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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海南淡水龟类贸易现状与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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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2–2004年, 对海南野生淡水龟类贸易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海南所有市县都存在野

生龟类贸易, 有野生龟类贸易的农贸市场22个, 占调查农贸市场总数的19.6%; 有野生龟

类贸易的乡镇64个, 占调查乡镇总数的65.3%; 野生龟类收购点103个, 野生淡水龟共489

只。野生龟贸易所涉及的淡水龟类共10种, 占海南淡水龟分布总种数的90%以上, 其中3

种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6种是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I的物

种。按照《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两栖类和爬行类)》, 1种为极危物种, 8种为濒危物种, 1

种为易危物种。在个体数量方面, 以锯缘摄龟(Pyxidea mouhotii)、黄额盒龟(Cuora 

galbinifrons)、四眼斑水龟(Sacalia quadriocellata )和中华花龟(Ocadia sinensis)较多, 平

胸龟(Platysternon megacephalum)、地龟(Geoemyda spengleri)、中华鳖(Pelodiscus 

sinensis)较少, 三线闭壳龟(Cuora trifasciata)、黄喉拟水龟(Mauremys mutica )和山瑞鳖

(Palea steindachneri)极其稀少。龟类市场价格差异很大, 从2002年到2004年, 各种龟的价

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上涨。分析表明: 淡水龟类非法捕猎与贸易在海南普遍存在, 过度捕

猎对海南淡水龟类构成了严重威胁, 而野生龟贸易则是导致过度捕猎的主要原因。本文

在分析和探讨海南野生淡水龟类贸易的现状、原因及危害的基础上, 针对当前保护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保护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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