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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蛇类新纪录 ———黑带腹链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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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2008 年 7 月 ,在广东省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集到一条黑带腹链蛇 ( Amphiesma bitaeniata) ,为广

东省蛇类新纪录。此新纪录的发现对于认识黑带腹链蛇的形态特征及地理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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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iving snake of Amphiesma bitaeniata was caught from Nanli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 Guangdong

Province in July 20081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is species was found in Guangdong. This new record will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on morphology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 . bitaeniata.

Key words : Amphiesma bitaeniata ; New record ; Guangdong Province

基金项目　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 (OPCF)项目 (226733) ,广东

省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公共实验室项目 (226712) ;

第一作者介绍 　龚世平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动物

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 ; E2mail :gsp621 @1631com。

收稿日期 :2008208213 ,修回日期 :2008211203

　　广东省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

省北部 ,该保护区已记录的爬行动物有 75 种 ,

其中蛇类 58 种[1 ,2 ] 。2008 年 7 月 ,作者在广东

省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顶山管理站辖区

(乳源县洛阳镇附近) 考察期间 ,于常绿阔叶林

中采集到一条活蛇。用全球定位仪 ( GPS) 测得

采集点地理坐标为 :N24°41′59″, E112°53′51″,海

拔 1 668 m。经鉴定 ,该蛇为游蛇科 (Colubridae)

腹链 蛇 属 ( Amphiesma ) 黑 带 腹 链 蛇 ( A .

bitaeniata)雌性个体 ,为广东省蛇类新纪录[3 ,4 ] 。

1 　形态特征

本次采集的黑带腹链蛇标本全长 689 (539

+ 150) mm ,头略呈椭圆形 ,与颈区分明显 (图

1) 。鼻孔侧位 ,瞳孔圆形 ;唇部黄色 ;背面橄榄

棕色 ,两侧自颈至尾末各有一条黄色纵纹 ,纵纹

宽占 2 个鳞片 ;整个背面被 2 条黄色纵纹分割

成 3 条橄榄棕色的纵纹 ,中央一行最宽 ,占 5 行

鳞及其两侧各半行鳞 ,两侧纵纹较窄 ,占 3 行鳞

及其两侧各半行鳞 ;头后正中有一条短的黄色

纵线纹 ;眼后具黄色宽纹 ,与体侧纹不连续 ;腹

面浅黄色 ,腹鳞两侧有黑斑点 ,前后缀连成黑色

链纹 ,链斑斑点之间的间隔约为腹鳞宽度的一

半 ;腹鳞外侧及与腹鳞相接的第一行背鳞的下

半部分呈粉红色。颊鳞左侧 2 枚 ,右侧 1 枚 ;眶



前鳞 2 枚 ;眶后鳞左侧 3 枚 ,右侧 2 枚 ;颞鳞 6

枚 (2 + 1 + 3) ;上唇鳞 8 (32223) 枚 ;下唇鳞 9 枚 ,

前 5 枚切前颔片 ;颔片 2 对 ;背鳞 19219217 行 ,

除两侧最外一行光滑外 ,其余均具棱 ;腹鳞 160

枚 ;肛鳞二分 ;尾下鳞 61 对。上颌齿连续排列 ,

无齿间隙。

图 1 　黑带腹链蛇

Fig. 1 　Amphiesma bitaeniata
　

从形态特征来看 ,本次采集的黑带腹链蛇

标本同文献描记的其他地区的标本基本符合 ,

但颊鳞数目有明显变化 ,文献已描记的标本颊

鳞均为 1 枚[3 ,4 ] 。颊鳞数目的变化有待进一步

的分类学研究 ,不排除以后有分类地位变化的

可能。由于在我国采集到的黑带腹链蛇标本非

常有限 ,文献描记的标本仅有 5 号[3 ,4 ] ,因此对

该种的形态学描述尚不够全面 ,还需要得到更

多标本加以补充和完善。

2 　生态与分布

据文献记载 ,黑带腹链蛇生活于海拔 800

～1 980 m 的山区[3～5 ] ,其他生态资料不详。该

种在国外分布于缅甸北部喀钦山和北禅山 ,以

及越南北部[3 ] 。此前 ,在我国仅见于云南西部

的维西、贡山、盈江 ,及南部的西双版纳和西北

部的中甸[3～5 ] 。本次在广东省南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发现黑带腹链蛇 ,将其分布范围向东推

移了大约 1 200 km ,增加了对该种地理分布的

认识 ,有助于探讨该种在我国和邻国的地理分

布格局及其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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