。冬

眠时间的长短在不同类群、不同地区有差别，不同的年度和气温也不一样。在早春天气

’ 8 t ．

。



转暖即先后出蛰活动，所以两栖类的活动有季节性，在南方通常3—4月开始出蛰，而

北方则在4—5月间。即使同一种类，在不同地区其活动时间亦不尽相同，，如有尾类的

东北小鲵，在千山最早3月中旬出蛰，而在清原4月初才开始活动。辽宁省无尾类以林

蛙，蟾蜍出蛰最早，为3月下旬，而青蛙最晚，为5月份。一年之中，夏季是两栖类的活

动旺季，在此期间大量捕食，进行繁殖。日活动周期则以夜间活动为主，如夏季夜晚，

常闻蛙声此起彼伏，雨后尤其如此。因夏季炎热，蛙类白天栖于潮湿场所，避开阳光，

以防皮肤干燥。
～

、 ，，

有尾类在水中主要借尾部摆动和躯干的左右弯曲运动，游时四肢贴体不动，上陆地

后，仍以身体蜿蜒活动为主，仅借伸出两侧的后肢推动身体向前，在变换运动方向时，

才使用前肢。无尾类在陆地的运动以跳跃为主，有的种类(如蟾蜍)则可运用四肢支起

身体向前缓慢移动，这是以四肢在陆地爬行的雏型。 ·

两栖类的雌雄一般在外形上无明显区别，多数无尾类的雄体小于雌体。有些种类在

雄体的指内侧有粗糙的皮肤隆起，如粗皮蛙、大蟾蜍等，这种隆起称为婚垫，生殖季节

很明显。有的雄体还具有声囊，如青蛙的颈侧外声囊。、繁殖期间大多雌雄抱对产卵，一

般为体外受精。卵的类型和产卵场所亦不同，产出的卵有块状、带状、弧形圆筒状等

等，如东：ll：tb鲵产出的即为一对弯曲(弧形)的卵胶囊袋，此袋有柄，柄多附于石块下

或水中植物上，大蟾蜍产出的是2条卵带，多沉于水下l黑斑蛙产的卵块浮于水面或水

草上。产卵与温度的关系密切，据记载，在南方青蛙产卵的最低水温为11℃，最高水温

为21℃，以12—18℃为产卵最适水温，90％以上的卵在这一水温范围内产出，对产卵水

深的要求是3—29．5厘米，以4---14．厘米为宜。一般每次产卵400—1000枚，最多可达

2万枚以上，产卵数因种类不同而异。两栖类的蝌蚪为杂食性，变态登陆后，完全吃活

的动物性食物，其中以害虫为主。
‘‘。

?两栖类的大多数类群有保护色，生活在绿色环境者为绿色，如雨蛙的背色与所栖息

的树叶同色，不易被发现；许多种类的体色都与其栖息地的颜色相同，可避敌害。’有的

还具警戒色，如东方铃蟾腹部有醒目的桔红色斑纹，一旦受惊即翻转身体，使腹面向

上，以示。警戒”，躲避敌害。有些种类的皮肤腺分泌有毒物质，如大蟾蜍和花背蟾

等，使其敢害动物无法吞食。笔者曾于19'72、19．78年夏，先后两次目睹家猫捕食花背蟾

和大蟾蜍的亚成体，只见尚未吞下即吐出，而猫则满口吐沫，前肢不停地交替抹嘴，似

甚难受，’其后再以这种蟾投试时，猫即躲避，由此可见其保护作用。‘． ；， ．：

’。 爬行类的生态在脊椎动物进化过程中，爬行纲动物是首先完全适应陆地生活的类。

群。正因为如此，其适应陆生生活的功能远不如以后的兽类和鸟类完善．虽然爬行类、

兽类和鸟类都是羊膜类动物，唯独爬行类还和两栖、鱼类一样是变温动物。所以爬行纲

动物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大于兽类和鸟类。蛇类的体温，冬季高于周围温度0．5—1．5℃，

夏季则低于周围温度1—3℃。蛇类活动的最适温度是18—30℃，二般气温低予10"C时

就不大活动，高于40℃时渐趋死亡。在高温的热带环境中，有些种类进行夏眠。’爬行动

物还能寻蔽阴处躲避高温，曾有蝮蛇逐荫避阳的记载．’生活在不同环境的种类，对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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