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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共 通过实地调查和访问
,

初步了解中国特有极危物种金头闭壳龟的生存现状
。

金头闭壳龟仅生存于安徽省径县

和游县的青弋江源头和少数支流
,

实际占有面积不足 子
,

野外数 估计不足 】只
。

估计国内饲养总数不超过

么幻只
,

西欧
、

美国和日本约 “ 一 曳刃只
,

绝大多数为私人所有
。

根据其受胁因素和保护现状
,

建议提高保护级别
、

尽快建立保护区
、

开展野外和人工繁育研究
、

加强宣传教育
,

期望相关主管部门予以重视并及时采取有效保护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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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头闭壳龟 功 以讥刃叩“国她 发现命名于

年
,

为我国安徽省特有种
,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

中

国物种红色名录 列为极危物种
一

〕。 发现之初未引起

重视
,

但随着国内外饲养两栖爬行宠物之风愈演愈烈
,

由于其较高的观赏价值和极度稀有
,

再加上人为炒作的

因素
,

价格一再上涨
,

高达数万元
,

还有价无市
。

有不

少人前往产地高价收购并倒卖
,

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导致

的栖息地改变
,

再加上物种自身因素
,

金头闭壳龟已处

于极危境地
。

目前人们对于金头闭壳龟的了解尚十分有

限
,

主要是实验室研究
,

涉及到野外生态和保护的研究

很少
一

〕。 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龟的生存和保护现状
,

在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    阮  中

国项目和世界 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 《 一

伽 的支

持下
,

笔者  巧年 月和 月前往金头闭壳龟的产地安

徽省径县进行了野外生境调查和居民访谈
,

并调查核实

了人工饲养繁殖情况
,

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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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
,

腹甲黄色
,

有几呈对称排列的大黑斑
。

头金黄色
,

头侧略带黄褐
,

有 条细黑纹
’ 。

金头闭壳龟仅证实分布于安徽省境内黄山北坡
、

长

江支流青弋江的源头及少数四五级支流 径县琴溪河两

条支流 潜溪河古坝段 汀溪河蔡村段 和孤峰河孤峰

至昌桥段
‘ 一 ‘ , ’ 一 ‘ ,

黔县

青弋江源头清溪河美溪以上河段
’ 一 扣气阵

, ,

, 一 ,

等地
。

文献记载南陵 模式产地
、

广

德
、

宣城等地区的标本可能都来自径县〔
, 一 。

调查证实该龟仅生存于丘陵地区落差较大
、

浅滩深

潭相间的山溪型河流中
,

底质以鹅卵石和多隙礁石为

主
,

要求有供其生存隐蔽的深水潭以及深度不少于
。

的产卵沙地
,

水质清澈
,

岸边植被茂密
。

成龟野外活动

于深水中
,

常于深潭边的沙地或礁石上被捕获
,

幼龟多

出现于溪流洞水处
。

推测以鱼虾
、

溪蟹
、

水生 昆虫等为

食
,

于沙中产卵
。

夏季多于晨 昏夜间活动
,

冬季于深水

中潜伏越冬
。

人工饲养条件下
,

环境温度 ℃左右时
,

出现停食

或少食
,

℃左右进入冬眠状态
,

℃时能正 常进食
。

每年 月至次年 月为冬眠时间
,

水温超过 ℃时进入

半休眠状态
。

雌龟体重 以上
、

雄龟 以上性成

熟
。 一 月和

一 月是雌性的发情期
,

雄龟在除冬眠

期以外的任何时间都可发情
。

发情时长时间追逐嗅闻异

性
,

于水中交配
。

产卵最早 月 日
,

最迟 月 日
,

集中于 月底到 月初
。

年产卵 次
,

有时 窝卵较多

时
,

会间隔
一 左右

,

分两次产出
。

产卵前有少食

或拒食先兆
。

卵穴 深度一 般在 左 右
,

有时达

巧 。 ,

可达雌性体长的 倍
。

雌龟每年产卵
一
枚

年均 约 枚
,

硬质卵乳 白色
,

椭 圆形
,

重
,

卵的大小与雌龟体重有关
。

受精卵的比例约为

印
一 。

卵上覆盖
。 厚 的湿沙

,

孵化介质湿度
一 之间

,

一般孵化率可达 印 左右
。

℃恒温

下孵化期为
,

稚龟基本为雄性 ℃恒温下孵化期

印
,

稚龟基本为雌性
。

初孵稚龟平均体重 刀苦
’· 一 〕。

金头闭壳龟现存数 极为稀少
,

已知捕获记录见

表
。

衰 金头闭壳龟已知捕获记最

时间 地点 发现情况 资料来漂

, 臼 年之前 浸县 汀溪一人一日能捕获
一 只 张方等

,

田万

望抖一  年 浸县 水产部门每年收购
一
只 邹寿口等

,

夕曳

期
一
加以 年 璐县 每年捕获

一
只 店出生等

,

洲扔

太耳左年 璐县 清溪发现 只 张方等
,

洲乃

太刀 年 浸县 沧溪捕获 只
,

汀澳捕获 只 张方等
,

乞阴

加以 年 两县 无确切发现 本次调查

么耳巧年 月 径县 油溪捕获 只 本次调查

么l巧年 两县 无发现 本次调资

可见金头闭壳龟数量在最近 10 年 (一个世代 ) 内急

剧下降
,

野外已极难发现
。

冯照军等[4] 根据当地收购数t 估计野外数t 可能

期
一

知 只
。

张方和吴孝兵[s] 乐观估计野生种群密度为

1一 3 只/k廿
,

根据 120 kmZ 的分布面积推算出 120
一
3阅

只
。

笔者认为该龟仅生活于河道中
,

实际占有面积不足

1
.
s
kmz

,

而且野外种群近年来不断下降
,

现存总数不会

超过 2(X) 只
。

2 金头闭壳龟野外现状

金头闭壳龟为典型的狭布种
,

且实际分割于径县潜

溪河
、

汀溪河
、

孤峰河和黔县清溪河四个相对孤立地

点
,

其中孤峰河已多年未有报道
。

据本次径县实地调查
,

发现金头闭壳龟仅出现于溪

流环境中
,

产地溪流河床约宽 20
一
so m

,

历史上发现过

的河段不超过 50 km
,

实际占有面积不足 1 k
nlZ

,

黔县典

型栖息溪流宽度 不足 ro m ,

估计 实际 占有 面积 不足

0
.
5 kn产

,

总 占有面积不足 1
.
5 km早

。

3 金头闭壳龟人工饲养赞殖现状

金头闭壳龟的饲养比较容易
,

掌握好条件人工挤殖

也并不困难
。

但由于物种本身极度稀少
,

繁殖率低
,

性

成熟晚
,

成熟雄性个体过少
,

以及饲养者分散等原因
,

实际繁殖数t 不多
,

尚未有 n 代出生
。

3

.

1 国内概况

唐鑫生等调查至 以刃3 年
,

国内各科研展览单位现有

活体总数 8 只
,

均未实现繁殖
。

具体为安徽师范大学 3

只 《2早1舍)
,

华东师范大学 l舍
,

南京龟盆博物馆 2早
,

徐州师范大学 1早
,

扬州动物园 1含
。

拥有金头闭壳龟的

龟类爱好者和养殖户约 20 余家
,

共养有成龟 80 只左右
,

其中性成熟雄龟不足 20 只
,

人工繁殖的幼龟不超过 100

只[6]
。

已知饲养者主要集中于华东地区
,

其次是湖北省和

北京市
,

其他地区很少
。

人工繁殖取得成功者有上海市

陆伟
,

湖北武穴万年龟养殖基地 (张国安 )
,

江苏无锡

许振元
、

宝应毕文采
,

浙江杭州胡某
,

安徽南陵马某
。

香港是金头闭壳龟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地
,

有一些

宠物商和爱好者饲养
,

具体情况 尚不详
,

未有繁殖报

道
。

金头闭壳龟最后一次在香港市场上公开出现是 2(X 辫

年
,

据说为从美国再进 口的人工繁殖个体
。

台湾几乎没

有饲养
。

国内每年大概孵化 50 只幼龟
,

但去向和成活率不

明
。

周婷 2(X 刀 年最新报道
,

国内确切已知个体仅 1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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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外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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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欧洲和美国有 105 只金头闭壳龟被登记
,

全部属私人拥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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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i er 的努力下实现了金头闭壳龟的繁育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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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又孵化十余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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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Bro nx 动物园现有 3
一
4 只

。

据贸易资料估计
,

有不少金头闭壳龟流入 日本
,

但

目前情况不明
,

近藤裕司取得了繁殖成功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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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养殖 中存在的问题

人工养殖中有一些不科学的作法
:
急功近利

,

如加

温打破冬眠
,

以求快速生长
,

导致该龟软甲
、

水霉病等

症状发生 ; 孵化时温度偏高
,

导致死胚
、

畸形等现象
;

有些长年养在鱼缸中
,

未提供上岸晒盖和产卵的场所
,

所产之卵要么窒息而死
,

要么被龟当成食物咬破[’]
。

北

京有多人饲养
,

但由于加温饲养
,

不断喂食造成内分泌

紊乱
,

性成熟与体成熟不同步
,

无法发情繁殖
。

割破碎
,

适宜产卵的沙地难以寻觅
。

近年在径县潜溪河

和汀溪河上动工修建水电站
,

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完成
,

工程对金头闭壳龟生存的影响还难以预料
。

4

.

3 酷渔滥捕

调查发现在产地河流中
“

电鱼
、

毒鱼
、

炸鱼
”

的现

象十分普遍
,

鳗鲡
、

级鱼等已绝迹多年
。

酷渔滥捕不仅

危及金头闭壳龟的食物来源
,

更可能产生直接伤害或二

次中毒
。

据了解产地大部分金头闭壳龟都是在捕鱼时

捉到
。

4. 4 物种本身因素

金头闭壳龟属于典型的 K 对策生物
,

成龟在自然界

几乎没有天敌
,

寿命较长
。

但性成熟晚
,

成熟雄性比例

过低
,

繁殖率低
,

幼龟成活率低
,

世代时间长
。

野外密

度过低又直接导致交配率和受精率严重下降
。

4 金头闭壳龟的致危因素

导致金头闭壳龟目前极危处境的主要原因有
:

4
.
1 过度利用

金头闭壳龟性情温顺
,

行动迟缓
,

极易捕捉
。

据调

查了解在产地 1夕哭】年以前
,

金头闭壳龟仅被视为一种普

通的龟
,

当地群众并不食龟
,

大者多作为食物卖到市场

上
,

小者偶有小孩饲养玩赏
。

但随着作为一种珍稀的宠

物和仅次于三线闭壳龟的价格被人们日益关注
,

在欧美

日本市场上极为走俏[
’幻 。

有本地和南京
、

上海等地的龟

贩去产地高价搜求
,

导致金头闭壳龟一旦被人发现即遭

捕捉
,

野外数t 急剧减少
。

遗憾的是
,

至今还偶尔有人

把它当作药物或食物吃掉〔l3]
。

4

.

2 栖息地破坏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
,

金头闭壳龟的栖息地不断被

人类侵占
,

植被破坏
、

滩地开垦
、

修建公路
、

挖沙
、

工

业和生活污水排放
、

倾倒垃圾等活动都对金头闭壳龟造

成了极大的干扰
。

目前金头闭壳龟的幸存分布区已经分

5 金头闭壳龟保护建议

金头闭壳龟现已被列为安徽省 I级保护动物
、

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几幽) 附录 n 物种
、

国家

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
、

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和广东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

并属于 (进出

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 监管范围
。

目前
,

虽然有一

些饲养场办有驯养繁殖许可证
,

但金头闭壳龟的捕捉
、

收购
、

运输
、

出售
、

进出口贸易都未受到任何限制
。

同

时在具体主管部门上不明确
,

保护力量薄弱
,

在产区县

级行政机关中无专职渔政人员
,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仅由

林政人员兼管
,

公安部门对于非法捕鱼执法不力
,

环

保
、

工商等部门对于野生动物保护也缺少有效措施
。

根据物种本身特性和实际情况
,

建议采取以下保护

措施
:

5
.
1 完善立法

,

严格执法

根据金头闭壳龟目前的极危处境
,

建议将其提升为

国家 I级重点保护动物
、

C r l王S 附录 I或零配额
,

并确定

资源管理费
、

价值认定
、

刑事案情认定等执法中的具体

标准
。

同时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各级主管部门权责
。

有关部门应按照 Crl王5 公约
、

( 野生动物保护法 )

《刑法) (水 (陆) 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濒危野

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

高院法释 【2(XX) ] 30 号
、

37

号
、

农渔发 【2(X) 1」8 号
、

濒办动字 〔2(X X) 」51 号
、

濒

办字 【2(X) 1」45 号
、

海关总署公告 2(X抖 年第 3号
、

《安

徽省实施 <野生动物保护法 > 办法》等现有法律规章
,

在权责范围内严格执法
,

严禁非法捕捉
、

收购
、

运输
、

出售
,

杜绝走私
。

同时在产区按照 (渔业法实施细则》

(关于严禁炸鱼
、

毒鱼及非法电捕作业的通告) 和 (治

安管理处罚法) 等法规实施禁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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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采取就地保护措施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条
: “

应当在国家和地方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的地区和水域
,

划定自

然保护区
,

加强对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

存环境的保护管理
。 ”

金头闭壳龟虽然已列入 《安徽省

优先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司 ,

但却没有规划保护区建设
。

这与其安徽省特有种和具有国际保护意义的 Crl王S 附录

物种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

根据产地实际状况
,

建议在

径县汀溪自然保护区的基础上适当扩大保护区范围
,

将

遭溪河和汀溪河有金头闭壳龟分布的区域划入
。

黔县清

溪河也应建立保护区或者将其划入五溪山省级自然保护

区的保护范围
。

设t 专人负贵金头闭壳龟保护
,

沿河巡

护观测
,

开展宣传教育
,

限制开发建设和环境污染
。

5

.

3 协调管理饲养繁殖

(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 指出
: “

对⋯⋯

淡水龟鳌类等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
,

建立遗传

资源基因库
,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技术研究
,

强化

对水生野生动植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

建设濒危水

生野生动植物驯养繁殖基地
,

进行珍稀濒危物种驯养繁

育核心技术攻关
。 ”

根据 Cll王S 公约第七条和相关决议
,

可对目前金头闭壳龟的饲养者实行豁免
,

在调查掌握饲

养繁殖准确情况后
,

符合条件者补发驯养繁殖许可证
,

建立谱系登记制度
,

给予养殖场技术指导
,

协调利用亲

龟资源
,

防止繁殖幼龟违法交易和走私
。

5

.

4 开展科学研究

要采取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
,

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

据
。

建议各级保护
、

科技
、

教育等部门支持野外和人工

繁育科学研究
。

急需在产地开展长期深入 的野外保护生

物学研究
,

发现解决存在问题
,

并对保护人员实施培

训
,

提高业务能力
。

同时可在皖南合适的地点如宣城扬

子鳄繁殖研究中心建立龟类繁育基地
,

通过执法
、

国际

合作等手段获得龟只
,

开展人工繁育研究
,

并为再引入

提供种源
。

5

.

5 加强宣传教育

在产地要以各种方式开展深入宣传
,

教育群众不捕

捉野生动物
,

对明知故犯者严厉打击
,

以傲效尤
。

径县

是国家级贫困县
,

在具体工作中要认真探讨有效保护和

社区发展之间的科学关系
。

还应充分注惫中小学生生态

道德教育
。

对普通公众要不断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
,

纠

正不良饮食习惯
,

树立做守法负责任的宠物主人观念
。

在立足国内保护的同时
,

向世界宣传中国龟鳌类当前处

境和保护中的实际困难
,

以实际行动消除国外对我国龟

鳌类保护工作的误解
,

并争取对我国龟盆类保护的资金

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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