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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分布于我国的原矛头蝮、菜花原矛头蝮和察隅烙铁头蛇共!属*种的半阴茎进行了比较解剖和

详细的描述，并对种间关系和相关分类问题做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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蝮亚科蛇是一类具有重要药学价值的毒

蛇，据统计，现有!%余属#’%余种［#］，主要分布

于美洲，亚洲和欧洲也有分布。我国现有该亚

科蛇(属约!%种［!］。对我国该亚科蛇类半阴

茎形态的描述和研究，国内外学者也做过一些

工作［*!(］。作者已对我国亚洲蝮属70/89"%-、

尖吻 蝮 属 :+"’&1;"-3,/9/’［)］和 竹 叶 青 蛇 属

*,"<+,+-%,%-的大部分种的半阴茎形态做了详

细的描述和比较研究（待发表）。为了对我国该

类群蛇类的半阴茎形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和了解，本文将对分布于我国的另外*属中的

烙铁头蛇属56/4$"-和原矛头蝮属2,/3/)/3$=
,/4-的半阴茎形态进行比较解剖，旨在为该类

群的分类和系统发育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形态学

资料，并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

: 材料与方法

解剖了*种共;号标本，每种的数量和采

集地如下：原矛头蝮2,/3/)/3$,/4-<%#,/->%&=
<&3%-（&，四川）；菜花原矛头蝮2?@+,9/’""（*，

四川、陕西、西藏）；察隅烙铁头蛇56/4$"-A&=
8%+’-"-（#，西藏）。所有标本均为福尔马林液

浸成体。实验中尽量选用收缩态和外翻较好的

半阴茎在双目解剖镜下进行描述和绘图，无外

翻态的（2?<%#,/->%&<&3%-和2?@+,9/’""）则

以收缩态进行描述和绘图。有关描述的方法和

术语参考已有文献［)!#%］。

; 半阴茎形态的描述

;<: 原 矛 头 蝮!"#$%&’()$*#*+$(（!%/’"&，

:=>?） 半阴茎收缩时长"!#*尾下鳞，分叉于

第&!(尾下鳞。远端为萼，近端被刺，萼片边

缘光滑，萼区约为刺区的一半，两区分界较明

显，但不呈直线。在刺区，大约有*%枚中等大

小的刺，其中有!对特别大。离心式精沟分叉

于第*尾下鳞，直达两支顶部。精沟沟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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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边缘在刺区和萼区分别被刺和萼。半阴茎基

部裸露无刺，这一特点与!"#［$］对台湾标本的

描述不一致。大牵引肌起于第%$!%&尾下鳞

处，分叉于第’%!’$尾下鳞（图’）。

图! 原矛头蝮的左收缩半阴茎（&()))’，四川）

图" 菜花原矛头蝮的左外翻半阴茎（&()))(，陕西）

"#" 菜 花 原 矛 头 蝮 !"#$%&’())（$%&’()*，

!+,-） 收缩半阴茎长’’!’*尾下鳞，其中一

号标本（+&()))*）一侧比另一 侧 短),$尾 下

鳞，分叉于第$!-尾下鳞。半阴茎远端的萼区

和近端的刺区近等，两区分界明显。萼片发达，

边缘较整齐，在靠精沟处进入刺区。半阴茎基

部较为光滑，精沟离心式，分叉于第.尾下鳞，

直达两支顶。精沟沟唇分别被刺和萼。刺区刺

较多，共有$)枚左右，远端和远离精沟处大，靠

基部和精沟处小，无明显增大的刺存在。半阴

茎大牵引肌起于第%-!%(尾下鳞，分叉于第

’.!’$尾下鳞（图%）。

"#. 察隅烙铁头蛇*+’,-)./012$(.).（/01&2，

!+,,） 收缩时，半阴茎长&尾下鳞，分叉于第

.尾下鳞。远端’／.!’／*为萼，萼片边缘整

齐。近端为刺，有约’)!’.枚中等大小的刺，

其中有%枚明显增大。半阴茎基部密被小刺。

萼区和刺区分界明显，但萼片分别在靠精沟两

侧和其背侧进入刺区。离心式精沟分叉于第*
尾下鳞，直达两支顶。精沟沟唇明显，在刺区和

萼区分别被刺和萼。半阴茎大牵引肌起于第

%)尾下鳞处，分叉于第’%尾下鳞（图*）。

图. 察隅烙铁头蛇的右收缩半阴茎

（/01(*"$*.&，西藏）

. 讨 论

原矛头蝮属和烙铁头蛇属所辖种类原隶于

广 义 的 竹 叶 青 蛇 属 !"#$%"%&’"’&，123453
（’&(’）和6789:（’&;’）基于头骨和鳞被等形态

特征，分别将它们独立成属。我国现有上述%
属各%种，主要分布于我国南部地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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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半阴茎形态的描述和比较可以看出，!"#$#%
&#$’"#()和*+#(’,)两属在半阴茎形态上差别

不大，无明显的属征，特别是它们在半阴茎深分

叉、萼区和刺区分界明显、离心式精沟分叉于半

阴茎基部、萼片边缘光滑等特征方面较为一致。

这些特征也与该亚科中的尖吻蝮-.,/012,)$"#%
3#/045$5)［!］和竹叶青蛇属6",7.".)5"5)（)./%
)580$#）的69:,0/14’./1./),)和697.3#./),)

十分相近（郭鹏等，待发表）。但是，不同种间

却在半阴茎形态上体现了明显的差异，这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萼区范围，!975%
4"#);5070$5)萼区为刺区的"／#，!9<."3#/,,则

相等，*9=0>5./),)仅为刺区的"／$!"／%；（#）

刺区刺的数目，!9754"#);5070$5)有大刺%&
枚，且有$枚为特别增大，!9<."3#/,,刺最多，

有’&枚左右，而*9=0>5./),)仅有"&!"$枚，

包括#枚特别增大的；（%）半阴茎基部，!"#$#%
&#$’"#()属#种在半阴茎基部一般无刺，而*9
=0>5./),)则分布有许多小刺；（$）半阴茎大牵

引肌，前两者大牵引肌较长，起于第#’尾下鳞

以后，后者为#&尾下鳞左右。

*9=0>5./),)是我国的特有种，最先被命

名为山烙铁头蛇一亚种697#/$,4#80=0>5./),)
（( *97#/$,4#80=0>5./),)）［""］，赵尔宓［"#］以

7#/$,4#80和=0>5./),)两者在外部鳞被上差别

较大，而将后者上升为种，称察隅烙铁头蛇*9
=0>5./),)。)*+,［%］和-./01［$］对*97#/$,4#80
的半阴茎做了描述，通过比较发现，*97#/$,%
4#80的半阴茎分叉浅，萼区为刺区的"／#，而

*9=0>5./),)分叉于第$尾下鳞，萼区仅为刺

区的"／$!"／%，由此可见，两者在半阴茎上明

显不同，可能存在生殖隔离，从而支持了赵尔

宓［"#］将其上升为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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