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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斑蛙是我国分布最广的两栖动物之一，但目前有关其繁殖生态和产卵地选择还所知甚少，而且多

局限于定性描述。"$$(—"$$) 年在宁波地区黑斑蛙的繁殖期，对黑斑蛙的繁殖生态研究分析表明，该蛙在繁殖

期的种群密度为 $ *$’$& + $ *$$"’ 只 , -（! . !!）；该蛙是雌雄二形性的蛙类，雌性蛙类的体重和体长都显著大

于雄性；该蛙窝卵数的变化幅度较大（! /()—0 %’0 个），平均窝卵数为 ()(& *$( + "&/ *’) 个（! . /$）；卵径范

围为 ! */$—! *0( --，平均卵径大小为 ! *)$/$ + $ *$$() --（! . "")）。对黑斑蛙产卵地选择的研究结果表明，

产卵地在水域比率、裸地比率、植被盖度、水深、水温和水的透明度等方面与随机样方不同；该蛙偏爱在水域

比率和植被盖度较高的生境产卵，而避免在水体较深的生境产卵。为了更好地保护黑斑蛙的产卵栖息地，今后

应优先保护水域比率和植被盖度较高而水体不深的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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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斑蛙（!"#" #$%&’(")*+","）是我国分布最

广的 两 栖 动 物 之 一（!"#$ % &’()*，+,,-；.)/，
+,,,）。黑斑蛙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不

仅可 捕 食 多 种 节 肢 动 物（!"#01 % 2#$，+,3,；

45#01，+,,6；4/*#/ % 7#895/，+,,,），还是许多蛇

类、肉食性哺乳类、涉禽类和猛禽类等大型脊椎动

物的 重 要 食 物（2$/0 )8 #(，+,:3；45#01，+,,6；

;$51" )8 #(，<66-）。然而，由于栖息地减少、人为

捕猎和野生动物贸易等原因（45#01，+,,6；=/ %
=/，+,,>），该蛙种群数量已呈下降趋势。+,,? 年

以来，黑斑蛙已经被我国许多省份和地区列为重点

保护动物（@") A8#0’/01 B$CC/88)) $D 4#/0#0 ;)$E
F()’9 B$01*)99，+,,?；@") B$09)*G#8/$0 HDD/I) D$* J/(’
&0/C#(9 #0’ ;(#089 $D 25#01’$01 ;*$G/0I)，<66<；&0E
"5/ ;)$F()’9 2$G)*0C)08，<66-；4)K)/ ;)$F()’9 2$GE
)*0C)08，<66>；L/#01M/ ;)$F()’9 2$G)*0C)08，<66?）。

两栖类的繁殖生态研究包括繁殖地点、繁殖时

间、雌雄性比和形态区别、性成熟时的体长及产卵

等方面（!$5，+,,-）。国内有关黑斑蛙的繁殖生态

学研究较少，仅有少量该蛙产卵习性的描述（=/0，

+,>3；J#01，+,?>）。有关该蛙繁殖生态的许多基

本问题，如繁殖期的种群密度、性比、性成熟时的

体长、窝卵数和卵径大小等都还不清楚。对黑斑蛙

繁殖生态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其繁殖特征

的了解，而且对其种群恢复计划的制定也具有重要

的指导作用（A)C(/89I"，<66<）。

产卵地选择是雌性个体将卵产在与随机地点不

同的地点的行为过程（J/(9$0，+,,3）。此行为过程

具有使卵免受天敌捕食和免受极端环境影响的功能

（L$)*0 % L#IN9$0，+,3+；O)IN)* % P*’)()0，+,3<；

;)8*#0N#，+,,6；O5*1)*，+,,-）。由于绝大多数两栖

类在产卵后缺少卵守护（)11 #88)0’#0I)）、卵的热

调节（)11 8")*C$*)15(#8/$0）、育雏等亲体关怀行为

（F$98$G/F$9/8/$0#( I#*)）（45#01，+,,6；;$51" )8 #(，
<66-）：因此，产卵地选择对卵的发育、生长和存

活率等具有重要的影响（J/(9$0，+,,3；Q$(K) %
L#0R)0，<66+）。然而，有关黑斑蛙产卵地选择的研

究均仅为定性描述（45#01，+,,6；.)/，+,,,），甚

至有关其产卵地选择及相关影响因素还未见有定量

的、系统的研究。

本文对宁波地区黑斑蛙的繁殖生态和产卵地选

择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影响其产卵地选择的主要

因素。这有助于加深对其繁殖生态学的了解，并对

保护其栖息地生境，提高繁殖率和成活率，以及制

定有效的物种保护策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 方 法

! "! 研究物种

黑斑蛙体形较大，雄蛙体长 ?< S- CC，雌雄体

长 :T ST CC。雄性第二特征明显，第一指内侧有灰

色婚垫，有 + 对咽侧外声囊，有雄性线。该蛙广泛

栖息于平原或丘陵的水田、池塘、湖沼、河流及海

拔 < <66 C 以下的山地。黑斑蛙为杂食性蛙类，其

食物主要包括膜翅目、鞘翅目、双翅目、半翅目、

鳞翅目等多种节肢动物类和甲壳纲动物（!"#01 %
2#$，+,3,；45#01，+,,6；4/*#/ % 7#895/，+,,,）。

在浙江省，该蛙 - 月份出蛰并开始繁殖，繁殖高峰

期为 T—> 月，于 : 月份停止繁殖。在繁殖季节，

喜欢在水稻田、浅水池塘、浅水沟等栖息地产卵，

一般 不 将 卵 产 在 深 水 池 塘 和 溪 流 等 流 水 水 体 中

（45#01，+,,6）。每年产卵一次，所有卵一次性产

出，每窝卵为 :36—>>+T 粒。所有卵彼此黏连成团

状，卵径为 + S>—< S6 CC，动物极深棕色，植物极

淡黄色或乳白色，通常黏着在植被上。新产出的卵

一般在 -—T 天孵化成蝌蚪，然后大约经过 < 个月

完成变态（45#01，+,,6）。

! "# 研究地点

研究地位于宁波北仑区的郭巨镇和邱隘镇，地

理坐标为北纬 <,UT+V—-6U6+V，东经 +<+U-,V—+<<U
+6V。北仑区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气

温 +? S-W，+ 月 平 均 气 温 > S<W，: 月 平 均 气 温

<: S3W，年平均降水 + <,: CC（B5/，+,,3）。植被

主要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形地貌属沿海丘陵

平原区，丘陵和平原相间分布，平原约占 -6X，

丘陵 约 占 :6X（!")Y/#01 O5*)#5 $D A5G)Z/01 #0’
7#FF/01，+,3,）。根 据 实 地 调 查 并 参 照 J5 )8 #(

（<66T）的研究，可将黑斑蛙的栖息地划分为以下

类型：稻田、水沟、池塘、水库、河流、旱地。关

于各类栖息地的定义参见 J5 )8 #(（<66T）。北仑区

最高海拔为 ?>: C，共有两栖动物 +: 种，其中蛙

形 目 （[#0/D$*C)9） +- 种， 蝾 螈 目 （ A#(#C#0’*/E
D$*C)9）T 种（45#01，+,,6；=/ )8 #(，+,,3）。

选择郭巨和邱隘这两个研究地点主要是基于：

（+）这两个地点有工作基础，其物种组成比较清楚

（=/ )8 #(，+,,3）；（<）这两个地点较偏远，没有人

为捕抓活动，从而可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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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地点有黑斑蛙生存所需的各种栖息地，便于进

行产卵地选择研究，而其他邻近地点由于大量种植

花木等人为活动已经导致该蛙栖息地类型和面积的

大量减少或消失。

! "# 调查方法

在 !""# 年 $—% 月、!""& 年 #—& 月和 !""’ 年

& 月期间，对郭巨镇和邱隘镇的稻田、水沟、池

塘、水库、河流、旱地等栖息地进行了调查，搜集

有关黑斑蛙产卵地的相关栖息地变量及其种群密

度、性比、性成熟时的体长、窝卵数及卵径大小等

繁殖生态数据。

( )$ ) ( 栖息地变量调查 由于黑斑蛙适宜栖息地

的减少，尽管蛙的卵块在野外较容易发现，但卵块

的数量却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采用 *+,-./-0 123
,12..-+4 实验设计中的 56.235+4/1+7 设计来调查和分

析其产卵地选择（826/-4, 9 5:211;，!""#）。该实验

设计（56.235+4/1+7）适合于卵或巢容易发现，其

数量却相对较少的情况（826/-4, 9 5:211;，!""#）。

在上述调查期间，每天 <：$"—(’：""，在每

个调查点沿稻田、水沟、池塘、水库、河流、旱地

等栖息地的可接近岸边仔细搜寻黑斑蛙的卵块。发

现卵块后，以卵块为中心点，将一个 ( =! 大小的

细铁丝框放置其上，对其中的栖息地变量进行测量

（表 (）（>?1,21 9 @6AA67+1/-，(B<’；C-7.+4，(BB<；

8+7D2 9 E64F24，!""(）。随后，对随机样方的栖息

地变量也进行同样的测量。随机样方的确定采用随

机数字表，具体为：从随机数字表抽取 ! 个数字，

一个用来表示随机样方的方向；另一个用以表示随

机样方距产卵地中心的距离（>?1,21 9 @6AA67+1/-，
(B<’；>?1,21，(BB$）。

( )$ ) ! 卵的采集和测量 在进行完上述栖息地变

量的测量后，将卵块整个放入到直径大约为 !" 0=
的塑料盆内，然后将每窝卵分别放入一个贴有标签

（标有采集地点和栖息地类型）的塑料袋中带回室

内，以便进行进一步测量。在室内，将每窝卵在白

磁盘中铺展开，并用电子计数器来计算窝卵数。在

每一窝卵中，随机选择 ’ 个卵，用游标卡尺来测量

其卵径（精确到 " )"! ==，G2H2I+，(BB!）。

由于卵在发育到 J+.421 (" 之后会呈现椭球形

（J+.421，(B’"），从而影响卵径测量的准确性，因

此所有卵径的测量都是在此阶段之前进行。当采集

到的卵块已经发育到 J+.421 (" 之后，此时只对其

窝卵数进行计数，而不再测量其卵径。在对蛙卵进

行上述测量后，再将其放回到原来的采集地点。

( )$ ) $ 蛙的密度调查 在每晚的 (B：""—!(：$"，

在白 天 采 集 蛙 卵 的 地 点 用 样 线 法 调 查 蛙 的 密 度

（E62,21，(BB#）。每条样线宽为 ! =，长为 &"—!""
=， 取决于调查栖息地的大小及其可接近程度。

在调查时，用 (! K 的灯照明，沿着稻田的田埂和

水沟、池塘、水库、河流等栖息地的可接近岸边，

表 ! 黑斑蛙产卵地和随机样方中栖息地变量的测量及其说明

$%& ’ ! (%&)*%* +%,)%&-./ 0.%/1,.2 %* !"#" #$%&’(")*+"," 3+)43/)*)35 %52 ,%5230 /)*./
变量 K61-6D72. 测量及说明 L26.?12=24/ 64I M2.01-A/-+4
水域 C6/21（N） 估测值，分为 & 个等级：(（"N—!"N），!（!(N—#"N），$（#(N—’"N），

#（’(N—<"N），&（<(N—(""N）。

裸地 >612 ,1+?4I（N） 估测值，分为 & 个等级：(（"N—!"N），!（!(N—#"N），$（#(N—’"N），

#（’(N—<"N），&（<(N—(""N）。

植被盖度 K2,2/6/-+4 0+O21（N） 估测值，分为 & 个等级：(（"N—!"N），!（!(N—#"N），$（#(N—’"N），

#（’(N—<"N），&（<(N—(""N）。

水温 C6/21 /2=A216/?12（P） 实测值，为水的表层温度。用最小刻度为 " )(P的温度计在水面表层 ! 0= 处

进行测量（L0Q7A-42 9 M-7R+1/:，(B<B）。

水深 C6/21 I2A/:（0=） 实测值，用最小刻度为 ( == 的钢尺进行测量。

水透明度 C6/21 /?1D-I-/; 估测值，分为 & 个等级：( 表示水非常清澈，& 表示水非常混浊。

AS 值 实测值，用测量范围为 "—(# 的 AS 试纸在水面表层 ! 0= 处进行测量

（L0Q7A-42 9 M-7R+1/:，(B<B）。

鱼有无 T-.: A12.2402 +1 6D.2402 实测值，采用观察法（O-.?67 240+?4/21 .?1O2;.，S2;21 2/ 67，(BB#）和网抄法

（I-A342//-4, .R22A，U2617 2/ 67，!""&）来确定样方内及样方所在的大生境是

否有鱼类的出现。鱼类作为蛙卵的捕食天敌因素（86/ 2/ 67，(B<<；U-77-+I
9 U2/21.+4，!""(）V

距最近道路的距离 实测值，用 JUW 测量样方中心到最近道路的距离。该变量作为潜在的人为

M-./6402 /+ /:2 42612./ 1+6I（=） 干扰因素（W21,-+ 2/ 67，!""#）。

<<( 动 物 学 研 究 !< 卷



仔细搜寻和计数每一只发现的黑斑蛙。调查时行进

的速度为 !—" #$ % &，用 ’() 记录每条样线的长

度。为避免不同调查者对蛙发现和识别的个体差

异，所有密度调查均由一人完成。

! *+ * , 蛙的采集和测量 在调查完蛙的密度后，

沿着相同的样线采用手抓或网捕的方法尽量捕捉所

有遇见的黑斑蛙个体。随后，将每条样线抓捕的黑

斑蛙分别放入不同的塑料袋中带回室内，以便进行

进一步的测量。在室内，用天平和游标卡尺分别测

量蛙 的 体 重（精 确 到 - *! .）和 体 长（/012345603
760.3&）（精确到 - *-" $$），并鉴定性别。对蛙的性

别鉴定主要根据雄性第二性征，有婚垫和雄性线的

个体被认为是雄性（8290.，!::-；;6<，!:::）；由

于雌性和亚成体在外观上没有明显的特征可以区

别，因此将比最小雄性还小的个体确定为亚成体，

而其他没有雄性特征的个体则为雌性（相似的方法

见 8<=9<（"--,）和 >2 63 97（"--?））。在进行上述

测量和处理后，于第二天清晨将其放回到原来抓捕

的栖息地。

! *+ * @ 统计分析 每条样线的黑斑蛙密度 A 黑斑

蛙数量 %样线长（只 % $）。采用所有样线的平均值

来代表每个调查点的种群密度。用 ! 检验来比较不

同性别黑斑蛙的身体大小差异。用每个地点所抓取

的所有蛙的雌雄比作为其繁殖期的性比。对黑斑蛙

种群密度、身体大小、窝卵数和卵径的 ! 检验表

明，这 些 变 量 并 不 存 在 地 点 和 年 间 差 异（ " B
- *-@），为了增大样本量，将其合并进行分析。

用 C1.</3<D =6.=6//<10 确定影响黑斑蛙产卵地选

择的主要因素。分析时，为减少共线性和回归模型

中的变量数量，先用 E9004>&<306F # 检验对有蛙

卵出现的样方和随机样方中所测量的变量进行比

较，然后仅将在这两类样方中有显著差异的变量进

入多元逐步回归处理（)6=.<1 63 97，"--,）。

在进行上述分析前，先用单样本 $%& 检验以

分析数据的正态性，当数据呈正态分布时，用 ! 检

验对均值进行比较；若为非正态分布，则采用非参

数 E9004>&<306F # 检验。平均值表示为 E690 G
&’。显著性水平定为!!- *-@（双尾检验）。以上

分析均采用 )()) H1= ><0I1J/ !+ *- 统计分析软件完

成。

! 结 果

! "# 黑斑蛙的繁殖生态

黑斑蛙繁殖期的种群密度为 - *-:-+ G - *--":
只 % $（( A !!），但不同栖息地中的种群密度并不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 KLMNK， )"，O A - *!P， " A
- *O,?）。在调查期间，共抓到 P? 只成年黑斑蛙，

其中雄性 @" 只，雌性 ", 只，雌雄性比为 ! Q " * !P。

本研究中具有第二性征的最小雄性黑斑蛙的大小为

!" *- . 和 ,: *"? $$，最小雌性个体的大小为 !O *@ .
和 @+ *"? $$。 ! 检验表明，黑斑蛙是雌雄二形性的

蛙类，雌性蛙类的体重（雌性 A ," *@, G , *-: .，雄

性 A "? *@: G ! *-P .； ! A @ *-",，" R - *--!）和体

长（雌性 A P+ *,@ G " *+- $$，雄性 A ?@ *-, G ! *-@
$$； ! A + *+",，" A - *--"）都显著大于雄性。

在各类栖息地中共找到黑斑蛙的卵块 @- 个，

其中 +O 个位于稻田，!- 个位于水沟，! 个位于河

流，! 个位于池塘，而在旱地和水库中未发现有卵

的分布。卡方检验表明，黑斑蛙卵块在各类栖息地

中的分布不是随机的（"
" A P+ *?O， *+ A +， " R

- *--!）。窝 卵 数 的 变 化 幅 度 较 大（! @,?—P O:P
个），平均窝卵数为 ,?,+ *-, G "+@ *:? 个。对 ""?
个卵径的测量表明，卵径范围为 ! *@-—! *P, $$，

平均卵径大小为 ! *?-@- G - *--,? $$。

! "! 黑斑蛙的产卵地选择

E9004>&<306F # 检验表明，在黑斑蛙的产卵

地与随机样方中，除了 S8 值、有无鱼类以及距最

近道路的距离无显著差异外，其他 ? 个栖息地变量

都有显著差异（表 "）。在这 ? 个栖息地变量中，有

+ 个进入了多元逐步回归模型：即水域比率、植被

盖度和水深（表 +）。该模型对黑斑蛙产卵地的预测

正确 率 为 :P *OT，对 随 机 样 方 的 预 测 正 确 率 为

:+ *+T，总的预测正确率为 :@ *?T。

$ 讨 论

$ "# 黑斑蛙的繁殖生态

本文首次对黑斑蛙在繁殖期的种群密度、性

比、性成熟时的身体大小、窝卵数和卵径大小等繁

殖生态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黑斑蛙在

性别组成上以雄性为主，这与其他一些无尾目的研

究结果相似（C< U V&60，!:O?；W<90 63 97，!::O）。

在本研究中，最小雄性黑斑蛙的大小为 !" *- . 和

,: *"? $$，最小雌性个体大小为 !O *@ . 和 @+ *"?
$$。而在 X&60. 63 97（"--"）的研究中，最小雄性

黑斑蛙的大小为 ", *- . 和 ?@ *!" $$，最小的雌性

个体大小为 ", *P! . 和 ?@ *,: $$。性成熟时身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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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黑斑蛙产卵地与随机样方内变量的差异比较

"#$ % ! &’()#*+,’- ’. /#$+0#0 1#*+#$23, (3#,4*35 #0 !"#" #$%&’(")*+"," ’1+)’,+0+’- #-5 *#-5’( ,+03,

变量 !"#$"%&’(
产卵地 )*$+,($-$,. ($-’(
/’". 0 !"（# 1 23）

随机样方 4".5,6 ($-’(
/’". 0 !"（# 1 23）

$ %

水域 7"-’#（8） 92 :;; 0 < :=> ;? :22 0 ? :99 @9 :;A B > :>><
裸地 C"#’ D#,E.5（8） ? :F9 0 > :F9 <F :?? 0 ? :23 @2 :92 B > :>><
植被盖度 !’D’-"-$,. G,*’#（8） ?; :>> 0 < :A2 3< :;; 0 ; :F; @3 :22 B > :>><
水温 7"-’# -’6+’#"-E#’（H） ?F :;; 0 > :;9 ?3 :?? 0 > :;> @? :2> > :><F
水深 7"-’# 5’+-I（G6） <> :;3 0 ? :<2 = :F2 0 2 :3A @F :9> B > :>><
水透明度 7"-’# -E#%$5$-J < :>2 0 > :>; < :2> 0 > :<2 @? :3? > :><?
+K 值 F :=2 0 > :>3 F :A< 0 > :>9 @> :F= > :2AA
鱼有无 L$(I +#’(’.G’ ,# "%(’.G’ > > :>2 0 > :>; @< :2? > :<33
距最近道路的距离 <? :2A 0 < :3> <? :3> 0 < :F> @> :<?2 > :A>?
M$(-".G’ -, -I’ .’"#’(- #,"5（6）

表 6 预测黑斑蛙产卵地占有的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参数

"#$ % 6 7+8-+.+9#-0 /#$+0#0 1#*+#$23, +- 2’8+,0+9 *38*3,,+’-
(’532 0/#0 $3,0 ,3)#*#035 )’-5 .*’8 ’1+)’,+0+’-
,+03, .*’( *#-5’( ,+03,

变量 !"#$"%&’( & 7"&5 %
水域 7"-’#（8） ;> :<? A :?3 > :>>?
植被盖度 !’D’-"-$,. G,*’#（8） <F :F< ; :9< > :>32
水深 7"-’# 5’+-I（G6） @> :>3 A :<; > :>>;
常数 N,.(-".- @?? :?9 F :2> > :><<

小的差异可能与其在不同地点间所面临的气候和温

度等非生物因素有关（O(I-,.，?>>?；P"ED’. ’- "&，
?>>3），也可能与捕食天敌和食物资源量等生物因

素差 异 有 关（4’Q.$GR ’- "&，<AAF；S-’"#.( ’- "&，
?>>>；7E ’- "&，?>>F）。

本研究表明，黑斑蛙是雌雄二形性的蛙类，雌

性蛙 类 的 身 体 显 著 大 于 雄 性，这 与 TI’.D ’- "&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雌性和雄性在年龄

上的差异、死亡率的不同、对资源利用的差异等都

可能会导致该蛙雌雄二形性的产生（SI$.’，<A9A；

K,U"#5，<A=<；O.5’#((,.，<AA2；/,..’- V NI’##J，

?>>?）。在本研究中，黑斑 蛙 的 窝 卵 数 为 < 32F—

9 =A9 个，这与 7".D（<A39）报道的 9>>—; 3>> 个

及 P$.（<A3=）报道的 9=F—3 <<2 个不同。该差异

可能与黑斑蛙在不同地点间的身体大小差异有关

（W$&&’J，<AF=；SX-I’#，<A=9），还可能与其面临的

食物量及捕食天敌等因素的差异有关（N&$YY,#5 V
O.5’#(,.，?>><；T".’--’ ’- "&，?>>F）。

6 :! 黑斑蛙的产卵地选择

本文首次对黑斑蛙的产卵地选择进行了定量研

究。研究结果表明，水域比率、植被盖度和水深是

影响黑斑蛙产卵地选择的主要因素：黑斑蛙偏爱在

水域比率较高的生境产卵，这可能与该蛙类体型较

大，需要较大的水域面积来完成繁殖、交配与产卵

有关。其偏爱在植被盖度较高的生境产卵，可能与

植被能为其提供逃避敌害有关（7’#.’# ’- "&，<A=;；

C"%%$-- V Z,#5".，<AAF；P"E#$&"，<AA=）；其避免在

水体较深的生境产卵，可能与卵的发育需要消耗大

量的氧，也需要一定的温度有关（P$.，<A3=）。在

深水环境中，氧的含量较低，水温上升也较慢，因

此不利于卵的发育，这可能是导致黑斑蛙避免在水

体较深的生境产卵的主要原因（P$.，<A3=）。

尽管裸地比率、水温和水的透明度等变量在产

卵地与随机样方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并不是

影响黑斑蛙产卵地选择的主要因素。裸地比率对黑

斑蛙产卵地选择没有影响，可能是由于该变量只是

水域比率的一个协变量，因为两者表现出很强的相

关性（ ’ 1 @> :2<<，# 1 A>，% B > :>><）。水温和水

的透明度也不是影响黑斑蛙产卵地选择的主要因

素，可能与这两个变量在产卵地和随机样方中的差

异幅度很小有关（表 ?）。

本研究对保护黑斑蛙的栖息地生境，以及制定

有效的物种保护策略也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从大

生境上来讲，由于黑斑蛙卵块在各类栖息地中的分

布不是随机的，而且绝大多数都分布在稻田和水

沟，因此，应优先保护这两类生境。从微栖息地方

面来看，由于黑斑蛙偏爱在水域比率和植被盖度较

高的生境产卵，避免在水体较深的生境产卵（表

;），因此，今后在制定保护措施时应优先考虑保护

水域比率和植被盖度较高而水体不深的微生境，这

样便可更好的保护该蛙的产卵栖息地，从而提高其

繁殖率和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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