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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PMUEAALAABALERKKYLERMHY135 MAS 

Vipera berus (Linnaeus) 的 已 知 资 料 。 并 对 我 国产 极 北峰 的 亚 种 

以 问题 进行 了 讨论 。 ee 

MALMEVipera berus (Linnaeus) GEA: HEE) 广泛 分 布 于 北欧 、 中 欧 、 中 

亚 及 北 亚 ， 且 是 欧 州 常见 的 主要 毒蛇 ， 曾 有 咬 伤 人 中 毒 致死 的 报道 。 我 国 北方 地 处 寒 温 

带 ， 北 达 北 纬 54 度 左右 ， 是 否 也 有 极 北 蚂 的 分 布 呢 ? 据 木 场 一 夫 〈1941) ihe, Nik 

造 于 1940 年 7 月 到 我 国 吉林 省 长 自 山 探险 时 ， 曾 捕 到 一 条 极 北 蚂 。1960 年 ， 辽 宁 大 学 生 

物 系 秦 姿 庭 教 授 首先 报道 临 江 森 工 局 职工 医院 李 望 平 于 1957 年 6 HA KA 

方 的 松江 采 到 两 条 极 北 果 。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在 整理 陆 宝 麟 教授 赠送 的 一 批 采 

本 文 于 1981 年 1 月 12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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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 国 东北 的 昵 类 标本 中 ， 亦 检 出 一 条 极 北 峰 〈CIB 639013) , 惜 产 地 不 详 。 此 后 ， 吉 

林 省 中 医 中 药 研 究 所 严 仲 凯 、 东 北 师 范 大 学 生物 系 宋 榆 钧 相继 在 长 自古 区 采 到 极 北 峻 标 

本 10 号 。 另 一 方面 ， 在 我 国 西北 部 的 阿尔 泰山 区 ， 中 国 科学 院 地 理 研 究 所 张 薪 祖 副 研 究 

员 于 1974 年 在 阿勒泰 县 采 到 一 条 极 北 凤 赠 送 给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CCIB 765006) ;1976 年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在 新 疆 维 寿 尔 自治 区 进行 紫 害 防治 工作 时 ， 在 福海 县 的 福海 林场 采 到 两 

号 极 北峰 。 这 3 号 新 疆 标 本 ， 曾 由 赵 尔 密 与 江 耀 明 〈1979) 加 以 报道 。 

现 将 在 我 国 东 北 发 现 的 极 北星 有 关 资 料 ， 综 合 报道 如 下 。 

1. 地 理 分 布 

在 我 国 东北 发 现 的 极 北星 ， 均 采 于 长 白山 区 ， 包 括 南 坡 的 长 白 朝鲜 族 自 治 县 席 、 北 
坡 的 安 图 县 境 及 西 坡 的 抚 松 县 境 ， 已 知 共 有 13 号 标本 〈 其 中 工 号 采 地 不 详 ) 。 

2 .形态 特征 

全 长 420- 680 毫 米 。 头 略 呈 三 角形 ， 与 须 有 明显 的 区 别 ， 萄 钝 圆 ， 躯 干 较 粗 ;》 尾 较 
短 。 吻 鳞 上 缘 与 两 枚 〈 或 一 枚 ) NF Cm) TAs SAL K, PP SRBE Rs AR 
TE RIE LAKE RAN BET s WES ZA es ES HE ER A 
— HEE; ERS HE 8 -10 枚 ， 背 鳞 21 (23) — 21-17 (16,15) 行 ， 起 棱 强 ， 腹 BR 144 

-154 片 ; 尾 下 鳞 29 - 42 对 ， 肛 鲜 完整。 〈 见 表 1) 

体 背 瞳 灰 色 ， 头 部 背面 有 一 “ 闪 ” 形 的 深 褐色 斑 ; 沿 背 背 有 一 波浪 状 或 锯 雌 状 的 黑 
褐色 纵 纹 ， 有 的 地 方 不 连续 ， 体 侧 有 一 列 斑点 ; LESRAGs 腹面 为 黑 灰 色 ， 鳞 片 前 
缘 有 灰 自 色 小 点 ; 尾 问 趴 日 色 。 

3. 生 物 学 资料 

(1) 栖息 环境 极 北 星 生 活 于 长 自 山 自然 垂直 景观 帝 的 以 红 松 桦木 为 主 的 针 间 叶 

混交 林 、 红 松 云 杉 为 主 的 针叶树 过 半 林 及 岳 桦 林带 内 ， 多 栖 上 在 草丛 和 树 根 洞 穴 中 ， 第 

活动 于 海拔 1100 一 1865 米 之 间 ， 而 以 针 冰 混交 林 下 为 多 。 

(2) 活动 习性 极 北星 活动 较 缓慢 。1976 年 8 月 3 目 上 午 10 时 许 ， 在 长 日 山西 过 

岳 桦 林 间 草地 上 ， 在 近 达 1 RAE, EASE ett Gl9s. F) © 1977 

年 8 月 5 目 中 午 12 时 许 在 长 自 山南 坡 长 自 朝 鲜 族 自治 县 十 五 道光 登山 采集 优 松 Pinus 

pumila) 时 ， 在 草丛 中 遇见 一 条 极 北 蚂 ， 未 捕捉 到 ， 经 过 2 小 时 后 返回 时 ， 仍 在 原 处 将 

Jeeca ere CIS) 9 : 

(3) 食性 解剖 127 号 〈?) ， 胃 内 有 5 只 尚未 完全 消化 的 鼠 类 ， 其 中 最 长 的 一 

员 约 5 厘米 ， 径 粗 约 2.5 厘 米 。 经 鉴定 为 林 姬 鼠 CApodemus peninsulae) 

(4) #4 1979 年 8 月 16 日 在 长 自 山 北 坡 自 山 站 次 生 的 杨 自 桦 林 中 采 到 一 孕 肉 ， 

输卵管 内 共有 10 条 仔 蛇 已 接近 发 育成 熟 ， 全 长 170- 181 (平均 175.7) SEK, HERES HE. 

C5) 性 情 极 北 旺 性 较 凶 儿 ， 至 少 在 捕捉 它 时 是 如 此 。 如 捕 提 115、119 与 

1275 GAAHEME) 时 ,以 木 棒 压 之 ， 均 见 其 回 过 头 来 ， 张 开 大 嘴 ， 露 出 管 牙 ， 作 蛟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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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 te001 > GHERE) IN, EM AR, BH “MF, MP” 声 ， 显 得 很 凶猛 。 

4. 亚 种 问题 

极 北星 分 布 广 ， 且 是 多 型 种 。Klemmer (1963，379- 380 页 ) 列 出 4 个 亚 种 ， 分 

布 于 北 亚 及 中 亚 到 阿穆尔 地 区 的 是 指名 亚 种 Vipera berus berus (Linnaeus)， 而 在 库 

页 岛 采 到 的 则 是 库 页 岛 亚 种 Vipera berus sachalinensis Carevsky， 其 余 二 亚 种 均 仅 

见于 欧洲 西 十 部。 秦 耀 庭 〈1960) 认为 是 极 北 屿 的 一 个 亚 种 ， 

但 “至 于 是 何 亚 种 ， Be ae HS WA Ste BMAP BE: eH 

SV PH ASAE Bil i Se as oe AO HE I CB op Se ae 5 4 DENSA A TA) 

(TepentbeB, 1949, 27111) 。 经 观察 ， 东 北 标 本 的 眶 前 上 鳞 都 不 切 鼻 鳞 ， 额 鳞 亦 不 与 

眶 前 鲜 相 切 ， 仅 一 号 《CIB 639013) 标本 祷 馆 的 左 侧 以 一 小 部 分 切 眶 上 鲜 。 但 观察 前 

述 于 1979 年 8 月 16 日 采 到 的 孕 肉 输卵管 内 谢 出 的 10 条 仔 蛇 ， 情 况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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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1 额 鳞 两 侧 全 部 切 眶 上 鳞 

雄 4 WE 2 (LAME RT RR UD HEL BH HEE Bir ESR by a 

HE 3 | RE PA AB AS TD HE 

根据 这 一 情况 ， 我 们 认为 ， 我 国 东 北 长 白山 区 发 现 的 极 北 峰 ， 和 暂 隶 为 指名 亚 种 较为 
恰当 。 

S75 ee 

AYR 1960 BRAWHHAINMA RIV WERK SSR, (3) 246-48, 

PRD YOEAA 1979 ARSENE RRR WMaR, 201): 1-23, 

外 文 tial BB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on morphology, habitats, habits, distribution and 

disposition of the common adder from Changbai Shan, Jilin, China, A 

discussion on subspecific category of these specimens is made, They may 

be identified as Vipera berus berus (Linna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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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465 ~ 6 月 在 四 川 省 平 武 县 王 坝 楚 及 王朗 自然 保护 区 进行 两 栖 动 物 区 系 调查 ， 

发 现 铠 足 蟾 科 雌 突 蟾 属 一 新 种 ， 现 定名 为 平 武 此 突 晒 Scutzge7 pingwuensis, Basin Ae 

存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SER SHER AP Scutiger pingwuensis Liu et Tian，sp。nov。( 图 1-3) 

模式 标本 TERS (CIB 750793， 四 川 平 武王 坝 楚 ， 海 拔 2200 K, 197544 6 月 12 

日 ， 陈 树 荣 采 ) ， 副 模 (395 6, INK, HSE Mie], 197546 6 月 12 日 -14 日 ， 

fF. FABRA) 。 
ME SEE SE SSH SIMS Scutiger chintingensis (Liu et Hu) 较 相 似 ， 

WARE, HELE RA RAMHa SR. (Am Lm Acs 通体 皮肤 甚 粗 糙 ， 几 乎 满 

45 2 Beil | 
形态 描述 (K1K60.7~75.8>K. Ams Wim sill, WRITS, WBA MTs 

ACF 1981474 25 Ac Fl) 

玉 文 承 胡 淑琴 教授 审改 ， 王 宜生 同志 绘图 ， 四 川 医学 院 陈 树 磁 、 四 福 困 同 志 参 加 时 外调 

&, EMA oo,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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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4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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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臂 及 手 长 超过 体 长 之 羊 ， 指 端 圆 ， 第 一 、 二 指 几 等 长 ， 略 短 于 第 四 指 ; 无 关节 下 

大 而 圆 ， 略 扁平 。 后 肢 得 ， 肥 中 关节 前 达 户 和 口角 之 间 ， 左 右 跟 部 不 相遇 

或 仅 相 遇 ， 趾 奖 圆 ， 第 三 、 五 趾 几 等 长 ， 趾 侧 缘 膜 显著 ， 基 部 相连 成 微 中 ， 关节 下 瘤 不 

wees — 
瘤 ; Ss 

Sts 内 足 突 窗 长 ， 无 外 跷 突 。 

皮肤 甚 粗糙， 几乎 周 号 满 布 王 刺 ， 除 桃 部 光滑 外 ， 整 个 背面 、 头 侧 及 体 侧 AE ait DE 

粒 ， 
Al, 

{ [ Jo 

a 

a 9 

每 个 疣 上 有 小 黑 刺 1 一 3 枚 ， 体 侧 疣 上 刺 多 者 达 十 余 枚 ， 四 肢 上 者 少 ， 足 背面 光 

整个 腹面 密布 小 黑 刺 团 ， 近 腹 中 线 的 刺 财 少 而 蓝 ， 两 侧 的 大 而 蜜 ， 股 后 黑 刺 畴 显 

少数 略 光 消 ， 蹦 足 及 趾 侧 缘 膜 上 均 有 分 散 的 小 黑 刺 。 胸 腺 一 对 较 大 ， 格 向 外 侧 斜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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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平行 排列 ， 紧 靠 其 外 侧 为 一 对 略 小 的 胶 腺 ， 二 者 名 密布 均匀 小 黑 刺 。 上 臂 及 前 璧 以 及 
1 一 3 指 内 侧 有 成 片 的 细密 小 黑 刺 ， 上 臂 者 呈 分 散 的 黑 王 刺 团 。 

生活 时 背面 深 郁 槛 绿色 ， 绥 以 排列 不 规则 的 桔 黄 色 圆 班 ， 指 、 趾 端 浅 肉 红色 。 腹 面 

BRR, RBA Ee. 

SX EGE TYCHORR. IDR. EL AR 1~ AMA DB, KER 
雄性 线 。 

卵 ” 匈 群 奖 圆 ， 状 如 花圈 ， 长 径 10.5 厘 米 ， 短 径 9.2 厘 米 ， 中 央 无 邦 ， 圈 内 侧 者 堆 
积 数 层 卵 粒 ， 外 侧 者 只 1 一 2 层 卯 粒 。 卵 径 4 毫米 左右 ， 动 物 极 浅 灰 褐 色 ， 植 物 极 乳白 
色 。 

mi 休 细 弱 ， 后 肢 长 9 毫米 时 ， 体 长 50 毫 米 左右 ， 体 扁平 ， 吻 圆 ， 尾 肌 弱 ， 尾 鱼 
低 而 罕 ， 上 尾鳍 起 自 第 3 ~ 一 4 尾 肌 节 ， 少 数 起 自 第 5 尾 肌 节 ， 层 缘 较 宽 ， 无 副 突 ， 角 质 
MG; Bes 1:2-2/1:3-3, DAMPER: 4 -4, PBUH 1: 2-2, 
EGR, P59; 口腔 下 部 第 一 对 味觉 器 为 单 指 状 。 

RS 人 

0 5.5 一 9.0 
2 te | 宽 6.7 

36.1 | AT 2% 

12,5-18,.0 Rae Zo 

oe ea a 尾 iss 22,2 
14,2 | | 156.4% 

4.6-7,2 | 5.5-8.0 
ts 高 5.8 | 属 | 6.5 

40.9% | | 45,8% 

BRR ASA RE EME DSM —A DIN, WAKES. F 
HWVE, BET, WHADMLAEA, KABA, MMB SROKA Pak ew 
的 王 阶 内。 师 姓 数量 少 ， 发 现 于 同一 沟 内 的 石 下 水 出 中 ， 卵 贴 附 在 该 溪 内 大 小 约 70 平 方 
KOE, EEK, 

Bila Fa Rn Se hy CB 

MY 7K AA EE 1961 中 国 无 尾 两 栖 类 ”科学 出 版 社 ，1 - 364, 

Lin, C.C, Amphibians of Western Chima, Fieldiana, Zool, Mem,, 2:1—396, 

Lin, C,C, and, S, C, Hu 1962 New scutigers from China with a discussion 

about the genus, Screntia Simca, 9(6):77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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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rs, G, S, and A, E, Leviton 1962 Generic classification of the high— 

altitude pelobatid toad of Asia (Scutiger, Aelurophryne and Oreolalax), 

Cotera, (2) :287-291, 

外 a 摘 要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 new pelobatid toad (Amphibia, Pelobatidae) 

from Pingwu, northern Sichuan, China, Type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Scutiger pingwuensis Liu et Tian, sp, nov, (Figs, 1-3) 

HOLOTYPE, CIB 750793, adult male; type locality, Wang-ba-chu, 

Pingwu, northern Sichuan, altitude 2,200m; date. June 12, 1975; collected 

by Chen Shu-yun, 

PARATYPES, 39 males, tadpoles of various stages, and egg mass; 

locality and date as the same as those of the holotype; collected by Xiang 

Fu-tian and Tian Wan-shu, 

DIAGNOSIS, This new specise is closely related to Scutiger chinting- 

ensis (Liu et Hu), but differs fromthe latter by 1) upper jaw Pane. 

and 2) very rough skin with black spines as much as scattered over the 

whol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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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ie 

bie wt 
图 1. 平 武 齿 突 蚁 Scutiger pingwuensis Liu et Tian, sp, nov, 

if elke 0noe ot 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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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 = Ss aaeKe en wAne Vere Ne 
ellie Br pee gsi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证 

= = =a 

Age pees 
| sol pal les bana Ed Dahlia 

(华东 师范 大 学 ) 

Mangven L, Y, Cha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t) 

KROLAKAMARACPRAWERATRMESN REPUB, 1 
¥ 

dé eG OHERDOEMSAHRE, SKREMKELS, HAT 
此 ， 供 参考 及 征求 意见 。 ETH HE HH 

Re =~4F 纲 REPTILIA 

拉丁 文 reptile Rita, wee, 

1745, Reptiles Lyonnet,in Lesser.“La Theologie Insectes” notes, 

1768, Reptilia Laurenti, Synops, Rept,, p, 19; - - Guenther, 

Rept。Brit。India，1864，p。.1(CRept。Proper);- — 

Boulenger, Fauna Brit, India, 1890, p. 1. 

1816, Squamifera Blainville, Prodrome nouy, distr, Régne Anim, 

(Ball。 Soc Phaltom.) a. 113% 

1820, Rholidota Merrem, Tent, Syst, Amph,, p, 5, 

1826, Monopnoa Fitzinger, Neue Classif, Rept.,, p. 3. 

194). Haplopnog, beuckarth, Zool, Bunchst. 5 E , 0. 3h. 

AMF 1981 463 FA 2 A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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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GARE, RAKMAAMRZUGE. BEDS. KOH, 

1, ARSE: S-AKAH AHEM HEA, = SAMA CM AIA ARE 
椎 体 型 (gastrocentrous) ， 今 认为 侧 椎 体型 Cpleurocentrous) 1, fk MR W 

较 小 的 ， 甚 至 不 发 达 的 间 椎 体 Cintercentra) 所 构成 ， 背面 有 散 片 骑 跨 其 上 ， 成 HH 

。 尾 椎 的 间 椎 体 向 腹 侧 延长 ， 而 成 为 脉 弧 。 最 前 两 个 颈椎 特 化 为 赛 椎 和 枢 椎 ， 赛 椎 是 

由 第 一 希 椎 的 散 弧 与 其 间 椎 体 所 构成 的 一 个 骨 环 ， 有 韧带 和 罕 起 将 环 孔 分 为 上 下 两 半 ; 

上 上 半 容 背 散 通过 ， 艇 驳回 后 外 引伸 成 后 关节 突 ， 下 半 前 侧 有 四 面 衔接 头颅 的 单 枚 枕 仙 ， 

环 内 空隙 容纳 第 二 颈椎 向 前 突出 的 齿 状 突 作 轴 心 回转 ， 使 头 部 与 颈 部 的 转动 方向 广阔 多 

面 而 灵活 方便 。 第 二 颈 椎 即 枢 椎 ， 很 短 而 散 环 高 大 ， 人 少数 实例 因 与 第 三 有 锋 椎 愈合 ， 其 此 

状 突 原 是 赛 椎 的 椎 体 ， 在 且 胎 时 期 愈合 到 枢 椎 的 椎 体 上 ， 造 成 颈椎 的 灵活 枢纽 。 这 第 

一 、 第 二 两 枚 颈椎 特 化 的 赛 椎 和 枢 椎 是 羊膜 动物 适应 陆 栖 生 活 的 特征 之 一 ， 为 动物 学 家 

所 重视 。 概 椎 以 后 的 椎 体 随 种 类 并 随 其 所 在 的 前 后 段落 而 成 为 两 止 Ba Ale. ey 

型 、 或 两 平 型 ， 而 以 两 上 四 型 为 原始 的 类 型 ， 前 凹 型 为 主要 的 类 型 。 颈 部 明显 ， 头 部 借以 

灵活 转动 ; 有 颈椎 一 般 无 肪 或 仅 有 狠 迹 。 胸 椎 有 肋骨 ， 肪 骨 的 腹 端 合 合 成 胸骨 ， Ee ae 

廊 。 腰 椎 一 般 无 肋 ， 但 腹壁 有 时 存在 膜 成 的 腹膜 肪 gastralia) 。 胸 椎 、 腰 椎 或 通称 

PRES ERIE. FAM, HRA, SRP. PRR. FRENDE 

与 椎 骨 的 总 数 随 物 种 而 不 同 ， 以 蛇 类 的 椎 骨 为 数 最 多 ， 现 在 的 蛇 类 椎 骨 141~435 tk, 

(Romer, 1956, p.229) SAKA, PRAMAS KE 颅 多 已 骨 化 ， 外 

加 膜 骨 皮 ， 骨 片 的 枚 数 减少 ， 颅 底 有 大 型 的 副 蝶 骨 ， 后 端 以 基 枕 骨 形 成 的 单 枚 枕 佣 与 肴 
MIKE. KEODEA OSS) RA, ANKE, HARSHA INT. A 

S4L-REO RAHM, (WBA MS ee Sa. SM 

TD) be re ES A Car PSE Se I WI RSI PH. MELA IA, Fil 

MADRE EAKVNEAR, ABW ERS RAAT AA ey i 

MA, KAA DW RHE. HK. BRARERARE. Bb, Serf, Talo Mill Ze 

伸 ， 动 物 铀 惫 前进， 腹部 常 着 地 面 ， 是 式 型 的 朴 行 。 前 后 及 通常 短 壮 ， 偶 或 消失 或 土 

CRB aD) TEI IER RAW AN, ,或 适 于 游泳 而 变 成 有 中 的 桨 形 。 体 表 被 覆 鳞 甲 ， 无 

羽 ， 无 毛 ， 无 侧线 ， 也 极 少 皮肤 腺 。 大 脑 、 小 脑 比 较 发 过 ， 大 脑 有 左右 脑室 ， 出 现 了 新 

皮层 ， 脑 神经 11 对 〈 前 端 几 对 肴 神经 入 颅 成 脑 神经 ， 但 第 XI 对 来 分化) ， 外 耳 孔 出 现 ; 

RAAT, INAH: SUE EA a as. FIR, 7, AMARA. 

FES A DE SASSI CH) D2; “〈 乌 形 目 有 分 隔 的 两 心室 ) ， 无 动脉 总 干 而 有 

三 对 左右 对 称 的 动脉 弧 ， 体 循环 与 肺 循 环 士 分 流 ;， 红血球 卵 圆 形 ， 有 核 、 双 面 凸 起 ， Be 

脉 系统 大 致 同 两 栖 纲 ， 体温 随 环境 变动 ， 是 变温 动物 。 消 化 管 分 化 较 显 ， 段 洛 分明 : 

口腔 有 几 对 粘液 *“ 唾 腺 六 食道 随 颈 部 延长 肠管 多 盘 曲 ;肛门 开 孔 于 浊 殖 胁 。 肾 脏 由 后 

色 盖 变 ， 无 凤 内 口 ， 左 、 右 肾脏 各 有 后 凤 管 造成 的 输尿管 :中 肾 管 在 雄 体 留 作 输精管 ， 

HE IRS VERN, ASA SIR ASH Os TASH BE REE IE 

WES, WE e eds CRAZE) 插入 肉体 ， 进 行 体内 受精 〈 模 齿 蜥 例外 ) 2 NK, 

卵黄 ， 是 极 黄 卵 ， 外 有 卵 膜 与 卵 壳 ， 匈 裂 一 般 是 盘 状 碎 列 型， 陆地 卵 生 ， 人 少数 匈 胎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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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 发 育 期 间 发 生 羊 膜 与 尿 囊 ， 完 全 脱离 水 域 ， 胚 体 依靠 卵黄 营养 ， 卵 胎生 的 也 与 母体 

无 营养 联系 ， 在 卵 壳 内 成 形 ， 不 经 过 变态 ， 厌 目 然 气温 钱 化 ， 以 破 卵 雌 撞 破 卵 壳 出 世 。 

现存 的 聆 行 纲 动物 是 过 去 繁复 多 变 、 繁 殖 安富 的 一 个 广博 丰 衍 大 纲 的 残余 ， 当 年 本 

纲 动物 的 身体 形状 与 其 生活 方式 于 差 万 别 ， 变 开 多 端 ， 无 论 大 地 、 海 洋 以 至 天 室 都 有 其 

繁 许 的 族 类 。 那 一 个 地 质 年 代 因 而 被 称 为 疏 行 动物 世纪 ， 从 而 演变 出 鸟 、 兽 两 纲 动 物 

来 。 就 适应 陆地 生活 而 言 ， 本 纲 动物 共有 脱离 水 域 的 三 个 必要 特征 : 一 、 卯 有 丰富 多 

黄 ， 且 有 羊膜 囊 ， 胚 胎 可 在 卯 况 的 空间 内 发 育 ， 二 、 体 表 有 表皮 层 转 化 的 鳞片 ， 保 护 身 

体 ， 免 手 蒸发 干枯 的 人 危险， 三、 呼吸 完全 用 肺 ， 在 室 气 中 进行 气体 交换 。 总 计 六 目 ， 分 

隶 两 系 ， 三 亚 纲 。 分 类 检索 于 后 : 

(—) 1 OUES, CULL, AMAR M BA RIA, (AA TAM s AAAS, 

会) — 

Fa Wea Sela RE a eZes 原始 耳 切 迹 保留 或 特别 发 达 ， 荐 前 椎 18 一 26 

i CGUNE 6 ~ 8 1) ， 膜 成 肩 达 存在 ， 四 胶 粗 壮 侧 出 。:……: 7Gm & A Series 

ANAPSIDA 

(ea ka-es Misi7cdi, sia A aes 骨 质 外 鼻孔 在 吻 端 并 合 为 

一 ， 鼻 骨 缩 小 或 缺失 ， 被 中 线 相 切 的 前 括 骨 所 替代 膜 成 骨 减 少 ， 无 后 顶 骨 、 

Ka, WELMA MASS ORAAMe: MEK, DRA, EB 

I, BA BAs MRK: Litas ads 方 骨 大 ， 与 鳞 骨 一 起 合并 到 

耳 鼓 侧面 。 背 腹 有 和 骨 质 硬 甲 ， 硼 申 由 肴 椎 的 散 板 与 加 冰 的 肋 板 合成 ， 腹 甲 有 四 

对 大 骨 板 ， 其 前 或 有 1 一 2 对 骨 板 。 无 胸 肋 ， 亦 无 胸骨 。 厦 前 椎 18 枚 〈 颈 椎 8 

枚 ， 后 四 型 ， 第 工 一 2. 枚 背 椎 前 凹 ， 8 一 10 枚 后 目 ) s 荐 椎 2 Ks Bis, ett 
20% 7e7a, BUTE. Mt eK, MGA. He, BLAH, HH 2.3. 3,3, 
3; BOREAS Ns 肛 孔 纵 裂 或 圆 形 ， 交 接 器 单 枚 。 .ee 
他 灼 亚 纲 Subclass Testudinata 

#4 Ee Order Testudoformes 

Jae eH, LS IS) He oe (A P's PROSITE Bb) EMSS BK, 

KGAA. i, ALSLAA aes MAAK, DR, ARRK, # 
全 国人 

tt Was A Series DIAPSIDA 

Mee, bw RAK eck, LMA As SILA Ae 
iw, fe boa Soh dls ASSL OWAKRA, RAK Ss OS 

齿 存 在 或 缺失 眶 前 洼 委 缩 或 消失 HARA, ARAA SHE A, 7k Wi 

Aa. AWA. RA, (AAAs FHABRRAs 方 骨 粗大 ， 高 而 直立 wt 

鞍 十 分 发 达 , 无 蝶 般 骨 ， 但 有 一 小 前 筛 骨 ， 侧 网 骨 广阔 骨 化 ,包涵 大 部 或 全 部 前 

脑 、 中 脑 及 脑 下 垂体 。 疆 齿 槽 生 。 厦 前 椎 23 一 26 枚 《颈椎 8 ~ 9 枚 ) ， 荐 椎 常 



了 4 

Gor 

Coy; 

Ce. 

《四 ) ， 

Me 1 Ai PER 第 三 号 

m2, Bk: BT ARW MRA, (SENS, BABE. KRA 

oe, KRERAT, HERES), ZBSAA, IFLR, CER 

oe -- er 2k) Subclass Archosauria 

ean re, 常 有 雕 蚀 纹 ; Wet tks LM), TBR; 外 

曙 孔 近 端 未 ， 第 在 一 个 共同 骨 孔 中 ， 前 杜 骨 、 上 疆 骨 在 鼻孔 后 遇 合 ， 内 小 孔 因 

次 生 口 瘟 延 长 ， 后 移 到 咽 头 附近 ， 额 骨 、 RA, FCW4L, HE EEK, Fe 

WER; EAA Se SRAM Hs KAD TA RIA, SIRS, 

La. ORAS, NCOs 耳 咽 管 包 藏 在 骨骼 中 。 存 前 椎 前 四 型 ， 

23 一 24 枚 CBE 9 枚 ) , HERR AC IAS FANE 2 Ms HE TEPA Ma Hy EIA, Be RR, 

RRR As BARAK: SONI, Re OWS. BPP RK, mh 

D470 ie, (ATC Rs 腹 甲 多 变动 ， 有 时 成 横 列 。 Peter seh ee 
于 --- #29%E Order Crocodiliformes 

MMAR TEs Shee FLMAR, 2 Foes ASL, FPEL eB SSM 

FRAG MAA. AMHR, AMARA GMs AVA ACHETE AL. 

脊椎 两 四 型 或 前 止 型 ， 间 椎 体 至 少 在 颈椎 很 发 过 ， 有 时 成 椎 体 下 突 。 四 胶 年 

4s 肛 孔 横 裂 ， 交 接 器 成 对 或 缺失 。 .……… 鲜 蜥 亚 纲 Subclass Lepidosauria 

无 交接 器 官 ， 头 颅 短 阔 ， 有 颅 顶 眼 ， 前 标 骨 成 吻 喉 ， 疆 齿 顶 生 ， 关 部 膨大 无 眶 

HE, LAR EH. GLIFRRMRS LIRR. CLM. SMA. 

as WARK, SHA. RMARMAMAA: DADs RRS CAI, 

MEAS: HH. ORR SRawkMKOR, OHA. BAM AAO 

齿 。 荐 前 椎 23 一 25 枚 ， 荐 椎 2 枚 ， 尾 椎 约 30 枚 ， 上 有 人 字 骨 ， 尾 部 或 有 断 折 

mis PRR RK. WK SORE BITE. DORR AKAs RFC AE 

te ER Superorder Rhynchocephalia 

et Order Rhynchocephaliformes 

, 交接 器 成 对 ， 颅 底 相当 短 平 ， 无 颅 顶 眼 ， 有 颅 顶 孔 或 其 遗迹 ， 前 昧 骨 不 成 吻 

ZR, Hi MAME, MBAR A, MIF, BIRT Pees Ee 

. LOA, Bake, PaaS RIGA. Mews. 15 

TRE: FORMS. RARE LSA, AMS, ARMAS 

lEla Ai Git ARAB; AOR BESI ADS a, Ha eA, ANB aes 

FAM el SMA, AORs 脑 盒 侧 壁 ， 除 耳 区 外 ， 没 有 骨 化 ， 但 前 

耳 骨 扩 展 ， 领 骨 、 顶 骨 的 下 降 突 常 参 予 脑 盒 的 封闭 ， 上 尾 骨 成 棒状 的 颅 柱 骨 。 

方 骨 上 上端 关节 头颅 成 链接 型 。 荐 前 椎 前 止 型 ， 偶 或 两 止 型 ， 背 柱 有 间 椎 体 ， 顷 

椎 及 尾 椎 常 有 椎 体 下 突 ， 肪 骨 以 单 头 联 到 椎 体 。 无 真正 大 肋 。 re 

AXE, MV BARRE PAR. EGA w HH. ILFLR. - 2° 

rte eee nee eee eens .. 44 fi FL Superorder Squamata 

fie Fr TG Fs Jot Me A, AEN RP BG i, (RA CHR SIE BRA tt Frakes 7G 

KAS Ache CRUE at Bipes 例外 有 五 指 的 前 肢 一 对 ， 指 节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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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AAV), Seat, SHAME SRAM, HAR 

fa a A, Ao SE RE a Se A PE SS SU EA a a Ts | 7G 

HEI Ba, FOO CER AMES Ite lt . asa. WE ha See 

BRAM, PLEA (Trogophis 例外 ) ; 听 圳 很 发 达 外耳 柱 骨 壮 

, ANSHaHA, BRIA PRAWAM, Mahe sce. Pl 

fi, TORR, KAT AWAD AMARA, Beeb Ma. AER AY 

7, HEAR (RA, THA ILAKSL, BEM ACHEPRs 颈椎 有 椎 体 下 突 ， 肛 部 及 尾 椎 的 

PRON s By Sees IP SLAVE BS ILSA esl apse als Ah eA BRAS te 

veveeeecvecve ceo holithr E] Order Amphisbaeniformes 

BCE ER, AR ear Fete, TE BRA, TP Aer Ra Ts 6 HK 7) IE 

第 ， 头 骨 大 部 骨 化 ， 偶 有 部 分 软骨 ， 下 组 较 长 ， 骨 片 比 较 齐 全 。 疹 椎 骨 前 四 

型 ， 偶 或 两 上 四 型 ， 双 肺 发 达 或 堪 肺 姜 纵 。 

AA PRA eA Ras TMA, DORA, RAD YA IAs A 

Ric, AlERV/Na, bak. LMR KRKEE, MMA: bee we 

存在 ， 前 端 诸 骨 及 上 晒 骨 与 脑 盒 主体 紧 切 连结 ， 顶 骨 无 展 延 到 脑 盒 腹面 的 下 降 

突 ， 一 般 也 无 上 升 突 ， 耳 区 前 骨 化 不 全 ， 部 分 脑 盒 软骨 质 ， 前 部 仰 开 或 复 以 结 

缔 组 织 ; 垂体 前 颅 底 梅 并 合成 大 OF) Ji, Iain Sta RIK, Bop 

动 型 脑 颅 ( mesocinetism )。 眶 间隔 一 般 存 在 ， 副 枕 突 、 后 昧 窒 及 基 翼 突 十 分 

Rik, BA SRRRRDED, MA CLEA) 小 棒状 ;， 方 骨 粗 短 。 荐 前 椎 原 

始 前 四 型 ， 例 外 两 四 型 ，24 枚 ， FETE 2 枚 常 您 合 ， 真 正 胸 肪 3 一 4 对 ， 驻 后 2 

对 达 胸 骨 ， 相 连结 形成 中 胸骨 ， 更 后 的 肋骨 腹 端 联合 成 副 胸 骨 ， 局 带 四 陷 或 穿 

有 
于 蝎 目 Order Lacertiformes 

左右 下 绒 崩 以 韧带 相 联结 ， 庆 骨 与 后 段 诸 骨 灵活 相连 ， 绒 贞 顶 生 ， 向 后 突出， 
肢体 缺失 或 只 有 肛 侧 短 棒 ， 无 肩 带 ， 而 腰带 在 原始 种 类 留 有 遗迹 ， 无 眼 上 蛤 ， 眼 

SBWAKHIRs TOPE, WR. APRA, WHE HG, 无 项 

孔 ; 额 骨 、 顶 骨 有 下 降 突 ， 与 前 耳 骨 联合 ， 整 个 包围 了 脑 盒 ， MIA, bof 

只 赁 横 骨 、 方 骨 ， 下 显 只 赁 关节 骨 联 系 到 脑 盒 旁 侧 ， 关 节 骨 与 前 关节 骨 、 上 隅 

AQ; 鼻 部 及 口 盖 诸 骨 与 脑 盒 游离 ， 与 后 部 颅骨 亦 可 自由 活动 ;成 中 动 或 动 

型 脑 颅 Ccinetism) 。 泪 骨 、 后 额 骨 GUI) . Oa. Bla. TH AA 

失 ， 亦 无 眶 周 小 骨 ， 狂 骨 棒状 ， 与 方 骨 连 结 ， 上 枕骨 不 入 左右 外 枕骨 合成 的 大 

孔 。 口 盖 骨 、 翼 骨 有 单行 的 齿 列 。 肴 柱 延 长 ，141~435 节 ， 躯 干 远 比 尾 长 ， 疹 

椎 骨 前 止 型 ， 有 上 散 弧 四 与 莫 弧 突 ， 脉 绝 常 与 椎 体 愈合 。 第 三 背 椎 起 始 的 长 肪 因 

无 胸骨 而 腹 向 伸 出 ， 末 端 游离 。 下 接 横 阔 的 单行 复 鲜 ， 为 行动 顺 官 。 pp 
上 上 Order Serpentiformes 

BG ot i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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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re) 

《四 ) 

nN 

= 

to 

i) 

体 短 而 扁平 ， 尾 短 ， 背 腹 有 骨 质 硬 甲 ， 四 肢 粗 壮 侧 出 ， 士 成 桨 状 ， 短 而 能 步 ， 

指 、 趾 各 五 枚 ， 爪 不 全 备 ， 胶 带 篆 在 肋骨 的 内 侧 ， 肛 孔 纵 裂 或 圆 形 ， 交 接 器 单 

Mo MISHA, SHAE A PA i Bes ERS, 骨 质 外 鼻孔 并 合 为 一 ， 颅 

Peapod serie poe ene! az ene. NV MNESTDN 

龟 艇 亚 纲 Subclass TESTUDINATA 

#485 Order Testudoformes 

体 、 尾 都 长 ， 表 面 覆 盖 着 鳞片 ， 无 整 片 的 大 块 背 、 腹 甲 ， DORR IE HH, A ee 

状 ， 肢 带 在 肋骨 的 外 面 ， 指 、 趾 各 五 枚 ， 有 爪 ， 肛 和 孔 纵 裂 或 横 裂 。 两 疆 有 此 ; 

外 时 孔 分 列 吻 端 两 侧 ， 除 乌 形 目 外 ， 有 颅 顶 孔 或 其 遗迹 ， 头 颅 关 节 活 动 ， 原 始 
AR RE SO rites cee eeeeeteecseseeceeaee RY BG Bt A Series DIAPSIDA 

Spe tLe, WikMommhee, WER AIL: ASLO. MA, AKO 

a CHES) ERMA SIAR it, HE. ARAATARIAK, SHARAN 

qT, RARE, FARA, ewe te. WOR, eR, PIA 

HHAE4T, ABI PICT. ALALB RS, A. AMR Lia, ARE 

mAs GA. WHERA, AHF: AMDIEDKD. 
ee 2 RO Se + HR IEZ Subclass ARCHOSAURIA 

pe. ee Eee ("IGE Order Crocodiliformes 

Sb FLM AE, AFM: ASL), FPSL7E RI SIM, ACKER, Moma 

wis STA MAE, ew, BTC TRA, 四肢 纤细 ， 横 向 侧 伸 ， 五 

出 。 肛 口 横 裂 ， 交 接 器 成 对 或 缺失 。 头 颅 关节 活动 ， 有 颅 顶 眼 或 孔 或 其 遗迹 ， 

颅骨 无 雕 蚀 纹 。 soo: … 鲜 蜥 亚 纲 Subclass LEPIDOSAURIA 

无 交接 器 官 ， 皮 肤 无 骨 质 鳞片 ; 躯干 与 四 胶 比 例 正 常 。 四 及 发 达 。 a oni 

SLAY SS, APPT; SADIE, PARE cee * 

一 te A Superorder Rhynchocephalia 

es A Order Rhynchocephaliformes 

交接 器 成 对 ， 体 表 覆 有 骨 质 鳞片 ;四 胶 纤 细 或 萎缩 甚至 消失 。 颅 底 相 当 短 平 ， 

FCP IAB TAT PRI Lk ae, EBSA RK Bi ce, EBA BA: SAA Mie ak 
JHA, Te ee LEA Re E. 本 

255 + tick REL SuperorderSquamata . 

无 骨 质 鲜 片 ， 而 是 角质 ， 有 时 躯干 部 无 鲜 ， 体 表 柔 软 如 蠕虫 ， 或 仅 有 OE Fr ah 

Rs 无 胶体 ， 亦 无 胶带 ;头颅 小 而 坚固 ， 完 全 骨 化 ， 骨 片 紧 密 连 结 , 无 眶 间 

a, ACO, Aaa. ELA Ses, WCLAA, GHHCB As VR 

Rik, AR SIH, AN SHAH, BREST AWA, MShae8 

SLES, Pa, CRRA, RETA A. Liisa, vse el 

尖 出 。 体 长 常 不 恤 尺 ， 穴 地 生活 ， 首 尾 两 端 相似 ， 能 前 后 蠕动 行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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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oli; FL Order Amphishaentformes 

(四 ) » 体 被 Rn NI 偶 或 缺少 ， 亦 必 有 肢 带 留存 ,头颅 大 小 

正常 ， 头 骨 大 部 骨 化 ， 人 TK, PRK, SRT. WMA Bene 

iM 2k % Ze 20% FLAG, RITA TALE eKK—, 栖 处 亦 多 种 多 样 ， 但 皆 只 能 前 

行 ， 不 能 以 尾 端 作 前 导 。 

(A). FAT ABW REAR RA, SAMA: ARE, 也 有 鼓膜 ， 四 肢 具备 ， 偶 或 

RA, ROAR: LMR KRE, MMH, WKB Al a. Bla 

及 副 胸 骨 ， 尾部 第 有 一 断 折 点 。 
sees -- AE Order Lacertiformes 

(A), FAP RAW RS, ASR RIK, SAEs AAR, te 

无 鼓膜 ， 四 肢 缺 失 ， 或 只 留 肛 侧 短 棒 ， AAs AMARA, WA 7 HF 

合 ， 无 顶 孔 。 无 胸骨 ， 肋 骨 未 端 游 离 。 体 形 延 长 ， 体 远 比 尾 长 ， 尾部 无 断 折 
ie ste cee see eesccececteeseecescssesoeee ltt El Order Serpentiformes 

MA Aleta, AeA PLE R ARM Sphenodon punctatus Gray 一 种 ， 其 
地 理 分 布局 限于 新 西 兰 柯 克海 峡 几 个 地 点 和 此 岛 的 东北 沿海 几 个 小 岛屿 ， 但 在 三 迭 纪 中 
期 ， 这 一 目 动物 兽 见 于 亚 、 非 、 拉 及 欧洲 ， 正 如 其 他 四 目 〈 晤 蜥 目 除外 ) 的 今天 地 理 分 
布 ， 广 泛 地 散布 于 全 球 南北 ， 尽 管 各 目的 科 、 属 、 种 的 多 少 不 同 ， 旦 蜥 目 只 归 蜥 科 
Amphisbaenidae 一 科 ， 有 24 属 ， 近 100 种 ， 宣 居 地 下 ， 常 与 蚁 或 自 蚁 同居 。 即 以 蚁 为 
食 ， 亦 食 蠕 虫 。 地 理 分 布 自 然 分 成 两 组 ， 侧 生 齿 者 分 布 于 非洲 及 美洲 热带 ， 端 生 贞 者 分 
布 手 非 洲 北部 及 亚洲 东南 隅 热带 区 域 。 这 两 目 动 物 国内 尼 不 产 ， 以 后 就 不 再 提起 。 伍 形 
目 种 数 不 多 ， 旬 各 目的 较 多 ， 蜥 蝎 目 和 蛇 目 种 类 繁多 ， 尤 其 在 温 热 带 ， 因 为 它们 不 能 
已 控制 体温 ， 只 能 随 环境 的 温度 而 变动 ， 不 适 于 奇 寒 高 温 地 带 ， 特 别 罕 见于 寒冷 区 域 。 
我 国 地 处 北 温带 ， 南 及 热 海 ， 北 邻 寒 域 ， 天 产 丰 富 ， 包 藏 这 四 目的 很 多 种 类 。 现 在 分 目 
报道 于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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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e 8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aan Ee 

Wm RT REE De Se OT 

SE ME Op ZR oa feng Le] yy Be 

STUDIES OF BIOCHEMISTRY IN THE AMPHIBIAN OOGENESIS 

Peeve rsOZy VbS OF THE OOCYTE IN THE FOAD CbUrO BUFO 

GARGARIZANS) 

EXX ZU RHR REX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Meng Yi-wen Mo Wei-ping Xu Wei-zheng Chen Su-we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M Kita th GEA BK IRE TPE RE ip eA A 

期 的 乳酸 脱 迄 酶 (LDH) ADR, AMER PSY RARMEE 

有 四 种 类 型 的 酶 谱 1) A 基 因 活 性 占 优势 的 阴极 类 型 (Ab 型 ) ; 2) B 

基因 活性 占 优势 的 阳极 类 型 (aB); 3)A、 了 基因 活性 相等 并 表现 为 阳极 

49B, (LDH- 1) # WMA, (LDH- 5) BHRERR, MPSA 
区 带 染色 较 浓 的 中 间 类 型 (ABH); 4) AB 基 因 活 性 都 较 高 并 表现 为 

LDHMEARP REM R, LAR RUMOR 〈(A*B* 型 ) 。 分 析 

了 四 种 类 型 酶 谱 出 现 频 率 与 卵 母 细胞 发 育 时 期 的 关系 ， 发 现在 卵 妨 细 胞 形 

态 变化 最 显著 的 时 期 ， 卵 的 LDHL 特征 酶 谱 类 型 也 有 显著 的 变化 : 即 由 

0.2mm 直径 的 白色 小 卵 发 育 到 直径 约 1mm YREAKP HE HYP, PY 

工 D 百 酶 谱 伴 随 出 现 由 Ab —>A*B*>AB 型 和 aB 型 的 变化 。 

Olt 引 

细胞 分 化 是 特定 基因 在 特定 时 间 的 优势 激活 与 调节 的 结果 ,细胞 分 化 问题 就 是 豚 

胎 发 育 过 程 特 异 蛋 和 白质 的 合成 问题 。 作 为 特异 蛋白 一 一 某 种 同 功 酶 的 分 析 可 能 将 基因 活 

本 文 于 1981 年 3 月 20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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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的 状况 以 直观 形式 展现 出 来 。 近 十 多 年 来 ， 国 外 逐渐 有 人 用 同 功 酶 研究 基因 表达 。 特 

别 是 LD 互 同 功 酶 ,如 哺乳 类 的 小 鼠 ” ”和 家 免 :都 作 过 LDH Tal Oe ir. UE LAE Whitt 

等 人 在 硬 骨 鱼 中 用 LDH 同 功 酶 研究 豚 胎 发 育 中 的 基因 表达 ， 作 了 不 少 工作 “1 

至 于 其 它 酶 类 的 同 功 酶 研究 也 有 不 少 报道 。 关 于 两 栖 类 胚胎 发 育 中 LDH 表现 也 有 一 些 

报道 和 ”2。 已 有 的 实验 表明 ， 胚 胎 发 生 中 同一 器 官 的 LD 也 是 有 变化 的， 如 : 小 鼠 

肾 在 出 生前 5 天 A 基 因 占 优势 ， 出 生 后 逐渐 变 为 B 基因 占 优势 ， 与 成 体 肾 一 样 ……”。 此 

外 家 免 未 受精 卯 和 发 育 到 2 天 《16 细胞) 卯 裂 的 早期 胚胎 主要 是 A 型 亚 基 组 成 的 靠 阴 极 

的 谱 带 ， 随 后 卯 裂 进行 到 4 和 6 Re, LDA 活性 增加 ， 同 时 则 功 酶 谱 带 变 

成 B 亚 基 占 优势 的 阳极 酶 谱 类 型 。 同 样 鳍 鱼 和 爪 蝎 早期 胚胎 发 育 的 LDH 都 有 不 同 程度 的 

变化 。 上 上 述 实 验 大 都 是 作 的 受精 后 直到 甩 胎 发 生 ， 器 官 分 化 等 。 即 使 作 过 未 受精 多 的 
LD 耳 酶 分 析 的 ““， 也 局 限于 成 熟 卵 。 对 于 卵 母 细胞 不 同 发 育 时 期 的 同 功 酶 分 析 至 今 未 

有 报道 。 

两 栖 类 匈 子 发 生 的 时 期 可 长 达 二 年 左右 ”…, 这 期 间 卯 母 细胞 同 功 酶 表现 是 否 有 变化 

WE? 大 家 知道 两 栖 类 卵 母 细胞 灯 刷 染色 体 时 期 合成 了 大 量 的 RNA ， 使 一 个 成 熟 的 爪 蝎 

ON Ar ren 5 OO oo SEA RNAS? 。 这 说 明 在 卯 母 细 胞 中 基因 进行 了 大 规模 的 转录 。 据 认 

为 ":， 卵 母 细胞 中 转录 的 mRNA 〈 还 有 核糖 核 重 自 体 rRNA) 有 一 部 分 将 贮藏 到 受精 

后 的 个 体 发 育 中 去 。 因 此 探讨 卯 母 细 胞 中 的 基因 活动 状况 ， 将 提供 早期 胚胎 发 生 中 基 

因 表达 调 榨 的 线索 。 

I a Ue Rs 

Aiew CHEER) ARAB pac he, —SE VOSS aR A FSS]. SN RLAH Ae See 

‘HE Tae ae, RRB oe eK, ERE PR. RH 

的 卵 仿照 Grant EWA La MAR, AMIN: ABBA). 2mm PF, RA 

黄 或 色素 ， 因 而 呈 自 色 或 浅黄 色 的 小 卯 ， 我 们 简称 为 “ 自 色 小 卯 ” . BRIN: ABE 

0.2mm-0,5mm, GPR. CAR, AMER, ft “en” . CHIN: 

Hf£0.5mm—0,75mm, ANG, ftk “SEAT” . DHIIN: 直径 0.75- 1mm, F 

OPI eAM AM SKE, fat ORGAN” . EN: B#1.0Omm-1,8mm, 

MONEE, AER, WERE, fn Re AIN” 。 上 上 述 分 法 与 Grant 法 仅 在 多 

WHE LIGA Zz, AAGrant WAN, RMA AW AAR AY ONEG JI HE SN BS 

大 ， 故 直径 范围 相应 放大 。 

成 体 各 器 官 组 织 与 卵 母 细胞 的 样品 制备 均 按 薛 国雄 介绍 的 方法 进行 汪 :。 采 用 和 一 状 聚 
VA Jets Pe HE Wee BC HK ,分 离 胶 PH8.9 的 碱 性 系统 , 凝 胶 制 备 按 Gapriel fp2g'*°?, HAVK 进行 

时 ， 每 管 电流 1.5mA - 2 钾 A， 电 压 维持 在 100 -= 200 伏 之 间 ， 电 泳 持 续 约 3 = 4 个 小 

时 。 电 访 后 凝 胶 上 酶 定位 按 薛 国雄 配方 。 保 温 15 - 30 分 钟 , 当 色 后 凝 胶 冲 洗 半 小 时 并 浸 于 

7 移 乙 酸 溶液 中 冰箱 保存 。 分 析 结果 用 岛 津 CS - 910 型 双 波 色谱 扫描 仪 定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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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表 1 AAS, WR RB RS AAAS ALA RE, Fe AY 

Ay, AsB, 等 区 带 的 染色 远 比 其 它 三 条 深 ， 表 了 明 其 相对 酶 活 强 度 较 高 。 但 是 肾脏 例外 ， 

Caw AB, 区 带 酶 活 远 高 于 其 它 的 区 带 。 所 有 器 官 在 两 年 内 经 多 次 重复 ， 结 果 一 

致 。 

Rl ow hk AS e 4 LDH & & CALA1) 

ke eS eR Ce) 
名 称 | i lal -— fa > 

A eS ae LG ale 

iF y  We2e2s— 2 | 100 ban Ae? Ae 

Pie at eis oo ane) 8 

脑 79.2.23-3 | 50,25 | 38,58 ua | - aa 

WME luee!9.2023-6 |) 45,25] 2649 | i722) 9.27 | 1.77 
肾 Mg.2.08-8 | 27.14 4.52 | 8,60 | 20.14 | 39.60 

=. 5B 52 fal BY) Bis ts SS 

424246 [al Tal Fe Sw AR I TB AS BO, 其 

LDH f 谱 也 有 较 大 差异 ， 大 致 可 以 分 为 如 下 几 种 类 

型 。 

(1)Ab 型 ， 如 表 所 中 之 79.3.1= 8 号 ,为 A 基 因 

下 优势 的 阴极 类 型 ， 其 特征 为 靠近 阴极 的 二 、 三 条 区 

带 染 色 较 深 ， 而 靠近 阳极 的 区 带 很 弱 ， 甚 至 消失 。 

(2 )aB 型 ， 如 表 2 中 之 79.6.13 = 3 号 ， 为 B 基 因 

占 优 势 的 阳极 类 型 ， 其 特征 为 靠近 阳极 的 二 、 三 条 区 

带 染 色 较 深 ， 而 靠近 阴极 的 区 带 很 弱 ， 甚 至 消失 。 

(3)AB 型 ， 79.3.6- 4 号 ， 为 介 于 上 述 二 种 酶 谱 之 间 的 一 种 中 间 类 型 ， 其 特征 为 

靠近 阳极 的 LDH-1(B?4) 区 带 和 靠近 阴极 的 (LDH- 5 (A,) 染色 较 浅 ， 而 中 间 三 条 

染色 较 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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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B-" 型， 如 79.3.28- 5 号， 特征 为 五 条 区 下 染 色 都 很 高 。 

三 、 不 同时 间 及 不 同形 态 的 表 2 卵 且 细胞 酶 谱 类 型 举例 〈 参 见 图 2) 

卵 母 细胞 LDH 酶 谱 的 出 现 频率 2 ac eae hee paee 
cE | | 

Fa PEAS) ea PSH mA ) | ) 
As 9 ee eae item (set li UE ae 
CHEM). AAS SA 带 | AsB, 36.46 | BR ORE e 271s 

的 A,、Bs…… 卫 字样 系 各 种 形态 fg pane i 
ee A, GEL ASB, \28 29), 2485 on fe 32no7e moore 

WR EARRAM EOS. i we Lf? nla es | 
4(B,D,C,) , as 447 B ST) BY (ae = Get! 3 | 34.38 16,10 

FA G7) sated HP ey, B, ee Tea 5 

(灰色 大 厚 ) 一 个 ，C HIN GE 一 一 

BAW) t+. HFRS 

a A2b. AA 2a 

的 模式 图 。 

pl 
Ab ap ABAB 

A 734 。 所 
Ala, eebsp sa 胞 的 四 RN a3) 2 

LDH 酶 谱 类 型 ， 从 左 至 右 分 别 Cie L. 157 

yi. Nee NCB As anes 办 
162 亏 ee 

间 个 体 间 差 异 可 达 两 个 月 以 上 ， 即 2 - 4 月 均 有 产 卵 的 个 体 。 因 此 单 从 时 间 上 来 看 ， 各 

种 酶 谱 出 现 的 规律 性 不 强 。 我 们 将 表 3 的 数据 整理 成 表 4 及 图 2 。 

从 上 图 数据 结合 取样 时 的 观察 记载 可 看 出 ， 随 着 卵 的 发 育 进程 ， 四 种 梧 谱 出 现 频 率 

的 变化 有 一 定 的 趋势 。Ab 型 酶 谱 主要 出 现在 刚 产 完 当年 的 成 熟 卵 后 不 久 锡 梨 内 残存 的 

准备 第 二 年 成 熟 的 自 色 小 外 。 因 而 Ab 型 类 酶 谱 可 以 说 是 自 色 小 卵 的 特征 。A- B 型 集 

中 出 现在 C 期 卯 ， 临 近 的 B 和 D 期 卵 也 出 现 ， 但 迅速 下 降 ， 说 明 A*B* 型 酶 谱 仅 出 现 

EAA AER, AB 型 酶 谱 出 现 的 频率 看 来 是 随 卯 母 细胞 的 发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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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乏 新 升 高 。aB 
型 出 现 的 趋势 与 表 3 不 同时 间 卵 母 细 胞 LDH 酶 谱 出 现 个 体 数 

AB 型 相似 ， 但 er ae 
上 升 的 幅度 较 Sea ae: AB Aes 
Io Seely | 

AA 77, SA os) oe a 2 ae 
WEP HRA 。 工 月 
时 期 来 看 ， 如 果 re, a ; F 
AeA —°  PeeR) ME) | 4k) 7 7) | : 
人 人 
的 二 我 们 |， 一 下放 全 

\ | 和 人 、 is | o QAwh Bd) || 

Me at oa Pae Al 6¢( A,B) pid) ACIDIC) 4S 7S SN EM Hea ER REDD )__|4CB Dik. 

期 都 有 其 特征 酶 5 | =I 期 eee 1D) CCD | Ib(C,D,B,) 
ste SE FF # ta SA, A HISE 6 月 正 于 月， 2B) (i mesce) Dy 
是 Ab 型 ; BRITE eS | eee 2(D) | ; 
是 混和 型 ， 即 四 We 上 半月 ICD eee hee) 
APSA AST 22D) = Care| at) 
PAA. CH pe teaell i 1(C) es eC See) 
SF EE J eee ie CaS 

DEIN A ABA Pe: 5) SED 
RaBH; EM 10 A 下 半月 ICE) 
5D HS 48 E-2Al ICE) 1(E) 
WABMeaB | MALE 2(E) 
os 12 月 evi Sear) | 

ee Aled ais OBO ff 6dE Dm 

xe ww 讨 

众所周知 ， 两 栖 动 物 的 LDH 同 功 酶 与 大 多 数 哺 乳 动物 一 样 是 由 两 种 多 肽 《ocx、 有 ) 

组 成 的 四 聚 体 。w.B 肽 链 的 信息 分 别 由 所 谓 的 A、B 基 因 所 决定 。 体 外 实验 证 明 所 全 :等 量 

的 两 种 肽 链 组 合成 五 种 LDH 同 功 酶 的 比例 是 1:4:6:4:1， 完 全 符合 随机 组 合 。 我 们 看 到 : 

WS WON EE ale A aH, BRS AE DEAR BASIE Hl, Kacy mA Bas 型 酶 

谱 与 此 例 相 近似 。 ne eee 其 一 ，A、 旨 两 个 基因 表现 相等 的 活性 ， 即 转 

录 并 翻译 了 相同 数量 的 gw、8B 肽 链 ， 甚 二， 两 种 肽 链 《〈 或 称 酶 的 两 种 亚 基 ) 4A A OR 

体 的 LDH 酶 时 是 自 Le 这 与 外 源 mRNA Coil. 4. CF RAW mRNA) HAIN 

IWS ON ES: 2 ed EY iB BE BY > HE FEA Be A SK — SSS A Go 

TERS BOG FL 2 AA LDH) tr a eA ?,, LDH igh A 5 BYE (0. BRK HE) 

有 不 相等 的 比例 ， 在 某 些 组 织 中 是 A 亚 基 超 过 B 亚 基 、 在 另 一 些 组 织 中 反 过 来 。 而 在 两 

栖 类 的 LD 碧 同 功 酶 谱 是 高 度 悬 殊 的 %5:。 就 我 们 作 分 析 的 中 华 大 蝎 内 而 言 ， 几 个 主 要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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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R RT ERTS eS BEL SESE BY SP A A ATR 

RA 卵 母 细胞 不 同 发 育 时 期 各 酶 谱 类 型 的 出 现 颍 率 CARA 2) 

ee Lae REV | Ay eas 人 
i eB he 4 ig Ge 28 型 | HH OL -S ts Be | iAH % 

| Ab | 9 100 
A aB 0 0 

AB 0 | 0 

he Be 0 | 0 

Ab 8 D2 & 

B aB 6 29, 2 

AB | 4 14,8 
AtBt 9 228 

Ab 0 0 

个 aB iL 11 

AB 1 | Thais 

At Be 7 77.8 

Ab | 2 13a 

D aB 4 | WR 

AB 7 | 46,7 

NG By 2 | ie 8 

Ab 5 | 6.8 

F aB 2] | 28,4 

| AB | 48 | 64.8 
| eB | 0 | 0 

BASL DHA EBS A Wet BW, RATER. TIPE, Cee A/) 

的 卵 母 细胞 ， 人 期 的 自 色 小 卵 中 ， 清 一 色 出 现 这 种 A TEA AAR, MAS 

间 有 何 关 系 呢 ? 

哆 内 划 的 LD 瑟 酶 谱 正好 与 前 人 在 小 鼠 明 作 的 分 析 相 似 “ “MZ LDH ey A 亚 基 

与 B 亚 基 的 绝对 数量 来 看 相差 不 大 ， 即 AB 基 因 活 性 相似 。 但 组 合成 的 四 聚 体 (CLD 碧 

酶 ) 的 五 种 酶 谱 ， 却 与 随机 组 合 的 比例 正好 相反 。 这 说 明 在 细胞 内 某 些 调节 机 构 促 进 了 

LDH peas CHomologous Plymer) 的 形成 或 者 某 些 因素 抑制 了 LDEH 的 异 

质 聚 合体 《Heterologcus Polymer) 的 形成 。 因 而 中 间 三 条 区 带 染 色 较 7%. APE, 

易 卵 母 细胞 中 出 现 的 A*B ”类 型 酶 谱 ， 表 现 出 五 条 区 带 近 乎 1:1:1:1:1 的 比例 。 表 明 

A、B 亚 基数 量 相同 ， 但 既 不 是 随机 组 合 ， 也 不 是 像 肾 组 织 内 存在 的 那 种 对 某 一 聚合 起 

特别 〈 促 进 或 阻 抑 ) 作用 因素 。 倒 好 像 有 调节 五 种 酶 以 同等 的 速率 聚合 的 因素 。 另 外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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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80 ol 

n = 

: hg es ah 7 = / 
30 = = / / 
20 = E 到 7 j 

AHA5H B HASH C HASH DHAS8 E BASE 
图 侈 = CT Abale, EES oBale, ZZ ABB AB 型 % 

AS pean AAPA RA HA, 

注意 的 ce AT BRS Te HDL IT PALER SEA, SE BE EDT KN C HH 

aBhie ie Zs 2, Beil 7e we bens Be AC ML EON EE 2 fle 7 Ze EB BEAM 胞 成 熟 

BESS a Basie HH LAs he ZI, R2LDA AAA He RRS 基因 的 活动 

状况 。 它 也 可 以 提供 基因 表达 调节 的 资料 一 一 两 个 单独 基因 产生 的 产物 控制 率 。 

在 早期 豚 胎 研究 中 ， 以 往 的 文献 描述 了 豚 胎 发 生 及 器 官 分 化 中 LD 酶 谱 的 变化 情 

况 。 对 于 卵 母 细胞 没有 足够 的 重视 ， 只 作 了 成 熟 卵 @ 。 本 实验 对 于 正在 发 育 中 的 各 种 形 

态 的 卵 母 细胞 ， 初 步 进 行 了 LDH 同 工 酶 谱 的 跟踪 分 析 ， 结 果 表 明 ， 在 为 时 两 年 的 期 间 

里 需 官 的 酶 谱 始 终 保 持 稳定 。 而 匈 梨 中 卵 母 细胞 在 一 年 的 周期 里 发 生 了 显著 的 变化 。 有 

趣 的 是 ， 在 多 和 母 细胞 形态 变化 最 大 的 A 到 D 期 伴随 着 LDH 酶 谱 类 型 的 变化 也 最 大 ， 即 

由 由 Ab 型 经 过 A"B”* 型 到 AB 型 和 aB 型 。 从 时 间 上 来 讲 卵 母 细 驳 从 自 色 小 卯 的 A 期 发 育 

到 灰色 大 多 的 了 期 大 约 历时 4 -= 5 个 月 〈 即 三 月 到 七 -= 八 月 ) 。 而 黑色 大 卵 的 匡 期 经 历 

时 间 达 半年 以 上 《从 九 月 到 第 二 年 产 卵 的 二 、 三 月 份 》 ， 形 态 上 只 是 体积 上 略 有 增加 。 

上 期 卵 的 酶 谱 也 相当 稳定 ， 且 与 D 期 卵 的 酶 谱 类 型 相似 。 这 样 看 来 ， 卵 的 LDH 酶 的 变 

化 与 狗 的 形态 变化 是 有 一 定 联系 的 。 

在 两 栖 类 的 美 西 晨 ̀. 爪 竟 和 小 鸡 等 的 胚胎 发 育 中 曾 纪 录 了 LD 百 图 谱 阳 极 到 阴极 类 型 

的 转变 “” ,而 本 实验 在 卵 母 细胞 中 观察 到 的 变化 正好 与 此 相反 ,这 之 间 炙 ， 怕 也 不 无 联系 。 

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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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son "Wy RNA — DNA 分 子 杂 交 实 验 表 明 爪 奖 卵 母 细 胞 RNA 的 复杂 度 是 一 

个 完 稼 高 的 值 。 并 且 认 为 在 卵 母 细胞 中 《条 刷 染 色 体 时 期 ) 转录 的 mRNA 有 一 部 分 将 贮 

藏 到 受精 后 的 个 体 发 育 中 去 。 本 文 也 说 明 卵 细胞 有 着 比 器 官 更 加 丰富 的 LDH 酶 谱 类 

型 ， 同 时 ， 随 着 卵 母 细胞 成 熟 的 过 程 ， 基 因 的 表达 情况 是 有 变化 的 。 卯 母 细 胞 基因 活动 

的 产物 可 能 直接 影响 到 以 后 的 胚胎 发 育 ， 卵 母 细胞 可 能 提供 早期 豚 胎 发 育 、 细 胞 分 化 的 

有 力 线 索 。 因 些 我 们 同意 这 样 的 观点 ， 在 早期 豚 胎 发 育 的 基因 表达 调 榕 研究 中 ， 应 当 把 

更 多 的 注意 力 放 在 卵 母 细胞 时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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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文 摘要 

(Abstract) 

The LDH isoenzyme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f Oocyte development 

in the toad (Bufo hufo gargarizans) were studied by disc electrophoresis 

and four zymograms patterns were found; (1)The cathode pattern 

(Ab) with dominant A gene activity, (2)the anode pattern (aB) with 

dominant B gene activity, (3)The intermediate pattern (AB) with equal 

gene activity between A and B, expressing itself as having two slightly 

coloured zones of the anode By(LDH-1) and of the cathode A,(LDH-—5) 

and three deeply coloured intermediate zones, (4) the pattern with hi- 

gher gene activities of both A and B, expressing itself as having deeper 

colour in all the five LDH zones and their optical density values being 

approximately the same, 

After analyz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ppearing frequenc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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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mogram of the four different patterns and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Oocyte development, it was discovered that when the changes of mor- 

phology in the Oocyte were most remarkable, the LDH characteristic 

zymogram pattern also changed markedly,i,e, in the course of faveloo- 

ment from the small white Oocyte, 0,2mm in diameter, to the large 

grey Ooyte, about Imm in diameter, the LDH zymograms were accom- 

panied with pattern changes from Ab~A*B*~>AB and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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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Xiao-yi 

(Lanchow Medical College, Gansu) 

一 、 甘 肃 蛇 类 研究 简 史 

PABA HER 〈 公 开发 表 ) 的 文献 ， 经 查 到 有 下 述 14 篇 。 最 早 是 Guenther, 
18964572 SAB wees, Vila Bedriaga (1907) , Mocquard (1910) , Nikolskii 

(1916), Mell (1929a, b), Pope (1935) , Bie (1960) .AAI. SKIT. OC 

He (1962) ， 陈 鉴 潮 (1962) , HWA (1965) ，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C1972, 

1977) MER (1980) 等 对 上 冉 肃 省 蛇 类 的 分 类 和 地 理 分 布 都 有 过 研究 。 

目前 我 省 已 知 蛇 类 共有 27 种 及 亚 种 ， 隶 16 属 3 科 。 

对 每 种 蛇 的 采集 地 ， 垂 直 分 布 、 形 态 特征 及 栖息 环境 等 作 了 扼要 描述 ， 并 将 以 往 资 

料 申 有 关 蛇 类 的 分 布地 点 也 综述 于 本 文 内 。 

当前 ， 我 国 动物 学 工作 者 正在 编写 第 一 部 全 国 性 的 《中 国 动物 志 》 和 地 方 性 的 省 

《动物 志 》， 因 而 ， 也 希望 本 文 能 为 志 囊 提供 一 些 资 料 。 

参加 野外 工作 的 还 有 黄 租 重 、 赵 汝 能 和 刘 志 员 等 同志 。 

本 文 承 玉 香 亭 同志 审阅 修改 ， 特 此 致谢 。 

=. oe Fh AO ic 

1, bee Eryx miliaris (Pallas) 

采集 地 ”敦煌 〈( 城 弯 三 站 ) 1 8 〈 根 据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标本 ) 。 

重 直 分 布 ”1066 米 。 

林 文 于 1981 年 不 月 23 月 收 到 

本 文系 作者 在 申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期 间 写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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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 特征 ” 眼 部 份 直接 超 向 背 方 ; 眶 间距 离 相 等 于 鼻 间 鳞 后 外 角 到 眼前 缘 距 OSs 

吻 鳞 大 且 宽 ， 后 缘 有 尖锐 和 角 伟 向 后 方 ， 乒 间 鳞 后 缘 有 4 枚 小 鳞 ， 呈 一 横 排 ， 头 背 复 盖 小 

fixes 两 眼 间 有 小 鲜 6， 围 眼 鲜 12;， 眼 下 有 一 鲜 与 第 5 LS we peih Coll) , ZAM SR 

5、6 Lei pefhs HRS GRRE) ANE 4s EJ HE12/11,58 3 Bes PES, 背 鲜 

39-42-28; fSWEI88; JE P22, SE 1~9, 14~22HM77, 10~13 HW: BR 

oleh, fk424e551+ 49mm, 

(ATTIRE, AlN tet BEAL 

种 下 分 类 讨论 Bedriaga (1907) RewEa A 2 SALA; Em, miliaris FE, m, 

roborowski . 32 38 (Hq S418] faa, FBLA 22 FR 5 kT) EB A 72> 而 划分 

的 ， 由 于 仅 有 一 条 标本 ， 而 且 亚 种 的 特征 也 不 够 明显 ， 改 本 文采 用 种 名 。 

MR, NEP B Re Lait. Le 

2. Bee Achalinus spinalis Peters 

Rew RK, BE. REL MAR 58, 28, 

sz ADA §©620~1600K. 

形态 特征 WMS, HRT, BARI Ws GHAR MARA RY 

1/25 HUBER SOA, KMRILIESs SMIRK: WOR Ks Ww1, K 

方形 ， 入 眶 ，》 眶 前 馆 和 眶 后 鳞 均 缺 ， 前 里 鲜 2 ， 个 别 1， 入 眶 ， 上 下 片 略 等 大 或 上 三 

放 志 硬 届 产儿 到 呈 基站 的 三 人 2 END 殉 本 第 王八 二 人 SBAMEK, STFRESM 

鲜 长 的 上 总和， 下层 鲜 6， 人 少数 7， 偶 5， 前 3 (或 4、2 ) SHAH TA Ds 体 鲜 起 

校 ， 外 侧 棱 弱 ， 音 鳞 23- 23 - 23 行 ， 腹 乌 5 条 雄性 140~160， 2 SRHEPEID56~171; [LH 

1; 尾 下 鳞 5 条 雄性 55 一 61， 2 条 肉 性 47 一 56， 体 最 长 雄性 360+ 30mm, HEE 380+74 

mm, 

背面 红 标 色 ， 背 中 线 黑 纵 纹 不 明显 ， 有 2 条 缺 黑 纵 纹 ， 腹 面 棕 灰 色 。 

栖 急 环境 ”穴居 于 兰 石 颖 中 。 无 毒 。 

3 、 平 鳞 钝 头 蛇 ”Poyecs boulengeri (Angel) 

采集 地 文 县 1, 

重 直 分 布 ”620 米 

形态 特征 ” 吻 鲜 宽 略 大 于 高 ， 从 头 背 稍 可 见 ， 鼻 间 饼 较 前 额 鲜 小 ， 前 额 鲜 长 和 宽 几 

相等 ， 入 眶 ;， 额 鳞 六 角形 ， 长 大 于 宽 ， 但 短 于 顶 鳞 ; 闫 鳞 1 ， 前 宽 后 窒 ， 入 眶 ; 眶 前 鳞 

和 眶 后 鲜 均 缺 ， 眶 下 鳞 2 ， AME 2 ， 后 里 鳞 3 ;上唇 鲜 7， 不 入 眶 ， 第 七 枚 最 长 ， 下 

BH 8, G7, Wi 4 MOOR, ATED PS GRB SRE: Wl 3 Xt, AA PERRHE 

列 ， 无 闫 沟 ， 第 一 对 闫 片 最 大 ， 体 鳞 光 滑 ;， 通 体 15 行 ， 腹 鲜 177; AL WE 1s Fe & 68 

对 ， 体 全 长 437+120mm。 

头 背 淡 褐 色 ， 有 极 多 的 深 褐 色 斑点 ， 头 外 侧 各 有 一 条 深 褐 色 线 纹 ， 起 手眼 后 缘 止 于 

口角 ， 另 头 背 中 线 同 眼 之 间 各 有 2 条 深 褐 色 线 纹 ， 一 条 始 于 眶 上 鲜 ， 沿 顶 鳞 外 缘 壬 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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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M eh, —AAT OS AGA, TEMES TE LEN RG IFA 

(SSR AA UU ASR Ha BE ETE ES, EER, SR PR Ria MI) 

消失 。 

栖息 环境 WEP. Tt. 

4, SBMA Coluber spinalis (Peters) 

Rew Bil, wm. AK 26, 12. 

& AA 1780K 

形态 特征 ” 吻 鳞 宽大 于 高 ， 从 头 背 可 见 ， SGT ams MBER MB ee 

正 吻 端的 距离 ， 顶 鳞 沟 长 等 于 额 鳞 之 长 ， 闫 鳞 1;， 眶 前 鳞 2， 眶 后 鲜 2， 前 矣 鲜 2 ， 个 

别 一 侧 1; 后 里 鳞 3 ， 形 小 ， 上 层 鳞 8 (3-2- 3 式 )， 下 层 鳞 10， 个 别 一 侧 11， 前 

4 枚 切 前 颈 片 ; 体 鳞 光 滑 ; FPGEL7-17-15 77s A EQ A AE HE 180-195, — 26 WE PE 

200; AL#E1, —#AH2; 尾 下 鳞 一 条 雄性 97， 一 条 雌性 94， 体 全 长 一 条 雄性 390+ 150 

mm, —ZeiHEYE530+ 220mm, 

体 背 橄榄 绿 的 褐色 ， 有 一 条 黑 边 的 黄色 纵 带 始 于 前 额 鳞 的 前 部 ， 沿 背 中 线 直 达 尾 ， 

栖息 环境 HEE FUR AAI. TCR. 

5 oes te = Dinodon rufozonatum (Cantor) 

采集 地 Be 12, 

重 直 分 布 ”1500 米 。 

Gh. WER, BABA: SABA KR, APs Sha) eee NT A 

ws AA BAKA RAMA Ks Mie, KASFMRWAAWHBAs Tw 

1, AMATE, ZEW; HEnHE 1; HEe@2; AyMBi2; ame 3; Lewes C3 —- 

2- 35st); BB810, BS KDR: ABDC, MAB He 3 一 5 行 微 弱 起 

Res PeMR17-17-1577s HwEQ15; LBL, FAR wETTATs (AG R840+ 180mm, 

SARA es MHA “VV” BAe, HR mAMH BAA: KAA TIA 

排列 的 黑 横 带 和 红 横 色 ， 前 者 宽 约 2 枚 鳞 ， 后 者 宽 约 工 枚 鳞 ， 红 横 带 在 体 部 有 77 个 ， 尾 

部 有 23 个 ;， 腹 鳞 两 外 缘 有 断 续 排 列 的 黑 斑 。 

栖息 环境 THESIS, FER. 

6. 王 镍 蛇 Elaphe carinata CGuenther) 

采集 地 Ma, MB 22, 

& HDA 620~1500K. 

形态 特征 Mie eT LBs 鼻 间 鲜 长 与 前 额 鲜 几 等 长 ， 额 鲜 盾 形 ， 其 长 约 等 于 或 

辐 超 过 从 其 前 缘 至 吻 鳞 的 距离 ;类 鲜 1; HEATH 2s 眶 后 鲜 2; 前 里 鲜 2 后 颗 鲜 2 或 



Sv Hoge aH.» Me pee Be ee 

3; Ems (3 —2- 3st) 5 Peel, —PhieA—{i12, By 5 MCHA rs PRE 

显著 起 棱 ， 仅 最 外 LTA is FP BE23- 23-1977; 腹 鲜 2 EE 211; FILE; ke Pe 

2 AWEVESO— 81; 体 最 长 肉 性 1340+ 300 mm, 

背部 暗 黄 绿色 ， LEMAR ARBRE, PRA, LES “OE” Vos 背部 

有 黄色 横 斜 斑纹 ， 越 往 后 越 罕 ， 至 体 后 1/3 段 槛 斜纹 宽 约 半 枚 饼 ， Ae, APP 

纹 。 

栖息 环境 栖息 于 高 山 森 宁 中 。 无 毒 。 

7.68% Elaphe dione (Pallas) 

采集 地 ”天 水 、 微 县、 武山 、 武 威 、 靖 远 、 兰 州 213, 192. 

ADA 1340~1600K. 

形态 特征 ” 吻 鲜 显露 于 头 背 ， 鼻 间 鲜 短 于 前 额 鲜 ， 领 鲜 长 等 于 其 前 缘 至 吻 端的 距 

Bs MARS MRS: MBL, 个别 2;， 眶 前 鲜 2， 少 数 3， TP Bills FE Ja we 

2， 倡 3， 前 颗 鲜 2， 少 数 3， 偶 1 或 4;， 后 里 钰 4 或 3 ， 偶 2 或 5 上唇 鲜 8， 偶 7 

(3-2-3350) s PE @E10. 11, 12, 19 e138, Bi 4 BeOS FAA Ars TK BE oh 

棱 ， 外 侧 10 行 堪 右 光 消 ; 背 鲜 23 (24, 25, 426) -24 (25, 26, 27, 1823) —19 C18 

16、17、18、20) 行 ，》 腹 鳞 21 条 雄性 170~194，19 条 鲜 性 173 一 197;， 肛 鲜 2; 尾 下 饼 21 

条 雄性 48 一 75，17 条 队 性 64 一 70， 体 最 长 雄性 780 + 166mm, HEE 780+155 mm, 

RRE, 4AM Kh, SMAI. 

栖息 环境 栖息 于 山区 。 无 毒 。 

8. 玉 斑 锦 蛇 Elaphe mandarina (Cantor) 

Rew MB 33.12. 

& A 620K. 

A Sie WR. AKB Us SGA, SAGE ir, KE 

于 其 与 吻 鳞 的 距离; 类 鳞 1， 一 条 标本 缺 ; 眶 前 鳞 1， 眶 后 鳞 2; 前 里 鳞 2， 个 别 左 侧 . 

1; 后 昧 鳞 2， 个 别 右 侧 3 上层 鳞 7 (2-2- 3 式 )， 下 层 鳞 10 个 ， 个 别 右 侧 9 ， 

前 4 枚 与 前 闫 片 相 切 ;， 体 鲜 光 消 ; 彰 鳞 23- 23 - 19 行 ， 腹 鳞 3 条 雄性 213 一 229， 一 条 肉 

性 217; 肛 鳞 2， 尾 下 鳞 3 条 雄性 64 一 70， 一 条 雌性 62; 体 最 长 礁 性 1075+ 180mm， 一 条 

HEYE233 +52mm, 

Bik, ABER, TAMAR, PRPS, (Kab A 1h 2 23~30 

+, BBA 6~97*. 

#8: es, 栖息 于 山区 森林 中 。 无 毒 。 

9 . 紫 灰 锦 蛇 指 名 亚 种 Llaphe porphyracea porphyracea (Cantor) 

RAE MEE IS Ss 
UDA 6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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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 特征 ” 吻 鲜 宽 大 于 高 ， 由 头 彰 可 见 ， SLAG NP ames AMEE Hy WTA 

和 曙 间 鲜 沟 之 和 ， 顶 鲜 沟 长 等 于 额 鲜 长 ;类 鲜 1， HENGE 1s 眶 后 鲜 2 前 里 鲜 18 后 

闫 鲜 2s 上层 鲜 8 (3- 2- 35k); Pew o wk10, WA KDR s ADs 

E19-19-—1747s HEWE—AHEEL85, —ZRMETE1O4s JILGE2s Fa PF iek— 2 HEvEDS, —% 

WERE5SOs (844 — HEE 244+ 50mm, —AHEVYEG00 + 105mm, 

KAA 3 条 黑色 纵 线 纹 ， 一 条 始 于 吻 鳞 后 缘 ， 洛 中 线 至 顶 鳞 后 缘 ， 其 它 2 条 分 别 从 

眼 后 开始 后 行 ， 与 体 部 第 一 横 斑 相连 续 ， 躯 尾 背面 有 较 宽 的 黑 褐 色 鞍 形 横 斑 11 一 12+ 3 

个 ; 又 体 后 段 3/4 背 侧 各 有 一 条 细 的 黑 褐色 纵 线 。 

栖息 环境 ”栖息 于 高 山 森 林 中 。 无 毒 。 

10 . 黑 眉 锦 蛇 Elaphe taeniura Cope 

pee ee ee 6 26S CHERIAAED) c 

&ADA 110~1500K. 

UAE WRAPS, BABU Rs SAS Hie, Co EAR, 

饼 沟 长 为 前 额 鳞 沟 的 1/2 或 1/3; MH RSPR SMT: ET, 2s Hea ie 1 

或 2; 眶 后 鳞 2， 前 里 鳞 2;， 后 里 鲜 3 ， 偶 左 侧 2 上层 鲜 9 (4-2- 3 式 )， 偶 有 

8 或 10， 下 层 鳞 12 或 13， 也 有 10， 前 4、5 或 6 片 切 前 头 片 ， 彰 鳞 有 微弱 的 起 材 ， 外 侧 

数 行 光滑 ;， 背 鳞 25 -23、19 (25-24-19) + 腹 鲜 2 条 肉 性 241 一 243， 一 条 雄性 236 ; 

肛 鳞 2; 尾 下 鳞 2 条 肉 性 85 一 101， 一 条 雄性 106; 体 最 长 内 性 1300+ 350mzm， 一 条 雄 

性 1090 二 310 mm, 

背面 石板 灰色 ， 体 前 有 黑色 梯 状 横 纹 似 秤 星 ， 体 后 有 4 ARERR, Bikes HR 

BARKER; 腹面 灰白色。 

栖息 环境 栖息 于 高 山 和 园地 ， 亦 居家 屋 及 其 附近 ， 李 时 珍 所 载 的 黄 僻 蛇 ， 据 考证 

就 是 本 种 。 无 毒 。 

11 .双全 自 环 蛇 Lycodon fasciatus (Anderson) 

2 

ADA “1300 米 。 

形态 特征 ” 吻 鳞 宽大 于 高 ， 由 背面 可 见 ， 鼻 间 鳞 宽大 于 长 ， 小 于 前 额 鲜 ， 前额 鲜 长 

与 宽 相 等 ， 前 额 鳞 沟 倍 于 鼻 间 鳞 之 长 ， 类 鳞 1 ， 长 形 ， 入 眶 ， 不 与 曙 间 鳞 相 切 ，》 MER 

1, SDs Haw 2 ， 前 里 鲜 2; 后 里 鲜 3;， Lewes (2-3-3); FE 

10m 9, Hoe 4 MSRM TDs MCI, DUR ERIE 1 ~ 3 行 微 起 校 ; 

45H 17 -17=- 15 行 ， 腹 鳞 2 条 雄性 194 一 204; JIL 2s 尾 下 鲜 2 条 雄性 79~80; 体 最 长 . 

雄性 445 上 + 120 mm, 

背 腹 有 黑 黄 相间 环 纹 ， 在 鹏 部 黑 环 纹 有 28 一 31 个 ， 在 尾部 7 一 10 个 。 
栖息 环境 栖息 山区 。 无 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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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锈 链 游 迪 ”Ne122 craspedogaster (Boulenger) 

Rew ME 12, 

HDA 620K. 

形态 特征 We wKT me, MABGUAZI-As SGT AA, ARH E 

与 吻 端 的 距离 ;》 Wie 1s 眶 前 鲜 2; 眶 后 鲜 3， AME 2s Jaa 1, LWA 7 C2 

-2-3x), 48 (3-2-3350) 5 P10, HS MWA; ABE, Sil 

e559; FPHELO-19—-1777s FR HE159; ALE 2; 尾 下 鲜 51 对 ， 体 全 长 475+ 114mm, 

音 面 深 褐色 ， 有 2 条 锈 色 纵 纹 ; 有 颈 背 两 侧 有 2 斜 的 黄色 斑 ， 宽 的 2 枚 鳞 ， 长 约 5 

饼 ; 每 枚 腹 鲜 和 尾 下 鳝 两 外 侧 有 一 长 黑 班 ， 这 些 黑 斑 形成 断 续 的 纵 走 纹 。 

栖 和 急 环 境 栖息 竹山 地 。 无 毒 。 

13 . 颈 槽 游 蛇 Nairix nuchalis (Boulenger) 

人 
重 直 分 布 ”620 一 1600 米 。 

形态 特征 ” 吻 鳞 宽大 于 高 ， 从 头 背 稍 可 见 ， 鼻 间 鳞 稍 狭长 ， 比 前 额 鳞 小 ， 额 鲜 长 等 
其 与 吻 端 的 距离 ， 闫 鳞 1， 眶 前 鳞 1， 个 别 2， 眶 后 鲜 3， 少 数 2， 前 里 鳞 1， 少 数 
Dyer o, Doel, oy IS Cag Cfo 0) ee ese Coen = 2 
st); PRwsck7, BA9, B44 ABs BEES, MEb 1 一 2 AOI: 
Sp WEEE 1547; HRBE2OATEME155~169, 254WMEPEIS6~171; ALMEQ, HHl1; A Pw 
2625 HEVES9~63, 222MEVE42~61s (Ree HEYEDI2+ 155mm, HELE 5954+120mm, 

颈 沟 明 显 ， 位 颈 背 正 中 线 。 
SHH, IRF C845 LES) 和 最 后 2 枚 上 层 鳞 沟 各 有 一 条 黑 斜 纹 ， 有 

少许 标示 缺 最 后 2 枚 上 唇 鳞 沟 的 黑 斜 纹 ， 体 腹面 黑色 。 
栖息 环境 ”栖息 于 山区 。 无 毒 。 

14 . 乌 游 蛇 指名 亚 种 Natrix percarinata percarinata (Boulenger) 

Re 3H, RE 386. 326 

ADA 600-1100. 

形态 特征 WRT, MARAT ILs Sela, Jem tes HOUR LE SS Tal 

eke UKM HS Uy ATE Ss HUE Ls MERE 1 Bk 2s HE a wR A Bk Ss RIA 

2333 Jaws 3s EBM 9 (3-2-4) 5 FH 10, 2A AM 9 或 11， 前 5 枚 

与 前 闫 片 相 切 ，》 体 馆 显 著 起 棱 ， 仅 最 外 一 行 光 滑 ， 外 侧 校 渐 弱 ， 背 鲜 19- 19-1777, TB 
fit 3 SR HEVELS5~138; 3 条 雌性 136 一 140， 肛 鳞 2， 尾 下 鲜 2 条 雄性 72 对 ， 一 条 肉 性 69 

对 ， 体 最 长 雄性 607+ 232mm, WEYE677+70mm* (+ 号 表示 尾 断 ) © 

衣 面 育 灰 色 ， 左 右 两 侧 有 黑色 斑纹 ， 每 一 环 纹 在 背面 较 宽 ， 其 中 央 色 浅 。 似 成 双 

环 ， 并 延伸 至 腹面 ， 腹 面前 段 黄 自 色 ， 后 段 及 尾 腹面 暗 灰色 。 



OISREAF Hh PA Voly- B5--Noxs 35) 

1g) ST eM 
leo A> | 到 Sy ye A 标本 号 数 性 HR Som) COTA MATH LSS Bm HF 

630182 | o MX A) 330+125|19-19-17] 185 | 72 |8-2-4)1+4]| 243 
630189 + Ix H) 580+0* |19-19-17| 138 0* [3-2-4) 244 | 343 

630190 | ot | 文 县 | 567+82 |19-19-17| 138 | 24* 3-2-4 244/343 
630191 | 2 | HB) 677+70" |19-19-17| 136 | 15° B-2-42+3/4 348 
747072 | o (Be BH) 607+232 |19-19-17| 138 | 72 3-2-414+3/5| 2+3 
747073 | ?| 康 县 | 237+75 19-19-17) 140 | 69 3-2-41+4|12+3 

4” 示 尾 断 一 自 

种 下 分 类 讨论 Maki (1931, 3800) 根据 台湾 乌 游 蛇 的 腹 鲜 〈142~153) BRK 
陆 乌 游 蛇 稍 多 ， 把 它 订 为 新 种 CN suriki) , Pope (1935, P, 118) 和 福建 生物 A 编 

《福建 的 蛇 类 

六 条 标本 的 腹 鳞 数 为 135~ 一 140， 较 台湾 标本 为 低 ， 因 此 我 们 同意 成 都 生物 研究 观察 我 4 

》 (1974， 第 33 页 ) 将 N surtke (EAN percarinata 的 同 物 卉 名 。 据 作者 

所 画 枉 砍 行 动物 研究 室 的 意见 ， 将 台湾 产 的 乌 游 蛇 订 为 乌 游 旋 侣 湾 亚 种 CV percarinata 
surikti Maki) ， 大 陆 乌 游 蛇 应 是 乌 游 蛇 指 名 亚 种 CN pb. percarinaia [Boulenger] )。 

栖 和 急 环 境 栖息 山区 多 草 附近 ， 我 们 在 小 溪 内 提 住 一 条 。 无 毒 。 
15, epee Nairix tigrina lateralis (Berthold) 

采集 地 ”武山 、 

& AA 620~1780%K. 

形态 特征 MRK, MAB: Sele BDF BA ws HT Ail 

Hh lal Mls MBEKI Bw A Sy Gay TES TH 

眶 前 鳞 2， 偶 1;， 眶 后 鲜 4 或 3 

3 式 ) ， 下 屠 鲜 9 或 10， 偶 11， 

17 行 ， 腹 鳞 一 条 雄性 153， 八 条 肉 性 153=- 160， 肛 包 有 2 

32 一 67; 体 全 长 一 条 雄性 680 + 200mm, 

sya Berea: 

栖息 

auK, @Uk. RE. MR. 

> 

Hy axe mae 1 

evil 

9 少数 2 ; 

fl Gm 92. 

体 最 长 肉 性 1030+ 175mm, 

背面 棕 绿色 ， 颈 部 有 显著 的 较 大 黑 班 ， 间 以 红 班 ， 多 数 在 体 中 段 红 班 消失 ， 少 数 在 
眼 后 黑 纹 斜 达 口角 ， 腹 饼 青 灰色 。 

环境 栖息 于 山区 多 草 的 水 边 。 aera 

16,2568 Opheodrys major (Guenther) 

采集 地 ME 

直 分 布 

形态 特征 1y fi 

IO 

620K. 
He oper 
me Vik, 

1; 后 颗 鲜 2; _; ail tk 

226 

HAF me, HABA Ms 上 

MG i tR ess Ting wees Ble 1s HEAT HE 1s HESS tee 2 

SG3y= Bra rai); =o AS 

a= 2X — a= I 

WER KE 
Th ER Ty il oe SS AR ZF 

Jame 2; ERe7 (2-2 = 

Bi 4 Bem 5 SHAD, fee, Te 
FB PR AREVETO, /\ 2% HE PE 

FLO 

4 Pe) fine ese Fy Aid ie YN gi HE LS BR at 

5 Hi mal 饼 

We 

长 吕 大 

HL tie 1 

一 19 一 

其 与 



36 H WwW hm & .-& $a Zat 

一 条 左 侧 8， 前 3、4 或 5 枚 与 前 闫 片 相 切 ， 体 鲜 光 消 ， 背 鲜 通 体 15 行 ， 一 条 肉 性 肛 前 

14 行 ;， 腹 鳞 一 条 雄性 156， 2 条 雌性 171 一 175， 肛 鳞 2;， 尾 下 鳞 1 条 雄性 58,2 条 雌性 

53 一 79， 体 全 长 1 条 雄性 477 十 122mm 自 ， 体 最 长 雌性 640 +205mm。 

背面 草绿 色 ， 腹 面 淡 黄 绿色 。 

栖息 环境 ”栖息 于 山林 中 。 无 毒 。 

17 .福建 颈 斑 蛇 ”Picgzopjpo1zs styani (Boulenger) 

tes SOE es 

HDA ”620 米 。 

形态 特征 KERR TMM Hs 吻 短 ; 吻 鳞 宽大 于 高 ， 由 背面 可 见 ， 鼻 间 鳞 宽 倍 于 

长 前额 鲜 外 缘 包 回头 侧 ， 并 与 眶 前 鲜 和 后 小 鲜 相 接 ， 额 链 六 角形 ， 长 度 超过 其 与 吻 端 

的 距离 ;类 乌 缺 ， 眶 前 饼 1， 眶 后 鲜 2， 前 晒 鲜 2， 后 颗 鲜 2 上唇 鲜 6 (2- 2 一 2 

式 ) ， 背 鲜 光 簿 ， 通 体 15 行 ， 腹 鲜 111; 肛 鲜 1， 尾 下 鲜 29 对 ， 体 全 长 230+40mam。 

栖息 环境 WES. Le 

18, Fete pW FH = Pseudoxenodon macrops sinensis Boulenger 

采集 地 BEL MB 46.42. 

ADA 620~1500K. 

形态 特征 ERK: WSK, BM s Sale Ks. 额 鲜 长 等 于 其 

与 吻 乌 的 距离 ， 关 鲜 1;， 眶 前 鲜 1， 眶 后 鲜 3， 前 颗 鲜 2 后 晒 鲜 3;， 2 条 右 侧 为 43 

上 层 鲜 7(2- 2- 3 式 )， 一 条 内 性 为 3- 2 - 2 式 一 条 雁 性 在 侧 及 一 条 肉 性 堪 侧 为 

6 (2-2=-2 式 )， 一 条 雄性 8 (3-2- 3x) s RBs, DARTH, FH 

HEPEA UU10, BH 4 RS MSHA TDs ART, Hehe, PU ilpesgs, A i19g~17 (一 

条 雄性 18) —15473 FRWR 4 HEVE141~148, 4 2HEVEI49~152; Fico; FA Sith & 

HEVEGI~67, 3 条 雌性 58， 体 最 长 雄性 570 + 160mm, HEPEG45 + 154mm, 

头 背 无 斑 或 额 鳞 后 缘 黑 色 或 额 包 与 前 额 鲜 间 沟 和 眶 上 鲜 与 前 额 鳞 间 沟 呈 黑 色 或 额 鳞 

FE |: ti Ae Se SB TL ae TH AA SE hs SPA TI Es 该 斑 前 端 特 细 ， 仅 

1~ 3 fi, (HEM, AiIBREbARBAA SS; (AEST EAL E24 ~30 + 

10 一 13 个 ， 在 体 前 部 红斑 延伸 至 体 侧 ， 腹面 和 白色， 有 较 稠 密 的 小 黑 点 。 

种 下 分 类 讨论 ”和 斜 鲜 蛇 中 华 亚 种 有 的 学 者 把 它 作 为 Prmccrots 的 同 物 异 名 ， 有 的 把 

它 作为 亚 种 看 待 。 据 作者 观察 我 省 8 Kink, ARUP: 

(1) fe ie141~152, FAP E58~67, Be P, macrops >, 

C2) ise 7 (28, aie). 38 32) HE, ee a AN cer I 

I, P, macrops E38, 4. 5 Alle, 
C3) A) tiie Ha Te At bei 1 ~ 5 URE, OB 6. 7 BULA H, KALE 

Ie WFC 6 

C4) PSG 8 (CD27. 9. 10), MAR ME B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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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 I 

oi fs 

et ae en 鲜 眼 弓 头 包 
区 | ule 

630331 le 文 会 570+160 |19=17 一 15| 141 6 全 训 天 2 全 古人 相信 

64050 。 8 天 水 267+60 [19-17-15] 149 | 58 | 8-2-2 1+ 3/243 

ca oe 天 水 284 +70 Oa = -15 144 | 62 3-2-3 |1+ 312+ 3 

640183 97K 645+154*/19-17—-15/ 152 | 58， (2-2-3 1 + 3/243 
| | 

640184 | |Kk| 515+164 |19-17-15| 148 | 61 beh ah +3243 

640266 | 2 KK 610+146 19-17-15 528 |e joe 22-2 fo 9-3] 1 the aay 

640619 | 2iK7K) 546+135 19-17-15 M50) Pe = 3 |1 = 3243/4 
| eg ar) | 

640620 |” KK 545+153 [19-18-15 TAN GOO Ppp sell a Gllake 3 
| 

meas PRE SINT Pe ee 

(5) JAM MCRREP, ASA. 

Al EAS Tel BS Ee EA A EE 5 Fg P, macrops macrops, 
sinensis = 7 WF, 

栖息 环境 HELL HL 

P, m, fukzensis BP, m 

19, BAG HE Szbynophis chinensis (Guenther) 

采集 地 BMA 26, 

aD 1500K. 

形态 特征 MB RKP a, MAB: Sawa A, SKE Sy 
TATE Ps UE 1s HERE 1s MESH 2; AB 2s Jaw wo, Ei — 4 He PEO 

eS ey eee Ne ae 

HiAlys OSCE, WITT; FRB ACMEPEL79~184; 肛 鳞 2， 尾 下 鳞 二 条 雄性 25~ 

AQ*; 体 最 长 雄性 460 一 100mm- 。 

头 彰 瞳 神色 ， 后 部 有 黑 斑 两 块头 腹面 黄 自 色 ， 散 在 黑 褐 细 斑 ;背部 暗 褐 色 ， 从 头 

后 至 体 后 的 背 中 线 有 棕 褐色 纹 ， 但 在 体 后 的 线 纹 逐 渐 不 明显 ;腹面 灰 自 色 ， 腹 鳞 和 尾 下 

鳞 两 侧 有 黑色 小 斑点 并 列 成 行 ， 而 其 它 许多 蛇 类 著作 均 记 载 腹 鳞 两 侧 黑 宰 小 斑点 至 肛 前 

ino 

栖息 环境 ”栖息 于 山区 。 无 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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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458 Zaocys dhumnades (Cantor) 

Kew MB 129. 

重 直 分 布 “620 米 。 

形态 特征 ” 吻 鳞 宽 倍 于 高 ， 由 头 背 可 见 ， 曙 间 鲜 宽 大 于 长 ;前 额 鲜 较 鼻 间 鳞 长 ;上 额 

鳞 长 等 于 其 与 吻 鳞 的 距离 ,项 鳞 1， 眶 前 鲜 2;， HEHE 2s HTB 2s 后 里 鳞 2 Lei 

8 (3-2=-3 式 )， 下 层 鲜 11， 前 5 枚 切 前 闫 户 ;， 背 鲜 仅 体 后 段 背 正中 2 一 4 行 起 

Ws; 彰 鳞 16- 16 - 14 行 》 腹 鳞 200， 肛 鳞 2;， 尾 下 鳞 122 对 ; 体 全 长 1005+407mm。 

背面 青 灰 神色 ， 背 正中 二 行 鲜 呈 黄 色 ， 其 外 侧 二 行 鲜 呈 黑色 腹面 灰 自 色 。 

栖息 环境 ”栖息 于 山地 。 无 毒 。 

21. 花 条 蛇 Psammophis lineolatus (Brandt) 

Rise BUG 19 (根据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标本 ) 。 
EDF ”1066 米 。 
形态 特征 ” 蛇 体 细 长 ， 吻 鳞 从 头 背 可 见 ， 关 鳞 1 ， 不 入 眶 ， 眶 前 鲜 1 ， 眶 后 鲜 2 3 

AWB 2; 2, EE@9 (3 - 3 - 3 式 ) ， 下 层 鲜 10， 前 四 对 切 前 冰片 ， 彰 鲁 
平滑 无 楼 ， 颈 部 和 体 中 部 17 行 ， 肛 前 13 行 ， 腹 鳞 190， 肛 鳞 二 分 BF BOOMs 体 长 
530+178mm, 

BURAB MIKE, AREGMRLA, 2RAFIELS, MUGS M, Bak 
BA 2AM, SRAM AMA, AER Bae ere 
KR, BR-AARABR, 腹面 灰白 ， 腹 鳞 两 仙 有 黑 纹 连 成 纵 线 纹 ， 头 背 除 上 述 4 条 灰 
fA NI, MUL AAS MRS RAE 

ARH, MAF RORMPMWE. 

22 86 bese ERE Agkistrodon halys brevicaudus (Stejneger) 

采集 地 BEL EB 14. «32.2 

ADA §620~990K. 

USE LEAs AREA: Ms vhs WEAR Ls Shalt ie 

于 长 ， 外 缘 尖 细 且 和 斜 向 外 后 方 ， 呈 过 点 状 ， BER SILAS: AT, Ae 

B, MENS TRA Fis 类 鲜 2; 上唇 鲜 7 (2 - 1- 4 式 );， 眶 前 甸 2， HE 

Jae 2, SEAM 3; 前 里 鳞 3 ， 一 条 标本 2 Jaw 4 3; 下 层 鳞 10 或 11， 个 别 一 

侧 9， 前 3 或 4 枚 切 前 类 片 ;， 鲜 列 仅 最 外 一 行 光 滑 ，》 背 鲜 21=-21=- 17 行 ， 腹 鳞 3 条 肉 性 

141~144, 1 条 雄性 140， 肛 钰 1， 尾 下 鲜 3 EEE 84~39 对 ， 1 条 雄性 43 对 ， 体 最 长 
肉 性 493 + 65mm, 1 工 条 雄性 140+43mm。 

彰 面 灰 标 色 ， 两 侧 各 有 一 列 黑 棕色 的 圆 班 ， 交 错 排列 ， 在 体 后 部 这 些 圆 斑 在 中 央 相 

连 ， 吻 鲜 淡 灰 色 ， 其 正中 有 一 背 腹 纵 行 的 黑 纹 ， 眼 后 有 一 黑色 带 状 条 纹 ， 在 黑 纹 上 缘 有 

TAWA SK, WT “EUR” s 腹面 浅 灰 棕色 ， 尾 后 部 腹面 为 灰 自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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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 环境 WET . AB 

23 . 晕 蛇 中 介 亚 种 Agkistrodon halys intermedius (Strauch) 

RR Hm 12. 

ADA 1600%K. 

形态 特征 k=: AKRSAs BMAs 尾 短 小 ， 吻 鳞 由 头 背 稍 可 见 ， Sh fia] we RE ee 

于 长 ， 外 缘 尖 细 且 和 斜 向 外 后 方 ， 呈 去 点 状 前 额 鲜 宽 与 长 几 相 等 8 有 类 窝 ， 类 窝 的 后 下 

RA Me Pie, wel; LM 7 (2- 1-14 式 )， 右 8(2-1-5 式 )， 眶 

前 鲜 2， 眶 后 鲜 2， 前 颗 鲜 3， 后 颗 鲜 3;， 下 唇 鲜 左 10、 右 11， 前 4 枚 切 前 堪 片 ， 背 鳞 

起 杰 ， 仅 最 外 一 行 光 请 :背包 24- 23-1777; AWE 162; 肛 鳞 1 尾 下 鳞 43; 体 全 长 
350+50mm, 

”背面 有 一 系列 不 规则 的 黑 褐色 横 斑 ， 眼 后 有 黑色 带 状 纹 ， 其 下 缘 有 一 条 很 细 的 和 白色 

RAs 吻 鲜 没有 背 腹 纵 行 的 黑 纹 。 

种 下 分 类 讨论 ”关于 蜡 蛇 的 分 类 问题 ， 国 内 外 学 者 已 发 表 了 很 多 文章 ， 争 论 已 久 。 
据 作者 观察 这 条 标本 ， 其 鲜 被 〈 腹 鳞 与 尾 下 鲜 数 ， 以 及 背 鳞 行 数 ) ， 色 斑 以 及 生态 ， 婚 
不 同 于 短 尾 亚 种 A, h, brevicaudus Stejaeger， 也 不 同 于 乌 苏 里 亚 种 A, A, ussuriensis 

下 melianaov。 因 此 ， 我 们 同意 ， 我 国 蜡 蛇 至 少 可 分 为 三 个 亚 种 的 论点 。 

栖息 环境 ”栖息 于 荒 痢 或 羊 荒 并 地 带 。 

24. 高 原 昌 Agkistrodon strauchi Bedriaga 

人 
EDA 1500~1780-Ke 

形态 特征 ” 头 呈 三 角形 ， 有 管 牙 ， 颈 细 ; Bes WREAFS. MLSs B 
间 鳞 略 成 榜 形 ， 外 缘 不 尖 细 ， AES KIL: RON, NLR, BUREN 
FRMR-UA TS, AMR BBE, FBO? (2- 1-4 式 ) ， 有 一 雌性 左 9 
(2-1-6x, B4eALPODHO, 48 (2 -1-5 式 )， 眶 前 鲜 2， 眶 后 

鳞 2 或 3， 前 显 鳞 2 或 3， 后 颗 鳞 3， 偶 有 4 或 5， 下层 鲜 10， 少 数 9 或 11， 前 3 或 4 

枚 与 前 颈 片 相 切 ， 体 鳞 仅 最 外 一 行 光 消 ，》 背 鳞 21- 19- 15 行 ， 偶 有 肛 前 17 行 ， 腹 鳞 7 条 

WEVEL61~170, 4 条 雄性 152 一 158， 肛 鲜 1， 尾 下 鳞 7 条 雌性 28 一 43 对 ，4 条 雄性 40~- 
47 对 ， 体 最 长 崔 性 530 + 77mm， 雄 性 525+93mm。 

体 灰 神色， 背面 有 士 棕色 约 1 ~ 2 HOR IO AMO ES, MER ee 
黑色 斑点 。 

柱 息 环境 “栖息 于 平原 地 带 。 有 毒 。 

25. 3 te ee EK =©=Trimeresurus jerdontt? Guenther 

RR RIK, BH. MB 305,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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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A 620~1500%K. 

形态 特征 ” 头 三 角形 ;有 长 管 牙 ， 头 背 复 盖 小 鲜 ， 左右 鼻 间 鳞 大 ， 由 数 枚 小 鳞 分 

FFs GR SOUS AME Ss SUE SERZ lA wel; HELGE IAHR 7 (8. 9. 10)s 

ELB&ET7T RS, TAA 6, B3Mink, FL sw Ase RIAs 眼下 方 为 第 

2%, Bwiee, Bwe25 (23, 22, 26. 27, 28) —21 (19, 23, 20, 22) -17 (15, 

18, 16) ffs HEMESOAHELEI75~193, 1426HEVEL72~191; HWE 1s FE PESO HEPED7 

~ 一 80 对 ，14 条 肉 性 60 一 74 对 ， 体 最 长 雄性 790+ 165mm, WEYE755+177mm, 

头 背 有 了 瞳 褐色 入 形 斑 纹 ;， 体 背 淡 褐色 ， 背 中 线 及 两 侧 有 瞳 褐 色 斑 块 。 

26 .烙铁 头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 (Cantor) 

Fife Shik, (HE) SOE EN i 2. 
ADA 620~1500K. 

UAE LEME GREAT ABAD EAB, BOI, AH 
SRA A LRSM, WO GIRS AMES; TE LSERAGE 7, EEBE7. 8 Bk 
10, S-LEBSAGAGEOHA, HORA, Mob—7 56s PB WE 23-21-17° 
4y3 fie 3 AMELEL77~ 190s FICHE 1; 尾 下 鲜 3 AE PEG4~71 对 ， 体 最 长 肉 性 342 + 70 
MM, - 

头 背 具 对 称 的 黑 纹 ， 从 眼 至 口角 有 一 条 黑 带 ， 背 面 绿 棕色 背 中 部 和 两 仙 有 黑 斑 。 
栖息 环境 “栖息 于 山区 溪流 之 岸 边 草 从 中。 

27 .竹叶青 指名 亚 种 Trimeresurus stejnegert stejnegert Schmidt 

RR MA, Hi 16. 3%. 
& ADA 620~1780%K. 

形态 特征 ” 头 三 角形 ;有 长 管 牙 ， 头 背 复 盖 小 鲜 ; SBN, HBTs BRS 
天宇 间 有 鲜 2， HR SIR Aw 2; 眶 上 鲜 之 间 有 鲜 10 一 12 枚 ， 上 唇 鲜 10， 人 少数 右 侧 

9, B-LERS GAs, RRs 23-21-1547; Bw — 2 HE EE 
169, 3 AHETEL66~169; JLB 1s 尾 下 鳞 一 条 雄性 75 对 ， 3 条 只 性 67~73 Ms 体 全 长 

1 条 雄性 545+ 140mm， 体 最 长 肉 性 270 + 93 mm, 

背面 草绿 色 ， 体 侧 最 外 一 行 鲜 自 色 ， 从 颖 部 直 目 尾部 腹面 浅 绿 。 
栖息 环境 栖 昌 于 山区 森林 中 ， 季 见于 山 润 附近 树林 中 。 有 毒 。 

=. 区 系 , 特 人 征 

甘肃 省 的 蛇 类 调查 ， 很 不 全 面 ， 还 有 空 自 点 ， 所 得 种 数 也 较 少 ， 因 此 ， 仅 就 已 知 资 

料 ， 对 本 省 区 系 作 初步 分 析 。 

甘肃 省 已 知 蛇 类 计 27 种 及 亚 种 ， 其 区 系 成 份 如 下 : 

C1) 三 布下 北 寞 和 东洋 办 4 种 及 亚 种 ， 黑 眉 锦 蛇 、 赤 链 蛇 、 虎 斑 游 蛇 和 和 斜 鲜 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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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亚 种 。 

C2) Fat K het 2A. EE. AA ARE. 

C3) 蒙 新 区 成 份 3 MEA, WR. Fe aR A te Ha PIE At 

C4) 4B Ri, Mt AE 

C5) 华中 区 和 华南 区 成 份 13 种 及 亚 种 ， 黑 背 蛇 、 王 锦 蛇 、 玉 斑 锦 蛇 、 锈 链 游 蛇 、 

乌 游 蛇 指 名 亚 种 、 织 青 蛇 、 福 建 颈 斑 蛇 、 墨 头 剑 蛇 、 乌 梢 蛇 、 蜡 蛇 短 尾 亚 种 、 烙 铁 头 和 

竹叶青 。 

C6) 西南 区 成 份 4 种 和 亚 种 ， 平 鲜 钝 头 蛇 、 紫 灰 锦 蛇 指 名 亚 种 、 高 原 蜡 和 菜花 烙 

铁 头 。 

从 上 上 述 可 见 髓 肃 省 蛇 类 动物 区 系 显示 了 各 区 动物 的 特点 ， 并 兼 有 两 个 区 系 种 类 ， 说 

明 本 省 是 十 北 界 和 东洋 界 的 复合 体 ， 但 以 东 详 界 成 份 为 多 。 因 些 ， 以 秦岭 作为 古 北 界 和 

东洋 界 在 我 国 的 分 界线 是 符合 客观 情况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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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x fi 要 

(Abstract) 

The paper presents 218 specimens of snakes from Gansu, There 

have been found 1 species belonging to Boidae, 20 species (subspecies) 

to Colubridae and 6 species (subspecies) to Viperidae, 

All of the species already identified may be enumerated below, 

a) Boidae 

Eryx miliaris (Pa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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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olubridae 

c) 

Coluber spinalis (Peters) 

Dinodon rufozonatum (Cantor) 

Elaphe carinata (Guenther) 

Elaphe dione (Pallas) 

Elaphe mandarina (Cantor) 

Elaphe porphyracea porphyracea (Cantor) 

Elaphe taeniura Cope 

Lycodon fasciatus (Anderson) 

Natrix craspedogaster (Boulenger) 

Natrix nuchalis (Boulenger) 

Natrix percarinata percarinata (Boulenger) 

Natrix tigrina lateralis (Berthold) 

Opheodrys major (Guenther) 

Plagiopholis styant (Boulenger) 

Pseudoxenodon macrops sinensis Boulenger 

Sibynophis chinensis (Guenther) 

Zaocys dhumnades (Cantor) 

Psammophis lineolatus (Brandt) 

Achalinus spinalis Peters 

Pareas boulengert (Angel) 

Viperidae 

Agkistrodon halys brevicaudus (Pallas) 

Agkistrodon halys intermedius (Strauch) 

Agkistrodon strauchit Bedriaga 

Trimeresurus jerdonit Guenther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 (Cantor) 

Trimeresurus stejnegert stejnegeri Schmidt 

The dimension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habitats and other bio- 

logical materials of these species and subspecies are reported, The fau- 

na of the snakes from Gansu and subspecific categories of some species 

are discussed, 



rics 

aus ind 2 ) ‘Selgin 

urea 人 人 ng mint 

‘nate per onal ARON, FS 
NS wR Add 1 NS 

A hp ay, 1 malay 

¥ Ch mas hy VRH WERES ul 

sey) 和 人 从 aaa, A OW Leann 

ah ae) i eee 全 了 diay, vr 
a we canal wo 

BER et Ak Svs ver Big 
F ve i iA 

bad i 

whe aus hax’ 本 W 

a art ad Beton dn 人 bang bid gage 

he pene we 全 e 

he ‘aa: ie Hp found, t eue . 

f at in ie nahn el i spews ‘ect yay 
| Bit ov whe: neat pieendy gag 区 

thie Wop. Se aon B shits 
UF ae ee si hah eS Ak * 

A Pith i . 



PEER A ISTE Oh FAR Vol. 5, No. 6 
第 45 一 52 页 PP.45 一 52 ae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July 10, 1981 

NE J&B AGKISTRODON 分 类 的 蛇毒 分 子 基 础 

Pee CLASSIFICATION OF THE GENUS AGKISTRODON 

ON THE MOUBCREAR BASIS OF ATS, VENOMS 

Is 3 HR, KF 18 

(中 国 科 学 院 上 海 生 物化 学 研究 所 ) 

Chen Yuan-chung Wu Xiang-fu 

(Shangha: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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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KIM DL)HMAMDTAZMNRAMEDAAM, MMe 

op ee Ee a err er 

BRAS, SRE, (1) Mix AAMBRE HAD KRU 
SK RES Fo it HF A DLA be ea EK ik Wk SO iz 

(2) EKAL® “OR” Wee (HAM GHEE) 毒 产 生 一 条 部 分 融合 的 
交叉 沉淀 线 。 (3) 新 疆 尼 勒 克 产 中 介 疼 蛇毒 产生 极 微弱 的 云雾 状 沉 淀 带 。 
(14) EKESF PARRA, HEMHA, DIF ARMS, RRP RD 

3 kee Fe A AMI YL LAP ee Ra ALI RM ak Ay CA FR be Bt Ae ER IRA 

DH SMOKE ERLE, BRKMEDTUEZM, LHRREMUED 
KR be MEME, MEA AH ELHRSBE 

亚 种 及 中 介 北 都 不 相同 的 ， 在 我 国 东 北部 客观 存在 的 一 个 亚 种 。 

我 国 蜡 蛇 分 布 面 广 ， 数 量 多 ， 对 蜡 蛇 亚 种 划分 问题 ， 长 期 来 各 派 观点 分 此 ， 难 以 取 

本 文 于 1981 年 4 月 5 日 收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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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用 蛇毒 组 成 蛋 自 的 蜡 同 作为 毒蛇 科 与 属 之 则 的 区 分 ， 现 在 还 没有 报道 。 蛇 毒 研究 的 

进展 ， 已 从 蛇毒 纯化 了 大 量 的 毒素 和 量 白 ， 并 完成 了 其 一 级 结构 分 析 。 多 种 几 毒 酶 类 已 被 
纯化 ， 对 它们 的 性 质 有 了 更 加 深入 的 了 解 ， 大 量 的 研究 资料 表明 ， 蛇 毒 的 组 成 蛋白 的 性 

质 以 及 毒素 的 性 质 随 毒蛇 的 科 属 不 同 有 所 不 同 ， 但 有 一 定 的 规律 性 。 更 深入 一 步 观 察 毒 

素 蛋 白 分 子 的 一 级 结构 的 氨基酸 序列 ， 同 属 的 有 极 大 的 相似 性 ， 但 亚 种 之 间 也 存在 差 

异 。 目 前 我 们 已 有 可 能 从 蛇毒 分 子 水 平 上 来 观察 与 形态 分 类 间 的 联系 。 

要 以 蛇毒 作为 分 类 的 依据 ， 需 要 了 解 蛇 毒 的 组 成 有 些 什么 规律 性 ， 种 必 之 间 有 那些 

差异 ， 这 些 差异 是 比较 固定 的 ， 还 是 随 外 内 条 件 有 所 变化 ， 如 食性 、 季 闻 的 不 同 而 相应 

地 有 所 改变 。 个 体 ， 蛇 龄 的 不 同 是 否 影响 此 毒 的 组 成 。 以 下 我 们 就 上 面 几 个 问题 进行 讨 

论 。 

一 、 各 科 上 蛇毒 的 电泳 规律 

形态 分 类 上 主要 的 3 科 毒 蛇 的 蛇毒 组 成 蛋 自 ， 眼 镜 蛇 科 (Elapidae) 和 海蛇 科 

(Hydrophiidae ) 的 蛇毒 富 含 神经 毒素 ， 其 中 包含 强 碱 性 的 突 触 后 神经 毒素 ， 分 子 量 

为 7,000 至 8,000; 个 别 的 含 分 子 量 大 于 10 ,000 的 突 触 前 神经 毒素 ， 有 很 高 的 乙酰 胆 碱 酯 

ARSE: MARTHA COIR Ets) MORK AKERS. MER CViperi— 

dae) HHA REYZ#: (Viperinae) FUPBVA CatM Reheat Crotalinae ) WERE Se 

血液 毒素 ;有 蛋 自 水 解 酶 活性 很 高 ;但 训 不 出 乙酰 胆 碱 酯 酶 活性 。 这 两 亚 科 蛇毒 ， 只 少数 

发 现 神经 毒素 ， 都 是 分 子 量 大 于 10,000 的 突 触 前 神经 毒素 ， 还 没有 关于 突 触 后 神经 毒素 

的 报道 。 用 pH8 .9 聚 丙烯 酰 胶 凝 胶 电 诛 分 析 这 些 蛇 毒 〈 图 3 ) ， 可 以 看 到 它们 之 间 组 成 

蛋 自 的 电泳 行为 差异 很 大 ， 眼 氏 蛇 科 蛇 毒 大 多 是 碱 性 蛋 自 、 等 电 点 大 于 SO, BANDS 

向 正极 ， 图 谱 上 只 显 很 少 区 带 》 而 峻 科 蛇 毒 大 多 是 中 性 和 酸性 蛋 自 ， 电 泳 时 移 岗 负极 约 

20 条 左右 区 带 。 所 以 在 此 电泳 条 件 下 能 够 得 到 分 离 镑 好 的 图 谱 ， 其 中 以 蜡 亚 科 昵 毒 的 分 

离 图 谱 尤 好 。 

二 、 同 种 内 不 同 亚 种 间 蛇 痢 的 异同 

同 种 内 不 同 亚 种 间 蛇 毒 组 成 蛋 自 极 相似 ， 不 仅 有 相同 的 各 种 酶 活性 ， 而 且 也 有 许多 

相似 的 抗原 性 。 但 不同 科 蛇 毒 ， 即 使 有 许多 相同 的 酶 活性 ， 却 襄 无 共通 的 抗原 性 。 如 用 

浙江 晓 蛇 毒 抗 血清 与 眼 锁 蛇 毒 不 产生 免疫 沉 诈 反应 。 而 用 交叉 免疫 电泳 法 ， 尖 吻 晶 蛇毒 

与 浙江 蜡 蛇 毒 抗 血 清 能 产生 约 11 个 沉 演 峰 ， 比 浙江 晶 蛇 毒 与 浙江 昌 蛇 章 抗 血清 产生 的 约 

20 个 沉 证 峰 少 了 约 9 个 峰 。 本 文 所 用 晶 属 各 种 和 亚 种 蛇毒 都 能 与 浙江 昌 蛇 毒 抗 血 请 产生 

数目 不 同 的 帝 演 峰 ， 说 明和 它们 有 许多 共通 性 ， 也 有 一 些 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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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蛇 毒 的 个 体 差 异 

幼 蛇 与 成 蛇 的 蛇毒 成 分 完全 可 能 有 差异 ， 但 成 蛇 个 体 在 蛇毒 成 分 上 的 差异 似乎 仅 是 
数量 上 的 多 少 ， 不 存在 质 上 的 差别 。 从 颜色 上 有 明显 差别 的 浙江 红斑 型 短 尾 亚 种 与 浙江 
灰 斑 型 短 必 亚 种 蛇毒 的 电泳 图 谱 可 以 证 明 。 CALA) 

四 、 蛇 毒 组 成 的 李 节 差异 

Gubensek 报道 的 沙 峻 (Vipera ammodytes) 蛇毒 在 冬季 取 的 毒液 缺少 两 条 和 蛋白 

带 呈 :， 还 指出 在 这 种 峻 蛇毒 中 组 成 变化 在 其 他 实验 中 也 观察 到 。 目 前 在 其 他 蛇毒 还 没有 

类 似 的 的 报道 。 应 当 指 出 的 是 ， 沙 峻 毒 补 成 分 变化 是 在 冬季 取 毒 时 发 现 的 ， 这 时 的 蛇 已 

处 手 冬 眼 期 ， 由 于 在 特殊 的 代谢 状态 下 蛇毒 组 成 变化 完全 可 能 发 生 的。 我 们 在 上 海 从 6 

月 至 10 月 和 不 同年 份 取 的 浙江 短 尾 亚 种 蛇毒 ， 以 及 不 同时 期 的 吉林 “和 白眉” (37 HUW 

种 ) 和 蛇 岛 蜡 的 电泳 图 谱 ， 可 以 看 到 完全 一 致 。 (图 5 ) 

我 们 取 毒 时 间 是 在 夏秋 两 季 ， 而 且 是 许多 条 蛇毒 液 的 混 含 ， 因 此 排除 了 个 体 和 季节 

差异 的 干扰 。 

结 语 

综 上 所 述 ， 进 行 毒蛇 分 类 时 ， 应 用 蛇毒 组 成 上 的 差异 配合 分 析 是 有 参考 价值 的 。 毕 

外 ， 从 本 实验 还 得 到 三 点 启示 ， 一 、 上 海 生 物 制品 所 生产 的 蜡 蛇 抗 毒 血 请 能 适用 于 各 地 

蜡 蛇 咬 伤 治疗 ， 但 使 用 的 剂量 应 有 不 同 。 蜡 蛇毒 抗 血清 可 以 部 分 中 和 人 尖 吻 蜡 蛇 毒 成 分 。 反 

过 来 , 尖 吻 蜡 的 抗 毒 血清 不 能 救治 蜡 蛇 咬 伤 , 因 用 僚 吻 蜡 蛇 毒 制 成 的 抗 血清 ， 缺 少 抵抗 蜡 

蛇 神 经 毒素 的 抗体 。 二 、 在 研究 浙江 短 尾 亚 种 神经 毒素 中 ， 由 于 都 是 同一 亚 种 ， 不 致 从 

大 量 蜡 蛇 毒 混合 液 中 得 到 多 种 神经 毒素 的 异 构 体 。 三 、 蛇 毒 的 抗原 性 比 蛇毒 酶 有 更 高 的 

特异 性 ， 以 蛇毒 中 某 种 特异 蛋 自制 成 抗 血 清 ， 用 免疫 反应 的 方法 来 区 别 种 或 亚 种 是 比较 

FY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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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Y se ie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s the problem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specific 

and subspecific categories of snake genus Agkistrodon from the molecular 

differences of its venoms, A rabbit antiserum is made by using purifi- 

ed neurotoxin from the venom of Agkistrodon blomhoffit brevicaudus Stejne- 

ger from Zhejiang Province, Immunological diffusion reactions were 

carried out with different species of Agkistrodon (Sensu lato) as well as 

with different subspecies of Agkistrodon blomhoffiz (Boi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venoms of Agkistrodon blomhoffi brevicaudus Stejener collected 

from individuals mixed, individual pale black in colour with red stripes 

and that without red stripes, all from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at from 

Jiangst. Province show a clearly and smoothly connected precipitate li- 

nes; 

(2) the venom of Agkistrodon blomhoffit ussuriensis Emelianov from Pa- 

nshi Xian in Jilin Province shows a partly crossed preipitate line; 

(3) the venom of Agkistrodon intermedius (Strauch) from Nilka Xian 

in Xinjiang Uygur Zizhiqu shows a very cloudy band; 

(4) the venoms of Agkistrodon saxatilis Emelianov (from Panshi in Ji- 

lin),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Zhao (from Snake Island along Lia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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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kistrodon strauchi (Bedriaga) (from Hongywtan in Sichuan), Agkistrodon 

acutus (Guenther) (from Anhui Province) and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lomho- 

ffiz (Boie) (from Japan) show no precipitate, 

This is the successor of preceeding paper o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omposition of snake venoms of pit vipers in China by using polyacry- 

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which supports the suggestion by Zhao Er-mi 

from the stand point of view of morphological taxonomy that the pit 

viper from Snake Island, Liaoning Province, is a new species of the ge- 

nus Agkistrodon,i,e,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Zhao, It also confirms that 

Agkistrodon blomhoffii ussuriensis Emelianov is different from Agkistrodon blo- 

mhoffiz brevicaudus Stejneger and Agkistrodon intermedius Strauch,in fact 

there exists a subspecies of pit viper in northern part of Northeast 

China, 

According to immunological diffusion reaction,the taxonomical sta- 

tus between Agkistrodon blomhoffiz blomhoffi (Boie) and A, b, brevicaudus Ste- 

jneger should be discuss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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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远 聪 等 ， 量 属 AGKISTRODON 分 类 的 蛇毒 分 子 基础 -图版 工 ， 

图 1 UP he eae RRL SR ET Ui Al 

A (@aricegxe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混合 毒 

(Q)iz % Hee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 

Gur jx Bae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Kse) # 

@ ar ic 3{xG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3#) & 

QB BR Agkistrodon saxatilis ee 

OFKEBA “8B” 2 Agkistrodon blomhoffii ussuriensis 蛇毒 

B 个 浙江 关 蛇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混合 毒 

(新 疆 尼 勒 克 中 介 冀 Agkistrodon intermedius 蛇毒 

H Ad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lomhoffii #¢#@ 

@+#¢ 8 3#@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蛇毒 

Os RX Agkistrodon strauchii 蛇毒 

GO) 4 wy ee Agkistrodon acutus 蛇毒 

PRs a LHe ee LA ap eae Ht te 

1% 38485 pH8.55 0.0165M Make Pie Ae, A Car RAB BT 

蛇毒 每 孔 约 1mg/0.1 ml 



Wem se, HER AGKISTRODON 分 类 的 紫 奏 分子 基础 ， > BRR, 

¢ 

图 2 BPM he B28 ae ci Ts SH es PA te oat o Xi < = | rE Dal 

A, B 各 种 免疫 反应 

C Pie RB = 
D 异种 无 沉淀 反应 3 

编号 同 前 

1%, EARN, 370 扩散 24 小 时 



陈 远 陪 等 ， HER AGKISTRODON 分 类 的 此 奏 分 子 基 而 

已 过 可 

¢ 

¢ ? 了 

Wo) (90) i Gp OL SG) TO FE ¢ 

忆 ee 忆 ho — SS «© < < 

人 金 环 蛇 Bungarus fasciatus # 

AR BE RE Naja. naja atra & 

A 5 6 Hh 8 9 1) 1a 12 

色 3 ee AR A Has PB He Wa Ihe HTK TA 

a 

银 环 蛇 Bungarus multicinctus & 

= 

眼镜 王 蛇 Ophiophagus hannah # 

sieve Vipera russellii siamensis #24 (743¢) 

草原 峰 Vipera ursini renardi 蛇毒 

oye Agkistrodon acutus 蛇毒 

adic eiee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Es 

蛇 岛 号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蛇毒 

& /z 3 Agkistrodon strauchii 蛇毒 

竹叶青 蛇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stejnegeri # 

烙铁 头 蛇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 # 

电泳 条 件 ，DpH8.9 Tris 一 甘氨酸 组 症 液 

图 版 四 



PRR: YEN AGKISTRODON 分 类 的 晤 每 分 子 蔡 础 BH 

图 14 

See Heron ence 

iL, TL opie he te Fe WD PE SEA MAS 

wire, pHs.9 Tris—t+ Am iz 

) 

丙烯 酰 胶 凝 胶 电 泳 图 



PRR: BE AGKISTRODON 分 类 的 蛇毒 分 子 基础 人 

US) Gy 

UST 3 

1978.6.6 | 3655 ay we 
| 

19 厅 

1978.10.5 

上 吉林 “白眉 2 wae es 
1978.9.5 

1978 .9=11 

1978 .7。15 

SIE LG, a LHL RE A 

1977。10 

1975.10 / 

图 5 不 同时 期 取 旦 蛇毒 的 电泳 图 

pH8 95% 1 Hi BE ee SE He we ie 



BHA WoW BRM. 乌 晰 染色 体 组 型 的 初步 观察 RR 

kb: Sx phi AA DRY, TW2n=32, 

FF. Sx # eRe, 712V4+214+18m, 



BEAR + 8 Dhiskes mn yA Voi, 5, No, 7 
PRE ba 58 yee pate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July 10, 1981 

ee adie naan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woul kW mR tT ob 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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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Oi Mass KGONGG As SEAN. SICHUAN, -CHINA 

Pw N EW SPE CLES WAND CAINE Wi SU Bob il Cis S Or 

SNAKES FROM. SICHUAN 

AR IR ix He 

CH Ea ate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Zhao Er-mi Jiang Yao-ming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未 文 描述 了 在 四 川 污 定 县 发 现 的 小 头 蛇 属 一 新 种 及 在 四 川 爹 地 西 

缘 山 区 发 现 的 颈 棱 蛇 的 一 新 亚 种 。 

1958 年 在 四 川 甘 洛 县 获得 一 幼 蛇 ， 鉴 定 为 颈 棱 te CMacropisthodon rudis Boulen- 

ger) ，1965 年 在 四 川 凉 卫 琴 族 自治 州 进行 两 栖 礁 行动 物 区 系 调 查 ， 先 后 在 西昌 、 会 理 、 

Heat, 、 越 西 等 地 又 获得 同样 标本 3 HE 3 肉 。 经 鉴定 认为 ， 有 于 川西 这 7 Save mA, 

应 是 一 新 亚 种 。 订 名 为 颈 棱 凡 西 昌 亚 种 。 

1980 年 8 月 ， 在 四 川 荡 定 县 豪 坝 公社 采 到 小 头 蛇 属 标本 4 号 ， 经 研究 系 一 新 种 。 订 

名 为 横 纹 小 头 蛇 。 

现 将 新 种 及 新 亚 种 描述 于 后 

2 1980 年 12 月 12 日 收 到 。 

文中 插图 由 王 宜 生 同 志 绘 A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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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 纹 小 头 蛇 RR Oligodon multizonatum sp, nov, (HA, W1- 2) 

模式 标本 iE#o7, CIB 80II0289，1980 年 8 月 17 目 ， 四 川 汽 定 ， 海 拔 1400 米 。 

mill 1 o CCIB 80110290) , 2 幼 (CIB 80II0274、80II0291) ， 采 集 目 期 及 地 点 与 

正 模 同 。 保 存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鉴别 特征 ”新 种 横 纹 小 头 蛇 与 O1zgodoz joynsom (Smith) 相近 。 与 后 者 的 区 别 

是 ， 新 种 的 尾 下 鲜 数 较 多 ，68- 75x}; 肛 鳞 二 分 上唇 鲜 8， 第 三 、 四 、 五 枚 入 眶 ; 羊 

FEAR, Oligodon joynsom 的 尾 下 鳞 较 少 ，40= 50 对 ;， 肛 鲜 完整 ; LBS, FU. 

五 两 枚 入 眶 ; 半 阴 荟 不 具 刺 。 二 者 的 色 斑 也 显著 不 同 。 

SBE 头 呈 椭圆 形 ， 与 须 区 分 不 明显 ， 吻 鲜 宽 大 于 高 ， 从 背面 见 到 部 分 大 于 

鼻 间 鲜 沟 之 长 ， 鼻 间 鳞 宽大 于 长 ，CIB 80110274 的 堪 右 鼻 间 鳞 彼 此 不 相 切 ， 被 吻 鳞 分 

隔 开 ， 前 额 鳞 的 长 与 宽 约 相等 ， 额 鳞 倒 三 角形 ， 长 略 大 于 宽 ， 其 长 度 等 于 或 大 于 从 它 到 

吻 端 的 距离 ， 顶 鳞 是 头 彰 最 大 的 鳞片 。 乒 孔 较 大 ， 位 于 前 后 鼻 BE Z [Als Hl HE He, 78 

长 ， 在 眶 前 乌 的 下 方 入 眶 ; ABD WHER SELF HER Ly, BACHE RY Bs 眼 大 小 适 

中 ， 眼 径 等 于 其 下 缘 到 口 缘 的 距离 ， 瞳 她 略 呈 圆 形 。 眶 后 鳞 2 ;前 栖 鲜 2 ,CIB 80110291 

左 侧 为 1， 后 里 鲜 3 (2); 上唇 鳞 8， 第 三 、 四 、 五 枚 入 眶 ， 仅 CIB 80II0291 去 侧 

AT, B=, BMRA PS wen 4 枚 接 前 产 片 前 磊 片 大 于 后 闫 片 。 背 鲜 平 滑 ， 绵 

部 及 中 段 17 行 ， 肛 前 15 行 ， 腹 鳞 190- 195， 微 具 侧 棱 ;， 肛 鲜 二 分 ; 尾 下 鲜 双 行 ，68- 75 

到 1 

MERE (82) 不 分 又 ， 基 部 平滑 ， 中 段 有 密集 倒 刺 ， 未 段 被 绒毛 状 乳 突 。 内 
侧 从 基部 至 顶端 有 一 纵 沟 。 基 部 较 小 ， 中 段 以 上 膨大 。 

上 和 颌 宛 10- 11 枚 ， 由 前 到 后 依次 增 大 。 

ai 
= 

SOS 

SS SS 全 

SR 

NG 
SS 
SS 

= ice 

2.7% LX 3 3, AZAL x 3 
图 1 横 纹 小 头 蛇 Oligodon multizonatum, 80 102890 KR, 



Vols, NGF 

otis, AAA MMW EDC 

=F, FA AEALF A ET AB we ie 

RSA las 第 二 条 位 于 额 鲜 ， 两 侧 经 眼 到 第 

LABELS, 第 三 条 位 于 额 鲜 ， 两 侧 向 

后 外 方 经 顶 鳞 让 于 与 之 紧邻 的 里 鳞 。 三 条 斑 

纹 前 后 彼此 相 混 而 不 分 明 ， 幼 蛇 几 乎 为 一 致 

黑色， 有 矣 部 黑色 横 纹 向 前 尖 出 达 顶 鲍 后 缘 中 

Ks; 躯干 背面 有 黑色 横 纹 54- 73 条 ， 每 一 斑 

纹 宽 百 1 - 3 枚 鳞 ， 左 右 长 度 达 两 侧 D; 或 

D,, 体 后 部 黑色 横 纹 在 两 侧 稼 断裂 呈 黑 点 ， 

前 后 黑 点 组 成 纵 行 ;》 尾 部 黑 纹 呈 环 ，14- 19 

个 。 头 腹面 前 缘 黑 点 密集 ， 躯 干 腹面 两 外 侧 

具 黑 斑 ， 每 一 黑 斑 占 1 — 2 鳞 ， 前 后 斑纹 相 

隔 1- 3 枚 鲜 。 

颈 棱 蛇 西昌 亚 种 新 亚 种 
Macropisthodon rudis multiprefrontalis 

ssp, nov, (图 3) 

模式 标本 TERE ot (CIB 6515143; 

1965 年 6 月 8 日 :四 川西 昌 ，2650 米 :， 刘 承 

钊 采 ) 。 配 模 ?2 CCIB 6515142; 采集 日 期 

及 地 点 与 正 模 同 ， 吴 贯 夫 采 ) 。 副 模 2 cc 

(CIB 6515001, 65115148), 229 (CIB 

6515034,65115012), 124(CIB 580960) , 

1958 年 8 月 ，1965 年 5 月 至 6 月 ; 四川 会 

理 、 昭 觉 、 越 西 、 朋 洛 ，2000= 2630 米 ; 刘 

德 扬 等 采 。 保 存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鉴别 特征 新 亚 种 的 主要 特征 是 前 祝 

鲜 3 或 4 枚 ， 鼻 间 鳞 的 长 度 等 于 或 大 于 前 祷 

乌 之 长 。 指 名 亚 种 M.r, rudis Boulenger 

的 前 额 鳞 为 正常 的 2 枚 ， 晕 间 鲜 的 长 度 小 于 

或 等 于 前 额 鲜 之 长 。 此 外， 新 亚 种 头 体 背 

Bia, mise BRB 

形态 描述 KBR, SK 4 HA es 

体 粗 壮 。 吻 鳞 宽 约 为 高 的 两 倍 ， 从 背面 可 以 

KE EAR; 有 鼻 间 鳞 的 长 度 等 于 或 大 于 前 额 鲜 

DHIoKe Aap AA 

we 2 yy K& ¥e Oligodon multizonatum 量 j=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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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贡 嘎 山区 两 栖 魔 行动 物 研究 PEE ”第 七 号 

之 长 ;》 前额 饼 3 或 4 枚 ，3 枚 者 其 中 一 枚 的 

前 后 缘 有 人 缺 刻 ， 似 由 二 枚 人 意 含 而 成 ; 额 鲜 略 

BRISBANE: BERK, BFL 

Hee weZ lls EBT, SIZ iK—ft 

ies 眼 大 小 适中 ， 眼 径 与 其 下 缘 到 口 缘 的 

距离 相等 烦 乌 2 EL PF HERI, CIB 

580960 为 1;， 眶 前 鲜 3， 眶 后 鳞 3。， 有 的 

一 侧 为 4， 眶 下 鳞 3， 有 两 号 的 右 侧 为 43 

HUMES, 工 号 为 4; ja wl ts, MSH 

3 ABAGHEM i, TER mh AEA 

Dome te, Lis icles PieoT ee, Fete 

22347, SPB AGRE; AE OETEVEI37.140. 
es bie es ae 4 ha BE. 图 2 Ae BL) sk 蛇 Slagotae mul— 

fi ely al / tizonatum, 50 10289 £ {== A x10 
ETE PE56, 57, HEHE4S, 47%, 

RRTALKS HSB, bk. PRRRKEE, HOB ewe, 4 UA we rh 

eB, WUE PAL. HERB TP 2 EBB, IEP OL RMT IAA, BRASH. 

(iS OR BIDE, Ze SeHHHEA, ROMA MARERAMIBRS, HRS 

则 形成 浅 色 横 纹 ， 驱 二 后 部 色 深 ， 斑 纹 不 显 。 头 腹面 淡 灰 自 色 。 驱 干 前 部 腹面 灰 自 色 具 

墨色 点 ， 回 后 黑 点 逐 壮 增多 以 致 呈 黑 色 。 

CiBae5 15001) jer CIB 6515034 $ 

3 RAR eEH Bw AP Macropisthodon rudis multiprefrontalis, ssp, nov, 

Kop HAL x 2 



区 MINEAT HA ARE, Pe 

Efmti12+ 2 #. 

生物 学 资料 “标本 采 于 海拔 2000- 2650 米 的 山区 草丛 中 或 乱 石 堆 的 灌 从 下 。 发 现 

时 不 动 或 作 攻 击 状 。 解 痢 一 幼 蛇 ， 胃 内 有 残存 的 蟾 内 及 蒜 翅 目 昆虫 ， 后 者 可 能 是 蟾 内 的 

BAAW. MMS 月 17 日 采 的 雌性 成 体 标 本 ， 全 长 1045 毫 米 ， 怀 卯 36 枚 ， 左 15， 右 21， 

OS Ste RAG, SN7K17x 13-29 x 14 毫 米 。 

地 理 分 布 目前 仅 发 现 于 四 川西 部 山区 ， 甘 洛 、 越 西 、 昭 觉 、 西 昌 、 会 理 。 颈 棱 

蛇 盐 源 纪录 CWerner, 1922) 可 能 也 应 隶 此 亚 种 。 指 名 亚 种 分 布 于 河南 、 安 徽 、 浙 江 、 

(Le, S.A. Ws. AR. TB. oe. 

四 川 省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疏 行动 物 研 究 室 1977 中 国 爬 行动 物 系 统 检索 ”科学 出 版 社 

Boulenger, G, A 1894 Catalogue of the Snakes in the British Muse 

dm。VYol.， 2，Lomndon:Brit。Mtas。 

Pope，C. 吾 。 1935 Thphe Reptiles of China。Nai。 Hist, Cent, Asia, Vol. 10. 

Smith, M, A, 1943 Fauna of British India, Reptilia and Amphibia, 

Vol, 

Tweedie, M, W. F, 1957 The Snakes of Malaya, Singapore Govern- 

ment Printing Office, 

3, Serpentes, London, 

外 3c 摘 B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 new species and a new subspecies of snakes 

from Sichuan, China, 

Oligodon multizonaium Zhao et Jiang, sp, nov, (Color Plate, Figs, 1-2) 

TYPES, Holotype, an adult male, CIB 80110289; August 17, 1980; 

Luding, Sichuan, alt, 1,400 m, Allotype, an adult female, CIB 80110290; 

the locality and date as the same as holotype, Paratypes, two juveniles, 

CIB 80110291 and 80110274; the locality and date as the same as holotype, 

Type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Chengdu,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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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This new species is related to Oligodon joynsont (Smith),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having, 1) more subcaudals, 68 to 75 

pairs; 2) anal divided; 3) eight upper labials, the third, fourth and fi- 

fth touching the eye; 4) hemipenis with spines, While in Olzgodon joyn- 

sont, it have 1) fewer subcaudals, 40 to 50 pairs; 2) anal entire; 3) eight 

upper labials, the fourth and fifth touching the eye only; 4) hemipenis 

without spines, The colour and markings of this two species are quite 

different also, 

Macropisthodon rudis multiprefrontalis Zhao et Jiang, ssp, nov, 

Chie 93) 

TYPES, Holotype, an adult male, CIB 6515143; June 8, 1965; Xic- 

hang, Sichuan, alt, 2650 m, ; collected by Dr, Liu Cheng-chao, Alloty- 

pe, an adult female, CIB 6515142; the locality and date as the same as 

holotype; collected by Wu Guan-fu, Paratypes, two adult males (CIB 

6515001 and 65115148), two adult females (CIB 6515034 and 65115012) and 

a juvenile (CIB 580960); August, 1958 and May to June, 1965; Huily, 

Zhaojue, Yuexi and Ganluo, Sichuan, alt, 2,000 to 2,650 m,; collected 

by Liu De-yang and others, 

Type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the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 

demia Sinica, Chengdu, Sichuan, 

DIAGNOSIS, This new form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nominate 

subspecies by having, 1) 3 or 4 prefrontales and 2) internasals as long 

as or longer than the prefrontales, 

The new subspecies is found in west border mountain regions of Si- 

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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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wt & wW & w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的 研究 

be Be MT He EPR Al 2 0 A 2 LA 

STUDIES ON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FROM GUANGXI 

3,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karyotype of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吴 员 夫 MLA BRB 

中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Wu Guan-fu Yang Wen-ming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TI POR (4) 发 表 了 两 篇 论文 ， 分 别 报道 了 我 国 广西 瑞 山 特产 珍 责 动 

物色 蜥 的 肝 、 凤 乳酸 脱 乞 酶 (LDH) 的 同 功 酶 谱 〈4 卷 1 本，1980 年 10 月 20 日 ) 

及 和 神经 系统 的 解剖 (4 卷 2 号 ，1980 年 10 月 20 目 ) 。 本 文 是 对 姥 蜥 研究 工作 的 

继续 ， 作 为 本 组 研究 论文 的 第 三 篇 。 

关于 疏 行 动物 染色 体 的 研究 ， 本 世纪 六 十 年 代 以 来 ， 国 外 有 较 多 的 报道 。 在 蜥 蝎 目 
Fj ,Gorman(1965, 1968), Gorman (1967,1968,1970) 及 Robinson(1973) 曾 对 分 

布 于 美洲 的 Iguaaidae 及 Teiidae 等 科 中 某 些 属 种 间 的 染色 体 组 型 作 了 比较 研究 ， 并 结 
合 地 理 分 布 、 形 态 学 、 地 质 学 的 特点 ， 探 讨 过 相互 之 间 的 光 化 途径 及 亲缘 关系 。 我 国 关 

于 疏 行 动物 染色 体 的 工作 ， 几 乎 没有 开展 。 

sb Shinisaurus crocdilurus Ahl 隶 异 晰 科 Xenosauridae, fei WA Shinisau- 

AMF 19814 2.5 10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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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ae， 系 单 属 狸 种 ， 且 仅 分 布 于 我 国 广西 大 瑶 山 。 

BA PRA) 1965) 直接 从 骨 散 中 取材 的 方法 ， 观 察 分 析 了 馈 蜥 染色 体 组 型 ， 在 

玫 作 一 简要 报道 ， 对 于 深入 研究 我 国 特产 动物 一 一 鲍 蜥 的 分 类 地 位 、 演 化 途径 及 其 与 相 
近 科 、 属 之 间 的 杀 缘 关系 等 ， 将 有 一 定 的 参考 价值 。 

材料 和 方法 

fiz iit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活 标 本 采 自 模式 标 未 产地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es 

县 境内 大 瑶 山 。 观 察 分 析 染 色 体 组 型 系 用 骨 肯 内 之 自 细胞 中 期 分 裂 相 。 采 取 骨 上 散 前 ， 接 

体重 比例 将 秋水 仙 素 (上 laka 产品 ) 注入 活体 腹 胜 内 10-13 小 时 ， 剥 出 股骨 等 骨 ， 以 

0.8%NaCl 液 将 骨 获 冲洗 入 离心 管 中 ; 用 0.075M 天 CC 溶液 低 渗 处 理 ， 在 30 -40" 恒 温 

箱 中 静 置 25 分 钟 ，》 再 用 甲醇 : 冰 醋 酸 (3:1) 固定 40 分 钟 ， 其 间 更 换 固 定 液 一 次 。 以 上 各 

步 程 序 每 次 均 离 心 5 - 7 分 钟 〈《800 转 /分 ) 并 倾 弃 上 清 液 ， 每 次 更 换 新 的 试剂 后 ， 均 要 

以 细 嘴 吸管 轻 轻 歇 散 沉 证 于 离心 管 底 之 细胞 团 ， 直 至 滴 上 时 为 止 。 滴 片 前 预先 将 载 片 洗 

净 浸 于 莹 饮水 中 ， 置 冰箱 内 冷冻 备用 。 滴 片 在 空气 中 干燥 ， 姬 姆 莎 染色 ， BEAR 

晰 、 染 色 体 分 散 的 细胞 进行 显 微 拍 照 ， 从 放大 照 请 上 随机 抽样 测量 10 个 细胞 。 

结 果 与 讨论 

对 4 只 B80. 12) 名 蜥 股骨 等 骨 瞻 自 细 胞 中 期 分 裂 相 观察 记 数 ， 闪 统计 分 散 较 

好 、 图 象 清 晰 、 可 供 分 析 的 152 个 细胞 ， 结 采 如 下 〈 图 版 及 图 1) : 

1。 152 个 供 统计 分 析 的 细胞 中 ，2na = 32 6971304, 485.5%; 亚 二 倍 体 的 细胞 

B19, 412.5%; 超 二 倍 体 细胞 数 3 个， 下 2% ( 表 1) ， 其 中 : 

2n = 32 的 细胞 130 个 ，85.5%% 

2n= 31 的 细胞 19 个 ， 12.5%% 

2n=33HN2Hla 2, 1.3% 

an= 34 的 细胞 1 个 ， 0.7% 

#1 #2 Mr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i hé 8 49 fax EAM Bet HR 

Be) ONS AAS fey a inne 
A ty 数 | 性 别 | 观察 细胞 数 

wea eK) = fe UK | BS eR 

3 cu 123 17 103 3 

1 o} 29 2 27 6 

总 数 152 | 19 | 130 3 

下 125-85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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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BS TE RA — fe Bn = 32, META, KER Bie 的 染色 体 二 倍 体 数 

2n=36, Morescalchi,A, (1976) iA y2n = 36 eM Re RRR TL. Sebi 

示 有 减少 趋向 。 
2。 钱 蜥 的 染色 体 可 分 为 大 染色 体 (Macrochromosome) 与 微小 染色 体 CMicro- 

chromosome) 两 种 类 型 ,属于 两 型 核 型 (Bimodal Karotypes), 前 者 为 7 对 ， 后 者 为 

9 对 。 包 晰 的 这 种 两 型 核 型 情况 与 大 多 数 聆 行动 物 是 一 致 的 。 

3。 Shi 7 对 大 染色 体 按 着 丝 点 位 置 或 臂 比 指数 〈 表 2 ) ， 可 分 为 等 臂 大 染色 体 
(Metacentric) 及 端 部 或 亚 端 部 着 丝 点 染色 体 (Acrocentric) ,前 者 为 第 1 一 6 对 ， 

后 者 为 第 7 对 。 

表 2 85 x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骨 哮 白细胞 大 染色 体 测 量 

色 相 对 长 度 2 Ay 比 
体 
对 
i 范 Bl | 平均 值 十 标准 差 | 范 围 | 平均 值 十 标准 差 | 平均 值 土 标准 差 
= 

Pe Oo 84, | MA Gos LZ 1. S8e 12 SA SR Sly | 40542 a2, b4 1,460.2 

2 | 11,64-17,84 | 13,981.82 | 38.68-—46.71 | 41.90 士 2.86 1。41 士 0.17 

3 | 10,90-17,11 | 13,33+42.08 | 39.92-55.87 | 45.30+4.77 | 1,28+0.17 

AeeOn fo 15280" | 12.9022 1 260 40。.40 一 45.74 | 44.10 证 1.55 让 20 人 

5 IOE TS 且 7 和 9 1.26 士 0.14 

6 7.58-10.71 | 8.82 主 0.87 | 15.96 一 29.98 | 25.94 十 4.25 2.96 士 0.88 

7 5,48 -—8,65 7.06 士 0.86 0 0 0 

5. 

| 。 SIGH De BAW a BIE (Gorman, 1968;Gorman, 1968, 1970) 以 

VRS AE BR, 1 Ren B OT A IE Um RR UNE pk, TSS HT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可 表示 为 

12V+21+18m 

X5RFSIWNBRMM Ceuanidac) 中 安乐 晰 属 〈4zo1zs) 8 种 组 的 14V+14(16)m 

《Gorman 等 ，1968) 略 为 接近 ， 而 与 关于 巨 蜥 科 中 的 两 种 巨 蜥 的 8V+8I+24m (Gor- 

man, 1970) 相差 较 远 。 
铀 晰 染色体 组 的 总 臂 数 N JF, (Nombre Fondamental Gorman, 1970) 

BONA, (Baker, 1972)2VR—8 IR—-@, mopfpe—Bite seein) NF, = 44， 

Ts B-Anolis KAR he SEB AK & Bela UAE U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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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多 种 蜥 蝎 存在 的 性 人 染色体 异 型 及 孤 峻 繁殖 蜥 蝎 种 类 中 的 多 倍 体现 象 ， 在 本 工作 

中 均 未 观察 到 。 

根据 本 文 研究 结果 ， 我 国 广西 瑶 山 特产 动物 乌 蜥 骨 散 自 细胞 有 丝 分 型 中 期 的 染色 体 

为 2n=32， 属 两 型 核 型 ， 其 染色 体 组 型 可 表示 为 12V+21+18m; 染色 体 总 臂 数 NE 

BN,A, =44,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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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3C Hj 32 (Abstract) 

The karyotype of the lizard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is studied, The 

numbers of diploidy chromosomes are 2n=32, There are 14 macrochro- 

mosomes and 18 microchromosomes, thus it is bimodal karyotype, Among 

macrochromosomes the first to the sixth pairs are metacentric and the 

seventh pair is acrocentric, The karyotypic formula of Shinisaurus crocodi- 

lurus Ahl may beshown as 12V+2I1+18m, The arms of the genome are 44 

in number, 

Ue 2. eo 4 eS Gees 

Al, 88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FP hi ® 49 fea Ay 4 > RP HA 

大 染色 体 〔〈 第 1 一 7 对 ) 的 模式 图 Cdi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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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 Chun-yon Chang Shen-zu 

(Department of Biology, Gansu Teacher’s University} 

1978 — 19804F- 75 Hit Fa BAK) UH ETA SI Ae, 19744F ARB. 1959 

年 在 文 县 进行 脊 椎 动物 野 外 实习 ， 采 得 一 批 朴 行动 物 的 标本 ， 经 整理 ， 其 中 黄 纹 石 龙 于 
巨 1eces xanthti Gtenther、 墨 龙 江 草 晰 Takzydromw2s amurensis Peters FIR BL /)\ HK HE 

Oligodon multizonatum Zhao et Jiang 等 三 种 ， 系 甘肃 答 新 纪录 ， 现 报道 FP: 

黄 纹 石 龙 子 kEumeces xantht Guenther 〈 石 龙 子 科 ) 

1974 年 7 月 在 康 县 阳 坝 〈 海 拔 .850 米 ) ，1980 年 7 月 在 天 水 李子 园 〈 海 拔 1410 米 ) 

采 到 两 条 标本 ， 标 本 号 80701， 雌 ，8001， 叭 。 

形态 “体型 中 等 ， 吻 端 钝 圆 ， 萄 长 略 大 于 眼 耳 间距 离 ， 耳 孔 卵 圆 ， 鼓 膜 下 陷 ， 从 头 
上 上 面 可 看 到 吻 鳞 的 一 部 分 , 呈 三 角形 ,其 长 大 于 鼻 鳞 的 二 分 之 一 。 鼻 孔 位 于 两 曙 馆 之 间 ， 
鼻 鳞 完全 被 分 开 ， 上 旦 鳞 和 前 领 鳞 几 相等 而 大 于 鼻 鳞 的 两 倍 ， 额 鼻 鲜 宽大 于 长 ， 额 鲜 的 
长 大 于 从 它 前 端 到 吻 端 的 距离 ， 两 侧 与 眶 上 鳞 相 邻接 ， 额 项 鲜 较 小 ， 项 间 包 前端 较 尖 后 

端 较 圆 ， 顶 鳞 宽 而 短 ， 后 端 成 截面 ， 两 个 顶 鳞 不 完全 包围 顶 间 鳞 。 第 二 列 下 里 鲜 局 形 。 

周身 鳞片 光滑 ， 贺 形 ， 履 瓦 状 排 列 ， 普 正中 两 行 鳞片 比 其 余 鲜 片 略 大 ， 尾 下 正中 一 
行 鲁 片 宽大 。 前 后 肢 贴 体 相向 时 可 达 对 方 的 指 、 趾 端 。 生 活 时 背 棕 褐色 ， 背 中 央 和 两 侧 
有 五 条 浅 色 纵 纹 ， 让 央 一 条 从 吻 端 开始 ， 随 即 分 为 两 条 ， 至 颈 部 重新 会 合 后 直 伸 加 尾 

ASCE 19814 5 月 23 月 收 到 
+ 本 文系 作者 在 中 国 科学 院 成 者 生物 研究 所 进修 期 间 写成 ， 承 胡 涉 蓉 、 江 次 明 同 志 审 亲 提出 宝 贵 意见 ， 章 此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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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两 侧 的 四 条 分 别 起 于 眼 上 方 和 口角 上 方 ， 辐 后 伸 向 尾部 ， 从 尾 中 部 开始 ， 所 有 纵 纹 

均 逐 渐 消 失 。 尾 背面 灰 兰 色 。 滚 浸 标 本 体 背 为 深 褐色， 腹面 除 产 部 、 四 肢 、 尾 等 处 为 灰 

自 色 外 ， 腹 中 段 为 福 灰 色 | 

体 中 段 背 鳞 24 行 ， 后 闫 鳞 2 JRO C1) , SBR, LE wi7, PERC, mee 

2 ， 上 鼻 鳞 2， 有 绒 鲜 2 对 《3 对 ) 。 

习性 ”两 号 标本 均 发 现 于 林 区 边缘 的 农田 边 草丛 中 石 块 下 ， 在 同一 环 席 中 还 有 石 龙 

子 科 的 其 他 种 类 ， 如 晨星 Zygosoma indicum (Gray)、 秦 岭 滑 WiLerolopisma tsinlingensis 

Hua et Zhao 。 

黑龙 江 草 蜥 Tckzyd7omzs amurensis Peters Ci HF) 

1959 年 7 HRFUBBO 〈 海 拔 600 米 ) 标本 号 80 - 01， 雌 。 
形态 ”背部 具 八 行 大 而 具 棱 的 鲜 户 ， 中 央 两 行 稍 小 ;第 四 趾 与 第 三 趾 起 于 同一 基 

部 ， 股 内 侧 有 鼠 蹊 宽 三 对 ， 颈 片 四 对 ， 腹 部 有 方形 鲜 八 行 ， 体 两 侧 各 有 八 行 有 棱 的 小 馆 

Frs 腹面 从 闫 部 到 肛 前 钴 共有 鲜 刻 44 排 ， 肛 前 鲜 一 枚 大 形 而 光 滑 ;， 肛 孔 后 缘 有 5 - 6 排 

无 棱 的 小 鳞片 ， 尾 部 有 棱 饼 54 排 。 

头 体 长 67 坚 米 ， 头 长 13 豪 米 ， 头 宽 9 室 米 ， 前 及 长 18 襄 米 ， 后 肢 长 25 毫 米 ， 尾 长 37 

坚 米 “〈 为 断 尾 后 再 生 的 ， 其 再 生 部 分 色 浅 ， 长 23 襄 ey 5 

生活 时 背面 橄 槛 褐色 ， 腹 面色 淡 ， 液 浸 标 本 背部 、 体 侧 均 为 深 褐色 ， 腹面 鳞片 的 后 

RAR AW. 

习性 活动 于 道路 边 草 从 中 。 

507). Lh Oligodon multizonatum Zhao et Jiang (〈 游 蛇 科 ) 

横 纹 小 头 蛇 O1zgodoz multizonatum Zhao et Jiang 是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发 

表 的 新 种 〈 本 刊 第 五 卷 第 七 号 53 - 58 页 ) ， 订 和 名人: WRK, WE. Pest: 

NA. 

我 们 于 1980 年 8 月 在 天 水 党 川 〈 海 拔 1350 米 ) 采 得 一 条 ， 标 本 号 80820, HE. NK 

蛇 属 在 国内 分 布 于 南方 诸 省 ， 在 甘肃 尚 属 首次 发 现 ， 天 水 成 为 目前 小 头 蛇 属 在 国内 分 布 

的 最 北 限 。 

形态 ” 吻 乌 较 大 。 从 头 背 面 可 看 到 较 多 的 三 角形 部 分 ， 晕 间 鲜 宽 稍 大 于 长 ， 鼻 鲜 缝 

相应 地 缩短 ， 额 鲜 宽 ， 后 缘 中 部 呈 三 角形 向 后 突出 ， 两 侧 与 眶 上 鳞 相 接 ， Tl KK 

宽 ， 前 额 链 一 对 ,其 宽 略 大 于 长 ， 近 似 方形 ， 上 唇 鳞 右 侧 7 枚 ,2- 2- 35, 左 侧 8 枚 ， 

3-2- 335k; MEL MRK, Iai ATEs Be 2 + 2， 眶 前 链 左 侧 1 枚 ， 右 侧 无 ， 眶 

后 鲜 2 枚 。 体 鳞 光 滑 ，19-19-15 行 ， 仅 背 中 央 3 - 4 行 有 微 棱 ; 腹 鲜 190; 尾 下 鳞 74 

对 ， 肛 鲜 2 is 全 长 360+95 毫 米 ， 半 阴茎 不 分 又 ， 仅 前 端 约 有 三 分 之 二 有 刺 。 

体形 圆柱 状 ， 头 小 ， 无 明显 的 颈 部 ， 头 部 从 吻 端 到 顶 鳞 的 中 部 为 黑色 斑 所 盖 ， 颈 部 

背面 有 一 大 黑 班 ， 黑 斑 前 端 中 部 突出 至 顶 鳞 之 后 ， 其 长 度 前 后 占 8 - 9 枚 鳞片 。 体 背 

有 黑色 环 状 斑 ， 每 个 墨 班 有 不 规则 的 间断 ， 从 颈 后 至 肛 前 35 个 ， 肛 后 至 尾 端 15 个 ;， 体 中 

段 每 个 黑 环 斑 前 后 占 2 - 3 枚 鳞片 宽 ， 二 黑 斑 之 间 为 桔 红 色 ， 腹 面 为 灰 自 色 ， 液 浸 标 本 

桔 红 色 退 为 淡 粉 红色 。 

习性 ”活动 在 山脚 下 的 路 边 草 从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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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文摘 要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ree new records of reptiles from Gansu are repor- 

ted, These species are as follows: 

Eumeces xanthi Guenther 

Two adult female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from Kang Xian, altitude 

850m, and Tianshui Xian, southern Gansu, altitude 1410m, July, 1974 and 

1980, 

Takydromus amurensis Peters 

An adult female was collected from Wen Xian, altitude 600m, July, 

1959, 

Oligodon multizonatum Zhao et Jiang 

An adult male was collected from Tianshui Xian, altitude 1350, Au- 

gust, 1980, Dorsal scales in 19 rows at anterior; 19 at midbody; 

yentral 190; subcaudal 34 pairs, total length 360+9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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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 出 土 的 种 类 之 多 ， 数 量 之 众 “〈 上 自贡 一 个 化 石 点 就 埋藏 有 上 百 条 ) ， 也 是 全 国 闻 名 

的 。 但 如 说 四 川 还 是 龟 警 类 化 石 的 “名 产地 ”， 这 就 较 少 人 知道 了 ， 可 这 是 事实 。 这 里 

不 仅 出 产 的 化 石 多 ， 并 且 还 具有 重要 的 古生物 学 上 的 意义 ， 因 而 常 使 有 关 学 者 重视 。 

蛇 颈 龟 化 石 “特产 ” 解放 初期 ， 在 修建 成 渝 铁路 和 重庆 市 郊 基 建 过程 中 ， 发 现 了 

一 批 龟 警 类 和 其 它 爬 行动 物化 石 。 这 批 标 本 ， 当 文 中 教授 前 赴 四 川 参 加 土改 时 带 回 北 

京 ， 由 扬 钟 健 教授 和 周明 镇 教授 鉴定 研究 ， 于 1953 年 发 表 了 题 为 《四 川中 生 代 疏 行 类 动 

物 的 新 发 现 》 论 文 。 他 们 认为 ， 其 中 的 龟 鳌 类 化 石 绝 大 部 分 可 归 蛇 须 龟 科 、 蛇 须 怨 属 
(Plesiochelys) , ###0r SBR eM CP. chungkingensis) . PUA AHEMA 〈P。72- 

diplicatus) . ARIE M CP, latimarginalis) 等 新 种 。 这 是 该 属 龟 类 在 我 国 的 首次 

记录 。 也 是 欧洲 以 外 的 首次 记录 。 由 于 这 批 标本 的 确切 地 点 和 层 位 不 详 ， 原 作者 根据 凡 

颈 龟 属 在 国外 出 现 的 常见 时 代 ， 并 结合 我 国 四 川 地 层 的 具体 情况 ， 认 为 其 时 代 应 为 晚 侏 

罗 世 〈 距 今 1 亿 4 于 万 年 前 ) 。 

蛇 颈 龟 属 为 一 化 石 属 ， 无 现 生 种 ， 些 前 仅见 于 欧洲 ， 时 代 主 要 为 晚 侏 罗 世 。 我 国 的 

这 次 发 现 ， 不 仅 扩大 了 它 的 分 布 领域 ， 并 在 古 地 理 上 也 具有 重要 意义 。 此 后 ， 蛇 须 旬 化 

石 相继 在 四 川 各 地 发 现 ， 它 们 除了 可 归 已 知 的 种 类 外 ，1963 年 笔者 又 记述 了 广安 蛇 颈 龟 
(P, kwanganensis) FAK Eee MH CP, tatsuensis) 两 个 新 种 。 鉴 于 该 类 动物 与 欧洲 种 

未 文 于 1981 年 6 月 20 日 收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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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近似 关系 ， 当 时 笔者 曾经 预言 ， 有 可 能 在 我 国 西部 其 它 地 区 发 现 蛇 有 绒 龟 。 居 然 ，1973 

4E, FAI MED PA Ly RL — re SH He —— I PE A, CP, oshanensis) 。 这 样 ， 

又 为 该 类 动物 的 古 地 理 分 布 提 供 了 新 的 论据 。 但 是 ， 美 中 不 足 ， 我 国 迄今 所 发 现 的 蛇 颈 

旬 ， 均 只 限于 背 腹 甲 ， 尚 未 发 现 头 骨 ， 以 致 有 人 (Gafiney, 1979) 对 此 表示 怀疑 。 我 

们 确信 ， 在 今后 更 多 、 更 完整 材料 的 补充 下 ， 定 能 得 出 正确 的 结论 来 。 不 管 怎么 衬 ， 四 

川 “ 特 产 ” 的 蛇 颈 龟 ， 无 疑 代 表 我 国 一 类 “ 别 具 特 色 ” 的 龟 类 。 

最 古老 的 警 类 化 石 ” 在 杨 钟 健 、 周 明 镇 两 教授 1953 年 发 表 的 《四 川中 生 代 怜 行 类 动 

物 的 新 发 现 》 的 论文 中 ， 除 了 上 述 的 蛇 颈 龟 和 别 的 外 ， 还 记述 了 一 件 鳌 类 。 一 般 学 者 认 

为 ， 警 类 是 由 龟 类 进化 来 的 ， 开 始 出 现 于 和 白垩 纪 “〈 距 今 1 亿 3 于 万 年 到 7 于 万 年 前 ) 。 

可 是 四 川 这 件 敬 类 化 石 ， 根 据 其 它 疏 行动 物化 石 判 断 ， 其 时 代 应 为 蜀 侏 罗 世 (1 亿 4 

于 万 年 前 。 这 个 结论 ， 也 可 从 标本 本 身 的 某 些 原始 特征 上 得 到 佐证 ， 诸 如 它 有 前 椎 板 
(preneural plate), OH (-hBAA 8 对 甚至 只 有 7 对 ) , 背 甲 上 的 纹饰 极 细 ， 

似乎 尚 属 难 型 阶段 ， 更 有 意思 的 ， 它 还 具有 部 分 丑 片 的 残余 〈 进 步 束 类 已 无 盾 片 ) 。 原 

作者 根据 上 述 理由 ,将 此 标本 订 为 一 新 属 种 ,名 为 维 氏 中 国 古 获 (Sinaspideretes wimant) 。 

种 名 是 赠 了 予 早年 研究 过 我 国 龟 警 类 化 石 的 瑞典 学 者 维 曼 〈(L。Wiman) 的 。 这 样 ， 维 氏 

中 国 吉 警 便 成 为 我 国 已 知 最 早 的 警 类 代表 。 国 外 虽 也 有 关于 晚 侏 罗 世 鳌 类 的 报导 ， 但 都 

未 曾 最 后 定论 。 

我 国 最 早 的 龟 化 石 ”自从 否定 了 南非 二 有 亚 纪 ( 距 今 2 亿 4 于 万 年 前 ) 的 正 南 钨 

(Eunotosaurus) JRA, MRINRRS A CBS 2 亿 年 前 ) 的 原 杜 龟 〈Progczo- 

chelys, KW =4teTriassochelys) 便 成 为 已 知 最 早 的 龟 类 代表 了 。 但 是 ， 在 后 继 的 早 、 

中 侏 罗 世 【〈 距 今 1 亿 8 于 万 年 前 到 1 亿 5 于 万 年 前 ) ， 龟 类 化 石 非 常 稀少 ， 国 内 外 均 如 

此 。 到 了 晚 侏 罗 世 ， 它 们 才 “ 又 然 ” 多 了 起 来 ， 国 外 有 报导 ， 我 国 也 有 代表 《主要 是 四 

川 的 )-。 有 意思 的 是 ， 去 年 〈1980) ， 我 们 从 四 川 自贡 人 下沙 溪 庙 组 中 获得 几 件 龟 类 化 

石 ， 时 代 是 中 侏 罗 世 的 。 这 是 我 国 迁 今 已 知 可 资 属 种 鉴定 的 最 早 的 龟 类 代表 ， 也 为 世界 

Te. Bi, 这 化 石 正 由 笔者 在 研究 中 。 

从 我 国 旬 鳌 类 某 些 主要 科 在 地 史上 出 现 的 时 间 比 国外 的 为 旱 〈 如 陆 旬 科 ,区 科 等 )， 

以 及 四 川 嵌 产 的 早 、 中 侏 罗 世 该 类 动物 的 早期 代表 等 事实 着 眼 ， 我 们 似 有 理由 相信 ， 我 

国 应 是 龟 警 类 早期 发 展 的 主要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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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S ON PEA “SP VIPER" CAZEMIOPS 

FEAE BOULENGER) FROM CHINA 

AL IRB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赵 IL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德 保 县 科学 技术 委员 会 ) 

Zhao Gan 

(County Committee of Science and Technique, Debao 

Xian, Guangxi Zhuangzu Zizhiqu) 

kk Azemiops feae Boulenger ##8#} Viperidae HWA Azemiopinae, 

IVAW AB SeEVA RIBAS eR. BESS WREAK S 

概括 介绍 〈《 动 物 学 杂志 》， (C1): 42-43, 1978) 。 近 年 ， 又 陆续 在 四 川 十 获 〈 江 

WEHAE, 1980) 、 广 西 德 保 〈 德 保 县 革 委 科技 局 等 ，1974) 采集 到 若干 标本 ， 并 观察 到 

一 些 生 态 资料 。 鉴 于 ， 自 头 几 是 游 蛇 科 过 渡 到 峻 科 的 联系 环节 ， 是 蚂 科 演化 主干 上 分 化 

出 峰 亚 科 与 蜡 亚 科 之 前 的 一 支 较 原 始 的 管 牙 类 毒蛇 ， 并 依 它 为 模式 建立 了 白头 朵 亚 科 
(K, E, Liem et al, 1971) ， 过 去 关于 自 头 凤 的 资料 报道 极 少 ， 以 及 近年 陆续 发 现 

自 头 峻 咬 伤 的 病例 ， 些 蛇 在 蛇 伤 防治 工作 中 渐 趋 重要 。 因 此， 将 国内 已 知 24 号 标本 的 有 

关 资 料 ， 综 合 叙述 如 后 ， 供 研究 毒蛇 与 蛇 伤 防治 参考 。 

”未 文 于 1981 年 3 月 22 日 收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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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 理 分 布 

据 目 前 资料 ， 自 头 峻 在 我 国 的 确切 采集 点 有 : 

云南 : 孟 连 。 

Bu: AM. RT UR. ore. ARK. BH. RIL. SIIl. 

POY: seek, We. ee. Hie. 

J Pa: 德 保 。 

福建 : 龙岩 、 南 靖 、 福 州 、 平 和 。 

江西 ， FS. 

wi: Wit. WM. KB. | 

ABW aN ARSE: PET LU eA. PERRIN Hp SEH 

Farms, APA, WPM A RAL ILI Ks ARB, IAAI. Pe 

东 达 武夷 山区 及 东南 丘陵 地 区 。 

2。 垂直 分 布 

在 西部 云贵 高 原 , 自 头 凤 多 发 现 于 海拔 1000 米 去 右 到 1500 米 的 山地 ,最 高 分 布 纪录 未 

超过 2000 米 ;在 东部 东南 丘陵 地 带 , 自 头 凤 多 发 现 于 海拔 500 米 以 下 的 低 山 、 丘 陵 , 最 低 分 

布 纪录 在 福州 郊区 山上 ,海拔 仅 100 米 堪 右 。 在 广西 德 保 县 多 发 现 于 海拔 800 一 900 米 地 方 。 

3。 形态 特征 

在 国内 采 到 的 目 头 蚂 标 本 ， 以 幼 蛇 或 次 成 蛇 居 多 ， 全 长 在 300 一 500 毫 米 , 少数 成 蛇 

最 大 全 长 亦 不 超过 700 毫 米 。 最 大 全 长 纪录 为 770 毫 米 (Bourret，1936) 。 主 要 鳞 被 特 
征 如 下 : 

(1) 8 鳞 ， 和 白头 凤 的 背 鳞 行 数 是 星 科 中 最 低 者 ， 仅 有 17 一 17 一 15 行 ， 平 滑 无 

楼 。 本 文 报道 24 号 标本 均 如 此 一 致 ， 无 一 例外 。 

(2) 腹 鳞 雄性 (10 号 ) 168—205, 3439 181.1-£11.85; HERE (8 =) 179 
一 197， 平 均 183.5 士 6.72 。 云 南 备 连 标本 的 腹 鳞 数 最 低 (168) ， 广 西 德 保 标本 的 腹 鳞 

数 普遍 偏 高 ， 4 号 标本 193 一 205， 平 均 199.0 士 5.48。 还 不 能 作出 地 区 变异 的 结论 。 

(3) BS HERE 〈10 号 ) 43 一 53， 平 均 49,143,735 HELE 〈8 号 ) 39 一 49， 

平均 42.5 士 3.16。 

C4) SBR FREAD PRA SEMA, BA OEM WK 

Fro AMAR HTP 

ays 3 BOE: DRM MIA 2%, 2 枚 者 百 21.05%。 

Ie ”2 枚 为 主 : 仅 2 号 的 左 侧 为 3 ， 有 具 3 tee h5.56%. 

前 矣 钴 ”无 一 例外 均 为 2 枚 。 

后 颗 钱 ”3 枚 为 主 ; 个别 两 侧 或 一 侧 为 2， 有 共 2 枚 者 占 6.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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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 64K, 2—-1—335%, —PIS. 

FRR 8 BH (77.78%) ,少数 为 7 (11.11%) ， 前 3 枚 切 前 闫 片 ， 少 数 一 

侧 为 9 (11.11%) , Hy 4 KATA. 

和 白头 峻 躯 尾 背面 的 朱红 色 横 斑 数 10-15+ 3- 4。 揣 干 背面 横 斑 的 长 度 一 般 只 有 背面 

的 一 半 ， 堪 右 两 侧 的 横 斑 数 相 等 或 略 有 出 入 ， 成 对 横 斑 交错 排列 或 在 背 中 线 相 遇 联 合成 

横 跨 整个 背面 的 一 完整 横 斑 。 尾 部 的 第 一 个 横 斑 常 位 于 与 肛 鳞 相对 应 的 背面 ， 些 横 斑 如 

计算 为 驱 干 部 的 最 后 一 个 横 斑 ， 则 尾部 的 横 斑 数 只 有 2 - 3 个 。 

4。 生物 学 资料 

观察 生物 学 资料 的 标本 数 超过 前 述 量度 鳞 被 的 24 号 标本 。 

(1) 发 现 日 期 ”一 年 中 最 早 发 现 于 3 月 7 上 日， 最 蜀 发 现 于 11 月 24 日 ， 均 系 福州 

纪录 。 其 他 地 区 多 发 现 于 4 一 10 月 ， 而 以 5 一 7 月 为 多 。 

C2) 发 现时 间 ”多 见于 偿 晚 或 早晨 《〈 上 午 10 时 以 前 ) ， 极 少 于 白天 发 现 。 属 于 

晨 展 活动 类 型 。 

C3) RWW BUTI. Poa, A, HL HRSA LAS 

PEW RRIF MESH, OTH. BAL FE. Kin. Att ABER KGL 

中 、 甚 至 蚊帐 顶 上 。 因 而 造成 咬 伤 病例 续 有 所 闻 。 

C4) 食物 及 繁殖 习性 ” 仍 一 无 所 知 。 据 国外 报道 Marx and Olechowski, 
1970) HEED A APLAR ER (Crocidura attenuata) 。 从 国内 现 Ee 

MBON ARs, RE UDB en AD OXE BADDAR MD. 

5, BAERS 

BREA RE AMER Kh. "SRN. EAA, BDOA 8 例 咬 伤 病例 ， 

计 浙 江 开化 、 武 义 、 天 台 各 一 例 ， 福 建 福州 一 合 ， 广 西 德 保 四 例 。 现 将 其 中 七 例 已 知情 

况 总 结 如 表 。 
根据 已 知 病例 分 析 ， 白 头 晒 咬 伤 中 毒 兼 有 神经 毒 与 血 循 毒 定 状 。 前 者 的 临床 表现 

i: 头 萌 、 眼 花 、 视 力 模 糊 、 眼 瞪 下 垂 、 香 咽 困难 、 胸 问 、 呼 吸 困 难 等 ， 后 者 的 临床 表 

现 如 ， 伤 处 剧 痛 、 肿 胀 、 少 量 出 血 、 伤 处 附近 淋巴 结 肿 大 、 疼 痛 等 。 提 示 其 蛇毒 中 有 神 

经 毒 与 血 循 毒 成 分 ， 系 属 蚂 科 中 较为 原始 的 类 型 。 

从 此 种 蛇 的 分 布 较 广 ,发 现 的 数量 渐 多 (广西 德 保 总 计 已 知 30 号 ) , 致 伤 病例 的 报道 永 

渐 增 多 ,加 以 此 蛇 的 分 类 地 位 特殊, 因此 ,对 些 蛇 的 临床 治疗 及 蛇毒 的 研究 , 宜 引起 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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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上 海 自然 博物 馆 、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究 所 、 浙 江 博物 馆 、 浙 江 医科 大 学 ， 遵 

义 医 学 院 惠 允 查看 标本 ， 特 此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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唆 伤 地 点 及 % 者 
地 区 | 唆 伤 目 期 | 唆 伤 时 间 

情 况 性 别 ke 被 唆 部 位 Se yee. ple poe 

iL KAGl1975 019] 20:00+|/KM oh | 女 | 20 | 去 脚背 去 侧 | eed RASS 

浙江 开化 |1974 下 30| 20:30 | 雁 石 地 上 放 哨 | 女 | 18 | 去 脚背 红肿 、 疫 痛 、 头 绰 

浙江 式 义 1974X27| OM AMR 男 | 6 | 右 踩 外 侧 肿胀 、 伤 口 渗 血 、 皮 
TF SR HE 

4% 3279/1965 f 7) 上 -F |p Bree BW 
劳动 

广西 德 保 1973 可 13| 21:30 | 街 上 家 中 女 | 64 | 右 趴 内 全 肿 病 、 眼 花 、 胸 问 、 
| 呼吸 困难 

广西 德 保 1974X27| 3:00 士 | 家 中 起 床 收 便 | 女 | 36 | 右 内 踩 上 十 许 | 肿 痛 、 头 得 、 眼 花 、 视 
时 AR, WRT 

广西 德 保 1969V | we 上 上 回 家 途中 经 一 LS ele 肿 痛 、 视 力 模糊 
Be 

江 耀 明 、 胡 其 雄 ，1980 四 川西 阳 、 秀 山 及 十 莘 县 爬行 动物 初步 调查 ”两 栖 爬 行动 物 研 

究 ，2 (2) :1 一 7。 
SiR. MIR 1980 ”贵州 朴 行 纲 分 布 名 录 WW: 《贵州 背 椎 动物 分 布 名 录 》39 页 ， 

贵州 人 民 出 版 社 。 

UR, BAR 1978 ALE Wee, (1) : 42 一 43。 

德 你 县 革 委 科技 局 “1974 治愈 白头 峻 蛇 伤 二 例 报 告 。 德 保科 技 ， 〈9) : 61 一 64 。 
Liem, K, F,, H, Marx and G, B, Rabb 1971 The viperid snake Azemiops, 

its comparative cephalic anatomy and phylogenetic position in-relation 

to Viperinae and Crotalinae, Fieldiana; Zool, » 59(2).65—-126, 

Dh OR seme diel, ie ee 

(Abstract) 

Morphological and ecologicl materials of known specimens of Fea’s 

Viper (Azemiops feae Boulenger) collected from various parts in China 

are reported, 

In China, Fea’s Viper distributes in following loc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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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an: Menlian 

Guizhou, Bijie, Dejiang, Guiding, Suiyang, Wiening, 

Wuchuan, Xingyi, and Yuqing 

Sichuan, Ebian, Gulin, Peng Xian and Yibin 

Guangxi, Debao 

Fujian Fuzhou, Longyan, Nanjing and Pinghe 

Jiangxi, Pingxiang 

Zhejiang, Kaihua, Tiantai and Wuyi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Fea’s Viper ranges from about 100m to 

2,000m altitude, The 二 part of the specimens were found in an altitude 

about 1,000m,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largest specimen is 680mm, 

The date Fea’s Viper were found is as early as March, 7th, and as 

late as November, 24th, But they are found mostly from May to July, 

The time Fea’s Viper were found is often in the evening or in the 

early morning, They are very probably being a crepuscular type in 

daily activity, 

The sites they were found vary on road-side, on the ruckle, along 

the rice field, in a heap of straw, in the grass of the sweet potato field, 

etc, It must take care that Fea’s Viper often appears beside the human 

house, such as, the front of a door, inthe room, in the stable, in the 

kitchen place, in a water jar, even on the top of a mosquito net, 

The food and reproductive habits of Fea’s Viper still have not known, 

Eight snake-bite cases result from Fea’s Viper are reported in this 

paper also,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the patients, the 

venom of Fea’s Viper may be a venom of mixed type, i,e,, it has both 

neurotoxic and haemorrhagic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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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WE 属 VIBRISSAPHORA 的 研究 

RETR AERA ay NE 

STUDIES ON GENUS VIBRISSAPHORA 

(AMPHIBIA,PELOBATIDAE ) 

2, Some ecological notes of vibrissaphorids 

FRR era)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Wu Guan-fu Yang Wen-ming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本 刊 于 1980 年 10 月 20 日 出 版 的 第 三 卷 第 一 号 上 发 表 了 刘 承 钊 教授 等 关 

F 4328, Vibrissaphora 种 的 初步 探讨 及 其 与 分 类 学 有 关 问 题 的 讨论 一 

文 。 本 文 继续 报道 最 咕 属 已 知 各 种 的 若干 生态 学 资料 。 

HE WS |BVibissaphora Liu 系 我 国 著名 的 两 栖 有 爬 行动 物 学 家 刘 和 承 钊 教授 依据 1938 年 在 

四 川 峨眉 山 采 到 的 及 蟾 标本 于 1945 年 建立 的 。 当 时 将 峨眉 出 的 标本 命名 为 峨 悦 影 蟾 〈 或 

Peta ER EEE Vibrissaphora boringii Liu) 〈 图 1) ， 但 未 指定 它 是 新 属 的 模式 种 。 

1973 年 ， 刘 承 钊 教授 在 广州 三 志 会 议 上 作 了 题 为 “ 影 旷 属 Vibrissaphoraph yy 2 Ks 

讨 及 其 与 分 类 学 有 关 问 题 的 讨论 ”的 学 术 报 告 。 此 文 于 1980 年 正式 发 表 于 《两 栖 疏 行动 

物 研 究 》 第 三 卷 第 一 号 ， 文 中 指定 将 峨眉 影 蟾 作为 及 蟾 属 的 模式 种 ， 对 属 的 鉴别 特征 作 

了 修订 ， 并 对 当时 已 发 现 的 本 属 4 个 种 作 了 研究 历史 介绍 。 

第 一 作者 历年 来 在 野外 对 两 栖 动 物 的 考察 中 ， 对 本 属 几 种 及 昌 的 生态 习性 进行 过 另 

星 的 观察 记录 。 兹 就 目前 积累 的 资料 一 并 整理 综述 于 后 ,以 充实 我 国 这 个 特有 属 种 的 生物 

本 文 于 1981 年 6 月 25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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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栖 息 环境 

四 种 蟾 均 发 现 于 较 大 的 山区 。 平 原 及 丘陵 地 带 没 有 采 到 。 虽 然 四 种 影 蟾 的 地 理 分 

布 各 有 不 同 ， 垂 直 分 布 范围 也 有 差别 ， 但 它们 之 间 所 在 山区 的 自然 环境 大 致 相似 ;植被 

丰富 ， 水 源 充足 ， 气 候 温 和 而 较 湿 油 ， 属 于 湿润 的 常 绿 阔 叶 林 带 。 它 们 选择 的 生活 小 环 

境 多 是 坡度 平缓 、 阴 凉 潮湿 而 又 多 草丛 及 着 隙 的 小 溪 附 近 。 尝 安 肿 网 Vibrissaphora liui 
(Pope) (图 2) 、 雷 山 影 旷 Fzprzssebpcyo leishancnsis Liu et Hu (13,5). Puy se 

Vibrissaphora yaoshanensis Liu et Hu (图 6) 三 种 的 垂直 分 布 范围 较 广 ， 一 般 从 山 溪 

MPR EMS ARR EMMA MBER RED HRA, HEA 

TBA, BES SBMA ISS LEME LO0OKY FAR AL, SR EA 

一 洗 中 没有 任何 不 可 请 越 的 自然 障碍 ， 然 而 在 海拔 1000 米 以 上 的 高 度 ， 却 从 未 发 现 它们 

的 踪迹 。 

二 、 活 动 规律 

县 哆 属 各 个 种 的 生活 习性 比较 一 致 ， 属 于 陆 栖 类 型 。 周 年 大 部 份 时 间 ， 栖 居于 陆地 
上 比较 阴 湿 地 带 ， 仅 在 产 卵 期 间 潜 入 水 中 活动 。 在 此 期 间 其 栖 住 场所 相对 集中 ， 因 而 也 
节 易 找到 它们 。 但 季节 性 强 ， 产 卵 期 其 短 。 如 峨眉 影 蟾 产 卵 期 大 约 在 半 个 月 以 内 ， 一 俊 
产 卵 期 结束 ， 即 离开 水 域 他 去 。 及 蟾 活动 较为 隐秘 ， 一 般 在 夜晚 进行 碗 食 。 极 不 善于 跳 
跃 ， 在 室内 很 难 观察 到 有 了 跳跃 动 作 ， 但 常见 其 竖立 四 肢 ， 慢 步 向 前 疏 行 (图 2 ) 。 活 动 
范围 亦 较 小 。 

对 于 影 蟾 在 繁殖 季节 以 外 的 陆地 上 活动 习性 ， 目 前 还 不 够 清楚 。 特 别 是 关于 它们 在 
冬季 是 否 有 冬眠 阶段 也 不 清楚 。 从 几 种 影 蟾 的 繁殖 季节 来 看 ， 崇 安 影 丹 、 雷 山 影 蟾 、 王 
山 影 蟾 三 种 的 繁殖 季节 分 别 都 在 11 月 和 12 月 ， 其 地 理 分 布 区 也 比较 偏 南 ， 天 气 转 暖 早 ， 
因而 对 其 有 无 冬眠 ， 是 值得 怀疑 的 。 又 如 峨眉 影 蟾 的 产 卯 期 在 二 月 底 至 三 月 初 名 ， 但 普 
于 一 月 二 十 四 上 日 在 溪 边 已 获 雁 性 成 体 ， 其 上 颌 缘 的 角质 刺 已 开始 出 现 ， 可 能 它 的 活动 的 
开始 ， 实 际 上 还 要 早 些 。 并 且 从 该 环境 每 月 定期 所 测 得 的 水 温 资 料 分 别 为 ， 九 月 一 一 18 
Rot SOF Sa UEC Sh v1 on ony Cate | 10°C, Pg a ee 

11C， 其 中 以 一 月 份 水 温 最 低 。 以 上 情况 表明 ， 几 种 影 蟾 都 是 在 最 冷 的 严冬 和 初春 
里 面临 它们 的 繁殖 活动 季节 ， 因 此 难以 想象 它们 有 冬眠 阶段 。 如 果 有 的 话 ， 看 来 冬眠 的 
MABRY. RU ERS ERR ERA MMR, RMU 
Wea A ARTE “BR” eI, 

三 、 繁 殖 习性 

繁殖 期 前 后 ， 雄 性 的 第 二 性 征 并 不 明显 ， 几 乎 难以 辨别 雌 、 雄 。 伴 随 着 繁殖 季节 的 
接近 和 到 来 ， 雄 歇 在 外 部 形态 上 也 浙 有 相当 显著 的 变化 。 整 个 体态 变 得 较为 肥胖 ， 皮 肤 
逐渐 增 厚 而 松弛 ， 前 臂 逐 渐变 租 ， 相 当 于 平时 的 几 倍 ， 上 颌 缘 角 质 刺 由 开始 生长 而 角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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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te for egg-depositing of 

Vibrissaphora leishanensis 

图 11 S82 OH Rie RAT 
A testis smear of Vuibrissaphora 

yaoshanensis , showing spermatozoans 

Ou ae 

图 10 BLRBBRELE RS 

& Axl Akin a 

A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black, conic, epidermal 

spine bearing on the upper 

lip margin of Vibressaphora 

yaoshanensis during spa- 

wning season 

B12 2A AHS ARARES 

个 年 龄 组 
Three tadpoles of Vibri- 

ssaphora boringii represent the 

three age-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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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 加 厚 “〈 图 10) ， 然而 ， 随 着 繁殖 季节 的 逐渐 消逝 ， 第 二 性 征 也 较 快 地 消失 。 曾 观察 
到 雷山 影 昌 大 多 数 雄 性 个 体 仍 然 保 持 着 明显 的 第 二 性 征 时 ， 其 中 有 一 个 体 〈 图 4)》 的 性 

征 消失 最 快 ， 其 前 璧 之 粗细 已 基本 复原 ， 上 颌 缘 之 角质 刺 几 乎 脱 尽 ， 只 可 见 其 基部 痕 
迹 。 显 然 ， 第 二 性 征 出 现时 间 的 长 短 与 消失 过 程 之 快慢 ， 在 个 体 之 间 是 不 一 致 的 。 上 颌 
综 角 质 刺 的 消退 过 程 ， 在 室内 观察 到 的 情况 是 , 先是 角质 层 有 如 揭 巾 似 地 整 颗 剥脱 ， 只 
剩 下 中 间 非 角 化 的 软组织 ， 以 后 再 慢 慢 被 吸收 。 

影 旷 对 繁殖 季节 很 敏感 ， 在 季节 来 临 的 时 候 ， 最 先是 雄性 先 至 水 域 ， 选 择 好 适合 产 
卵 的 场所 〈 图 9 ) ， 二 般 在 早晚 发 出 “ 顺 一 一 咕 2 鸭 声 ， 借 以 招引 瞧 蟾 ， 一 遇 肉 网 到 
来 ， 即 可 抱 对 产儿 。 笔 者 等 曾 在 峨眉 山 溪 中 之 石 块 下 同时 发 现 三 个 雄 蟾 。 又 据 雷 让 山区 
群众 所 见 ， 雷 山 肿 蟾 在 产 歼 期 间 有 更 多 数量 的 集群 现象 。 雄 蚁 在 抱 对 产 卯 完毕 后 ， 可 再 
次 抱 对 ， 肉 蟾 产 完 卵 后 ， 迅 即 离开 水 域 。 Pits, Ha ty Be MeO PE Le LA AF 

DU Ab Re WER LE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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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面 。 三 种 影 站 

产 卵 量 两 个 卯 群 分 订 别 有 匈 202 及 232 粒 ， 平 均 217 粒 〈 图 7 ) . SN2,5mm+; iG ise 

三 个 厚 群 分 别 有 匈 212、347 及 341 粒 〈 图 8 ) , FH3008; HELE HD 群 平均 246 

粒 ;， 后 两 种 的 卵 径 均 为 3.7imm 士 。 

曾 轴 压 片 观察 四 种 影 蟾 的 精子 形态 相同 ， 均 呈 螺 旋 形 ， 一 般 有 5 一 一 6 次 爸 曲 ， 体 

细 长 ， 头 端 钝 园 ， 尾 端 尖 细 ， 大 者 长 240 微 米 〈 图 11) 。 

CO. me Wasa Bay + ie) te 

SEW NASBA, MUR RAASKRATAl2Omm, WHET AY 

pA. AAT BE Hee BL Be RN EB Yeast JA HE BS SH J JE TPE KT EAT 

但 随 着 气温 、 水 温 下 降 ， 渐 不 活跃 。 寒 冷 冬天 多 藏 于 水 深 处 之 石 隙 中 或 石 块 下 。 对 浑浊 

的 水 域 环 境 极 不 适应 ， 很 快 可 引起 死亡 。 晴 是 发 育 缓 慢 ， 到 变态 期 所 需 时 间 很 长 ， 三 月 

HAAN AMR A Se, SRA Ay 57mm+, 76mm+, 1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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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三 个 组 ， 显 然 分 别 属于 三 个 年 龄 组 〈 图 12) ， 因 些 ， 它 们 在 水 域 中 的 幼体 时 期 至 少 要 

越过 两 个 冬天 才能 完成 变态 。 

Be 考 OSEAN TR 

刘 肝 钊 HE IRE 1973 贵州 省 两 栖 有 爬行 动物 调查 及 区 系 分 析 ”动物 学 

报 19 (2) : 149-178, 
刘 针 钊 HCE PRG 1980 Eis f= =Vibrissaphora 和 种 的 初步 探讨 ， 及 其 与 

分 类 学 有 关 问 题 的 讨论 ”两 栖 夏 行动 物 研究 3 (1) : 1-9。 
MAG HE Aw RAK 1978 四 川 、 广 西 两 栖 动物 四 新 种 PA fH Ie 

行动 物 研究 资料 4: 18-19, 

Liu, C, C, ( 刘 承 钊 ) 1945 New frogs from west China, J,W.China Bord, 

Res wsocwe 5 (B) 328 —43, pls, 1 一 3。 

Pope, C, H, 1947 A new pelobatid from Fukien Province, China, Copeia, 

1947 €2) : 109-112, 

| Rs: manna: me” 

(Abstract) 

In number one of volume three of this journal, a paper titled \Pre- 

liminary study of genus Vzibrissaphora (Amphibia; Salientia) and discussi- 

on on problems of amphibian classification” written by Professor Liu 

Chengchao et al, published on October 20th, 1980, This paper reports 

on ecological studies of the genus Vzbrissaph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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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y aOR satus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ae 

WS J Wes pS BY He DE Da Bse eR BL Be OT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ENOM PROTEINS 

OF Pit =VIRERS BY ISOELECTRIC FOCUSING 

ini ER Ol POLY ACK YLAMIDE GEIL 

EX ZU Ran FAK 

CH El a Be ab Ae TE GD 

Meng Yi-wen Mo Wei-ping Chen Su-wen Xu Wei-zheng 

(Laboratory of Biochemistry,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tca) 

ABBE RREAARDMTI REISER, APRMASHAWEH 

i Giz LT DH HIOZAOR EH, HROMAMWM: (1) 不 同 地 区 采集 的 

同一 蛇 种 的 图 谱 基 本 一 致 ， 但 地 理 远 缘 的 样品 出 现 一 定 差异 。 (2) LHe 

间 有 明显 的 差异 ， 而 种 间 差 异 比 亚 种 间 的 更 为 显著 。 (3 ) 对 于 蛇 岛 晕 蛇 

的 分 类 问题 ， 根 据 电 肥 焦 分 析 结 果 ， 支 持 其 应 为 踊 属 一 新 种 CHER) 的 

见解 。 (4 ) 于 四 川 采 集 的 日 本 站 短 尾 亚 种 与 其 它 地 区 Cele, HF) 比 

较 ， 有 较 大 差异 ， 推 测 可 能 为 一 新 亚 种 。 

HEX AR RE FAK BR A IB SE BC IK OTT Hee EA, WAAR MS) Tee 

蛇 的 亲缘 关系 有 参考 价值 。 鉴 于 蛋白 电 聚 焦 分 析 有 较 好 的 分 离 效 果 ， 我 们 采用 了 便于 比 

较 分 析 用 的 薄 层 电 聚 焦 方 法 ， 对 几 种 晓 蛇 蛇毒 进行 了 分 析 ， 重 复 良 好 ， 特 此 报道 。 

本 文 于 1981 年 7 月 10 目 收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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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与 方 法 

蛇毒 ， 

我 所 两 栖 爬 行 研究 宝 提 供 。 采 集 时 间 、 地 点 如 下 ， 

Za es ae 种 KRU RANE 

1 AAS LH © Agkistrodon blomhoffu Oil 1978 

brevicaudus Stejneger 

2 » ” OL Gis 1975 

3 ? ” 四 川 古 获 1979.7.3 

4 » 2 辽宁 丹东 1979.9.9 

5 日 本 日 乌 苏 里 亚 种 4gkzstrodon blomhof fi 吉林 盘 石 1978.10.5 
ussuriensis Emelianov 

6 > 2 辽宁 桓 仁 1979.10.10 
Hi ie fH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Zhao i he 1979.7.26, 

8 Mae Agkistrodon saxatilis Emelianov HMA 1978。9。5。 

9 4 Wyte Agkistrodon acutus (Guenther) Pa Wy: le) 1979。5。31。 

人 蕊 剂 ， 

丙烯 酰胺 CAcr) ， 化 学 纯 ， 上 海 临海 化 学 三 产品 ， 甲 又 双 两 烯 酰 胺 CBis) ,' 西 德 

Merck 公司 出 品 ;， 两 性 电解 质 载体 CAmpholines) ， 瑞 典 志 KB 公司 产 ths SSR 

R250 HCO (TEMED) 系 英 国 BD 再 公司 产品 。 其 它 均 为 国产 分 析 纯 商 

Ho 

SLB: 

分 析 电 聚焦 装置 LKB2117 Multiphor AFH LK BA Bly he 

万 法 : 

称 取 蛇毒 样品 lmg 溶 于 薰 饮水 20 微 升 中 。 放 人 入 一 小 户 〈5 X10mm) jee a, Bi 

可 直接 贴 在 事先 已 聚合 好 的 凝 胶 表 面 上 。 供 电 聚 焦 用 的 沽 层 凝 胶 板 照 LKB 公司 推荐 的 

Boy t??, HERR EE 4%, Hih10%, Ampholines 2,4%,1% Wit rt MR £z 0,025 份 ， 

TEMED 0.7 微 升 /ml1， 其 中 Ampholines 由 四 种 pH 范围 的 试剂 组 成 。 以 总 容积 60ml 
灌注 250x115x2mm 胶 板 为 例 ， 含 有 商品 

Ampholine pH4—6: 0,2ml 

pH5—7 : 0,2ml 

pH9—11: 0,4ml 

pH3,5—10: 2,8ml 

电极 滤纸 条 用 1M NaOH (fa#h) , 1M H,PO, (正极 ) 浸 湿 ， 并 贴 在 胶 板 两 侧 ， 

通电 ， 和 甩 用 恒定 功率 30 瓦 。 电 聚焦 40 分 钟 时 除去 样品 凑 纸 片 ， 再 继续 电 聚 焦 1 小 时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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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过 程 中 电流 变化 从 约 100mA 下 降 到 30mA， 电 压 从 最 初 的 约 300 伏 上 升 到 1 于 KE 
see 
HBR, BER TER RH CERT. 350, =A R57 SHIA 500ml 

水 中 ) 1 小 时 ， 然 后 在 退色 液 (25% 乙醇 ， 8 %% 乙酸) 中 浸泡 5 eh, 60TH BK 

让 《0.125% 的 考 马 斯 亮 兰 R250 溶 于 退色 液 中 ) ， 染 约 30 分 钟 。 在 退色 液 中 直到 背景 清 
盯 。 在 保存 液 (含有 10% 髓 油 的 退色 液 ) 中 过 夜 。 用 玻璃 纸 包 庄 凝 胶 置 于 干净 的 璃 璃 板 
荆 ， 并 用 胶布 固定 ， 室 温 下 干燥 2 一 3 天 成 干 胶片 ， 夹 于 书本 中 可 长 期 保存 。 
凝 胶 p 百 梯度 的 测定 cs", 电 聚焦 完毕 后 ,可 沿 样品 走向 切 下 10mm 宽 的 一 条 凝 胶 , 再 每 

隔 10 生 血 横 切 成 小 块 ， 放 入 预先 除 气 的 2 年 1] 重 蒸馏 水 中 ， 浸 泡 10 一 20 分 钟 后 ,在 pHIFE 

测定 。 

电 桑 焦 分 析 结 果 如 图 所 示 ; 

1、2 号 样品 〈 短 尾 亚 种 ) 的 电泳 图 谱 几 乎 完全 一 样 ,可 分 辨 出 三 士 余 条 谱 带 。 其 中 p 于 

3.5-7 区 域 的 谱 带 较 多 且 染 色 较 深 ， 特 别 是 在 PH4.8 附 近 有 三 根 浓 而 清晰 的 谱 帝 。pH7 

=- 8 范围 内 几乎 没有 什么 谱 带 ， 靠 近 碱 性 mA pH8—9 KIN ALAR BRR te 

4 号 样品 (得 尾 亚 种 ) 与 1、2 号 的 图 形 基 本 一 致 ， 唯 pH5.6 附近 有 三 条 谱 带 着 

色 较 1， 2 号 更 深 。 

5.6 号 样品 〈 乌 苏 里 亚 种 ) 图 谱 完 全 一 致 。 乌 苏 里 亚 种 (5、6 号 ) 与 短 尾 亚 种 

CC1 ,2 号 ) 比 较 ，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没有 ?H4.8 左 右 的 那 三 条 谱 斋 ， 而 在 pH6.8M7.08= 

条 明显 的 区 带 。 
3 号 样品 〈 四 川 产 短 尾 亚 种 ) 比较 特殊 ， 较 之 1、2 号 有 较 多 的 浓 谱 it. ERA 

1、2 号 的 pH4.8 附 近 的 三 条 浓 谱 带 ， 又 有 4 号 的 pH5.6 附 近 的 那 三 条 浓 带 ， 还 有 类 似 

SFB WHY pH6.8.7.0 和 7.4 的 区 带 ， 此 外 在 pH7 一 8 区 域 还 有 若干 细 带 。 总 的 来 看 

1—6S (HAH) 都 有 靠近 正极 的 pH3.5 处 的 一 条 粗大 而 浓 的 谱 带 和 p 瓦 8.3 一 8.7 的 四 

7 号 样品 〈 蛇 岛 蜡 ) 可 分 辨 出 42 条 谱 带 ,显示 其 特征 的 是 :在 p4 处 有 一 条 粗 浓 的 区 

带 ， 在 靠 负 极 有 二 条 彼此 靠近 的 着 色 深 的 谱 带 ， 实 测 值 高 达 pH11.3。 第 三 点 重要 的 特 

征 是 在 pH4.2 一 6.6 的 区 域内 有 19 条 着 色 深 的 谱 带 。 

8 号 样品 〈 黑 眉 蜡 ) 在 碱 性 p 互 范围 与 蛇 岛 蜡 的 图 谱 近似 ， 但 没有 PH11 3H Kit 

pH4.2 一 6.6 的 范围 内 仅 有 两 条 浓 带 和 十 几 条 色 浅 而 细 的 谱 融 。 

9 号 样品 ( 尖 吻 蜡 ) 特 征 在 于 pH4.2—6. 6 KiNG 9 KIRA At. BI pH 

7.2 一 8 区 域 有 7 条 浓 带 。p 瑟 8 一 9 内 有 3 条 浓 而 模糊 的 谱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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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5 & # 

ASM RATES yr, HMRC RE EE} 20— 40, ie Be — 
样品 ， 在 板 状 凝 胶 电 泳 中 分 辨 出 20 条 谱 带 62， 而 本 实验 分 辨 出 42 条 。 可 见 薄 层 电 聚 焦 有 
较 好 的 分 辨 力 。 因 此 此 方法 对 毒蛇 的 分 类 研究 和 蛇毒 的 利用 研究 可 能 有 更 大 的 参考 价 
值 。. 

， 从 图 上 可 见 ， 不 同 种 蛇 的 蛇毒 蛋白 图 谱 差异 是 显著 的 〈 比 较 7 一 9 号 ) 。 同 一 亚 种 
内 不 同 地 点 采集 的 蛇毒 有 着 相同 的 电 读 图 谱 《〈 比 较 1 号 与 2 号 ;5 号 与 6 号 ) ， 而 亚 种 
间 的 差异 是 明显 的 ， 但 也 有 许多 相似 之 处 〈 比 较 1、2 号 与 5 、6 号 ) 。 此 外 值得 注意 
的 是 ， 同 一 亚 种 但 地 理 相隔 较 远 的 两 种 样品 电泳 图 谱 之 间 出 现 有 一 定 程度 的 差异 [比较 3 
号 《四川 吉 获 短 尾 亚 种 ) ，4 号 〈 辽 宁 丹 东 短 尾 亚 种 ) 与 1 、2 号 〈 江 浙 短 尾 亚 种 ) ]。 
这 种 差异 与 分 类 学 的 关系 如 何 ， 是 否 可 划 为 一 新 亚 种 ? 可 结合 形态 学 研究 进一步 检查 。 
但 至 少 对 蛇毒 利用 研究 上 有 价值 不同 地 区 采集 的 同 种 蛇毒 ， 可 能 随地 理 较 远 而 在 生化 
指标 上 有 所 差异 。 

本 实验 证 明 蛇 岛 蜡 蛇毒 显然 不 同 于 日 本 蜡 短 必 亚 种 和 乌 苏 里 亚 种 ， 更 不 同 于 尖 欧 
并 ， 而 与 黑 眉 蜡 有 一 定 的 相似 之 处 ， 然 而 二 者 间 的 差异 大 于 相似 ， 为 此 ， 我 们 支持 蛇 岛 
弄 是 晶 属 中 独立 的 一 个 新 种 的 观点 。 

Ww att ‘¢ 型 

[13 BAR 1981 Fe HE RETR A EEK AL, FIORE SEL IKE 

毒蛇 分 类 上 的 应 用 价值 ”动物 学 报 〈 符 发 表 ) 

C2] Djupsund, B,M, 1976 LKB Application Note 243, 

C3] Wrigley C,W. 1971 Methods in Enzymology 22, AP, London, 

C4) PRD 1980 BEHRENS PRT ah E14) :1 一 16。 

I> x 摘 要 (Abstract) 

Venom proteins of nine pit-vipers were analysed by isoelectric fo- 

cusing in thin layer of polyacrylamide gel, Each protein resolved 30-40 

bands in the pattern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The patterns of the 

same species collected in different regions were much the same, however, 

the patterns of those collected in geographically far away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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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ht show a certain variation, (2) There was an apparent pattern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subspecies, but the pattern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species was more evident than that between different 

subspecies, (3) As concerns the taxonomy of the pit-viper on Shedao 

(Snake Island),the result by isoelectric focusiug supported the point 

that the pit-viper on Shedao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Agkistrodon, (4) Since the pattern of the Agkistrodon blomhoffi 

brevicaudus Stejneger collected from Sichuan was different from those 

collected from Zhejiang and Jiangsu etc,, the Agkzstrodon blomhoffit brevi- 

caudus in Sichuan is supposed to be a new subspecies, 



蒙 义 文 等 ， 晶 属 蛇毒 蛋白 的 薄 层 凝 胶 等 电 聚 焦 的 比较 分 析 图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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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Lawn 二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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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PY Bey AD RED HUE SK CLES EOS ITI) 

ThA IL AWA 

中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mR tke @ 4} 

《中 国 科 学 院 上 海 生理 研究 所 ) 

”对 蛇毒 重 自 的 研究 ， 已 经 前 明 不 同 科 属 种 (或 亚 种 ) 的 蛇毒 ， 具 有 不 同 的 蛋 自 组 分 和 

构成 酶 活性 所 圣 现 的 不 同 生理 作用 。 这 种 异同 给 毒蛇 的 分 类 提供 了 依据 。 蜡 属 种 和 亚 种 

Zita NA, SHARAN AA. KR, RAKES YR Ee 

属 几 个 种 及 亚 种 之 间 的 蛇毒 毒 力 及 中 和 效 价 测定 表明 ， 种 与 种 之 间 具 有 了 明显 的 不 同 ， 亚 

种 和 杀 缘 关系 较 近 者 之 间 则 差别 很 小 或 相近 似 。 赵 尔 、 武 祥 福 等 驻 对 电 属 各 种 于 不 同 

季节 采取 的 蛇毒 ， 不 同 地 区 的 同 种 蛇毒 和 同一 地 区 而 不 同 种 的 蛇毒 的 聚 丙烯 酰 腕 电泳 分 

析 表 明 : 同 种 《或 亚 种 ) 而 不 同 季节 和 地 区 的 蛇毒 电泳 区 带 和 迁移 率 一 致 ， 不 同 种 〈 或 

亚 种 ) 之 间 则 有 明显 的 区 别 。 蒙 义 文 、 莫 卫 平 等 “用 双向 “〈 等 电 聚 焦 ，SDS) 电泳 对 蜡 

属 几 种 蛇毒 得 到 更 多 的 电泳 区 帝 ， 在 更 准确 的 程度 上 表明 同样 关系 ， 这 些 研究 给 蜡 属 的 

种 及 种 下 分 类 增加 了 依据 。 用 灵敏 度 更 高 的 免疫 化 学 方法 进行 各 种 蛇 的 分 类 和 探讨 其 亲 

缘 关 系 的 报道 也 不 少 。 使 用 的 抗原 ， 有 血清 ， 蛇 毒 及 经 分 离 纯 化 蛇毒 中 某 一 活性 酶 等 制 

备 抗 血清 ， 再 与 相应 的 各 类 抗原 进行 免疫 电泳 扩散 ， 根 据 图 谱 上 沉 证 线 数 目 和 位 置 异 同 

进行 比较 ， 探 讨 其 分 类 和 杀 缘 关系 ，3.A.Minton'“ 用 美国 西部 24 种 蛇 血 清 免疫 化 学 法 

研究 了 种 之 间 的 杀 绿 关系 ， 如 从 锦 蛇 、 游 蛇 和 蛇 三 种 抗 血 清 与 相同 和 不 同 种 属 蛇 血清 

免疫 电泳 扩散 图 谱 上 ， 区 分 了 三 个 不 同类 群 和 有 五 种 蛇 与 这 三 个 类 群 亲缘 关系 较 远 的 另 

一 类 群 ， 确 定 了 各 目 分 类 地 位 ， 并 且 推 论 这 几 种 游 蛇 、 锦 蛇 是 从 东亚 地 区 的 同 种 蛇 进 化 

而 来 的 。 同 一 作者 5 用 菲律宾 痰 灰 海 蛇 , 青 环 海蛇 等 四 种 血清 的 免疫 电泳 法 ,区 分 了 同 域 

而 不 同 种 的 四 种 海蛇 。 同 时 对 同 种 不 同 域 的 澳大利亚 海 与 菲律宾 海 的 淡 灰 海蛇 的 图 谱 相 

二 文 于 1981 年 7 月 14 日 收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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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 。 以 及 形态 很 类 似 的 带 蛇 、 王 蛇 的 图 谱 又 显然 不 同等 现象 ， 讨 论 了 几 种 海蛇 的 分 

类 和 杀 缘 关系 。 作 者 认为 蛇 血 清 的 免疫 化 学 法 观察 其 杂 缘 关系 是 可 行 的 。 将 粗 蛇毒 进行 分 

离 为 某 单一 活性 酶 的 免疫 化 学 法 ，Boquet “ ,用 海蛇 和 了 眼 锁 蛇 毒 中 均 含 有 类 似 碱 性 蛋 自 

的 I、 工 型 神经 毒 抗 血 清 ， 对 其 他 有 代表 性 的 各 种 神经 毒 进 行 免疫 电泳 ， 根 据 不 同 帝 省 

线 ， 辨 别 其 抗原 簇 的 异同 ， 这 些 异 同 与 形态 分 类 往往 是 相互 吻合 而 不 了 矛盾。 直接 用 粗 

蛇毒 免疫 电泳 也 可 以 探讨 亲缘 关系 ， 有 .Bolanos' ”用 南美 几 个 地 区 的 巨 蜡 (ZLccpeszs 

muta) 蛇毒 的 毒 力 中 和 效 价 及 免疫 电 访 法 ， 完 善 和 充实 了 对 其 分 类 等 。 陈 远 聪 、 武 

祥 福 、 赵 尔 密 等 ”用 日 本 晶 短 尾 亚 种 浙江 产 的 蛇毒 进行 纯化 其 神经 毒 制 成 免 抗 血清 。 与 

晓 属 中 若干 种 及 亚 种 进行 免疫 扩散 反应 ， 说 明 相 同 亚 种 均 产 生 融 合 的 这 证 线 。 与 乌 苏 里 

WARM MER, MSR, we. BR. RRMA i ia ey 

FCULVERLM, KM ip hey A hss Ul be te , F] Bs BE ae A El 

ANAREE SH, SBBRALEWN = MERA WAAR wh eT R 

疫 电 泳 来 比较 并 讨论 其 在 分 类 上 的 意义 。 

1. 蛇 喜 抗 原 种 类 及 产地 

A, SJB (Agkistrodon saxatills Emelianov) Hae A 

BL Sie (A, shedaoensis Zhao) es 

C AASB WFR (A, blomhoffi brevicaudus Stejneger) 浙 vite 

D BARS EWA CA D, brevicaudus Stejneger) PON gi 

E Awe Rew CA, CD, brevicaudus Stejneger) 辽宁 丹东 

F AAS OCA, OD, brevicaudus Stejneger) a8 Sin 

G HABE RED CA, 0, ussuriensis Emelianov) BRAA 

H, pAKB GRE WA CA, Ob, ussuriensis Emelianov) 辽 宇 恒 仁 

I, SABHA CA, 0, dlomhoffi (Boie) 日 本 

日 本 星 短 尾 亚 种 〈 浙 江 ) 为 上 海 生 化 所 赠送 

日 本 晶 指 名 亚 种 为 上 海 自然 博物 馆 赠送 ， 其 余 均 为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于 1977 - 1979 年 

ESMRERME, HETER, KBAR. 

2. 抗 体 

上 海 生物 制 品 研究 所 出 品 : HAAS ee inis GiS17807.2) 。 

日 本 北里 研究 所 出 品 :， 抗日 本 晓 指 名 亚 种 血清 。 

3., 试 剂 

琼脂 糖 ， 上 海 东 海 制药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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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比 妥 盐 ， 上 海 化 学 试剂 厂 

硼酸 盐 ， 成 都 化 学 试剂 三 

4. 电 泳 条 件 

图 版 1 1% 琼 脂 糖 pH8.2 硼 酸 盐 缓冲 液 ， 离 子 强度 0.05，16 x 6cm 凝 胶版 ， 每 孔 加 
抗原 O.2me, Bak 4A mA, 1IOVAE, ALK 5 小时。 抗体 槽 加 0.4ml 日 本 量 短 尾 
亚 种 抗 血清 ， 室 温 扩 散 48 小 时 ， 盐 水 冲洗 ， 苦 味 酸 固定 ，0.1%% 偶 氮 胭 脂 红 染色 。 
图 版 2 及 3 1% 琼 脂 糖 ，pH8.2 巴 比 妥 缓冲 液 ， 离 子 强度 0.05，9 x 6cm 凝 胶版 ， 每 

张 版 电流 5mA，160V 电 压 ， 电 泳 1 小 时 ， 加 抗原 0.2mg， 室 温 扩 散 12 小 时 。 图 版 2 直接 
拍照 。 图 版 3 用 0.25%% 考 马 斯 兰 染 色 。 电 泳 缓 冲 液 均 为 pH8,2 巴 比 受 缓 冲 液 。 

图 版 1 及 2，A BRUM CAMA EMA, AM IERBOIN A = # Ml 

KR, MAARKA=AMR, ARRLA-AMR, PAMRA AEB RE IR, vi 

Bre 7p ake as DA PE ey SE DS hd RE ic D> DE BY SDE MAT 

图 版 1 及 2，B tM iE MAB (A) 清晰 无 渗透 和 假币 ， 共 有 11 条 这 

证 线 ， 偏 向 正极 区 有 五 条 弧 线 ， 偏 向 负极 有 三 条 弥 线 ， 在 原点 上 有 三 条 重 登 线 。 说 明 蛇 

岛 蜡 与 黑 眉 蜡 两 种 蛇毒 有 相近 似 的 抗原 决定 答 ， 但 仍 有 某 些 不 同 ， 可 见 此 二 种 蛇 有 较 近 

NAAR AIA lel BP aE 
图 版 1 及 2，C AAR RA CHIL) 蛇毒 与 本 抗 血 清 的 免疫 电泳 图 谱 ， 向 正极 

迁移 较 快 的 电泳 区 带 出 现 一 条 长 绝 线 ; 再 稍 后 处 有 一 条 粗 而 长 的 弧 线 和 二 条 短 弧 线 ， 这 

种 具有 4 - 5 种 酸性 蛋白 的 蛇毒 抗原 与 前 两 种 蛇毒 抗原 有 明显 的 区 别 ， 说 明日 本 坚 短 尾 

亚 种 抗原 成 份 与 蛇 岛 蜡 和 黑 眉 抗原 成 份 有 较 多 的 不 同 ， 在 偏 负极 的 碱 性 电 自 部 份 此 三 种 

蛇毒 抗原 则 相近 似 。 
图 版 2，D 四 川 十 苦 产 日 本 几 短 尾 亚 种 蛇毒 ， 与 浙江 产 同 种 蛇毒 (CC), Baw 

区 域 相 距 较 远 ， 其 免疫 电泳 图 谱 无 论 沉 淀 弧 线 的 位 置 和 数目 均 相 近似 ， 无 明显 区 别 ， 图 

2, E 辽宁 丹东 产 日 本 蜡 短 尾 亚 种 和 图 m2, F 江苏 产 日 本 蜡 短 尾 亚 种 蛇毒 的 免疫 沉 

证 线 亦 很 近似 相同 。 此 四 个 不 同 地 区 产 的 同一 亚 种 其 抗原 成 份 是 相 一 致 ， 说 明 凡 同一 

亚 种 不 同 产 地 其 抗原 成 份 变化 很 少 ， 而 相互 近似 。 

图 版 1 及 2，G 吉林 盘 石 产 日 本 蜡 乌 苏 里 亚 种 蛇毒 抗原 与 短 尾 亚 种 〈C) 有 很 相近 

似 的 抗原 决定 复 ， 但 又 有 某 些 细微 差别 ， 如 向 正极 移动 快 的 酸性 蛋 中 有 二 条 抗原 相似 而 

含量 不 等 的 部 份 重 释 弧 线 ， 在 稍 后 区 带 上 与 粗 长 弥 线 之 间 有 一 条 短小 弧 线 。 偏 向 负极 的 

碱 性 蛋白 部 份 比 短 尾 亚 种 (C) 少 一 条 屋 线 ， 说 明 此 两 亚 种 之 间 有 某 些 不 同 之 处 ， 但 均 与 

黑 眉 晓 及 蛇 岛 蜡 蛇 毒 有 所 不 同 。 同 地 区 产 而 非 同 种 蜡 的 抗原 免疫 电 访 图 谱 是 明显 的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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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 as ha eR A) SAAS pT CG) 的 蛇毒 抗原 成 份 差 别 很 大 。 

图 版 2，I_ 日 本 晓 指 名 亚 种 比 短 尾 亚 种 〈 上 上 ) 和 乌 苏 里 亚 种 〈G) 在 奏 性 蛋 自 部 份 

多 2 种 抗原 成 份 ， 在 酸性 蛋 自 部 份 虽然 相 类 似 但 仍 有 微细 差别 说 明 此 三 个 亚 种 抗原 成 份 

相 类 似 ， 它 们 的 亲缘 也 较 近 。 

图 版 3， 除 上 述 试验 用 的 抗原 抗体 外 ， 用 日 本 用 指名 亚 种 抗 血 清 进 行 相互 比较 试验 ， 

因 加 抗体 方法 不 同 ， 其 沉淀 弥 线 样式 不 同 ， 但 其 沉 省 线 数目 和 位 置 凡 是 相同 的 抗原 在 两 

种 抗 血清 上 均 相 类 似 ， 说 明 目 本 蜡 指 名 亚 种 与 日 本 蝎 短 尾 亚 种 抗体 谱 相 类似 。 蛇 岛 旺 

CB) 抗原 除 因 图 版 1 电泳 时 间 长 于 图 版 3 ,出 现 一 条 偏向 负极 的 绝 线 外 ,其 余 也 相 类 似 一 

人 

抗 血清 上 的 沉 证 也 相 类 似 ， 说 明 凡 是 同 种 或 同 亚 种 不 论 其 产地 相距 多 远 其 抗原 成 份 变 

化 均 不 大 ， 在 短 尾 亚 种 抗 血 清 上 是 这 样 ， 在 指名 亚 种 抗 血清 也 是 同样 出 现 相 似 的 图 形 。 

综合 上 述 用 粗 蛇 毒 为 抗原 的 免疫 电泳 方法 能 较 灵 人 敏 而 准确 的 分 辨 出 不 同 抗原 成 份 ， 

人 a” 

分 类 地 位 。 现 将 多 次 试验 的 免疫 电泳 图 形 上 这 省 弥 线 的 数目 及 电泳 过 程 的 走向 列表 1， 

Po ee eae LEU GE MAR 

FMB LAMDAMI, RilieMRA AMA AW A BRIE. 

Al, 4 HARRSAAMAR RMA UR ie RAR 

抗 血 清 
蛇毒 种 类 〈 产 地 ) A AR ae fa Fe We 日 本 晓 指 名 亚 种 

一 十 一 

和 A。 黑 眉 蜡 《吉林 盘 石 ) 3 3 3 3 
B, tee CLT) 5 5 5 5 

C, AKER W eH 〈 浙 江 ) 5-4 3 一 - 

D, » (PO JI ie) 5-4 3 一 一 

5 » (CLT AD 4 3 4 2 

ints » ( 江 苏 ) 5-6 4 = - 

G BAK S BWR (AREA) 5 4 = = 

‘ol ” Cui) 5-6 3 5 3 

I, AAR Ae CAA) 5-6 5 5 2 

结 论 

1. 在 不 同 条 件 下 的 免疫 电泳 扩散 对 用 属 各 种 蛇毒 抗原 均 共 有 稳定 的 重复 性 ， 这 种 简 

易 而 敏感 的 方法 可 供 毒 蛇 分 类 的 依据 和 验证 。 

2. 蛇 岛 蜡 ， 黑 眉 蜡 及 日 本 晶 的 三 个 亚 种 之 间 可 明显 的 从 免疫 电 访 图 谱 上 辨认 出 它们 

之 间 的 不 同 ， 黑 眉 虹 与 蛇 鸟 昌之 间 仍 可 观察 到 它们 之 间 某 些 差别 ， 同 一 亚 种 的 不 同 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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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antiserum: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Stejneger 

‘antigens: iN Agkistrodon saxatils Emelianoy | 

1B)5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Zhao 

C,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Stejneger 

D, A, b, ussuriensis Emelia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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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antiserum;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antigens: Ae Agkistrodon saxatilis Emelianov 

B,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Zhao 

C,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Stejneger 

Dia Aes be Drevdcagdas oe jacues 

b, brevicaudus Stejneger 

b, brevicaudus Stejneger 

b. ussuriensis Emelianov 

b, blomhoffii blomhoffii (Boie) 

ae eA 

IB a 
Cs 
Lo 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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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antiserum;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lomhoffii (left)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right) 

antigens; Agkistrodon saxatilis Emelianov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Zhao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Stejneger 

ussuriensis Emelianov 

ussuriensis Emelianov (307% #32 tik Az) 

A 

B 

@ 

E, A. b, brevicaudus Stejneger 

G 

H 

I blomhoffii (Boie) eae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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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省 爬行 动物 新 纪录 

fo NEW RECORDS OF REPTILES 

OF JIANGXI PROVINCE 

HB 
(江西 医学 院 生物 学 教研 室 ) 

Zhong Chang-fu 

(Department of Biology, Jiangxi Medical College) 

江西 省 位 于 长 江 中 游 南 岸 ， 地 处 亚热带 。 境 内 三 面 环 山 ， 地 势 渐次 向 郡 阳 湖 倾斜 ， 

出 地 和 匡 陵 约 占 全 省 面积 60% EL. RIL. (FIL. He. BBL. (EKO 大 江河 流 贯 全 

@, HR. 28. SHEAR. PPR, ARS, Mw wee, i 

TIRTOMH EMA BR. A, ETL HeTawmHARALE. 

关于 江西 省 的 朴 行 动物 ， 过 去 有 David (1873) . Guenther (1888), Boulenger 

(1890), Mueller(1907), Stanley(1914-—1919),. Gee(1929). 3K ia] (1934,1936). 

Pope(1935),Gressitt (1941) . Maslin (1950) 等 人 进行 过 研究 ， 我 们 从 1962 年 开始 

陆续 在 江西 各 地 进行 调查 并 初步 作 过 报道 〈 彭 风 潭 、 张 丰 旺 ，1962， 彭 风 潭 、 钟 昌 富 
等 ，1965) 。 总 计 已 知 有 爬行 动物 纪录 为 3 目 10 科 33 属 62 种 。 

1965 年 以 后 ， 我 们 又 陆续 在 江西 各 地 发 现 了 一 些 新 纪录 ， 现 先 将 1979 年 在 闭 南 龙南 

县 刀 连 出 发 现 的 两 个 新 纪录 ， 四 眼 斑 水 龟 Clemmys quadriocellata Siebenrock 和 海南 

tei Xenopeltis hainanensis Hu et Zhao 报道 于 下 : 

4,8 TESTUDINIA 

A TESTUDINIDAE 

AVE Emydinae 

7K fale Clemmys 

未 文 于 1981 年 9 月 工 目 收 到 

XK ” 承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疏 行动 物 研 究 室 赵 尔 必 同志 对 原稿 提出 宝贵 意见 。 刘 勤 良 

AGAMA: SKM Tey. WLC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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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四 眼 斑 水 龟 Clemmys quadriocellata Siebenrock (图 1) » 

Clemmys bealit quadriocellata Siebenrock, 1903, Stzber, Akad, Wiss, 

Wien (mathnatur, ) 112, Abt, 1:336 〈 越 南 中 部 phus -son) 。 

3) 头 部 侧面 见 
Al: DKF GM 

RAF: 00183, 00184, WAAR, 

形态 描述 头顶 背 面 棕 褐 色 ， 前 部 散布 较 多 黑色 小 点 ， 后 部 有 眼 斑 2 M. IRBESHE 

黑 神色， 中央 蛋黄 色 ， 内 有 1、2 或 3 个 小 黑 点 。 颈 背面 黄 褐色 ， 有 3 条 黄色 纵 纹 ， 分 
FB 2 眼 班 后 及 正中 平行 向 后 直达 遥 部 。 背 甲 隆起 、 色 褐 ， 具 一 条 纵 村 。 颈 盾 狭 长 ， 后 

缘 为 前 缘 的 2 倍 ; 椎 盾 5 块 ， 肋 盾 每 侧 4 块 ， 缘 慎 每 侧 12 块 。 各 导 片 边缘 具 环形 条 人 纹 

〈 缘 盾 外 缘 无 条 纹 ) . BHAT, £22. LAMM, ARERREBE. RoR 
浸 制 标本 黄色 变 为 乳白 色 。 四 胶 较 扁平 ， 指 趾 间 全 中 ， 未 端 具 爪 ， 其 量度 〈 以 毫米 为 单 

DL) FP: 

qexpenar kira, ae BE Be Ee ae eee 
2 | 

HRA 7 

00188 | 70 60 58 | 46 291716 7 11 11 10 11 

00184 | 7 | BU) eS | 45 | 29 5 8 TO 

生活 习性 ， 生 活 于 山 溪水 中 ， 性 巴 善 ， 易 饲养 ， 生 活力 强 。 我 们 将 工具 四 眼 班 水 鱼 
放 在 盛 有 塘 水 〈 或 并 水 ) 的 宽 口 玻璃 瓶 中 ， 经 常 换 水 ， 当 背 甲 缘 盾 、 缘 板 连 接 组 织 腐 
峰 ， 缘 盾 、 缘 板 脱落 时 ， 而 龟 仍 活动 如 常 。 

地 理 分 布 此 多 在 国外 未 发 现 ， 国 内 见于 福建 、 广 东 、 海 南 岛 及 广西 。 江 西 标 未 采 
于 龙南 县 九 连 山 自 然 保护 区 册 溪 水 中 ， 为 省 新 纪录 。 此 钨 在 江西 的 发 现 ， 使 江西 爬行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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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 11H. 

Aa tt  SQUAMATA 

ke WE Ophidia 

A MRE BL XENOPELTIDAE 

DA) tisk INE Jeg, X enc pel tis 

=. BAe RE Xencpeltis hainanensis Hu et Zhao (图 2) 

Xenopeltis hainanensis }HULEE SiR, 1975, Bei, 21(4):379C#8 

Mgmyiup) . 

2) 头 部 背面 观 3) 头 部 侧面 观 

teA-F: 00175, 4h. 

形态 描述 ， 头 较 小 而 略 扁 ， 吻 端 圆 钝 ， 眼 小 ， 瞳 和 孔 圆 形 。 体 圆柱 形 ， 尾 短 ， 尾 长 仅 

占 体 长 的 1/13 - 1/14。 上 唇 鳞 7，3 - 2 - 2 式 ， 眶 前 鲜 1， 眶 后 鲜 1， 项 间 鳞 1 BE 
光滑 ， 通 身 15 行 ， 腹 鲜 160， 肛 鳞 2 分 ， 尾 下 鳞 17 对 。 体 背面 蓝 黑 色 ，D; 鳞 行 和 白色， 

D，s 鲜 具 较 宽 自 色 边 缘 ， 隐 约 显 现 2 条 和 白色 纵 线 ， 躯 干 及 尾 基部 腹面 灰白 色 ， 其 余 尾 下 

鳞 有 蓝 褐 色 斑 点 。 全 长 314 毫 米 ， 尾 长 23 毫 米 。 

生活 习性 : 关于 此 蛇 的 生活 习性 ， 适 今 仍 很 少 报道 。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采集 的 标本 是 

于 上 午 8 时 发 现 于 盛 菠 葛 苗 狂 笼 下 的 杂 草 从 中 ， 我 们 的 标本 系 社员 所 赠 ， 据 云 捕捉 于 住 

房 附 近 ， 采 集 时 间 不 明 。 我 们 将 标本 剖 胃 检查 ， 未 发 现 内 含 物 。 根 据 此 蛇 形 态 推 出 ， 可 

能 为 穴居 ， 夜 间 活 动 种 类 。 无 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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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分 布 : VERA BEE OE AS ce aE OE T1964 i A, WE 

形态 与 该 料 CEE BL) 单 属 狸 种 闪 鳞 蛇 Xenopeliis unicolor Reinwardt 有 了 明显 区 别 ， 

订 名 为 海南 内 馆 蛇 。 以 后 广西 博物 馆 在 广西 龙 胜 县 、 浙 江 省 博物 馆 在 浙江 龙 呈 县 ， 和 福建 

师 大 在 福建 中 部 先后 发 现 这 种 蛇 。 江 西 标本 产 于 闭 南 龙南 县 九 连 山 自然 保护 区 。 此 蛇 在 

江西 的 发 现 ， 使 江西 座 行 动物 纪录 增加 了 工科 工 属 工种。 

BS. Bl Ao SEs 上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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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79 一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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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sw Hh =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wo new records of reptiles of Jiangxi Province, 

They are Clemmys quadriocellata Siebenrock and Xenopeltis hainanensis Hu et 

Zhao,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from Jiulanshan in Longnan Xian, Jiangxi, 

China, in September, 1979,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taxonomic characters, habits, habitat 

and its distribution for each species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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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ILASwWleaAwmy, ZEDavid(1873). Guenther(1888). Boulenger(1890), 

Mtueller(1907)、Stanley(1914 一 1919)、Gee(1929) 等 人 报道 之 后 ， 张 孟 闻 (1934) 作 

过 历史 性 小 结 。 根 据 张 氏 统 计 ， 到 1934 年 为 止 ,江西 省 的 爬行 动物 纪录 为 49 种 2 。 以 后 ， 

Pope (1935) 发 表 了 《中 国 朴 行动 物 》 一 书 ， 张 ml (1936) HL ke © 、Gressitt 

(1941) 对 江西 东南 部 的 疏 行 动物 @ 、Maslia (1950) $ILIL—— Puke RHA 

本 文 于 1981 年 9 月 工 目 收 到 

* 本 文 承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爬 行动 物 研 究 室 赵 尔 必 同志 审阅 。 在 部 分 蜥 蝎 类 标本 核 
对 和 某 些 资料 收集 中 得 到 赵 尔 宪 、 江 瘤 明 同志 热情 帮助 。 先 后 参加 现场 采集 的 有 ] 文 汉 、 刘 勤 

良 、 陈 福 请 等 同志 。 谨 还 致 谢 。 

@ 四 原 为 53 种 ， 其 中 4 种 ， (1) Gekko japonicus hokuensis Pope 为 G, japonicus Du- 

meril et Bibron 的 同 物 异 和 名; (2) Dinodon rufozonatum williamsi Schmidt 4 

D. rufozonatum (Cantor) 的 同 物 异 名 ;， (3) Elaphe kreyenbergi (Muller) 为 E, 

carinata (Guenther) J fl 4 5%; (4) Elaphe taeniura vallanti (Mocquard) 4 

E, taeniura Cope 的 同 4, ABS, itA. Wey: (1) Leiolopisma laterale 

(Say) =L, modestum (Guenther); (2) Dinodon septentrionale ruhstrati (Fisc- 

her) =Lycodon ruhstrati (Fischer); (3) Holarchus vallanti (Sauvage) =Ela- 

phe porphyracea nigrofasciata (Cantor); (4) Boiga sinensis Schmidt = B, krae- 

pelini Stejneger; (5) Elaphe dione (Pallas) =E, bimaculata Schmidt; (6) 

Pseudoxenodon macrops (Blyth) =P, nothus Smith, 

@@ 原 报道 中 有 Trimeresutrts gramineus gramineus (9haw) 疑 为 竹叶青 之 误 订 ， 未 列 入 。 

图 发 现 8 个 江西 新 纪录 和 工 个 新 种 ， 前 者 包括 平胸 馆 在 内 ， 故 南京 师 院 生物 系 1957 年 在 江西 读 山 

SAE OFA, 1964) ， 应 为 江西 厚 纪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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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报道 。 在 这 些 研究 报告 和 专著 中 ， 又 有 一 些 新 纪录 记载 ， 使 原 纪录 49 种 ' 增 加 到 61 

种 ， 隶 3 目 10 科 33 属 。 

江西 医学 院 生 物 教研 室 从 1962 年 开始 ， 陆 续 在 江西 各 地 进行 聆 行 类 调查 并 初步 进行 

过 报道 C1) SH. SkEHE (1962) 记载 描述 了 江西 各 地 蛇 类 17 种 ， 无 新 纪录 中 3 

C2) 2A. Ames (1965) 记载 描述 了 江西 各 地 蛇 类 15 种 ， 发 现 1 个 新 纪录 :， 饰 
2¢/\ ke Oligodon ornatus Van Denburehi; (3) #H#S8 (1981) 发 现 两 个 新 纪录 ， 

四 眼 斑 水 包 Clemmys quadriocellata Siebenrock, }% RAIN "ERE Xenopeltis hainanensis 

Hu et Zhao, 

ASCHER 6 NLDA ESE, “EAVEE: VBRMT Acanthosaura lepidogaster 
(Cuvier) 3th Atewchosaurus chinensis Gray 海南 楼 晰 Tropidophorus hainanus Smith, 

Si fe hE Macropisthodon rudis Boulenger、 和 福建 丽 纹 蛇 Calliophis kelloggi (Pope) 和 自 

e714 BT rimeresurus albolabris Gray。 至 此 ， 作 者 等 共 发 现 了 9 个 江西 省 新 纪录 ， 包 

后首 次 在 江西 发 现 的 蝙 蜥 科 Agamidae 和 闪 鳞 蛇 科 Xenopeltidae， 以 及 6 个 初次 纪录 的 

属 ， 使 原 纪录 61 种 增加 到 70 种 ， 隶 3 目 12 科 41 属 。 

根据 江西 医学 院 生 物 学 教研 室 1962 年 以 来 陆续 在 江西 各 地 采集 的 标本 ，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礁 行动 物 研 究 室 1979 年 在 江西 上 犹 县 采集 的 标本 ， 结 合资 料 ， 将 江 

西 爬 行动 物 初步 名 录 及 其 地 理 分 布 列 如 表 1 。 

现在 ， 江 西 省 已 知 的 爬行 动物 纪录 为 3 目 12 科 41 属 70 种 @ 。 由 于 调查 还 不 全 面 ， 仅 

就 物种 组 成 区 系 成 分 等 方面 作 一 初步 分 析 。 

”从 物种 组 成 来 看 : 龟 鳌 目 2 科 4 属 4 种 ， 蜥 蝎 亚 目 4 科 8 属 11 种 ; 蛇 亚 目 5 科 28 属 

54 种 ;乌有 目 1 科 1 属 1 种 。 以 蛇 亚 目 种 数 为 最 多 ， 约 占 孜 行动 物种 数 的 78% 。 在 蛇 亚 目 
中 ， 言 蛇 科 1 属 1 种 ， 闪 鳞 蛇 科 1 属 1 种 ， 游 蛇 科 19 属 42 种 ， 眼镜蛇 科 3 i 4 Bs 

科 4 属 6 种 。 以 游 蛇 科 种 数 为 最 多 ， 约 占 蛇 亚 目 种 数 的 79 史 。 可 见 蛇 亚 目 和 该 亚 目 中 的 

HEEB: Colubridae 是 朴 行 类 中 的 优势 类 群 。 在 游 蛇 科 中 ， 又 以 游 蛇 IR Natrix 为 最 多 

C520%) ， 锦 蛇 属 Elaphe KZ (4 H18%) © 
PX Aa Ka: C1) 古 北 界 成 分 1 种 〈 和 白条 草 蜥 ) : €2) 广 布 于 十 北 界 及 

东洋 界 的 成 分 8 AR Cfo IER oR KE a PE SP me Ee, WEE) ， 

C3) 东洋 界 成 分 61 种 。 在 东洋 界 成 分 中 ，〈1 ) 华南 区 成 分 13 种 ; C2) 华中 区 成 分 

13 种 ; C3) 华中 华南 区 成 分 34 种 ; C4) 华中 西南 区 成 分 1 种 。 由 此 可 见 ， 江 西 省 爬行 

动物 的 区 系 特征 是 以 东洋 界 成 分 为 主体 ， 华 中 华南 区 成 分 占 绝 对 优势 〈 约 占 93% ) 。 

@ 原 报道 江西 省 新 纪录 4 种 : 草 游 蛇 、 烙 铁 头 、 竹 叶 青 为 江西 原 纪 录 ;， 人 金 环 蛇 原 报道 标本 产地 南 

昌 ， 考 证 系 外 省 标本 之 误 。 

@ 中 国 蛇 类 图 谐 (1980) ARB ERE ZAR TS ic RIL AR Ete Ophiophagus hannah(Cantor) 

但 原始 报道 及 产地 和 不明， 本 文 第 一 作者 1965 年 在 竟 南 全 南 县 调查 时 得 知 全 南 中 学 曾 收 购 到 1 

条 民 蛇 , 净 肉 重 40 余 斤 ; 当 地 群众 兽 赠 给 作者 蟒蛇 Python molurus bivittatus Schlegel, 

10 年 动乱 中 已 散失 ，1979 年 江西 人 民 公园 动物 园 在 靠近 全 南 的 龙南 县 接近 广东 处 ， 收 购 到 峰 

蛇 工 条 。 可 见 江 西 产 蟒蛇 。 待 进一步 核实 后 再 行 增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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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a rs. A. dba Ae G2) ©, A: C1) 古 北 界 成 分 少 ， 
Rr 2 

东 oF 界 = i |B 内 

if 4b | aM) 下 | 29 | 1 1 8 

if 中 | 1 4 21 | 1 | 7 

南 | TO | 27 | 1 4 

仅 个 别 成 分 扩散 到 赣 南 ， 《2 ) 东洋 界 华南 区 成 分 闵 南 乡 于 赣 北 、 华 中 区 成 分 闵 北 多 于 

竟 南 ， 其 余 成 分 则 两 北 差别 不 大 或 没有 什么 差别 ; 〈3 ) 国 内 广 布 种 竟 北 也 较 竟 南 为 多 。 

由 些 可见， 江西 省 的 朴 行 动物 区 系 具 有 南北 两 方 过 渡 的 性 质 ， 而 趋向 于 华南 区 。 与 郑 作 

新 等 〈1959) 所 指出 的 相符 合 。 这 种 情况 ， 主 要 是 由 于 江西 南北 气温 相差 不 大 〈 年 平均 

气温 ， 从 北 往 南 由 摄氏 16 度 递增 到 20 度 ) ， 境 内 山脉 河流 多 呈 南 北 走向 ， 南 北 之 间 缺 乏 

自然 屏障 所 致 。 

在 江西 ， 疏 行动 物 在 医学 上 与 人 民 关 系 密 切 。 一 方面 ， 不 少 动物 药材 〈 龟 板 、 攻 

PA, rte. tie, AER. IS) RUT Ray, SH, SRILA CA 

re. FRiHE. EAE. IRB, RIE) WAAADAMER, AABEARBt. Th 

Mom, HANBKAA, ei. KEM, Aru LRik, A-AM, Cee HA 

很 多 ， 对 人 民 和 危害 较 大 。 在 已 知 的 54 种 蛇 中 ， 毒 蛇 为 15 种 〈 纹 人 花 林 蛇 、 繁 花 林 蛇 、 紫 沙 

be. HAE KE. fo 7K, ERIE. WN SCRE, SCRE, IRB, ARE, RR, 

he, BUST. MRA. Te), 827%. RHR ARSE? 为 6 种 

( 约 占 11%) , BU: ARBeie Om, PSE) . Rp CTE) . RW CA 

BE. BRE) . Meme CRG, RB, REI) LRA CSE) . a Cait 

蛇 ) 。 这 几 种 毒蛇 ， 几 乎 全 部 见于 江西 的 广大 山区 Gra eA aR ML XA A 

唇 竹叶青 ) ， 在 平原 地 带 主要 为 眼镜 蛇 ， 银 环 蛇 及 电 蛇 。 在 每 年 夏秋 季节 ， 毒 蛇 给 江西 

人 民 《〈 特 别 是 江西 山区 人 民 ) 带 来 严重 威胁 ， 其 中 以 尖 吻 晶 危 害 最 为 严重 。 被 咬 伤 者 多 

为 青 壮 年 ， 发 病例 数 不 少 ， 和 残废 、 和 死亡 率 较 高 。 必 须 重视 和 加 强 蛇 伤 防治 工作 ， 实 现 蛇 

伤 防 治 现代 化 ， 以 保障 人 民 健 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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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文 摘 要 (Abstract) 

During 1965 to 1981, there are altogether 9 species of reptilia newly 

found in Jiangxi Province, 3 of them had previously been recorded (%M 

潭 、 钟 昌 富 等 ， 1965; 昌 富 ，1981 )，and 6 is reported in the present 

paper, These are, Acanthosaura lepidogastor (Cuvier ), Ateuchosaurus chinensis 

Gray, Tropidophorus hainanus Smith, Macropisthodon rudis Boulenger, Callio- 

phis kelloggt ( Pope) and Trimeresurus albolabris Gray, The families Agami- 

dae, Xenopeltidae, and 6 genera are record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Jiang- 

cil | 

Together with the past record by authors and other herpetologists, 

3 orders, 12 families, 41 genera, 70 species of reptilia exist in Jiangxi, 

Among the 70 reptilian species, 61 of them belong to Oriental Realm, 1 

species to Palearctic Realm, and 8 species to both Palearctic and Orien- 

tal Realms, 

As to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ptilia, the species belonging to 

South China Region gradually decrease from southern Jiangxi to nor- 

thern Jiangxi, the species in southern Jiangxi are now greater than those 

in northern Jiangxi in number, the number of the species belonging to 

Middle China Region gradually decreases from northern Jiangxi to sou- 

thern Jiangxi, while the number of the species belonging to both south 

China Region and Middle China Region does not vary greatly among the 

different areas, 

The present paper also discussed the med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ptiles and the human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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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Cate NCAT ap Yo FH, Vol, 5, No,17 
第 111 一 120 页 Pe. iio eye Sap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Saat ere 

J oe RF = FH 
THREE NEW SPECIES OF AMPHIBIANS 

FROM GUANGXI 

Hine Bei BHR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Hu Shu-chin Tian wan-shu Wu Guan-fu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本 文 报道 的 广西 蛙 类 三 个 新 种 ， 即 ， 强 婚 刺 铃 蝎 “〈 盘 舌 蝎 科 ) . HENS CHEM 

科 ) 和 人 金 秀 小 树 峙 〈 树 蛙 科 ) ， 曾 在 1977 年 出 版 的 《中 国 两 栖 动物 系统 检索 》 一 书 中 列 

为 竺 发表 的 新 种 。1978 年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主编 的 《两 栖 疏 行动 物 研究 资 

料 》 第 4 辑 18 一 20 页 ， 发 表 了 这 三 个 新 种 的 雁 别 特征 。 现 将 三 个 新 种 详细 描述 如 下 。 

模式 标本 保存 于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让 行 动物 研究 室 。 

1960 年 野外 工作 参加 者 有 关 淑 难 、 杨 抚 竺 、 困 婉 淑 、 江 耀 明 、 吴 贯 夫 、 王 宜生 、 陈 
树 荣 等 。 主 和 生 同 志 绘 图。 

在 工作 地 区 得 到 有 关 单 位 的 大 力 文 持 。 前 后 还 得 到 广西 金 秀 人 民 医 院 苏 星 林 同 志 

曾 先 后 采 到 三 种 成 体 标本 ， 1955 年 7 月 8 A AER er Zee WE Te LL eS) RL BS 

蟾 ， 了 此 外 还 先后 采 到 铃 奖 ，1957 年 4 月 武汉 大 学 生物 系 在 瑶 山 采 到 一 雄性 瑶 山 影 蟾 ， 赠 

送 我 所 。 赵 尔 密 同志 提出 宝贵 意见 。 特 此 一 并 致谢 。 

强 婚 刺 铃 昌 ”新 种 Bombina fortinuptialis Tian et Wu, sp, nov, 

Bombina maxima Tchang et Liao, Bull, Fan Mem, 

Inst, Biol,, 6(5);233, (not Boulenger) , 

Bombina microdeladigitora Liu et Hu, 1961, Tailless 

Amphibians of China, 42—44 (part), 

MARK TERS 〈601750 号 ， 广 西 金 秀 瑶 山 扬 六 冲 ， 海 拔 1350 米 ，1960 年 5 月 6 

日 ， 田 婉 淑 、 王 宜生 采 ) 。 配 模 ? 〈601615 号 ， 与 正 模 采 自 同 地 ， 海 拔 1450 米 ，1960 年 

5 月 3 日 )。 副 模 606 3.109 9. UPR (1955, 1958, 196048 5— 6 月， 广西 瑶 山 、 
龙 胜 ， 海 拔 1200 一 1640 米 ) 。 

本 文 于 1981 年 9 月 15 上 日 收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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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GE MASA By microdeladigitora Liu et al。 相 似 ， 二 者 主要 区 

别 是 新 种 体 较 小 , 体 侧 和 四 胶 背 面 疗 粒 稀少 而 扁平 ， 雄 蟾 前 臂 肉 侧 及 内 侧 三 指 黑 婚 刺 少 ， 

BARE 胸部 横贯 一 整 片 黑 刺 病 ， 刺 多 而 密集 ， 咽 喉 部 无 疣 或 疣 较 少 。 

形态 描述 ” 雄 昌 体 长 59 嗓 米 ， 雌 哆 56 尝 米 堪 右 ， 头 宽大 于 头 长 ; Wi, WRAD, 

类 部 外 斜 ， 腥 孔 近 吻 端 ; 眼 间 距 略 大 于 晃 闻 距 ， 无 艾 膜 及 耳 柱 骨 ， Fes BARE, 

整个 底部 与 口 舱 狐 膜 相连 ， 仅 两 侧 及 后 端 有 窒 洲 离 缘 ，》 理 骨 此 两 小 园 ， 位 内 鼻孔 后 缘 。 

指 略 扁 ， 指 端 圆 ， 第 二 、 四 指 几 等 长 ， 指 基 略 见 中 迹 ， 无 关节 下 瘤 ， 内 掌 突 大 而 突 

出 ， 外 掌 突 小 而 遍 平 。 肥 踊 关节 达 肩 前 或 肩 部 ， 左 右 跟 部 相距 远 ， 趾 略 扁 ， 趾 缘 膜 罕 ， 

5% ME hl Ye x2  Bombina fortinuptialis Tian et Wu, sp, nov 

7% CIB 601750 $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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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 A Bs FCT PI, ARR ker, AFOSR. PE 

皮肤 粗糙 ， 除 吻 端 和 头 外 侧 有 人 小 疣 刺 外 ， 彰 面 满 布 大 小 不 等 的 疗 粒 ， 其 上 着 生 小 黑 

刺 ， 肩 上 方 有 若干 较 大 的 疗 粒 并 列 成 “)(” 形 ;， 体 侧 及 四 胶 背 面 较 光 滑 ， 有 少数 扁平 

疣 。 腹 面 光 滑 。 雄 蟾 胸部 横贯 一 片 黑 刺 疣 ， 每 一 疣 粒 上 有 知 干 黑 刺 〈2 一 10 枚 左右 ) 。 
肉 蚁 在 相应 部 位 有 少数 小 疣 。 

ATEN GHA we, LEAR RA, SRA AMMO ADD i Ee. AW Bee 

粒 部 位 ; WOR HA l— lA TI Re, EMR te, ARLE, 指 趾 端 桔 红 

色 ， 四 胶 腹 面 桔 红 斑 两 侧 略 对 称 ， 股 基部 的 大 而 醒目 ， 有 的 胸部 有 一 对 斑 ， 后 腹部 斑 大 

小 不 等 也 不 规则 。 

三 性 征 ” 雄 蚁 前 臂 粗 壮 ， 前 臂 内 侧 、 内 侧 三 指 有 分 散 的 锥 状 黑 刺 ， 胸 部 横贯 一 整 

片 黑 刺 疣 ;无 声 事 ， 无 雄性 线 。 

i) RISER, BAC SKE, PES 芝 米 ， 动 物 极 黑 褐色 ， 植 物 极 灰 自 色 。 

内 圭 ” 黑 褐色 ， 腹 面色 浅 ， 尾 鳍 色 浅 而 略 透 明 ， 目 吻 端 沿 背 中 线 直 至 尾 基 有 一 条 黑 
下 mm th #¢] 4 2 Blfortinuptialis | BEAL 

eat ret | rar — rare 

6 103 = 1036 || g TO 2 10 里 里 
601750 601615 | 601750 601615 

人 55 6 52,5-61,1) a # A | 27.8 23.6-27.9125.0 21.7-26.2 
体 长 |62.8 58 .2 5 NAT | 

59.0 56.5 于 KK] 44.3%) 43.6% | 43.0% 42.0% 

fgets 19 Glt7,8. 16.2 19. 8| Kes sep iM eles Saye DT eT ie te 
Se oe 18,4 18,0 A A 7。5 5.2 

31.5% 31.2% |30.6% 14.0%| 12.7% | 9.2% 9.2% 

21,0 |18,5-21,8)21,0 117.3 一 22.0 14.0 |12.7-14.5] 13.2 |12.0=14.6 
头 宽 20.2 19.6 bie kK 13 。7 13 。3 

33.4% 34.2% |36.1% 34 “7% | 2253 Yel 23e2%! | 22a7%| weskyy, 

8.3 7.0-8,0] 8.2 6.7-8,0 78.0 |68.6—82,0| 72.5 |60.5—75,.0 
wy OK 7.4 Fe fg SK 74.9 67.0 

Eo 128 596 | Id 10% | 19 F104 124,.2%| 127.0% |124,6%| 118.6% 

Peo Me te: Ol — 30 24,0 (21,2—24,2) 25.0 |17,5-20.4 
ia] 3B 2.9 2.8 ee k 22.。4 19 .4 

.0% | 4.9% | 6.6%] 5.0% 38.2%) 38.0% | 35.2% 上 
34.3% 

3.8 Oops aa 3.8 |2.5-4.6 CPL dla eps oles Ghall vi, ea mame) ar als 
HP. |e) 36 3.9 ey je £ MD ee. 

1% 6.6% | 6.5% 6.5% 14,3%| 13.9% | 12.4%] 12.7% 

5 | 4.0-5.51 5.0 | 3.8-—5.0 36.5 |33,0-37.5| 34.0 |29.6 二 35.5 
IK la] 4.6 A.A we K 35R5 82 

7.8% i 7 8 58.1%| 60.2% | 58.4%! 57.0% 

ZOU ORG 23210912 3 ean FON 
Dilan 19.8 

35,0%| 36, 3% | 36.6%| 35.0% 

Hz: BRUSAASM, ADK 度 与 体 长 之 比 ， 以 后 各 表 均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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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色 纵 纹 。 全 长 14 芝 米 时 ， 还 有 口 盘 ， 外 鳃 消失 。 眼 位 于 头 背面 ， 曙 孔 近 吻 端 ， 出 水 孔 

横 裂 ， 位 于 腹部 中 央 ， 肛 孔 位 于 下 尾鳍 基部 中 央 ， 尾 肌 较 发 过 ， 上 尾鳍 起 和 目 眼 后 中 线 部 

ft, Fain. AK, BAe, ABAKDADWAR, BuXAT/I1,1-1, Fi 

JE a FH HE AS Bt Hd AB BS A 49 ko 

402 ae dh ft] > HE St et 5b 4 OP eB 

5.2 一 5.5 1,2-1,5 
kK wm RK 5,4 134 宽 1,4 

25.9% 

2.5-3.0 9,5- 10,2 
体 高 2.6 尾 长 9.8 

48 1% 181.4% 

Oe Oy, 3.0=5.5 
体 宽 2.4 尾 高 3.2 

44.0% 59.2% 

EAD ACR REE Be ik 1200-1640 米 山 区 的 岛 盆 * 及 其 附近 。 四 至 五 月 还 

FER RAIN 0 

SE wees «RH Vebrissaphora yaoshanensis Liu et Hu, sp, nov, ** 

Vibrissaphora liu Liu et Hu, 1962, Acta zool, Sinica, 

14(supplement), 82—87, (not Pope), 

Vibrissaphora Yaoshanensis Liu et 百 4，1978， 两 栖 疏 行动 物 

研究 资料 ，4:18( 鉴 别 特征 )。 

BARAK TERS 〈610001 号 ， 广 西 金 秀 瑶 山 杨 六 冲 ， 海 拔 1200 米 ，1960 年 11 月 ， 

苏 星 林 采 ) o BCRP 〈610004 号 ， 与 正 模 同 时 同 地 采 ) 。 副 模 174 6. 9299. Be 

Re (1955. 1957. 1961, 196446, | puREIL. ENE, 7 71000—1600) , 

Kalaeie AP SB V. letshanensis Liu et Hu WHE LERRMBA 

二 枚 黑色 角质 刺 。 二 者 的 主要 区 别 是 新 种 有 单 咽 下 内 声 塞 ， BERN, BE MAZE. 

形态 描述 ” 雄 昌 体 长 88 毫 米 ， 崔 昌 73 毫 米 左 右 ， 头 极 扇 平 ， 宽 大 于 长 ， 吻 端 宽 圆 而 

扁 ， 不 突出 于 下 层 ， 眼 鼻 间 的 吻 校 显 闭 ， 成 “ 八 ” 宇 形 ， 类 部 明显 向 外 倾斜 ， 鼻 间距 小 

于 眼 间距 ， 鼓 膜 略 显 ; 瞳孔 纵 置 ;上 僻 有 此 CHa ws 天 宽大 ， 后 端 缺 刻 深 , 其 间距 近 。 

前 臂 及 手 长 超过 体 长 之 半 ， 指 端 圆 ， 指 长 顺序 3，1，4，2; 指 关 节 间 有 断 续 浅 色 厚 

肤 棱 ， 内 党 突 大 于 外 掌 突 ， 两 者 相距 近 。 后 胶 短 ， 肥 中 关节 前 达 肩 部 或 口角 ， 去 右 跟 部 

不 相遇 ， 趾 端 圆 ， 趾 侧 缘 膜 窄 ， 趾 基部 具 微 中 ， 趾 关节 间 有 断 续 厚 肤 棱 ， 内 中 突 发 达 ， 

x 岛 盆 是 瑶 山 民间 冬季 用 来 捕 乌 的 工具 。 是 以 树 于 挖 成 止 模 称 为 鸟 盆 。 覃 上架 以 数 条 涂 有 生 皮 胶 

的 竹 片 ， 在 山区 ， 每 隔 丈 余 放 置 一 个 ， 再 用 劈 开 的 竹简 相连 ， 将 旋 永 引入 盆 中 。 乌 来 饮水 时 ， 即 被 粘 

人 

** 参看 刘 承 钊 、 胡 淑琴 1962 年 广西 两栖 爬行 动物 初步 调查 报告 二 文 ， 动 物 学 报 忒 卷 增刊 图 2 ， 

XR aes Vibrissaphora liui P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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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圆 形 ， 具 游离 九 ， 无 外 跷 究 。 

BIBRA RRSP, BEAK HAN BAe A AAR, DO PT AR ET HE Ws BL 

AEE AK, MBA HVE hs 腋 腺 及 股 后 腺 显著 ， 膀 部 有 一 月 牙 形 白斑 。 

生活 时 背面 深 棕 色 覆 带 士 红色 ， 有 分 获 不 规则 的 碎 黑 斑 ; 自 鼻 孔 经 眼 瞪 外 缘 延 至 里 

裙 下 面 有 一 黑 纹 ， 关 部 有 少许 碎 黑 班 ， 上 眼 瞪 内 侧 的 “2” 形 短 黑 纹 明显 ， 晒 部 、 关 党 

NEAR RBA ARE &s 眼球 上 半 共 处 浅 绿 白色 ， 其 余 深 着 色 ， 四 胶 深 色 横 纹 清 

晰 ， 股 部 四 条 ， 肥 部 的 不 规则 。 腹 面 咽喉 部 浅 灰 蓝 色 ， 胸 腹部 色 较 深 。 

第 三 性 征 ” 雄 蟾 前 臂 极 粗壮 ， 为 体 长 之 20.9%， 体 后 部 及 体 侧 皮肤 松弛 ， LBA 

侧 均 各 有 2 枚 黑色 锥 状 角质 刺 ， 最 大 的 刺 基 宽 达 6 毫米 ， 两 枚 刺 基 部 几 相 遇 ， 或 前 者 略 

小 手 后 者 ， 数 目 及 部 位 ， 到 目前 为 止 还 没有 发 现 有 个 体 变异 。 繁 殖 季节 后 上 述 性 征 逐 渐 

消失 ， 上 上 展 缘 角质 刺 脱 落 ， 以 至 基部 软组织 吸收 而 消失 ， 只 留 有 自 色 王 状 迹 。 有 单 咽 下 

表 3 3% 956 Vi. yaoshanensis 广西 金 秀 玉 山 杨 关 症 

z a ® | [se He i 
6 608 曙 722 | & i 661 oo 

610001 610004 610001, 610004 

83,0-93,0) 71,4=74.9] ay Ff | 45.3. |43,.1-51,0) 40,0 |38,2—42.0 
体 长 |83.0 71.0 33 39.9 

88.1 73.4 = KI 54,5%| 53.6% | 56.3%) 54.5% 

33,8 |31,4-38,0| 28.8 |27,4-29,4 es AD Of eaad |) 5 2— Gas 
头 长 34,4 28,4 ee 18,4 aed 

40,1% 39.0% | 40,.6%| 38.8% 20.8%! 20.9% | 7.6% 7.7% 

38.7 (|37.7-43.6) 30,5 |29,0-31,0 19,8 |19,.8-25.5| 18,5 |16,0-—19,0 
ko 39.7 30,2 ae a 21,9 17.6 

46.6% 45.0% | 43,0%| 41.5% 23.8%! 24.9% | 26.1%} 24.1% 

OR ea TO Ori aot 1 Orgel 5 100,0 |100,0-122.0) 88,0 83.0-96.0 
wy «OK 12,5 10,8 腿 全 长 110.9 91.5 

14.5% 14.2% | 15.5%| 14.7% 120,4%| 125.9% |123,9%| 124.5% 

6.7 Gea SON CoG. i528. 0 31 22), 131, 2h-40..5)).27 0 p26) 4— 29 6 
# 间距 Toad 6.3 肥 长 35,4 27.8 

0% 8.1% | 9.3% 8.6% 37.5%| 40.6% | 38.0%] . 37.9% 

om 12,0-14,0| 9,3 | 8,5-10,4 1123 Vi 1s sh BOS IT 7E Gh 
AR la] 3 12 .8 9,1 EG F 11.8 8.4 

15.2% 14.5% | 13,1%| 12.4% 13,6%| 13.5% | 11.3%} 11.5% 

7 One| Sa = AON 5) aoe rey 48.0 ,45.5 一 53.6| 39.8 |39,4-41,8 
IR 6 0 6,1 st XK | 49,3 40,7 

41% 7.3% | 10.6% 9.0% 57.9% 56.0% | 56.1%} 55.5% 

Ee) ati Ol mayen NO sie) 30.4 |30,0-37,0| 27,0 |25,0-28,0 
IR @ 9.8 8 .6 Ke 48 34,1 26.8 

10.8% 11,0% | 13.7% 7% 36.6%! 38.9% | 38.0%] 36.5% 

ALON Sb a0" Bhs aVANION Pe 1 Se | 

x 2.0) | 3.6 ik 4 2 Is | 5.9 [4 —¢ 
4.8% 4.4% 4.9% || 高 /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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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声 囊 ， 声 圳 孔 长 裂 形 *， 无 雄性 线 。 肉 网 上 诗 缘 在 刺 的 相应 部 位 为 橘红 色 点 。 
Sp ARIS B11 -12A WA, BAIN A RINSE. 6100075 A, Alls 

ThA IN 112%%, AAA 24.5xX19X16 ks WN 3.5 SK, DRA BK, BE 

2.5 毫米 ， 棕 灰色 ， 正 中 央 有 一 浅 色 点 ， 植 物 极 乳白 色 。 

凋 圭 ”生活 时 小 师 妊 近 黑 色 ， 体 尾 交界 处 浅 棕色 “ 丫 ” 班 宽 而 明显 ， 尾 部 浅 棕 黄 色 
或 士 红色 ， 大 赋 星 颜色 及 斑点 有 变异 ， 背 面 多 为 棕 绿 色 ，“ 站 2” 形 斑 宽 径 可 达 6 SX, 

GLABRAE; 尾部 无 或 有 深 色 细 斑 点 ， 斑 点 或 多 或 少 ， 一 般 近 尾 后 端 色 较 

浅 。 体 肥 壮 ， 踊 是 长 10 毫 米 去 在 时 ， 全 长 超过 100 训 米 。 头 宽 、 吻 圆 ， 出 水 孔 位 体 去 

il, ALSLK, MFPBBEBAMs BAL, BAe. ORK, BABIAZLA, 

ESB HAR, BI ZED ewe AlL5 -—5/1,4-4, 302 KW PSA -4/1,4-4, 

Faia; ORS P RBM RIBAS BEK. ISLEY, VERE. WISRKEAN 

WR45S kA, MAR: ARAA EB TE. 

RA 人 广西 金 郁 瑞 山 

33,0— 40,0 920 — 1050 Bo n0 2a) 
K 二 吻 至 出 水 孔 10,0 & 长 66,0 

36,8 27.9% 179.0% 
i} 

15.5 二 20.0 11,5-14,6 | 17,5- 22,0 
体 高 18 .7 ik ja) 3B | 12.8 尾 高 20 .9 

52.3% 35.8% 58.4% 

17,0-22,0 ue ts J0.4aNG 
体 i 20.7 a 宽 8 .8 iz A 8.0=15.0 

57.8% 24.4% 

生态 习性 ”成 蟾 生活 于 海拔 1000 - 1600 米 出 区 流 溪 内 石 下 ，1960 年 11 月 至 12 月 底 在 

HUSA 〈 海 拔 1200 米 左右 ) NURIA PARRA, BTR FEA LO HEME AB BD 

Sl, RA E11-124. WRASHMMBAeORS, TWh, WEEN GER, 

彼此 呼应 。 广 西 地 区 称 为 大 水 蚂 或 角 怪 。1975 年 5 月 - 6 月 间 在 湖南 莽 山 800 — 1400 米 处 

曾 采 到 1 雄 哆 、3 幼 体 及 晴 昱 。 

讨论 在 广西 目前 所 得 的 标本 ， 雄 竟 每 侧 是 二 枚 刺 ， 还 未 发 现 有 何 变 异 。 而 据 

福建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蔡明 章 提供 资料 ，1977 年 11 月 在 挂 墩 采 到 的 15 号 雄性 尝 安 及 蚁 

V, lium Pope， 其 中 3 号 标本 或 在 左 侧 或 在 右 侧 有 二 枚 者 ， 还 没有 两 侧 都 是 二 枚 的 。 浙 

江 也 曾 发 现 肿 蟾 ， 据 了 解 雄 蟾 大 多 每 侧 有 二 枚 ， 个 别 的 在 一 侧 为 一 枚 的 。 过 去 区 别 这 两 

个 种 的 标志 ， 主 要 在 于 每 侧 角 质 刺 的 枚 数 ， 而 今 发现 国 浙 标 本 有 变异 。 今 后 还 需要 进 一 

步 研究 。 

SBR ee BR Philautus jinxiuensis Hu et Tian, sp. nov, 

模式 标本 ” 正 模 嘻 (660386 号 ， 广 西 金 秀 瑶 山 ，1966 年 3 月 4 日 ， 苏 星 林 采 )。 配 模 吕 

* 1962 年 的 报道 将 瑶 山 的 所 谓 “ 刘 氏 器 蟾 ”描述 谓 无 声 圳 ， 当 时 将 声 襄 孔 错 误 的 认为 是 用 铁 移 
穿刺 的 裂隙 ， 应 予 更 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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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A9033 ， 采 自 正 模 同 地 ，1963 年 6 月 16 目 ， 苏 星 林 采 ) ， 副 模 2 叶 9 “〈 与 配 模 同 时 

同 地 采 ) 。 

ase IGRI, BMRB, ATA, TERA Ee, PES 

RRA. SHAK A’ CRREAR. WAAR E. 

形态 描述 ” 雄 峙 体 长 23.5 毫 米 ， 肉 蛙 30 毫 米 左右 ;体形 较 粗 壮 ; 头 长 宽 几 相等 ， 吻 端 

钝 圆 、 平 切 向 下 WH PEA We, SARIS Tp iets Pale SERGE LABS, 

略 大 于 上 了 眼 瞪 宽 ， 皖 孔 近 吻 端 ， 从 背面 能 见 到 鼻孔 ， 鼓 膜 清晰 ， 与 第 三 指 吸盘 等 大 ， 紧 

Ties CRA, GK, RK, JAMIA 

指 较 宽 短 ， 指 端 有 吸盘 及 横 沟 ,外侧 二 指 与 内 侧 二 指 恰 在 近 端 关节 下 瘤 处 分 开 , 指 基 

ABs 关 市 下 瘤 、 掌 部 疣 粒 请 晰 ; HS PS 一 

as AM A--aa it. Jatt, HEIR 

ASEVERZ, AIRES, (RSS BAIR As =. BELLA, BRAK 

z5 Ay # sp BE REP, jinxiuensis . ®8esB 

正 模 标 本 | 配 模 标 本 正 模 标本 | 配 模 标 本 

早 3 2 Qe 时 3} 22 
660386 | 6349033 660386 | 63A9033 

5; 290-302 nye @ | 15.0 11.5 13,.7-15,0 
体 | 30 页 2 23.5 14.5 

29,4 > 长 | 50,0% 49 .0% 49.3% 

10.8 9,0 10,4-11,0 Dep 2,0 2.2-2.7 
头 长 10.。7 ay A Zed 

35.7% 38.3% 36.4% 8.9% 8.5% 8.8% 

TY 1 9.2 10,3-11,2 9.2 7.6 8.6 一 9.2 
头 宽 10,9 手 长 8.9 

36.8% 39.1% 37.1% 30.5% 32.3% 30.3% 

4.6 Sy 4.0 一 4。6 42.8 35.4 41,2-43,5 
吻 长 4.3 腿 全 长 42.5 

15.2% 15.7% 14.6% 141.7% | 150.6% 144.5% 

3.6 3。0 3.0-3.6 1% iy 13.5 一 14.8 
鼻 间 3B 3.8 iz 长 14,0 

11,9% 12.7% 11,2% 45.4% 49.8% 47.6% 

{ 

2.2 2.9 3,1-3.2 3.8 3.0 Ze 1= 348 
WK 间 36 39 Ws 宽 3.5 

10.6% 12.3% 11,0% 12.6% 12.7o%f 11,9% 

2.5 2.4 2.3-2.5 20,0 16.0 18 .6— 21,0 
ih & Fr 2.3 | St £ K 19,9 

8.3% 10.2% 7.8% 66.2% 68.0% 67.7% 

3.4 3.0 3.4-3.5 13.5 10.0 12.4 一 13.5 
HR 径 3.4 足 Kk 13,0 

11.5% 12.7% 11.5% AA, 7% 42.5% 442% 

1.5 1.2 ji eeas lel SEa ents | a 1d sips, 
x 腊 ripe 3 i 

5.0% 5.1% 4.7% hee tha? | 0.8 Lov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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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B—. —. SELMA, BH. O. REAR ArH Pe, SP 

ACER, BEWARE TE, EMM NTH Ris SREB ADEA, ARK. 

ROR ts, AaB CA LIRE) , MTA ORAMAD NTE, MT. 

iA ETc, "RAB PER Fi Bio 

RRA Hoe, WAIRAAT RARE “RK” CVEREKM, AA 

体 两 侧 ， 头 侧 、 体 侧 有 若干 细小 棕 点 ， WE. Ik. RSA-KRBREA ERIE 
三 条 ) ， 肛 部 有 一 矩形 黑 棕 横 班 。 腹 面 浅 灰 棕色 ， 有 不 很 显著 的 深 色 云 斑 。 

4y F& Hist  Philautus jinxiuensis Hu et Tian, sp, nov, | 

正 模 CIB 660386 .2. x. 1 

第 三 性 征婚 垫 不 清晰 ， 声 圳 孔 长 裂 形 ， 有 单 咽 下 内 声 圳 ， 无 雄性 线 。 

He 金 秀 小 树 峙 与 产 于 缅甸 北部 的 卡 林 小 树 峙 ”了 。cozzzez323 (Boulenger) 在 

体形 、 色 斑 等 方面 比较 近似 ， 而 后 者 皮肤 光滑 , 头 部 及 前 背 或 有 小 疣 , BLEEM , 肥 足 关节 

前 达 眼 ， 或 在 吻 眼 之 间 。 从 现在 能 查 到 的 资 科 和 标本 对 比 后 ， 认 为 金 秀 采 到 的 4 号 标本 

均 无 何 变异 ， 可 以 定 为 新 种 。 

2 yee | bak Ls 

四 川 省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礁 行动 物 研 究 室 1977 ”中国 两 栖 动物 系统 检索。 科学 出 版 
社 。 

MAKE HE 1962 广西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初步 调查 报告 ”动物 学 报 ”14( 增 刊 ):73- 

104, 

PAWS XPRDS 刘 承 钊 1973 贵州 省 两 栖 疏 行动 物 调查 及 区 系 分 系 ”动物 学 报 

19(2) :149-178 。 

Boulenger G, A, 1893 Concluding report on the reptiles and batrachians 

obtaind in Burma by Sigor L, Fea dealing with the collection made 

in Pegu and the Karin Hills in 1887-88, Ann, Mus, Civ, Stor, Nat, 

Genova, (2)13;304-347, 

Chang, M, L, Y, 1942 Herpetological notes on Kwangsi, Trans, Chinese 

Assoc, Sct,, 9:85-120, 



2 a oR to KeAy on MAA 119 

Chang, T, K, et A, M, Boring 1939 Notes on Kwangsi Amphibia, Peking 

_ Nat, Hist, Bull,, 14(1)-43-48, 

Tchang, T, L, et K, M, Liao 1936 Notes on some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from Kwangsi, Bull, Fan Mem, Inst, (Zool,), 6( 5 ):233-238, 

外 文 摘 要 (Abstract) 

Three new species of amphibians from Guangxi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They are Bombina frotinuptialis, Vibrissaphora yaoshanensis and Philautus 

JINXLUENSTS 。 

The types are kept i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Bombina fortinuptialis Tian et Wu, sp, nov, 

Holotype, No, 601750, adult male; type locality, Yangliuchong, 

Jinxiu, Yaoshan, Guangxi, altitude 1350 m; May 6, 1960, collected by 

Tian Wan-shu and Wang Yi-sheng, 

Allotype: No, 601615, adult female; from Jinxiu, Yaoshan, Guang- 

xi, altitude 1450m; May 3, 1960, 

Paratypes: 604846, 1022, tadpoles and eggs; Yaoshan and Long- 

sheng, altitude 1200-1640 m; May to June, 1955, 1958, 1960, 

Diagnosis; This new spec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Bombian microdela- 

digitora Liu et Hu by possessing slightly webbed toes, but differing by, 

1) flank region and dorsal part of limbs rather smooth and with 

several flattened tubercles; 2) inner side of fore-arm and inner three fin- 

gers of the male with scattered cone-shaped black spines; 3) across 

the male’s chest region as a band-like area with many small spiny tu- 

bercles, each of which with 2-10 small black spines, 

Vibrissaphora yaoshanensis Liu et Hu, sp, nov, 

Holotype; No, 610001, adult male; type locality, Yangliuchong, Jin- 

xiu, Yaoshan, Guangxi, altitude 1200 m; November, 1960, collected by 

Su Xing-lin, 

-~ Allotype; No, 610004, adult female, collected with the holotype, 

Paratypes; 17o'o', 87 2, tadpoles of different stages including 

metamorphosized individuals from Yaoshan and Longsheng, altitude 



120 y @ # ko H FH PEER ”第 十 七 号 

1000-1600 m, 1955, 1957, 1961, 1964, 

Diagnosis. This new spec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Vzbrissaphora lei- 

shanensis Liu et Hu by having two strong black spines on each side of 

the upper lip of all the males, but distinguished by having an internal 

subgular vocal sac, and rudimentary webbed toes with narrow fingers, 

_ Philautus jinxiuensis Hu et Tian, sp, nov, 

Holotype: No, 660386, adult female; type locality, Jinxiun, Yao- 

shan, Guangxi; March 4, 1966, collected by Su Xing-lin, 

Allotype, No, 63A9033, adult male; from Yaoshan, Guangxi; June 

16, 1963, collected by Su Xing-lin, 

Paratypes: 22.2 collected with allotype, 

Diagnosis, This new species is characterized by, 1)skin tubercla- 

ted,2) toes rudimently webbed, 3) tibiotarsal articulation reaching behind 

the eye, thus differing from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P, carinensis(Boulen- 

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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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蛙 类 一 新 纪录 一 阿尔 泰 林 峙 

RANA ALTAICA KASTSCHENKO— A NEW 

RECORD OF CHINESE FROG FROM XINJIANG, CHINA 

+See & R 向 礼 &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新 疆 大 学 生物 系 ) 

Ye Chang-yuan Fei Liang Xiang Li-ga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Xinjiang University) 

1980477 4 5 A, [al 4L Py Se 7e roe 7a OR EAD _E De SG a (0 HL PN ar eB ES 

一 种 C1IRE. OWE), FEVEMTSBK SIR (1980, 1:82-85) 上 报道 为 黑龙 江 林 蛙 Rana 
amurensis Boulenger， 为 新 疆 首 次 纪录 ， 该 文 指 出 哈 拉 斯 的 标本 与 黑龙 江 林 蛙 有 者 干 区 

别 。 现 经 进一步 研究 ， 认 为 此 标本 应 订 为 阿尔 泰 林 蛙 Raezo altaica Kastschenko, 

pe ees 与 新 疆 布尔 津 河 上 游 地 区 接近 。 哈 拉 斯 标 

本 特征 与 我 国 东 北 地 区 的 黑龙 江 林 蛙 和 广 布 于 欧洲 东部 和 亚洲 西部 的 田野 蛙 Rana arva- 

lis Nilsson 相近 ， 现 将 三 者 的 主要 区 别 列 于 下 表 ， 2 

R, altaica ' 
er de Nikol’ skii, 19632 & R, arvalis R, amurensis 

新 给 输 拉 斯 标本 RK, arvalis altaica* 

Py eee ee 4G KF BSH | ob, LA HSE 
se | 3k, PSL | 等 于 或 略 短 于 第 一 中 
5S £4 34 0 A ° a 4 -%. 

e | AR GRRE | 皮肤 光滑 或 有 小 | 体 背 、 后 腹部 及 
成 行 , 背 侧 福 间 2 | 同 左 | ti, GRAMM | GALA 1 iy OF 7 

KH | 7 AMAIA. 排列 成 行 。 WG K Poo 

Sk | FEES SE {a 雄性 第 四 趾 外 侧 | HERE He VO BEEK 
FER 1G fy KOE 同 x) RE, AMAR | 远 端 关节 下 瘤 ， 

BE | Bo WRIA 48 3 0 SEN Se Al 0 
+ 

a Le 本 记 228) || Fa je ee a 

ae ye Chernov (196538 32K) M% R. eee pttgies 作为 R， foemereis 的 异 

9 IAEA APE. 

ACF 19814F 9 月 17 目 收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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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 年 ， 阿 尔 泰 林 峙 被 Kastschenko AAAS EW W FP Rana arvalis altaica 

Kastschenko 。Kastschenko 于 1909 年 又 将 此 亚 种 提升 为 种 级 尺 。cliazca (未 见 原 

文 ) 。 但 Nikol’skii (〈 英 译本 ，1963:43) 一 书 中 仍 记 载 为 亚 种 。 我 国 新 疆 哈 拉 斯 的 标 

ASD SE EMEC HE) 与 Nikol’skii 书 中 的 记载 基本 相符 合 〈 但 文 内 未 提 有 无 

声 赛 ) ， 而 与 Boulenger (1897) 记述 的 Rana arvalis Nilsson 〈 雄 蛙 有 内 声 囊 ) 有 了 明显 

Xl, AK, BMAD: RMS a hi HW tA, altaica 不 属于 Rana arvalis 的 亚 

Ai, APR E 

据 以 往 报 道 ， 阿 尔 泰 林 蛙 主要 分 布 于 苏联 阿尔 泰山 区 和 附近 草原 。 Terent’ ev 
and Chernov ( 英 译 本 ,1965:， 81)4%R, arvalis altaica 作为 Rierreszr2s HAWES, 

并 在 分 布 图 (同上 引证 ，276 页 ) 内 包括 了 我 国 新 疆 阿 尔 泰 山 的 一 部 份 ， 但 文 内 无 文字 记 

载 。 在 新 疆 采 到 此 种 标本 ， 应 为 我 国 新 纪录 。 

ey De SON PI 

tL SAS 1980 新 疆 两 栖 动 物 的 两 个 新 纪录 新 疆 大 学 学 报 1:82-85. 
Boulenger, G, A, 1896-97 The tailless batrachians of Europe。Parts 1— 

2, 376 pp, London, Ray Society, 

Nikol’skii, A, M, 1963 Fauna of Russia and adjacent countries: Salien- 

tia and Caudata, 225 pp, Israel Program Sci, Transl, Jerusalem,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1918) 

Terent’ev, P, V, and S, A, Chernov 1965 Key to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315 pp, Israel Program Sci, Transl, Jerusalem, (Transla- 

tedfrom Russian, 1945) 

外 文 摘 要 (Abstract) 

The type locality of Rana altaica Kastschenko is Altay of USSR, It ran 

ges Zmeinogorsk, Nizhnii Uimon, Yenisei, Kyr-sai, the shores of Lake 

Teletskoe, Chulyshman River, Izhmorskaya,Akmolinsk etc,, We found it 

around Halasi Lake, northern Xinjiang, Thus, this is the first record of 

it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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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Me ae AN ee ae oP 

ERELIMINARY SISOUATION OF TWO OTHER 

NEUROTOXINS FROM VENOM OF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Sev gee ee mea 

《中 国 科学 院 上 海 生 理 研 究 所 ) 

Jiang Ming-shi Zhang Jing-kang Hsu ke 

(Shanghai Institute of Physiology, Academia Sinica) 

Bg A aaa 慨 析 法 ， 从 江浙 产 的 蜡 蛇 毒 中 分 离 出 三 个 血 循 毒 和 一 

个 神经 毒 组 分 ， 后 者 再 经 交 联 葡 聚 糖 G50 柱 层 析 法 进一步 分 成 较 明 显 的 a，b，<c 和 d 四 个 

峰 ， 其 中 p， 钊 具 有 很 强 的 神经 毒性 后 。 因 b 峰 蛋 自 含量 较 高 ,并 被 证 明 是 

作用 手 罕 角 前 的 毒素 ,所 以 我 们 首先 对 它 进 行 了 纯化 ,从 中 制备 出 经 聚 两 帮 栈 胺 圆 盘 电泳 

鉴定 为 均一 的 蛋 自 。 由 于 这 是 从 蜡 蛇 毒 中 分 离 出 来 的 阻 断 神经 肌肉 接头 罕 触 前 传递 的 新 

WEA, MBM mAs (Agkistrotoxin， 简 称 ATX)52。ATXx 是 不 含 亚 基 的 单 

ist, OS 13600， 由 121 个 氛 基 酸 残 基 组 成 ， 等 电 点 6.9， 其 分 子 组 成 中 有 七 对 二 硫 

键 ， 有 较 好 的 耐 热 性 和 耐酸 碱 性 5 1， 本 工作 将 报道 对 蜡 蛇 毒 中 其 他 神经 毒素 的 分 离 。 

材 料 与 方 法 

ree, Waite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Stejneger 毒 于 粉 〈1978 年 夏 上 海 

市 花 末 公司 从 江浙 一 带 晶 蛇 中 采取 ， 经 冰冻 干燥 ， 冰 箱 保 存 ) 。 

交 联 葡 有 又 糖 G50， 细 粒 ， 瑞 更 Pharmacia 公 司 出 品 。 

再 断 酰 胶 ，Flaka 产品 。 

wl i mele. Aldrich 产品 。 

ede 1981423 5 29 A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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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甲 基 乙 二 胺 ，BD 再 总 产品 。 

其 它 试剂 均 为 国产 分 析 试剂 。 

颈 二 腹 肌 标本 : Hse 3 -= 7 天 之 内 的 小 鸡 颈 二 腹 肌 。 

刺激 器 ， 中 国 科 学 院 上 海 生 理 所 电 子 室 制 。 

函数 记录 仪 ， 上 海 第 二 分 析 仪 器 厂 出 品 。 

WL: 上 自制 。 

Wik: EB iil. 

Wik, 722B, hKBRAAM RT BRILL wil, 

RRA RBGEAM: KMHBA DEAE - 纤维 素 与 第 一 次 交 联 葡 聚 糖 G50 柱 层 

析 后 所 得 到 的 以 c 峰 为 主 的 干燥 粉 未 80mg， 溶 于 2ml HO, ELE, BARKER, EE 

规格 ，1.2x100cm， 流 速 3ml1/5 分 钟 ， 每 5 分 钟 收 集 一 管 。 

eA <2, HGH, WiH18-202)RR, BREAN, HE BR BR A280 在 

0.025~0.05z lal, WMAida ECW, FIFRA OS. 

Ae BOR Yh RARE BWI, :5 电泳 胶 浓 度 10%， 交 联 度 2.6%， 配 胶 用 pH 

8.9 Tris— HARA Ks WRB, AOR epH6.7, HTris-HClZg px. 

RERRO.2X19X 15K, REEMA TO.1 ml1 含 20% 莽 糖 的 pH6.7 Tris-HCI 

冲 液 中 ， 溴 酚 兰 作 指 示 剂 ， 随 样品 一 起 加 入 凝 胶 项 。 上 接 负 极 ， 下 接 正极 。 电 泳 开始 时 

电压 250Y， 电 流 强度 60mA。 电 泳 4 小 时 ， 取 下 族 胶 板 在 10%TCA 中 国定 1 小 时 ， 然 

后 在 含 0.125%% 考 马 司 亮 兰 、7%% 醋 酸 、40% 乙醇 的 染色 液 中 染色 4 小 时 ， 最 后 放 7 KEE 

BR. 40% 乙醇 的 脱色 液 中 脱色 。 

突 触 前 ， 突 触 后 毒素 的 鉴定 按 Ginsborg 等 所 描述 的 方法 纪 制 备 标本 ， 进 行 记 录 

和 鉴定 。 出 壳 3 - TRB, AREA PRR 〈40mg/ 克 体重 ) 下 ， 取 出 标 

AL, HF Krebs 溶液 中 ， 通 95%O 和 5%CO, 的 混合 气体 ， 保 温 37"， 以 每 秒 0.2 次 超 强 

方 波 刺激 神经 ， 在 记录 仪 上 记录 肌肉 收缩 。 加 入 工 x10” 乙酰胆碱， 检查 标本 对 乙酰 胆 

碱 的 敏感 性 ， 证 明 标 本 性 能 良好 ， 即 可 加 入 毒素 ， 观 察 肌肉 收缩 情况 。 当 神经 肌肉 接头 

传递 完全 阻 断后 ， 再 加 入 1X10- 乙酰胆碱， 记录 标本 对 乙酰 胆 碱 的 反应 ， 

2 

在 本 工作 中 ， 我 们 又 采用 交 联 葡 聚 糖 G50 柱 层 析 法 ， 将 粗 蜡 蛇毒 经 DEAE- 纤维 素 

和 Sephadex G50 分 离 所 得 的 以 c 峰 为 主 抽 于 样品 再 分 成 [， 工 ， 焉 三 个 具有 了 明显 神经 毒 

性 的 峰 (21) . 

经 小 鸡 颈 二 腹 肌 标本 鉴定 ， 开 峰 与 工 峰 相同 ， 也 有 具有 罕 触 前 阻 遇 作 用 C82). 

峰 则 具有 容 触 后 阻 遏 作用 CA 3) 。 

经 碱 性 聚 丙 烯 酰 胺 板 电 瀛 鉴定， 这 三 个 神经 毒 组 分 昌都 不 很 纯 ， 但 根据 电泳 的 迁移 
率 以 及 其 它 特 性 判断 ， 工 峰 的 毒性 组 分 应 即 是 ATX， 而 下 峰 中 的 毒性 组 分 则 可 能 是 一 

种 新 的 分 子 量 稍 小 一 些 的 突 触 前 毒素 。 至 于 星 峰 中 的 毒素 组 分 则 可 能 是 分 子 量 更 小 的 一 

种 突 触 后 毒素 。 由 于 在 晶 蛇 毒 中 工 峰 和 下 峰 毒 素 的 含量 极 少 ， 关 于 它们 的 鉴定 和 纯化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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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50 柱 层 析 图 谱 如 硫 敏 感性 的 变化 

ration cae FOS 图 3 BP#Zeapzzey 4 KH 

ea et = NL AAPM ALEK HE I GB 
-> we) 肌 内 乙酰胆碱 敏感 性 的 变化 
OO 

作 还 在 进行 中 。 

需要 指出 ，ATX 和 首 大 利 亚 虎 蛇毒 纯化 的 Notexin 是 到 目前 为 止 ， 从 蛇毒 中 分 离 

的 突 触 前 毒素 中 分 子 量 最 小 者 。 另 一 方面 ， 在 文献 中 尚未 见 到 从 电 蛇 毒 中 分 离 出 突 触 后 

毒素 的 报导 。 因 此 上 述 二 种 毒 蛋 和 白 如 能 最 后 证 实 ， 将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神经 毒 的 生物 鉴定 由 林 乐 儒 同 志 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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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文 摘 ES (Abstract) 

Two neurotoxins has been isolated from venom of pit viper collected 

in Jiangsu, Zhejiang Provinces apart from Agkistrodon toxin, One of them 

shows presynaptic blocking action,whereas the other shows postsynaptic 

blocking, Further purification of these toxins are being c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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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OF AGKISTRODOTOXIN, CA TX) 

MODIFIED BY P-BROMOPHENACYL BROMIDE 

mc ROR AT 

CH EL #5 be Eg Et EIT) 

Jiang Ming-shi Zhang Jing-kang Hsu Ke 

(Shanghai Institute of Phystology, Academia Sinica) 

已 知 的 几 种 罕 触 前 神经 毒素 ,如 B-bungarotoxin, notexin, taipoxin, croto? 

xin 等 都 同时 具有 磷脂 酶 A 的 活性 台 :253443， 并 且 它 们 的 活力 与 Ca 有 着 密切 的 关系 。 

例如 当 神 经 肌肉 标本 的 环境 溶液 中 的 Ca 被 Sr 代替 时 ，B=-bungarotoxia 的 酶 活力 和 

毒 力 都 明显 降低 。 当 用 P-bromophenacyl bromide 修饰 这 些 毒 素 的 关键 性 的 组 气 酸 

残 基 时 ， 磷 脂 酶 A WET ASE TI lal KBB TER. 

AU IR, Fe MERE AT An LW TAN ehh ee A ATX 也 有 具有 很 高 的 磅 脂 酶 A 

TREE, 本 工作 中 我 们 又 观察 了 ATX 经 P-bromophenacyl bromide Mk¥RJa, GAYE 

脂 酶 A 的 活力 是 否 变化 ? 以 及 酶 活力 变化 与 毒性 的 关系 。 

本 交合 

卵 磷 脂 ， 生 化 起 剂 ， 上 海 售 蛋 三 厂 出 品 ; 

-P-bromophenacyl bromide (对 省 基 省 化 莱 乙 酮 ) ， TS. pHs 

其 他 试剂 均 系 国产 

CM-#22. s2pharmacia- wb; 

2ZD=-2 型 自动 电位 水 定 计 上海 分 析 仪 器 三 厂 出 品 ; 

AS MCF 1981463 5 29 Bye 



128 蜡 风 神经 毒素 的 磷脂 酶 A 活 力 与 毒 力 的 关系 82H Fats 
rns 

P-bromophenacyl bromide © 性 处 geht, 1 mg 毒素 蛋白 溶解 在 1ml pH7.0, 

0.1M 磷 酸 缓冲 液 中 (和 蛋 自 浓度 约 7 x10- “5M)。 然 后 把 25nu1 含 1.4x10-2M Ay P-bromo- 

phenacyl bromide 丙 酮 液 加 入 蛋 自 溶液 中 ， 在 30°C Hl fein 2 分 钟 、 工 小 时 、2 小 时 、 

4 小时、8 小 时 、24 小 时 ,取样 0.1 ml， 加 入 25u1 冰 醋酸 ， 然 后 对 11 0.1M 栈 酸 透 析 6 小 

时 ， 再 对 11 0.43M 栈 酸 铵 透析 二 次 ， 每 次 12 小 时 ， 接 着 在 LM-cellulose 柱 上 分 离 变性 

和 不 变性 和 避 自 质 。 

离子 交换 层 析 : 在 1 x33cm 玻璃 柱 中 进行 ， CCM -纤维 素 用 0.43M BR BOr 

洗 脱 用 同样 缓冲 液 ， 每 10 分 钟 收 集 1.5ml1。 

BAA 7m 87, PN 200mgIN BER, I 2m1 乙 酝 溶解 ， 加 水 8 ml, HA, + 

60°C7KY (Ri 204) Fh BUH 2m FLT. F25ml/ KH Him! 1M NaCl,iml 0.01M 去 

氧 胆 酸 钠 ，0.01M 和 氧化 钙 , 加 水 至 10ml, 调 p 百 8.0, 加 入 0.1ml1 样 品 ( 相 当 于 100ug)。30" ， 

反应 30 分 钟 ， 然 后 用 0.02N KOH 在 ZD - 2 型 自动 电位 滴定 计 上 滴定 释放 的 脂肪 酸 量 。 

毒性 武 验 ， 称 取 用 P-bromophenacyl bromide EAE RWRHlme, MERA 

同 浓度 ， 对 体重 18 - 20g 的 小 自 鼠 作 腹 腔 注 射 ， 观 察 小 自 鼠 在 24 小 时 内 死亡 情况 。 

结 果 与 讨 论 

用 P=-bromophenacyl bromide 来 处 理 ATX 时 ， 其 毒 力 与 磷脂 酶 A 活 力 的 变化 与 

处 理 时 间 的 关系 见 表 1 。 一 般 来 说 ，ATX 经 P-bromophenacyl bromide 处 理 后 ” 酶 
活力 几乎 立即 开始 下 降 ， 通 常 处 理 8 小 时 ， 降 低 为 原来 的 1/10， 处 理 24 小 时 ， 降 低 为 原 

来 的 1/100。 但 毒 力 的 丧失 似乎 出 现 得 更 早 些 ， 通 常 处 理 2 小 时 ， 毒 力 便 已 降 到 原来 公 

1/100。 据 这 些 初 步 结 果 看 来 ， 磷 脂 酶 A 活力 与 毒 力 虽 相互 关联 ， 但 它们 之 间 似 乎 无 严 

格 的 平行 关系 。 
握 文 献 报道 司 :63， 当 Notexin 和 猪 胰 磷 脂 酶 A 经 P-bromophenacyl bromide 处 理 

Kt, Cat* 具有 保护 作用 ， 但 从 我 们 的 初步 结果 看 ，Ca 对 ATX 的 保护 作用 似 不 明显 

CH2) ， 但 由 于 实验 资料 尚 少 ， 还 有 符 进 一 步 证 实 。 

#1 &p-bromophenacyl bromide 处 理 后 ATX 的 

& I) fo PGA 7 EAL 

(y/# HA) RK) 磷脂 酶 A 活 性 
AR >) Ge $KS & pe 

LS 3 2p Toma yeti a0 ees 
ATX OO a x 38 

处 理 2 分 钟 xX x x 28 
1 小 时 | @ x x x 16,8 

2 小 时 | OYUK@ Orin Bs eX 12,8 
7 O%, AO ows PHP 
8 小 时 | OD gO i@ 3.6 
24 小 时 | Cp Ow<@© 0.4 

OM x 2 小 时 内 死亡 e 24 小 时 后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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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Cat*hRCat* HF P-bromophenacyl bromide 处 理 

ATX E Ba te ATE HE 

处 理 4 小 时 i ae Pte MK ison 
处 理 7 小 时 3.4 3.4 
处 理 24 小 时 0。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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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文 摘 要 (Abstract) 

Both toxicity and phospholipase activity were decreased immediatly 

when ATX was treated by P-bromophenacyl bromide, but it seemed that 

there was no strict parallelism betwee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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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 mu ne < al ’ a u or 

一 所 八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Dee das! 

fe mi kK 2 mw & (Dienagkistrodon 

acutus) 蛇 毒 的 分 离 和 TLE* 等 组 分 有 关 酶 活 

及 生理 效应 的 测定 
IDENTIFICATION OF PHYSIOLOGICAL EFFECTS AND ENZYMATIC 

Pei iis OF TLE AND OLHER FRACTIONS AND TSOLATION OF 

VENOM FROM DIENAGKISTRODON ACUTUS (GUENTHER) OF 

THE MOUNTAIN AREAS OF SOUTH ANHUI 

Ws EE) 5% Ree 范文 起 

CREAT Be A PTD 

Teng Guogiang Yue Paien Fan Wenbin 

(Oimen Snake-bite Institute, Anhui) 

根据 我 所 治疗 蛇 伤 十 几 年 的 临床 资料 统计 ， 人 尖 吻 蜡 咬 伤 点 有 相当 比重 ， 给 出 区 人 民 

的 危害 较为 严重 。 其 咬 伤 病人 常 因 中 毒 量 过 大 或 延误 治疗 而 引起 严重 出 血 ， 胶 体 组 织 严 

重 环 死 以 致 残 并 甚 至 死亡 。 我 所 亦 始 终 把 出 血 、 坏 死 间 题 视 为 重要 课题 开展 研究 。 关 于 

尖 吻 蜡 蛇 毒 的 致 病 机 理 ， 从 分 离 组 分 开展 研究 ， 只 是 近 十 多 年 的 事 。 自 一 九 六 廿 年 

Ouyang 等 从 尖 吻 晶 毒 素 中 分 离 出 抗 凝 和 促 凝 的 组 分 以 来 ,研究 遂 益 广泛 ， 其 中 ae 

NMR eH?, ASCKHRAMABE TENE. MAK MMA TMIRE, ie 

FS IMRF ATLA eres WE 4 BI Se"? 

*« TLEWThrombin-like enzymet!=3)74 4 i If Bs EFS. 

* * AT VE 1980468 Fema “SH RMie Rites” LVEICIRIN, IKI] 昆明 动物 所 已 将 

TELE 制 成 制剂 并 正 试用 于 临床 ， 很 受 鼓舞 。 

永 工 作 在 筹备 和 进行 中 ， 曾 得 到 中 国 科学 院 上 海 生 化 所 陈 远 陪 同志， 成 都 生物 所 赵 尔 密 同 志 、 中 

国 科 技 天 学 八 系 的 老师 们 和 于海 医 械 公 司 吴 英 同志 的 热忱 帮助 ， 特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1 年 3 月 29 目 收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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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我 所 的 需要 ， 为 进一步 研究 尖 吻 蜡 蛇 毒 的 毒 理 作用 ， 为 筛选 有 效 药 物 、 寻 找 适 
宜 的 治疗 措施 提供 必要 条 件 ， 以 及 发 掘 我 地 区 自然 资源 ， 探 讨 尖 吻 蜡 蛇毒 的 综合 利用 ， 
我 所 在 中 国 科学 技术 大 学 、 中 国 科学 院 上 海 生物 化 学 研究 所 等 有 关 单 位 的 支持 和 帮助 
下 ， 从 1979 年 年 初 起 筹备 和 开展 了 尖 吻 蜡 毒 素 的 分 离 研 究 工 作 。 
我 们 先 用 DEAE - Sephadex - Ais 柱 层 析 获 得 16 个 蛋 自 峰 。 后 因原 料 缺 乏 ， 改 用 

DEAE -CelluloseDE,, 柱 层 析 获 得 15 个 蛋 自 峰 ， 并 分 别 测定 了 有 关 酶 的 活性 及 各 组 分 
的 生理 效应 。 

> 主 
Eis ve es 

FYE CDienagkistrodon acutus) 蛇毒 采 自 本 所 蛇 池 ， 经 真空 干燥 为 自 色 无 定形 固 
PRBS Ro 

=, Res, Ail: 

层 析 玻璃 柱 1200x35mm、80x15mm (LIBEL) 、BJQ -742 部 分 收集 器 〈 上 

海 医疗 器 械 十 厂 ) ，751 分 光 光 度 计 〈 上 海 分 析 仪 器 厂 ) ，CS - 1 实验 型 超 滤 器 ，Qy 系 

列 超 滤 膜 〈 上 海 轻 工 所 ) ，XWX 型 超 滤器 〈 上 海 生 化 所 ) ，CXA 系 列 超 滤 膜 〈 上 海 医 

Th. Aa CEVA) , DEAE-CelluloseDE,, (32 Whatman) , TAME 

《上 海 生 化 所 东风 三) , BREET CHE BA/UAIS), Behe (eSigma), 5p 

磷脂 〈 上 海 ) 、 纤 维 蛋 自 元 〈 上 海 生 物 制 品 所 ) 。 

本 所 动物 室 小 白鼠 体重 18- 22 克 ， 家 免 体 重 1.5 - 2.5 公 斤 ， 峻 雄 并 用 。 

四 、 酶 活力 和 生理 效应 测定 ， 

粗 蛇 毒 溶 于 0.01M Tris - 再 Cl 缓冲 液 DH8.0 中 ， 配 成 蛋 自演 度 为 0.12 毫 克 / 毫 升 及 

分 离 后 各 组 分 每 毫升 售 0.12Asso 单 位 ， 分 别 测定 蛋 自 水 解 酶 ， 精 氨 酸 酯 酶 、 磅 脂 酶 A 等 

酶 活 及 其 在 各 峰 的 分 布 。 同 时 通过 动物 体外 和 体内 试验 分 别 测定 了 各 组 分 的 促 凝 、 抗 

凝 、 纤 溶 、 出 血 、 直 接 溶血 和 致死 毒性 等 生理 效应 。 测 定 参 照 涂 光 传 、 刘 广 芬 等 方 
和 Rs 

为 证 实 工 LE 组 分 的 某 些 理化 特性 ， 参 照 吴 秀 茉 、 孙 家 钩 Sw, CORT 

计 了 TL 芋 和 凝血 酶 的 凝血 对 比试 验 〈 包 括 复 钙 、 纤 维 蛋 自 元 直接 作用 、 肝 素 对 抗 、 尿 

素 溶解 试验 ) 、TLE 的 不 同 稀 杰 度 对 血液 的 凝结 试验 及 热 稳定 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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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ae 

FUP UR TSE Bs RO. 8530 Tris-HCl 0.01M pH8 022k 5 毫升 ,经 DEAE - 

Cellulose DE, i tf (750 X15229%) ， 用 上 述 缓冲 液 并 0.5M NaCl Mee ven, 

流速 24 毫 升 /小 时 ， 操 作 压 40 店 米 ， 共 收集 680 管 ， 在 280mua 下 ， 测 定 光 密度 ， 获 得 15 个 
蛋 自 峰 。 有 蛋 自 回收 率 以 As 计算 达 106% 。 〈 图 谱 见 图 1 ) 

UEP AC 

Al. ma LR AWHMAREAD AAG 

Sy A Jes 28 oy BS TG TI Ae FEY Wl ELE 1 。 

精 氨 酸 酯 酶 主要 分 布 在 亚 、 锁 、 页 三 个 峰 ， 以 政 峰 活力 最 高 ，》 蛋 自 水 解 酶 主要 集中 

fel, Lies; 磷脂 酶 A 集 中 在 在、 有、Y 峰 ， 促 凝 活性 主要 分 布 在 Y、 丈 、 亚 、 王 峰 ， 

VWI Ais DRIES Ra eM, WIS, BAS, MW, WE; AREER DA 

fell, Hike, Vs Bema rd. W. V. kK, Xie, WV RARER: 

HM ese 7e MM, MVE, KA Lies 致死 毒 性 集 邓 中 在 峰 。 

表 2 所 示 分 离 的 工 卫 组 分 和 凝血 酶 的 一 系列 对 比 实验 ， 对 血液 凝结 是 直 接 作 用 于 

纤维 归 上 自 元 ， 而 不 受 其 它 任何 凝血 因子 的 影响 ， 也 不 受 肝 素 抑 制 ; 生 成 的 凝 块 可 被 尿素 

溶解 。 表 3 所 未 加 热 到 50 半 小 时 对 它 影 响 不 大 ， 煮 沸 15 分 钟 仍 然 保 留 部 分 活性 。 

TI 芋 组 分 稀 酸 到 百 万 分 之 一 浓度 0.1 毫 升 仍 可 使 0.5 豪 升 血 浆 在 4 小 时 凝固 。 还 发 

PLS AZ im 7E25 °C — 35 加 沿 置 于 冰箱 内 四 个 多 月 仍 保 留 较 强 的 凝血 活性 。 经 过 滤 浓 缩 、 

BAHT A BAKER. 

讨 论 

用 DEAE -Cellalose DE: 柱 层 析 分 离 尖 吻 蜡 蛇毒 效果 稳定 ， 重 复 性 好 。 

从 尖 吻 晶 蛇 毒 分 岗 出 15 个 组 分 的 几 个 酶 活 及 有 关 生 理 效应 的 测定 ， 不 仅 在 一 定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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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TLE 4a 4 Ae ae to Bi 09 HE Mn 46 FAY YG SR 

jer eg s 1 2 3 4 5 6 7 8 
BBR (m1) ~~ 

eo ke 4 1 1 ead 1 

Yee YA 1 1 1 Pines 

iF 素 0. tye 40/4 Oey OT 

Pe. ae Gat er Otgalc Onion Oud 

Bitten | Eo. | | Oils ieiGedacli Qed Mecord 

| 

果 PRES lige pore aeons yee Va Wigs 

#3 温度 对 开工 已 组 分 活性 的 影响 

e Li 7 1 2 3 | A | 5 | 6 

| 温 度 | 50° 60°C 70° 80°C 90°C | 100°C 
Mi S | 

209 Fey MONE 0,2 G27 Veoee O20 Oee 

% 血浆 (毫升 ) 0.5 0.5 |. 0.5 0.5 0.5 | 0.5 

=) ae | ES ae a: 15/ 30’ Pe | 6° 

BZ, AE te Kim 48 wl Ay 

上 证实 了 Quyang SAW LE, MARIN KROREA KDA STR 

切 的 了 解 。 从 我 们 多 年 临床 实践 和 动物 实验 看 “”， 人 尖 吻 蜡 蛇 毒 在 体内 作用 是 极其 复杂 

的 ， 各 项 作用 是 相互 关连 的 。 而 本 实验 结果 大 体 可 将 尖 吻 昌 毒 素 对 血 六 的 毒 理 作用 归纳 

为 促 疑 、 抗 凝 ̀  纤 溶 、 出 血 和 直接 溶血 等 五 个 主要 部 分 。 其 中 促 凝 强 的 组 分 表现 为 工 L 世 

作用 ， 与 精 氛 酸 酯 酶 相 重 肆 ， 该 组 分 活性 较 强 而 稳定 ， 抗 凝 组 分 似 与 出 血 成 分 有 联系 ; 
纤 溶 组 分 同时 表现 了 较 强 的 蛋 自 水 解 酶 活力 $ 直接 溶血 组 分 表现 了 较 强 的 磷脂 酶 全 活 

性 ; 出 血 组 分 是 重要 的 致死 成 分 。 实 验 还 发 现 , 组 织 坏 死 与 蛋白 水 解 酶 活性 有 直接 关系 。 

有 关机 理 复 杂 ， 尚 竺 进一步 探讨 。 
对 TL 已 组 分 的 一 些 实验 证 明 ， 该 组 分 确 与 马 来 亚 红 口 蜡 凝血 毒素 制剂 Ancrod 的 性 

质 相 似 ， 经 过 纯化 处 理 ， 完 全 可 以 成 为 一 种 治疗 血栓 疾病 的 良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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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yang, C, et al, 1971 Purification and properties of the thrombin-like 

principle of Agkistrodon acutus venom and its comparison with bovine 

thrombin, Thromb, Diath, Haemorrh, 26.224, 

Ouyang, C, et al, 1979 The effects of Hie purified thrombin-like and 

anticoagulant principles of Agkzstrodon acutus venom on blood coagula- 

tion in vivo, Toxicon, 14:49-—54, 

Ouyang, C, et al, 1978 In vivo effects of the purified, thrombin-like 

and anticoagulant principles of Agkistrodon acutus (hundred pace snake) 

venom, Toxicon, 16;583-593, 

Cheng, H, C, et al, 1967 Isolation of coagulant and anticoagulant 

principles from the venom of Agkistrodon acutus, Toxicon, 4:235-243, 

Ouyang, C, et al, 1976 Pur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fibrinolytic 

of Agkisirodon acutus venom, Biochem, Biophy, Acta, 439:146-153, 

外 ie wh ia dle w eee 

In order to carry out a further research into the treatment of 

snake-bite and probe into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snake venom, 

we made a column chromatographic isolation of the venom from Dien= 

agkistrodon acutus (Guenther) of the mountain areas of south Anhui with 

the DEAE-cellulose DE22, Fifteen protein peaks were obtained, Mean- 

while the enzymatic activities of protein hydrolase, arginine esterase, 

phospho-esterase A etc, and the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the procoagu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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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the anticoagulant action, the fibrinolysis action, the haemolysis 

action and the lethal toxicity ac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fractions 

were also identified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 ti npeak I the 

fibrinolysis action was apparent, while the activity of the protein hyz 

drolase was the highest of all; in peaks III] and V the haemolysis action 

was apparent, while the activity of the phospho-esterase A was the high= 

est; among peaks V, VI, VII and VIII proved to be the only places where 

the procoagulant action and the activity of the arginine esterase were 

“particularly more centralized; and in peak XIV the anticoagulant action 

was apparent and bleeding toxin and strong lethal toxicity were shown,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s in comparison of peak VIII in which 

the action of TLE was strong and the bovine thrombin indicated that 

the TLE fractions isolated from nthe venom of Dienagkistrodon acutus (Guen- 

ther) of the mountain areas of South Anhui were applicable for fibri= 

nogen directly, possessed a better action of arginine esterase and were 

similar to Ancrod, the coagulant toxin of Malayan Pit Viper Calloselasma 

rhodostoma (Boie) in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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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39—142 Th v PP, 139—142 ae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PA eae; 

属 VIBRISSAPHORA 的 研究 

3 对 安吉 美 染 色 体 组 型 的 初 艾 观 时 

3。 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on Karyotype of 

ae ai 

Vibrissaphora liut (Pope) 

SUDIES ON GENUS VIBRISSAREIOR A 

(AMEHIBIA:EELOBATIDAE) 

KH KR 杨 文 明 AL IR BE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Wu Guan-fu Yang Wen-ming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4 Ws Vibrissaphora liu (Pope) 活 标本 采 自 福建 省 武夷 山 。 取 材 前 ， 以 浓度 

为 1:1000 的 秋水 仙 素 (Colchicine*77-12-09) 接 动物 体重 Smg/ke HEATERS. 8- 

IWh\itle, PMRW, TORCH, W0.4% KCIA KF 26-28 °C PF REAL E3047 

钟 。 然 后 用 甲醇 ， 冰 醋酸 〈3:1) 溶 液 固定 40 分 钟 ， 其 间 更 换 新 液 一 次 。 低 渗 处 理 与 每 次 

固定 后 ， 均 分 别离 心 〈《800-1000 转 / 分 )》 。 然 后 滴 片 ， 空 气 干燥 ， 姬 姆 萨 液 染色 30 分 

钟 。 在 100 倍 油 浸 镜 CCARLZEISS) PMTs. MERE HRY, WARMTH 

中 期 分 裂 相 细胞 拍照 。 在 放大 的 照片 上 测量 10 个 细胞 ， 作 为 组 型 分 析 的 依据 。 

Al a HSE = 15 th tm WIR AMIR be R 
LA wate eae ee! 

动 物 数 | 性 别 | 观察 细胞 数 Ja 
bash | = & 体 | Bae 

CU Cee ee ee 2 
MR 4a WH % | 8.82% | 89.22% | 1,96% 

ASF 19814E 6 A 27 B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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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 ALE SENS BT HilinZ7R, FOE 102 个 细胞 ， 其 中 二 倍 体 、 亚 二 倍 体 、 超 二 倍 体 

数目 及 所 占 比 例如 表 1 。 RRA AA RPA AAA 2n = 26 

(81, 2), BRAN. =52, BAK BK (Macrochromosome), A 3 示 崇 安 

影 蟾 骨 散 细胞 有 丝 分 裂 中 期 的 二 倍 体 染 色 体 模式 图 。 按 相对 长 度 及 着 丝 粒 位 置 ( 表 2 )， 

划分 为 四 组 。 

到 2 常安 显 蜂 骨髓 细胞 米色 体 的 测量 统计 值 

染色 体 a ae | hi eae ik BAR 
号 数 | 最 小 值 | 最 大 值 | 平均 值 | 最 小 值 | 最 大 值 | F oH a | 类 覃 

i 158,50 | 174,87 166,47 7,38 | 43,18 50,00) 46,12 +193) m 

1S) a iS) (op) e (op) ide) 151,83| 137.07 +£7.12 | 38,36 | 42.56) 40.01 “2194/) om 

3 109,17 HSS oO) | 120895) selon ES Deiom rao eeecn |) Soo aimee ally ‘mm,sm 

A 102,35 116,70; 109,16 士 4.62 Soe 20 | 40298 | 38。48 ”十 1.96 goer 
| | 

o1 Co ws) e (op) ow (100,59) 93.347 SEoa1G aoe Oo 4 Se Adee a Oras £256 | m 

86.88) 76.03 “76218 || 39.58 | 25,557] 42039) ea eaneuen (op) (op) (op) e fo) ide) 

7 | 52,39; 64,22) 57,75 SRS (Ueno) | aisiscall | Se) SS) 27 lm, sm 

8 46.92| BEPs0Psl.26 £3.26 |) 26.02 fane7l | ae.4e) ee edes ern 

9 | 42,00 52,14; 47,31 OO 

10 | 38,56 42,79 | AQLD2Z e167 36.00 | A792) Aa SO ae ae Sel an era 

thi Sonic) AseeOloosOo 8) sk 2.82 i S6,0S4ecO0N AA Silene Gr nad 

12 | 28.37| 39,62} 33.05 +3,13 | 37.31 | 49,47 | 44,02 +3.75| m 

RS ST SSS IT 

13 AN AIR SVU AA 3s ae yay 25,00 | 35.48 SHO BES acts) |) Sida 

= 第 一 组 第 1 对 天 型 、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第 二 组 第 2-5 对 大 型 、 中 部 或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第 三 组 第 6 对 中 型 、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近 着 丝 粒 处 的 长 尼 上 其 明显 的 次 

Ain 0 

第 四 组 第 7-13 对 小 型 、 中 部 或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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