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2月 Journal
 

of
 

Gr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第26卷 第4期

收稿日期:2024-01-17
基金项目:湖南省林业科技攻关与创新资金项目(编号:XLKY202303)
作者简介:王 丞(1995-),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野生动物生态学。
通讯作者:魏 营(1983-),男,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

大鲵的活动习性及移动距离初探

王
 

丞1,蒋万胜2,周
 

强2,李
 

伟3,张稚渃3,邓智勇1,解宜兴1,袁花艳1,魏
 

营1

(1.
 

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事务中心,湖南
 

张家界
 

427400;
2.

 

吉首大学,大鲵资源保护与综合利用湖南省工程实验室/林产化工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湖南

 

张家界
 

427000;3.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湖南
 

张家界
 

427400)

摘要:大鲵(Andrias
 

davidianus)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两栖动物,目前野外种群数量大幅下降,生存

环境退化及丧失问题严峻。为深入了解大鲵活动习性,利用溯溪回捕与无线电追踪,对该物种的活动

特征进行初步探究。结果表明:①大鲵迁移直线距离为182.73±42.9(SE)
 

m,无明显远距离迁移现

象;②大鲵夜间活动节律呈单峰型,活动高峰期在21:
 

00-23:
 

00;③大鲵活动区域水深为5~60
 

cm,

流速不超过0.14
 

m/s,体长与活动位置的水深、流速呈显著的正相关。初步揭示了大鲵的夜间活动规

律与栖息偏好,为保护区保护与修复大鲵生境提供了必要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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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giant
 

salamander
 

(Andrias
 

davidianus),
 

an
 

endemic,
 

rare,
 

and
 

endangered
 

amphibian
 

spe-
cies

 

in
 

China,
 

is
 

experiencing
 

a
 

severe
 

decline
 

in
 

its
 

wild
 

population
 

due
 

to
 

critical
 

habitat
 

degradation
 

and
 

loss.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activity
 

patterns
 

of
 

this
 

species,
 

stream-walking
 

surveys
 

and
 

radio
 

telemetry
 

were
 

em-
ployed

 

in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its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①
 

the
 

linear
 

migra-
tion

 

distance
 

of
 

A.
 

davidianus
 

averaged
 

182.73±42.9(SE)
 

m,
 

with
 

no
 

evidence
 

of
 

substantial
 

long-distance
 

migra-
tion;

 

②
 

a
 

unimodal
 

nocturnal
 

activity
 

rhythm
 

was
 

observed,
 

with
 

peak
 

activity
 

occurring
 

between
 

21:00
 

and
 

23:00
 

hours;
 

③
 

the
 

Andrias
 

davidianus
 

were
 

active
 

in
 

water
 

depths
 

ranging
 

from
 

5
 

to
 

60
 

cm
 

and
 

at
 

flow
 

rates
 

not
 

excee-
ding

 

0.14
 

m/s,
 

with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identified
 

between
 

body
 

length
 

and
 

both
 

water
 

depth
 

and
 

flow
 

rate
 

at
 

the
 

locations
 

of
 

activity.
 

This
 

study
 

offers
 

an
 

initial
 

elucidation
 

of
 

the
 

nocturnal
 

activity
 

patterns
 

and
 

habitat
 

preferences
 

of
 

the
 

Chinese
 

giant
 

salamander
 

(Andrias
 

davidianus),
 

providing
 

essential
 

scientific
 

data
 

for
 

the
 

con-
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efforts
 

within
 

protect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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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野生动物的活动习性是根据其所居环境的生

存条件、环境因子等综合因素作出的偏好性决策,
明晰其活动习性与生境选择,是开展科学保护及栖

息地有效管理的前提与基础[1-2]。两栖类的扩散能

力普遍偏低,受温湿度条件制约,其对新生环境适

应能力较弱,生活常依赖于湿地与周围林地,具有

较强的选择性和偏好性[3-5]。由于大鲵(Andrias
 

davidianus)独特的水生方式和较弱的扩散能力,
其对温湿度、水环境、隐蔽等环境因子的依赖性较

强,水质要求苛刻且敏感,迫使该物种更易受生境

污染、退化、破碎化等影响[6-7]。因此,研究大鲵的

栖息特性及其变化规律,对于大鲵的保护以及生境

管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大鲵隶属两栖纲、有尾目、隐鳃鲵科,曾广泛分

布于我国长江、黄河、珠江流域,遍及华中、华南和

西南的17个省市[8],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两栖

动物,具有极高的进化独特性,对研究陆生四足类

脊椎动物系统演化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9]。因生

境破坏、丧失和破碎化,水环境人工改造、污染,以
及偷捕盗猎等影响[10-12],过去50年里,野生大鲵资

源在我国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地区种群数量急剧下

降乃至濒危或灭绝[10,13]。致使该物种被IUCN列

为极度濒危(critically
 

endangered)[14],是全球濒危

两栖类的优先保护对象[12,15]。
为恢复和利用大鲵资源,20世纪80年代伊始,

科研人员着力关注大鲵的人工养殖,并围绕相关产

业在病害防治、营养活性成分和产业化利用方面做

了大量研究,为开发利用与迁地保护大鲵资源提供

了有力保障[7]。同时,为保护野生大鲵种群,我国

建立了53个涉及该物种保护的自然保护区[16],但
在人类活动、气候变化、生境退化的历史成因下,保
护区也很难见到大鲵踪迹,对大鲵的行为生态也了

解甚少,主要通过水域水生生物、水环境等间接方

式评价其生存现状[17-18]。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野生大鲵资源集中分布区与重

要产地之一,为初步了解该物种的活动习性,本文

在保护区金鞭溪河段对大鲵进行了溯溪回捕与无

线电追踪,旨在为保护与修复大鲵生境提供科学

依据。

2 研究地概况

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国第

一个也是最大的以大鲵及其栖息地环境为主要保

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湖南省西北部,
地理范围位于109°42'56″-111°16'05″E、27°44'28″
-30°00'43″N,总面积14285

 

hm2。保护区范围均

为水域,以河道常水位为界,涉及张家界市76.5%
的水域面积。生态区位位于全国32个内陆生物多

样性保护优先区—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内[19],是长江中游的重要水源地,对区域生物多样

性维持和生态环境保护起到重要作用,并在气候调

节、水源涵养和土壤治理等方面具较高的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20]。
金鞭溪位于保护区核心区,与张家界国家森林

公园相重叠,独具特色的石英砂砂岩地貌,形成奇

特、高耸且险峻的峰林景观,世界罕见(图1)。该区

域为亚热带常绿植被多样、丰富,谷涧纵横、清澈,
水温常年不高于20

 

℃,全长约7.5
 

km,既是大鲵

重要栖息地与产卵场,也是开展生态旅游、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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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地位置示意图

3 材料与方法

本文以溯溪遇见法进行调查,调查期间(4-9
月份)每周1次,于18:30-00:30开展,3~5名调

查人员沿河流下游向上游方向步行观察,使用强光

电筒(NEXTORCH
 

e52c,3000流明)扫视河中物

种。当沿途观察到大鲵时,使用抄网迅速捕获所见

大鲵,并记录其地理位置、头朝向、水深、水体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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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翌LS300-A便携流速仪)、时间等信息。穿戴

一次性医用手套,用卷尺、手提电子秤测量捕获个

体的体长、体重等身体指标,同时观察记录是否有

外伤、出血、霉斑等病症,拍照后原地释放。
为遥测大鲵活动习性,研究挑选了10尾大鲵

挂载VHF无线电发射器进行观察。VHF无线电

发射器(环球信士生产)重约8
 

g,电池续航约180
 

d,穿孔挂载于大鲵尾部上端,伤口创面小、不影响

其正常生存活动,其过程全程消毒。待伤口愈合、
完成健康状况检查后释放回该河段。每次溯溪使

用手持式无线电接收器(HQAR-VI,R1+)对带标

大鲵的位置进行监测,直至发射器电池耗尽。
基于大鲵发现时间,研究使用activity包的核

密度估计方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描述大

鲵的夜间活动规律[21]。根据捕获大鲵体长体重,
以及所在位置的水深、流速、头朝向等变量,研究进

行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图2),并建立回归模型,以判

断该变量对大鲵活动习性的重要性[22-23]。变量显

著水平为 P<0.05。数据处理与可视化过程在

R-4.3.2中中完成(cran.r-project.org)。

4 结果

调查期间共记录并捕获到大鲵81次,遥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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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变量相关性热图

标大鲵迁移直线距离为182.73±42.9(SE)
 

m,最
近为30

 

m,最远为790
 

m,无明显远距离迁移现象。
出洞大鲵的夜间活动节律呈单峰型,天黑后逐渐增

加,活动高峰期在21:
 

00-23:
 

00,之后逐渐减弱

[图3(a)]。活动区域水深范围为5~60
 

cm,流速

不超过0.14
 

m/s,喜好停留于水浅[平均水深为

20.55
 

cm,图3(c)]、流速平缓[平均流速为0.05
 

m/s,图3(d)]的水域,并大概率将头部面向水流,
呈现明显的选择偏好[图3(b)]。相关性分析表

明,大鲵的生长量与活动位置的水深、流速具显著

相关性(图1、图4),具体表现为水深、流速随大鲵

体长的增加而升高(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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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大鲵体长与活动位置水深、流速的关系

5 讨论

野生大鲵种群数量的急剧减少和分布范围的

收缩,揭示了大部分两栖有尾类生物生存现状的严

峻态势[8]。由于这些物种对水源、气候、隐蔽等生

存条件具有严格的要求,以及其迁移扩散能力较

弱,使得它们在新生环境中难以定殖[4-5]。如种群

数量极低的镇海棘螈[24](Echinotriton
 

chinhaien-
sis)、猫儿山小鲵(Hynobius

 

maoershanensis)[25]因
栖息地质量下降和丧失,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发展岌

岌可危。大鲵亦是如此,在一项覆盖16个省97个

大鲵历史分布点的调查评估中,调查人员历时3年

也仅在4个地点捕获到大鲵[26],同时原县域分布面

积 由 528440
 

km2 减 少 至 现 存 记 录 的 85560
 

km2[27]。可见,大鲵野外种群现状极不乐观,不仅

分布范围严重下降,野外也很难发现其踪影。自

2002年以来,我国16个省(市)的98个县域广泛实

施了大量的大鲵人工增殖放流活动,但放流实际成

效罕有报道[28]。金鞭溪曾是大鲵重要栖息水域,
因旅游开发、水污染、捕捞等人类活动影响,大鲵踪

影一度难觅[17]。经人工增殖放流,金鞭溪已成功

形成了大鲵的自然繁殖群体,仅此次调查就捕获到

81次大鲵,重复回捕较少且记录到了完整的自然

生活史(未发表数据),证实了人工放流作为大鲵野

外种群恢复的有效性。因此,科学地将其放流至原

有适生环境,能帮助恢复该水域的大鲵野外种群。
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大鲵遗传多样性研究揭示其

并非一个物种,各地理区存在显著的遗传分化,存
在多个隐存种[29]。建议所有大鲵放流行为应建立

健全严格的本地纯种种系查证机制,以及放流个体

遗传背景筛查,避免杂交与遗传污染问题。

活动节律是探究野生动物与环境互动关系的

关键基础,合理规划活动时段,不仅对保障生存至

关重要,还将有益于深入了解其生存策略[2]。大鲵

昼伏夜出,昼间喜藏匿于河道的石缝、石洞或暗河

内,夜间会出洞活动。同梁刚等[30]、于虎虎等[31]观

察相似,夜间出洞活动呈单峰型,入夜后大鲵活动

增加,凌晨时段逐渐减弱[图3(a)]。但光照强度、
噪声、温度等环境因素会明显影响大鲵出洞的活动

规律,强光、高噪或低温不仅能降低大鲵出洞概率,
还会影响其出进洞时间[30-32]。光照与温度作为环

境周期性变化的基本属性,是野生动物活动选择的

关键因素,这是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内源性生

存适应[2,9]。而噪声等干扰因素是个体对周围环境

安全性的感知,需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作出最优

的活动行为决策[2,32]。因此,大鲵在决定离开藏身

地时,会根据外部环境条件和变化作出最佳适应选

择,以维持生存。
大鲵对环境的水质、水深、流速、植被特征等都

有一定的选择性,作为机敏的“伏击者”,静止不动

是其生存常态。通过对野放大鲵进行无线电追踪,
发现其每日移动范围为9~15

 

m,表现明显的定居

特性[33-34]。相关无线电追踪研究发现,大鲵迁移直

线距离分别为227.2±70.5
 

m[33]、166.75±63.57
 

m[34],与本次调查发现的182.73±42.9
 

m相似,均
揭示了大鲵的活动范围相对狭窄,扩散能力有限。
鉴于大鲵的惰性特质,其移动驻留地点的选择则颇

为重要。本文发现大鲵在出洞后倾向于停留在水

浅、流速缓慢的水域(图3)。由于大鲵为两栖动物,
出水换气是其生存必需,较浅的水深能降低其在吸

氧过程中的能量消耗,养殖大鲵的池深设计(通常

控制在20~50
 

cm)亦体现了这一关键选择[35]。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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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察发现,大鲵倾向于栖息在水流缓慢水域,并
偏好将头部朝向水流,推测这可能与其捕食策略密

切相关,常见于营水生的有尾类[6,35-37]。如商城肥

鲵(Pachyhynbius
 

shangchengsis)喜逆着水流静卧

于缓水区底部,伺机捕捉顺水而下的水生动物[37]。
因此,认为大鲵在缓水区域不仅能够更容易捕获水

生生物,同时也有助于静卧和维持其身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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