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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赵尔宓院士即将迎来八十寿辰之际，先生将自己近五十年来发表的科学论文选编成了这本《赵
尔宓选集·上卷》。
我作为晚一辈的科研工作者，十分荣幸地为此书作序。
　　赵尔宓先生是我国杰出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是世界在此领域著名的学者之一，也是我国两栖爬
行动物学奠基人刘承钊学部委员（院士）的学生和学术继承人。
先生在蛙卵水外发育、两栖爬行动物分类分布和地理区划以及东亚岛屿动物地理学等诸多领域皆具很
深的造诣。
在选集起始，赵先生深情缅怀了恩师刘承钊院士、秉志院士和徐福均老师，老一辈科学家对待科学的
严谨态度与永不言弃的精神激励着赵先生至今仍潜心从事他终生热爱的基础研究工作且笔耕不辍，为
两栖爬行动物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我国是生物多样性资源相当丰富的国家，特有物种更是多达数千种。
但是近百年以来，人类开发活动不断加剧，森林的消失、草原的退化、城市的扩张、废物的排放，无
不导致了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甚至丧失，加上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乱捕滥杀，使大量物种正以惊人
的速度濒临灭绝。
其中，两栖爬行类动物更是当今世界上生存形势最为严峻的动物类群。
如何有效地保护包括两栖爬行类动物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已经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
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深入了解和研究有关两栖爬行动物的相关知识，不仅能启迪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对该类动物的兴趣和
关心，培养人们热爱自然和生命的美好情感，体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诸多益处，同时还能从科学的
角度系统地认知世界。
这也是在赵尔宓先生八十寿辰之际出版这本《赵尔宓选集·上卷》的重要意义所在。
　　《赵尔宓选集·上卷》虽然是一本专业的学术著作，但它不仅是学术界的一本重要参考文献，同
时也是一位科学家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思想汇集，并呈泉涌之势在几十年后的凸现。
科学研究需要积累，科学研究杜绝急功近利，先生的道路为后辈做出了最好的示范。
在祖国走过六十华诞之际，回首翘望众星璀璨的中国科学界，我们的自然科学研究正是因为有一大批
像赵先生这样有志于科学真理探索的仁人志士为之不懈努力，才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
中国科学的希望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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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尔宓选集·上卷》选择汇编赵尔宓院士在两栖爬行动物分类学方面几十年的研究成果。
本选集所收录的文章都是曾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在此作一汇编并增加了一些新的照片。
内容包括描述的新种若干和建立的新属2个，新纪录的一个科和若干种，以及我国涉及这两类动物的
地理分布和区系调查等方面的论文。
纵观本书，能大致了解赵尔宓院士的研究历程。
可供有志于研究这两类动物的人士借鉴。
　　本书可供动物学专业的研究和教学人员阅读，也可供生物多样性研究等相关领域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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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西南大规模调查的结果，刘承钊先后又发表了大花角蟾（1960年），大
短齿蟾、峨眉短齿蟾、金顶短齿蟾（1960年），南江角蟾（1966年），一棘指角蟾、雷山髭蟾（1973
年），凉北齿蟾、普雄齿蟾与圆疣齿突蟾（1979年）。
刘承钊总计共发表角蟾亚科21个新种及2个新属。
　　刘承钊不仅描述了角蟾亚科大量新种，建立了两个新属，更重要的是他对本亚科许多种的形态、
生活史做了大量的观察与详尽的描述，尤其是对本类群的分布、起源与演化提出了自己独创的见解。
譬如，早在1950年出版的《华西两栖类》中，他就明确指出：“西康中部高原与康东川西山区是原始
的锄足蟾类物种分化的中心。
”他进一步以短齿蟾属为例阐述这一观点“⋯⋯我在华西考察的结果，又发现了秉志、疣刺、史氏与
浦氏四个新种，可以说至少还有另三个新种，不过由于只采到蝌蚪与刚完成变态的个体而未加以定名
。
目前看来可以肯定短齿蟾属的分化中心是在四川西部与西康东部及东南部的山区”（1950年：49-50）
。
在《中国无尾两栖类》书中他再次指出：“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对我国西部高山区的无尾类物种组
成已比较清楚，主要特点在于锄足蟾科PC-lobatidae的物种比其他地区多；其中短齿蟾的分布中心，目
前可以确定在这些山区。
”关于角蟾属的分布，他认为：“锄足蟾类显然起源于全北界，角蟾是它们侵入东洋界后演化出来的
属，主要分布于东印度群岛。
而角蟾属在位于温带的华西出现看来是该属次生地向北扩散的结果”（1950年：45）。
　　经过多年的野外实践与资料的积累，刘承钊产生撰写第三部专著——《关于角蟾亚科的研究》的
计划。
1964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动物学会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刘承钊提出《中国角蟾亚科的分类探讨》
，报告中表达了他的初步构思，其中特别注意到蝌蚪口部形态与属间及属下分类的关系，并提出建立
新属（掌突蟾属）的设想；同时，又一次强调“从种数及其分布范围而论，角蟾亚科的分布中心是在
横断山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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