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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3年 3～ 7月对莫干山地区两栖类进行调查 , 计 1目 4科 5属 11种 , 弹

琴蛙 ( Rana adenopleura Boulenger) 为该地区新纪录。对弹琴蛙全天捕食活动进行

了观察 , 结果表明 2: 00, 6: 00, 12: 00, 14: 00, 16: 00, 18: 00为捕食高峰 , 10

: 00, 22: 00捕食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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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世纪 30年代开始 ,国内外学者先后在莫干山采集标本
[1～ 3 ]

,顾辉清等
[ 4]
也作了调查 ,

但都偏重于分类。 1993年 3～ 7月 ,作者在莫干山进行陆生脊椎动物调查 ,对两栖类进行了采

集和观察。现将结果作一初步报道。

1　地点和方法

莫干山地处浙江西北部 , 30°36′N, 119°52′E, 系天目山支脉 , 主峰塔山海拔 720. 4 m , 为

我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

属亚热带季风型气候 , 平均气温 13℃ , 年均降水量 1 682 mm , 平均湿度 80% , 全年多

云雾、 积雪。植被以毛竹 (Ph yllostachys pubescens )为主 ,约占山林面积的 41. 37% ,其余为柳

杉 (Cryptomeria f ortunei )、金钱松 ( Pseudolarix kaemp f eri )、黄山松 ( Pinus tawanensis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银杏 (Ginkgo biloba )、悬铃木 ( Platanus hispanica )等 ,计乔灌木

500余种。

选择芦花荡、 剑池和青草塘等地为调查地点。用捕尽法统计样方 ( 5 m× 5 m) 内蛙的数

量。每隔 2 h采集标本 1次 , 对标本进行测量 , 剖胃食性分析 , 并以水位代换法测定食量 , 分

析昼夜捕食活动。

2　调查结果



2. 1　种类组成

调查 中采集标本 112号 , 经鉴定计有 1目 4科 5属 11种。 种类 为蛙形目

( RAN IFO RMES): 1. 蟾蜍科 ( Bufonidae) , ( 1)中华大蟾蜍 ( Bu fo bu f o gargarizans )。 2.

蛙科 ( Ranidae) , ( 2) 弹琴蛙 ( Rana adenopleura ) ; ( 3)日本林蛙 (R . J . japonica ) ; ( 4)泽蛙

(R . linmocharis ) ; ( 5)黑斑蛙 ( R. N igromaculata ) ; ( 6) 棘胸蛙 ( R. spinosa ) ; ( 7) 华南湍蛙

( Staurois ricketti )。 3. 树蛙科 ( Rhacophoridae) , ( 8)大泛树蛙 ( Polypedates dennysi ) ; ( 9)

斑腿泛树蛙 ( P. leucomystax )。 4. 姬蛙科 ( Microhylidae ) , ( 10) 小弧斑姬蛙 ( Microh yla

heymonsi ) ; ( 11)饰纹姬蛙 (M .ornata )。其中弹琴蛙为新纪录。综合文献
[ 1, 4]
报道 ,莫干山两栖

类共计 2目 7科 9属 18种。

2. 2　种群数量

采用样方法在青草塘和芦花荡进行数量统计 ,种群密度见表 1。青草塘蛙种群密度以弹琴

蛙为高 , 芦花荡以弹琴蛙和大泛树蛙为高 , 但青草塘蛙的密度普遍高于芦花荡 , 可能与青草

塘草灌多 , 食物丰富有关。

表 1　青草塘和芦花荡蛙种群密度

Table 1　 Population d ensi ti es of f rogs at Qingcao tang and Luhuadang

地　　点
种群密度 /只· m-2

中华大蟾蜍 弹琴蛙 日本林蛙 泽　蛙 黑斑蛙 大泛树蛙 斑腿泛树蛙

青草塘 0. 07 1. 93 0. 20 0. 07 0. 13 1. 00 0. 27

芦花荡 0. 04 0. 16 0　　 0. 02 0　　 0. 16 0. 02

2. 3　弹琴蛙的捕食活动

5月 1日 16: 00至 5月 2日 16: 00每隔 2 h采集标本 1次 , 剖检 29号 ( 16  , 13♀♀ )

食物为蚂蚁、 蛆、 蜘蛛、 石蚋、 蚯蚓、 叶甲等。食量为 0. 05～ 0. 2 ml。体重与食量统计分析

没有明显相关关系 ,雄雌个体食性食量也没有大的差异。全天捕食活动观察表明 2: 00, 6: 00,

12: 00, 14: 00, 16: 00, 18: 00为全天捕食高峰 , 10: 00, 22: 00捕食较少 (图 1)。

图 1　弹琴蛙全天不同时间捕食量变化
Fig. 1　　 Feed intak e of Rana adenop leu re in on e d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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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 as made from March to July in 1993. There w ere 11 species of Am-

phibia, belonging to 5 genera, 4 families and l o rder. Among them Rana adenopleura was a

new reco rded species f rom M t. Moganshan. The observ ation revea led tha t the feeding peak

o f Rana adenopleura was at 2: 00, 6: 00, 12: 00, 14: 00, 16: 00 and 1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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