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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l 贵捌两葛类在备动袖地理省分布数据衰 

西 南 区 华 中 区 

西南山 名 称 地亚区 西部 山地高原亚区 

黔西高原 黔北中山 黔中山原 黔东南低山 黔南低山 
中山省 峡谷省 丘陵省 丘陵盆地省 河谷省 

1．山溪鲵 B口，，口f f，Ⅳj pinchonii 0 0 1 。 0 

2．黄斑拟小鳗Pseudohynobius]lavo，，laculatus 0 l 0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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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鲵 Megalobatrachus davidianua 0 l 1 

：

1 

1 

4．细痣疣螈 Tylototriton asperrimu$ 0 l 0 

5．贵州疣螈 丁．Itweicho~en$i$ l 0 0 

‘．蓝尾蝾螈 Cynops cyanHrH$ l 0 0 

7．尾斑瘰螈 Paramesotriton caudopunctatus 0 0 0 

8．肥 螈无斑亚种 Pachytriton brevipes labiatus 0 l 0 

9．宽头大角蟾 Megophrys carinensis 0 0 0 

1O．小角蟾 M．minor 0 l 0 

11．棘指角瞻 M．spinatus 0 l 0 

I2．峨山掌突蟾 Leptolalax oshanensis 0 0 0 

l3．螯掌突蟾 L．pelodytoldes 0 0 0 

l4．红点齿蟾 Oreolalax rhodostigma l l 0 

i5．列川齿蟾 0．1ichuanensis l 0 0 

16．雷山髭蟾 占， " 口̂，口 leishanensis 0 0 0 

l7．峨嵋髭蟾 V．boringii n 0 0 

18．大蟾蜍中华亚种 Bu]o 6．gargarizans l l 1 

l9．大蟾蜍华西亚种 B．6．andrewsi l 0 0 

2O．黑眶蟾蜍 B．melanostictus l 0 l 

21．华西雨 蛙 爿yla a fiectans l l l 

22．无斑雨蛙 H．arborea immaculata ’ 0 l l 

23．三 港雨 蛙 ．" f̂ 口 f fI， O 0 0 

2●．泽蛙 Rana limnocharis l 1 l 

25．大绿蛙 R．1ivida 0 0 0 

26．虎纹蛙 R．t zgrl rugulosa 0 0 0 

27．棘腹蛙 R．boulengeri l l l 

28．棘胸蛙 R．spinosa O 1 l 

29．台北蛙 R．*aipehensis 0 0 l 

30．棘侧蛙 R．shini l l l 

31．黑斑蛙 R．nigromaculata l 1 l 

32．演蛙 R．pleuraden l 0 0 

53．双团棘胸蛙 R．phrynoides l 0 0 

3●．威宁蛙 R．weiningensis 1 0 0 

35．云南臭蛙 R．d dersonii 1 l 0 

36．务川臭蛙 R．wuchuanensi$ 0 l 0 

37．安龙臭蛙 R．a lungens,j 0 O 0 

58．龙畦臭蛙 R．1u g shensis 0 1 0 

59．无指盘臭蛙 R． ，口̂ ami l 0 0 

4O．绿臭 蛙 R．，，largaratoe l 1 l 

41．花臭蛙 R．schmac&eri l l 1 

42．日本林蛙指名亚种 R． ．japonica l l 1 0 

43．日本林蛙昭觉亚种R．japonlca chaochiaoensis l 0 0 } ： 0 1 ．̈沼蛙R．guentheri 1 l 1 
l 1 0 45-弹琴蛙R．adenopleura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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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衰 1 

西 南 区 华 中 区 

名 称 西南山 
地亚区 西部山地高原亚区 

黔西高原 黔北中山 黔中山原 黔东南低山 黔南低山 
中山省 峡谷省 丘陵省 丘陵盆地省 河谷省 

46·竹叶蛙 R．versabilis 0 0 0 l 
0 47

· 阔褶蛙 R latouchii 0 0 0 l 
0 48

· 华南湍蛀 Stauroi rIf女etti 0 l l l 0 

49．崇安湍蛙 ．chung口 flj 0 0 0 l 0 

5O·斑腿树蛙 Rhacophorus leufo，，lv ，4 1 l l l l 

5l·无声囊树蛙 R． UgR$ 0 l l 0 l 

，2·大树蛙 R．dennyst 0 0 0 l 0 

53·黑点树蛙 R．nigropunf，口，_f l 0 l l 0 

54·经甫树蛙 R．chentui 0 l 0 0 0 

55·峨嵋树蛙 R．Om~iraontts 0 l 0 l O 

56·锯睫树蛙 R．caoirostris 0 0 0 l 0 

57·云南小狭口蛙 Calluella yunnanentis 1 0 0 O O 

58．多疣狭 口蛙 Kaloula frru~osG 1 0 0 0 l 

59·饰纹姬蛙 Microhyla or~GgG 1 l l l l 

6O·粗皮姬蛙 M．butleri 1 l l l O 

61·小弧斑姬蛙 M．heymo ， 1 l l l l 

62．花姬蛙 M．pulchra 1 0 0 l l 

63·合征姬蛙 M．mixtura 0 0 0 l 0 

为比较各动物地理省间两栖类种类组成的 

相似性，选用表征相似程度的定量指标为联合 

系数，联合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S一 !± 
n + b + c 

s——i、j两省间的联合系数。 

a——i、j两省状态都取“1”的物种数。 

d——i、j两省状态都取“0”的物种数。 

b——i、j两省状态分别取“1”，“O”的物种数。 

c——i、j两省状态分别取“0”，“1”的物种数。 

n— — a+ b一卜 d+ co 

由此建立各动物地理省间两栖类的联合系 

数矩阵 (表 2)。 

再按公式 D一 1一 S将联合系数矩阵 换 

成距离系数矩阵 (如表 2)，然后对距离系数矩 

阵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聚类方法为类 平均法， 

即先从距离系数矩阵中找到距离最小的一对类 

群，将其合并为一个新类群，再按下述公式计算 

新类群与其他类群间的距离系数。 

表 2 贵州两栖类备动物地理省分布联合系歙， 

距离系数矩阵表 

黔西 0 0．6304 0．5l76 O．7525 0．5349 

黔北 0．3696 0 0．3846 0．6000 O．6lll 

黔 中 0．48 24 O．6l54 O 0．6154 0．4634 

黔 东南 0．2475 0．4000 0．3846 0 O．7l43 

黔南 0．465l 0．3889 0．5366 0．2857 0 

黔西 黔北 黔中 黔东南 黔南 

一

Ilf

n v 

D] +署％ 
P、q——距离最小的两个类群。 

r——p、q两类群合并形成的新类群 

i——任意一个已知类群。 

Di —— r和 i的距离系数。 

n”n 、D r——类群 p、q、r所包含的分类单位个 

数。 

按上公式得到新的类群之间的距离系数矩 

阵，这样就完成了一次循环运算。接着进行下 
一

次循环运算，直到所有的类群都归属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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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群为止。 

二、结 果 与 讨 论 

按前述方法对贵州各动物地理省两栖类的 

分布聚类结果 (见图 1)。 

o．8 

o．6 

o 4 

o．2 

一 带海拔 2000米以上，南部盘县、兴 义一带 

1300米左右 ，乌蒙山纵贯本省 ，年平 均 气 温 

10一 l7℃，≥ 1O~C积 温 2500--5000℃，年 降 

水量 854．1—1520．9毫米。 黔南低山河谷省西 

部地势高，海拔 81DO一1000米，东南地势低，海 

拔 4OO一6OO米，年平均气温 18~C左右，≥lO~C 

积 温 为 5600--6000~(2， 年 降 水 量 1 176．8— 

1 376．9毫米。海拔高度在两动物地理省中由西 

北向东南逐渐下降，热量条件变化较大且从西 

北向东南逐渐增加。黔西高原中山省有两栖类 

29种，黔南低山河谷省有 20种，两动物地理省 

均有分布的有 14种，占种数多的黔西高原中山 

省的 46．7％。其中滇蛙、双团棘胸蛙、多疣狭口 

蛙等西南区种循乌蒙山由黔西高原中山省侵入 

黔南低山河谷省，而未分布到黔北中山峡谷省， 

黔中山原丘陵省。而华中区种 如肥螈 无斑亚 

种、小角蟾、棘指角蟾。龙胜臭蛙、华南湍蛙、峨 

眉树蛙等在贵州由东北向西南扩展，而未分布 

到南亚热带河谷地区，向西又受阻于横断山脉。 

从而使得黔西和黔南这两个动物地理省两栖类 

分布较相似而与其他动物地理 省存 在一定 差 

异。 
． 、 ‘ 一  

黔东南低山丘陵盆地 省 西 部 海 拔 8DO一 ’ 

1000米，东部、东南部地势低，海拔 4OO一6OO 

米 ，年平均气 温 18~C左 右 ，≥ 1O~C积 温 为 

5600--6000~(2，年降水量 1 132．6—1378．3毫米， 

热量较充沛，自然植被破坏少，其中梵净山．雷 

公山和月亮山仍保留完整的原生植被，比较适 

合两栖类生存。分布在这个动物地理省的喇栖 

类多达 47种，其中适应低海拔喜温的华 中区 

种：尾斑瘰螈、雷山髭蟾、峨眉髭蟾、三港雨蛙 

合征姬蛙仅分布在本动物地理省，而致使黔东 

南低山丘陵盆地省两栖类与其它四个动物地理 

省差异较大。 

丽栖类在贵州各动物地理省的分布有一明 

显特点，即贵州西部的种类较少，东部的较多。 

如黔西高原中山省有 29种，黔东南低山丘陵盆 

地省有 47种；黔南低山河谷省位于贵州 西南 

部，有两栖类 20种，而黔北中山峡谷省主要位 

于贵州东北部，有两栖类 3O种。两栖类由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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