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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 个自然保护区爬行动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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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道了贵州省 * 个自然保护区 *’ 种（亚种）爬行动物的分布状况。对贵州省自然保护区爬行动物

种数和区系成分与保护区面积、森林面积、年均温、年均降水量、经度、纬度、海拔低点、海拔高点、相对高

差等环境因素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及 1+检验。发现在贵州省爬行动物种数除与保护区面积和森林面积呈

极显著正相关外，还与经度显著正相关；华中华南区种数与经度显著正相关；华南区种数与纬度显著负

相关，与年均降水量显著正相关。本文还探讨了爬行动物的分布特点，包括经度和纬度地理替代。发现

由西向东，西南区种的比例逐渐减少，华中区种和华中及华南区种的比例逐渐增加，呈现经度地带性变

化。由北向南古北界东洋界广布种的比例逐渐减少、华中及华南区种和华南区种的比例逐渐增加，呈纬

度地带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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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在地貌上是云贵高原东侧的梯级

状斜坡地带，地势西高东低，起伏较大，地貌类

型复杂，气温差异大，西部高山地区气温低，冬

有严寒，而东南部的峡谷地区气温较高，夏有酷

暑。贵州纬度较低，南部接近北回归线，气候温

暖，降水量丰富，西部地区受西南暖流的影响降

雨较少。由于贵州地貌和地理位置的特点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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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气候复杂性，使爬行动物在贵州省的分布



也表现出复杂性特点。关于贵州省的爬行动

物，刘承钊、胡淑琴、赵尔宓、伍律、李德俊等曾

作过报道［! " !#］!，但未见对贵州省保护区爬行

动物的分布和地理替代进行综合比较，也未见

对爬行动物的分布与环境因子进行相关性分

析。作者多年来参加了贵州省 $ 个自然保护区

爬行动物的调查，现予以综合整理并对爬行动

物的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 各保护区自然概况及爬行动物名录

贵州省 $ 个自然保护区地理位置见图 !，各

保护区自然概况及爬行动物种类见表 ! 和表 %。

表 ! " 个保护区自然条件和爬行动物物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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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贵州省 " 个自然保护区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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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个自然保护区爬行动物名录

8*9:/ 7 ;/<+$:/0 0</)$/0 :$0+ (- +5/ " ,*+3.*: ./0/.1/0

种名

!"#$%#&

区系

成分

’(#)#*+

野钟

,#-./*0
赤水

1.%&.2%
%菁

34%5%*0
大沙河

64&.4.#
宽阔水

724*82/&.2%
梵净山

94*:%*&.4*
雷公山

;#%0/*0&.4*
茂兰

<4/(4*

平胸龟 !"#$%&$’()*) +’,#-’./#"0+ ! "
乌龟 1/2)’+%& (’’3’&22 # "
鳖 !’"*42&-0& &2)’)&2& # " " " "
眼斑水龟 5#-#"2# 6’#"’2 $ "
丽棘蜥 7-#)$/*&#0(# "’.24*,#&$’( $ "
细鳞树蜥 1#"*$’& +2-(*"’.2& $ "
丽纹龙蜥 8#.#"0(# &."’)424# ! " "
四川龙蜥 8 = &9’-/:#)’)&2& % "
多疣壁虎 ;’<<* =#.*)2-0& ! " " "
荔波壁虎 ; = "26*’)&2& ! " "
蹼趾壁虎 ; = &06.#"+#$0& ! "
睑虎 ;*)20(*&#0(0& "2-/$’)>’"4’(2 $ "
石龙子 ?0+’-’& -/2)’)&2& & " " " " " "
蓝尾石龙子 ? = ’"’,#)& & " " " " " "
&蜓 @%,*&*+# 2)42-0+ & " " " " " " " "

·>?@· 动物学杂志 1/2)’&’ 8*0()#" *> A**"*,% AB 卷



续表 !

种名

"#$%&$’

区系

成分

()$*$+,

野钟

-$./0+1
赤水

2/&’/3&
%菁

45&6&+1
大沙河

75’/5/$
宽阔水

835+930’/3&
梵净山

:5+;&+’/5+
雷公山

<$&10+1’/5+
茂兰

=50)5+

峨眉地蜥 !"#$%&"#’(&)* +,$-./-0+)* ! "
台湾地蜥 ! > 1)-2,-+ # " "
北草蜥 3#1%0.(/)* *-&$-,$.+(,#"+* $ " " " " " " "
脆蛇蜥 4&2+*#).)* 2#.$+ % " " " "
青脊蛇 5’2#"+,)* #$-. ! "
黑脊蛇 5 > *&+,#"+* % " " " "
棕脊蛇 5 > .)6-*’-,* & "
无颞鳞腹链蛇

5/&2+-*/# #$-/&(.#"+* # "

白眉腹链蛇 5 > 7()"-,8-.+ # "
锈链腹链蛇 5 > ’.#*&-0(8#*$-. & " " " " "
八线腹链蛇 5 > (’$("+,-#$# ! " "
丽纹腹链蛇 5 > (&$#$# % " " "
坡普腹链蛇 5 > &(&-+ # " "
草腹链蛇 5 > *$("#$# # " "
棕黑腹链蛇 5 > *#)$-.+ # " "
纹花林蛇 9(+8# 1.#-&-"+,+ & " " " " "
尖尾两头蛇 :#"#/#.+# &#;+/-,$#$# # "
钝尾两头蛇 : > *-&$-,$.+(,#"+* & " "
翠青蛇 :%’"(&2+(&* /#<(. & " " " " " " "
黄链蛇 =+,(0(, 6"#;(>(,#$)/ & "
赤链蛇 = > .)6(>(,#$)/ $ " " " " "
王锦蛇 ?"#&2- ’#.+,#$# & " " " " " "
玉斑锦蛇 ? > /#,0#.+,# % " " " " " "
灰腹绿锦蛇 ? > 6.-,#$# # " " " "
紫灰锦蛇指名亚种

? > & > &(.&2%.#’-# ! "

紫灰锦蛇黑线亚种

? > & > ,+8.(6#*’+#$# & " " " " " "

黑眉锦蛇 ? > $#-,+).# $ " " " " " " "
黑背白环蛇 @%’(0(, .)2*$.#$+ & " " " "
双全白环蛇 @ > 6#*’+#$)* % "
颈棱蛇 A#’.(&+*$2(0(, .)0+* & "
中国小头蛇 4"+8(0(, ’2+,-,*+* & " "
台湾小头蛇 4 > 6(./(*#,)* # "
龙胜小头蛇 4 > "),8*2-,-,*+* % " "
山溪后棱蛇 4&+*$2($.(&+* "#$()’2++ & " " " "
平鳞钝头蛇 !#.-#* 7()"-,8-.+ & " " " " " "
钝头蛇 ! > ’2+,-,*+* & " " " "
缅甸钝头蛇 ! > 2#/&$(,+ # "
福建钝头蛇 ! > *$#,"-%+ % "
颈斑蛇 !"#8+(&2("+* 7"#1-B#%+ ! "
斜鳞蛇中华亚种

!*-)0(C-,(0(, /#’.(&* *+,-,*+* % " " " " "

斜鳞蛇指名亚种 ! > / > /#’.(&* ! "
斜鳞蛇福建亚种

! > / > 6)1+-,-,*+* & "

横纹斜鳞蛇 ! > 7#/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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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种名

"#$%&$’

区系

成分

()$*$+,

野钟

-$./0+1
赤水

2/&’/3&
%菁

45&6&+1
大沙河

75’/5/$
宽阔水

835+930’/3&
梵净山

:5+;&+’/5+
雷公山

<$&10+1’/5+
茂兰

=50)5+

花尾斜鳞蛇 ! > "#$%&$’$() ! " "
崇安斜鳞蛇指名亚种

! > * > *+(,"-./)0#) ! "

崇安斜鳞蛇罗香亚种 ! > * > ")&)) ! " " "
灰鼠蛇 !#1+" *2((2" # " " " " " "
滑鼠蛇 ! > /3-2"3" # " " "
红脖颈槽蛇

4.+5026.)" "35/)&)+#3" $ " "

颈槽蛇 4 > &3-.+,)" ! "
虎斑颈槽蛇 4 > #)’()&3" % " " " " " "
黑头剑蛇 7)51&26.)" -.)&$&")" # " " " "
环纹华游蛇

7)&2&+#()8 +$93):+"-)+#+ # " "

华游蛇 7 > 6$(-+()&+#+ # " " " " " "
渔游蛇 ;$&2-.(26.)" 6)"-+#2( $ "
乌梢蛇 <+2-1" 0.3/&+0$" # " " " " " "
黑线乌梢蛇 < > &)’(2/+(’)&+#3" & "
银环蛇指名亚种

=3&’+(3" / > /3,#)-)&-#3" # " " " "

福建丽纹蛇 >+,,)26.)" *$,,2’’) $ "
丽纹蛇指名亚种

> > / > /+--,$,,+&0 $ " " " "

眼镜蛇 ?+%+ &+%+ # " "
眼镜王蛇 @6.)26.+’3" .+&&+. $ "
白头蝰 AB$/)26" :$+$ & " "
尖吻蝮 C$)&+’*)"#(202& +-3#3" ! " " "
短尾蝮 D,210)3" 5($E)-+303" % " " "
山烙铁头华东亚种

@E26.)" /2&#)-2,+ 2()$&#+,)" $ " " "

山烙铁头指名亚种

@ > / > /2&#)-2,+ & "

原矛头蝮

!(2#252#.(26" /3-(2"93+/+#3" # " " " " " "

菜花原矛头蝮 ! > %$(02&)) & "
竹叶青指名亚种

F()/$($"3(3" " > "#$%&$’$() # " " " " " "

白唇竹叶青 F > +,52,+5()" $ "
总计 ?0,5) @ A! !B AB CB BD EF A@

%古北界东洋界广布种 G5)$5H%,&% 5+I JH&$+,5) ’#$%&$’；!华中区种 2$+,H5) 2/&+5 ’#$%&$’；#华中华南区种 2$+,H5) 5+I ’03,/ 2/&+5

’#$%&$’；$华南区种 "03,/ 2/&+5 ’#$%&$’；&西南区种 "03,/K$’, 2/&+5 ’#$%&$’。

! 爬行动物的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本文对 L 个保护区爬行动物的物种数、各

区系成分物种数与保护区面积、森林面积、年均

温、年均降水量、经度和纬度进行了相关性分

析，并进行了 #M检验。显著相关部分的结果见

图 ! N O。由图 ! N O 可见：

5P 各保护区爬行动物物种数与保护区面

积和森林面积成极显著正相关。

QP 各保护区爬行动物物种数与经度呈显

·DCC· 动物学杂志 >.)&$"$ G23(&+, 2: <22,2’1 B! 卷



图 ! 物种数与保护区面积的相关性

"#$% ! &’()*#+, -’*.’’, /0’1#’/
,23-’4 ),5 4’/’46’ )4’)

图 7 物种数与森林面积的相关性

"#$% 7 &’()*#+, -’*.’’, /0’1#’/
,23-’4 ),5 8+4’/* )4’)

图 9 各保护区物种数与经度的相关性

"#$% 9 &’()*#+, -’*.’’, /0’1#’/
,23-’4 ),5 (+,$#*25’

图 : 华中华南区物种数与经度的相关性

"#$% : &’()*#+, -’*.’’, /0’1#’/ ,23-’4 +8 1’,*4)(
),5 /+2*; <;#,) ’(’3’,* ),5 (+,$#*25’

图 = 华南区物种数与纬度的相关性

"#$% = &’()*#+, -’*.’’, /0’1#’/ ,23-’4 +8 /+2*;
<;#,) ’(’3’,* ),5 ()*#*25’

图 > 华南区物种数与年均降水量的相关性

"#$% > &’()*#+, -’*.’’, /0’1#’/ ,23-’4 +8 /+2*;
<;#,) ’(’3’,* ),5 ),,2)( 3’),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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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相关。一般来说，物种数与经纬度的相关

性要从大范围角度考虑。但在动物地理区划上

贵州省位于华中区、华南区和西南区的过渡地

带。各区系成分在过渡地带的分布必然会受到

一定的影响和限制。这种影响和限制在物种数

与经纬度的相关性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在

地貌上贵州省处于云贵高原东面向广西、广东、

湖南丘陵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

南低；气候西北较寒冷干燥，东南较温暖湿润。

适宜于低海拔、湿热环境的华中华南区种、华南

区种，在贵州从东南向西北方向扩散分布，受阻

于寒冷干燥的云贵高原。其中华中华南区种与

经度显著正相关。

!"华南区种数与纬度呈显著负相关，与年

均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即随着纬度的增加，适

宜于低纬度、潮湿、高温环境的华南区种数逐渐

降低。

其他区系成分物种数和各保护区物种数与

年均温、年均降水量、海拔均无显著相关关系。

! 地理替代

!"# 经度替代 由表 # 可知：

（$）仅分布在黔西（野钟）的物种：西南区物

种紫灰锦蛇指名亚种、颈斑蛇、斜鳞蛇指名亚种

循乌蒙山分布到黔西，未扩散到黔中和黔东。

（#）分布在黔中（雷公山）而未分布到黔西、

黔东（梵净山）的物种：华中区种丽纹龙蜥、脆蛇

蜥、龙胜小头蛇、福建钝头蛇、横纹斜鳞蛇、崇安

斜鳞蛇指名亚种；华中华南区种钝尾两头蛇、黄

链蛇、颈棱蛇、中国小头蛇、钝头蛇、眼镜蛇；华

南区种台湾地蜥、白眉腹链蛇、坡普腹链蛇、草

腹链蛇、棕黑腹链蛇、尖尾两头蛇、缅甸钝头蛇、

福建丽纹蛇、山烙铁头华东亚种；西南区种峨眉

地蜥、青脊蛇。

（%）仅分布在黔东的物种：华南区种眼斑水

龟、无颞鳞腹链蛇；华中华南区种斜鳞蛇福建亚

种，棕脊蛇；西南区种菜花原矛头蝮。

（&）分布到黔西和黔中而未分布到黔东的

物种：华中区种斜鳞蛇中华亚种。

（’）分布到黔东和黔中而未分布到黔西的

物种：广布种鳖、北草蜥、虎斑颈槽蛇；华中区种

黑脊蛇、玉斑锦蛇、丽纹腹链蛇、尖吻蝮；华中华

南区种石龙子、蓝尾石龙子、王锦蛇、紫灰锦蛇

黑线亚种、黑背白环蛇、环纹华游蛇、华游蛇、锈

链腹链蛇、翠青蛇、山溪后棱蛇、灰鼠蛇、滑鼠

蛇、黑头剑蛇、乌梢蛇、绞花林蛇、银环蛇指名亚

种、原矛头蝮；华南区种灰腹绿锦蛇、丽纹蛇指

名亚种。

!"$ 纬度替代

（$）仅分布在黔北（柏菁、大沙河、赤水、宽

阔水）的物种：华中区种双全白环蛇。

（#）仅分布在黔中的物种：西南区种峨嵋地

蜥、青脊蛇；华南区种棕黑腹链蛇、白眉腹链蛇、

尖尾两头蛇、缅甸钝头蛇、福建丽纹蛇、丽纹蛇

指名亚种；华中区种黑脊蛇、福建钝头蛇、崇安

斜鳞蛇指名亚种；华中华南区种黄链蛇、颈棱

蛇。

（%）仅分布在黔南（茂兰）的物种：华南区种

丽棘蜥、细鳞树蜥、睑虎、台湾小头蛇、渔游蛇、

眼镜王蛇、白唇竹叶青；西南区种四川龙蜥、山

烙铁头指名亚种；华中区种荔波壁虎；华中华南

区种棕脊蛇。

（&）分布在黔北和黔中而未分布到黔南的

物种：华中区种丽纹龙蜥。

（’）分布在黔中和黔南而未分布到黔北的

物种：华中华南区种钝尾两头蛇、中国小头蛇、

眼镜蛇；华中区种横纹斜鳞蛇；华南区种坡普腹

链蛇、草腹链蛇。

各保护区爬行动物的区系成分比例也存在

一定的经度地带性和纬度地带性（表 $）。由表

$ 可知，由北向南古北界东洋界广布种的比例

逐渐减少，华南区种的比例逐渐增加，呈纬度地

带性变化。由西向东，西南区种的比例逐渐减

少，华中区种和华中及华南区种的比例逐渐增

加，呈现经度地带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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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爬行动物新记录———北草蜥

收稿日期：%,,)-,%-"$

%,,& 年 ", 月 %+ 日，衡水市郊区一市民在居住区的草坪中捉到一只活体蜥蜴，经鉴定为蜥蜴科（./012345/1）草蜥

属（!"#$%&’()*）北草蜥（! ! *+,-+.-&/’."0/*）（图 "），整个体长 &+&6* 77。这是河北省的首次记录，标本保存于衡水学

院生命科学系脊椎动物标本室内，标本编号：,&",%+,,%。

! 外形测量（77，8）

性别 体重 头长 头宽 头高 头体长 尾长 前肢长 后肢长 指长 趾长

" ""6*+ "#6+ "%6% ""6+ ))6& %)$6" %$6+ &$6# ’6# "%6&

图 ! 北草蜥

$ 形态特征

$%! 头部 略扁。吻较窄，吻端略微钝圆，吻鳞不与额鼻鳞相接；鼻孔位于鼻鳞、鼻后鳞与第一上唇鳞之间；耳孔

较大，长卵圆形，前后长 "6+ 77，背腹长 %6+ 77，鼓膜清晰并内陷，其后上方或后下方有部分加厚，其余透明状；鼻

（下转第 ""# 页）

·&""·& 期 徐 宁等：贵州省 ’ 个自然保护区爬行动物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