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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 年 1 月~2006 年 6 月期间，调查了 6 种中国特有闭壳龟的人工驯养繁育种群状况（调查范围不包括澳

门、香港和台湾）。结果显示，三线闭壳龟（含越南三线闭壳龟和中国三线闭壳龟）的人工驯养繁育种群数量最

多，种龟 8000～10000，其中 30～40％是中国三线闭壳龟；金头闭壳龟 134 只，潘氏闭壳龟 49 只；百色闭壳龟

39～44 只，周氏闭壳龟 29 只；云南闭壳龟最少，仅 2 只。6 种中国特有闭壳龟中，除中国三线闭壳龟外，其他

种类人工驯养繁育种群数量均不超过 50~150 只；没有形成稳定的人工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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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January, 2003 to June, 2006 a survey was performed on the viability of private captive populations of 
six endemic Chinese Cuora species (excluding those in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With numbers like 8,000 - 
10,000 adult Cuora trifasciata sensu lato in China, it's clear that Cuora trifasciata sensu stricto (approx. 30-40% of the 
total) is held in the greatest numbers. Next would be drasticaly fewer with 134 Cuora aurocapitata, then 49 Cuora pani, 
29 - 41 Cuora mccordi, 29 Cuora zhoui and only 2 Cuora yunnanensis, being the rarest of the rare. These figures 
represent every stage of developement in all but Cuora trifasciata, where only adults are listed. The average collection 
contained 50 - 150 Cuora specimens with most having limited reproductive success at the time of the survey (with the 
exception of Cuora trifasciata). Most Chinese Cuora are in a desperate struggle for species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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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南部、东南部等地生活着一些甲壳具“闭合”功能的淡水栖龟类，闭壳龟属（Cuora）是其成员最多

一支类群。长久以来，闭壳龟属成员一直变化不断。Fritz & Obst(1997)推测[ 1]，锯缘龟属（Pyxidea）与闭壳龟属

（Cuora ）亲缘关系较接近；很可能是 Cuora 属的典型代表。此后，一些学者的研究均支持此结果 [ 2，3，4]，将

Pyxidea 归入 Cuora 。本文沿用这一观点，并建议锯缘龟(Pyxidea mouhotii )中文名改称为锯缘闭壳龟（Cuora 

mouhotii）。2006 年 7 月 Torsten Blanck、William P.McCord & Minh Le 命名一新种——越南三线闭壳龟（Cuora 

cyclornata）〔5〕；为区别于越南三线闭壳龟，建议将三线闭壳龟（Cuora trifasciata）中文名改称中国三线闭壳龟。至

此，闭壳龟属成员由原来的 7 种增加至 9 种（表 1）。9 种闭壳龟中除安布闭壳龟是否分布于我国尚存争议外，其

余 8 种我国均有分布；锯缘闭壳龟、越南三线闭壳龟在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也有分布；Blanck、McCord & Le

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三线闭壳龟仅产于中国。以此为据，中国三线闭壳龟系中国特有种，故中国特有闭壳龟现

存 6 种（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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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闭壳龟属名录 

 

 

2003 年 1 月~2006 年 6 月调查了 6 种中国特有闭壳龟的人工驯养繁殖种群状况（调查范围不包括澳门、香港

和台湾）。为保护个人隐私及安全，本文省略了私人信息，相关信息介绍仅以省、市为界。走访中，一熟人告知

某人有 2 只周氏闭壳龟，当介绍人联系龟主并希望看实物时，龟主说龟已转让。另我们在爬行天下、咱家的龟等

我国龟鳖网站的论坛上曾看到一些龟主的金头闭壳龟、潘氏闭壳龟等照片。从这两件事我们不难推测，民间尚存

有一些未被统计到的金头闭壳龟等特有闭壳龟种类；我们的数据只是一个局部资料。但从这局部资料可透析出 6

种中国特有闭壳龟在中国的人工驯养繁育种群状况，为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科学管理我国特有闭壳龟类资源积

累基础数据，也为国家制定有关决策、履行国际公约或协定提供参考依据。 

1. 调查方法 

早期的调查经历使我们意识到，调查养殖种类和数量等内容通常不受龟主欢迎，尤其是部分拥有珍稀龟种的

龟主受饲养合法性、怕张扬、暴露富裕心理及龟的安全性等因素影响，通常谢绝陌生人参观和公开姓名；若没有

龟主信任的圈内朋友介绍，很难直接看到龟。因此，调查方法以养殖户和养龟爱好者引见为主，通过实地走访、

交谈和咨询方式获取相关数据；宠物店、国内龟鳖网站等渠道获得的信息和资料作为辅助数据。 

2. 结果                

2.1 中国三线闭壳龟 Cuora trifasciata sensu stricto (Bell,1825)   

笔者先后走访广东、广西和海南的三线闭壳龟（中国三线闭壳龟和越南三线闭壳龟的统称）养殖户 28 户，

并于 2006 年分别报道了走访过程和养殖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6~10〕。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三线闭壳龟和越南三线闭

壳龟都被人们称为三线闭壳龟或金钱龟；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最早开展人工驯养繁殖，广东养殖户较集中，养

殖规模也较大；广东驯养繁殖数量比广西和海南多；大多数养殖户将中国三线闭壳龟和越南三线闭壳龟混合饲养。

据不完全统计，至 2005 年底，中国三线闭壳龟和越南三线闭壳龟的种龟存栏量在 8000～10000 只左右，中国三

线闭壳龟占 30～40％，约 2400～4000 只，越南三线闭壳龟数量比中国三线闭壳龟多；龟苗年繁殖量 5000～8000

只，已成功繁殖出子二代；由此可见，中国三线闭壳龟在我国已建立了较稳定的人工驯养繁育种群。 

2.2 云南闭壳龟 Cuora yunnanensis （Boulenger,1906 ） 

云南闭壳龟被发现和命名已有 100 年，但自 G. A. Boulenger1906 年依据云南省 6 号标本命名后，仅有张

序号 种名                                  分布         中国特有种                备注 

 1  中国三线闭壳龟  Cuora trifasciata         中国              √               原中文名为三线闭壳龟，           
                                                                            为区别于越南三线闭壳 龟，故新拟名。 
 2  越南三线闭壳龟  Cuora cyclornata         中国、越南、老挝             2006 年 Blanck、McCord & Le 命名的新种   
 3  云南闭壳龟      Cuora yunnanensis       中国              √ 
 4  潘氏闭壳龟      Cuora pani             中国              √ 
 5  金头闭壳龟      Cuora aurocapitata       中国             √ 
 6  百色闭壳龟      Cuora mccordi           中国             √ 
 7  周氏闭壳龟      Cuora zhoui             中国             √ 
 8  安布闭壳龟      Cuora amboinensis       中国？缅甸、越南等 
 9  锯缘闭壳龟      Cuora mouhotii          中国、越南等 



玺和成庆泰于 1946 年在昆明西山采集到 1 号标本的报道
〔11〕，此后 58 年间一直未再见活体报道。《中国濒危动物

红皮书——两栖爬行动物》将其列为野生绝灭种。2004～2005 年云南昆明先后发现 2 只（雌雄各 1 只）活体
〔12，

13〕，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现的唯一经证实无误的生活的云南闭壳龟。至此，云南闭壳龟的人工驯养繁育种群状

况不言而喻。 此外，2006 年 Torsten Blanck、周婷和 William P.McCord 报道了云南闭壳龟的历史背景、分布等状

况
〔14〕，并首次介绍了云南闭壳龟的人工饲养和生长状况（表 2），两只龟生活在 19～31℃水域中没有冬眠期；雌

龟杂食性，食蚯蚓、小虾、鱼、猪肉、草莓、西红柿和胡罗卜；雄性肉食性，食各种肉类。  

表 2   2004～2006 年 2 只云南闭壳龟生长状况        （引自 Torsten Blanck 等，2006）   （单位：g, mm） 

雌 

2004    2005     2006 

雄 

2004   2005     2006 

体重         850       950        1200 

背甲长       175.2     178.4       186.2 

背甲宽       118.6     119.3       120.1 

甲壳高       74        74.5        74.8 

腹甲长       183.5     185.6       188.3 

腹甲宽       101.2     101.7      103.5 

－       370        400   

－       148.9      152.2 

－       101.7      106.1 

－       55.6       56.3 

－       133.2      136.5 

－       79.1       79.3 

2.3 潘氏闭壳龟 Cuora pani Song,1984   

调查数据表明，龟主 11 户，人工驯养繁育种群仅 49 只，其中雌性 15 只，雄性 6 只，幼体 8 只；另有不确

定数量 21 只（表 3）。我国有关人工驯养繁殖潘氏闭壳龟的资料报道较少，仅 2004 年巫嘉伟等报道了四川成都

龟类爱好者李东驯养繁殖潘氏闭壳龟的资料
〔15〕，1999 年因龟卵产于水中，故未繁殖；2002 年李东成功繁殖出 5

只稚龟。这是国内首次人工驯养繁殖潘氏闭壳龟的报道。 

表3  潘氏闭壳龟人工驯养繁育种群数量状况  
   
 
 
 
 
 
 
 
 
 
 
 

 
不确定指他人告知，未实地看到；以下表格类同。 

2.4 金头闭壳龟 Cuora aurocapitata Luo and Zhong,1988 

调查结果显示，龟主24户，已成功繁殖的龟主7户；种龟总数106只（雌龟69，雄龟29，8只性别不确定），

幼龟28只，种龟和幼龟合计134只，2004～2005年年繁殖量在55～80只（表4）。1996年邹寿昌等人报道
〔16〕，国内

人工饲养数量为23只。2002年周婷和黄成报道17〕，国内仅有3～5家养殖场饲养繁殖金头闭壳龟, 但繁殖率一直较

地点   雌   雄  幼体  不确定   总数  龟主          备注
                              （只）  （户） 
广东   2    1                   3       1 
河南   4    2                   6       1 
北京   3    1           2       6       3            
上海   1                2       3       2                     

 四川   4    2   8       2       16      3       
 重庆   1                1       1       1 
  ？    ？   ？  ？      14      14      ？           来自爬行天下网站论坛照片，  
                                                                初步判断是 9 雌 5 雄 
 总数   15   6   8       21      49      11          



低, 每年仅有50余只左右。2005年唐鑫生等报道
〔18〕，国内拥有该龟的龟类爱好者和养殖户约20余家，共养成龟

80只左右，其中性成熟雄龟不足20只，人工繁殖的幼体不超过100只，人工繁殖已初步取得成功的有上海陆伟等4

家。以上报道与我们调查数据比较，种龟数量增加了26只，其中雄性种龟数量增加了9只，龟主数量和年繁殖量

与我们调查数据基本相符；由此说明，金头闭壳龟繁殖率几乎没有提高，繁殖率仍然很低。 

我国已有一些人工饲养和繁殖金头闭壳龟的报道
〔19～24〕。走访中我们了解到，除陆伟曾报道他15年人工驯

养繁殖金头闭壳龟的经验外，民间尚有少数养龟者也多次成功繁殖了金头闭壳龟。一龟主介绍，他早在1990年初

就开始收集、驯养繁殖金头闭壳龟；笔者曾于2003年9月看到他正在孵化的龟卵，并多次前往拍摄到孵化、出壳、

稚龟的照片。因大多数龟主繁殖出龟苗后都相继转让，几乎无龟主从龟苗一直饲养到成体，故目前尚不清楚子二

代繁殖状况。据一些龟主反映，龟苗已出现甲壳凹陷，背甲后缘外翻、体色变淡、盾片变异（椎盾、肋盾数目增

加或减少）、尾部末端弯曲以及生长迟缓等现象。我们推测，这些现象与金头闭壳龟分布区域单一、贸易范围狭

窄、种龟数量少而引起的近亲交配等因素有关；另外，孵化温度和湿度不当可能也是因素之一。 

表4 金头闭壳龟人工驯养繁育种群数量状况 

 地点  雌   雄   幼体  不确定  总数 龟主  已繁殖的    2004～2005           备注 
                             （只）（户）  龟主（户） 繁殖量（只）      
 北京  3    1     1      5      5     6       0         0 
 江苏  23   11    4             38    5       2         10～20     
 上海  26   12    1      6      39    7       3         20～30          
 湖北  5    3     21            29    1       1         20～30 
 安徽  2                        2     1       0          0 
 浙江  9    1                   10    1       1          5 
 广东  1    1     1             23    3       0          0   
   ？  ？   ？    ？     8      8     ？                            来自网络照片，性别不能辨识 
 合计  69   29    28     13    134    24       7        55～80 

年繁殖量数据系龟主自报。 

2.5 百色闭壳龟 Cuora Mccordi Ernst,1988  

 百色闭壳龟虽然被命名已有18年，但国内人工驯养繁育种群数量相当稀少。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仅知上海2

只（1雌1雄），广东2只（1雌1雄）；据上海陆伟提供的龟产卵、稚龟等照片及自我介绍可知：自2004年至今，他

已能稳定繁殖出少量稚龟，总数超过10个；另据美国龟友介绍，2005年我国从美国进口了20只幼体；另外，2005

年在爬行天下网站论坛上发现一张照片中有5只成体和亚成体的百色闭壳龟，因此，百色闭壳龟成体和亚成体数

量在9只左右，幼体30～35只，故总数在39～44只，由3～5户龟主驯养。走访过程中，我们收集到4只成体百色闭

壳龟的身体测量数据（见表5）；此外，上海陆伟提供了龟卵数据，龟卵重13.5～18.9g，平均16.9g；长径44.5～ 

58.1mm，平均50.6mm；短径20.6 ～23.6mm，平均22.4mm。 

表 5  成体百色闭壳龟身体测量        
                                                                           (单位：g, mm ) 
 
序号 性别 体重  背甲长 背甲宽 甲壳高  腹甲长 腹甲宽 喉盾沟 肱盾沟 胸盾沟 腹盾沟 股盾沟 肛盾沟 
    
1    ♂   442   150    105     52                  23     6      34     31      12    32 
2    ♀   604   155    110     65                  23     6      35     40      17    34 
3    ♂   450   144    112     62     133    74       20     5      34     35     12    25 
4    ♀   960   184    128     68     170    109      21    10      41     36      16    40 
1、2 号标本数据由陆伟提供。  



2.6 周氏闭壳龟 Cuora zhoui Zhao, 1990  

调查显示：人工驯养周氏闭壳龟成体 19 只，其中雌龟 12 只，雄龟 7 只；幼龟 2 只（1 只重 125g 龟，1 只重

200g），加上不确定 8 只（其中 1 只为幼龟），总数计 29 只，龟主 10 户（表 6）。此数据比笔者 2002 年报道的 2001

年国内仅有 15 余只增加了 14 只。从数据上看，周氏闭壳龟人工驯养种群虽有上升，但仍然很少；另一方面也暗

示野外尚有周氏闭壳龟存在，且能少量繁殖。从龟主户数和分布位置来看，周氏闭壳龟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此外，调查中看到最多的人工驯养种群分别是 2003 年 7 月在广东某龟主饲养着 4 只成体；2005 年 9 月在广西看

到 4 只成体、1 只幼龟；其余每个龟主拥有的种龟数量不超过 1～2 只。走访中，我们曾向龟主询问产卵、繁殖

情况，均告知没有产卵和繁殖。自 1990 年周氏闭壳龟被命名以来，国内有关周氏闭壳龟饲养繁殖资料很少，仅

2006 年周婷报道人工饲养、产卵等资料，因卵未受精故未繁殖成功
〔25〕。 

表 6     周氏闭壳龟人工驯养繁育种群状况 

    雌   雄  幼体   不确定   总数  龟主       备注 
                               （只） (户） 
广西   2    2    1      1（幼体）  6     1            
广东   6    3    1      3        13     4     1 只来自爬行天下网站论坛照片  
江苏   1    1                     2     1           
北京   3    1           2         6     2 
上海                    2         2     2 
总数   12   7    2      8         29    10 

3. 6 种中国特有闭壳龟在欧洲和美国的人工驯养繁殖种群状况 

近 10 多年来，6 种中国特有闭壳龟通过多种渠流入国外，以欧洲、美国和日本居多，但主要集中在欧洲和

美国。Struijk et al. (2005) 〔26〕
报道了欧洲血统簿基金会（European Studbook Foundation）闭壳龟属小组成员的 8

种闭壳龟的种群状况，其中 6 种中国特有种的种群状况见表 7。目前，欧洲的周氏闭壳龟主要集中在 3 个机构：

奥地利维也纳动物园有 4 只（1 雄 3 雌）；荷兰鹿特丹动物园饲养了 3 只（1 雄 2 雌）；德国明斯特动物园是欧洲

饲养周氏闭壳龟最多的机构，估计饲养了 30 多只；据了解，世界上只有 4 个人繁殖了周氏闭壳龟；德国 Elmar Meier

繁殖的数量最多，已先后繁殖 30 多只龟苗；美国 David Lee 繁殖了 3 只龟苗；日本某人繁殖出 1 只龟苗；此外，

香港某人繁殖出 1 只龟苗（2 个月后龟苗死亡）。另德国 Markus Auer 于 2006 年 9 月在安徽芜湖由国际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WCS）、安徽师范大学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主办的 “金头闭壳龟保护研讨会”上介绍，德国明

斯顿一保护项目机构拥有金头闭壳龟种龟 19 只（10 雌 9 雄），每年可繁殖龟苗 15 只左右。此外，百色闭壳龟在

德国、奥地利、瑞士、美国和日本都已成功繁殖；Barzyk(1999) 〔27〕
粗略估计，全世界人工驯养百色闭壳龟数量

在 350 只，其中 William P.McCord 拥有 26 只百色闭壳龟种龟，25 只幼龟。Meier(2000) 〔28〕
估计百色闭壳龟在美

国有 70 只，40～50 只在欧洲。我们依据掌握的资料初略估计了 6 种中国特有闭壳龟在欧洲和美国的人工驯养繁

育种群数量（表 8）。在欧洲和美国，金头闭壳龟和潘氏闭壳龟的人工种群数量以欧洲居多；周氏闭壳龟、百色

闭壳龟和中国三线闭壳龟的人工种群数量几乎持平。从以上零星资料不难看出，欧洲、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特有闭

壳龟是非常关注和重视的。 

表 7 欧洲血统簿基金会闭壳龟属小组成员的 6 种中国特有种的种群状况      （Struijk et al. 2005） 



  种  名                          雄/雌/未知（幼体）        总数（只） 

中国三线闭壳龟  Cuora trifasciata        16/23/13                52＊                                       
云南闭壳龟      Cuora yunnanensis         无                   无 
潘氏闭壳龟      Cuora pani             20/25/14               59 
金头闭壳龟      Cuora aurocapitata      17/29/8                 54       
百色闭壳龟      Cuora mccordi          15/21/26                62 
周氏闭壳龟      Cuora zhoui            6/5/18                   29   

  ＊可能含越南三线闭壳龟数量 

表 8    6 种中国特有闭壳龟在中国、欧洲和美国的人工驯养繁育种群状况             （单位：只） 

 
中国         欧洲               美国     

                                                              

金头闭壳龟 Cuora aurocapitata        134          80                 30～40     

潘氏闭壳龟 Cuora pani                49          100                50～60   

周氏闭壳龟 Cuora zhoui               29          40                 30～40 

百色闭壳龟 Cuora mccordi             39～40      100                90～100 

﹡中国三线闭壳龟 Cuora trifasciata    2400～4000     200                 200～250 

  云南闭壳龟   Cuora yunnanensis        2           0                      0 

  资料来源                           本文    Torsten Blanck 估计     William P.McCord 估计      

﹡仅指成体数量 

4. 讨论  

4.1 拥有者以私人居多，但分布位置分散，不利于繁殖和保护     

从调查资料来看，中国特有闭壳龟的拥有者以私人占多数，科研单位 3～5 户；私人拥有者以上海、北京、

广东居多，其次是广西、江苏和浙江
〔29~32〕。此外，除中国三线闭壳龟养殖户主要集中在海南、广东和广西外，

其余 5 种龟的拥有者分布位置较分散，不利于繁殖和保护。 

4.2  5 种人工驯养繁育种群数量不容乐观      

中国 6 种特有闭壳龟人工驯养繁育种群数量以中国三线闭壳龟为最，其次是金头闭壳龟，最少是云南闭壳龟。

在有历史数据可供对比分析的种类中，金头闭壳龟和周氏闭壳龟的人工种群数量略有上升；其余种类因无历史数

据可比较，种群回升或下降状况不明。6 种中国特有闭壳龟中除中国三线闭壳龟外，其余 5 种人工驯养繁育种群

数量都很稀少，种龟数量均不超过 50~150 只，没有形成稳定的人工驯养繁育种群数量，可见，我国的中国特有

闭壳龟（除中国三线闭壳龟外）人工驯养繁育种群状况不容乐观。 

4.3 潘氏闭壳龟、百色闭壳龟和周氏闭壳龟的人工种群数量低于欧洲和美国。 

与欧洲和美国比较而言，我国的中国三线闭壳龟人工种群数量远远高于欧洲和美国，金头闭壳龟的人工种群

数量是欧洲的 1.7 倍，是美国的 4.5～3.3 倍；欧洲和美国没有云南闭壳龟。我国的潘氏闭壳龟、百色闭壳龟和周

氏闭壳龟的人工种群数量低于欧洲和美国。 

4.4 驯养繁殖技术有待提高  

在驯养繁殖技术上，我国的中国三线闭壳龟驯养繁殖技术日趋成熟，繁殖率略高；金头闭壳龟、潘氏闭壳龟

及百色闭壳龟虽已繁殖成功，但繁殖技术尚不成熟、繁殖率低；周氏闭壳龟和云南闭壳龟尚无人工繁殖先例。6



种中国特有闭壳龟中中国三线闭壳龟是唯一已形成稳定种群的物种；它现存的人工种群数量状况再次证明，人工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是保护和持续利用野生动物的有效手段、有效途径之一。 

4.4 保护和研究中国特有闭壳龟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6 种中国特有闭壳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家贸易公约 CITES》(2005 年)附录二；《IUCN 红色名

录》（2003 年）中除云南闭壳龟是绝灭外，其余 5 种均列为极危；中国三线闭壳龟和云南闭壳龟已列入《国家

重点野生动植保护名录》，属中国二级保护动物；《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周氏闭壳龟不宜评估，百色闭壳龟为

数据缺乏，云南闭壳龟为绝灭，金头闭壳龟、潘氏闭壳龟和中国三线闭壳龟（sensu stricto）为极危
〔33〕

。可见，

6 种中国特有闭壳龟已处极度濒危状况。中国特有闭壳龟分布区域较窄，尤其是金头闭壳龟、云南闭壳龟和百色

闭壳龟仅分布于某一区域，野生种群状况不详。从人工驯养繁育种群状况来看，中国特有闭壳龟人工驯养繁育种

群数量极低（除中国三线闭壳龟外）。由此，中国特有闭壳龟的人工种群和野生种群状况可见一斑；关注中国特

有闭壳龟状况，重视中国特有闭壳龟的保护，积极开展中国特有闭壳龟的科学研究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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