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i 
Ahh 

pi ie 

ey 
Vee wil 

ay) vita f } 
LPR ay ant 



_ MUS, COMP, ZOOL 
Ue PiBRARY 

人 
“HARVARD 

UNIVERSITY 

mys eee ei en 





“MUS, COME. ZOOL. 74s } 
i atl 

MA Sk ae 

UNIVERSITY — ee 



| " 
i! it 7" i " ad 

i 

iL, yb MARIS 
BP ht IO be 

[ At Ate t% 
Meee fn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fajoe se tow RS 

第 — = 0 & (4) 

AT 本 

| 



卷 ( 辑 ) 

A 

dalohetenwenh 1—4% (48) RA 

2 

篇 Ka), ‘Gle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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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 岛 蜡 属 一 新 种 〈 赵 尔 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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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疆 蛇 类 初步 研究 GAR EBA) 

四 川西 阳 、 秀 出 及 十 基 县 怜 行动 物 初步 调查 〈 江 耀 明 胡 其 雄 ) 

影 蟾 属 Fzprzsscbpora 和 种 的 初步 探讨 ， 及 其 与 分 类 学 有 关 问 题 的 讨 

论 〈 刘 承 钊 ” 胡 淑 琴 IRD) 

刘 承 钊 教授 论文 著作 目录 〈 本 刊 编辑 部 ) 

fit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phl 肝 、 凤 纺 酸 脱氧 酶 (LDH) 的 同 

功 酶 谱 〈 赵 尔 密 ” 李 胜 全 沈 杨 ) 

乌 晰 神经 系统 的 解剖 〈 胡 其 雄 ) 

1950 - 1980 我 国 两 栖 怜 行动 物 研究 的 论文 、 著 作 目 录 〈 初 稿 ) 本 刊 编辑 部 



Vol, (Ser,) 

1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CON TEN TS——1979-1980, Vols, (Ser,) 1-4 

No, 

1 

Article (Author) 

Newly found of green pit-viper in Changbai Shan, Jilin, 

and discussion on it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Zhao 

Er-mi and Yan Zhong-kai) 

A new Agkistrodon from Shedao (Snake Island, Liaoning 

(Zhao Er-mi) 

On infraspecific categories of Pallas’ pit viper in China 

(Zhao Er-mi, Jiang Yao-ming and Huang Qing-yun) 

Comparisons of toxicity and neutralization test among 

Pallas’ pit-viper, Snake-Island pit-viper and black 

eye-brow pit-viper (Zhao Er-mi, Wu Guan-fu and 

Yang Wen-ming) 

Taxonomic study Of pit viper of Shedao (Snake Island), 

by morphological and experimental methods and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Snake-Island 

pit-viper on Shedao (Zhao Er-mi) 

A general geological survey of Shedao (Snake Island), 

Liaoning Province (Zhou Xin-xue) 

Ecological data of Snake-Island pit-viper and Pallas’ 

pit-viper (Jiang Yao-ming and Zhao Er-mi) 

Preliminary studies on snakes of northern Xinjiang 

(Zhao Er-mi and Jiang Yao-ming) 

。 iil 。 



Vol,(Ser.) No, 

2 2 

3 il 

3 il 

4A 1 

A 2 

Article (Author) 

On collections of reptiles from Youyang, Xiushan and 

Gulin, Sichuan, China (Jiang Yao-ming and Hu 

Qi-xiong) 

Preliminary study of genus Vubrissaphora (Amphibia: 

Salientia) and discussion on problems of amphibian 

classification) (Liu Cheng-chao, Hu Shu-chin and 

Zhao Er-mi) 

A catalogue of the works and publications of Professor 

Liu Cheng-chao Commemorating his 80th birth- 

day (Editorial Board) 

The electrophoretogram of isoenzymes of lactic dehy- 

drogenase in the liver and kidney of Shinisaurus cro- 

codilurus Ahl (Zhao Er-mi, Li Sheng-quan and Shen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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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 4 第 一 号 一 九 七 九 年 八 月 一 日 

竹叶青 居 在 长 自 山 的 发 现 及 其 地 理 分 布 的 探讨 ……………… 赵 尔 室 EP C1) 

竹叶青 蛇 在 长 日 山 的 发 现 及 其 地 理 分 布 的 探讨 

wanes APR 
Ct ERS Rese) (吉林 和 洛 中 医 中 药 研究 所 ) 

Wy Fe he 〈T7z2711e7eSWU72S stejnegert Schmidt) 隶 峻 科 、 晶 亚 科 、 烙 铁 头 属 。 烙 铁 头 

属 已 知 30 余 种 ， 均 分 布 于 东洋 界 。 竹 叶 青 蛇 的 分 布 范围 为 尼泊尔 、 越 南北 部 及 我 国 。 它 

在 我 国 分 布 的 北 限 ， 本 部 的 纪录 在 上 冉 肃 文 县 〈 约 为 北纬 33 度 ) ， 东 部 的 纪录 在 浙江 莫 干 

出 《〈 约 为 北纬 30 庆 40 分)》， 未 经 证 实 的 报导 为 江苏 宜兴 、 淋 阳 一 带 ， 亦 位 于 北纬 31 度 30 

分 左右 。 

1977 年 7 月 26 上 日， 吉林 省 中 医 中 药 研究 所 的 同志 在 长 自 山 区 进行 资源 普查 时 ， 于 长 

自 朝 鲜 族 目 治 县 大 梨 树 沟 采 到 一 号 竹叶青 蛇 标 本 。 该 处 的 地 理 座 标 约 为 北纬 41 度 20 分 。 

这 一 发 现 ， 将 竹叶青 蛇 的 分 布 纪录 向 北 推 移 了 10 度 左右 ! 

长 自 山 产 竹 叶 青 蛇 的 形态 特征 及 生境 描述 如 下 : 

895, WEEE, 2 RO832K, BK1682 7k. AAI IAAT 1 Mews 左右 眶 上 鳞 

ZI PRA) 27s EE 1 is 眶 后 鳞 2 Ks EGE SAO, BS EHR IAl 

本 文 收 到 目 期 ，1979 年 7 月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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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N HA, BIMWKMSHA, BSS, BobRK, BMAF IE 

TR: Leek Sle Biz TERS 2 排 小 鲜 ;， PS ellie. Fell - 21-1577, RR 

9 行 具 棱 ; 腹 钰 162, 肛 鳞 完整 , 尾 下 鳞 64 对 。 长 自 山 竹叶青 蛇 在 形态 上 与 我 国 南 部 产 同 

种 标本 基本 上 一 致 ， 并 无 区 别 。 

大 梨 树 沟 位 于 长 自 山 南 坡 ， 采 集 地 点 是 在 鸭绿江 边 的 一 个 石 三 子 山 坡 上 ,海拔 900 米 

左右 ， 山 坡 陡 度 约 35 度 左右 ， 多 系 大 玄武 岩 块 ， 兰 石 洞穴 极 深 。 山 上 植被 为 次 生 灌 木 
th, AE CCorylus heterophylla Fisch, et Bess。)、 长 自立 蕉 (Rosa koreana Kom,), 

KEPT (Quercus mongolica Fisch.) 等 森 本 植物 WK iu te He CAstilboides tabularis 

Calenasl| basi) ao cauess (Sedum middendorffianum Maxim,) . 4 wi #& CTilingia 

pachiroet (Pranch, et Sav.) Kitag.) MEBfT et (Pyrola rotundifolia L,) = HA 

物 。 当 地 月 最 低 气 温 平均 =34@ (1 月 ) ， 月 最 局 气温 33 (7A), PE WRER 

7.0， 冻 土 层 厚度 190 厘 米 。 捕 到 后 ， 哎 出 已 将 头 及 前 肢 消 化 的 鼠 一 支 。 

晶 亚 科 可 能 起 源 于 欧 亚 大 陆 南部 ， 其 中 的 两 或 三 支 过 到 美洲 ， 并 从 其 中 的 一 支 演 化 

出 响尾蛇 类 (Darlington，1957。203 - 204 页 ) , MWVUARRFIWN, 蜡 属 与 烙铁 头 属 

(FAI) 二 者 从 亚洲 扩展 到 美洲 ， 可 能 其 中 一 支 的 原始 型 演化 出 响尾蛇 类 《〈 同 上 引 

TEs 228). 

UE WAL A MENA fh ZR SIA SEINE A? Brattstrom (1964) 认为 是 经 A 令 陆 

ir (Bering land bridge) 从 亚洲 扩展 到 美洲 去 的 。 

蜡 亚 科 的 烙铁 头 属 一 一 耶 头 蜡 属 这 一 支 目 前 分 布 于 亚洲 及 美洲 南部 ， 属 于 热带 型 或 

亚 热 剖 型 的 蛇 类 ， 按 照 现 在 的 目 然 条 件 ， 它 们 是 不 可 能 通过 和 白 令 陆桥 的 。 但 当 早 第 三 纪 

时 ， 地 球 上 有 具 热带 及 亚热带 气候 条 件 的 地 区 远 比 现在 更 为 往 北 扩大 ， 阿拉斯加 南部 亦 

属 亚热带 范围 ， 到 晚 第 三 纪 ， 热 市 及 亚 热 市 范 转向 南 缩小 ， 目 上 新 世 以 来 才 形 成 目前 的 

状况 。 因 此 ,烙铁 头 属 一 一 矛头 蜡 属 这 一 支 跨 越 陆桥 的 时 间 ， 很 可 能 是 在 古 新 世 与 始 新 世 

之 际 ; 当时 ， 自 令 陆 桥 正 处 于 亚热带 目 然 条 件 下 〈Brattstrom 1964，255 及 260 页 ) 。 

所 以 ， 作 者 认为 ， 竹叶青 蛇 在 长 自 出 的 发 现 ， 是 一 种 子 遗 现象 ， 是 竹叶青 蛇 在 过 去 

历史 时 期 曾 分 布 于 我 国 北 部 的 一 个 证 明 。 

竹叶青 蛇 目 前 之 所 以 仍 能 子 适 于 北纬 41 度 地 方 ， 大 概 与 长 自 山 南 坡 处 于 季风 区 域 之 

内 ， 气 候 较 为 逮 润 温暖 ; 生境 中 多 玄武 租 层 的 次 洞 又 可 以 帮助 它们 度 过 冬季 的 严寒 有 

关 。 

22 ER 

Baatestrom, Be Esta! Wio64 Evolution of the pit vipers, Trans, San 

Diego Soc, Nat, Hist, 18(11):185— 268, 

Darlington, P, J, 1957 Zoogeography;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imals,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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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 FOUND GREEN @WitT-VIPBR IN. CHANGBAI 

Sewn eI. ANDE DISCUSSION ON TR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Yan Zhong-kai 

(Jilin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Drugs) 

On July 26, 1977, a female green pit-viper (Trimeresurus stejnegert Schmi- 

dt) was collected in Changbai Shan, Changbai Chaoxianzu Zizhixian, Jilin 

Province, This specimen is described morphologically and ecologically, 

Green pit-viper is a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snake, Its northern distribu- 

tional limit in China does not exceed 33°N in the west and 31°N in the 

east, This new distributional record has pushed the limit about 10 degrees 

farther north than the limit found in the old record, Basing on palaeocli- 

matological materials and its distribution in the past,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the appearance of green pit-viper in Changbai Shan is a “ramnant” 

phenomenon in zoo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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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省 旅顺 港 附 近 蛇 岛 上 上 所 产 蜡 属 (4gtzstrodoz) 蛇 类 ， 长 期 以 来 均 衫 鉴定 为 蜡 蛇 
Agkistrodon halys (Pallas) 或 其 中 介 亚 种 4gfzstyodom halys intermedius (Strauch) 

CFEAZ=, 1932s AIH—-H,1938; (hE, 1957. 1958. 1977; Jee ,1972; we Mya 
查 队 , 1973， 辽 宁 省 蛇 岛 考察 队 , 1974, 19763 部 文学 等 , 1978， 季 达 明 等 , 1978a,b) 。 

1978 年 5 月 下 旬 到 6 月 上 旬 ， 作 者 应 辽宁 省 蛇 鸟 考察 队 部 文学 与 季 达 明 同 志 之 区 ， 到 蛇 

Hy VETS RS. 此 期 间 还 到 辽 衬 大 学 查看 了 大 量 标本 ,认为 蛇 岛 所 产 晶 属 蛇 类 不 是 蜡 蛇 ,应 

是 本 属 中 的 一 个 新 种 。 经 一 年 多 来 的 综合 研究 , 并 三 次 登 蛇 岛 ， 到 东北 大 陆 考察 ， 查 看 大 

量 标本 ，, 确认 我 们 这 一 见解 无 误 。 现 先 将 新 种 鉴别 特征 报导 如 后 , 详细 描述 将 另 文 介 绍 。 
ee oe ”新 种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Zhao, sp, n, 

模式 标本 = PRAT 79100055, os 辽宁 旅顺 附近 蛇 岛 ;1979 年 6 月 19 目 采 。 

鉴别 特征 ”中段 背 鲜 23 行 ， 腹 鲜 平 均 157， 尾 下 鳝 平均 41 对 ， 第 二 枚 上 展 鳞 不 入 

Wh, SH KBE, ATE “x” ICR. 

S$ 4 MX Tm 

WP Ee EB 1974 BEES A te EAS LS SEAS SI (ARES) (1):89-96 

1976 蛇 鸟 考察 。 辽 宁 省 卫生 局 科教 处 册 版 。 

伍 律 1957 蛇 岛 。 生 物 学 通报 (8):36-39, 

1958 HEM Bid, MMAR 2(2):111-116, 

1977 蛇 岛 蜡 蛇 生态 的 观察 。 动 物 学 杂志 (4):32-36, 

1977 KREME RATAN. MMAR 23(3):318- 323。 

周 信 学 等 1972 蛇 岛 见闻 。 地 理 知 识 (3):11-12, 

部 文学 等 1978 蛇毒 的 研究 与 利用 讨论 会 论文 资料 ，1978 年 5 月 于 昆明 。 

季 达 明 等 ”1978a we RS ee CAgkistrodon halys) 的 生态 观察 。 中 国 动 物 学 会 学 术 讨 论 

会 论文 摘要 ，1978 年 10 月 于 昆明 。 

1978b he See CAgkistrodon halys) 的 繁殖 。 同 上 。 

蛇 马 调查 队 1973 HES EE, ASI (1):33-34, 

木 场 一 夫 1938 关东 州 小 龙山 岛 之 蜡 蛇 。[ 日 ] 动 物 学 杂志 50(5) :245- 264, 

条 为 三 1932 FRIED MSA PARE. SARA 〈13) :24 - 25。 

本 文 收 到 目 期 ，1979 年 7 月 3 人 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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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AGKISTRODON FROM 

SHEDAO (SNAKE ISLAND), LIAONING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pit-viper from Shedao (Snake Island) , formerly identified as 

Agkistrodon halys (Pallas) or its subspecies intermedius (Strauch) , is not 

Pallas’ pit-viper, but is 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Agkistrodon,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Zhao, sp, n, 

TYPE CIB 7910005, an adult male; June 19,1979;Shedao (Snake Island), 

situated about 24 nautical miles from and to the north-west of Liishun 

(Port Arther), Liaoning Province, altitude below 215 m, 

DIAGNOSIS A pit-viper of the genus Agkistrodon, it has; 1) 23 rows 

of dorsal scales in the middle of body, 2) ventrals on an average 157, 3) 

subcaudals on an average 41 pairs, 4) 2nd upper labial low, not forming 

an anterior margin of the pit, 5) dorsum greyish brown, with a series of 

dark brown x-shaped markings, 



1979 ric 

Al, 蛇 岛 竣 栖 于 树干 上 的 自然 姿态 。 

ay BZ 环 ELK BA {Ml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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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Agkistrodon from Shedao (Snake Island), Liaoning 

By Zhao Er-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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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l} =. AY 

AM17764E Pallas fx $8 op RA JE SE al _L YR PAR A HE hE (Coluber halys = Agkistrodon 

halys) 以 后 ，Boie 等 人 先后 依据 日 本 、 中 亚 及 北 亚 标 本 又 发 表 了 Ziomjpofjzz 、coraga7lU3S、 
Zjjfz753、271e77lEd2U0S 等 种 。1907 年 Stejneger 凤 承认 Aclgs 与 Womjojfz 二 个 种 ， 将 其 余 3 种 

均 作 为 Womzpofj2z 的 亚 种 ， 并 将 朝鲜 釜山 标本 订 为 Womjpojjzaz 的 新 亚 种 grewccxdzxs。 瑟 后 ， 
Nikolski(1916)、Emelianov(1929)、Rendahl1(1933) 又 分 别 订 了 若干 新 亚 种 。 到 目前 

为 止 ， 各 国学 者 都 承认 jal1ys 一 个 种 ,至 于 Polys 是 否 再 分 为 亚 种 ,长 期 以 来 有 不 同意 见 的 争 

论 。 主 合 派 如 Thompson(1916)、Pope(1935)\ 大 岛 正 满 (1944) 与 张 孟 闻 (1961) 等 ,认为 
pzlzs 可 不 分 亚 种 。 主 分 派 如 Maki(1931)、Rendahl(1933)、Bourret(1936)、Terent' ev 与 

Chernov(1949)、Klemmer(1963,1968)、Levitona(1968) 等 认为 pcl1s 可 分 为 若干 亚 种 。 

按照 主 分 派 的 意见 ， 分 布 于 我 国境 内 的 昌 蛇 ， 应 分 隶 3 个 亚 种 ， 即 : 短 尾 亚 种 、 乌 

苏 里 亚 种 与 中 介 亚 种 。 我 们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等 ，1979，62 页 ) BAA LARA 

再 分 为 亚 种 ， 但 认为 有 待 进一步 擎 握 更 充分 的 资料 ， 才 能 作出 比较 准确 的 划分 。 

最 近 ， 伍 律 (1977) 发表 了 一 篇 题 为 《我 国 昌 蛇 种 下 分 类 的 研究 》 的 论文 ， 其 中 有 以 

下 一 些 论点 颇 引起 我 们 的 兴趣 ， 外 不 承认 我 国有 乌 苏 里 亚 种 ， 四 认为 河北 、 了 山东 、 耳 西 

及 东北 三 省 共 六 个 省 的 广大 范围 是 短 尾 亚 种 与 中 介 亚 种 的 同 域 分 布 区 ， 图 我 国 台湾 省 产 

Wake se A AIH, Owe ee CME” 被 鉴定 为 晶 蛇 中 介 亚 种 。 

本 文 根 据 我 国 17 个 省 〈《 区 ) 约 60 个 采集 点 共 一 于 余 号 标本 ， 并 参考 台湾 省 的 资料 ， 

对 我 国产 蜡 蛇 的 种 下 分 类 问题 及 各 亚 种 的 分 布 范 围 作 进一步 的 探讨 。 

二 、 亚 种 划分 的 依据 

1.8 

BESTE ”最 常用 于 亚 种 划分 的 依据 之 一 。 变 异 范围 颇 大 。 腹 鳞 数 低 至 134( 四 
川 直 菌 》， 高 达 181〈 新 疆 木 垒 ) ; 尾 下 鳞 低 至 29 (RAAF) , KS CHRBA)D . 

两 性 有 一 些 差别 ， 一 般 雄 性 腹 鳞 数 偏 低 而 尾 下 鳞 数 偏 高 ， 崔 性 则 反之 。 故 常 应 用 腹 鳞 与 

尾 下 鲜 数 之 和 进行 比较 。 

+ & 常 以 中 段 〈 吻 端 与 汽 殖 肛 孔 之 间 的 中 点 ) 的 背 鳞 行 数 为 计算 标准 。 一 般 为 

21 行 或 23 行 ， 个 别 可 低 至 19 行 或 高 达 25 行 ， 可 作为 亚 种 划分 的 依据 之 一 。 

其 余 各 种 鳞片 如 上 唇 鳞 . 下 展 鳞 等 虽 有 变异 ,但 无 规律 ,不 足以 作为 划分 亚 种 的 依据 。 
2. 色 HE 

BRN SRK. IHREN BRAS. SSR, BSR, 

PHEW BA AMA, AEVEARIZ IRM RR. BES AEE, BOW 
差异 ， 可 作为 亚 种 划分 的 参考 。 与 亚 种 划分 有 关 的 几 种 斑纹 分 述 如 下 : 

A ese ”一般 有 两 大 类 型 ， 一 类 是 呈 并 列 或 略 有 交错 的 两 行 深 色 大 圆 班 ， 圆 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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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色 较 浅 痰 ， 外 侧 缘 常 开 放 “〈 图 版 ，2 ) 。 整 个 东部 地 区 的 蜡 蛇 基本 上 如 此 。 华 东南 有 
的 标本 背面 正中 还 有 一 条 红 棕 色 脊 线 ， 另 一 类 型 呈 横 班 ， 注 意 观 察 不 难看 出 它 是 由 前 一 

类 型 的 两 列 圆 斑 在 背 中 线 上 彼此 左右 并 合 形成 〈 图 版 ，1 ) 。 西 北 地 区 的 蜡 蛇 如 此 。 除 

下 述 两 种 类 型 之 外 ， 销 可 发 现 一 些 过 渡 类 型 或 与 典型 和 消 有 人 饰 变 的 情况 。 

尾 amy 本 北 地 区 及 东北 地 区 蜡 蛇 尾 端的 色 斑 就 是 背部 色 斑 的 延续 。 东 南 地 区 蜡 蛇 

的 尾 端 〈《 有 时 是 尾 的 后 半 段 ) 没有 任何 斑纹 而 呈 乳 黄色 〈 图 版 ，3 ) 。 

Rie ge 所 有 量 蛇 眼 后 斜 向 口角 都 有 一 条 黑色 纵 纹 ， 其 上 缘 还 镶 有 一 条 明显 的 黄 

自 色 纵 纹 〈 由 此 获得 “ 自 眉 ”的 称号 ， 图 版 ，4 - 6 ) ， 唯 西北 地 区 电 蛇 的 “白眉 2” 较 

细 罕 甚或 不 鲜明 ， 但 却 可 辨 出 〈 图 版 ，6 ) 。 

”3. 头 指数 

fg (1977) 曾 提 出 头 指 数 作为 划分 蜡 蛇 亚 种 的 形态 学 标志 之 一 ， 并 认为 宽 高 指数 

《 头 高 / 头 宽 为 )》 可 作为 亚 种 的 区 别 依据 。 该 文 引 浙江 及 贵州 蜡 蛇 与 蛇 岛 蜡 蛇 宽 高 指数 之 

间 的 差异 系数 大 于 1.28， 认 为 浙江 及 贵州 蜡 蛇 与 蛇 岛 蜡 蛇 是 两 个 不 同 的 亚 种 。 我 们 认为 

We by “WHE” FRIR MEME GER, 1979) , BERMAN. WA FH ee Re 

2 ARATE, AULT IS SE BBE A EDIE Ay Mee PRI CE 1) 。 

fl wee Lb te K RH te Hm GR 

| eee he ie ar rh Zeal Dy Ssh DR ER 
亚 种 及 地 区 

alla@| 2 #8 平声 |S.D， 1(iye8 Sanaa 
| | 站 | | | # | 10 | 46.92-58.88 |54.51| 3,61 | 1 | | | 

中 介 亚 种 外 i 
Mion) Andale one etn) 2. | | | | 

o | 60 | 43.64—70.16 | 55,02) 5 3 | 0.06 
op th , 一 一 一 一 一 

2 | 60 | 43.14-65.89 |56.45| 5.31 | 4 0,09 | 
| 

rq | | | 20| 46-67-76.58 56.93) 6.67 5 0.24 0.16 
cD. i | | nl 

| | | | 

本 0.02 | 0.12 

ae gilt | el-73,,, (67 | 3.81) 7.1.68 | 1.36 

uw [oH] 2 )13] 61-78 67.92) 4.48] 8 | 0.82 11.17 

Hel of | 53) 58-83  |64.41| 6,23 | 9 | 1.01 | | 0.84 
种 0 Ko eT = Sarl a en ae = 

x | 2 | 41 50-75  |64,04/ 5,62 | 10 0.47 0.69 

* 依据 伍 GE, 1977. 

IAAT PRIA Co) 与 其 它 二 亚 种 〈o") 之 间 的 差异 系数 大 于 1.28 外 ， 
其 余 各 组 的 头 宽 高 指数 之 间 的 差异 系数 均 未 达到 划分 亚 种 的 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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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中 发 现 ， 标 杰 头 部 的 形状 ， 常 因 固定 的 关系 而 有 变形 ， 其 量度 与 生活 时 自然 状 
态 发 生 颇 大 的 偏差 。 再 从 伍 文 所 引 各 类 头 指数 的 全 下 来 看 ， 同 一 地 区 不 同 个体 间 的 变动 

范围 也 甚大 ， 除 非 具 有 大 量 数据 作 统 计 学 处 理 ， 记 难以 在 实际 中 应 用 。 

三 、 亚 种 划分 与 地 理 分 布 

在 进行 种 下 分 类 时 ,地 理 分 布 资料 非常 重要 ,因为 亚 种 之 间 在 地 理 分 布 上 是 异域 的 。 

Mayr 等 (1953) 指 出 : “至 于 亚 种 ， 有 关 地 理 关 系 的 附加 资料 是 十分 重要 的 ， 亚 种 是 异 

域 的 。” 〈《《 动 物 分 类 的 方法 和 原理 》， 科 学 出 版 社 中 译本 ，1965，89 页 ) 他 们 在 同 书 

中 关于 判断 两 个 样本 是 否 属于 同一 分 类 阶 元 所 设计 的 “识别 表格 ” 〈 同 上 引证 ， 中 译本 

88 页 ) 中 明确 地 指出 亚 种 的 异域 分 布 关 系 。 因 此 ， 当 我 们 对 昌 蛇 进行 亚 种 划分 时 ， 必 有 需 

考虑 它们 的 地 理 分 布 。 

Klemmer(1963，1968) 关 于 我 国 蜡 蛇 各 亚 种 的 地 理 分 布 资料 是 这 样 的 : 中 介 亚 

种 分 布 手 西北 地 区 ; 马 苏 里 亚 种 4 RAL CHT) 2 42 ab 4B ra 

带 ; 短 尾 亚 种 一 一 分 布 于 长 江 中 下 游 、 华 东 沿 海 及 台湾 省 。 

伍 律 (1977) 认为 “中 介 亚 种 主要 分 布 在 秦岭 以 北 地 区 ， 东 起 内 蒙古 ， 西 到 新 疆 ， 在 

动物 地 理 分 布 与 区 划 上 上 ， 属 于 古 北 界 蒙 新 区 及 华北 区 的 黄土 高 原 亚 区 的 西部 ， 短 尾 亚 种 

主要 分 布 在 秦岭 以 南 ， 南 限 约 在 北纬 26 "附近 ,属于 东 详 界 华 中 区 及 西南 区 的 一 部 分 2 

《动物 学 报 》23(3 ):321) 。 他 不 承认 我 国有 乌 苏 里 亚 种 ， 提 出 “山西 、 河 北 及 东北 

三 省 则 是 两 个 亚 种 的 同 域 分 布 区 ” Cie) ESE) ， 并 认为 山东 也 “应 属于 两 个 亚 种 的 同 

域 分 布 区 ” 〈 同 上 引证 ) 。 

四 、752% 规 则 的 应 用 

1。 亚 种 的 客观 存在 

根据 亚 种 划分 的 “75%% 规 则 ”，Mayr 等 (1953) 提 出 计算 差异 系数 的 方法 ， 当 差异 

系数 达到 1.28 时 ， 表 明 总 体 a 中 有 90 儿 的 个 体 与 总 体 b 中 有 90 色 的 个 体 不 同 , 即 可 区 分 为 

两 个 亚 种 。 计 量 采 自 不 同 地 区 的 晶 蛇 的 腹 鳞 数 与 尾 下 鳞 数 的 和 以 及 中 段 背 鲜 行 数 ， 参 考 

文献 中 关于 我 国 晶 蛇 三 个 亚 种 的 地 理 分 布 范 围 , 划 分 为 三 组 ,计算 此 三 组 晓 蛇 彼 些 间 的 差 

异 系数 ， 可 以 看 出 〈 表 2 ) ， 东 北 地 区 “〈 乌 苏 里 亚 种 ) 与 东南 部 地 区 WA) Whe 

的 背 鲜 行 数 虽 无 明显 差别 ， 但 腹 鲜 与 尾 下 饼 数 之 和 的 差异 系数 却 远 大 于 1.28; 东南 部 地 

区 〈 短 尾 亚 种 ) 与 西北 地 区 “〈 申 介 亚 种 ) 的 蜡 蛇 则 无 论 中 段 背 鳞 行 数 、 腹 鳞 与 尾 下 鳞 数 

之 和 的 差异 系数 ， 均 远大 于 1.28; 东北 地 区 “〈 乌 苏 里 亚 种 ) 与 西北 地 区 “〈 中 介 亚 种 ) 晶 

蛇 的 腹 馆 与 尾 下 鲜 数 之 和 的 差异 系数 虽 未 达到 1.28， 但 中 段 理 鲜 行 数 的 差异 系数 却 远 天 

于 1.28。 因 些 ， 琵 三 组 晶 蛇 彼此 之 间 达 到 划分 亚 种 的 标准 ， 说 明 我 国 几 蛇 至 少 可 划分 为 

三 个 亚 种 是 客观 存在 的 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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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腹 鲜 加 尾 下 鳞 数 以 及 中 段 背 鳞 

行 数 为 划分 亚 种 的 主要 依据 ， 根 据 我 

(TSW iA, BERRA, BA 

地 理 因 素 考 虑 ， 我 国 蜡 蛇 已 知 三 个 亚 

种 的 分 布 范围 如 图 1 。 中 介 亚 种 分 布 

于 昆仑 出 .秦岭 一 线 以 北 , 大 兴安 岭 及 

太行 山脉 以 西 ， 大 致 相当 于 蒙 新 区 及 

华北 区 黄 十 高 原 亚 区 的 西部 。 乌 苏 里 

亚 种 分 布 于 大 兴安 岭 以 东 ， 北 纬 42 度 

左右 以 北 ， 其 东北 延续 到 苏联 远东 地 

XK, RIA MIS HF IS CEB 

部 ) 与 北纬 42 度 左右 (在 东部 ) 以 南 ， 

其 南 限 大 约 在 北纬 25 - 268 EG, 
iS A. WEB INA BW Fh 
(5hanaon,1956)。 根 本 不 存在 中 介 

亚 种 与 得 尾 亚 种 的 大 面积 同 域 分 布 

区 = 

2. 地 理 亚 种 与 地 区 变异 

前 面 担 到， 依据 背 鳞 行 数 、 腹 鳞 

SE FZ A, FRAY WEE By E> 
划分 为 三 个 地 理 亚 种 ， 每 一 亚 种 都 有 
一 定 的 分 布 范 围 。 但 同一 亚 种 的 分 布 

学 围 内 ， 是 否 存在 有 地 区 变异 ? 亚 种 

内 的 地 区 变异 与 亚 种 间 的 差别 有 没有 

RA ARS SER? 表 3 以 分 布 范围 最 广 的 

短 尾 亚 种 为 例 ， 列 举 了 浙江 、 江 苏 、 

安徽 、 四 川 、 辽 宇 五 个 地 区 晶 蛇 的 腹 

钙 与 尾 下 鲜 数 之 和 ， 分 别 计 算 每 两 个 

地 区 间 的 差异 系数 ， 从 0.013 到 0。 

7682, $yweATA BI Kl 分 亚 种 标准 的 
1.28。 由 此 可 见 ， 在 同一 亚 种 分 布 范 

围 内 ， 地 区 变异 的 幅度 甚 小 ， 与 不 同 

亚 种 之 间 的 差别 完全 是 两 个 不 同 的 概 

aho BE 2h eke Fe =e IGS 

的 可 靠 性 。 



1- 中 介 亚 种 ，2 - SHREW, 3- 短 尾 亚 种 。 

图 2。 REEMA LAY DH 

表 3 Soa ine ere eet een SNe ete RS ez 

| | e+ BE | 
Hien Sa | AS ie ; SE By | ee a 

数 ee 距 | 

| 
a | 8 170-185 lige Aes Yh BR BON 

Bis 9 17 2— 186 al ay Aes 

: | 0} 

a | 40 167 —184 Mina 27 tS oe 

ry | 图 0.5822 

pe elieieao 171 —188 79.3 “i tents 

a es 17 174 - 189° 180.7 | 3.54 |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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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AR 
1. 中 介 亚 种 Agkistrodon halys intermedius (Strauch) 

1868 Trzgonocephalus intermedius Strauch, Trud, 1, Sjezda rusk, Estestwa 

2001:294〈 模 式 标 来 产地 ， 苏 联 西伯 利 亚 伊 尔 库 菊 克 ) 。 

1896 Ancistrodon intermedius, Boulenger, Cat, Snak, Brit, Mus,, 3:525。 

1916 Agkistrodon halys intermedius, Nikolski, Fauna Russia, Rept., 2:276. 

【鉴别 特征 ] 中段 背 鳞 23 行 〈 偶 有 21 或 25 行 )， 腹 邬 加 尾 下 鳞 196 - 229《〈 平 均 210 

三 过量 
CH Al] 全 长 雄性 (16) 383-618 〈 平 均 468.1) 训 米 ， 肉 性 (8)355- 600 

《平均 483.3) 毫米 。 背 鳞 23(25) - 23(21) - 1747s AMEE YE149-172, MEPE155 — 181; 

尾 下 鲜 雄 性 43 - 53， 肉 性 34- 51。 背 面 土 黄 色 ， 有 若干 宽 横 班 ， 每 一 横 斑 可 看 出 是 由 左 

右 二 圆 斑 并 合 形成 ， 通 达 尾 未 。 眼 后 “自由 ” 较 细 窗 ， 僻 部 密布 黑 褐色 细 点 ， 下 唇 缘 呈 

自 色 圆 此 状 纹 。 

【生态 概要 ] ”见于 匾 次 或 羊 蕊 次 地 市 ， 多 栖 于 丘陵 或 

中 。 食 物 以 沙 蜥 或 麻 蜥 为 主 ， 也 吃 小 形 鄙 此 动物 ， 偶 亦 吃 鸟 

CHa] | esa. Hah Cdk?) . Te. ARH 

陕西 〈 秦 岭 以 北 ) 。 

2.。 短 尾 亚 种 4gjzsi7odgoz halys brevicaudus Stejneger 

1907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Stejneger Bull, US nation, Mus,, 

Washington 58:463《〈 模 式 标本 产地 ， 朝 鲜 釜 山 ) 。 
1916 Agkistrodon halys brevicaudus, Nikolski, Fauna Russia，Rept.，2:283。 

[鉴别 特征 ] ”中 段 背 鳞 21 行 ， 腹 鳞 加 尾 下 鲁 167- 189 〈 平 均 180 左 右 ) 。 
[ 形 A) 全 长 雄性 (300) 320-650 (7229504) SK, HELE (300) 230-670 

(平均 503) 毫米 “〈 浙 江 标 本 ， 代 效忠 等 ，1965) 。 背 鳞 21- 21- 17 行 ， 腹 鳞 雄 性 134- 

147， 有 雌性 136- 150， 尾 下 鲜 雄 性 31- 45， 肉 人 性 29- 45。 背 面 灰 褐色 或 红 褐色 ， 有 两 行 

PRE BRN A, SNH LARA ABR. We “AR” Wes 颌 部 黄 

自 色 ， 有 1-4 对 黑 褐色 粗大 点 班 〈 图 版 ，9 ) 。 尾 端 黄 和 白色， 无 斑纹 〈 图 版 ， 3 )。 

[生态 概要 ] ”见于 农业 区 ， 多 栖 于 平原 、 丘 陵 或 低 由 地 区 的 耕作 地 及 其 附近 。 食 

物 以 蛙 、 鼠 为 主 ， 也 吃 鱼 、 泥 鳅 、 鳝 鱼 、 蜥 蝎 、 蛇 、 鸟 等 。8 - 9 Arte 2-164. My" 

fF RE 42415155 - 208 (于 均 芭 9.5) 党 米 “《 浙 涝 标本 ”人 代 效 叫 等 ,19657 . 

[地 理 分 布 ] ”辽宁 aA). TAA. Ben (BIBS). Hat Gama). Bil, 

Ags oe, eR. UL. HPL. WB, Be GED . Be. 

3. S37 BUM Agkistrodon halys ussuriensis Emelianov 

1929 Agkistrodon blomhoffit ussuriensis Emelianov, Zap, Wladiwostok, 

RGO, 3,123 〈 模 式 标本 产地 :苏联 远东 地 区 苏 昌河 ) 。 

LL ee He HEAR DAP id 7X 
2B 4 8 月 产 2 if fs 

(ABBIGW I) .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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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Agkistrodon halys ussuriensis, Klemmer, Die Giftschlangen der 

Erde; 400, 

[鉴别 特征 ] ”中 段 背 甸 21 行 ， 腹 鲜 加 尾 下 鲜 188 - 213 CEH200EA) 。 

CB AD 全 长 雄性 〈20) 494-664 (77349580.2) 毫米 ， 崔 性 (20) 520-599 

《平均 559.1) 毫米 〈 吉 林 盘 石 )。 中 段 背 鲜 21 行 ， 腹 鲜 雄 性 142 - 160， 肉 性 142- 161; 

尾 下 鲜 雄 性 43 - 55， 具 性 36-52。 霄 面 浅 福 色 ， 有 两 行 中 央 色 较 浅 的 暗 褐色 圆 班 ， 通 达 

Fas 眼 后 “和 白眉 ”显著 颌 部 黄 自 色 ， 一 般 无 斑纹 ,少数 (8.6%) 呈 灰 色 网 纹 ， 极 少 

数 (6%) 尾 端 白 色 无 斑 。 

【生态 概要 ] ”多 见于 平原 、 浅 丘 或 低 山 的 杂 草 、 灌 从 或 石 堆 中 。 食 物 以 鼠 、 峙 等 

为 主 。 观 察 到 9 月 中 产 2- 6 仔 。 
CHa] IL. Bek. wo CED . AR ASMRIKRWA) © 

和 

1, GSSRHLHA 

Bx Al fe HH He we AP 4p SR LAY Ste jneger (1907) = ykhalys Gblomhoffit 是 两 个 独立 的 

it, Hal finis!s intermedius fe yblomhof fii W Ah, MIM REM S RAR ELA AL, 
brevicaudus, |}. ARAGSAT BCR ST ARBRE ELH AM. 一 般 都 承认 蜡 蛇 就 

fe“ Ahthalys, ARC GSP ee TRL AEA, halys brevicaudus, VIG, Maki (1931,204 

KO), WangS Wang (1956) 虽 将 台湾 蜡 蛇 订 为 目 本 亚 种 ， 但 大 岛 正 满 (1944，251 页 )、 
Klemmer (1963，399 页 )、Leviton (1968，558 页 ) 仍 将 台湾 蜡 蛇 订 为 短 尾 亚 th. 

蛇 在 台湾 是 一 种 较为 罕见 的 蛇 (Werler 与 Keegana,1963，276 页 )， 所 以 陈 兼 善 (1956). 

Kuntz (1963) 等 人 关于 台湾 的 蛇 类 名 录 中 都 未 列 入 蜡 蛇 。 由 于 目前 暂时 不 能 取得 台湾 

省 终 央 的 第 一 手 资料 ， 对 其 亚 种 划分 难以 作出 定论 ， 由 于 台湾 省 的 地 理 位 置 以 及 它 是 我 

国 东南 部 的 大陆 岛 屿 ， 从 动物 地 理 分 布 的 规律 来 看 ， 我 们 认为 它 应 为 蜡 蛇 短 尾 亚 种 的 可 

能 性 大 些 。 

2, AFR BA “ie ae” jaea 

ASHE = TAK, RAS 1932) 与 木 场 一 夫 〈1938) 就 先后 将 我 国旅 大 附近 蛇 岛 
所 产 蜡 属 蛇 类 订 为 昌 蛇 中 介 亚 种 ， 但 他 们 三 人 均 曾 明确 地 指出 蛇 岛 的 晶 蛇 与 我 国 大 陆 及 

西伯 利 亚 产 虱 蛇 中 介 亚 种 的 鳞 被 与 色 班 有 所 不 同 ， 并 认为 蛇 岛 “ 几 蛇 “捕食 由 大 陆 而 

来 的 小 鸟 维持 生存 亦 是 很 有 趣味 的 事 ”， AALS MEW “ABW AML. AAT 

考查 满洲 大 陆 更 多 的 西伯 利 亚 晶 蛇 “〈 指 中 介 亚 种 ) 才能 确定 ”的 考虑 。 

伍 律 〈1977) 将 蛇 岛 产 昌 属 蛇 类 与 浙江 产 蜡 蛇 短 尾 亚 种 进行 比较 后 ， 发 现 二 者 在 鲜 

被 、 色 斑 及 头 指数 等 的 差异 系数 达到 1.28 以 上 ， 认 为 二 者 是 两 个 不 同 的 亚 种 ， 与 森 为 

三 、 木 场 一 夫 一 样 ， 将 前 者 命名 为 蜡 蛇 申 介 亚 种 。 

作者 之 一 GRIRD, 1979) BAT REM Me” MA, FD S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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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AKe s Clee” AtAgkistrodon halys Pallas, MHRMBW—TtMH, WeAW SE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Zhao 。 近 两 年 来 (1978-1979), EA SMBS A Mas 

察 三 次 ， 查 看 了 大 量 标本 ， 并 进行 了 一 系列 实验 研究 ， 更 加 肯定 了 蛇 鸟 蜡 确 是 一 个 与 晶 

蛇 有 显著 差别 的 ， 上 属 中 的 一 个 新 种 ， 详 细 情 况 将 于 另 文 报导 。 

+. 28) 

1, WEE fe Be 1Z oo AR eh as VES 

2. Hew CER SR PR, WRT . BRU RESNA, 

EMRE] ay ASS, BY: HASTE, Sop Se 

3. ASTI A a FERC -FIS LK, ASRS - AAT Ws oe ay 

布 于 大 兴安 岭 以 东 的 东北 平原 及 长 自 册 地， 大致 在 北纬 42 度 以 北 ; 短 尾 亚 种 分 布 于 秦岭 

以 南 ， 阔 纬 25- 26 度 以 夸 ， 西 迁 四 川 与 贵州 的 东部 ， 东 到 东南 沿海 及 台湾 省 ， 在 东部 ， 

回 北 可 达 北 纬 42 度 左右 。 

4。 根 本 不 和 在 中 介 亚 种 与 得 尾 亚 种 的 大 面积 同 域 分 布 区 。 

至 谢 

本 文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 得 到 以 下 单位 和 个 人 的 大 力 支持 与 热忱 协助 ， 说 在 此 敬 致 囊 

心 的 谢意 ! 

承 以 下 单位 慨 允 查看 标本 :， 上 海上 自然 博物 迄 、 大 连 自 然 博 物 馆 、 辽 守 大 学 、 辽 宁 师 

范 学 院 、 办 蒙 吉大 学 、 兰 州 大 学 、 吉 林 师 范 大 学 、 吉 林 省 中 医 中 药 研究 所、 延边 医学 

元 、 昆 明 动 物 研 究 所 、 哈 尔 滨 师 范 学 院 、 昭 马达 盟 卫生 防疫 站 、 浙 江 博 物 馆 、 墨 万 江 和 省 

博物 馆 、 遵 义 医学 院 。 

参加 野外 考察 工作 的 ， 除 作者 外 ， 有 以 下 同志 :， RAK. HA. SHS. HM 

明 、 赵 立宪 及 大 连 自 然 博 物 馆 黄 康 彩 同志 。 

参加 室内 整理 工作 的 ， 除 作者 外 ， 有 以 下 同志 : 胡 其 雄 、 赵 立宪、 余 平 。 

承 四 川 医 学 院 田 竞 成 同志 拍摄 标本 照片 ， 本 所 王 宜 生 同 志 绘 制图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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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se PP Lar, HH se. 22H ee, BHU He, 

SMM ALHAR, TERHKA ELE, A WstHA LA, KBE 

MPL, a “Bh” 纹 。 5 MeL RELA, KPAMA, wm KR” 2 

6.3HeEPP LH, KPEMM, FT W“B” HK 7。 疼 此 中 介 亚 种 ， 头 部 

ARAL, aR Be, 8.22 RL LA, KRM, KH BE zz 

9.32454 2 fe, Kk SAL ALS 示 领 部 色 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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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FRASPECIFIC CATEGORIES OF PALLAS’ 

PIT VIPER IN CHINA 

Zhao Er-mi Jiang Yao-ming Huang Qing-yun 

(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 

Pallas’ pit-viper is widely distributed all over China except 

Qinghai-Xizang Plateau, Guangdong, and Guangxi,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in scalation (mainly the dorsal scale 

rows as well as the counts of ventrals and subcaudals), color patterns, 

and ecological data, Pallas’ pit-viper in China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ubspecies, i, e,, Agkzstrodon halys intermedius (Strauch), Agkistrodon 

halys ussuriensis Emelianov and Agkistrodon halys brevicaudus Stejneger, 

Agkistrodou halys intermedius (Strauch) ranges over an area north 

of the mountain ranges of Kunlun Shan and Qin Ling, and west of the 

mountain ranges of Da Hingan Ling and Taihang Shan, Agkistrodon halys 

ussuriensis Emelianov ranges over the area of Northeast Plain and Changbai 

Shan region, ending at 42°N in the south, in the west not beyond Da 

Hingan Ling, Agkistrodon halys brevicaudus Stejneger ranges over an area 

south of Qin Ling ending at 25~26°N in the south, and extending from 

Sichuan and Guizhou in the west to the eastern coastline and Taiwan 

Province in the east, and thence stretching northward to 42°N, 

There is certainly no large sympatric region between Agkistrodon 

halys intermedius (Strauch ) and Agkistrodon halys brevicaudus Stejneger, 



Cp 国 8 S* Se ke BB SE Py WE Se Ar 

dyisKe sen wr 
第 一 辑 第 三 号 一 九 七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冯 日 

我 国 蜡 蛇 各 亚 种 间 及 其 与 
迪 岛 贱 蛇 毒 的 毒 力 与 中 和 试验 的 比较 

居所 SS ARR WMA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hee Agkistrodon halys (Pallas) 是 隶属 乎 峻 科 、 晶 亚 科 的 管 牙 类 毒 炬 ， 在 我 国 分 

布 很 广 ttj。 不同 地 区 的 晶 蛇 在 形态 上 如 鳞 被 及 色 斑 等 有 一 些 差别 ， 被 作为 划分 亚 种 的 依 

据 。 我 国产 晶 蛇 被 认为 有 三 个 亚 种 ,分布 于 西北 地 区 的 是 中 介 亚 种 ， 分 布 于 东北 地 区 的 

是 乌 苏 里 亚 种 ， 分 布 于 华东 包括 台湾 省 的 是 短 尾 亚 种 (2.31。 晶 蛇 三 个 亚 种 在 眼 后 黑色 导 

纹 的 上 上 缘 均 有 一 条 黄 自 色 纵 纹 ， 习 惯 上 称 为 “ 自 眉 ” 晶 蛇 。 辽 宁 旅 顺 附 近 蛇 岛 上 所 产 

“ 晶 蛇 2”， 长 期 以 来 被 鉴定 为 蜡 蛇 中 介 亚 种 (4.5.6 ， 经 我 们 初步 研究 ， 认 为 它们 并 不 是 

蜡 蛇 ， 而 是 晶 属 中 的 一 个 新 种 一 一 蛇 乌 蜡 (7 。 东 北大 陆 还 广泛 存在 着 一 些 体型 较 粗 壮 、 

Bie “X” CRD “ihe” ， 它 们 眼 后 黑色 层 纹 的 上 缘 没 有 黄 自 色 纵 纹 ， 一 般 被 

Ive “Behe”, BPABALSHESERANU. AMURRE = Pea, tee 

We Sj CRB PE? SEINE ACD. Die re ae ee MT, INVER, isk 

图 检验 彼此 间 的 杀 缘 关系 ， 给 形态 分 类 提供 实验 依据 ， 并 可 为 晶 蛇 咬 伤 的 防治 工作 提供 

参考 。 

材料 与 方法 

一 、 迪 泰 ” 蜡 蛇 中 介 亚 种 〈 新 疆 尼 勤 克 ) 、 乌 苏 里 亚 种 〈 吉 林 盘 石 ) Hee GLE 

本 文 收 到 目 期 ，1979 年 10 月 5 日 。 



| 南 扫 je 行动 物 研 究 hr 
rey) 5 “Bie? CRME A) 毒 均 系 本 研究 室 于 1977- 1979 年 分 别 从 上 述 各 地 采 

ed BATE, BPA (Rimn. METEORS. YUL ie he ie ee he es eB} 

院 上 海 生 物化 学 研究 所 提供 。 

三 、 抗 由 蛇 毒 血 清 “ 上 海 生 物 制 品 研究 所 出 品 ， 该 血清 系 采 取 浙 江 产 蜡 蛇毒 为 抗 

原 ， 在 马 体内 免疫 后 提 制 而 成 。 标 定 效 价 为 每 电 升 抗 血 清 可 中 和 浙江 产 晶 蛇毒 干 毒 4 萤 

ihe 
三 、 试 验 动物 PUN Bs Si re Be BREESE tl eA SSP 18 — 20 pete ee ISB, 

每 组 6 支 ， 注 毒 后 照常 投 食 供水 。 

四 、 毒 力 测定 “FMM SEP HE. FA AE BEER IK far BE, FS Sec isk Me BE AC Ell pe — FE BY 

EVR EEZH, FSET. ic R2VUNN AINE. FA “CUM EIE” 82 计算 其 半数 致死 

et CLD) 6 

五 、 中 和 试验 采用 “血清 固定 法 ”， 即 以 恒 量 血清 分 别 与 各 级 变量 递增 的 蜡 蛇 考 

生理 盐水 稀 酸 液 混合 ， 在 37 培 养 箱 内 保温 羊 小 时 ， 对 小 自 鼠 进行 腹腔 注射 ， 记 录 24 小 

时 内 的 死亡 数 。 在 全 部 试验 的 各 剂量 组 中 ， 其 中 全 组 动物 均 得 以 存活 的 最 高 剂量 组 的 剂 

ag, Rep ANEW Ee RAK. 

=. BM HRM 1 。 

kl Wee rb Che RR, SH/DI7) 

‘oe GR UL OG ID 77 3 0.49 1 

Wake OPERA Ceri A) 78X 5 Ouse 5 

te 岛 MG 辽宁 4 ike Ee ae aiees Oke ees 

mew (Geea | rams | of | | 3 
sorece eee 

所 用 蛇毒 均 采 上 和 目 7 - 10K EH, tte ey ee EA Ia) A io eS ee ea 

果 一 致 ， 看 来 在 活动 季节 的 同 种 蛇毒 的 毒 力 并 无 差别 。 

三 、 中 和 试验 Wy wee ee te ae Ae ll I he Me eee 血清 ， 对 蛇 岛 

Wa, CFB Je We te? Ne We Wee os EA le se BS FA A ee UP ME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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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 2 so. jay XY AS FP] He BB ke aye 4 YP Fe wee AP 

TL 2 

Be CR UH GRID | 人 

HES LILA GREE) | Nearer a 

KG M GLE eS) 人 
cm ke? GH AKER TD | earl ‘ 

* 根据 于海 生物 制品 研究 所 测定 资料 。 

1977 年 兽 测 定 同 批 血 清 对 新 疆 尼 勒 克 产 蜡 蛇 中 介 亚 种 蛇毒 的 中 和 效 价 ， 试 验 结果 如 

ee ton ORT BRE POS TD A ee AP Fe BHP 

组 | 小 自 鼠 蛇毒 浓度 10mg/mal 每 支 动物 | 结 zs 
血清 量 ae. a 

别 |18- 20 克 fee Le MUA EM GF 注 射 副 死 亡 /存活 
| i ee year tad Pe CAGpe Cue hae alia ara eae aa 
eas | lim 0.246ml 0, 754ml maton 0,4ml | 4/0 

及 0.307 ” | 0。693 ” ate ee 4/0 

| 3,84 | <2 A6me: 

meme cee ae al ee 
4 I | y (0. SAS NO Sy? ie i 4/0 

| | 6.0 | | 
5 | uv | 1/ 0.6 Ho) ye mg/ml 1 | 4/0 

从 表 3 PTV. Fi HE He Ts OY a Sk VE BD ee HS wes HY TO eB AT YP 

24675500 FHF RACH ApH ERE et BED, TAIRA ARR BEAT 

nin ee 

一 、 众 所 周知 ， 蛇 毒 毒 力 因 毒蛇 种 属 不 同 而 有 差别 。 浙 江 产 蜡 蛇 短 尾 亚 种 与 吉林 盘 
石 产 蜡 蛇 乌 苏 里 亚 种 蛇毒 的 毒 力 比较 接近 ， 但 也 存在 一 定 的 差别 ， 应 与 二 者 分 隶 两 个 亚 
HH. HME’ SAM” SBS MRE, KS LEWES 
别 ， 毒 力 亦 相差 一 倍 以 上 ， 显 然 说 明 二 者 亲缘 关系 不 同 。 吉 林 盘 石 “ 黑 眉 昨 蛇 2 与 辽宁 
— } 布 的 地 理 位 置 虽 然 相距 甚 远 ， 但 形态 极其 相似 ， 而 且 蛇 毒 毒 力 的 强度 亦 最 接 

， 似 可 说 明 它们 二 者 有 密切 的 亲缘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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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L eke ae Ae eee Ve Solin COP eR La) eS He ee 

的 中 和 效 价 有 明显 差别 。 根 据 上 海 生 物 制 品 研究 所 测定 ， 些 种 血清 1 eT Ay AL 

峡 蛇毒 干 毒 4 室 死 ， 从 表 2 可 见 ， 与 对 吉林 盘 石 蜡 蛇 乌 苏 里 亚 种 蛇毒 的 中 和 效 价 约 相同 ， 

说 明 亚 种 间 的 抗原 性 较为 一 致 。 

=. WANA CRIB wee” Bee Aah, Sper Tay Meme Soh BD es 

SA RAN ZS, Mar Til Taye Sie, aS ORT GW eit aes Ae 

Nak, AMAR CS ALA) BST CRIA) 毒 相 似 ， 都 

Aina, WoRAMAS SMS, MGKRA “BAW” Skee Re, He aeap 

以 血 循 毒 为 主 ， 没 有 神经 毒 GOA, 含量 亦 极 微 ) 。 此 种 中 和 效 价 的 异同 ， 显 然 与 三 者 

的 抗原 性 的 异同 有 关 。 

四 、 从 表 3 可 见 ， 血 清 对 新 疆 尼 勒 克 产 晶 蛇 中 介 亚 种 蛇毒 的 中 和 效 价 甚 低 。 作 者 

等 (9 关于 各 种 蜡 蛇 毒 毒 性 试验 的 结果 亦 表明 ,新疆 产 蜡 蛇 毒 具 强 烈 的 神经 毒 ， 且 与 浙江 

产 晶 蛇 毒 中 神经 毒 的 电泳 谱 带 位 置 不 一 致 。 因 些 ， 中 和 效 价 的 差别 ， 亦 与 二 者 的 抗原 性 

个 同 有 关 。 提 示 中 介 亚 种 与 短 尾 亚 种 之 闻 的 关系 ， 有 进一步 探讨 的 必要 。 

结 论 

一 、 各 地 晶 蛇 毒 毒 力 与 中 和 试验 的 结果 ， 支 持 形 态 分 类 学 关于 我 国 晶 蛇 分 为 短 尾 亚 

种 、 马 苏 里 亚 种 与 中 介 亚 种 的 论点 。 

二 、 辽 条 蛇 岛 产 蛇 在 蛇毒 的 毒 力 及 血清 中 和 效 价 方面 与 我 国 晶 蛇 已 知 各 亚 种 都 有 

显 闭 的 差别 。 蛇 岛 蜡 作为 蜡 属 中 与 晶 蛇 划分 清楚 的 一 个 种 ， 在 蛇毒 的 毒 力 与 中 和 效 价 方 

面 亦 有 所 反映 。 

三 、 东 北大 陆 产 “ 黑 眉 蜡 蛇 》”， 在 形态 、 毒 力 及 蛇毒 的 血清 中 和 效 价 等 方面 都 与 蛇 

马 昌 非常 一 致 ， 很 可 能 属于 同一 个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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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S’ Ol OR OIGIAE NES TEIN ID) SINE IUMMIR a IL Za OUN Wigs S 

AMONG PPALLAS PIT=VIPER，SNAKEz=ISLANTD 

RITEVMIREBRUUANDRBEAGCEBYESBROAWWURERTTEMD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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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 

The toxicity and neutralized valence of crude venoms among three 

subspecies of Pallas’ pit-viper from China, Snake-Island pit-viper and 

black eye-brow pit-viper are studied, ; 

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support the point of view that Pallas’ pit-viper 

from China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ubspecies, i, e,, Agkistrodon halys 

brevicaudus Stejneger, Agkistrodon halys ussuriensis Emelianov and Agkistrodon 

halys intermedius (Strauch), 

Pit-vipers from Snake-Island (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Zhao) and black 

eye-brow pit-viper from Panshi, Jilin Province, are very similar in toxicity 

and neutralized valence (in amount completely neutralized by | ml snake 

serum as observed by mortality test) as well asin morphology, They may 

belong to the same species, 

The Snake-Island pit-viper and the Pallas’ pit-viper are of two definite 

species in morphology, there are also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oxicity and 

neutralized valence betwee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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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 ve Bh fe be BE AS UR WP) BD Fn HR Tp cece eee eect te cee (13) 

TE SER Saye ak ee pa SR Goce bebe cats oes esbcb unease (1%) 

2 GES) 

Aya 1 - W 

一 、 问 题 的 提出 

AT HESS “WHE”, 从 1932 年 起 ， 目 本 人 森 为 三 〈1932)、 人 小 林 胜 〈1933) SAB 

一 夫 (1938) 等 加 陆 续 有 报导 。 其 中 涉及 分 类 学 问题 的 ， 主 要 有 森 为 三 与 木 场 一 夫 二 氏 。 
和 森 为 三 (1932) 将 蛇 岛 “《 蜡 蛇 2 鉴 定 为 蜡 蛇 中 介 亚 种 Agkistrodon halys intermedius 

(Strauch) 《〈 原 著 译 为 西伯 利 亚 蜡 蛇 ) ， 但 指出 蛇 岛 “ 几 蛇 2 较 我 国 山西 与 西伯 利 亚 

和 阿尔 泰 标 本 的 腹 鲜 与 尾 下 鲜 数 为 少 ， 并 提出 “是 否 以 此 作为 新 亚 种 ， 有 符 于 考查 满洲 

大 陆 更 多 的 西伯 利 亚 昌 蛇 才能 确定 ”。 他 还 指出 蛇 怠 “ 晶 蛇 2 在 色 斑 方面 亦 “与 一 般 的 

西伯 利 亚 星 蛇 有 多 人 少 不 同 之 点 ”， 且 认为 蛇 岛 “ 蜡 蛇 2” “捕食 由 大 陆 而 来 的 小 鸟 维持 生 

存 是 很 有 趣味 之 事 ”。 

木 场 二 夫 (1938) Ze “KABA ay COW ey) AME” 三 文 晶 ”同意 

PAH HE CHR ME” 鉴定 为 晓 蛇 中 介 亚 种 的 意见 ， 但 他 更 列举 具体 数字 说 明 在 腹 鳞 与 

尾 下 鲜 数 方面 ， 蛇 品 “ 晶 蛇 ” 与 大 陆 基 它 地 方 所 产 蜡 蛇 中 介 亚 种 有 一 些 不 同 。 

近年 来 ， 伍 律 〈1977) .在 题 为 "我 国 蜡 蛇 种 下 分 类 的 研究 ”的 一 篇 论文 中 ， 又 再 一 

次 论 及 蛇 怠 “ 晶 蛇 2 的 订 名 问题 。 他 在 将 蛇 岛 “ 昌 蛇 ”与 浙江 省 产 蜡 蛇 短 尾 亚 种 对 比 之 

后 ， 发 现 二 者 差异 显 车 ， 亦 将 前 者 鉴定 为 蜡 蛇 中 介 亚 种 。 这 与 他 自己 在 同一 论文 中 指出 

“让 介 亚 种 分 布 在 秦岭 以 北 地 区 ， 东 起 内 蒙古 ， 西 到 新 疆 ， 在 动物 地 理 分 布 与 区 划 上 ， 

属于 证 北 厚 蒙 新 区 及 华北 区 的 黄土 高 原 亚 区 的 西部 ”这 一 概括 相 了 矛盾。 因此， 他 又 提出 

东北 三 省 、 河 北 、 河 南 与 山东 ， 基 至 朝鲜 半岛 都 是 中 介 亚 种 与 短 尾 亚 种 的 局 城 分 布 区 。 
关于 我 国 虹 蛇 的 亚 种 分 化 及 各 亚 种 的 分 布 范围 ， 已 由 作者 等 〈1979a) 加 以 分 析 阐 

述 ， 并 根本 否定 了 晶 蛇 短 尾 亚 种 与 中 介 亚 种 存在 大 面积 同 域 分 布 区 的 论点 (同上 引证 )。 

RPE OME” IE, (EID BASRA WHS CHEE” PA, IFS 

ME BR ZR, WAKES “lee” 不 是 4gfzstrodom halys (Pallas)， 而 是 蜡 属 的 一 个 新 

Ahs 14 Ate bys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Zhao。 近 两 年 来 (1978-1979) ， 作 者 与 

同事 们 先后 到 由 岛 考察 三 次 ， 到 东北 大 陆 的 一 些 地 方 〈 吉 林 盘 石 ， 辽 字 桓 仁 、 庄 河 、 丹 

ASH) 以 及 内 蒙古 自治 区 东部 GRIME) 与 河北 北部 CRM) 调查 采集 ， 查 看 了 东北 大 
陆 许 多 地 方 的 大 量 标本 ， 并 与 中 国 科学 院 上 海 生 物化 学 研究 所 与 生理 研究 所 的 同事 们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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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了 大量 的 实验 工作 ， 进 一 步 证 实 东北 大 陆 的 “ 黑 层 蜡 蛇 ”与 蛇 岛 晶 是 同一 个 种 ， 它 们 是 

5 UR We A es EX AY Pa es sae 

ANWHAW, REVERSI, HSS, DES “HIE” 的 分 类 

Wits 并 应 用 动物 分 布 学 、 冲 生物 学 、 地 质 学 、 十 地 理学 与 古 气 候 学 的 资料 ， 试 图 探讨 

Whe 5 He 7 WE FEY 7 Da] pe 

OE Gs OEM” AY TZ AS 5} SUT Be 

1, Fe 8, CHE” Ae LEP IP IL AP 

MAE (1932) 、 木 场 一 夫 1938) . th i (1977) . KH 等 C978a,b) 部 
MAES HE? SE MIE ILA, RMI BRI A RR Coe 

“=, 1979a) ， 比 较 蛇 岛 “ 蜡 蛇 2 与 蜡 蛇 中 介 亚 种 ， 依 据 Mayr “ (1953) ee 

本 间 平 均 数 比较 的 公式 Ee) 如 果 其 值 大 于 3 ,表明 此 二 样本 来 自 两 个 不 同 的 

Wk RLM, RAO TRNAS, OR, ATOR. MIME 

nell eB, Oe ee? 5 iy ee eS Ib AP RB, Op OW ID Ap SE AR OR 

ite es) 有 
平均 数 比较 平均 数 比 较 

m zw 数 | 59 100 487 

. & a 21-25 | 23 |= Be : 

me (ey) 3 | 0.25 23 ecl67 Oh Lo ane 

Sp 0.81 | 0 0.84 

4 JB 149-181 150-164 142-161 3 

腹 we 3 均 162.4 Os 6,32 | 157.6 16.47 |e, Heo 

Sm. | 6.08 3,51 3.0 

ee 34 — 53 32-47 | 36 — 55 

ere | 平 均 | ， 4 1 17.27 tai 

Soy ea 2,76 3.09 
re ge | 全 距 196 — 229 | | 188 — 206 188 — 213 

eee Bsa 207.2 pe OMS BCE 0.49 199.2 

Fah Be /S.D.. 6.48 vi 3 3.85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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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鳞 数 三 方面 ， 都 有 显著 的 差别 ， 说 明 蛇 岛 “ 昌 蛇 ”与 瘟 蛇 中 介 亚 种 分 别 属于 两 个 不 同 
的 总 体 。 此 外 ， 二 者 在 体型 、 长 度 及 色 斑 方面 也 有 了 明显 的 差别 。 蛇 岛 “ 蜡 蛇 ” 体 型 较 粗 

Tit (#2). Wey CHERE” AER, BME Ties 的 “x” 形 斑 〈 图 版 [， 

上 ) ， 眼 后 黑色 纵 纹 上 缘 无 黄 自 色 “ 眉 ” 纹 〈 图 版 : -= 1) ， 故 一 般 驻 称 为 “ 黑 眉 2”， 

蜡 蛇 中 介 亚 种 体 色 砂 黄 ， 背 面 呈 一 列 由 二 行 圆 班 并 合 形成 的 深 褐 色 横 斑 (图 版 [1， 中 )， 

眼 后 暗 褐色 纵 纹 上 缘 有 一 较 细 却 明 晰 的 黄 自 色 “由 ” 纹 ， 即 所 谓 “ 自 层 ”。 人 生态 学 方面 

[ABABA Hee He? Si Lilo) Ss We TMS eT 

PTA BEER Le, TCM HEH TIER oe 

MLFRABZUS RAAT WKW WER HE” Ae RE TIL A 

Re 2 & HO BE BA ENG BER KOR 

B i a ae 
x 量 数 (未 注 明 者 ， 
——|4 距 | 平均 S$.D。 | 全 上 距 | 平 均 j3.D.| 都 是 本 研究 室 
ote 量 测量 数据 ) 

hs | | ome | | 

28) |504—782|693.2|64.7| | | 
| | i ) aa | 
| | 19 536-730/ 643.5 64.2 | | 

1 “Wie” | | | 

| so00 — | Ks (WE BAe BE) 78 | 600-790 13 255 — 292, on ae 

87 612-820, | | lS «9 le 

20 | 518-748 644,2|58.9|29 198 — 238| 215.1|12.9 
“ BE Jeg he te” , | | 

| 10 528-635 /582.0/ 34.5. 

36 «387 - 630 497,2| 60.6 22) 140-190 170.4 12.9 

We ite 53 | 383-603 | 501.3| 60.4 

短 尾 亚 种 300 320-650 504 17/155 - 208| 179.5 | 戴 效 中 等 ,1965 

300 230-670 503 | | me TAP tea ete 

i we | 20 494 — 664)| 580.2 | 40.1134, 177-216| 201.0) 7.5 

BNF .| 29 | 510-630 562.3 28.9 | | 

Woke | 16) |383-618|468.1|61.5|7|174- 189! 181.4) 5,0 
| | | 4 

中 介 亚 种 | 8 355 ~ 600| 483.3 75.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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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e “Mee” Rese h HLM FP 

We a HEE AS FEN REM TILA, “EEA AE) IZ 57 A FRAGA BG AY He te Ok EE 

呢 ? 表 1 可见 ， 二 者 的 中 段 背 鲜 行 数 有 极为 显著 的 差别 。 二 者 在 腹 鲜 加 尾 下 鳞 数 虽 无 区 

别 ， 但 如 分 别 比 较 腹 鲜 数 与 尾 下 鲜 数 ， 仍 有 显著 的 差别 ， 即 蛇 乌 “ 电 昵 ? 的 腹 鳞 数 较 多 

而 尾 下 饼 数 较 少 ， 晓 蛇 乌 苏 里 亚 种 则 腹 乌 数 较 少 而 尾 下 鳞 数 较 多 ， 其 关系 如 图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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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与 色 斑 亦 

AA. Hehe HF 

FE AE 63 12 

BMA — 17 Rw 

色 圆 班 〈 图 版 [ ， 
下 ) ， 眼 后 暗 褐 色 

WN ERA — Be 
的 ra | fa, “ea” 

Do RE Ry “HE me” 

TAR ce a he Oe 

亚 种 。 

RE iy ie we 

与 分 布 于 辽宁 南部 

到 我 国 东 南 及 西南 

以 及 朝鲜 羊 岛 的 晶 

REIL RH, 与 分 

布 于 日 本 的 蜡 蛇 日 

本 亚 种 ， 也 均 不 相 

le] (#23), 

3, xe 8, “3 ve” 

缘 类 型 在 东北 大 

陆 的 发 现 

在 量度 用 的 东 

北大 陆 产 584 号 He 

蛇 标 本 中 ， 发 现 有 

为 数 不 少 ( 共 97 号 ， 

16.6%) Site ay “ie 

此 ”非常 近似 的 个 体 。 由 于 后 者 眼 后 只 有 暗 褐色 纵 纹 ， 其 上 缘 没 有 黄 自 色 “ 眉 ? 八 〈 图 版 

V- 2), iA “BGI he” , Weay “he” SARACK “BS he” Be Lb 

PUN 4 BRAC KG “Bate” habe (914%) 标本 的 背 鳞 行 数 从 23 行 过 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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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eH SHI” 4 Uses Eo RA ALAR 

a 2 a a ee ee 末 亚 种 * 

人 | 21 
BE +E FORM —188-206(199) ，167- 189(178) | 179 — 200(190.2) 
可 有关 CEN (a ea fi 
背面 斑纹 a) Sah anon | 双 行 圆 斑 | 双 行 略 交 错 并 列 的 近 方 形 斑 

PBK RE SMR BR sh 68 
x 据 Maki，1931 

paul xe “Hee” 5 RALKM “BBM” Bree 

WE 种 WE AS Bea” FRAGLARG “SJB wee” see 差异 系数 

标 本 数 100 97 (© 41D). 

Fes el rh ae ora ; Pil aas 

ae on |e 均 | 23 22.8 Baye |) Chg es 

| 0 0.61 iy 

Ay | = -150—- 164 | 149 — 170 | oe 

We gee ay 157.6 ie 157.1 ea? 0286 

S.D. | 3.51 | 4.61 | 

全 距 32-47 35-48 

er oR 3 均 41.4 Ria ok E ak AS 

Se eee oii 

腹 fe 全 距 188 — 206 ; 192-212 ’ | 

+ |e sy 199 ee aE ee 

epee el. 33) Ah 4.17 

到 21 行 的 位 置 在 中 段 略 前 一 点 ， 因 而 这 些 标本 的 中 段 背 鲜 行 数 为 21 行 ， 造 成 二 者 的 平均 
数 比较 值 略 大 于 3 《计算 其 差异 系数 ， 就 背 鳞 而 言 ， 仍 远 未 达到 划分 亚 种 的 标准 ) ， 但 
三 者 无 论 在 腹 链 数 、 尾 下 鳞 数 、 腹 钱 加 尾 下 鳞 数 的 平均 数 比较 ， 却 不 显著 ， 说 明 二 者 应 
属于 同一 总 体 。 此 外 ， 二 者 的 体型 相似 ， 长 度 接近 〈 表 2 ) ， 色 斑 亦 相近 。 可 以 认为 ， 
东北 大 陆 “ 黑 巾 晶 蛇 与 蛇 岛 “ 蜡 蛇 应 是 亲缘 关系 极 近 的 类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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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FL SD AR AL ADE SL 
110 WS 

@ “way,” LA siege ree LI] yhotae ea ot 

hm “2 gyi" 5 PEAR AE  “payiur’ Sse TAB hE 

A2, RA RRAN AMIR eee AOS Bw ke” 分 布 情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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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东北 大 陆 上 , ‘SERV SRE SPAHR Bee ka pA CA 

2) BRE, SRE SHE WHN OAK A: 黑龙 江 省 的 哈尔滨 、 尚 志 县 〈 幅 儿 山 

与 一 面 坡 ) 、 镜 泊 湖 ， 吉 林 省 的 盘 看 县 、 桦 甸 县 、 辉 南 县 与 延边 二 道 河 子 ， 与 晶 蛇 得 尾 

亚 种 的 同 域 分 布 区 有 吉林 省 的 集 安 县 ， 辽 宁 和 省 的 千 山 与 庄 河 县 步 云 山 。1978 年 8= 9 

月 ，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到 吉林 省 盘 石 县 的 官 马公 社 调 查 时 ， 收 购 到 大 量 Bite, “Baw 

蛇 2” 主 要 来 自 取 柴 河 ， 与 蜡 蛇 乌 苏 里 亚 种 分布 于 同一 地 区 ， 半 月 左右 共 得 400 余 号 标 

本 ， 其 中“ 黑 眉 蜡 蛇 2” 约 占 1/5。 全 部 标本 中 未 发 现任 一 中 间 类 型 ， 似 可 推断 二 者 间 存 在 

生殖 隔离 情况 。 在 上 述 各 同 域 分 布 区 、 甚 至 所 观察 东北 全 部 标本 中 ， 也 没有 发 现任 何 中 

间 类 型 *。 
Mayr 等 〈1953， 中 译本 89 页 ) 指出 ，“ 划 分 清楚 的 种 通常 具有 几 方 面 特征 : (1) 

形态 差异 和 生理 差异 ，(2 ) 生殖 隔离 ，( 3 ) 生 态 差 异 。 如 有 果 分 类 学 家 在 这 三 方面 都 取得 

准确 资料 ， 就 不 难于 决定 是 否 应 将 某 一 种 群 确定 为 种 。” 为 了 便于 决定 两 个 样本 是 种 群 

肉 变 体 、 亚 种 或 种 ， 同 书 〈 中 译本 88 页 ) 还 设计 了 一 个 识别 表格 。 

Re ES “We” RAIL KG “BJS”, ABAL SEM SPAWN 

有 显著 的 差别 ， 前 已 论 及 。 

ALAR “BIB” 与 蜡 蛇 乌 苏 里 亚 种 及 短 尾 亚 种 在 较 大 范围 内 同 域 分 布 ， 数 量 

甚 多 ， 且 无 中 间 类 型 。 有 理由 认为 前 者 和 后 二 者 之 间 存 在 生殖 隔离 。 蛇 岛 “ 蜡 蛇 ? 由 于 充 

分 的 地 理 隔 离 ， 也 保证 了 它们 与 晓 蛇 之 间 的 生殖 隔离 。 

它们 之 间 的 生态 差异 ， 亦 有 许多 报导 可 以 参考 COPS “He” WEAA: FA 

三 ，1932; 小 林 胜 ，1933， 木 场 一 夫 ，1938;， 伍 律 ，1958 及 1977; 周 信 学 等 ，1972; iL 

宇 省 蛇 岛 考察 队 ，1974 及 1976; BIAS, 1978a,b4, KP N EAA: 戴 效 忠 

等 ，1965， PREETE1966; HHA ae, 1966; 何 时 新 ，1973 及 1974 等 ) , Me CHR” 无 

论 在 栖息 环境 、 活 动 规律 、 食 物 及 摄食 方式 、 繁 殖 习 性 等 各 方面 ， 都 与 蜡 蛇 有 了 明显 的 差 

别 。 

综 上 所 述 ， 作 为 划分 种 的 三 套 论据 ， 生 殖 隔 离 、 形 态 差 异 和 地 理 关 系 〈Mayr 等 ， 

1953， 中 译本 89 页 ) ， 以 及 生态 差异 ， 都 足以 作出 痢 断 ， 蛇 马 “ 昌 蛇 ”及 其 近 缘 “ 黑 丑 

晶 蛇 ”， 是 与 蜡 蛇 划分 清楚 的 不 同 的 种 ! 

5。 蛇 岛 “ 距 蛇 2 是 站 局 的 一 个 新 种 
i je (Agkistrodon Beauvois, 1799) 目前 已 知 有 12 种 〈Klemmer，1963) 。 

acutus, annamensis, halys, himalayana, hypnale, monticola, nepa, rhodostoma, strauch; 

8 种 产 于 亚洲 ， 其 中 halys WRB A DA. bilineatus, contortrix, piscivorus 3 

种 产 于 北美 洲 南 部 及 中 美洲 北部 。 蛇 岛 “ 晶 蛇 2 及 其 近 缘 “ 黑 眉 昌 蛇 ”在 下 述 综合 特征 

* 伍 律 〈1977，321 页 ， 表 4 ) 举 了 黑龙 江 与 辽宁 各 一 号 兼 有 中 介 亚 种 及 短 尾 亚 种 特征 的 蜡 蛇 。 其 

作为 中 介 亚 种 标志 的 宽 高 指数 已 被 否定 〈 赵 尔 密 等 ，1979a) ， 此 三 号 标本 被 视 为 中 间 类 型 并 

不 能 成 立 。 作 者 认为 :该 文 所 举 黑 龙 江 标本 应 为 乌 苏 里 亚 种 ， 辽 字 标 林 则 可 能 是 乌 苏 里 亚 种 或 

短 尾 亚 种 ， 须 视 尾 下 鳞 数 多 少 及 分 布 情况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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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与 本 属 已 知 各 种 有 明显 区 别 : (1 ) 中 段 背 鳞 23 行 ; (2 ) 腹 鲜 149 - 170 ,平均 157 。4; 

(3 ) 尾 下 鲜 32- 48 对 ， 平 均 41.4 对 ， (4) A, BOM LEHR, FAB: (5 ) 吻 

正常 ， 吻 端 不 尖 出 ， 吻 背 亦 非 小 鳞 ， 以 及 (6 ) 背 面 呈 一 暗 褐 色 “x?” 形 斑 ， 或 部 分 “X2 

FEMA ASE ( (Bigiic”).. Ak, CARBS 

=. 8 Beebe” 5) eh PAN eR 

1, KREG VY IRD th Mt eR IK 

作者 与 中 国 科学 院 上 海 生 物化 学 研究 所 及 上 海 生理 研究 所 的 同事 们 用 我 国 各 地 及 日 

As ie RE ESA RK CARR) 。 肯 定 了 同一 亚 种 或 种 在 不 同 地 区 

采 得 的 蛇毒 、 以 及 同一 地 区 在 不 同 季 节 采 得 的 蛇毒 ， 其 电泳 图 谱 基本 一 致 ， 对 蛇 岛 “ 几 

he” MER “Baek” Swe SWS AH Tbe CARY) 。 

te GIA. SWRA AAR, oy BHD 5 E18 ~ 247, 

EEF. SHRATWHBEDZ,. HERAIL~SSRERAW. HeBE 

勒 克 产 蜡 蛇 中 介 亚 种 则 没有 上 述 酸 性 蛋 自 带 〈 图 版 下 ， 下 ， 右 外 侧 ) 。 

蛇 岛 “ 蜡 蛇 2 及“ 黑 丑 蜡 蛇 ”的 蛇毒 电泳 图 谱 可 分 辨 出 20 带 ， 特 点 是 没有 前 述 的 酸 

性 蛋 自 带 ， 但 与 蜡 蛇 中 介 亚 种 又 显著 不 同 ， 后 者 分 带 数 仅 16 带 ， 泳 动 位 置 亦 有 差别 。 

蛇 岛 “ 晶 蛇 ”与 黑 眉 蜡 蛇 2 彼此 之 间 各 带 的 汽 动 率 基 本 相应 ， 但 较 多 的 带 在 量 上 颇 

有 不 同 。 

因此 认为 : 蛇 岛 “ 晶 蛇 ”与 赣 蛇 不 是 同一 个 种 ， 在 蛇毒 蛋 自 电 冰 特 点 上 是 有 依据 

的 。 并 提出 晶 蛇 中 介 亚 种 与 蜡 蛇 乌 苏 里 、 短 尾 及 目 本 三 个 亚 种 间 的 关系 也 有 进一步 探讨 

的 必要 。 

2。 蛇 毒 蛋白 的 免疫 扩散 电泳 

作者 与 中 国 科学 院 上 海 生 物化 学 研究 所 及 上 海 生理 研究 所 的 同事 们 用 我 国 各 地 蜡 屹 

及 目 本 蜡 蛇 毒 ， 分 别 与 浙江 产 短 尾 亚 种 蜡 蛇 毒 抗 血清 及 日 本 晶 蛇 毒 抗 血清 做 免疫 扩散 电 

泳 比 较 ( 图 版 工 ) 。 各 组 沉淀 弧 线 数目 及 位 置 的 异同 ,可 以 反映 出 各 地 晶 蛇 毒 抗 原 的 异同 。 

ie ke UW AE TRE AA CAR. a.b.d.i.g) . te “Wake” & “Se 

ie’ (ART, eR ec) SENARHENEE. EMEA “Sale” Cai i.c) 

5 “Aja” (tes yet, Am1.f) 虽 同 产 一 地 ， 其 抗原 差别 显著 ;前 者 却 与 地 

理 相 距 甚 远 的 蛇 岛 “ 蜡 蛇 2” (Ai oe) 的 抗原 相近 。 

由 此 可 见 ， 蛇 岛 “ 晶 蛇 ” 与 “ 黑 层 晶 蛇 ”的 亲缘 关系 相近 ， 而 它们 与 蜡 蛇 各 亚 种 的 

亲缘 关系 较 远 。 

3。 蛇毒 毒 力 测 定 与 中 和 试验 

作者 与 本 研究 室 同事 测定 了 几 种 虹 蛇 毒 的 毒 力 ， 并 以 上 海 生 物 制品 研究 所 出 品 的 精 

制 蜡 蛇毒 抗 血清 测定 了 它 对 几 种 电 蛇 毒 的 中 和 效 价 〈 赵 尔 密 等 ，1979b) 

毒 力 测定 的 结果 〈 表 5 ) 表明 : 蛇 岛 “ 晶 蛇 ”与 “ 黑 眉 晶 蛇 ”的 毒 力 基本 一 致 ，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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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AA WI YHEAM Se ChORARIEEH, BR/AT) 

Ht if 种 x | LD» 
Wwe Fa FA AE CHIL) | 0.49 

Iie ERA Ke A “SJB” ) 0.33 

ie, <a he” | 0.8 

Bhi A CABJe i he” | 0.83 

he Fo Fe We ASS op BD eg ao ET BG EE TA) A 22 EE Xo 

中 和 试验 的 结果 〈 表 6 ) AHA, May “CWE” Sj CTR wee” AHA A} Be, 

AO AAW PAK 
血清 。 ATMA 1G Fe TE ALA 1 ST 

ie 毒 i 类 | 中 和 效 价 (毫克 ) 
Wee = Fa FBI AE CHIL) 4 

iy SRNL GTA “AIA” ) | au 
Mie ”中介 亚 种 (新 疆 尼 勒 克 ) | <2.6 

Ite by He hte” aula 

hi A “Ba we ie” 5.1 

晶 蛇 三 个 亚 种 的 中 和 效 价 虽 有 差别 〈 特 别 是 中 介 亚 种 差别 较 大 ) , (HE TS te ey “We 

te” We ORB ewe te” 之 间 的 差别 是 明确 的 。 至 于 中 介 亚 种 的 差别 ， 似 乎 与 蛇毒 蛋 自 电 六 

的 结果 一 梓 ， 可 以 考虑 进一步 探讨 它 与 蜡 蛇 其 它 亚 种 的 关系 。 

4。 蛇 毒 的 毒性 比较 

作者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上 海 生 理 研 究 所 及 上 海 生 物化 学 研究 所 的 同事 还 做 了 我 国 各 地 及 

oS etapa Gee latinte 

结果 表明 : 小 自 鼠 因 晶 蛇 短 尾 亚 种 、 乌 苏 里 亚 种 及 中 介 亚 种 蛇毒 实验 中 毒 ， 神 

A PRR EH IER. HE A AS We PPL ER 

“Hewe” Mm MIA” eas, WHE, THERA, MRR AEB 

FEA HE We A AS I ap te Be BS BS A Ja EE SK AI RED LIK, Jy he ay 

We” 及 “ 黑 眉 蜡 蛇 2 者 有 显著 的 不 同 。 

综 工 所 述 ， 蛇 毒 毒 力 、 中 和 试验 、 毒 性 试验 、 蛇 毒 蛋 白 的 聚 丙 烯 酰 胺 凝 胶 电 访 图 谱 

及 免疫 扩散 电泳 图 ， 都 支持 形态 分 类 关于 蛇 岛 “ 蜡 蛇 2》 及 “ 黑 幅 蜡 蛇 ”的 亲缘 关系 相 

a mes k We ME Ze AAS TO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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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蛇 岛 量 新 种 记述 及 种 下 分 类 

形态 分 类 与 实验 方法 ， 都 说 明 蛇 岛 “ 蜡 蛇 2 及 “ 黑 眉 蜡 蛇 ?是 与 蜡 蛇 划分 清楚 的 、 蜡 

属 中 的 一 个 新 种 。 作 者 (1979) Sethe BAe age, DLO IER, ALM Bl 

模 ， 并 详细 描述 如 下 。 模 式 标本 保存 于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ae eS ”新 种 dg1zsirodoz shedaoensis Zhao, sp, n, 

鉴别 特征 中 段 背 鲜 23 行 ， 腹 鳞 149 -= 170 〈 平 均 157。4) 3 尾 下 鳞 32- 48 (平均 

41.4) Ys BL EBUMAAMRs 背面 具 一 列 暗 褐色 “X7” 形 班 。 
i # CIB79I0005，o，1979 年 6 月 19 上 日 ， 辽 宁 旅 顺 港 西北 24 海 里 蛇 岛 ， 

海拔 215 米 以 下 。 吻 钱 宽 大 于 高 ， 略 旦 梯形， 从 背面 仅 可 见 其 上 缘 ， 有 鼻 间 鳞 宽大 于 长 ,外 
Je > SUK Sian 、 Si Se 1 aaa =I 和 Ria Pp 

MEE 72 MS ER OUEs HMB AS ASAI fa, INRZUL EBs SBI, KE 

KF WAS ii, BAFIGHAs: WAS RG, HSN SAILS BBs HE Ewe) 

Sek: BOK, WeEKA ee SIJLSEAR, FOF ES eAW PR: 

EGE 1, IGBTs Hen 2, Zk, HEBE2, HEP BELs BaTSePRBET Ps BP 

ie 1 BZ: WRG Re), AH EGE 3 tik, Aaa), BISA 

Ws Fetes, BM bhi RA iS AAG, ORR A BABS Pa, = 

Mis PATRIERT ET . PS IRIE PH, AWE P SETHI, SAA ees 下 

EB Sll, B—-MK, LMA ZHI, B-BOKSM—-W—-W A ADs Mle 

\, Klaine, TRARAB WP Sal; Mab Awe), BU AER 6 4T. Ht 

23-23=-17 行 ， 两 侧 最 外 行 平滑 外 ， 其 余 均 明显 起 棱 ， 腹 钱 153， 肛 鲜 完 整 ， 尾 下 鲜 41 

对 。 

全 长 760 蕊 米 ， 尾 长 118 毫 米 。 

背面 灰 褐 色 ， 有 26+ 8 个 横 跨 体 尾 背面 的 上 暗 褐色 “X” 形 斑 ; 体 侧 有 1 一 2 列 瞳 褐色 

AK BBE: 腹面 浅 褐 ,密布 瞳 褐色 细 点 。 头 尼 灰 神 ， 散 有 粗大 瞳 宰 色 斑 , 眼 后 斜 回 口角 有 

—2 ER CGB) . Fie 3 枚 较 天 标 鳞 的 上 半 及 其 相 邻 一 行 里 鳞 的 下 半 ， 黑 眉 下 缘 略 

BRK. QURAN BA: 3 ROR PER EER, WW ee 

靠近 鲜 沟 处 较为 密集 。 

配 模 CIB 7910031， 哇 ， 与 正 模 同 时 则 地 采 到 。 眶 前 鲜 下 枚 罕 ! 下 层 鲜 左 12 右 

13， 仅 前 三 枚 切 闫 片 。 腹 鲜 162， 尾 下 鳞 38 对 ,前 三 枚 完整 。 全 长 710 毫 米 , 尾 长 83 训 米 。 
副 模 22oo (CIB 625111, 7910001- 2. 7910006, 7910012,7910014—15, 

7910017 — 18,7910020 — 26,7910028 — 30,7910032— 33,7910037) ,122 2 (CIB 639211 

— 12,7910003 — 4,7910007 — 9,7910013,7910019, 7910027, 7910033- 36), 24) (CIB 

79I0010- 11) 。1957- 1979， 与 正 模 同 地 采 到 ，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与 大 连 上 自然 博物 馆 联合 

种 下 分 类 问题 ”东北 大 陆 产 “ 黑 眉 蜡 蛇 2 在 形态 上 与 蛇毒 的 某 些 生化 特性 及 毒性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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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S, BHHENSeARn—H. (HOFERMRLREBRAB Ae 

il, SRVCNIALMWELARORAN, Alt, BARAK “MIB” ARS 

HEA —-MIL AH. MEAGRE AIL A, TPR ENP 

eS ”指名 亚 种 4gfzslirodoz shedaoensis shedaoensis Zhao, ssp, n, 

鉴别 特征 REBeeIoRe, LERBEAAELER RI Om HERA 

(AmV-1; 眶 后 鲜 常 为 2 枚 ， 眶 下 乌 基本 上 位 于 眼下 方 ; 背面 都 是 “X2” 形 斑 。 

模式 标本 ”与 种 的 模式 标本 同 。 

MBDA “辽宁 旅顺 附近 蛇 岛 。 

生物 学 资料 多 潜伏 于 灌 丛 下、 枯草 边 、 石 板 下 或 春 颖 中 ， 或 栖 于 栾 树 、 小 时 朴 、 

黄 榆 、 叶 底 珠 、 胡 枝子 等 树干 上 等 候 捕 食 。 食 物 对 象 以 小 型 鸟 类 为 主 ， 偶 亦 发 现 吃 褐 家 

bls 幼 蛇 吃 昌 具 、 鼠 妇 等 节 胶 动物 。 每 年 十 一 月 到 翌年 四 月 潜伏 于 深 赣 的 岩洞 中 冬 眼 ; 

MAH: 五 月 前 后 大 量 捕食 ， 形 成 活动 高 峰 ， 七 月 前 后 ， 可 能 由 于 岛 上 食物 缺乏 ， 

潜伏 于 石板 下 或 乱 石 缝 中， 处 于 孝 伏 状态 〈 夏 眼 ) ， 力 至 十 月 前 后 又 大 量 采 食 ， 形 成 第 

二 个 活动 高 峰 。 在 活动 季节 ， 每 天 5 -10 时 与 15- 19 时 有 两 个 活动 高 峰 。 季 节 活 动 与 昼 

夜 活 动 的 高 峰 ， 都 与 主要 食物 对 象 鸟 类 的 大 量 出 现 相应 。 八 至 十 月 上 旬 均 见 到 交配 ， 八 

ILA Stee 2 = 7 条 。 初 生 仔 蛇 全 长 255- 292 毫 米 。 大 约 全 长 达到 600 毫米 时 性 成 

熟 。 成 年 雄性 全 长 600 - 802 毫 米 ， 只 性 全 长 612 - 990K, WTA BSA (1976) 

对 蛇 马 昌 的 目 然 生 态 有 较 详 细 的 报导 。 

beets ABR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continentalis Zhao, ssp, n, 

鉴别 特征 IRB MeeWoK, bLBRmeaM 4 LIS & CamV- 2) ;有 眶 后 

ier JIM, HEPES SU. MITRE DR PAs 背面 一 部 分 “X72” 形 斑 常 断 离 

为 横 斑 。 

模式 标本 TE Bic" (CIB 785504，1978 年 9 月 1-15 日 ,吉林 盘 石 , 江 耀 明 、 

吴 贯 夫 采 ) ， 配 模 ? (CIB 785517， 采 集 卓 期 及 地 点 与 正 模 同 ) ， 副 模 〈40 只 吕 :CIB 

785459— 78, 785480, 785482. 785494—-99, 785503, 785506-14, 785516, 785518, 

1622; CIB 785479. 785481, 785483-91. 785500-02, 785505, 785515, 30 4; 

CIB 785492-93, 785519- 46, KSA MHS IE BM IAs 5 oo: CIB 7910087- 

90. 7910126, 529; CIB 7910091-95, 2 44, CIB 7910096-97; 1979428 12-17 

A, TEMA Ai, SHES. RIL. RBs 12: CIB 795048, 1978429 19 

上 日， 辽宁 新 金 老 幅 山 ， 韩 全 忠 采 ) 。 

MES FEL: 哈尔滨 、 佳 木 斯 、 尚 志 “一 面 坡 、 幅 儿 了 出) 、 阿 城 〈 玉 泉 ) 、 

SUAWis Bika: AA. EH. Hae. HA. ew (lew); We: MSE. 

W. 22. oe. Tihs 内 蒙古 自治区， WR. AURA A CEES) > aR: 

南 县 。 

生物 学 资料 多 栖 于 山区 岩石 地 带 ， 常 发 现 于 石 颖 中 。 四 、 五 月 及 九 、 十 月 大 量 发 

Dh, init. Wa Ss OAc. 9 月 8 目 至 26 日 观察 到 产 仔 者 干 例 ， 产 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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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3- 7。 初生 仔 蛇 全 长 198- 238 4215.1) BK, SHANI 横 班 ， 通 

达 尾 末 。 

五 、 蛇 岛 昌 在 蛇 岛 上 起 源 问题 的 探讨 

蛇 岛 蜡 曾 长 期 被 鉴定 为 蜡 蛇 中 介 亚 种 。 虽 然 某 些 作 者 也 看 出 它 在 体型 、 大 小 、 色 
斑 、 鳞 被 、 枉 息 及 活动 习性 、 食 性 、 繁 殖 等 方面 与 蜡 蛇 有 所 不 同 ， 但 往往 以 这 是 蛇 龟 上 
的 电 蛇 “长 期 适应 蛇 岛 多 鸟 环 境 的 结果 ”( 伍 律 ，1977)， 或 者 说 是 蜡 蛇 < 在 蛇 岛 这 个 特定 
环境 中 ， 内 外 因素 的 综合 作用 下 ， 长 期 历史 发 展 的 结果 ” 〈 辽 宁 省 蛇 岛 考察 队 ，1976， 
16 页 ) 来 解释 。 本 文 虽然 论证 了 蛇 岛 蜡 是 与 蜡 蛇 划分 清楚 的 、 晶 属 中 的 一 个 新 种 ， 而 关 
于 蛇 岛 蜡 在 蛇 岛 上 的 起 源 ， 仍 旧 是 一 个 有 探讨 价值 的 问题 。 作 为 处 于 蕃 衍 状态 下 的 一 个 
第 牺 种 ， 肯 定 它 必然 与 其 生存 条 件 非 常 适应 。 但 是 ， 蛇 岛 蜡 是 不 是 就 是 蜡 蛇 〈 假 定 它 是 
蜡 属 中 的 一 个 更 为 古老 的 种 ) 适应 蛇 岛 这 一 特殊 环境 而 形成 的 呢 ? 
1。 蛇 岛 的 形成 及 蛇 岛 疙 起 源 的 一 种 看 法 

re CHR V - 3) 面积 0.62 平 方 公里 ， 基 本 上 是 西南 高 、 东 北 低 的 一 座 小 山 ， 最 
高 点 海拔 2146.9 米 , 距 天 陆 最 近 的 双 岛 湾 仅 7 海里 。 岛 上 的 岩层 属 震 旦 纪 钓 鱼 台 统 ， 与 附 
近 地 区 及 和 辽东 半岛 、 山 东 半 岛 均 属 同一 岩层 ， 是 10 亿 年 前 的 浅海 沉积 物 ， 在 6 亿 年 前 震 
BAR LA ARM. HEREIN. ASSAM AB 
马 拉 雅 造山 运动 高 潮 的 影响 ， 在 西部 发 生 与 华夏 向 相 平 行 的 辽河 大 断裂 ， 在 东部 发 生 了 
与 鸭绿江 方向 相同 的 断裂 ， 二 者 在 辽东 半岛 南端 相 会 ， 造 成 渤海 与 黄海 的 下 陷 ， 出 现 了 
辽东 半岛 现在 的 轮廓 ， 而 蛇 岛 及 其 附近 的 海 猫 岛 、 朱 岛 等 ， 均 因此 断裂 构造 作用 沉降 而 
与 大 陆 隔 离 〈 周 信 学 ，1980) 。 由 此 ， 产 生 关 于 蛇 岛 上 蛇 岛 晶 起 源 的 一 种 看 法 是 ， 当 晚 
第 三 纪 中 新 世 后 期 ， 蛇 岛 脱 离 大 陆 形成 岛屿 时 ， 残 留 在 岛 上 的 蜡 蛇 处 于 蛇 岛 的 特殊 条 件 
下 ， 通 过 长 期 的 适应 ， 独 立 演化 成 目前 的 蛇 岛 蜡 。 
2。 必 须 克 服 的 几 个 难点 

同意 蛇 岛 蜡 是 由 原 有 的 蜡 蛇 在 蛇 岛 的 特殊 条 件 下 孤立 演化 形成 的 论点 ， 首 先 必须 肯 
定 蜡 蛇 的 十 老 性 ， 也 就 是 说 ， 要 证 实 晶 蛇 在 蛇 岛 形成 以 前 就 已 存在 于 胶 辽 十 陆 上 ， 才 有 
可 能 。 毒 蛇 的 化 石 最 早 发 现 于 中 新 世 ， 尚 未 见报 导 在 此 以 前 者 〈Romer，1956，1966; 
Swinton, 1965; Klauber, 1972) 。 但 毒蛇 的 出 现 应 当 在 中 新 世 以 前 也 是 可 以 理解 

的 。 接 照 Brattstrom (1964) WIL, MPA AMA ERAT, 晶 属 是 其 中 较 
原始 、 适 应 温带 环境 的 一 支 ， 大 概 在 始 新 世 或 古 新 世 即 已 形成 ， 并 且 ， 当 中 新 世 之 际 就 
已 分 布 于 胶 辽 吉 陆 。 而 且 ， 晶 蛇 又 是 晶 属 中 的 原始 种 类 《〈 同 上 引证 》。 所 以 ， 蛇 岛 形成 
前 ， 胶 辽 吉 陆 上 就 有 蜡 蛇 的 可 能 性， 似乎 是 存在 的 。 但 作者 对 于 蜡 亚 科 在 晚 自 垩 纪 就 已 
出 现 的 论断 ， 是 有 怀疑 的 。 舍 此 不 论 ， 至 少 还 必须 克服 以 下 几 个 难点 。 

(1 ) 蛇 岛 必 须 与 大 陆 长 期 保持 隔绝 状态 ， 才 有 利于 蛇 岛 上 电 蛇 的 孤立 演化 。 在 第 四 
纪 的 全 球 性 大 冰期 中 ， 我 国 也 不 例外 ， 有 冰期 和 间 冰 期 ， 根 据 全 国 各 地 资料 分 析 ， 至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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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三 或 四 次 亚 冰期 〈 李 四 光 遗 著 ，1972) . WERWAURAMARA AC. UKM 

高 海拔 及 高 纬度 地 区 积蓄 大 量 冰雪 ， 影 响 海 水 的 补给 量 远 小 于 葵 发 量 ， 出 现 海 退 。 比 

如 。 最 后 一 次 大 理 亚 冰期 就 发 生 过 三 次 大 的 海 退 ， 其 中 最 大 的 一 次 海 退 发 生 在 距 今 两 万 

年 ， 当 时 海面 下 降 140 米 ;而 目前 黄海 平均 水 深 才 60 - 80 米 ， 最 深 处 朝鲜 济州 岛 北 侧 也 仅 
103 米 .所 以 ， 海 退 期 间 ， 黄 渤海 都 变 为 “桑田 ”一 -黄海 平原 ， 蛇 岛 自然 与 大 陆 联 成 一 

片 。 间 冰期 时 ， 气 候 转 暖 ， 冰 雪 消 融 ， 发 生 海 进 ， 黄 海平 原 又 变 为 沧海 ， 蛇 岛 又 再 次 孤 

立 于 渤海 之 中 。 如 些 ， 蛇 岛 于 晚 第 三 纪 中 新 世 后 期 形成 之 后 ， 曾 多 次 与 大 陆 发 生 联 系 

(图 3) ， 并 非 长 期 保持 隔绝 状态 。 蛇 岛 最 后 一 次 孤立 于 渤海 之 中 ， 距 今 大概 只 有 一 万 

五 千年 左右 。 
(2 ) 与 蛇 岛 相距 仅 6 海里 的 瀚海 中 有 另 

一 较 小 的 海岛 ， 其 上 多 海 网 ， 当 地 渔民 下 海 
猫 ， 因 被 称 为 海 猫 岛 或 猫 岛 ， 其 地 层 构造 及 
形成 时 间 与 蛇 岛 一 臻 〈 周 信 学 ，1980) 。 辽 
宇 省 蛇 岛 考察 队 曾 在 猫 岛 上 采 到 过 晶 蛇 短 尾 
亚 种 ， 作 者 曾 亲 见 该 标本 ， 并 拍照 请 。1978 

年 6 月 7 目 ， 作 者 登 猫 岛 考察 ， 亦 采 到 蜡 蛇 
短 尾 亚 种 雄性 标示 1 号 〈 图 版 了 -= 4) » 38 
岛 上 两 号 蜡 蛇 得 尾 亚 种 标本 与 我 国 大 陆 产 者 
se HS LIE ROE Oli 
岛 面积 极 小 ，1 - 2 小 时 即 可 踏 遍 全 岛 ) ， 
蛇 岛 上 也 从 没有 采 到 过 蜡 蛇 短 尾 亚 种 “〈 至 少 

从 三 十 年 代 初 以 来 ， 陆 续 组 织 过 多 次 考察 及 
LA, RENE SSeS LG 
条 ) 。 两 岛 相距 如 此 之 近 ， 自 然 条件 并 无 大 
的 差别 ， 形 成 时 间 也 一 致 ， 为 什么 却 有 进 然 

不 同 的 两 种 蛇 呢 ? 如 果 说 ， 蛇 岛 蜡 是 由 原 有 
KETENE RUE PILI LIER, EBA, 
蛇 在 犹 岛 上 为 什么 又 没有 发 生变 化 ， 比 如 演 
化 成 妮 岛 蜡 或 其 它 呢 ? 

(3 ) 接 照 前 述 论点 ， 匹 其 无 法 解释 的 

图 3。 庐 山 冰期 东亚 海陆 分 布 略 图 是， 为 什么 东北 大 陆 上 广泛 分 布 着 大 量 的 、 
(ke, EA) Sit SM eRe AGE “Sawa” ve? 

3。 一 种 可 能 的 解释 
基于 各 方面 的 情况 ， 结 合 上 述 难点 考虑 ， 蛇 岛 量 在 蛇 昌 上 起 源 问 题 的 较为 合理 的 解 

释 可 能 如 次 ， 晶 蛇 与 蛇 岛 蜡 是 蜡 属 中 同 域 分 布 的 两 个 种 。 蛇 岛 蜡 分 布 于 东北 问 南 经 辽东 

半岛 、 越 黄海 平原 到 山东 半岛 南部 〈 胶 南 ) ， 蜡 蛇 短 尾 亚 种 则 目 华 中 、 华 东 癌 北 经 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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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 到 朝鲜 羊 岛 及 辽宁 南部 。 在 第 三 纪 中 新 世 以 后 ， 很 可 能 在 第 四 纪 的 某 次 海 进 时 被 分 

别 孤 立 在 蛇 岛 和 猫 岛 上 。 蛇 岛 面积 稍 大 ， 植 被 较 戊 盛 ， 候 鸟 停 惑 较 多 ， 加 以 岛 上 岩 阶 其 

多 ， 因 而 蛇 岛 晶 的 食物 丰富 、 隐 项 及 越冬 场所 也 多 ， 繁 衍 迅 速 ， 有 利于 演化 发 展 ， 形 成 

蛇 岛 晶 的 “王国 >。 猫 岛 海 拔 仅 100 米 左右 ,脱离 大 陆 时 沉降 于 海面 之 下 ( 周 信 学 ，1980)， 

王后 才 逐 渐 上 升 ， 露 出 海面 。 昌 蛇 短 尾 亚 种 孤立 于 犹 岛 上 的 时 间 可 能 要 晚 一 些 ， 即 应 当 

在 猫 岛 上 升 到 露出 海面 以 后 的 某 次 海 进 时 ， 加 以 该 岛 面 积 较 小 ， 目 然 条 件 比较 单纯 ， 因 

而 孤立 于 岛 上 的 蜡 蛇 短 尾 亚 种 繁衍 不 块 ， 也 没有 发 生 明 显 的 变化 。 

摘 要 

LES EWE BIC, KHOR SEH, AKIRA. EAR aS 
Ze, HMC T CRE. MMB Tare 

2, SHUM ICAO EOI, EP RK, BAIWES HMR, WE 
HERI, MRA SRAKPICS EW BCR AICI A 

3. OMT AEE Ge AWE Re TP HR 
A.A. ROR. WR, EE SHARE AR, HEME 

蛇 岛 上 的 起 源 问 题 作 了 初步 讨论 。 

BY 谢 

本 文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 得 到 以 下 单位 和 个 人 的 天 力 支 持 与 热忱 协助 ， 遵 在 此 敬 致 吏 

心 的 谢意 ! 

承 辽 宁 省 蛇 鸟 考察 队 协 助 1978 年 两 次 登 蛇 岛 考察 ， 承 大 连 自然 博 物 馆 协 助 1979 年 登 

We, Ae BE 

承 辽 宁 大 学 生物 系 、 辽 宁 师 范 学 院 生 物 系 、 大 连 自 然 博物 馆 、 吉 林 师 范 大 学 生物 

系 、 吉 林 省 中 医 中 药 研究 所 、 延 边 医 学 院 、 哈 尔 滨 师范 学 院 生 物 系 、 黑 龙 江 省 博物 馆 、 

Ha SA AE NE rks 

承 大 连 目 然 博 物 馆 周 信 学 同志 提供 资料 、 韩 全 中 同志 赠与 新 金 老 帽 山 标 本 ， 辽 宁 师 

范 学 院 黄 亲朋 同志 借用 资料 ， 吉 林 省 中 医 中 药 研 究 所 严 仲 凯 同 志 借 用 长 自 山 标本 ， 浙 江 

博物 馆 奈 春 抹 同 志 提 供 集 安 标 本 数据 ; 

承 大 连 自 然 博 物 馆 黄 康 彩 同志 、 本 研究 室 江 耀 明 、 吴 贯 夫 、 李 胜 全 、 赵 立宪 同志 参 

加 野外 工作 ， 吉 林 盘 石 县 官 马 供销 社 协 助 收 购 标本 ， 承 本 研究 室 江 耀 明 、 翰 庆 云 、 胡 其 

雄 、 赵 立 完 、 余 平等 同志 协助 整理 及 量度 标本 : 

承 本 研究 室 玉 宜生 同志 绘制 图 表 ， 有 承 四 川 医学 院 困 帝 成 同志 、 上 上 海 自 然 博物 馆 宗 志 

新 则 志 担 摄 部 分 标本 照片 ， 承 本 所 吕 荣 森 、 毕 建 平 同志 拍摄 幻灯 片 ; 

承 中 国人 民 解 放 军 交 军 旅顺 基地 、 陆 军 201 医 院 、 北 京 动物 园 、 哈 尔 滨 医科 大 学 、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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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市 卫生 局 、 承 德 市 科 委 、 赤 峰 市 科 委 等 单位 在 工作 中 提供 方便 ; 

承 四 川 医学 院 徐福 均 教 授 审 阅 文 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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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OU 
周 信 学 

(大 连 自 然 博物 馆 ) 

雄伟 壮丽 的 蛇 岛 屹立 在 蔚 兰 的 海洋 之 中 ， 是 处 在 辽东 半岛 尖端 处 的 一 个 大 陆 型 海 
岛 。 从 高 室 乌 有 敬 该 岛 ， 沟 谷 交错 ， 悬 崖 峭壁 ， 草 木 从 生 。 成 群 的 海鸥 迎 着 朝霞 展翅 飞 
朝 ， 是 闻名 国内 外 的 蛇 岛 蜡 王 国 。 

HER, MBE US. IDE, CLF ARA120° ~128°58’ , JE 2538°58’ ~ 38°56’, 

距 旅 顺 双 岛 湾 最 近 处 为 7 涅 ,东南 距 老 铁 山 角 约 20 涅 。 离 蛇 岛 15 涅 的 东北 方向 有 朱 岛 和 
湖 平 岛 ， 向 南 6 海里 远 与 海 猫 岛 隔 海 相 望 ,这 些 岛屿 恰 与 辽东 半岛 北端 形成 弧 形 分 布 。 岛 
自 西北 向 东南 延伸 , 轮 廊 略 似乎 形 四 边 形 。 岛 长 1425 米 , 宽 730 米 ,总 面积 0。62 平 方 公里 。 
最 高 峰 在 岛 的 西南 角 ， 海 拔 216.9 米 。 是 一 个 无 人 居住 的 荒 岛 。 

岛 上 地 层 为 震 是 纪 钓 鱼 台 统 的 自 色 石 英 岩 ， 灰 自 色 、 灰 黑色 石英 砂岩 和 棕 红 色 砂 砾 
岩 等 组 成 。 综 观 全 岛 地 层 成 北 东 倾斜 ， 为 单 斜 构造 。 岩 层 的 产 状 较 平缓 ， 一 般 在 10" 以 
下 。 畴 层 的 单 层 厚 度 由 数 十 厘米 至 1 米 不 等 ， 中 下 部 岩层 节理 较为 发 育 , 脉 岩 只 见 到 有 厚 
5 ~20 厘 米 沿 层 侵入 的 石英 脉 及 厚 约 50 厘 米 的 辉 绿 岩 脉 各 一 条 。 在 岛 的 主峰 处 分 布 着 坚 
硬 而 不 易 风 化 的 石英 着; 中 部 的 沟谷 地 带 分 布 着 石英 砂岩 石英 云母 片 岩 、 砂 质 粘土 板 岩 
等 ;下 部 为 砂岩 、 砾 岩 组 成 似 复 理 石 构造 。 岛 上 中 至 粗 粒 石英 砂岩 分 布 较 广 ， 胶 结 不 其 
坚硬 上 且 节 理发 育 。 另 外 岛 上 岩石 因 坡 谷 斜 峻 ， 长 期 受 风 吹 日 枉 ， 雨 水 冲 蚀 ， 风 化 严重 ， 
裂 颖 较 多 ， 形 成 天 然 洞 穴 ， 适 于 贰 水 ， 也 有 利于 蛇 岛 蜡 栖 息 。 一 般 说 来 ， 在 岛 的 底部 沟 
谷地 带 挖 井 深 工 米 左右 即 可 见 水 ， 这 充分 证 明 土 壤 潮 湿 与 岛 上 的 地 下 水 位 深度 有 着 密切 
关系 。 

蛇 岛 为 一 单 面 山 型 。 岛 的 南西 、 西 、 西 北面 为 悬崖 哨 壁 ， 难 以 攀登 ， 南 东 、 东 、 东 
北面 为 所 向 方向 的 沟谷 斜坡 。 由 于 岛 面 流水 冲 蚀 速度 小 于 沿岸 海蚀 速度 而 形成 了 六 条 典 
型 的 悬 冲 沟 谷 。 沟 谷 坡度 小 于 10"， 上 部 一 般 在 20"* 左 右 。 环 岛 为 10 至 100 米 左右 陡 崖 组 
成 的 岩 岸 ， 仅 在 岛 的 东南 和 角 有 长 约 50 米 、 宽 7 米 外 石 滩 可 做 为 小 型 帆船 停泊 候 风 和 人 们 
Shh. ASSAM WISI, WK. BESTT RR, CRE 
岛 的 东北 面 最 为 典型 ， 这 也 说 明 地 区 性 季风 、 海 浪 和 地 壳 升 降 对 蛇 岛 地 瑶 的 影响 和 作用 
力 强 弱 的 差异 结果 所 致 。 

现在 高 潮 线 以 上 至 100 米 高 处 的 岩石 上 ， 海 浸 现象 的 痕迹 到 处 可 见 ， 说 明 蛇 岛 与 大 
陆 断 离 时 岛 的 面积 较 现 在 为 小 ， 高 度 也 没有 现在 高 。 

根据 考察 ， 蛇 岛 、 海 猫 岛 、 朱 岛 和 湖 平 岛 等 岛 的 地 层 岩 性 均 和 旅顺 地 区 的 地 层 岩 性 
相同 ， 同 属 震 旦 纪 钓 鱼 台 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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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 岛 离开 大 陆 的 时 代 可 能 是 距 今 三 和 于 五 自 万 年 的 第 三 纪 中 新 世 后 期 ， 由 于 喜马拉雅 

造 耳 运动 高 潮 时 ， 在 西部 发 生 了 与 华夏 向 相 平 行 的 大 断裂 即 辽 河 天 断 丙 ， 在 东部 则 发 生 

了 与 鸭绿江 方向 相同 的 断裂 ， 它 们 又 都 在 旅 天 半岛 南端 相 会 ， 造 成 了 渤海 与 瘟 海 的 下 

陷 ， 旦 现 了 辽东 羊 岛 现 在 的 轮廓。 而 从 老 铁 而 至 双 岛 之 间 发 育 的 三 角形 断面 山 来 看 ， 就 

有 力 地 说 明 老 铁 山 至 双 岛 为 一 大 正 断 层 断 裂 带 方向 ， 其 中 海 猫 岛 、 朱 岛 和 屹 岛 等 均 因 此 

断裂 构造 作用 议 降 而 与 大 陆 隔 离 ， 形 成 了 大 天 小 小 的 龟 屿 。 屁 岛 的 高 度 为 海拔 216。9 

米 ， 在 海拔 100 米 左右 的 大 石上 到 处 可 见 海蚀 现象 。 海 狂 岛 的 高 度 在 海拔 100 米 左右 ， 朱 

怠 和 湖 平 岛 还 不 到 100 米 ， 相 当 于 旅顺 地 区 洛 是 二 级 诲 蚀 阶 地 的 高 度 。 这 说 明海 猫 岛 、 

朱 岛 和 湖 平 岛 等 岛屿 在 离开 天 陆 的 当时 已 沉降 在 海平 面 以 下 ， 司 来 又 随 着 天 陆 的 上 升 而 

上 升 成 今天 的 海 猫 岛 、 朱 岛 和 湖 平 岛 等 岛屿 。 只 有 屁 岛 始终 屹立 在 美丽 富 侥 的 渤海 之 

中 。 

图 版 1 各 地 昌 蛇 背面 斑纹 的 基本 类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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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onomic study of pit viper of Shedao(Snake Island), by morphological 

and experimental methods and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Snake-Island pit-viper on Shedao By Zhao Er-mi 

A general geological survey of Shedao ( Snake Island ), Liaoning Province 

By Zhou Xin-xue 

TPAOCOIN OM IG SUID OR Ie WII Ole Siala Duet) SIN INIA IS, 

WSIEAUN ID) 5 TEE WOIRIEIKOIIOG ICE. JAINUD) 1d Ces Je MUS IN WAIL, 

MIS MAODS ZAINID ZX IARI UMONLRe DISCUSSION ON, Wai, 

ORIGCING OP ISN AKGH=1SEAND 加 下 全 NE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i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pit viper of Shedao 

in detail, The snake provesto be 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Agkistrodon 

according to its morphology ,ecology and zoogeography, It is not Agkistrodon 

halys (Pallas) as identified formerly, 

Experimental data of venoms by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immunodiffusion electrophoresis, virulence test and neutralization test, 

and venomous properties, support the point that the pit viper of Shedao 

is not Pallas’ pit viper in morphological taxonomy, 

A detail description of Snake-Island pit-viper and its infraspecific 

categories is given, 

The origin of Snake-Island pit-viper on the basis of zoogeogra- 

phy, palaeotology, geology, palaeogeography and palaeoclimatology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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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By WE A ey AE AS OE 
ow A RRB 

《中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生态 差异 是 种 间 差 别 的 特征 之 一 。Mayr 等 〈1953， 中 译本 89 页 ) 指出 :划分 清楚 

的 种 通常 具有 几 方 面 特征 ，(1) 形态 差异 和 生理 差异 ，(2) 生殖 隔离 ，(3) 生态 差异 。 如 

果 分 类 学 家 在 这 三 方面 都 取得 准确 资料 ， 就 不 难于 决定 是 否 应 将 某 一 种 群 确定 为 种 。? 

作者 之 一 认为 “ 蛇 岛 所 产 蜡 属 蛇 类 不 是 晶 蛇 ， 应 是 本 属 中 的 一 个 新 种 ”， 并 订 名 为 

蛇 岛 蜡 ( 赵 尔 疾 ，1979)。 在 进一步 研究 后 ， 更 明确 地 提出 蛇 岛 蜡 “ 无 论 在 栖息 环境 、 活 动 

规律 、 食 物 及 摄食 方式 .繁殖 习性 等 各 方面 ， 都 与 蜡 蛇 有 明显 的 差别 ”( 赵 尔 密 ，1980)。 

本 文 将 作者 等 野外 工作 及 室内 观察 积累 的 关于 蛇 岛 虹 与 蜡 蛇 的 生态 学 资料 ， 进 行 系 

统 整理 ， 并 结合 文献 资料 ， 将 二 者 加 以 对 比 ， 目 的 在 于 冰 明 它们 确 是 昌 属 中 划分 清楚 的 

两 个 不 同 的 种 。 

由 于 过 去 长 期 以 来 将 蛇 岛 蜡 鉴 定 为 日 蛇 ， 一 些 文 章 往往 把 二 者 的 生态 学 资料 混 为 一 

谈 ， 查 阅 时 ， 应 注意 将 其 分 开 。 本 文 对 于 两 个 种 的 不 同 亚 种 的 生态 学 资料 亦 尽 量 予 以 分 

别 叙 述 。 

一 、 栖 息 环境 

晶 蛇 短 尾 亚 种 分 布 于 秦岭 以 南 、 北 纬 25 - 26 度 以 北 ， 西 冶 四 川 及 贵州 ， 东 达 东 南 沿 

海 及 台湾 省 ;在 东部 ， 北 限 可 达 北 纬 42 度 左右 。 它 们 多 生活 于 平原 、 丘 陵 或 低 由 的 农业 

区 ， 麦 地 、 稻 田 、 番 薯 地、 沟渠 旁 、 路 边 、 石 堆 、 灌 从 、 坟 上 山 、 村 舍 附 近 、 甚 至 园林 等 

处 ， 都 可 发 现 其 踪迹 。 晶 蛇 中 介 亚 种 分 布 于 昆仑 山 -秦岭 一 线 以 北 ， 大 兴安 岭 - 太行山 

脉 以 西 ， 多 生活 于 匾 并 或 半 匾 漠 草 原 的 低 山 或 丘陵 的 石 堆 、 岩 隙 间 。 

AMIE BH: 1980423 9 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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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食 性 

HME) PERE AD, BZ IER. SS. HL REL UBER fa. Jem, B= 
SEARO. FAWKES HAMAR RAH, AMS4RABM AD 
区 系 中 的 物种 组 成 有 关 。 江 南 地 区 的 短 尾 亚 种 基本 上 生活 于 农业 区 ， 食 物 组 成 以 鼠 、 峙 

为 主 。 新 疆 伊 犁 地 区 的 中 介 亚 种 生活 于 半 匾 并 草 原 ， 食 物 组 成 以 麻 蜥 、 捷 蜥 蝎 为 主 。 吃 
鸟 的 情况 是 极为 罕见 的 。 

蛇 岛 晶 的 食物 组 成 以 鸟 为 主 ， 偶 有 吃 鼠 的 情况 ， 幼 蛇 的 食物 为 虹 归 或 鼠 妇 等 无 葫 椎 

动物 。 蛇 岛 蜡 自 天 基本 上 攀附 在 低 乡 乔木 或 灌 从 枝 千 上， 弯曲 成 弹 答 状 ， 等 待 捕 吃 迁徙 
过 程 中 停 焉 在 蛇 岛 上 的 候鸟 。 其 尽 夜 活动 高 峰 与 季节 活动 高 峰 均 与 候鸟 的 活动 规律 相 
应 ， 说 明 它 们 吃 鸟 习性 的 吉 老 性 ! 

=, BRA 

蛇 类 的 昼夜 活动 习性 ， 一 般 与 其 主要 食物 对 象 的 活动 规律 相应 。 和 气象 条 件 如 上 晴 、 

雨 ， 气 温 又 降 或 过 份 炎热 ， 既 能 直接 影响 蛇 类 的 活动 ， 也 可 通过 影响 食物 对 象 的 活动 而 
间接 影响 到 蛇 类 的 活动 。 

晶 蛇 短 尾 亚 种 在 江南 地 区 正常 情况 下 一 般 表 现 为 晨 展 活动 类 型 ， 即 每 天 傍晚 及 早晨 
在 外 活动 捕食 。 但 在 盛夏 也 经 常 深夜 仍 在 外 活动 。 阴 天 或 秋凉 时 ， 自 及 也 可 见 其 在 外 活 
动 。 雨 天 一 般 很 少见 到 蜡 蛇 在 外 活动 。 在 陕西 洋 县 、 安 徽 太 平 、 四 川 二 区 等 地 观察 到 的 

情况 与 江浙 一 带 相 似 。 这 与 曝 蛇 短 尾 亚 种 在 这 些 地 区 以 鼠 、 些 为 主要 食物 有 关 ， 即 与 它 

们 食物 对 象 的 活动 相应 。 晶 蛇 中 介 亚 种 在 北 绪 地 区 半 荒 并 草原 以 蜥 蝎 为 主要 食物 ， 基 本 
于 属于 自 昼 活动 类 型 。 

蛇 岛 晶 捕 吃 过 往 蛇 岛 的 候鸟 ， 其 昼夜 活动 一 般 有 两 个 高 峰 ， 一 是 凌晨 到 上 午 十 点 以 

前 ， 一 是 中 午 以 后 到 黄 展 时 分 。 恰 好 都 是 鸟 类 停 下 于 枝 头 最 多 的 时 候 。 

四 、 季 节 活 动 

电 蛇 短 尾 亚 种 在 江南 地 区 一 般 每 年 的 4 月 到 12 月 初 是 活动 季节 ， 此 后 到 翌年 3 月 底 
基本 上 盐 伏 不 活动 ， 进 入 冬眠 。 晶 蛇 中 介 亚 种 在 新 疆 尼 勤 克 每 年 4 月底 到 11 月 初 是 活动 
2; Ube SSE 4 AKA. 

有 人 提出 曝 蛇 在 一 年 的 活动 季节 中 有 两 个 活动 高 峰 ， 即 一 在 5 - 6 月 ， 一 在 10 月 。 

这 可 能 是 5 - 6 REMI RA, ARIK, IVES. CNB EAIR 
场所 及 其 附近 ， 易 被 大 量 发 现 之 故 。 与 此 相同 ，10 月 已 渐 秋 凉 ， 蜡 蛇 逐 渐 向 越冬 场所 集 
中 ， 且 活动 也 较 迟 钝 ， 亦 易 被 大 量 发 现 。 而 活动 季节 的 其 余 月 份 ， 蜡 蛇 分 散 各 处 活动 ， 
不 易 被 发 现 。 

We MEE eS LS ZARA EEN 10 月 下 旬 到 翌年 3 月 中 ， 3 月 下 旬 到 10 月 中 
是 活动 期 。 蛇 岛 昌 在 活动 季节 则 明显 有 两 个 活动 高 峰 ， 一 在 5 月 前 后 ， 一 在 9- 10 月 ， 
都 与 候鸟 迁徙 途中 停 得 蛇 岛 的 时 间 相 吻合 。 7 月 前 后 ， 岛 上 极 少 鸟 类 ， 可 能 由 于 食物 抽 
SZ, HES MER RRA RIES “SIR”). (RAG 月 初 采 到 的 蛇 岛 蜡 ， 体 内 的 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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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 体 极 丰富 ， 是 5 月 活动 高 峰 中 大 量 摄食 积累 起 来 的 ， 也 可 推断 7 月 前 后 有 一 才 伏 不 活 

动 的 时 期 。 

五 、 对 低温 的 耐 受 范围 

据 文献 报导 ， 两 种 蛇 对 低温 的 耐 受 范围 也 有 差别 。 蛇 岛 蜡 对 低温 的 适应 力 似乎 大 于 

HE UE 

ike ae TEIN A Lid ze Pp, SLO CH DIR A, 5 CHARK—MAD 〈 戴 效 

ma, 1965) 。 

We RSME TERE ALFA P, Um 5 时 ， 仰 头 不 动 ， 但 触 其 体能 稍微 移动 ，- 3 时 

SADE EDF ENE CRE, 1977) 。 

六 、 繁 殖 习 性 

蜡 蛇 与 蛇 岛 蜡 繁 殖 习 性 的 资料 ， 尤 其 是 关于 寻 偶 、 两 性 识别 、 求 爱 等 习性 的 资料 ， 

基本 上 缺乏 。 关 于 蛇 鸟 晶 的 两 性 比例 ， 有 一 些 较为 相差 悬殊 的 资料 。 辽 宁 省 蛇 鸟 考察 队 

(1974) 认为 难 雄 性 比 为 1.72- 1.75 : 1， 伍 律 (1977) 则 认为 崔 雄 性 比 为 100 肉 : 98 雄 。 

作者 等 1978 - 1979 年 登 岛 考察 的 统计 数字 为 肉 雄 性 比 为 1.52 : 1， 与 前 者 较为 接近 。 

1。 交 配 ” 蝎 蛇 短 尾 亚 种 在 杭州 地 区 的 交配 季节 在 4-5 月 ( 戴 效 忠 等 ，1965)。 蛇 岛 

MA 8 - 10 月 〈 辽 字 省 蛇 岛 考察 队 ，1976) 。 二 者 的 交配 时 间 与 延续 时 间 也 有 差别 。 

此 蛇 短 尾 亚 种 的 交配 均 发 现在 午后 (14 : 00-22: 00)， 交 配 过 程 延 续 2- 6 分钟 〈 胡 步 

青 等 ，1966) . HRN HRM Le C0: 30-13 : 00) ， 交 配 过 程 延 续 18 分 

钟 〈 辽 宁 省 蛇 岛 考察 队 ，1976) 。 

2. 产 仔 期 ” 晶 蛇 与 蛇 岛 晶 均 为 卵 胎生 ， 产 仔 时 间 二 者 都 在 8 ~ 9 月 ， 个 别 延 迟到 10 

月 初 ; 伍 律 〈1977) WES He 6 月 产 仔 2 例 。 

表 Be ee tie ihe Bee Bhd RE ye tS et 中 有 

PRUE wl Fe FF B fk 据 

Pe JN er el 9 月 本 室 资料 
Ble pew | wire “| sg 月 下 名- 9 月 中 旬 | 何 时 新 ，1974 

浙江 杭州 8=9 月 戴 效 忠 等 ，1965 

ee 9 月 本 室 资 料 
HME A 9 月 1 

中 介 亚 种 新 疆 尼 勤 克 8 上 月 | ) 

| 8 月 7 

te & @ tt 和 岛 9 月 木 场 一 夫 ，1938 

Bs 辽宁 省 蛇 岛 考察 队 ，1974 
伍 律 ， 1977 



Sloe hep wBRR, 180 
3. 产 仔 时 间 PN BRE eI AE 2~ 7 I CN. 1974) ， 我 们 

Ay EJ Ta ied He te is a a FE Sop A HE E48 ~ III. PERK 

ZBEAK (7:50~16:30) Hf, M3 例 产 于 夜间 ChE, 1977; LT ewes ae 

BA, 1976) 。 

4。 产 仔 数 ” 晶 蛇 短 尾 亚 种 的 产 仔 数 ， 一 般 报 导 均 为 2 一 14 CAYW7.5) 条 ， 上 海 自 

然 博物 馆 人 工 催产 一 例 先 后 产 仔 16 条 〈 宗 愉 、 马 积 藩 口头 介绍 ) 。 蛇 岛 糙 产 仔 数 仅 2 一 7 

(平均 4.3) A. SASK FEAT LAAN 2~7 〈 平 均 4) 枚 的 资料 相近 ( 赵 尔 密 

等 1978): . 

So MEGHER SIRI KAKERWAAM, (AOE eNSKBA 

PARNER, Mee = SD AEE EE R140~ 216, *FI9170~201222K, —ARPE 200 富 

ARV Fo HEH HE AEE HE R198~341, EH215~3002%K, —fR7E 200 SKU E, E 

看 《两 栖 爬 行动 物 研 究 》 第 一 辑 第 四 号 表 2 。 

S & M 献 

WTB BAEK 1974 te See, CP 大 学 学 报 〈 自 然 科学 版 ) (1) : 

89 — 96。 

1976 SERS. CPHRLDERAAA, 

fh 律 1977 蛇 岛 晶 蛇 生态 的 观察 。 动 物 学 杂志 (4)32- 36. 

江 耀 明 1978 草原 贱 及 中 介 晶 冬眠 前 活动 情况 及 有 关 问 题 的 探讨 。 两 栖 爬 行动 物 研究 

资料 4:14-16. 

江 耀 明 、 赵 尔 密 1978 中 介 竖 与 草原 峰 的 食性 观察 。 同 上 4:10- 11。 
何 时 新 1974 HE PON We. BARRA (2)12- 14。 
胡 步 青 等 1966 MIR BEA WA WM. BM FIR 18(2) :187 - 194. - 
RE 1979 蛇 岛 蜡 属 一 新 种 。 两 栖 爬 行动 物 研究 (1), 1:4-6. 
1980 «he aS “We? A428. fl (1). 4:1-16. 
RS, LEA 1978 中 介 昌 与 草原 凤 的 繁殖 资料 。 两 栖 寂 行动 物 研 究 资料 4:12 - 13。 
戴 效 忠 等 ”1965 杭州 地 区 晓 蛇 生态 的 初步 观察 。 动 物 学 杂志 (4):171-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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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国 科 学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鲍 梧 人 外行 访 物 研究 
yo ae ee) So 一 九 七 九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北 4 Sens 几 8.0 cae wie F 
RRB wieV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二 

1976 - 1977E EMPTIES WIA LIEN, BRERA. ASKS T CHK, 

OL SCE BRR RSE BEM SNARES EB, FF 

对 其 中 部 分 种 类 的 活动 情况 、 食 性 及 繁殖 做 了 初步 观察 。 共 获得 〈 连 同 兄 弟 单位 赠送 ) 

标本 380 号 〈 野 外 剖 检 者 除外 ) ， 鉴 定 为 9 种 及 亚 种 〈 表 1)。 原 纪录 黄 脊 那 蛇 没有 采 到 。 

fl yh ah YD Reha relevant | 
LLY RR aE AS AR GP Fe a al a a 
种 名 oS oar Hh #) ) PRE BEA CX) 

| | RE & Solis 5a Be le a 
沙 we |3|3|1 ee lel al | 900 

er Se be ho a oe 
白条 锦 蛇 |6|l7|4 | 7 2 1] | {7| "750-1400 
游 和 | leer tsl 350 - 950 
eee ces 2 le ile oa ie 900 - 1500 
证 内 He ale 900 — 1100 

i JR i 739888 | vw bi v| 660 - 1300 
蜡 蛇 中 介 亚 种 |917h2 | j2iili| 40 |i] 1211 900-1650 

本 文 收 到 日 期， 1979 年 8 月 2 日 。 

在 工作 过 程 中 得 到 新 疆 治 蝗 灭 鼠 指 挥 部 及 尼 勒 克 县 委 的 大 力 支持 。 参 加 野外 工作 的 除 作者 外 ,还 有 

新 疆 洽 蝗 灭 鼠 指 挥 部 陶 双 庆 、 尼 惑 克 县 畜牧 局 原 洪 及 该 县 知识 青年 关 伯 林 、 卡 马丁 同志 ， 以 及 本 所 李 

泊 涛 ，、 高 送 、 沈 杨 与 张 玉 民 同志 。 黄 庆 云 同志 参加 室内 整理 ， 特 此 一 并 致谢 。 



2 IDNA Sh OA HZ, 

1. 沙 4 Eryx miliaris (Pallas) 

by a | 

采集 地 BPA 剧本 于 2 

es 12 

新 源 1 cg 

45 7Ri# 1 

全 长 BEPES37 + 43520%, WEPE470+ 402K, 

1979 

形态 特征 SATB) WES NBE 3 枚 ， 两 眼 间 一 横 排 小 鳞 8- 94%, FRE — Jal 7) 811-13 

枚 ， 眼 与 鼻 鳞 间 小 鳞 3- 4 枚 ， 眼 下 鳞 与 上 层 鲜 相 接 或 彼此 相隔 1 7). LE 11, Till 

一 侧 为 12 下 唇 鳞 19- 21， 个 别 一 侧 为 18。 背 鳞 中 段 44- 4877s 腹 鳞 雄性 174-184， 肉 

性 178.186; 尾 下 鳞 单 行 或 部 分 双 行 ， 雄 性 25 - 31, HETE22, 24 GR2) 。 

ae Eryx miliaris (Pallas) = & i 

fm | 产 全 | # fm & | oF fea oo NEB an 
‘ 可 8 的 Fo |S fay) me a fare g 
ea) 长 | ee. ee ee 

765003 71,8 1 | | 537 + 43 42-46-32 177 25 11 20 4 | 11/13) 8 区 0| 3 

765024 eS | 1 | 470 + 4041-47-31) 178 22 12/11| 21 3 liza oh Lo fi 3 

765025 AD 说 | 1 | 388 ae 55/40-44-31 174 31 1 /12))197/20 | AYIB\) 静 8 | 13 

765119 es vs if A464 + 46 42-48-34 184 25 11/12 20 | 4 |12/11) 9 | 1 | 3 

765120 zm s 1| |387 + 3843-48-35) 186 24 11 18/19 4 hos | Op s 

765023 es Lees ne a 11 | 18/20| 3 12 | Sr fp loved) ee 

705004 y zs 本 551 + 4939-42-28 HS Siecle aint eS | 4 | 12 | 6 1/0 | 4 

745090 ae | 1 (272+ 34 43-46-36 180|30| 10 | 15/17 | MS) yO, Soa des ee 

种 下 分 类 讨论 ”Bedriaga (1907) 根据 我 国 新 疆 鲁 克 IR A Th IS AE 
ARE, m, roborowski 5H§ 4 WA = KIT 3 

Eas} 

E, m, roborowskiz E, m, miliaris 

oe ie] @ Ja vN w its 3 枚 以 上 

Fe] 眼 fi 10-14 

Fs je HG TF 4 Bi 7M Ec 4 或 5 

2 (DBA 3) 

8-9 (很 少 为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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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表 2 可 见 ， 我 所 新 疆 标 本 6S. HBS C2. m, roborowskunsthik) RPE 

fie G15. SABE DRIDe 3 枚 以 上 ， 且 甘肃 敦煌 标本 为 4， 与 指名 亚 种 一 致 。 

眼 周 鳞 除 宇 夏 阿拉 善 工 号 右 侧 为 10 外 ， 其 余 均 在 11 枚 以 上 ， 亦 符合 指名 亚 种 的 特征 。 

至 于 眼 与 曙 鳞 间 小 鳞 数 ， 有 两 号 一 侧 为 4， 另 一 侧 为 3 ， 两 侧 均 为 4 者 4 号 〈50% ) ， 仅 

2 号 两 侧 均 为 3 ， 不 是 固定 的 特征 ， 亦 难以 作为 划分 亚 种 的 依据 。 因 此 本 文采 用 种 名 而 

不 用 亚 种 名 称 。 

生活 习性 WEP eB whe. AA. 1976427 月 20 上 日 ， 在 奇 

台 发 现 1 号 吞食 子午 砂 鼠 ， 另 1 号 哎 出 的 也 是 子午 砂 鼠 。 解 剖 8 月 采 于 卷 善 的 玲 蛇 ， 怀 

仔 蛇 9 条 〈 据 郑 善 园艺 场 工 人 ) 。 8 月 12 日 采 到 的 肉 蛇 ， 可 能 因 惊 扰 流 产 仔 蛇 9 条 《 原 

HE) 
2. tE Sie te Coluber ravergieri Ménétries 

采集 地 尼 勒 克 Ie 

Pollen ol oy 1 © 

te ERE797 + 255225K%, HEVE809 +194, 6404+ 16322K. 

UAE ” 眶 前 鳞 2 或 另 有 一 较 小 的 眶 前 下 鲜 ， 眶 后 鳞 3 或 2;， BWES C2 —- 4) 

2 人 促 以 9 全 2 SEN Pe ee10R11, 

前 4 (5) 枚 切 前 产 片 ; 背 鳞 平滑 ，21-21-15 行 ， 腹 鳞 雄 性 203， 雌 性 均 为 216; FAP 

鳞 成 对 ， 个 别 单 行 ， 雄 性 93， 肉 性 67、85。 

生活 习性 1976 年 9 月 25 日 在 尼 勒 区 县 前 进 牧场 村 边 土 墙 洞 内 获得 。 
3。 自 条 锦 蛇 Elaphe dione (Pallas) 

owe sea woctet, 3 2 Fy ay 

los 15 

阿勒泰 19 

lest 2 ea Ss Bee ea 

全 长， 雄性 669+163 毫 米 ， 雌 性 710+ 156 毫 米 。 

形态 特征 ”类 鳞 1， 眶 前 鳞 2， 个 别 一 侧 为 3 ， 眶 后 鳞 2 (3) ， 标 鳞 2 (3) + 

3 (4); EBSE8, 3-2-3 (4-2-2, 4-1-3) x, 个别 一 侧 为 9，4 
-2=-3 式 ;下 唇 鲜 11 或 12， 前 4 (5) MWA. Pw E25 (23) 行 ， 中 央 5 - 

15 行 具 棱 或 平滑 无 棱 。 腹 鲜 雄 性 184- 189、 肉 性 185- 203， 尾 下 鳞 雄 性 62 - 69%, HERE 

59-- 66 对 〈 表 4) 

生活 习性 ”栖息 于 平原 ， 丘 陵 或 低 山 干草 原 地 带 ， 常 发 现 于 居民 点 附近 。 受 到 惊扰 

即 钻 入 洞穴 、 石 乓 或 渠 水 里 。 



1979 

| SS ee eee ie | ae 
oper 下 es Is BU | Ja | Bil | Bi 

号 地 te tig 鲜 | 鲜 | 鳝 figs tie | Bae | fe | te 

645181 3 城 |1 25-23-17) 189, 62 Bes C4) «(2 ae eel 

645182)» 1/237 +46 |25-25-19 186 55 nu Das 213 | 2 \3/4 

765202 哈 巴 河 1| | 669+16323-23-17/189/68| 3-2-3) 114) 2/2 31 3 

765205 » |1\ | 454+12223-25-19 188 69 有 | 12(4/5)| 2 (2/31 2 | 3 

765203) / 1| 710+15623-25-19 202|66| 3-2-3 mae 2 Ve ae |e 

765204, » | |1| \e87+15523-25-19|203| 66 oe al WC) Peale e |S 

765207, » | | |ilerz+45 le3-25-19\198\62 3-2-3) 11c4/s)| 2 | 2 | 2 [4/3 

765208 7 |1 1215 +50 [23-25-19|185|/66) 3-2-3 ee 2 oa ve ala 

765026| 尼 勤 吉 1| (548 + 138125-25-19 187 62 ee oe 2 | 2 |2/3| 3 

765057, » |1| | |490+125123-25-19|184 69| 3-2-3 12(4) [papain 2s 

7652581 » |1| | |390+95 23-23-19 186 67/72 12(4) |2/3| 2 |2/3\4/3 

765027| 7 1) [530+18823-25-19 185 66 3-2-3| 1201212) 21 3 

75259) 7 at 633 + 142.23-25-19 196 64] 3-2-3 |12/11(4)| 2 | 3 |2/3| 3 

765260 » | |1 483 + 10224-25-19 192 59 cae ac, 3/2|3/2|2/3| 4 

775254, | 1224 +56 23-25-19 186 61) 3-2-3 12/114) 2 2 | 2 14765 

197746 8 HQQHVEA RH. WRIA SISO, ERTHE 4K, uA, WEI 
卷 曙 而 不 行进 ， 同 时 尾 不 断 料 动 ( 表 5) 。 

表 5 FE OLA eerie uaa ee 

ice 种 | ree fe eee 间 | 行 eae 

El a He RE (4H) | 29 30 | 4 

棋 斑 游 OE 29 30 10 

花 条 WE (4D 29 30 | 9 

se) ies ie | 2 30 | 4 

蜡 蛇 中 介 亚 种 | 29 | 30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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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46 9 - 10 月 在 尼 勒 区 县 选 点 观察 冬眠 前 的 活动 情况 CE). A E25 CW 

上 上 上， 地 面 活 动 的 个 体 较 多 ， 气 温 降 到 25 以 下 时 ， 不 仅 数 量 少 而 且 不 大 活动 ， 低 于 15C 

时 ， 仅 中 午 在 洞 已 郴 太 阳 ， 触 之 则 微 动 其 头 ， 似 入 睡 一 般 。 发 现 它 在 洞 外 的 最 低 气 温 是 

表 6 RAR SH Oe wm we a 尼 勒 区 县 五 七 大 学 东 面 水 渠 边 
海 拔 1100 米 ， 面 积 3000 米 ? 

月 | 是 | "emma | Coy” | Sette | BME ar 
9 | 17 | 16: 30 | 26 4 

”| 19 | 18 : 30 : [ea tea a a 

» | 22 | 18+ 40 2 

» | Pe | atte ti jae 
y |24| 9:05-10 30 | 18-22 1 20141) | 2044) 

Pen hel 0542250.) 26) 2 4 

六 | 56— 17 926.26 4 9(2 幼 ) 1 

y |25|47:25-17:30| 27 1 1 

lee 0017250.) 28-26 |) 3 3 3 

eee be 40 i921 | 2(154) 

y (29 | 17215-17:20| 25 1 2 | 

10 | 2 12:10 14 1 

> | OTe sien |) aan 1 1 

S| 14 2 25-14 = 59 21 5(1 幼 ) 3 3(1 幼 ) 

Pees 15 | te hd 

Mee ads = 30, |. 59 1 4 1 

Palee i aeltto et 7 -)00"l*20t8 1 6(2 幼 ) | 6(34)) 

» 7 |16:00-17:00 | 24~22 1 5(2 幼 ) | 6(1 幼 ) 

Pee) 28s oii 67 | Mas 1) Gian 2 

ZENO | te OGG = 0) > 25 4(1 幼 ) 14h 

ee |16:00-16:30) 19 3(1 幼 ) | 4(2 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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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13 | 14: 35-15: 00 | 19-17 1 2(144) 

/ | 14 | 10: 10 17 1 

vn | 15 | 16 : 20 12 1 

aaa | 16: 00-16: 40 | 18-15 2 2(144) 

in) 1S 102 40 — 11200)| 9” 17 1 幼 2 1 幼 

/| 18 |115:45--16:00 24 4(3 幼 ) | 

Pe ee 2S lies 30) 22 3 il | 

v | 21 | 12220-13230 | 14-15 1 3(144) 

Pots 15 a(00=15 215 ns 302 pe ) 2Gey) 

Tae 12: 00 he 2 

» | 22 15 : 00 15 | 14h ; aa oe 

Poe We 30 a1 e55 a 2 4 1 14) 

” | 26 13 : 40-13 : 55 11 1 3 1 

/ a7 | 11+ 15-11 + 45 | 13-14 ay ery mea 

人 10 | 10 2 

» | 29|12:00-13:50| 5-6 2(144) 

» | 30| 11: 30-11: 40 9 2 

y | 301 15230-15250) 414 1 1 | 

p Bi 13: 50 13 1 | 

bie ale elit 115) soto On mee 2 1 | 

11°C. 109 3 日 ， 雪 后 天 上 晴 ， 气 过 21C， 活 动 的 个 体 数 较 多 。10 月 6 目 最 后 一 次 观察 到 

自 条 锦 蛇 进入 渠 水 里 。 些 后 即使 气 坎 较 高 ， 无 论 怎么 驱赶 也 不 入 渠 水 去 。 

〈 表 7 ) ， 可 能 是 它们 在 同一 洞穴 冬 眼 。 
1977 年 10- 11 月 在 一 个 点 上 观察 此 蛇 与 棋 斑 游 蛇 、 昌 蛇 中 介 亚 种 出 入 于 同一 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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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 a ald) —-se| 2 S$ WH) = 8 w 
10: | 21 13: 05 15 Be We HA PD 

| 026 lt 35 | 11 ay | 白条 锦 蛇 

» | 26 | 1g BE jo ta | PDE ie HE 

v | 29 12:00 6 | Hie he FA IE A 

v | 30 11 : 40 9 HEBEL Be HE 

v | 30 15 : 45 14 : 星 蛇 中 介 亚 种 

7 | 31 14:00-14:10| 13 He We HAY ie he HA PD 

psn 15 : 30 BADE the HE | ¥ 

Th yt i=) 30 12 | 缆 蛇 中 介 亚 种 ( 幼 ) 

m3 13 : 50 7 RADE Wie HE (4h) 

vn | 5 14: 25 12 | BABE WERE 

yn | 5 14: 30 Pe tle FADE HERE 

/ | 6 ils 20) j ue FA ap te 

Ne tlt AO da) 2 50) 0 13 棋 斑 游 蛇 2， | MEE PE CH) 

Dial oa 14: 40 Ate Fl 28 a HE 

Po 8 13: 40 15 RADE FRE 

解剖 1977 年 6 FRA RAE RNMA, SAGAS 只 乳 鼠 。 解 冲 1977 年 6 A230 

采 目 尼 勒 克 的 标本 ， 有 充分 成 熟 的 卵 4 枚 (左右 输卵管 各 2 ) ， 尚 未 开始 发 育 。 
4. 游 Nairzxf natrix (Linnaeus) 

采集 地 阿勒泰 19, 1 

全 长 雌性 527+158 毫 米 。 

形态 特征 PEL; 眶 前 鲜 1， 眶 后 饼 3;， Bl wel +2; 上 层 饼 7，2-2--3 

式 ， 下 唇 鳞 10， 前 5 枚 切 前 产 片 ， 背 鳞 19- 19 -16， 中 段 17 行 具 棱 ， 腹 鳞 173， 尾 下 鳞 

60 对 。 

生活 习性 ”上述 标本 于 1976 年 8 月 28 目 19 时 采 于 海拔 950 米 的 流 溪 岸 边 一 灌 从 下 OF 

PASC RR. TEST ZR, WOE PEA PR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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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rix tessellata (Laurenti) = 

表 8 

al a = ne 5, tt HE te Natrix 
St | Gi. ce 1 SE ae pea SA : 

se OE Ole eeMaeEOa IS Wee 40S oe S cm tessellata (Laurenti) 
La Tt ae + oD re Se ar 5 

ae ee ee Fault oe 地 万 名 KM 
= = RR Wir 1d 

一 cm ee 

| ace 1 3h 
Ce BAN ies 尼 勒 克 Leis 

aaa me AS PLL. 2a 
lelperes [Ge il GS | Gal ce |e Ge | Ss on : 

Bs BS Ned ene lios la 2 

Peale Nace 四 托 国 1? 
Sees aegis a0) © 产地 不 详 2 9 

ee PS ee ee ee seen Ike 全 长 ”雄性 575+156 
玫 一 = © is al iS. ie 25 

Sah Ss = ZK, MEYESIO + 169222K, 
si SS a ~ eae 形态 特征 HEL s HE 

1 1 i 

me ee a peat Vita) “| 前 鳞 3， 个 别 一 侧 为 2， 眶 
[SUNOS So ea les eS aca | ra & con oa Saale = PS ale jae 3-6, —he4—5s 

1 I 

So Rea eee Cigar cat ole awe 1 (2) +3 (2,4) ; 
N ae) SSE Ge 

n co 

Meio |e SB Sele) st PAI MA 3 — 2 = 3 5X5 
| mS DRM AY, 4-1-4 
alco ie Be SB st Seale 
br 

ee Per ee ey a ee ver 
my 28 | oo co co Sw « | oO | 

网 人 | 三 TERTIAEANRIOR eee 

BS 7A 9-11, fi 5 (6 AWA 
alee ee Se Ose Eee at, re 
| | | | | | | | =, Py 

op | P| R!| Rl aAla|o@ ron > Bt: BEVES TBAB, ELEDS 
Any 证 下 = 一 | | me imal i e 

| | | | | | | | Wl = 45 NZ Ete i ed Als dco |e | ee 侧 各 有 1 =- 3 行 平 滑 ， 腹 乌 

1 SSS FEVE180—182, HE ME 173- 
| co | co 

| ss ce I ee 181; 尾 下 鳞 雄 性 67、69、71 

OMe a Ace leeun meen ea) eS Wt, HEPES4 — 66 对 ( 表 8 )。 
i 一 ioe) AN re CO 攻 

a I sh ha ice | 全 生活 习性 栖息 于 拔 海 "}w | 2] loo] 1a] o Py ei Pe eh Se) pee 900 — 1500 米 的 平原 .丘陵 或 
| ss 出 区 ， 河 流 两 岸 或 沼泽 地 ， 
和 ale © 水 渠 边 等 处 。 受 到 惊扰 常 进 

ob | on x [oa] 入 水 里 。1976 年 7 月 22 日 ， 
Nog iss = mil 在 巩 留 县 ， 巩 乃 斯 河北 岸 阳 

x @ <|"PJel.)./™ . |B) wae. 安河 后 呆 到 冯 号 剑 
| | | wo = S| ZeRENE, 197742 7 月 2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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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尼 勒 区 县 城 边 喀 什 河北 主 采 到 标本 & 号 ， 除 2 号 在 怀 上 ， 其 余 均 从 河水 里 抓 起 。 

在 尼 勒 克 县 选 点 观察 蛇 在 越冬 前 的 活动 ,一 次 发 现 地 面 活动 蛇 数 多 到 9 条 ( 表 6) 。 活 动 

的 适宜 温度 在 25 以 上 , 低 于 20C , 地 面 活动 的 蛇 数 减少 且 缓慢 。 气 晕 降 到 10C 时 , 仅 个 别 

露头 于 洞 外 栖 太 阳 。10 月 13 目 最 后 一 次 观察 到 它 进 入 水 里 。 些 后 ， 气 吉 回 升 时 ， 往 水 法 

驱赶 也 不 见 它 再 进入 水 去 。 越 冬 前 观察 到 本 种 与 自 条 锦 蛇 、 蜡 蛇 中 介 亚 种 出 入 于 同一 用 

pee ze 7 Di 

197726 8 H22A, WRENCH E. SOR THELOA, FREE, 30RD MET 9K, 54k 

Zee Ce 5) 2 

197646 5 A288, ew re 2S BI Alcea 19774E 7 月 26 日 ,在 尼 勒 元 县 城 边 ， 

喀什 河北 岸 捕 得 8 号 标本 ,3 号 知 吃 鱼 ;8 月 7 日 ,在 喀什 河南 岸 捕 此 蛇 1 号 ,当即 哎 出 一 鱼 。 

1976 年 6 月 30 目 , 采 自 新 源 县 的 肉 蛇 当天 产 苑 10 枚 , TAL AM lms 7 月 2 日 ， 

在 砚 留 县 ， 巩 乃 斯 河北 岸 采 到 全 部 29 号 怀 卵 肉 蛇 ， 从 7 月 4 日 到 13 日 陆续 产 卵 ， 每 蛇 分 
别 产 卵 6 15H, SNPE30- 41Xx15- 22 之 米 。 解 冲 1977 年 6 月 23 上 日 采 目 尼 勒 元 县 的 2 UE 
he, SNE A BAN 13 ( 左 5 在 8&8) 及 12( 左 5 在 7) 枚 ， 卯 径 28- 38x12-17B XK. 

6.48% Psammophis lineolatus (Brandt) 

地 方 名 子弹 蛇 〈 伊 犁 ) . ARE GTB) 

RR A B Le 

Jesse 1 3 

新 源 22. 14 

产地 不 详 1 F 

全 长 ， 肉 性 692+230 毫 米 。 

形态 特征 闫 甸 1;， 眶 前 鳞 1， 眶 后 鲜 2 (3) s BBE2 (3) +3 C2)5s EE 

鲜 9，3-3-=-3 式 ， 下层 鳞 10， 前 5 枚 切 前 冰片 ， 彰 鳞 17- 17- 13 行 ， 平 滑 无 棱 ， 腹 

SEH VE183, 190,190; 尾 下 饼 肉 性 85、95、95 对 。 

生活 习性 ”栖息 于 半 匾 漠 草原 地 带 。 从 洞穴 内 挖 出 或 发 现 于 草丛 中 。 

1977 年 8 月 22 目 ， 观 察 花 条 蛇 的 怜 行 速度 。30 秒 钟 行进 9 米 〈 表 5 ) , 仍 继续 前 进 。 

解剖 1976 年 6 月 28 目 采 自 新 源 县 肖 尔 布 拉 克 的 标本 ， 胃 内 容 物 为 及 晰 。 和 输卵管 内 有 

矿 3 枚 《〈 左 1 有 有 2) ， 卯 径 36x9。5 BK. 

7.。 极 北 屹 Vipera berus (Linnaeus) 

采集 地 阿勒泰 12 

福海 129, 14) 

全 长 雌性 505+55, 346+512K. 

形态 特征 ” 吻 鳞 上 缘 与 2 枚 端 鳞 相 切 。 头 背 仅 额 鳞 、 顶 鳞 及 眶 上 鳞 为 大 鲜 。 额 鲜 前 方 

小 鲜 14.15.17( 包 括 端 乌 2 ) 枚 ， 额 鳞 与 眶 上 鳞 间 相隔 一 行 小 饼 ， 顶 鲜 与 眶 上 饼 间 亦 隔 一 

行 小 鲜 , 眼 与 曙 间 相隔 二 行 小 链 , 与 上 唇 饼 间 相 隔 一 行 小 饼 ， 上唇 鳞 9 ,第 四 人 五 两 枚 恰 位 

于 眼 正 下 方 ， 下层 鳝 分 别 为 ， 412.4613, £11,410, £10.49 ,前 4(3.5) 枚 切 闫 片 ; 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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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21(23) — 21-1747, IQBAL FS EE HE 147,153, 2154; Fe P WEE PE29, 40, 2037. 

Avé Je A LP LURE ET A KP BEAT 

8, S/R Vipera ursini (Bonaparte) 

RH Jew 63010. 9382 9. 854H 

pW icici 2S. ©. 

eS a ile 

Fe ee 1 oh aw dees ee 

een) dco! 5 PRO Bean 

全 长 BEVEA10+ 602228, HEPE410+45222K. 

形态 特征 吻 端 上 缘 与 一 枚 端 鳞 相 切 〈 有 3 号 标本 端 鳞 为 2 ) 。 头 背面 除 额 鳞 、 栅 

鲜 与 眶 上 鳞 为 大 鳞 外 ， 其 余 均 为 平滑 小 鲜 。 额 鲜 前 方 小 鳞 9 -13 枚 《包括 端 鲜 ) s Aes 

与 眶 上 鲜 间 相隔 一 排 小 鲜 ， 与 顶 鳞 相 切 或 隔 以 小 链 ， 顶 鲜 与 眶 上 鳞 间 相隔 1- 3 行 小 鳞 或 

TAM. PRS ESSER AAR 1 行 小 鲜 ， 上 层 鳞 9， 少 数 为 8 ， 第 四 “〈 个 别 第 四 及 

第 五 ) BREF ARIE ys PU 810 C9 或 11) ， 前 4(3) 枚 与 闫 户 相 切 ， 背 鲜 19(21) - 19 

421) - 17 行 ， 除 最 外 工行 平滑 或 微 棱 外 ， 其 余 均 明显 具 棱 ， 腹 鳞 雄 性 133- 148， 肉 性 

表 9 Vipera ursint (Bonaparte) = & 

jin, 全 尾 ie 腹 尾 
Ca ars) ge a 

i oie bay See 
JA 3) Fe j2i| | | 360-432 A555) | 191020) IBS = 129 Sil = SE 

/ all) faze e854) (28 see i e(20y | 36 ae 24 — 29 

a | OW CA seve evict) els eas) gu ae 

/ 5 TS 16*,27 

a wee sans alsii ic lah ab Riga el 35 

moe | 5634 heey 21 Ey ie eee 

/ ie (ago a6 7 Ne ey 2 

/ 1 173 21 21 141 32 

哈巴 河 4 356-470 45-60 | 321 1a 148 (i eames 

7 | [2 429,455 | 42, 45 | 21 149 28,29 

/ hala (1.60) 85.0 Ol. cate 9 | 21 146,149 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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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49; 尾 下 鳞 双 行 或 部 分 单行 ， 雄 性 31- 36， 肉 性 24- 29 (#29). 

种 下 分 类 讨论 ”本 种 有 二 亚 种 ， 区 别 如 表 10， 

表 10 

[20292022 V. u. renardi 

Mie 0 ore oz 9 
腹 鲜 120-135 | 125-142 130-148 130-150 

Be PF & 30-37 | 20-28 31-37 24-30 

中 段 背 鳝 19(20,21) 21(19) 

从 表 11 可 以 看 出 ,阿尔 泰 、 塔 城 地 区 标本 较 符合 Ve uw, renard: 亚 种 ,但 伊犁 地 区 标本 

则 较 符 合 指 名 亚 种 特征 。 而 指名 亚 种 分 布 于 欧洲 (法 国 东南 ,意大利 ,匈牙利 及 南斯拉夫 )， 

Vy u, renardi 则 分 布 于 苏联 南部 及 中 亚 一 帝 。 按 亚 种 地 理 分 布 新 疆 应 为 耻 。y。7e7zo7dz。 

因此 ， 我 国 新 疆 地 区 草原 蚂 的 亚 种 问题 有 进一步 研究 的 必要 。 
表 11 

地 区 | 塔 ok. BY OR Ze HK 
Gest. wi) (Sik. @R. ABA) 

性 a i 9 | 2 9 

数 量 25 24 6 3 

腹 fit 133-139 136-143 141-148 145-149 

(23=) 
Fae mele wie, ee 31-35 oh 99 33 — 36 27-29 

Bo wm ge 19(20,21) 21(19) 

AGIA WREATH SOTIMINTHER, Hh. INAS. epee 

环境 。 如 尼 勒 克 县 团结 公社 三 大 队 ， 在 面积 不 到 20 公 顷 的 干草 原 上 捕 到 草原 峰 420 4, 

平均 每 公 项 有 草原 蜂 20 余 条 。 

在 夏秋 蛇 类 活动 期 ， 并 不 是 整 天 都 可 看 到 大 量 草原 峻 在 地 面 活 动 。 只 有 阴 天 天 气 较 

凉爽 ， 它 整 天 都 在 地 面 活动 。 5 月底 到 9 月 初 ,天 气 炎 热 时 ,每 天 10 时 以 前 “〈 新 疆 时 间 ， 

下 同 ) ，16 时 以 后 遇 到 草原 峻 较 多 。10 时 以 后 到 16 时 以 前 草原 峰 多 隐蔽 于 草地 的 废弃 

鼠 洞 内 。 这 段 时 间 ， 考 在 已 知 草原 峻 较 多 的 干草 原 上 经 过 ， 可 能 看 不 到 一 条 蛇 ， 若 用 长 

锰 子 伸 入 鼠 洞 ， 往 往 可 以 夹 出 1- 2 条 草原 峻 来 。 天 气 炎 热 时 ， 草 原 几 的 活动 也 较 敏 捷 ， 

人 还 没有 走 近 ， 它 已 迅速 逃 入 附近 洞穴 中 。 璀 后 天 畏 出 洞 的 草原 峻 较 多 。 

1977 年 9 月 8 目 ， 尼 勒 克 县 入 秋 后 出 现 第 一 次 霜冻 。 DARPA EEN MBAR 

生 转 移 。 夏 秋季 节 草 原 峻 主要 活动 于 前 山 丘 陵 上 部 ， 莫 属 牧草 茂 客 、 鼠 洞 多 、 星 虫 亦 多 

的 环境 。 到 9 月 下 旬 在 上 述 环境 中 草原 峻 的 数量 大 大 减少 ,有 时 甚至 见 不 到 。 在 尼 勒 克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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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公司 收场 附近 选 点 观察 发 现 〈 表 12) s HO, GLB 么 名 的 背风 向 阳 的 小 山沟 

表 12 越冬 前 草原 败 活动 场所 的 数量 统计 CR ee 

和 
9 |27| 8:30-9:30 | 23 | 14(8h) | 

人 6 

10 | ee, 260178) 23(15 411) 

Hh enti Sus 5= 108 30 14-21 14( 6 4h) 11(3 4) 

yp VAG 8s 55—10 = 21 18 | 11¢ 8 44) 9 (6 4) 

» |15) 9 :30-10:00 12-13 0 0 

Rl We | es 8 PO ane) 300% 19 2 4 2 3 

FAN. Masai aes 18 - 20 3 | 3 

» | 27 13: 40 14 1 1 

7 | Sie Sah s Wels 20) 13 0 0 

放下 13 | 0 0 

n | 5 13 : 20 14 | 1 I 

ae ee 天 gee 0 | 0 

© BME He RE ， 除 捕捉 一 部 分 其 余 剪 尾 或 以 颜色 线 穿 尾 标志 释放 。 凡 无 标 
志 的 都 是 新 增 数 。 

中 ， 草 原 星 的 数量 显著 增加 。 该 处 以 莎 草 科 牧 草 为 主 ， 杂 以 秒 本 科 针 茅 属 牧 划 。 与 此 同 

时 ， 在 面 上 不 同 环境 中 反复 捕捉 ， 也 发 现 蛇 类 越冬 前 有 规律 地 往 背 风向 阳 的 环境 迁移 。 

9 月 下 旬 ， 天 气 畏 朗 ， 和 气温 较 高 ， 蛇 类 活动 频繁 。10 月 1 目 上 晚上 降雪 ， 雪 后 天 晴 ， 

气温 回升 ，10 月 3 目 在 点 上 观察 ， 草 原 峻 的 活动 出 现 高 峰 ， 但 在 相 邻 的 前 山 丘 陵 上 部 却 

未 找到 草原 峻 。10 月 12 目 降雨 降 旭 ， 中 角 气 温 虽 然 回 升 ， 也 在 20"C 以 下 。 栈 天 中 午前 后 

此 蛇 也 到 洞口 枉 太 阳 ， 但 数量 不 多 ， 亦 不 太 活动 。20 日 以 后 连续 阴雨 低温 ， 数 日 不 见 草 

原 星 出 洞 活动 。 畏 天 气温 短 时 可 到 15\C， 仍 见 到 个 别 蛇 在 洞口 栖 太 阳 或 仅 将 头 露 于 洞 

外 。 至 此 ， 章 原 凤 已 进入 冬眠 期 。 气 温 低 于 15" 时 ， 再 也 见 不 到 它 的 踪迹 了 。 但 在 活动 

期 内 ， 短 时 气温 降 到 10C 左 右 ， 仍 可 见 到 成 体 在 地 面 活动 。 
9 -10 月 发 现 幼 蛇 的 比例 较 大 。 一 则 因 8 月 份 产 仔 ， 当 年 生 仔 蛇 加 入 ， 使 种 群 组 成 

的 比例 发 生变 化 ， 同 时 也 与 幼 蛇 进入 冬眠 较 晚 有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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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11 月 4 日 将 事先 捕捉 的 草原 星 38 条 进行 取 毒 ， 最 初 蛇 不 咬 取 毒 四 。 采 取 加 温 
直到 蛇 活 跃 起 来 再 取 毒 ， 仍 无 毒液 排出 。 连 试 10 余 条 均 如 此 。 可 能 冬眠 期 间 草 原 凤 是 极 
少 排毒 的 。 

1977 年 8 月 22 日 观察 仅 行 速度 ( 表 5) 。 在 牧草 称 朴 的 荒漠 上 30 秒 内 行进 不 到 1 米 , 停 下 
攻击 人 , 并 呼 呼 吹 气 。 改 在 牧草 茂密 处 试验 ,30 秒 内 疏 行 4 米 仍 继续 前 进 ; 又 30 秒 再 行 4 米 。 

1976 - 1977 年 共 解 章 草 原 星 429 号 ， 可 以 鉴别 出 食物 类 别 的 实 胃 数 277 号 。 除 4 号 
ADM) 其 余 无 论 成 体 或 幼 蛇 , 胃 内 容 物 都 是 蝗虫 。 此 期 采 到 的 草原 星 置 布袋 内 ， 
鹃 出 的 也 是 蝗虫 。 个 别 胃 内 尚 有 蜂 或 最 蛛 ( 表 13) 。 说 明 草 原 星 的 主要 食物 是 蝗虫 。 可 能 

表 13 | 

衣衫 日 期 售 物 类 jal) 
——_————| # 8B & | JSH25R0 JO 

=e |e ae ea ee 
1976 | 6 | 24 12 | 12 12 

pou | 30 33 ees 17 

1977 | 5 | 30" 20 2 Mees 

6 8 52 7 a if 

Peer 4 80 | 72 72 

ee 89 | 67 Paes 

Pets | 244) 2 > 39 31 a 

/ | PS 28 21 | 2 

1 i 29 19 19 19 

p | eS 2 1 1 

人 6 6 6 

» | 9 | 25 13 4 4 、 

/ ees) 9 ; 5 5 

me alee 18 | 5 1 5 

/ ON AT 9 8 fh i 

ee ee a ee ee 

* teh AMAIA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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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 蝗虫 较 小 而 少时 ， 有 以 蜥 蝎 为 食 的 情况 。 所 以 ， 就 食性 而 言 ， 草 原 族 是 一 种 益 蛇 。 
1976 - 1977 年 共 解 剖 怀孕 肉 妮 134 号 ， 怀 卵 数 1- 6 枚 ， 平 均 每 条 崔 蛇 怀 卵 3 枚 左右 ， 
详 见 表 14。 

Au eR #8 HR 4 

解剖 目 期 | 划 | 不 同 怀 存量 的 蛇 数 * Ve) ane 
es TN sek as a ee 
年 | 月 | a 下 6 

LORS |G) DOS de ae he St | IBA UEARIB ES, ALBEE 

1977 | 5 | 30/ 8 Series HEARS, AMEE 

u 6 SH eZ Sellen 9 Uf 2 I y 

1 ep bola | O4 6 By dizah 1 | y I 

r |v |aa{ao) 2) ]is| 5 KSB ATE, DURE 
1 wu 29-16 | 2 Z 1 1 | | 1 1 

” CaN aie ela | WM at A 

人 1 已 有 成 形 胚胎 = 
| 解 黄 消耗 殉 尽 

人 2 | 1 iM. BA 6 SEM 

Blea 1 i eat | ” 

Go Pa lala | 已 产 仔 ， 匈 梨 多 如 油菜 籽 或 米粒 大 

总 Sind dos dee also 45 | 29 9 风 

* 卵 梨 邦 未 加 入 统计 。 

8 月 3 目 发 现 装 于 布袋 内 的 怀孕 只 蛇 产 仔 3 条 ，5 日 解剖 肉 蛇 14 号 ， 其 中 6 号 已 产 

wif, 9 日 在 自然 界 采 到 当年 生 仔 蛇 2 号 ，31 日 解剖 上 百 号 标本 ， 肉 蛇 均 已 产 过 仔 。 故 

草原 峻 产 仔 期 当 集中 于 8 月 份 。 

1977 年 6 月 14 日 解剖 一 批 草原 峰 ， 其 中 34 号 的 卵 已 进入 输卵管 ， 但 均 未 开始 发 育 。 

有 一 雌 蛇 并 无 大 厚 于 输 匈 管内 ， 却 在 其 右 侧 输 金管 内 发 现 一 充分 发 育 的 仔 蛇 ， 其 头 部 向 

难 体 后 部 ， 将 松弛 的 输卵管 壁 钻 成 一 盲 囊 。 这 条 肉 蛇 大 概 刚 产 仔 不 入， 剩 下 这 条 仔 蛇 很 

可 能 是 由 于 未 顺利 产 出 ， 汪 留 输 卯 管 壁 言 豆 中 。 据 此 ， 作 者 认为 : 头 一 年 怀孕 的 叭 蛇 ， 

如 采 体 内 胚胎 由 于 发 育 较 迟 ， 至 冬眠 前 尚未 成 熟 产 出 ， 有 可 能 于 冬眠 期 间 停 清 发 育 ， 到 

次 年 瞧 蛇 出 熙 后 ,继续 发 育 到 成 熟 才 产 出 。 这 种 情况 下 ,该 肉 蛇 第 二 年 将 可 能 停 孕 一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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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e ieech fp Wee = Agkistrodon halys intermedius (Strauch) 

采集 地 KSB ties. 12 

HRA 144 

ae 1¢ 

Jems. Hye UG eH 11 SS Oe Tay 

TN, 107 

托 里 22 

ER 10" 

全 长 ”雄性 500+90 毫 米 ， 肉 性 530+70 坚 米 。 

形态 特征 吻 鳞 宽 与 高 几乎 相等 ;有 一 对 略 呈 喜 点 状 的 鼻 间 鳞 ; 天 鳞 2 ,上 枚 与 前 额 

Bee, PRR HAs HERE 2, Pecks ER EMRK, SHA wi 

接 较 多 ， 眶 后 鳞 2 ， 下 枚 罕 长 ， 新 月 形 ， 在 眶 下 几乎 与 下 枚 眶 前 鳞 相 接 ， 里 鳞 2(1) + 4 

(3), B—-RB_—FI PM Lew Ks EB HT, 2-1-45t, m8, 2-1-55t, 

很 少 为 6 ，2-1- 3 式 ， 尼 勒 克 一 号 右 侧 为 1-1=-4 式 ， 第 二 枚 最 小 ， 第 三 枚 最 大 ， 第 四 

枚 位 于 眼 正 下方 ; 下 层 鳞 11(10) ,很 少 为 12， 仅 巩 留 一 号 右 侧 为 9 ,前 4(3) 校 切 前 闫 片 

; 背 鳞 中 段 除 最 外 1 (2 ) 行 平 消 外 ， 其 余 均 具 梭 ,23(25、27、21) — 23(25, 21) -17(18) 

473 ASGEHEVEI57—-169, JHE HE158—178, {2 7X 1 肉 高 到 183， 尾 下 鲜 雄 性 40- 53 对 ， 

内 性 41- 45 对 ， 但 托 里 工 叭 低 至 35 对 。 人 少数 标本 有 数 枚 尾 下 鳞 成 单行 〈 表 15) 。 

表 15 Agkistrodon halys ; intermedius (Strauch) $f 

| 9140 馆 让 

地 | & 站 (中 段 ) 2 Bi 
Ze ea | | 480 75 Di 167 53 

/ 1| | 510 63 21 183 45 

x £B 1| | 385 50 21 175 44 

ge Be a | 600 70 23 170 42 

je 勤 克 |1 | 332-515 | 50-72 | 23(24,25) | 157-169 | 43-52 

/ 5 70 | 23(25) 158-175 | 41-47 

” as 310,315,320. 27,45, 45 23 162,162,158) 43,48, 45 

TH, 留 1 458 | 67 | 23 159 | 45 

oe | [1 人 1 

容 民 1| 590 90 23 | 161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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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6 ，， BAMHRP PLAS MEM ORE RT OE Opie 
2 = 

HG) ee | leet oe ery ot 
9 | 22 18 : 40 | 2 1 

| 28 7 : 30 2 2 

esa alae eee 2 2 

26 | 17215-17238 26 - 27 1 1 

28 9 : 30 20 0 0 

A0) 8 和 a0: eu 5 SAGE 2 : 
| 7 | 16: 00-17: 00 Bis 6 6 

| 3 | 15: 20-15: 45 15 3 3 

| 10 16 : 00-16: 40 23 1 1 

11) 16: 00-16: 30 19 4 (25h) A (24h) 

18 | 14: 35-15: 00 19-17 4 4 

15 16 : 20 12 1 1 

| 17| 16: 00-16: 40 18-15 4 3 

18 | 10:40-11:00 17 1 1 

j 19 11 : 30 22 1 1 

21 13 + 25 15 2 2 

22 12: 00 15 2 4h 14h 

26 11 = 55 11 14h 1 幼 

) 27 11215-11245 13-14 2 

| 29| 12:00, 13255 Bye 2(144) 

| 30 ae he 9 | 1 

Aid| get ail) 205 fil 3 10 12, 14 2(14h) 1 

i it 53(74h) 44 (45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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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习性 ，” 枉 息 于 地 形 起 伏 较 大 的 低 山 带 ， 多 岩石 鲜 阶 ,牧草 较 茂 、 灌 木 从 生 等 处 。 
在 夏秋 赂 类 活动 期 内 ， 天 气 炎热 ， 每 天 10 时 以 前 《新 疆 时 间 ， 下 同 ) 16 时 以 后 ， 遇 

到 蜡 蛇 较 多 ，10 时 以 后 到 16 时 以 前 ， 蜡 蛇 多 隐藏 于 石山 鲜 隙 及 灌木 从 下 鼠 洞 内 。 只 有 阴 
RRA, BRAY MAMIE. 

9 月 中 旬 , 蜡 蛇 的 活动 场所 发 生 转 移 。 在 尼 惑 克 县 五 。 七 大 学 东 面 水 渠 边 选 点 观察 ， 
访 地 为 疝 阳 的 斜坡 ， 多 石 块 而 又 踏 出 许多 小 道 。 9 月 下 名 天 气 晴 朗 ， 蛇 类 活动 频繁 ， 
10 月 6 目 雪 后 天 晴 ， 在 观察 点 上 ， 蜡 蛇 活 动 出 现 高 峰 ， 但 在 相 邻 的 前 山 丘陵 上 部 却 找 不 
到 它们 的 踪迹 。12 月 降雨 降温 ， 中 和 旬 气 温 虽 然 回 升 ， 哺 天 中 午前 后 蜡 蛇 也 出 来 活动 ， 但 
数量 未 多 且 活动 缓慢 。20 目 以 后 连续 阴 十 低温， 此后， 晴天 气温 最 高 也 很 少 超过 15C。 
虽然 气温 低 到 5 - 6 时 仍 发 现 个 别 晶 蛇 在 洞 外 ， 但 总 的 说 米 ，10 月 下 旬 曝 蛇 已 进入 冬 
ER (4216) © 

10- 11 月 在 尼 勤 克 县 选 点 观察 发 现 ， 蜡 蛇 与 自 条 锦 蛇 、 棋 斑 游 蛇 出 入 于 同一 洞 祥 ， 
它们 可 能 共同 在 一 起 冬眠 GET) 。 

1977 年 8 月 22 日 进行 试验 ， 将 蜡 蛇 放 于 草地 上 则 卷 田 不 动 ， 反 复 驱 赶 ， 行 不 到 1 米 
RE Koc, MIMI), CLO eM. IFO NICS 3 米 即 停 下 攻击 人 ， 且 
REE GES) 。 

19774611 4A, BAEZ AME, ROCKMAN. MRS 
活跃 起 来 再 取 毒 ， 其 排毒 量 极 微 ， 连 试 10 祭 条 均 如 此 。 可 能 冬眠 期 间 它 是 极 少 排毒 的 。 

1976- 1977 年 共 解剖 蜡 蛇 91 号 ， 实 胃 数 25， 其 中 19 号 胃 内 容 物 是 捷 蜥 蝎 或 麻 蚌 ， 6 
号 胃 内 仅 各 有 限 二 只 〈 表 17) 。 说 明 电 蛇 在 北 玛 的 主要 食物 是 晰 蝎 类 动物 ， 其 次 是 鼠 类 。 
捷 蜥 蝎 或 麻 晰 在 草原 上 的 益 害 关系 还 不 清楚 ， 难 以 评定 蜡 蛇 的 益 害 ， 但 从 它们 吃 鼠 类 来 
看 ， 是 于 人 类 有 益 的 方面 。 

1976- 1977 年 其 解剖 蜡 蛇 怀孕 只 蛇 13 号 ， 怀 卵 数 2 - 7 Hk, EARLE IRIN 4 Hh 
左右 ， 详 见 表 18。 | 

5 月 底 久 已 进入 输卵管 ， 6 月 中 尚未 见 开 始 发 育 ， 7 月 中 已 具 成 形 胚胎 ，7 月 下 名 
SAIS, LAWS. FERRARO, SE 8 月 间 产 仔 。1977 年 
8 月 9 目 曾 在 自然 界 捕 到 当年 产 的 仔 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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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T Boxe Py LH eM A 

= 2 A Ow) & H X& Bi 
和 

二 | 蜥 蝎 | 鼠 

1976 | 6 | 24 | 3 3 | 3 

mel ged oe| 2 2 | 2 

人 26 3 3 | 3 

Bp BS) i 4 4 

Reo. | i | 1 a 

1977 | 5 | 26 1 | 1 1 

/ n | 30 28 | 3 3 

Arete aurea 
1 和 1 | i i 

iy me | ila 12 | 1 1 

lee OS 2 | 1 1 

aaa aed 11 | 4 4 

oo |e eee 2 0 

Die Seley 2 0 

1 iD es 1 0 

Pe OMe 2 1 1 

Teton 26 1 0 

ym | tt 9 5 0 

总 +f 91 25 1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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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gy ose oP sb ft OF oe MF 

mao m AR Tal PROB ab AA Be nies. rove 
一 一 一 一 解剖 数 -- 发 育 状 况 
二 2 了 a7, 

Maeda is) wet | || | 已 具 成 形 胚胎 

1977/5 |30| 3 | eae | | | WEAR WEAMAE 

u 6 8 | il | | 1 1 1 

u DON PA | 6 1 | 4 | | if | 1 1 

par | 24 | 2 a 1 | | pa RAIS 

Pei |S | | | EPH, SN SLIN WK RIK 

13 | a 1 | 0 1 

* DREAD A Bett 

BRE AML AHe KIO RUA, BEAR, Heh 2th, BARE. A 

条 锦 蛇 为 广 布 种 ， 极 北峰 1 HLL FREE URIs HAT 种 为 中 亚 亚 界 成 分 。 北 
疆 蛇 类 的 另 一 特点 是 ， 国 内 目前 仅见 于 新 疆 的 物种 占 40% 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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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yx miliaris 

Natrix tesselatus 

Psammophis lineolatus 

Vipera berus 

Vipera urs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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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IES ON SNAKES OF 

NORTHERN XINJIANG 

Zhao Er-mi Jiang Yao-ming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 

During the years of 1976 and 1977, herpetological surveys were 

carried out in various places in northern part of Xinjiang Uygur Zizhiqu, 

Qitai Xian, Mori Kazak Zizhixian, Miquan Xian, Yining Shi ( Gulja), 

Nilka Xian, Xinyuan Xian (Kines ), Gongliu Xian ( Tokkuztara ), 

Tacheng Xian (Qoqgek), Toli Xian, Yumin Xian, Altay Xian, Fuhai 

Xian (Burultokay),Burgin Xian and Habahe Xian (Kaba), 

Nine species and subspecies of snakes (more than 380 specimens ) 

belonging to 7 genera, 3 families were collected, They are: 

aes 

oo ON Ont wo wp 

e 

Eryx miliaris (Pallas) 

Coluber ravergieri Ménétries 

Elaphe dione (Pallas) 

Natrix natrix (Linnaeus) 

Natrix tessellata (Laurenti) 

Psammophis lineolatus (Brandt) 

Vipera berus (Linnaeus) 

Vipera ursini (Bonaparte) 

Agkistrodon halys intermedius (Strauch) 

The dimension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food habits, reproductive 

data and other biological materials of these species and subspecies are 

reported, Subspecific categories of some specie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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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关于 四 川 省 疏 行 动物 的 研究 ， 解 放 前 的 报导 不 多 ， 以 张 孟 闻 (1932) 《四 川 疏 行动 

物 述 覆 》 及 Pope (1935) «The Reptiles of China) 两 书 较 详 。 解 放 后 , 我 所 与 四 川 

医学 院 自 1956 年 起 ， 曾 先后 四 次 在 南川 金 佛 山 ， 巫 山 ， 二 郎 山 及 大 巴山 区 选 点 进行 两 栖 
朴 行 动物 考察 》 又 曾 于 1959 及 1963 年 在 贵州 境内 的 毕节 ， 威 宁 及 水 城 ， 焚 净 山 等 地 ; 

1974 年 在 湖北 利川 县 选 点 考察 两 枉 朴 行 动物 ， 并 陆续 写成 报告 。 

为 了 进一步 了 解 四 川 省 礁 行动 物 的 分 布 规律 及 其 与 邻近 地 区 的 关系 ， 我 们 于 1979 年 

5 月 12- 26 日 到 四 川 东南 部 的 西 阳 及 秀山 县 ，6 月 1- 10 日 到 四 川南 部 的 古 贡 县 对 疏 行 动 

物 进行 了 初步 调查 采集 。 

共 获 疏 行 动物 23 种 ， 分 隶 2 目 5 科 15 属 ， 现 分 述 如 下 : 

1.29222 Gekko japonicus (Dumeril et Bibron) 

Re Fl GRAK) 27. 126 

EDA 365K 
栖息 环境 ”住房 砖 墙壁 上 较 高 处 。 天 热 夜 间 常 见 ， 雨 天 未 发 现 。 

本 文 收 到 目 期 ，1979 年 8 月 29 目 。 

本 工 作 得 到 酉 阳 ， 秀 山 及 十 苦 县 科 委 的 大 力 支 持 。 参 加 野外 调查 工作 的 还 有 酉 阳 县 兴隆 区 卫生 院 
ERMA; 杰 室 转 婉 淑 ， 张 玉民 同志 协助 采集 标本 ， 黄 庆 云 同志 协助 室内 整理 工作 ;特此 一 并 致 



2 MOK eA eyez, 1979 

a 22585 | 比例 民 

WP AUR SwRI aS 图 

生殖 习性 ”解剖 79 工 0037 号 标本 ， 和 输卵管 内 有 卵 2 枚 ， 左 右 各 1; 卵 径 12 x 102K: 
已 其 有 和 钙 质 卵 壳 。 

2. eet EER Gekko subpalmatus Guenther 

采集 地 Fie (城关 区 ) 307, 32. 

垂直 分 布 460 米 。 

栖息 环境 ” 砖 房 墙壁 上 灯光 照射 处 。 
食 性 齐 检 79I0043 号 标本 ， 胃 内 容 物 为 膜 翅 目 及 双 翅 目 昆 虫 。 
BEDE: 同 号 标本 输卵管 内 有 成 熟 卵 2 枚 ， 左 右 各 1; WISER, WEES. A 

9 Ko 
3。 石 龙 子 Eumeces chinensis (Gray) 

RR BB SHR) 107. 

£AD% 680K 
4。 北 草 蜥 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 Guenther 

RR He CGR) 107. 22. 24. 

iD A 840-1140. 

食 性 解剖 79T0047 号 标本 ， 胃 内 容 物 为 膜 起 目 昆 虫 。 
ABDI SARIN AAD 5S 枚 ， 左 2 右 3;， 椭 园 球形 ， 卵 径 11x 8 或 12x8 

BK. WW RA AA ABA) IN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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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H Achalinus spinalis Peters 

采集 地 Hi GEAM) 17. 18. 

A 1140. 
6。 钝 头 蛇 ”Poyeas chinensis Barbour 

Re Be GAH) 207. 18 

BUDA 1140 米 。 
7。 赤 链 蛇 ”Dzzodoz rufozonatum (Cantor) 

采集 地 FRACS KI 2 7, 1 Ps 下 莘 ( 夏 宝 公 社 及 丹 桂 公社 ) 307. 5 Do 
重 直 分 布 680~1140K. 
栖息 环境 小 溪 边 、 路 边 草 丛 石 堆 中 。 

食 性 RR RI79 L006 SihA, BAA PEAR 1 只 。 

掌 殖 习性 SMAI BAN GIN 6, 462s WHE, AMINe31 x12, 

30X13, 2913, 288x134, AMIBE31 x 14, 29x 122B XK. 

8, $8 Elaphe carinata (Guenther) 

采集 地 ”本 阳 ( 兴 隆 公社 ) 22s 秀山 (高 田 公社 ) 1. 
HDA 650~6802K. 

栖息 环境 RH. AEA AT, 

9, EBESehe Elaphe mandarina (Cantor) 

采集 地 FPACKBK) 11s HHA, AREAL) 2%, 22. 

ADA 680~1140%K. 

党 殖 习性 ”解剖 十 苦 79 工 0053 号 标本 ， 卵 偶 内 有 卵 8 枚 ， 左 3 右 5? KBs BH 
221 X 6-72. 

10. Se Elaphe taenura Cope 

采集 地 丁 阳 (兴隆 区 ) 301; HAE) 1D. 

£EDA 680~1140K. 

栖息 环境 住房 及 其 附近 ， 常 进入 室内 。 

11, Hehe Natrix craspedogaster (Boulenger) 

Rew HR GEK)6 A, 32, 

= EDA 840~1140K. 

Sr (RHTILOGOS HA, HAA KM 1A. 
HI ASABE AW 4h, ASH1s WHBHs 卵 径 16-21x8 毫 米 。 

12.。 丽 纹 游 蛇 Notrzx optata Hu et Zhao 

Kx FAillGHRAM) 1w 12. 

BADR 530K. 

4 8 KS 水 稻田 中 被 捕获 。 

13。 乌 游 蛇 指名 亚 种 ”Nealrzx percarinata percarinata(Boulenger) 



EA DEAE, ion 
采集 地 HOGA, FEAT EAE) 2607. 382, 134). 

#kADA 840~1140K. 

栖息 环境 (NR. TAS AK HT 
ADE fees] 4 Se ARAR, HrH79 102305. 79102485. 79102605 8ARWHEE 

79 102965 (He ANB) fH 1 A. 

ADH 79T0260 号 标本 卵 梨 内 有 卯 14 枚 ， 左 右 各 7 ;， INSEE: WNE11-13x 

6-72 Ko 7910230 5mA MINE A AINITHK, FE 7 10s YNFEI6- 18x 8- 922K. 

14,23 e Natrix sauteri (Boulenger) 

Rw PRPACKAA) 17. 18. 

EEDA 680K. 
15。 虎 斑 游 蛇 Natrix tigrina lateralis (Berthold) 

采集 地 VERA CSR) 207. 109; 秀山 〈 高 田 公社 ) 1? He ALA, 

EAA, BEAK) 5607. 462. 2154. 

ayy 550-1140. 

栖息 环境 荒 坡 、 路 边 、 水 沟 边 的 草 从 、 石 堆 中 。 

食 性 齐 检 十 苦 标 本 5 号 ， 实 胃 4 ， 胃 内 容 物 为 中 华 大 蝎 肾 及 蛙 〈 因 已 消化 ， 不 

AES EHR) © 

a Dt MAM 4 号 标本 ， 其 中 79 工 0193 号 ，79 工 0168 号 卵 梨 内 有 未 成 熟 卵 ? 

79T0197 号 ，79 工 0184 号 输卵管 内 有 卯 13 - 18 枚 ， 角 长 梢 圆 形 ， 但 因 彼 此 挤 压 排列 而 略 

BAH: §87423- 33x 14-1973k, 

16,28 % Opteodrys major (Guenther) 

采集 地 PEBH ChE) 1o; Hie At. AEA) 1007, 72. 4H 

£ADA 680-1140K. 

75 3, ”路 边 、 匾 坡 草丛 中 。 

楷 殖 习性 ”解剖 十 苦 2 号 标本 ，79 工 0096 号 输卵管 内 有 卯 9 枚 ,， 左 3 在 6;， WRE 

Zs SH%E18-19x 9 毫米 。79 I0091 号 输 卯 管内 有 更 6h, AAS 33 卯 径 23 一 24X10 

FE Ko 
17, BH Zaocys dhumnades (Cantor) 

采集 地 PARA CHK) 123s Bi CHRAt) 123 He AK) 2 幼 。 

EDA 550-1140. ! 
栖息 环境 79 1 0008S RIL AER Sie KP ATE, 

18, Bete tHE Boga kraepelini Stejneger 

采集 地 Pie) GEA) 1ec7。 

EDA ”840 米 。 

19.。 银 环 蛇 指 名 亚 种 = Bungarus multicinctus multicinctns Blyth 

Ree Fil HAA) 12. 

hk 

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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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 530K. 

栖息 环境 ”坡地 稻田 中 ， 水 多 泥 松 软 ， 蛙 较 多 ， 夜晚 捕获 。 

银 环 蛇 为 四 川 省 新 纪录 ， 描 述 如 下 。 

全 长 992+ 128 毫 米 。 通 身 背 面 黑 褐色 ， 有 自 色 横 纹 34+ 10 个 ;腹面 白色 。 

P24 ALF Sie AB Ziel; Fouls HER @E1, HE ®7E1 2s PBEL +2; Lew 

7, 2-2-3; PEw7., W4 KWH. AeA, Wels, BRP KEN 

角形 ;， 腹 鳞 207， AILMESERs FBP wE43, BRIE ROSS, HRI A BLT. 
20. Hk: Azemiops feae Boulenger 

采集 地 ie CGA) 107, 28, 

垂直 分 布 1140, 

栖息 环境 岩 坡 上 麦 田 烂 草 堆 下 。 
21,280 %8 Agkistrodon acutus (Guenther) 

采集 地 PSB CMR) 47, 42, 

& 17% © ”500-680 米 。 

栖息 环境 Wa ASEH Rig EAA, this eA eh eK it PRM 

食 性 据 当 地 同志 介绍 ， 些 蛇 吃 鼠 ， 小 鸡 及 鸡蛋 等 。 在 室内 饲养 中 ， 可 吃 喂 的 家 

si DME 1979 年 8 月 25 日 解剖 79T 工 0018 号 标本 ， 卵 梨 内 卵 左 22， 右 37 枚 ， 长 椭圆 

形 ;， 匈 径 4- 7 X2,5-52EK, 

四 川 境内 系 于 1978 年 初次 发 现 此 蛇 ， 现 描述 如 下 : 

最 大 全 长 雄性 1335 + 20622 2K, IE YE1206 + 152* 222K, 

正 背 有 18= 21+2= 6 个 方形 大 块 班 ， 有 的 方 误 不 完整 。 

吻 鳞 甚 高 ， 上 部 窒 长 ， 与 一 对 鼻 间 鳞 构 成 尖 吻 ; BOR Ks AILSA Pa 

之 间 ， 开 口 朝 后 略 偏 外 ， 关 鲜 3 tk, Eee Ks HEAT GE2, PEP MEL, FEBE1s Le 

鳞 7 ， 一 号 左 侧 为 8 Kk, BBA KR, MAM BAB PBL (9，10) ， 第 一 

对 在 闫 饼 之 后 相 切 ， 前 2 或 3 对 切 闫 户 ， 颈 片 一 对 。 背 鲜 21 (23) -21 (23) -19 (17) 

行 ， 最 外 一 行 棱 弱 ， 其 余 均 具 结 节 的 强 校 ， 腹 鳞 雄 性 164- 168， 肉 性 170- 171， 肛 鲜 完 

整 ， 尾 下 鳞 雄 性 51 - 57， 肉 性 48 - 53 对 。 
4 wy its = Agkistrodon acutus (Guenther) 为 剧 毒蛇 ,古籍 记载 “ 产 蜀 郡 诸 册 中 ” ， 

但 多 年 来 迁 无 科学 报导 ， 去 年 始 发 现 分 布 于 西 阳 县 ， 在 该 县 兴隆 区 数量 最 多 ， 分 布 也 广 

这 ， 和 常 对 人 造成 危害 。 每 年 当地 均 有 人 被 其 咬 伤 ， 甚 至 危及 生命 。 尖 吻 昌 在 该 地 3 月 即 

外 出 活动 ， 懂 见 其 进入 居室 内 ， 给 人 们 安全 以 严重 威胁 ， 当 地 人 称 此 蛇 为 “ 岩 蛟 ”。 今 

后 如 何 采 取 有 效 防护 措施 ， 怎 样 加 强 对 咬 伤 病例 的 急救 处 理 及 药物 治疗 ， 均 应 引起 足够 

重视 和 值得 继续 研究 。 

本 蛇 去 内 脏 的 干 制品 称 “ 项 蛇 2” 或 “ 自 花 蛇 》， 是 重要 中 药材 ， 在 当地 却 从 未 收购 

利用 。 建 议 有 关 部 门 积 极 组 织 收购 ， 化 害 为 益 ， 一 举 两 得 。 



6 IKEA SA YB. 1979 

22, ta ess EWR Agkistrodon halys brevicaudus Stejneger 

采集 地 Tie CAR) 2907, 402, 52, 

££ 840-1140. 

mahi SRW HWARIES, BMT LRN AeH. 

食 性 野外 捕获 后 见 有 哎 出 老鼠 人 情况， 人工 饲养 中 吃 小 自 鼠 ， 麻 和 省 及 泽 蛙 。 

繁殖 习性 7 月 12 目 解剖 79 工 0343 号 活 蛇 ， 输 卵 管内 有 卯 5 枚 ， 已 发 育 至 成 形 胚 

fo 9 月 3 目 二 10 目 ， 产 仔 5 例 ， 分 别 产 出 仔 蛇 3 - 7 As MAP HS K164 — 188 毫米 ; 

刚 生 出 母体 时 ， 仔 蛇 卷 曲 于 透明 卯 膜 内 ， 约 经 1 分 钟 到 19 分 钟 ， 因 仔 蛇 活 动 膜 破 而 出 ; 

系 带 及 残余 的 少量 卵黄 〈 如 仔 蛇 发 育 正 常 ， 卵 黄 基 本 上 消耗 完 ) 不 久 亦 脱 落 。 仔 蛇 当 天 

OBA Be Yk | 
He he ko FB WA gkistrodon halys brevicaudus Stejaeger 原 调查 四 川 境内 见 手 川 东 北 

万 源 ， 巫 出 及 川北 青衣， 南江 等 县 ;此 次 在 吉 葡 县 发 现 ， 且 为 当地 优势 种 之 一 ;但 咬 伤 

病例 并 不 多 见 ， 即 或 被 喀 ， 后 果 也 不 甚 严 重 ， 故 在 该 地 区 还 未 造成 严重 危害 。 
23.¥5#R A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 (Cantor) 

采集 地 Bie) GBA) 144. 

LAD A “1140 米 。 

区 系 特征 

此 次 调查 因 时 间 和 短暂 ， 极 不 全 面 。 仅 就 获得 物种 作 初 步 分 析 : 

1。 广 布 十 北 及 东洋 界 者 5 种 〈 北 草 蜥 ， 赤 链 蛇 ， 黑 眉 锦 蛇 ， 虎 斑 游 蛇 ， 蛇 ) 。 

2.。 华 中 区 成 分 4 种 《多 疣 壁虎 ， 丽 纹 游 蛇 ， 自 头 凤 ， 尖 吻 蜡 ) 。 

3. 其 余 14 种 为 华中 及 华南 区 成 分 。 

由 此 可 见 ， 西 阳 ， 秀 山 及 十 薪 县 爬行 动物 的 组 成 以 东洋 界 成 分 为 主 ， 占 78.3%;， & 

为 广 布 种 。 在 东洋 界 成 分 中 ， 又 以 华中 及 华南 区 成 分 占 优 势 ， 为 77.8%。 

川南 吉 莘 县 与 川 东南 酉 阳 、 秀 山 县 比较 ， 虽 然 纬度 仅 相 差 1 左右 ， 物 种 组 成 也 略 有 

TE Fo 

回 阴 及 秀山 所 获 13 种 中 ， 广 布 种 3 种 ， 占 23.1%， 华中 区 成 分 3 种 ， 占 23。.1%; 4B 

中 及 华南 区 成 分 7 种 ， 占 53。.8%%。 与 相 邻 的 湖南 西部 及 湖北 西部 相似 ， 而 与 削 者 更 接 
Wo 

十 莘 所 获 16 种 中 ， 广 布 种 5 种 ， 上 下 31.3%;， 华中 及 华南 区 成 分 10 种 ， 占 62.5%; 46 

中 区 成 分 仅 1 种， 贞 6.3%%。 由 此 可 见 随 着 纬度 的 降低 ， 华 中 区 成 分 明显 减少 ， 而 华中 

及 华南 区 成 分 有 所 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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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BEBCHIONS OF REPTILES HROM: VOUNANG: 

XIUSHAN AND GULIN, SICHUAN, CHINA 

Jiang Yao-ming Hu Qi-xiong 

From May to June, 1979, a herpetological exploration was carried 

out to Youyang, Xiushsan and Gulin of Sichuan, Twenty three species 

and subspecies of reptiles belonging to 15 genera, 8 families and 2 orders 

were collected, Among them there is a new provincial record Bungarus 

multicinctus multicinctus Blyth, 

Because 14 out of 23 (61%) species and Subspecies of reptiles are 

generally distributed in Central and South China, the herpetofauna of 

Youyang, Xiushan and Gulin, as a whole, conspicuously belongs to 

subtropical fa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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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S NEA Hd OFA, 
ee Gh oe UNO = 

£6 WE) Vibrissaphora 和 种 的 初步 探讨 ， 

及 其 与 分 类 学 有 关 问 题 的 讨论:……… 一 ………… 刘 承 钊 BB RRR C1) 

KI KEI BG EVE A cc lerkesan wh, 编辑 部 《10) 

06 |& Vibrissaphora 和 种 的 初步 探讨 ， 
及 其 与 分 类 学 有 关 问 题 的 讨论 

AF] HRA RRB 

SESE BW) EAR 

必 的 特征 

SESE RMD APE R 

SEES FP D1 

SExE Weep ARE ADA 

结构 与 机 能 统一 的 原则 及 其 在 分 类 学 上 的 意义 

第 二 性 征 在 两 栖 动 物 分 类 上 的 意义 

影 蟾 属 的 研究 历史 

1938、1940 及 1945 年 先后 多 次 于 四 川 哦 明山 的 大 夏 寺 、 龙 升 岗 、 毗 罗 帮 及 清音 效 以 
上 的 黑龙 江 采 到 雄 雌 成 体 、 次 成 体 及 姗 时。 反复 研究 后 ， 于 1945 年 在 《华西 边疆 研究 学 
会 杂志 》 发 表 为 新 属 新 种 。 但 未 将 新 种 哦 暗 蜂 蟾 Vibrissaphora boringii 指定 为 属 的 模式 

本 文 收 到 目 期 ; 1980 年 8 月 29 目 。 



2 TSH AT HO FF, 1980 

Als TA Lak 4 I) AS A aS) he a ee HT Py DS SH BY 

a gta 征 

SL Ba re A we We LL p> EO Wee IS Fy Se MTR HUES, FEARS Ce el ae UL Ph 

BWIA MA CO6lEH A CHR Ce Ams> —BENR Aria) : 

HESLIA EE IR ER FAB SR RARE, PAAR BRAS Be. We kal Al. 

fer A, Wt EmaAS AAA A BS EK Als HEE eA te SH BPE 

EAHA WER BOKER. CA ILS Ba KLAR HS OK 

te, REMAIN. CORA ae Aes 咽 、 胸 、 腹 及 

四 肢 乃 面 有 无 数 灰 自 色 或 自 色 的 小 粒 或 点 。 指 、 趾 关节 下 瘤 间 有 排列 成 行 的 显著 的 淡色 

ERR: 毕 校 在 变态 过 程 中 的 尹 竖 已 极 显 著 。 无 犁 骨 齿 ， 上 颌 此 弱 。 

师 时 大 而 肥 壮 ， 大 者 长 达 120 之 米 左右 ， 背 与 尾 基 交 界 处 均 有 一 醒目 之 淡色 “Y?” 形 

BE Fey sh1:5-5/1:4 4 或 1:6 6/1:5-5 角质 后 极 强壮 。 口 应 下 侧 第 三 对 味觉 器 单 指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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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UE & HW it 

ERA ERIE 4 HH, ACIERRK, Mow ae 
LRA CER) £232 Vibrissaphora boringi Liu 

Vibrissaphora boringii Lidu，1945， 华 西边 缀 研究 学 会 宁 志 15(B ):28-31, 

1938 年 8 月 21 目 上 晚 大 十 之后， 在 四 川 峨 岂 山大 哦 秆 后 山坡 上 采 到 一 个 雌性 成 体 ， 同 

466-8 HABE. 194046 3 月 在 峨 电 而 上 毗 罗 殿 前 ,农民 挖 玉米 地 时 获得 两 个 雄性 成 

体 ， 同 年 7 月 至 8 月 底 ， 在 大 哦 寺 附 近 采 得 4 个 雌性 成 体 和 一 个 次 成 体 ， 在 大 峨 寺前 山 

BA Rin alW ESA eS TB. 19454 6 月 22 日 在 龙 升 岗 庙 内 水 池 中 采 到 一 

个 被 雄性 斑 腿 树 蛙 抱 担 的 器 蟾 雌 体 ， 同 年 5 月 至 7 el am 雌性 成 体 和 3 个 次 成 

eo MUA, SI9454E RR Mle A, AU Wate 

> a (XK) 363% Vibrissaphora liur P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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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ophrys hasseltit Pope, 1931, Am, Mus, Nat, Hist, Bull,, 61 (8):450-453, 

Vibrissaphora liut Pope, 1947, Copeia, (2):109-112, 

Pope #19267 RA MERAH, ERA RE CEREANAA, $1931 鉴 

FE FTI FHS. Pope 在 看 到 1945 年 发 表 的 影 哆 文献 后 ， 于 1947 年 又 将 此 标本 改 订 为 刘 

氏 影 蟾 新 种 。 我 们 于 1964 年 9 AISA ERAS 〈 近 模式 标本 产地 挂 墩 ) 海 拔 1,100 

米 处 采 到 74 毫 米 长 的 峻 性 成 体 及 大 量 晴 昨 。1964 年 12 月 29 日 采 到 繁殖 季节 雄性 成 体 3 

个 。 在 到 尝 安 现场 调查 后 ， 始 确 知 其 形态 及 生活 习性 等 。 近 年 在 福建 采 到 较 多 的 尝 安 时 

蚁 成 体 ， 发 现 其 中 部 份 雄性 的 上 颌 缘 有 有 具 3 或 4 枚 角质 刺 的 。 由 于 尝 安 影 昌 与 瑶 山 影 蟾 

的 雄性 均 基 有 单 咽 下 内 声 吉 ， 二 者 的 关系 有 竺 进一步 研究 。 
& 3692  Vibrissaphora leishanensis Liu et Hu 

Vibrissaphora leishanensis Liu et Hu, 1973, 243%. 19( 2):165-167, 

196346 4 A 7 月 中 旬 ,在 贯 州 雷 山海 拔 800-1,800 米 采 到 不 同时 期 的 大 批 师 时 : 同 

年 6 月 2 日 在 雷山 格 头 采 得 一 雄性 成 体 ， 角 质 刺 已 脱落 ， 其 软组织 部 分 已 被 吸收 ， 在 上 

颌 两 侧 各 有 两 个 乳白 点 。 同 年 10 月 间 ,在 雷山 又 采 得 雄性 成 体 16 个 ,上 颌 每 侧 均 有 强壮 黑 

色 角 质 刺 2 枚 。 现 尚未 采 得 峻 成 体 。 由 于 雄 有 蟾 上 颌 缘 眼 下 后 方 各 有 二 粗壮 锥 状 墨 色 角 

UR, SE AAS Wee WS Se ee WEI A ala], F 197342 2 AH Ah ee Le we 

196345 , Ae eI EV LE L750 1,200 米 处 的 出 溪 或 回 水 出 内 采 到 大 批 各 期 的 

影 蟾 师 时 ， 层 此 式 多 为 1:5-5/I:4-4。 其 中 6 个 将 完成 变态 的 时 旦 及 一 个 在 室内 饲养 下 完 

成 变态 的 次 成 体 ， 上 和 毛 缘 每 侧 有 3 - 5 个 桔 红 色 斑 点 。 它 既 不 同 于 雷山 影 蝎 ， 也 不 同 于 

峨 岂 蚜 蟾 或 尝 安 影 哆 。 待 获得 成 体 后 才能 判定 其 应 为 何 种 。 

32 1, 3632 Vibrissaphora yaoshanensis Liu et Hu 

Vibrissaphora liut Liu et Hua，1962， 动 物 学 报 ， 14( 增 刊 )， 82 87 〈 不 是 Pope， 

1947) . | 
Vibrissaphora yaoshanensis Liu et Hu, 1978, PRCT MMARAB, 4:18 19 

(SAFE) 。 

1955427 A 8 日， 华南 植物 研究 所 广 福 调查 队 在 广西 龙 胜 县 红 崖 山 ( 海 拔 1,600 米 ) 

Fe Bl — PEE RE s 195742 4 月 武汉 大 学 生物 系 在 广西 大 瑶 山 采 到 繁殖 季 他 已 过 

的 一 个 雄性 成 体 ， 先 后 将 标本 寄 赠 给 我 们 。1960 年 3-7 月 我 们 在 大 瑶 山 及 龙 胜 县 三 门 花 坪 

采 到 大 量 各 时 期 的 虹 时 ， 但 未 获得 成 体 。 同 年 11-12 月 , 瑶 山 人 民 医 院 的 同志 在 大 瑶 山 采 

到 黎 殖 季节 的 雄性 成 体 7 个 和 雌性 成 体 10 个 。 因 Pope 于 1947 年 发 表 新 种 刘 氏 吉 蚁 所 依 

据 的 标本 仅 系 一 个 将 完成 变态 的 幼体 ， 第 二 性 征 未 出 现 ， 其 描述 极为 不 够 而 片面 ， 据 

Ie, XIHA (1962) BROKE BAB HX RB RR. PARR, 

AAA MM, FIVER RAMA, HRAE A: TERE Lama Pa 

AMA EAE, SHULER, ~AW KR APA P,P OR FL 

K, RAG: BeBe) 5 ik MA MWS 7, 197 54F Ze wh Pes a Be FL a NY ,在 海拔 800-1,400 

AR AR AS AR Bl Fis LL BE BES ae AS BA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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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蟾 属 的 地 理 分 布 及 垂直 分 布 

据 现 已 掌握 的 第 一 手 资料 ， 影 蟾 属 各 个 种 的 分 布 如 下 : 

C1) RAS AFOUL. SEDONA IB, FUL, Be, KE 

Wh. aw, SB, Ke, RIG, KEW Kew, Mi, SH. REBEL 

BZ EW, BASLE TMA, HRA RAREI, BED: 

海拔 700-1,700 米 。 

(2) 党 安 最 闫 “分布 于 福建 省 崇 安 及 建 阳 县 境内 之 武夷 山 。 在 德 化 县 的 戴 云 山 即 

KRM, BHAA: 海拔 800-1,500 米 。 

(3) 瑞 山 有 最美 “分布 于 广西 金 秀 大 瑶 山 及 龙 胜 县 红 岩 山 、 花 坪 ， 湖 南 宜 章 莽 山 。 

在 广西 龙 津 大 青山 未 发 现 。 垂 直 分 布 ， 海 拔 1,000-1,600 米 。 

(4) GURH# OARS, BEM, BAL ML RE, WRAL 

hoe, HHH: 海拔 800-1,800 米 。 

综 上 所 述 ， 旷 蟾 均 分 布 于 北 回 归 线 以 北 ， 北 达 北 纬 30 度 附近 ;， 西 起 四 川 不 由 山 ， 东 

BRE RI. HMA, TUS SAE RES: We CO ae LL He 

sTAO AIK, WWE TE WEL Fi wa. 

RHE Mie Kk, REPS AMHOPAME: 均 分 布 于 东洋 界 中 印 亚 界 

内 。 峨 岂 影 哆 为 西南 区 之 西南 山地 亚 区 内 哦 岂 山 的 土著 种 ， 其 他 3 种 分 布 于 华中 区 : 雷 

Lite WE A Re Le BS oo fo AE Xe AB LU eI AR, Se ENB oy pF EX RB 

陵 平 原 亚 区 内 武夷 山北 部 。 

影 蟾 的 垂直 分 布 范围 由 海拔 700 米 至 1,800 米 。 

结构 与 机 能 统一 的 原则 及 其 在 分 类 学 上 的 意义 

结构 〈 形 态 ) 与 机 能 〈 生 态 适 应 ) 是 辩证 统一 的 。 当 前 ， 分 类 学 还 是 以 形态 学 方法 

为 主要 方法 的 情况 下 ， 尤 其 有 必要 注意 到 生态 学 方面 。 多 年 来 的 事实 也 证 明 ， 单 纯 从 已 

固定 标本 研究 动物 形态 来 进行 分 类 ， 是 不 够 的 ;必须 坚持 实践 第 一 的 观点 ， 杀 临 现场 ， 

到 野外 结合 观察 动物 的 生态 习性 ， 才 能 更 好 地 掌握 种 的 特征 ， 以 及 深刻 理解 其 形态 结构 

特点 。 

在 同一 环境 中 ， 或 进行 相同 生活 方式 的 不 同 科 、 属 或 同一 科 、 属 的 各 种 动物 ， 可 以 

具有 相同 的 形态 结构 GARMA) . Bin, ROR, WRB EMS eM Tico ew 

Za, “EATS ASE SS Hy ILM A ie BS J 

TELE Al RT RSI 2a, SER A ab ee YAR AY 

LAS AC BR BOA Ce 23 Si P= BU We WE PS” 0 TEMEPR ARIES, 2 BT 

HBT AAP. STE HERE A. BeWE  Pe RG HAE BSR) PIE ee: 均 为 深 

LE RUIDRES AR SER TD, FE ARP ETE. Sb, BERRI Wali, FEN S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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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只 达 户 部， 内 距 突 适当 发 过， 指 趾 下 均 有 断 续 肤 棱 ， 这些， 显然 也 是 与 它们 多 怜 行 而 

少 跳跃 是 有 关系 的 。 

目前 已 知 4 种 昆 蝎 的 成 体 ， 其 眼球 上 半 呈 兰 绿色 或 淡 绿 色 ， 下 半 为 深 棕 f& Bk YR 

fo KAUR LRT. BAAR, BOAR, AORN Toei, A 

fey SC, te) AN PEG EAA a BS HS BY FE 

AEASIE WET AS LAO, ZILLA TK BBR, BZ ALTE TR b BY ke SE 

FFA. RMS, HRMS RORER ME Aad, AEE AME), A 

BE, ARG iizk A Agee is} — eS ee ee ee 

大 ， 尾 肌 弱 ， 尾 鳍 高 而 薄 ， 尾 端 多 尖 细 ; 流水 、 特 别 是 急流 ， 水 内 食物 较 少 而 售 氧 在 

四 

达 ， 有 极 强 的 角质 俩 或 口 胸 部 形成 一 大 吸盘 〈 如 市 蛙 旺 时 ) ， 多 数 种 类 的 体 大 而 细 长 或 

格 扁平 ， 尾 肌 强 ， 尾 鱼 厚 而 低 ， 尾 端 钝 圆 。 

吕 蟾 属 晴 时 是 生活 于 山区 急流 内 的 属 种 之 一 。 它 们 与 生活 于 类 似 环境 中 的 齿 昌 属 出 

RB RIO 等 的 晴 时 具有 相似 的 形态 特征 ， 在 分 类 上 较 难 区 分 ， 也 曾 发 生 过 错误 。 朱 

条 防 于 1959 年 发 表 的 “记载 二 种 铀 足 蟾 科 幼 生 的 特征 ”》( 动 物 学 杂志 10 期 473-475 页 ) 一 

文中 提出 原 订 猫眼 蟾 晴 时 口腔 下 部 第 一 对 味觉 器 为 单 指 状 。 这 一 特征 可 以 区 别 于 具有 党 

状 的 第 一 对 味觉 器 的 齿 蟾 属 及 昆 旷 属 尹 蛙 。 此 后 ， ace aad eines 

ARES Siat, DEBIAN BA EL LNB LAREN BAX. Hi 

BE Te TA WS 1 A PR TY 2 — HORNA SAR, HAMMAM. MRA 

KET RSM, PIBNBWARIEK, MAEWSARBRSIAK, Pal7s 

有 单 指 状 者 ， 或 一 侧 为 单 指 、 一 侧 为 叉 状 ， 如 云南 无 量 山 未 定 种 名 的 齿 蚁 师 蛙 。 

媒 蛙 是 发 现成 体 的 最 好 标志 ， 特 别 对 于 提供 线索 去 发 现 那些 繁殖 季节 前 后 即 不 出 现 

于 水 域 的 两 栖 类 成 体 更 为 重要 s- 为 引 ， 在 野外 及 时 识别 晴 糙 的 科 、 属 或 种 ， 还 应 进一步 

寻找 更 简易 而 可 靠 的 形态 特征 。 已 发 现 ， 品 蝎 峡 昨 的 背 尾 交界 处 有 一 醒目 的 淡色 “YY 

@Myers 4 Leviton (1962) 将 原 订 次 突 旷 属 Sculzger Pp ty 4 4¥, BPS, pingir 
Liu, S, pope: Liu, S, rugosa Liu wR S, schmidti Liu, UW.ERARELA 

AY. ART RRIF AMR. BRELAMA LURE EAR, Ht 

eo ERIS MET SF RMP AMAA, BAP EMS 

A, HALES RSEK, SERRRAHAE, Ate 4 2-—HR—B 

32 %,Oreolalax (é A thie) 以 来 之 。 

QA EVERY Bit Mik & Aclurophryne hHRHY RRB, RAR 

上 领 均 无 次 或 仅 有 次 突 、 完 全 无 鼓膜 、 咽 鼓 管 孔 小 而 圆 形 、 舌 后 端 圆 或 者 

仅 略 有 款 刻 ， 办 时 的 上 尾鳍 始 于 后 肢 茸 及 第 一 尾 肌 节 之 后 ， 将 其 并 入 次 突 

32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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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同 现象 只 是 问题 的 一 个 方面 。 亲 缘 关 系 相 近 的 譬如 同属 的 各 种 动物 ， 长 期 适应 于 

不 同 环 境 或 不 同 生活 方式 的 结果 ， 还 表现 出 趋 异 现象 。 这 种 情况 如 在 蛙 属 的 隆 肛 蛙 〈 生 

活 于 山 诅 内 ) 与 金 线 蛙 〈 生 活 于 静水 内 ) WBC EUR AH. ESeM Ba A 

的 4 种 中 虽然 未 发 现 明 显 的 趋 异 现象 ， 但 在 两 栖 动 物 〈 克 其 是 媒 野 ) 的 分 类 上 不 可 不 注 

RE 

第 二 性 征 在 两 栖 动 物 分 类 上 的 意义 

二 性 征 在 一 般 动 物 为 与 繁殖 有 关 的 一 系列 征 状 ， 是 一 种 限 性 性 状 ， 因 些 ， 可 以 作 

人 

给 予 合理 的 解释 。 

第 二 性 征 在 动物 分 类 上 也 有 一 定 的 意义 。 在 两 枉 动 物 方面 ， 因 为 第 二 性 征 往往 仅 在 

繁殖 季节 才 表 现 出 来 或 变 得 更 显著 ， 由 于 调查 研究 远 远 不 够 全 面 系统 ， 尤 其 没有 注意 周 

年 的 采集 调查 ， 掌 担 的 资料 还 不 多 。 经 多 年 来 的 调查 研究 ， 目 前 发 现 影 哆 属 、 齿 蚁 属 和 

齿 罕 蟾 属 等 的 第 二 性 征 在 它们 的 属 、 种 分 类 上 有 重要 意义 。 

现 就 玉 蟾 属 的 情况 举例 说 明 。 及 蟾 雄性 在 繁殖 季节 上 后 缘 有 黑色 角质 刺 〈 繁 殖 季节 

后 黑 刺 虽 脱落 ， 但 有 遗迹 可 辨识 ) , 肉 性 在 相应 位 置 则 有 材 红 色 或 米色 点 。 黑 色 角 质 刺 及 

只 性 的 桔 红 或 米色 点 的 数目 在 各 个 种 有 所 不 同 。 此 外 ， 哦 岂 影 哆 及 雷山 野 姑 均 无 声 襄 ， 

尝 安 影 蝎 及 瑶 山 肿 蟾 均 有 咽 下 内 声 囊 。 因 此 ， 声 囊 的 有 无 ， 雄 性 的 黑色 角质 刺 及 雌性 的 

MAKE AMAA, BAW ays Bilse eS Ri ee we — MS ERA, ARE 

Bl, S2SERUSEGEME A FCS ERIM KG. UCSD, FEWESSEE, RE SS ESE SS — PEGE ZEA 

的 分 类 上 亦 有 重要 意义 。 

后 记 些 文系 1973 年 我 与 业 师 刘 承 钊 教授 赴 广 州 出 席 “ 三 志 ” 会 议 之 前 ， 由 我 协 

助 刘 承 钊 、 胡 淑琴 二 师 整 理 成 文 并 付 印 的 ;， 曾 由 刘 师 在 “三 志 ? 会 议 上 守 读 ， 返 未 正式 发 

表 。1976 年 4 月 9 目 ， 刘 师 因 和 急性 心肌 梗塞 不 幸 逝 世 ， 悲 痛 之 余 ， 今 年 值 他 八 十 周年 诈 

辰 之 际 ， 特 结合 近年 资料 ， 将 此 文 修改 发 表 ， 以 资 纪念 。 一 元 八 口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赵 尔 密 

记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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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altitude pelobatid toads of Asia (Scutiger, Aelurophryne, and 

Oreolalax), Copeia, 1962(2),; 287-291. 

Pope, C, H. 1931 Notes on amphibians from Fukien, Hainan, and 

other parts of China, Amer, Mus, Nat, Hist, Bull,, 61(8):39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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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F GENUS VIBRISSAPHORA 

( AMPHIBIA:SALIENTIA) AND DISCUSSION 

ON PROBLEMS OF AMPHIBIAN CLASSIFICATION 

Liu Cheng-chao Hu Shu-chin Zhao Er-mi 

The pelobatid genus Vibrissaphora was established by C, C, Liu in 1945 

on the basis of specimens 6 面 Mt, Omei, Sichuan, China, In this paper, 

V. boringit Liu, 1945 has been designated the type species Of Vibrissaphora 

which was not designated in the original description, and the diagnosis 

of the genus has been described anew, 

Diagnosis of genus Vibrissaphora (described anew); 

Pupil vertical, Upper half of eye-ball bluish green or light green 

and lower half dark cinnamon brown, Snout much broad, rounded and 

depressed, During spawning season, male with various numbers of black, 

conic, epidermal spine on the margin of the upper jaw, ‘he female 

had no spines, but regular orange red or creamy spots, the number 

of which wa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spines in male, were present in 

the corresponding place where the spines were developed in the male, 

The most distinct character was the very slender net-work skin-ridges 

composed of minute granules on the back, These skin-ridges wer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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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picuous on the dorsum of the legs, The throat, the chest, the belly 

and the lower parts of legs were marked with numerous dirty white or 

whitish small spots, Between the subarticular tubercles there were many 

distinct ridges or granules arranged in rows, They became prominent 

in tadpole during metamorphosis, Vomerine teeth lacking, maxillary 

teeth weak, 

Tadpole large and robust, the large ones measuring about 120 mm, in 

total length; a conspicuous light color “Y”-shaped marking on the border- 

line between the back and the base of tail; labial teeth formula 

1:5-5/[:4-4 or [:6-6/1:5-5; horny jaws very strong, The third pair 

of taste organs single-finger-like, 

So far four species belonging to genus Vzbrissaphora have been describ- 

ed, They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the following, 

1. Male with only one epidermal spine on each side of the margin of the 

upper lip, and an internal median subgular vocal sac; distributed 

in Mt, Wuyi, Chong’an Xian, Fujian --reercecceccrscce ere ete eee ees Vy Limi 

Male with more than one epidermal spine on upper lip margin-:-:-- 2 

2. Male with 5-8 epidermal spines on each side of the upper lip margin, 

no vocal sac; distributed in Mt, Omei, Sichuan -+-++-++-++-+e +) Vy boringzi 

Male with two epidermal spines on each side of upper lip margin-:----- 

3. Male with an internal median subgular vocal sac; distributed in Mt, 

Yaoshan, Guangxi, and Mt, Mongshan in Yizhang Xian, Hunan:::::- 

- 到。 yaoshanensis 

Male without vocal sac; distributed in Mt. Leishan, Leishan Xian, 

(GMA NOW 600000000 000 ova 060060 000 600.000 605 aB0 086 Hpd. a00 0nd DOD B00 DdC. HOD CO0900 d0E Va lezshanensi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each of the known species 

mentioned above is given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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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WRB. boringii Liu, o 
(KA x) A], 1945) 

图 2。 RIB, LRA 

侧 上 有 具有 两 枚 角质 刺 的 常安 

图 4。 323 363% V. yaoshanensis Liu a 

: : et Hu, o& (RA x, ,1962) 
ih 363% V. leishanensis Liu 

Ha, CRAB, BR, 1, 1973) 
i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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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rogs from 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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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HISTORY STUDIES OF WEST CHINA AMPHIBIA. 

No, 9 Life history of Batrachuperus pinchontt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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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new frogs of the genus Scutiger from west China, 

Copera, 1947 (2):123—126, 2.. figs. 

Amphibians of western China, 

Fieldiana: Zoology, Mem,, 2: 400 pp。.，10 pls。 

云南 省 西双版纳 两 栖 类 初步 调查 报告 。 动 物 学报 ，11(4 ):509-533， 图 版 

1 一 5。 合作 者 : Ame) 

1958 年 云南 省 两 栖 类 调查 报告 。 动 物 学 报 ，12(2):149-174， 图 版 1-4。 (G 

fea: ABZ. Hic) 

四 川 巫山 两 栖 类 初步 调查 报告 。 动物 学 报 ， 12(2):278-292, ( 合 作 者 : 

FALE iE) 

New scutigers from China with a discussion about the genus,. 

(with Hu) 

Scientia Sinica, (Zool,), 9(6):760-780, pls.1-3. 

中 国 无 尾 两 栖 类 。 科 学 出 版 社 ，364 页 ， 图 版 1-28。 (合作 者 : 胡 淑 琴 ) 

贵州 西部 两 栖 类 初步 调查 报告 。 动 物 学 报 ，14(3):381-392。 (合作 者 : 

PAE, iE) 

RAR mOs WRK. WSR, 14 (增刊 ) :73-104， 彩 色 图 版 四 

幅 。 《合作 者 : Ams) 

铜 模 蜥 卵 胎生 习性 的 观察 。 动 物 学 杂志 ，(4 ):168-171。 Cate: BIRD) 

秦岭 及 大 巴山 地 区 两 栖 店 行 动物 调查 报告 。 动 物 学 报 ，18 (1):57-89， 图 版 

1-3。 《合作 者 : HR, BRM) 

贵州 省 两 栖 店 行动 物 调查 及 区 系 分 析 。 动 物 学 报 ，19(〈2 ) :149-178， 图 版 1-3。 

〈 合 作者: HE, IRI) 

海南 岛 两 栖 动 物 调查 报告 。 动 物 学报 ，19( 4 ):385-404, 图 版 1-2。 〈 合 作者: 

HAWS, BEL, SE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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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福建 省 两 栖 动 物 的 三 新 种 。 动 物 学 报 ，21( 3 ) :265-271， 图 版 1 。 〈 合 作者 : 

HH UE ) 

1979 HEB EMRE er. BMPS, 4(1):83-92, Ail-2, 〈 合 作者 

1980 SeN8)3 Vibrissaphora 和 种 的 初步 探讨 ， 及 其 与 分 类 学 有 关 问 题 的 讨论 。 WR 

行动 物 研 究 ， 3 (1) :1-7, 图 版 1。 《合作 者 ， 胡 淑琴 、 赵 尔 客 ) 

x] RAAF (Prof, Cheng-chao Liu, 1900-1976) #47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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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KE AS HA YO 
第 四 和 辑 第 一 号 =F) ee 

ees 

fit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Ht. BelBhiaie (LDA) 的 同 功 酶 谱 

AR IR ID 李 胜 全 yu 杨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鳄 晰 系 Aphl 依 据 我 国 广西 瑶 山 标本 于 1930 年 发 表 的 新 属 新 种 ， 并 以 此 单 属 独 种 建立 
sie 〈9hinisauridae)。1954 年 ，McDowell 与 Bogert 将 其 列 为 异 晰 科 (Xenosau- 

ridae) 的 一 个 亚 科 “〈 另 一 亚 科 即 广 于 中 美 仅 有 1 属 2 一 3 种 为 其 代表 的 异 蜥 亚 科 ) © fie 

蜥 以 其 在 本 亚 科 中 为 单 属 狸 种 ， 与 异 蜥 亚 科 呈 不 连续 分 布 ， 以 及 仅见 于 广西 瑶 山 等 特 

点 ， 而 为 国际 学 术 界 所 珍视 ， 对 其 分 类 地 位 与 起 源 盖 化 的 探讨 自 亦 成 为 动物 学 的 重大 课 

题 之 一 。 虽 然 如 此 ， 但 由 于 此 种 动物 分 布 区 极 守 ， 标 本 不 易 获 得 , 故 研 究 并 不 多 。Lyanaan 

与 Walsh 〈1957) 曾 探讨 其 甲状 腺 的 形态 ，Costelli 与 Hecht (1971) 发 表 其 肢 骼 的 解剖 

结 采 ,而 关于 其 生物 化 学 指标 的 研究 需要 取材 活动 物 ,尚未 见 到 报道 。 本 文 报道 鲍 蜥 肝 、 

久 乳 酸 脱氧 酶 (LD 瑞 ) 的 同 功 酶 谱 ， 期 在 以 实验 手段 查 明 鳄 晰 的 分 类 地 位 积累 资料 。 

生活 的 乌 晰 采 自 广西 瑶 山 ， 由 北京 动物 园 提供 。 解 剖 未 经 麻醉 的 乌 蜥 ， 剪 取 肝 、 和 经 

组 织 ， 生 理 盐 水 洗 3 一 5 次 ， 葵 饮水 冲洗 1 次 ，pH7 磷 酸 缓冲 液 洗 至 中 性 ， 的 和 碎 匀 浆 ， 淮 

Yel» 〈10000 一 12000 转 /分 ) 307%, WEAK 3 MA 1 H40% RAM, ieAPH 

8.958 ARERR S (6.5 0.6K) 于 pH8.3Tris- 甘 氛 酸 缓冲 液 中 进行 圆 盘 电 泳 。 

电压 220Y ， 电 流 强度 每 管 1.5mA， 电 访 时 间 2 小 时 。 电 瀛 完毕 ， 取 出 胶 条 ， 蒸 饮水 洗 2 

K, BLDA#GRHPT 38 Chri 63057 FH, ATAAKUES~ 5K, 5-7% 醋酸 中 国定 保 

F 520nm4aii. 

本 文 收 到 目 期 1980 年 3 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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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 蜥 肝 与 肾 的 乳酸 脱氧 酶 (LDH) 均 有 5 条 区 带 (1), SRR ES 

如 图 2 。 各 相应 区 带 的 瀛 动 率 (二 中 全 和 时) 分 别 一 致 ( 表 1 ) ， 但 各 区 
带 的 活性 有 所 不 同 。 肝 LD 五 的 第 四 、 五 两 区 带 的 活性 较 强 ， 而 凤 LD 也 则 是 第 一 、 二 两 

区 带 的 活性 较 强 。 

K 

图 1. 23%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肝 (4) } (4) HRRRAB (LDH) 

同 功 酶 谱 。 

Ly ep eee We 
图 2。 #7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If (4) } (4) 4 9LMRAM (LDH) 

同 功 酶 谱 光 密度 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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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CTROPHORETOGRAM OF ISOENZYMES OF 

LACTIC DEHYDROGENASE IN THE LIVER AND KIDNEY 

OF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REPTILIA:SAURIA) 

Zhao Er-mi Li Sheng-quan Shen Yang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INES) IRAE DP 

In this paper the study of the isoenzymes of lactic dehydrogenase 

(LDH) in the liver and kidney of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is reported, 

Both the electrophoretogram of the liver and kidney have five bands, 

and the mobility of the corresponding bands are samiliar (Fig, 1). It 

shows strong enzymatic activity in the fourth and fifth bands of liver 

and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bands of kidney, Both scanning photograms 

at 520 nm are shown in fig, 2, 



SERIES 4, NUMBER! 

OCTOBER 20; 1980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RPETOLOGY 

CHENGDU INSTITUTE OFE BIO VO GY.) ACADEMIA SINICA 

P, O, Box 416, Chengdu, Sichuan, China 

The electrophoretogram of isoenzymes of lactic dehydrogenase in the 

liver and kidney of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Reptilia, Sauria) 

By Zhao Er-mi, Li Sheng-quan and Shen Yang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OTS KEA Hh YOM 
第 四 辑 (2) aaah = 一 九 八 〇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oo eh BOR HR 
胡 a: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 iit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是 我 国 的 一 种 珍 多 动物 ,在 爬行 纲 中 隶属 
urs CLacertiformes) 异 晰 科 (Xenosauridae) ， 狼 成 一 亚 科 (Xenosaurinae); 

现 仅 发 现 于 我 国 广西 瑶 山 ， 在 动物 分 类 及 动物 地 理 研 究 上 均 有 重要 意义 。 

和 目 1930 年 德国 人 EAI 定名 以 来 ， 国 内 外 学 者 对 乌 蜥 的 研究 不 多 ， 所 见 文 献 且 多 

属 对 其 外 部 形态 的 描述 ， 对 鳄 晰 器官 系统 的 研究 尚未 见报 道 。 为 了 深入 研究 这 种 我 国 独 

有 的 晰 赐 ， 以 期 对 我 国 目 然 珍 贵 动物 的 资源 保护 和 利用 有 所 帮助 ， 本 文 报导 对 乌 蜥 神经 

系统 的 解剖 观察 。 

we RH 

MACGARE BEeBEBZ SALW BMRA LR CRASS I 0042, o7,80 | 0043, 

&, 8010044, o&, 8010051.2) ,用 乙醚 麻醉 致死 ， 然 后 用 10% 福 尔 马 林 液 固定 ， 数 

日 后 进行 解剖 观察 ， 并 使 用 个 别 新 鲜 死 标本 解剖 对 照 。 

观 察 

按 中 松 神经 系统 和 周围 神经 系统 分 别 描述 。 

本 文 收 到 上 日 期 ，1980 年 9 月 30 日 。 



， Emon HOMER 108 
一 、 中 杠 神 经 系统 (systema nervorum centrale) FAMRBERARD. 

1. fi Cencephalon) . : 

HS iT A i ze Tz FW Po. A A 0 7c BY BR eR (pra mater encephalz) , 

外 层 为 自 色 、 厚 且 韦 的 硬 脑膜 (dura mater encephalt) 。 脑 由 前 至 后 明显 分 为 端 脑 ， 间 

脑 ， 中 脑 ， 小 脑 ， 延 脑 五 部 分 。 鳃 晰 脑 的 各 部 分 不 在 一 条 水 平 轴 上 ， 明 显 具 有 两 个 弯 

曲 ， 一 于 间 脑 处 ， 一 于 延 脑 处 。 正 中 纵 削 ， 可 见 脑 内 有 空 膝 脑室 相 贯 通 ， 背 壁 较 薄 ， 底 

HEAR IE 

3 fis Ctelencephalon) 为 脑 之 前 端 部 分 ， 可 分 为 嗅 叶 及 大 脑 半 球 二 部 。 

Su HYMAN; Clobus oljectortxs) 不 很 发 过 ， 但 嗅 共 相当 细 长 ， 故 嗅 叶 长 度 约 占 端 脑 

的 3 ， 嗅 叶 前 端 诡 大 成 长 纺 年 形 噢 球 〈bulbus olfactorius) ， 有 神经 由 此 直达 鼻 圳 。 
大 脑 半 球 Chemispharium cerebrt) IRE RRA, KSRZEA2:1; 二 半球 体积 

为 全 脑 的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每 半球 内 部 均 有 一 侧 脑室 , 左 侧 为 第 一 脑室 Centriculus 
primus) ， 右 侧 为 第 二 脑室 Cventriculus secundus) , 半球 的 背 壁 很 薄 ， 基底 纹 状 体 

(corpus striatum) 很 发 达 ， 自 外 侧 壁 罕 向 内 方 ， 几 乎 充满 侧 脑 室 。 

间 脑 〈dzezcebjpaloz) 位 于 大 脑 半球 之 后 。 

因 脑 的 弯曲 ， 间 脑 背面 几乎 全 被 大 脑 半 球 及 中 脑 所 撼 盖 ， 有 一 黄色 长 椭 园 形 的 脑 上 

FROLFIEH, Foi LAR (epiphysis) 为 内 分 泌 腺 ， 在 脑 上 腺 稍 前 处 有 一 小 的 顶 眼 ， 顶 眼 
(parieal eye) 有 极 细 的 顶 眼 神经 (x. parietalis) 与 间 脑 相连 , 顶 眼 内 含有 黑色 素 物 质 ; 

体外 观察 鲁 蜥 的 项 眼 明 显 镶 散 于 头 背 的 顶 间 鳞 正 中 ， 成 一 小 园 点 。 间 脑 腹面 是 发 达 的 视 

神经 交叉 (chiasma opticum) ， 其 后 是 隆起 的 脑 漏斗 Cnfundibulum) ， 脑 漏斗 下 后 方 连 

着 椭圆 形 的 垂体 ， 垂 体 〈jgtobjysis) 是 重要 的 内 分 记 腺 ， 分 为 前 、 后 二 叶 。 间 脑 内 的 空 
腔 为 第 三 脑室 (ventriculus tert)， 前 面 与 第 一 、 第 二 脑室 相通 ， 后 与 中 脑 水 管 相连 。 

中 脑 (mesencephalon) 位 于 间 脑 之 后 ， 较 发 达 。 

背面 分 为 左右 二 叶 ， 称 为 视 时 〈!obgus opticus) ; iMRI AIG, -\F 大 脑 半 

球 。 中 脑 内 的 管状 脑室 ， 称 为 中 脑 水 管 ， 两 侧 伸 入 视 叶 扩大 为 视 叶 室 ， 视 叶 背 壁 略 厚 于 

KK fbi “BER BE 
小 脑 (cerebellum) 位 于 中 脑 之 后 。 

鳄 蜥 的 小 脑 不 甚 发 过， 片 状 ， 略 呈 蝶 形 ， 紧 贴 于 中 脑 后 缘 上 且 复 盖 于 延 脑 前 背 侧 ， 内 

BB FG 25 HE Aoi ) 

延 脑 (medulla oblongata) 位 于 脑 示 部， 后 与 脊 篮 接连， 彼此 以 枕骨 大 和 孔 为 界 。 

伍 晰 的 延 脑 较 发 达 , 弯 曲 颇 大 ;背面 前 方 有 一 止 状 陷 8S. BEB (fossa rhomboidea)s 

菱 视 上 复 盖 有 含 大量 神 经 纤维 和 结缔 组 织 的 血管 从 ， 称 为 第 四 脑室 脉络 从 ， 延 脑 腹面 有 

一 纵 行 浅 沟 ， 称 为 前 正中 裂 ， 一 直 延 续 至 背 Hs 延 脑 内 部 有 一 空 膝 ,为 第 四 脑室 

(ventriculus quartus) , WISP KERE, PRES RH PRE. 

BS AT HG EN Sh BBIZAS DL 1 。 
2.9% BE (medulla spin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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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细 不 等 ， 前 半 部 较 粗 ， 后 至 尾部 新 细 ， 达 尾 端 成 针 状 。 

RS OTA AS te A AS AB Se ReaD Sy, BUSH 及 腰 脱 大 。 颈 膨大 Cintumescetia 

cervicalis) BARR 5 节 至 第 9 节 ， 腰 膨大 Cntumescetia lumbalis) B24 RAB 

节 ， 两 者 相 比 ， 腰 膨大 略 大 。 

不 少 鲁 晰 的 尾部 断 落 后 出 现 再 生 尾 ， 兰 艇 则 常 于 尾部 原 断 裂 处 略 膀 大 ， 或 成 小 圆 球 

状 ， 再 由 此 处 成 细 针 状 伟 入 再 生 尾 软骨 腔 内 。 
二 、 周 围 神经 系统 (systema nervorum periphericum) 

1。 脑 神经 Cnervus  cerebrales) 1 

乌 蜥 的 脑 神经 共 12 对 。 其 中 第 11 对 脑 神经 纤维 出 脑 后 ， 即 并 入 第 10 对 脑 神 经 中 ， 故 

独立 于 颅 外 的 脑 神经 为 11 对 。 

T 772% (n,olfactorius) 由 昨 球 前 端 发 出 。 嗅 神经 出 脑 后 向 前 不 远 即 伸 入 鼻 赛 ， 

分 布 于 鼻 囊 内 的 嗅觉 上 皮 。 

E。 视 神经 〈z。obtzcxs ) 由 间 脑 腹面 发 出 ， 是 最 粗大 的 一 对 脑 神 经 。 出 脑 后 两 条 视 

HEY tH BAF EAE AG eM GRAN Ms 然后 视神经 向 前 外 侧 伸延 ， 进 入 眼眶 ， 分 布 到 

眼球 的 视网膜 。 
下 。 动 眼神 经 〈7z。oczyiomotorzs) 由 中 脑 腹 面 ， 垂 体 两 侧 处 发 出 。 动 眼神 经 出 脑 后 向 

前 延伸 ， 入 眼眶 后 则 分 成 小 支 分 布 到 司 眼球 和 运动 的 上 直 肌 、 下 直 肌 、 内 直 肌 和 下 和 斜 肌 。 

贾 .滑车 神经 (n,trochlearis) 由 中 脑 背 面 后 缘 处 发 出 。 此 对 神经 较 细 小 ,出 脑 后 沿 

视 时 后 缘 绕 向 前 行 不 远 ， 穿 入 眼眶 ， 分 布 到 司 眼球 运动 的 上 和 斜 肌 。 

V。 三 又 神经 Cinigemnus) 由 延 脑 背面 前 方 两 侧 发 出 。 三 叉 神 经 粗大 ; 出 脑 后 即 

形成 一 大 的 神经 节 ， 称 为 半月 神经 节 (ganglion semilunare) ; 自 此 神经 节 后 分 成 三 条 神 

经 ， 为 眼神 经 、 上 和 颌 神经 及 下 颌 神经 。 

眼神 经 (n,ophthalmicus) HALA HATH HAMAR, MEHR, 

形成 一 不 很 明显 的 神经 节 ， 为 眼神 经 节 Cg. ophthalmicum) ; IRHATICE TAX, 一 

支 为 眼 深 神 经 ， 另 一 支 为 额 神 经 。 眼 深 神 经 (Cn. ophthalmicus profundus) 前 行 入 眼眶 后 ， 

于 眼球 内 侧 继续 前 伸 ， 贴 于 滑车 神经 下 方 穿 入 鼻 圳 ;然后 分 支 分 布 到 有 鼻 囊 内 的 粘膜 及 吻 

背部 的 皮肤 等 处 。 额 神经 (x frontalis) 自 眼 神经 节 后 向 头 背 方向 前 伸 达 眶 后 上 部 , 然后 

分 支 分 布 于 眶 后 及 其 与 顶 骨 之 间 的 肌肉 、 烙 膜 及 头 背 皮肤 等 处 。 

上 和 颌 神经 (n,maxillaris) 由 半月 神经 节 的 外 侧 发 出 。 然 后 又 分 为 二 支 ， 一 支 为 眶 下 

神经 ， 另 一 支 为 上 颌 牙 槽 神经 。 眶 下 神经 (x. infraorbitalis) 朝 眼 眶 底部 前 行 ,行经 眶 缘 

4p HN BRS BB, As 3< Cramus palatinus) ， 眶 下 神经 的 终 末 支 分 布 到 上 颌 前 部 

的 肌肉 、 粘 膜 及 皮肤 等 处 。 上 上颌 牙 权 神经 〈?。&l1yeofarzs maxillaris) jf LEGA 

到 上 牙 槽 的 肌肉 及 粘膜 等 处 。 

下 颌 神经 Cn mandibularis) 由 半月 神经 节 外 侧 ， 上 和 颌 神经 稍 后 处 发 出 。 主 支 向 下 罕 

过 里 肌 进 入 下 俩 骨 内 ， 然 后 分 支 分 布 到 下 牙 模 及 舌 骨 周围 的 肌肉 、 炸 膜 等 处 ， 下 颌 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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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另 细小 分 支 分 布 到 里 部 的 肌肉 。 
下 .外 展 神经 (zsapducezs) 由 延 脑 腹 面 稍 前 处 发 出 。 外 展 神经 出 脑 后 向 前 行进 ， 

然后 入 眼眶 分 布 到 司 眼球 运动 的 外 直 肌 。 
机。 面神经 〈z。jacia1zs) 由 延 脑 背 面 两 侧 , 三 又 神经 稍 后 处 发 出 。 面 神经 出 脑 后 向 便 

进入 耳 囊 前 部 ， 形 成 一 较 小 的 神经 节 ， 为 膝 状 神经 节 (gazgliom geniculi) ; 于 此 神经 节 
BORO RMA, —KABRMA, 3-RAEMHA, BMA (nr. palatinus) 向 前 行 ， 
贴 于 半月 神经 节 下 方 通过 ， 穿 过 眼眶 底部 ， 分 布 到 有 部 的 粘膜 及 肌肉 等 处 。 舌 僻 神经 
(n,hyomandibularis) 向 后 行 ， 穿 过 耳 训 达 下 颌 骨 后 缘 ， 分 支 分 布 到 下 颌 角 及 舌 骨 附 近 
的 肌肉 等 处 。 时 

三 。 听 神经 Cauditoriu) 由 延 脑 背 面 两 侧 ， 面 神经 稍 后 处 与 面神经 共同 发 出 。 听 
神经 出 脑 后 向 侧 后 方 进 入 耳 豆 ， 分 布 到 内 耳 。 

Ni. far 2% (Cn, glosspharyngeus) 由 延 脑 侧面 , 听 神 经 后 方 发 出 。 舌 咽 神 经 出 

脑 后 向 后 延伸， 进入 耳 圳 ， 于 耳 帮 后 侧 壁 出 颅 ， 即 形成 一 小 的 神经 节 , HAHA 
(ganglion petrosum) ， 然后 继续 向 后 侧 下 行 ， 分 支 分 布 到 咽 部 、 舌 部 的 肌肉 及 糙 膜 。 
XA (nvogus) 由 延 脑 腹 面 两 侧 , 舌 咽 神 经 的 后 方 发 出 。 迷 走神 经 出 脑 后 

向 后 侧 进 入 耳 春 ， 于 耳 圳 后 侧 壁 出 颅 后 ， 与 颈 动 脉 并 行 向 后 延伸 ， 手 颈 部 分 出 一 支 向 前 
延 伟 的 神经 ， 称 为 返 神经 ， 返 神经 (ny recurrens) 分 布 到 咽喉 部 及 气管 的 肌肉 及 粘膜 
迷走 神经 主 支 继续 后 行 ,陆续 分 出 小 支 分 布 到 颈 部 交感 神经 干 ,心脏 , 肺 , 胃 及 肠 等 器 官 。 

开 。 副 神经 Craccessorius) 于 延 脑 腹面 两 侧 ， 迷 走神 经 稍 后 处 发 出 。 副 神经 出 脑 
后 神经 纤维 即 并 入 迷走 神经 ， 尔 后 不 见 形成 独立 的 神经 。 

Wie FH Cn hypoglossus) ”由 延 脑 腹 面 , 迷 走神 经 及 副 神 经 的 内 侧 处 发 出 。 舌 

下 神经 出 脑 后 进入 耳 囊 ， 于 耳 圳 侧 壁 出 颇 ， 先 与 舌 咽 神经 并 行 ， 后 分 道 向 下 绕 过 颌 角 ， 
沿 舌 骨 疝 前 分 布 到 司 舌 运 动 的 舌 肌 。 

上 述 12 对 脑 神 经 ， 依 其 各 对 的 主要 机 能 可 分 为 三 种 : 第 I ， 工 ， 醒 对 为 感觉 性 神 
经 ;第 下， 下 ， 下 ， 和 下， 夏 对 为 运动 性 神经 ， 第 了 ， 班 ， 区 ，X 对 为 混合 性 神经 (图 
Zoe 

2.822 (1, spinalis) 

Co SMA40M, SEMAHE. BARAK. 4HSMAHMER, Bie 
经 于 前 肢 处 形成 臂 神 经 从 ， 后 肢 处 形成 腰 号 神经 从 。 

辟 神 经 丛 (plexus brachialis) FH 4 RASA 〈 第 6 一 9 对 ) 组 成 。 

此 4 对 背 神 经 于 臂 从 交织 成 若干 分 支 神经 ， 分 布 到 肩 部 、 前 肢 的 肌肉 及 皮肤 。 主 要 
MAA AM LRA, Mons, APRA, ERA Ree MA, ERA, 
洛神 经 ， 尺 神经 等 〈 图 3) 
APL (n,suprascapularis) NAPE LAALCAAP ESO, Fibs a xX 

43 FHF ERM. , 
胸 前 神经 (n,thoracalis anterlor) ”由 臂 丛 分 离 后 向 躯体 腹面 延伸 ， 分 布 于 腹 侧 体 

EEA S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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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AR BR h4e (n, subscapularis) FAM MVA RR a OP 7 Et, GARB 窜 ， 分 

45F SARE AL 

胸 背 神经 (nethoracodrsalis) BMG BSBA eS PTH. IR ke 缘 绕 

ABRBewW. OFA. 

Ath (n-axillaris) BMAD EIR RA, IRB Pies Bie beak 

璧 之 后 背 侧 ， 于 此 分 支 分 布 于 锁 三 角 肌 及 肩 、 劈 后 侧 的 皮肤 等 处 。 
肌 皮 神经 Cnemusculocutaneus) 自 臂 丛 分离 后 穿 过 吃 臂 肌 ， 朝 前 肢 腹 侧 延 伸 ， 穿 经 

肪 三 头 肌 而 前 伸 ， 分 支 分 布 于 及 二 头 肌 、 胶 下 肌 及 臂 背 侧 皮 肤 等 处 。 

正中 神经 〈2".7edzczzls) 较 粗大 。 自 臂 丛 分 离 后 沿 腕 二 头 肌 内 侧 前 行 , 伸 达 肘 帘 ， 

于 些 分 有 小 支 分 布 于 前 臂 腹 侧 的 肌肉 》 然 后 正中 神经 继续 向 前 延伸 ， 分 支 分 布 于 掌 部 腹 

面 的 肌肉 及 皮肤 ， 第 1 - 4 指 腹面 的 皮肤 等 处 。 
BtA (neradialis) 于 肘 关 节 之 后 与 正中 神经 分 离 ;， 然 后 沿 槛 骨 下 行 ， 分 支 分 布 

于 横 侧 腕 伸 肌 ， 前 臂 背 面前 侧 的 皮肤 及 掌 部 背面 前 部 的 皮肤 等 处 。 

尺 神 经 (2*z1izaxzzs) FRSA SIED MADE: 然后 从 肪 尺 关 节 外 侧 绕 过 ， 

沿 尺 骨 下 行 ， 分 支 分 布 于 尺 侧 腕 届 肌 及 掌 部 背面 后 侧 的 皮肤 等 处 。 

FEAR AP 2 We (plexus lumbosacralis) 由 6 对 稍 神 经 〈 第 24 一 29 对 ) 组 成 。 

此 神经 从 又 可 分 为 腰 从 ， 上 是 从 ， 阴 部 丛 三 部 分 (图 4) 。 

FEM. Cplexus lumbalis) 由 第 24 对 ， 第 25 对 及 第 26 对 销 神 经 的 一 部 分 共同 组 成 。 分 

文 分 布 到 骼 腰部 ， 股 部 的 肌肉 及 皮肤 ;主要 神经 有 骼 腹 下 神经 ， 闭 孔 神 经 ， 股 神经 等 。 

HEAR PHAR (n-iliohypogastricus) 沿 腰 大 肌 外 缘 ， 穿 入 腹 内 斜 肌 和 腹 横 肌 间 ， 分 支 

分 布 于 骼 腰部 的 肌肉 及 皮肤 。 

团 孔 神经 Cr obturatorius) 沿 腰 大 肌 内 缘 至 骨盆 前 侧 壁 ， 从 闭 孔 管 穿 出 骨 贫 后， 分 

支 分 布 到 股 部 内 收 肌 群 ， 卫 坐骨 外 肌 及 大 腿 前 内 侧 的 皮肤 等 处 。 

股神 经 (nefemoralis) 沿 腰 大 肌 与 骼 腰 间 到 腹股沟 ， 穿 过 肌 间 阶 到 大 腿 ， 然 后 分 支 

分 布 于 终 折 肌 ， 股 四 头 肌 及 大 腿 背 部 皮肤 等 处 。 
AKA (plexus sacralis) 由 第 26 对 疹 神 经 的 一 部 分 ， 第 27 对 ， 第 28 对 背 神 经 的 大 部 

分 共同 组 成 。 分 支 分 布 到 后 肢 的 肌肉 及 皮肤 ; 包 要 神经 为 坐骨 神经 。 

坐骨 神经 (neichiadicus) 最 粗大 的 一 对 神经 。 分 支 成 三 条 神经 ， 为 腓 总 神经 ， 肥 

神经 及 坐骨 神经 大 收 肌 支 。 

腓 总 神经 (n,peronacus communis) 是 由 坐骨 神经 前 侧 分 出 的 一 支 神 经 。 先 SK 

神经 同行 ,后 经 坐骨 下 缘 到 大 腿 , 分 为 腓 深 神经 和 上 腓 浅 神 经 二 支 ;》 用 深 神经 (x, peronaeus 

profundus) Til 9h il BE Seal NR, RAF lta xa DESMA REE 

面 的 肌肉 等 处 。 腓 浅 神 经 Cn. peronacus superficialis) 较 细 小 ， 沿 腓骨 下 行 ， 分 支 分 布 
于 小 腿 后 外 侧 肌肉 及 足 、 趾 背面 的 皮肤 等 处 。 

FRA (Cn, tibialis) 由 坐骨 神经 中 间 分 出 的 一 支 神经 。 先 与 腓 总 神经 同行 ,后 于 股 

BBA AX: 一 支 为 足 底 内 侧 神经 (x, plantaris medialis) ,前 伸 达 腾 窜 ,然后 分 支 分 

布 于 小 腿 腹 侧 及 足 腹 侧 的 肌肉 ,皮肤 。 另 一 支 为 足 底 外 侧 神经 (n, plantaris lateralis) , 



: IDNA SA WFR, | 1980 

沿 小 腿 后 外 侧 下 行 ， 分 支 分 布 于 足 外 侧 及 第 四 、 第 五 趾 的 肌肉 和 皮肤 等 处 。 

大 收 肌 支 〈7。mtUsScu1axzs adductormagnus) 为 坐骨 神经 后 侧 分 出 的 一 支 神经 MA 

骨 神 经 分 离 出 来 后 ， 向 后 外 侧 方向 伸延 ， 分 布 于 大 腿 后 侧 的 大 收 肌 ， 支 配 此 肌 使 大 腿 后 

收 。 

阴部 从 (plexus pudendus) 由 第 28 对 关 神 经 的 小 部 分 和 第 29 对 关 神 经 组 成 。 主要 

神经 为 阴部 神经 。 | 

阴部 神经 (n,pudendus) = [AJ HDMI RE, Sy Sc ay As BN YH PRs OM i EE ee 器 附 

近 的 肌肉 及 皮肤 等 处 。 

BR ERR AL RAR ep, MRR EWA AB ID AT AB 

对 应 的 躯体 或 尾部 的 肌肉 及 皮肤 。 
3。 交 感 神经 (x, sympatheticus) 

鳄 蜥 的 两 条 交感 神经 干 分 别 排列 于 肴 柱 的 两 侧 ， 由 交感 干 神经 节 Cg trun 

sympathicr) 和 节 间 支 (rami interganglionares) 相互 连接 而 成 。 

ABRA=TRAN HAD, AMELMAT, MHHATMMT HAT, MLHAT 

(g.cervicale superius) RK, SRMAG, MRO AHAN 前方 ; SH AD 
(g,cervicale medium) FSi FAA Cg.cervicale ieferius) WRI, MFR7I 对 至 第 

SAHA], RUT IT, (RMF R1S—200 4 HAMILA RAN HAT, AB 

系 膜 神经 节 (e.mesentericum) , 

tT 论 

有 关 蜥 蝎 目 国产 属 、 种 的 神经 系统 解剖 资料 不 多 ， 国 内 尚未 见 有 报道 ， 仅 就 所 见 试 

作 初 步 讨 论 。 

1. 脑 的 外 部 形态 

动物 神经 系统 的 构造 和 机 能 是 互相 联系 的 ， 一 种 神经 活动 的 表现 也 必 有 它 相 应 的 解 

剖 基 础 ， 因 而 脑 的 形 模 的 改变 都 起 于 生活 方式 的 不 同 ， 都 反映 某 些 感 觉 活动 的 反应 型 式 

在 日 常 行为 上 的 重要 程度 〈C。J.Herrick 1947) 。 在 脑 的 外 部 形态 上 ， 尤 其 是 脑 的 各 

部 分 的 形状 ,比例 及 脑 的 弯曲 程度 方面 , 甸 蜥 与 晨 蜥 科 (Agamidae) 7h BY RR My Agama 
25210， 变 色 树 晰 Cal1otes yerszcolor 均 比较 相似 ; 而 与 巨 晰 科 CVaranidae) HY Varanus 

jayescezs， 石 龙 子 科 CScincidae) 的 石 龙 子 Eumeces chinensis 差别 较 天 。 

2. 脑 神经 

GS MTS hi HAS RRM Agama cgcmc 相 比较 ， 在 脑 神经 的 对 数 ， 各 对 脑 神经 的 起 点 及 

分 布 方面 ， 比 较 相 近 。 

乌 蜥 的 脑 神经 中 ， 视 神经 很 粗大 ， 司 眼球 运动 的 第 直 ， 了 有 ，T 对 脑 神经 也 较 发 达 ， 

这 是 与 其 视觉 在 日 常生 活 中 的 重要 性 相 适 应 的 。 

3. 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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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uibe (1970) 曾 讨论 过 某 些 蜥 蝎 类 销 神经 臂 从 的 组 成 情况 ， 指 出 组 成 臂 丛 的 关 
神经 有 3 对 ， 4 对 或 5 对 三 种 类 型 ， 其 中 多 数 蜥 蝎 是 4 对 〈 第 6 - 9 MAHA) 5 并 举 

例 属 5 对 (第 5 - 9 对 或 第 6 -1ON AHA) AAA Xenosaurus, Gecko, Iguanas}, 

鳄 晰 的 背 神 经 臂 从 由 4 对 (第 6 - 9 对 ) 肴 神经 组 成 ， 与 多 数 蜥 蝎 相 同 ， 而 与 同一 

科 中 的 异 晰 属 〈Xexzoscaxurus) 不 同 。 

4 、 尺 神经 的 分 离 及 走向 

蜥 蝎 目 中 臂 丛 的 尺 神经 分 离 及 走向 有 不 同 的 类 型 。 一 种 为 尺 神 经 于 朋 肯 体 前 就 与 正 

中 神经 分 离 ， 单 独 从 肘 关 节 后 外 侧 的 胺 尺 关 节 侧 绕 过 ， 而 正中 神经 则 从 肝 关 区 前 内 侧 ， 

RoR MUTT; SOE CLacertidae) 。 另 一 种 为 正中 神经 一 直达 肘 关 节 处 并 从 肘 

关节 前 内 侧 通过 后 ， 再 分 离 出 尺 神经 :如 巨 蜥 科 〈Yaranidae) 。 

鲁 蜥 的 尺 神经 与 正中 神经 的 分 离 及 走向 ， 与 蜥 蝎 科 的 相似 ， 而 不 同 于 巨 蜥 科 【〈 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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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TOMY OF THE NERVOUS SYSTEM OF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REPTILIA,. SAURIA) 

Hu Qi-xiong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report describes the anatomy of the nervous system of the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Its encephalon was made up of five parts with two remarkable 

bends, The olfactory tracts were thin and long; the optic lobes were 

lawger, 

Its spinal cord consisted of about 70 segments; the 5th to the 9th 

‘ segments formed the <éntumescentia cervicalis and the 24th to the 28th 

segments the zntumescentia lumbalis,In the regenerated portion of the tail, 

the spinal cord extended into it, 

There were 12 pairs of the cranial nerves, The second pair was 

the thickest, The bulbar portion of the XIth cranial nerve combined 

with the Xth outside of the brain, 

Spinal nerves were different in size, The plexus brachialis consisted 

of 4 pairs of spinal nerves (6th to 9th), The course of the nervus ulnaris 

was similar to that of Lacertidae, bu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Varanidae, 

The plexus lumbosacralis was made up of the 24th to the 29th spinal 

nerves, It divided into three plexuses: the plexus lumbalis, the plexus 

sacralis and the plexus pudendus, 

In the neck there were three 加 trunct sympathici, The highest and 

largest was the g, cervicale super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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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B 录 上 自 J。Gtipbe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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