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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和

兽类资源调查

邓　可１，陈清华２，江　帆１，陈　勤１，赵龙辉１，朱弼成１，崔建国１

（１．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２．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７００）

摘　要：２０１７年４月和１０月，利用夹日法、样线法和访问记名对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进行了２次野外调查，共安
置鼠夹１３３０夹日，走样线６０条次。结合文献资料确认该保护区现有两栖动物１８种，隶属１目７科１３属，全部为
东洋界物种。爬行动物１３种，隶属１目６科１１属，全部为东洋界物种。兽类２１种，隶属４目７科１４属，其中有７
种为古北界与东洋界共有物种，１４种为东洋界物种，在动物地理区划上隶属于东洋界华南区。中国特有爬行动物
１种，国家ＩＩ级重点保护动物２种（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各１种）。针对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较为丰富的
动物资源，提出了保护和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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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始建于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７
年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

红树林生态系统为目的，属自然生态系统类别中湿

地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

区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呈带状散式分布在广东省

西南部雷州半岛沿海滩涂，总面积２０２７８８ｈｍ２。
地理坐标介于东经１０９°４１′２０″～１１０°３０′１９″和北纬
２０°１４′０６″～２１°３４′１５″之间，行政区域上跨徐闻县、
雷州市、遂溪县、廉江市４县（市）以及麻章、坡头、
东海、霞山４区。红树林湿地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１］，是多种动物类群赖以生存

的栖息地。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拥有较为丰富

的鸟类资源，有大量候鸟在红树林内栖息繁衍［２，３］。

而鸟类以外的陆生脊椎动物，尽管湛江鼠疫防治研

究所的科研人员对湛江地区的鼠形动物做了长期监

测［４，５］，但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两栖动

物、爬行动物和兽类的物种及分布情况仍不清楚。

２０１７年，我们通过夹日法、样线法和访问记名的方
式，对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进行了两次较为系统

的调查。现结合调查结果与已有文献资料，对保护

区两栖、爬行和兽类资源状况报道如下。

１　研究区域自然概况

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跨越南亚热带和北热带

２个气候带，属于南亚热带和北热带季风气候区。
受季风气候影响，气温普遍偏高，年均气温２８３℃，
最冷月均温１７２℃，海水表面均温２３７℃，年降雨
量１５００ｍｍ～２０００ｍｍ，４月 ～９月常出现台风、雷
雨等灾害性天气，终年几乎无霜［６］。

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拥有我国面积最大的红

树林群落。据报道，湛江现有红树林 ９２５８ｈｍ２，约
占全国红树林面积的１／３［７］。土壤类型主要是滨海
沙土和滨海盐土，其中滨海盐土多为浅海沉积或河

流冲积物发育而成，淤泥深厚、土壤肥沃，是最适宜

红树林生长的土壤之一。据调查，保护区内红树林

种类有１５科２４种［６］。其中，白骨壤（Ａｖｉｃｅｎｎｉａｍａ
ｒｉｎａ）和桐花树（Ａｅｇｉｃｅｒａｓ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分布最广［８］。

２　调查方法

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调查主要采用样线法，

１９：００点左右（日落后）开始进行调查，总共设置了
７个样区（图１）。对于树栖蛙类，观测并记录栖息
高度低于２ｍ（含）的个体。地栖小型兽类（闙形
目、啮齿目）采用夹日法，飞行性小型兽类（翼手目）

采用网捕法进行调查。调查样方设置在两栖、爬行

动物样线附近，便于与之结合进行，每条样线安放鼠

夹２０～３０个，视具体情况架设雾网１～２张，用ＧＰＳ
记录采集样线起止点的海拔和经纬度。次日清晨检

查捕获情况并记录物种信息，每样地均置夹１个工
作日。大中型兽类以及白天活动的小型兽类、爬行

动物的调查采用样线法和访问调查，通过直接观察

或寻找活动痕迹（足迹、粪便等）记录发现的动物。

每条样线采取白天和晚上各１次的方法，尽量
覆盖所有类群的活动时间。对每条样线（或样区）

开展了两轮×两次，共４次重复调查。共安置鼠夹
１３３０夹日，共走样线６０条次，合计长度３０ｋｍ。

３　结果

３．１　物种组成
通过实地标本采集、样线调查、访问调查和文献

材料查阅，确认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有

两栖动物１目７科１３属１８种（见表１），爬行动物１
目６科１１属１３种（见表２），兽类４目７科１４属２１
种（见表３）。调查结果显示，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
区内较为常见的两栖动物有泽陆蛙、斑腿泛树蛙、黑

眶蟾蜍和花狭口蛙，疣尾蜥尾、中国壁虎为保护区内

的常见的爬行动物，而臭闙、黄毛鼠是保护区分布最

为广泛的地栖小型兽类。

３．２　区系组成
尽管保护区内不同动物类群的分布特点存在差

异，但其区系成分在我国动物地理区划中以东洋界

为主。

保护区目前确认的１８种两栖动物全部为东洋
界物种。其中，西南区、华中区与华南区共有物种有

７个：黑眶蟾蜍、沼蛙、泽陆蛙、斑腿泛树蛙、粗皮姬
蛙、小弧斑姬蛙和饰纹姬蛙，占保护区东洋界物种数

量的３８９％。华中区和华南区共有物种有５种，分
别为华南雨蛙、台北纤蛙、虎纹蛙、尖舌浮蛙和花姬

蛙，占保护区物种的 ２７８％。华南区的物种有 ６
种，分别为长趾纤蛙、海陆蛙、圆蟾舌蛙、背条跳树

蛙、花狭口蛙和花细狭口蛙，占保护区物种的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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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湛江红树林保护区调查样区示意图

　　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１３种爬行动物亦全
部为东洋界物种，西南区、华中区和华南区共有的物

种仅黄斑渔游蛇和舟山眼镜蛇，占物种数的

１５４％。华中区和华南区共有物种有６种，分别为
中国壁虎、中国石龙子、铜蜓蜥、铅色水蛇、银环蛇和

白唇竹叶青，占保护区爬行动物物种数的４６２％。
华南区的物种有原尾蜥虎、疣尾蜥虎、大壁虎、变色

树蜥和三索锦蛇，占保护区物种的３８４％。
保护区内２１种哺乳动物中有７种古北界与东

洋界共有物种，包括世界性的广布种小家鼠，以及黑

缘齿鼠、褐家鼠、北社鼠东亚伏翼、普通伏翼和华南

水鼠耳蝠，占保护区兽类物种的 ３３３％。其余 １４
种为东洋界物种，占湛江红树林保护区兽类的

６６７％。其中，西南区、华中区和华南区共有物种有
１２种，分别为臭闙、灰麝闙、中菊头蝠、花面狸、小灵
猫、隐纹花松鼠、板齿鼠、黄胸鼠、黄毛鼠、大足鼠、小

泡巨鼠和针毛鼠，占东洋界物种数量的８５７％。华
南区物种有两种：即红颊和卡氏小鼠。

由此可见，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

爬行和兽类东洋界成分占绝对优势，并且华南区成

７５３期 邓　可，等：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和兽类资源调查 　　



分具有较高的比例。因此，在我国动物地理区划中 属于东洋界华南区动物区系。

表１ 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动物名录

Ｔａｂ．１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ｉｎ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Ｍａｎｇｒｏ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中文名 拉丁名 珍稀濒危性 区系 来源凭证

Ｉ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一、蟾蜍科 Ｂｕｆｏｎｉｄａｅ
黑眶蟾蜍 Ｄｕｔｔａｐｈｒｙｎｕｓｍｅｌａｎｏｓｔｉｃｔｕｓ 东洋 本次调查

二、雨蛙科 Ｈｙｌｉｄａｅ
华南雨蛙 Ｈｙｌａｓｉｍｐｌｅｘ 东洋 本次调查

三、蛙科 Ｒａｎｉｄａｅ
长趾纤蛙 Ｈｙｌａｒａｎａｍａｃｒｏｄａｃｔｙｌａ ＮＴ 东洋 ［１３］［１４］
台北纤蛙 Ｈｙｌａｒａｎａｔａｉｐｅｈｅｎｓｉｓ ＮＴ 东洋 本次调查

沼蛙 Ｂｏｕｌｅｎｇｅｒａｎａｇｕｅｎｔｈｅｒｉ 东洋 本次调查

四、叉舌蛙科 Ｄｉｃｒｏｇｌｏｓｓｉｄａｅ
泽陆蛙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ｍｕｌｔｉｓｔｒｉａｔａ 东洋 本次调查

海陆蛙 Ｆｅｊｅｒｖａｒｙａｃａｎｃｒｉｖｏｒａ ＥＮ 东洋 本次调查

虎纹蛙 Ｈｏｐ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ＥＮ、国家Ⅱ级 东洋 本次调查

五、浮蛙科 Ｏｃｃｉｄｏｚｙｇｉｄａｅ
尖舌浮蛙 Ｏｃｃｉｄｏｚｇａｌｉｍａ ＶＵ 东洋 ［１１］
圆蟾舌蛙 Ｐｈｒ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 ＮＴ 东洋 本次调查

六、树蛙科 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ｉｄａｅ
背条跳树蛙 Ｃｈｉｒｉｘａｌｕｓｄｏｒｉａｅ 东洋 本次调查

斑腿泛树蛙 Ｐｏｌｙｐｅｄａｔｅｓｍｅｇａ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东洋 本次调查

七、姬蛙科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ｉｄａｅ
粗皮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ｂｕｔｌｅｒｉ 东洋 本次调查

小弧斑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ｈｅｍｏｎｓｉ 东洋 ［１２］
饰纹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ｏｒｎａｔｅ 东洋 本次调查

花姬蛙 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ａｐｕｌｃｈｒａ 东洋 本次调查

花狭口蛙 Ｋａｌｏｕｌａｐｕｌｃｈｒａ 东洋 本次调查

花细狭口蛙 Ｋａｌｏｐｈｒｎｕｓ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ｅａｔｕｓ ＮＴ 东洋 ［１３］
注：ＥＮ－濒危，ＶＵ－易危，ＮＴ－近危，濒危状况参照蒋志刚等［９］；区系的划分依据参照张荣祖［１０］。

表２ 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爬行动物名录

Ｔａｂ．２ Ｒｅｐｔｉｌｅｓｉｎ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Ｍａｎｇｒｏ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中文名 拉丁名 特有性 珍稀濒危性 区系 来源凭证

Ｉ有鳞目 ＳＱＵＡＭＡＴＡ
一、壁虎科 Ｇｅｋｋｏａｉｄａｅ
原尾蜥虎 Ｈｅｍｉｄａｃｔｙｌｕｓｂｏｗｒｉｎｇｉｉ 东 本次调查

疣尾蜥虎 Ｈｅｍｉｄａｃｔｙｌｕｓｆｒｅｎａｔｕｓ 东 本次调查

中国壁虎 Ｇｅｋｋ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 东 本次调查

大壁虎 Ｇｅｋｋｏｇｅｃｋｏ ＣＲ、国家Ⅱ级 东 ［１３］［１４］
二、石龙子科 Ｓｃｉｎｃｉｄａｅ
中国石龙子 Ｅｕｍｅｃｅ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东 本次调查

铜蜓蜥 Ｓｐｈｅｎｏｍｏｒｐｈｕｓｉｎｄｉｃｕｓ 东 本次调查

三、鬣蜥科 Ａｇａｍｉｄａｅ
变色树蜥 Ｃａｌｏｔｅｓ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 东 本次调查

四、游蛇科 Ｃｏｌｕｂｒｉｄａｅ
三索锦蛇 Ｃｏｅ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ｒａｄｉａｔｕｓ ＥＮ 东 本次调查

铅色水蛇 Ｅｎｈｙｄｒｉｓｐｌｕｍｂｅａ ＶＵ 东 本次调查

黄斑渔游蛇 Ｘｅｎｏｃｈｒｏｐｈｉｓｆｌａｖｉ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东 本次调查

五、眼镜蛇科 Ｅｌａｐｉｄａｅ
银环蛇 Ｂｕｎｇａｒｕｓｍｕｌｔｉｃｉｎｃｔｕｓ ＥＮ 东 本次调查

舟山眼镜蛇 Ｎａｊａａｔｒａ ＶＵ 东 本次调查

六、蝰科 Ｖｉｐｅｒｉｄａｅ
白唇竹叶青 Ｔｒｉｍｅｒｅｓｕｒｕｓａｌｂｏｌａｂｒｉｓ 东 本次调查

注：ＣＲ－极危，ＥＮ－濒危，ＶＵ－易危，ＮＴ－近危，濒危状况参照蒋志刚等［９］；区系的划分依据参照张荣祖［１０］；物种名参照蔡波等［１５］。

８５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表３　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名录
Ｔａｂ．３　Ｍａｍｍａｌｓｉｎ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Ｍａｎｇｒｏ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中文名 拉丁名
珍稀
濒危性

区系 来源凭证

Ｉ闙形目 Ｓｏｒｉｃｏｍｏｒｐｈａ
一、闙?科 Ｓｏｒｉｃｉｄａｅ
　臭闙 Ｓｕｎｃｕｓｍｕｒｉｎｕｓ 东洋 本次调查

　灰麝闙 Ｃｒｏｃｉｄｕｒａ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东洋 ［１４］
Ⅱ翼手目 Ｃｈｉｒｏｐｔｅｒａ
二、菊头蝠科 Ｒｈｉｎｏｌｏｐｈｉｄａｅ
　中菊头蝠 Ｒｈｉｎｏｌｏｐｈｕｓａｆｆｉｎｉｓ 东洋 本次调查

三、蝙蝠科 Ｖｅｓｐｅｒｔｉ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东亚伏翼 Ｐｉｐｉｓｔｒｅｌｌｕｓａｂｒａｍｕｓ 古北 本次调查

　普通伏翼 Ｐｉｐｉｓｔｒｅｌｌｕｓｐｉｐｉｓｔｒｅｌｌｕｓ 古北 本次调查

　华南水鼠耳蝠 Ｍｙｏｔｉｓｌａｎｉｇｅｒ 古北 本次调查

Ⅲ食肉目 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ａ
四、灵猫科 Ｖｉｖｅｒｒｉｄａｅ
　花面狸 Ｐａｇｕｍａｌａｒｖａｔａ ＮＴ 东洋 ［１４］
　小灵猫 Ｖｉｖｅｒｒｉｃｕｌａｉｎｄｉｃａ ＶＵ 东洋 ［１４］
五、科 Ｈｅｒｐｅｓｔｉｄａｅ
　红颊 Ｈｅｒｐｅｓｔｅｓｊａｖａｎｉｃｕｓ ＶＵ 东洋 ［１４］
Ⅳ啮齿目 Ｒｏｄｅｎｔｉａ
六、松鼠科 Ｓｃｉｕｒｉｄａｅ
　隐纹花松鼠 Ｔａｍｉｏｐｓｓｗｉｎｈｏｅｉ 东洋 ［１４］
七、鼠科 Ｍｕｒｉｄａｅ
　板齿鼠 Ｂａｎｄｉｃｏｔａｉｎｄｉｃａ 东洋 本次调查

　黑缘齿鼠 Ｒａｔｔｕｓａｎｄａｍａｎｅｎｓｉｓ 古北 本次调查

　褐家鼠 Ｒａｔｔｕｓｎｏｒｖｅｇｉｃｕｓ 古北 本次调查

　黄胸鼠 Ｒａｔｔｕｓｔａｎｅｚｕｍｉ 东洋 本次调查

　黄毛鼠 Ｒａｔｔｕｓｌｏｓｅａ 东洋 本次调查

　大足鼠 Ｒａｔｔｕｓｎｉｔｉｄｕｓ 东洋 ［１４］
　小泡巨鼠 Ｌｅｏｐｏｌｄａｍｙｓｅｄｗａｒｄｓｉ 东洋 ［１４］
　针毛鼠 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ｆｕｌｖｅｓｃｅｎｓ 东洋 本次调查

　社鼠 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ｕｓ 古北 ［１４］
　小家鼠 Ｍｕｓｍｕｓｃｕｌｕｓ 古北 ［１４］
　卡氏小鼠 Ｍｕｓｃａｒｄｉ 东洋 本次调查

注：ＶＵ－易危，ＮＴ－近危，濒危状况参照蒋志刚等［９］；区系的划分依
据参照张荣祖［１０］。

３．３　特有性及珍稀濒危性
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我国特有

的爬行动物中国壁虎。此外，虎纹蛙和大壁虎为我

国ＩＩ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见表２）。
根据最新的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１６］，湛江红

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两栖动物有两种被评估为

濒危种：海陆蛙和虎纹蛙。尖舌浮蛙被评估为易危

种，被评估为近危种的有长趾纤蛙、台北纤蛙、圆蟾

舌蛙和花细狭口蛙４种。爬行动物中，大壁虎被评
估为极危种；被评估为濒危种的有三索锦蛇和银环

蛇；铅色水蛇和舟山眼镜蛇被评估为易危种。兽类

中的小灵猫和红颊被评估为易危种，花面狸被评

估为近危种。

４　讨论

《广东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中记载，广东沿海

地区有两栖动物３１种，爬行动物８８种［１３］，本次调

查确认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两栖动物和爬行动

物分别为１８种和１３种。另一方面，保护区内现已
确认兽类２１种，与广东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兽
类物种数量相当［１７］，啮齿目物种为保护区优势类

群，但对大中型兽类资源现状的了解目前仅限于文

献资料。这些结果暗示了保护区内陆生脊椎动物资

源仍需进一步深入调查。

红树林湿地在防浪护堤、保持水源、蓄洪防旱、

调节气候和保持河口海岸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起着重

要作用，是多种底栖动物［１８，１９］、陆生脊椎动物赖以

生存的栖息场所。然而，毁林养虾、养鱼等经济活动

导致湛江红树林面积大幅减少。比如，１９８０－２００１
年期间，挖塘养殖占用了湛江市红树林面积达

６３６３６ｈｍ２［６］。此外，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
污染物迅速增加（如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水产养

殖、工业及船舶污染等），但相应的环境保护制度和

污染处理能力却相对滞后，对现有的红树林生境造

成了巨大破坏。本次调查期间发现，部分鱼塘附近

或河口海岸堆积着大量生活垃圾。这些生活垃圾随

着河水或潮水进入红树林湿地，可能抑制红树林的

生长。而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的排放，除了不利于

红树林的生长、存活外，对区域内动物群落结构可能

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通过红色名录评估，学者们

认为两栖、爬行动物最主要的致危因子有栖息地退

化或丧失、过度利用和环境污染［２０，２１］，而过度利用、

生境丧失和人类干扰是哺乳动物最主要的致危因

子［１６］。

鉴于红树林湿地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及湿地生态

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为了更好地保护好红树林保护

区的生态环境和陆生脊椎动物资源，建设和管理好

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当采取更加积极

有效的措施，做到以下几点：（１）加强宣传，提高民
从对红树林的保护意识。除了政府及管理部门重视

红树林湿地的恢复和保护外，还应该通过加强宣传

来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３］。可利用电视、报纸及网

络等新媒体等多种途径对红树林湿地的功能和作用

９５３期 邓　可，等：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和兽类资源调查 　　



进行宣传，让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保护红树林湿地

的重要性。（２）妥善处理红树林保护与经济建设间
的关系。建立红树林保护区后必然影响当地渔民的

生产和经济收入，政府应当帮助渔民生产转型，如鼓

励人工养殖具有食用、药用价值的动物，并给予适当

的经济补偿。（３）加强滩涂和水污染治理。长期的
人为干扰已对红树林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破坏

了多种动物类群的栖息环境［２２］。因此，需要彻底清

理滩涂上现存的生活垃圾及渔网等渔业垃圾，并妥

善处理旅游产生的垃圾。严格控制陆源污染物的排

放量和排放标准。加强海上污染源管理，提高船舶

和港口防污设备的配备率。

致谢：感谢湛江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张玮科

长的大力帮助，感谢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张

礼标研究员在物种鉴定中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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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２～５６７．

［１７］　卢学理，王新财，黄志荣，等．广东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

哺乳动物多样性［Ｊ］．广东林业科技，２０１５，３１（４）：１０～１６．

［１８］　马坤黄勃刘福欣．东寨港红树林区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研究

［Ｊ］．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１２，２８（６）：６７５～６８０．

［１９］　全峰朱麟．海南东寨港红树林区底节肢动物多样性研究［Ｊ］．

海洋科学，２０１３，３７（１１）：３５～４０．

［２０］　蔡波，李家堂，陈跃英，等．通过红色名录评估探讨中国爬行

动物受威胁现状及原因［Ｊ］．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６，２４（５）：５７８～

５８７．

［２１］　江建平，谢锋，臧春鑫，等．中国两栖动物受威胁现状评估

［Ｊ］．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６，２４（５）：５８８～５９７．

［２２］　雷振胜，李玫，廖宝文．珠海淇澳岛红树林湿地生物多样性现

状及保护［Ｊ］．广东林业科技，２００８，２４（５）：５６～６０．

０６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