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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部呈丘状隆起，隆起处大而短，肛裂纵裂较 

长，肛裂内壁具乳状突，外壁无辐射状淘纹；雌 

体腹部肥大，肛部隆起小而高，肛裂短或呈 圆 

形，肛裂内壁无乳状突，外壁有辐射状沟纹。 

3 繁殖与孵化 

3．1 繁殖期及性比 种群繁殖期一般为 5月 

上旬至 7月上旬 最早 见于 5月 6日(1989 

年)，最晚见于 7月8日(1994年)。繁殖期的 

总性 比 ：旱=3．03：1(n=137)。性比组成的 

月变化差异较大，5月为 1．94：1( ／旱，n： 

47)，6月为 4．2：l( ／旱，n=78)，7月为 3：1 

(分／旱，n=12)。 

3．2 求偶、配对、纳精行为 野外采集已配对 

或未配对的成体，在室内分四组饲养，约 24— 

48h后则出现求偶配对行为。求偶行为在水中 

进行，雄螈爬到雌螈身体腹面，用前肢的手部紧 

紧抱住雌螈前肢基部或后肢股部，雌上雄下，雌 

螈身体腹面与雄螈身体背面几乎重叠；雌螈借 

尾的摆动在水中游泳或在水中爬行，爬行时，是 

以雌螈的前肢和雄螈的后肢在水底交替走动； 

当雌雄螈的这种抱对行为持续 l一2d时．雄螈 

的尾部弯向自已后肢的附近，尾 部约 1／3段呈 

蛇形弯曲，并迅速颤动；以后，雄螈后肢尽量爬 

向两侧，泄殖腔孔分开，将一圆锥形胶膜及一个 

透明棒状精包(精包长 11．24一l1．36ram，宽 

4．54—4．76ram，n：3)排出体外。胶膜基部粘 

附在水底基质上，顶部与精包的下端相连，精包 

上端游离于水中。这时，雌雄螈身体分开。分 

开的雄螈多在水底不动，雌螈在排出的精包附 

近缓慢爬行。当雌螈泄殖腔部位接触到精包 

时，泄殖腔慢慢伸长 3—4mm，并反复挪动，将 

精包游离端纳入泄殖腔内。约 15--30min后， 

雌螈把精包内的精子全部吸入体内，在输卵管 

中进行体内受精 。此时，吸入体内部分的精包 

被排出体外，顶端破裂呈分枝状，雌螈泄殖腔恢 

复原状，整个精包从圆锥形胶膜顶端脱落，沉于 

水底。若雄螈的精子未被雌螈纳入，精包不发 

生弯曲，这与东方蝾螈(Cvopsorienlalis)精包弯 

曲呈“s”形 (曲韵芳，1964)、蓝尾蝾螈 (C· 

cyanurus)排出精子团，精子团外无透明精包 

(费梁，1988)均有明显区别。贵州疣螈繁殖行 

为独特可能是该物种求偶配对的鉴别性特征。 

3．3 产卵 雌螈纳精 3—4h后，开始产卵。产 

卵行为在水进行，产第一枚卵多在夜间零时以 

后。但产卵期间不分自昼。产卵时雌螈泄殖腔 

伸出3—4mm长，待产出卵时，突起慢慢缩回， 

时间约 3—4s。每次产卵 2—3枚，卵单生，分 

散于水底，野外产于水生植物附近居多，未发现 

卵附粘在永生植物枝叶、石块上。卵外有透明 

胶质膜，常附淤泥。从纳精完毕到产最后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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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l 贵州疣蠕头体长与每窝产卵数的关系。 

示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敷。 

卵需 1—3d。贵州疣螈年产一窝(n=9)，窝卵数 

平均为 141．33主14．14枚(见表 1)。窝卵数 

( )与雌体头体长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线性回 

归方程 =一225．3862+3．7072X[r：0 8464， 

F(1．7)=16 24，F=17．685>Fo ](图 1)。 

刚产出的卵近球形，单粒重(卵外胶次膜除 

外)为 0．269(0．19 ．33)g，n：138)，卵径为 

2．30—3．40mm，连 同卵外 胶质 膜的大 小 为 

6．45×6．16mm(n=138)。卵的动物极黑褐 

色，植物极灰白色或浅土黄色，卵中央具胚盘， 

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胚盘总是向上。 

3．4 孵化 从 表 1看 出，在水 温 l6．5— 

22．5℃的条件下，孵化期平均为21．6d，孵化率 

为46．54％。6月平均孵化率(85．20％)高于 5 

月(8．01％)，与气温和降雨量有关。水城地区 

6月平均气温 l8．1℃，降雨量为 243．7ram，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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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贵州疣姆产卵时间、产卵■噩孵化率 

平均气温 16．5℃，降雨量为 134．6mm。未孵出 

的卵大多数是因污染水霉菌而腐烂。 

4 幼体生长 

对 9窝227尾不同日龄幼体的形态特征变 

化作了系统观察(图2)，简述如下： 

0龄期 (初出膜幼体)：全长 l1．85±2．24 

(SE)mm(n=30)；体呈浅褐色，背面尤其是尾 

部两侧具不规则的黑褐色点状斑；唇褶发达 ；眼 

后下方两侧各有一条约 1．20—1．64mm的平衡 

枝；具三对羽状外鳃；背鳍发达，起于躯干前段 

背中线，向后在尾末端与尾鳍相连；尾腹鳍起于 

泄殖腔孔后缘；腹部外突呈近球形，内有残存的 

卵黄囊(3—4日龄后消失)；前肢末端分二叉； 

幼螈侧卧于水底，运动迟缓，约 1—2d后正伏于 

水底，且运动速度变快。 

15龄期(出胶膜至第 15d)：全长 14．93± 

0．39 mm(n=28)；前后肢均分化出四指(趾) 

(5—6 El龄，前肢末端三叉状，9日龄时呈四叉 

状；后肢刚破皮，趾端二叉状)，指长序为3·2·1 
·4(第四指仅见突起)。后肢长 2．63±0．11mm 

(n=28)；夜间野外捕捉时怕光，常躲于水草丛 

中。 

30龄期：全长 19 83±0．49 mm(n=22)； 

前肢长 3．94±0．12 mm，后肢长 2．88±0．61 

mm，且分化出五趾，趾长序为 3·4·2·5·1，趾部 

有蹼相连 此期特点是前肢长于后肢。 

45龄期：全长 34．25±0．64 mm(n=27)； 

前后肢长几乎相等，分别为 5．82±0．16 mm， 

5_87±0．14 mm，说明后肢生长快于前肢。 

60至 75龄期：全长由40．88±0．46 mm(n 

=74)增长到 52．54±0．14 ram(n=16)。前后 

肢几乎保持等速生长，这种生长特点一直持续 

到幼体上岸登陆的变态期(105日龄)。后肢趾 

『可蹼退化消失。 

9O龄期：全长 59．52±0．69 ram(n=11)。 

指、趾薛变为桔红色。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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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2 贵州疣■备器官的生长 

105龄期(变态期)：约 95日龄左右，外鳃 

分枝开始消失，到变态时(105d)，全长 61 94± 

0．66 mm(n=12)。多数个体外鳃消失，少数个 

体还留遗迹；尾背鳍向后退缩到躯干后段的背 

中线；唇褶消失；额鳞弧及头顶“v”形棱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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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类和蛞蝓农业上的害虫” 

专题国际讨论会在英国肯特大学召开 

“螺类和蛞蝓农业上的害虫”专题国际讨论会于 1996年9月24—26日在英国肯特大学召开。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英、美、法、德、日、西班牙和中国等 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约250余人参加。 

这次专题讨论会是由英国植物保护学会主办，德国 Bayer公司资助。 

这次专题讨论会分为7个专西报告和一个板报栏。即1，鉴定和分类；2．经济影响；3．生理学 

和机能；4，行为学和生态学；5．化学防治j6，生物防治；7，综合害虫管理。在讨论会上宣读了近 

6O余篇论文，并印有会议论文专集。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对螺类和蛞蝓的一次重新认识 

和估价，在会上展示了世界各国科学工作者和有关企业、公司新近研制的防治螺类和蛞蝓新农药和 

新的防治技术和手段．并且各国公司对防治螺类和蛞蝓新的农药的研制竞争也十分激烈。目前看 

来对于淡水、陆生软体动物的防治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当前对于螺类和蛞蝓的研究除了传统的 

方法外，也使用了较先进的计算机、X．射线 生物化学等技术。在防治方面，除机械外，应用低毒或 

无毒．对环境无污染的化学诱饵药物和生物天敌来防治。如在澳大利亚应用大规模人工养殖步甲 

虫、沼蝇来防治陆生螺类已获得成功。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陈德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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