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爬辨認技巧及相關生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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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香港兩棲爬行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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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兩棲類、爬行類

• 界>門>綱>目>科>屬>種>>亞種

• Kingdom (界)：Animalia (動物界)

• Phylum (門)：Chordata (脊索動物門)

• Subphylum (亞門)：Vertebrata (脊椎動物亞門)

• Superclass (總綱)：Tetrapoda (四足類)



兩棲綱Amphibia 爬行綱 Reptilia

鳥綱Aves 哺乳綱 Mammalia 



甚麼是兩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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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peton (希臘語) – creeping animals (爬行動物)

“These foul and loathsome
animals are abhorrent because 
of their cold body, pale color, 
cartilaginous skeleton, filthy 
skin, fierce aspect, calculating 
eye, offensive voice, squalid 
habitation, and terrible venom; 
and so their Creator has not 
exerted his powers to make 
many of them.” – Carl 
Linneaus in Systema Naturae



兩棲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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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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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潤且沒有鱗片的皮膚 – 幫助呼吸











全球兩棲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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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蚓螈 (無足目)

– 204 種

• 蠑螈 (有尾目)

– 676 種

• 青蛙/蟾蜍 (無尾目)

–約6534 種



• 現存23種原生物種

–有尾目 - 蠑螈 (1種)

–無尾目 -青蛙/蟾蜍
(22種 + 1種本地絕跡)

–無足目 - 蚓螈 (0種)

香港的兩棲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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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兩棲動物 –有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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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瘰螈



22種 (+1種本地滅絕) 分為6科

無尾目 (22種)

蟾蜍科 (1種) 叉舌蛙科 (5種+1種本地滅絕) 角蟾科 (2種)

姬蛙科 (5種) 蛙科 (7種) 樹蛙科 (2種)



兩棲動物 –無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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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棲類中最多樣化的一目

• 短而無尾的身軀及寛闊的頭部

• 長而強壯的後腿



青蛙 vs 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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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眶蟾蜍大綠蛙



青蛙 vs 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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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 蟾蜍

皮膚

生境

後肢及運動



青蛙 vs 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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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 蟾蜍

皮膚 濕潤﹑光滑 粗糙﹑比較乾

生境 近水源 較為陸棲性

後肢及運動 長而有力的後腿幫助跳躍 較短的後肢用作走路及小步跳



青蛙 vs 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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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legged toad

Megophrys brachykolos

短腳角蟾



青蛙 vs 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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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manian golden frog

Atelopus zeteki

巴拿馬金蛙/澤氏斑蟾



青蛙 vs 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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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reetoad/Chinese tree 

frog

Hyla chinensis

中國樹蟾/中國雨蛙



青蛙 vs 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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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 vs 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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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動物 –無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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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外受精 – 抱接

花姬蛙

斑腿泛樹蛙花狹口蛙



以聲囊發聲作為求偶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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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山角蟾



兩棲動物 –種間體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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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cm

1.5-2.5cm



Polymorphism 多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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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中線

澤蛙

澤蛙



崇安髭蟾



大綠蛙



警告色

33花狹口蛙



其他防衛

花細狹口蛙



• 現存84種原生物種

–有鱗目 (74種)

•蜥蜴亞目 (22種)

•蛇亞目 (52種)

–龜鱉目 (10種)

香港的爬行動物



有鱗目 - 蜥蜴 (22種)

鬣蜥科 (1種) 壁虎科 (7種) 雙足蜥科 (1種)

蜥蜴科 (1種) 石龍子科 (11種) 巨蜥科 (1種)

22種分為6科



石龍子科

37



壁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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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蛇科 (14)

• 眼鏡蛇科 (11)

• 盲蛇科 (3)

• 蟒科 (1)

• 蝰蛇科 (3)

• Calamariidae (1)

• Homalopsida (3)

• Lamprophiidae (1)

• Pareatidae (2)

• Xenodermatidae (1) 

• Natricidae (12)

有鱗目 - 蛇 (52種)

52種分為11科

游蛇科 眼鏡蛇科 盲蛇科

蝰蛇科

蟒科



爬行類動物 –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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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為肉食性動物

烏游蛇

紫沙蛇



爬行類動物 –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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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為肉食性動物

珊瑚蛇

鈍頭蛇

翠青蛇



爬行類動物 –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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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為肉食性動物

鉤盲蛇

台灣小頭蛇



吐舌以感應環境中的氣味

43繁花林蛇

福清白環蛇



警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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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蛇

眼鏡蛇



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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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蛇

鉤盲蛇



• 14種原生陸棲蛇類

• 佔全港的蛇類約三成

• 只有8種可咬噬致命 (如沒有及時救治)

有毒的陸棲蛇類

銀腳帶青竹蛇

眼鏡蛇



細白環蛇

銀環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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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竹蛇

翠青蛇



10種分為5科

龜鱉目 (10種)

海龜科 (4種) 平胸龜科 (1種) 鱉科 (1種)

棱皮龜科 (1種) 地龜科 (3種)



香港龜鱉類 –金錢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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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龜鱉類 –大頭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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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爬的角色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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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爬的(生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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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爬的(生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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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爬的(生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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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為肉食性動物
– 很多都有特化的食性

兩爬的(生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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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爬的(生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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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swstatic.com/gif/frog-9.jpg

https://qph.ec.quoracdn.net/main-

qimg-

ee7505c9b29b0536c25190e2a4a68e93

-c

兩爬的(生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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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爬的(生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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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爬的(生態)價值



兩爬面對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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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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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兩棲爬行的現況與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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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兩棲爬行的現況與保育





本地滅絕 (香港尚存蛙類=22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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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兩棲爬行的現況與保育



生境損失及破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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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Tung Chung
1972

Aberdeen



外來物種 –食蚊魚、福壽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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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物種 –中國水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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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物種 –中國水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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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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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物種 –巴西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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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物種 –放生田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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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野生動物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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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9/2016

HK01

27/05/2016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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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9/2016

HK01

27/05/2016

蘋果日報

31/08/2016

星島日報

人與野生動物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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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9/2016

HK01

27/05/2016

蘋果日報

14/08/2015

蘋果日報

15/09/2016

HK01

人與野生動物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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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9/2016

HK01

27/05/2016

蘋果日報

14/08/2015

蘋果日報

15/09/2016

HK01

人與野生動物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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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5/2016

蘋果日報

14/08/2015

蘋果日報

15/09/2016

HK01

15/09/2016 HK01

人與野生動物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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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野生動物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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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野生動物的衝突-路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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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污染



非法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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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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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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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捕捉



大潭常見兩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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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長約14cm

• 趾間無蹼

• 尾部扁平

• 腹部佈滿形狀
不一的橙斑

香港瘰螈

趾間無蹼

腹部佈
滿橙斑



• 眼後方具一對膨大的腺體(耳後腺)

黑眶蟾蜍

耳後腺



• 眼後方具一對膨大的腺體(耳後腺)

• 身長6-10cm

黑眶蟾蜍

鳴囊

黑色手指甲



• 身長約4cm

• 密林中的山溪

• 眼上有小角質瘤

• 胸前有2粒小乳突

短腳角蟾

小乳突

角質瘤 漏斗狀
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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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蛙
• 狗吠聲

• 於靜止水體繁殖

• 身長7-10cm

鼓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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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蛙

• 唇部具3-5條黑色直紋

• 部分個體有背中線

• 身長4-6.5cm

背中線



• 牛聲

• 身長5-7.5cm

花狹口蛙

趾端脤大



• 牛聲

• 身長5-7.5cm

花狹口蛙

鏟狀角質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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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綠蛙
• 身長5-10cm

• 雀仔聲

• 林蔭溪流

吸盤發達

鼓膜明顯



香港湍蛙
• 身長4-6cm

• 每趾均有大而明顯吸盤

• 水流湍急的溪澗

吸盤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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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腿泛樹蛙
• 背部X紋

• 身長5-8cm

• 機關鎗聲 – 格、格、格

吸盤發達

背部X紋



• 身長8-10cm

• 山溪

• 不太連貫的格格格

小棘蛙

十字瞳孔 尾巴基部
有黑斑

後肢全蹼



盧氏小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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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部X紋

• 身長1.5-2.5cm

• 林底/灌叢

• 蟋蟀鳴叫聲

背部X紋

吸盤不發達



溫室蟾

• 身長3.4-3.6cm

• 潮濕林底、枯葉堆、花圃

• 背部佈滿疣粒

• 凸出的背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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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尾蜥虎



鋸尾蜥虎



中國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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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半葉趾虎



???



常見蛇類 –銀環蛇



青竹蛇



常見蛇類 –鈎盲蛇



白環蛇



夜行探索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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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光，用定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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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夜山唔照清楚條路踩到銀腳帶
點算？

- 步行時只用有燈罩的弱光集中性
照明？

- 安全嘅考慮除左講緊自己唔會跌
親仲講緊會唔會踩到其他生物...

HKWildlif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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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有一定亮度的電筒以看清前路行進

• 減少對動物所造成的滋擾
– 避免長時間或同時以多個電筒照射動物

– 避免大聲談吐

– 眼看手勿動

– 不亂拋垃圾

• 保持欣賞的心態享受大自然

夜間探索安全守則及操守



• 抱着合理的期望
– 在大自然的相遇並沒有所謂的必然性；所有相遇均屬
偶然

• 充份利用不同的感官去留意身邊的環境
– 有足夠亮度的電筒及敏銳的視力同為重要

– 聽覺對尋找/辨認某些夜行動物尤其重要

• 認識不同的微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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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夜間動物的要訣



野外裝備及觀察器材

• 衣著應以長褲、長袖衣服為主，以減少外露的
皮膚

• 選擇能夠保護足部的鞋或靴，避免穿著涼鞋

• 帶備保暖的衣物，以備不時之需

• 照明工具，例如手電筒、頭燈等

• 觀察工具，例如放大鏡、望遠鏡等

• 記錄工具，例如照相機、錄音機、筆記簿等



• Amphibians checklist (HKU Ecology & Biodiversity) 
https://www.biosch.hku.hk/ecology/hkamphibians/index.htm

• Reptiles checklist (HKU Ecology & Biodiversity
https://www.biosch.hku.hk/ecology/hkreptiles/

• 香港生物多樣性訊息系統
http://www.nature.edu.hk/species_database/species/amphibia

http://www.nature.edu.hk/species_database/species/reptilia

• 香港生物多樣性網頁 (漁護署)
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hkbiodiversity/hkbiodiversity.html

• List of Reptile Species (漁護署)
https://www.afcd.gov.hk/english/conservation/hkbiodiversity/speciesgroup/files/ReptableEng201

40708.pdf

• List of Amphibian Species (漁護署)
https://www.afcd.gov.hk/english/conservation/hkbiodiversity/speciesgroup/files/AmphibiansEng

20151229.pdf

• Hong Kong Snake ID
https://www.hongkongsnakeid.com/

有用資源

https://www.biosch.hku.hk/ecology/hkamphibians/index.htm
https://www.biosch.hku.hk/ecology/hkreptiles/
http://www.nature.edu.hk/species_database/species/amphibia
http://www.nature.edu.hk/species_database/species/reptilia
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hkbiodiversity/hkbiodiversity.html
https://www.afcd.gov.hk/english/conservation/hkbiodiversity/speciesgroup/files/ReptableEng20140708.pdf
https://www.afcd.gov.hk/english/conservation/hkbiodiversity/speciesgroup/files/AmphibiansEng20151229.pdf
https://www.hongkongsnakei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