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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 缘闭壳龟是一种古老的物种，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科学研究价值 .近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黄缘闭 

壳龟这一世界珍稀濒危物种的野生种质资源进一步遭到破坏.通过总结黄缘闭壳龟形态学及种群分类学的相关研  

究 ，概述了黄缘闭壳龟的最佳生存条件、不同种群的主要特征以及群体间的分类方法 .该研究为黄缘闭壳龟濒危的  

种质资源保护、栖息地重建、自然保护区管理以及精确系统发育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参考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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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缘闭壳龟 （ Cwora / ZawoTOargiwaia)又名黄缘盒龟[1]，起源于5〇0万年前的上新世中期，是一种古老的 

物种，有“动物活化石”之誉[2].黄缘闭壳龟具有极高的药用和食用价值，近年其观赏价值也得到了市场的广 

泛认可，因而遭到大量的捕杀.而生态环境的恶化，更是加剧了黄缘闭壳龟野生资源的破坏.目前，黄缘闭壳 

龟野生资源的保护得到了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广泛重视.1989年 ，黄缘闭壳龟被河南省列为省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并于 1994年被我国认定为兼具重要科研和经济价值的陆生野生濒危动物.目前，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IUCN)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把黄缘闭壳龟共同列为珍稀濒危物种[3’4].

黄缘闭壳龟为两栖偏陆栖型龟类，迁移能力较弱.因此，岛屿化和地理隔离等原因，造成不同地理种群在 

体型上形成一定的差异.目前关于黄缘闭壳龟的种群研究相对较少，并且闭壳龟类的属间及种间错综复杂的 

系统发育关系进一步加大了不同群体黄缘闭壳龟的归属划分难度[5’6].因此，通过对黄缘闭壳龟的形态特征 

和关键生境的分析及种群关系的综述，可以厘清黄缘闭壳龟模糊不清的保护单元，并为其野生资源的保护和 

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

1 生物学特性

1. 1 形态特征

黄缘闭壳龟大小适中，色彩丰富，侧面呈黄色或黄绿色，背部棕红色，脊棱淡黄色，腹甲棕黑色，背甲外侧 

缘、缘盾腹面及腹甲外缘鲜黄色.头部光滑，头顶呈撖榄油色或棕色，眼眶上有1 条金黄色条纹.吻端垂直向 

下，上喙钩曲.背甲高隆，壳高约为壳长的二分之一，背腹甲以韧带相连，无明显甲桥[7].受惊扰时，头尾四肢 

均可缩人壳中，且背腹甲迅速关闭，因而得名[8].

1 . 2 生活习性 

1.2. 1 栖息环境

黄缘闭壳龟属于两栖偏陆栖性龟，以肺呼吸，故长时间在水深超过30 cm 的环境中，容易造成窒息.在自 

然界中，黄缘闭壳龟主要在水源附近活动，一般栖息于山地和丘陵的杂草或灌木丛中.黄缘闭壳龟喜阴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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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多藏于比较安静的石缝或树根下[9]，自然冬眠时又隐藏于向阳坡的草堆或烂树叶丛中.

1. 2 . 2 食性

黄缘闭壳龟人工饲养时，以动物性饵料为主.野生条件下，一般以软体动物为食，当动物性饵料缺乏时， 

也可食用植物性饵料.在饥饿耐受性试验研究中，腐烂的植物叶也可作为部分个体的食物[1°].人工养殖可喂 

肉类、优质龟料及各种蔬果等，其次为动物内脏，但不喜食小鱼虾.黄缘闭壳龟虽然可以食用植物性饲料，但 

是其生长速度却受到很大限制[9].黄缘闭壳龟不耐渴，长时间不饮水，可导致缺水死亡，但是却有较强的耐饥 

饿能力.该龟喜欢清洁的水环境，人工养殖时，应保持干净饮水.

1 . 2 . 3 性情

黄缘闭壳龟易驯化，易饲养，性情较温和.当其受到惊吓时，会把壳紧紧合上，使敌害无处下手，从而抵御 

敌害.黄缘闭壳龟甚少出现同类争斗的现象，但交配季节，雄性比较活跃，常互相撕咬.人工饲养时，驯养 1 个 

月后，即可养成定时定点摄食的习惯.驯养2〜3 个月后，在食物的引逗下可随主人爬动[11].

1 . 2 . 4 温度与生长

黄缘闭壳龟对温度变化较为敏感，温度的改变会直接影响黄缘闭壳龟的运动、摄食以及生长.温度为 

26〜31 时，活动量大，摄食旺盛;低于25 或高于 32 时，活动量小，摄食较弱；温度低于18 或高于

33 时，基本不活动；温度下降至12 以下即开始冬眠，若气温回升到13 以上，则可以短时间苏醒[12]. 

已有研究表明黄缘闭壳龟的取食的适宜温度为20〜33 C ，但 以 28〜30 C 时摄食强度最大，当温度低于 

26 C 时，摄食量明显下降[9].鉴于温度的影响，在 6〜9 月食量较大，生长速度较快，其他时间段生长较缓慢. 

黄缘闭壳龟行动迟缓，捕食动物能力弱，摄食量容易不足，且每年的摄食季节短，因此造成自然环境中生存的 

个体生长极其缓慢.

1 . 2 . 5 繁殖习性

黄缘闭壳龟一般5 龄以后才能达到性成熟.雄性个体背甲拱度较小，尾柄较细长，尾部伸直，雄龟交接器 

可从泄殖腔孔内翻出，呈黑色伞状.雌性个体背甲厚，尾较短，泄殖腔孔位于背甲后缘之内.将龟的腹部朝天， 

使其四肢头尾缩人壳内，可看到圆形泄殖腔孔内排出泡沫或稀黏液[7].黄缘闭壳龟一般在5〜6 月份即进人 

交配季节[11]，产卵季节为6〜8 月，因气候变化等原因，产卵期会相应改变.雌龟产卵多在夜间，每年产卵2〜 

6 枚[13].卵呈长椭圆形，卵重一般为11〜18 g，长 42〜47 m m，宽 20〜24 mm.可将沙、黄土或沙土混合作为 

卵的孵化基质，孵化适宜相对湿度为7 5 % 〜8 0 % ，适宜温度为27〜32 由于野生黄缘闭壳龟自然种群密

度较低，导致正常的交配和受精受到了很大限制，繁殖力显著下降.黄缘闭壳龟野生种群中，雌雄龟的性别比 

例，会随着年龄和体重的增加而发生明显变化，随着体重的增加，雌性个体所占比例逐渐增多.300〜400 g 
的个体，雌雄比例基本一致，600 g 以上的个体，雌雄比例为1 : 0. 11，雌性占绝对优势[13].

2 黄缘闭壳龟的种群分类

黄缘闭壳龟的分类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尤其是属阶元的分类分歧更大 . 1863年，科学家将其划归为C u- 

冰/<??^3̂ 属 [14]，随 后 有 学 者 建 议 将 其 划 分 到 属 [15]，到 2 0 世 纪 3 0 年代，其 又 被 归 人 Cwora 

属[16一18] ，故目前定名为Cwora / Zaw〇TOargiwato[4’ 1 9 ]  •黄缘闭壳龟分布较广泛，例如：我国华南地区的广东以 

及台湾省，华中地区的河南、湖北、安徽等省均有分布.瞿文元认为黄缘闭壳龟行动缓慢、迁徙能力较弱，加上 

生存环境的支离破碎，使得不同生境的群体长期缺乏交流，因而导致了一定的地理隔离，造成不同地理种群 

之间在形态学上产生了较大差异[3].

黄斌等人通过方差分析以及Z检验，研究了黄缘闭壳龟华南地区群体及华中地区两个群体之间的亲缘 

关系，发现华中地区两个群体的亲缘关系较近，而与华南地区群体的亲缘关系较远，存在极显著的差异.虽然 

不能确定是否已经达到亚种的分化，但是应作为不同的保护单元进行保护[2°].通过对黄缘闭壳龟体型差异 

与亚种群分化分析，发现可将腹甲长和体高两种形态参数作为判断种群分化的重要指标 [ 2 1 ] . 但该形态参数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 于 6 龄以下的黄缘闭壳龟，由于其生长较快，故易受到外界因子影响. 6龄后的个体基 

本进人成熟期，生长速度下降，体型和体重基本稳定，受外界因子影响较小[9’22’2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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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黄缘闭壳龟的种群划分和命名非常混乱，例如，有学者将黄缘闭壳龟分为指名亚种（C . / .  
/ / 仰〇肌 和琉球亚种（C ./.抑 两个亚种[24’25]，黄缘闭壳龟指名亚种在东亚地区广泛分布，主 

要集中在我国的华中和华南地区，而黄缘闭壳龟的琉球亚种仅在日本有所分布[2’26]. McCord W P 等人把分 

布于华中与华南地区的黄缘闭壳龟自然群体分为中国中部亚种（C. / Zaw〇TOarg"iwaia)、南方亚种（C. /. Wwew- 

将产自台湾的黄缘闭壳龟指名亚种，称之为南系黄缘闭壳龟，而产自中国大陆的指名亚种，称之为北 

系黄缘闭壳龟.另外，章剑根据依据体型偏圆或偏长、背部高与低、脊棱黄线连或断、壳面纹路密与疏、颈部的 

颜色渐进或断色、眼后黄线色调与黑框、盾片上玫瑰红或古朴色等外部特征进行判断，把黄缘闭壳龟分成了 

三大种群[28]，即安徽种群（C_ /_ Wwew士）、台湾种群（C_ /_ /ZawoTOargiwaia)和琉球种群（C_ /_ EweZywae)，前 

两种较为常见.具体分类如表1.

最后，章剑[28]根据多年研究和大量资料分析，将黄缘闭壳龟细分为主要的8 种即：皖南种、皖西种、河南 

种、湖北种、浙北种、浙南种、台湾种和琉球种，各种详细信息见表2.

表 1 黄缘闭壳龟三大种群的主要区别

\特征 头部
体型

皿 ~  背面

眼后
面颊 脖颈

背甲 甲壳 背甲 背部脊 背甲 腹部 四肢

U 线 形状 纹理 颜色 棱黄线 纵棱 颜色 颜色

哑黄色，
颈部黄色

隆起较高，
较深，掠

黄黑色带 

区分明
黄色或

橘红色

且位置靠 

后，俯视前

生长纹

理细密

一般相 

连，部 1 条
一般

黑色

灰

黑
或红色， 褐透着

脖子褐色 暗红，呈
显，呈细 端微窄的 深刻 分断续 色

泛红 古朴色
长形状 椭圆形

柠檬黄 髙背龟颈 一般隆起 较浅，掠 一般

安徽种群偏圆古铜色

台 湾 种 群 偏 长 青 色

色，黄黑 

色带区 

分不明 

显，呈细 

长形状

橄榄色， 

部分龟 

黄色甚 

至红色

部黄，脖子 

黑色，形成 

“断色”;低 

背龟颈脖 

全红

较低，且位 

置居中，俯 

视呈椭圆 

形，部分龟 

隆起较髙

生长纹 

理较粗， 

层叠状

褐透着暗 

黄，部分 

龟暗红， 

多数盾片 

现“玫瑰红”

髙背龟 

不连，低 

背龟 

相连

暗黄

1条 或 色 ， 灰 

3 条 部 分  色 

龟黑 

色

哑黄色， 一般隆 较浅，掠

黄黑色 黄色，部 颈部黄， 起较低，
生长纹

褐透着 一般
灰

带区明 分橄榄 脖子黑 且位置 暗黄，部分 相连，
琉球种群偏长青灰色 理较粗， 3 条 黑

显，呈 色或 色，形成 居中，俯
层叠状

龟深色， 部分
色

细长葫 青色 “断片” 视呈椭 盾片中央 断续

芦状 圆形 现“暗黄”

黑

色

3 总 结

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人为的捕杀，黄缘闭壳龟的野生资源日益减少，纯种野生黄缘闭壳龟濒 

临灭绝.目前关于黄缘闭壳龟种质资源保护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种群遗传结构的差异以及环境的不同都将影 

响采取的保护措施.为对这一物种进行保护，河南省信阳市已于2005年建成黄缘闭壳龟救护中心并投人使 

用.同时安徽作为黄缘闭壳龟的重要分布区之一，在保护黄缘闭壳龟方面也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

目前黄缘闭壳龟分类方式的以及命名的混乱导致其保护单元一直模糊不清，从而给该珍稀濒危龟类的 

保护和开发利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29].因此，对黄缘闭壳龟不同群体形态生物学特征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 

并从遗传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对于厘清不同群体间的亲缘关系和系统发育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黄缘闭 

壳龟分布区域的共同特点是年降水量都在1000 m m左右，年平均气温保持在15 'C 左右.黄缘闭壳龟行动迟 

缓，故迁徙能力较差，因此不同生境中的群体长期缺乏基因交流，从而导致形态学特性存在一定差异.研究表 

明，安徽、河南、湖北黄缘闭壳龟亲缘关系相近，与其他群体亲缘关系较远.但要想进一步的明确黄缘闭壳龟 

物种之间的进化与亲缘关系，仍须应用多种手段和方法，对不同群体的亲缘关系、遗传结构和遗传多样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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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深人的研究.

表 2 8 种黄缘闭壳龟种群的判别

\ ^征  

种群\

体型
头部

背面
眼后U■线 面颊 脖颈 背甲形状

皖南种群 偏圆 古铜色
哑黄色，黄黑色带区分 

明显，呈细长形状
黄色或橘红色

颈部黄或红色，脖子褐色 

泛红

隆起较髙，且位置靠后，俯 

视前端微窄的椭圆形

皖西种群 偏圆 古铜色
哑黄色，黄黑色带区分 

明显，呈细长形状
橘黄色 颈部红色，脖子褐色泛红

隆起较髙，且位置靠后，俯 

视前端微窄的椭圆形

河南种群 偏圆 古铜色
哑黄色，黄黑色带区分

橘红色
颈部黄或红色，脖子褐色 隆起较高，且位置靠后，俯

明显，呈细长形状 泛红，部分龟嘴钩曲 视前端微窄的椭圆形

湖北种群 偏圆 古铜色
哑黄色，黄黑色带区分 

明显，呈细长形状
橘黄色 颈部红色，脖子褐色泛黄

隆起较髙，且位置靠后，俯 

视前端微窄的椭圆形

浙北种群 偏长 深黄色
哑黄色，黄黑色带区分 

明显，呈细长形状
橘黄色 颈部黄色，脖子褐色泛黄

隆起较髙，且位置居中，俯 

视前端微窄的椭圆形

浙南种群 偏长 青灰色
哑黄色，黄黑色带区分 

明显，呈细长葫芦状

橘红色，部分橘 

黄色
颈部红，脖子褐色泛黄

隆起较髙，且位置居中，俯 

视呈椭圆形

台湾种群 偏长 青色
哑黄色，黄黑色带区分 

不明显，呈细长形状

橄榄色，部分黄 

色或红色

髙背龟颈部黄，脖子黑 

色，形成“断片”低背龟脖

颈全红

一般隆起较低，且位置居 

中，俯视呈椭圆形，部分龟 

隆起较髙

琉球种群 偏长 青灰色
哑黄色，黄黑色带区分 

明显，呈细葫芦状

黄色，部分橄榄 

色或青灰色

颈部黄，脖子黑色，形成 

“断片”

一般隆起较低，且位置居 

中，俯视呈椭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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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es of Biological Property and Population Classification of 
Yellow-margined Box Turtle ( C u o r a  f l a v o m a r g i n a t a )

Dong Chuanju, Kong Shengnan, Wang Rong, Feng Hongli, Li Xiaojie, Li Xuejun

(College of F isheries, H enan Normal U niversity ,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 ： Yellow-margined Box Turtle is an ancient species which has important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values. 
Th e  de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Yellow-margined Box Turtle? one of worlds rare and endangered species? has ex

acerbated the decline of wild germplasm resources. In this paper, the best living condition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opulation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s among populatio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summarizing related studies on the m o r 

phology and population taxonomy of the Yellow-margined Box Turtle. In general, this study provides a certain basis of research 

and reference for the endangered germplasm resources protection, habitat reconstruction,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 and pre

cise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the Yellow-margined Box Turtle.

Keywords ： Yellow-margined Box Turtle； endangered species； population classification；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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