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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蛇类一新纪录 ———方花丽斑蛇

李 　操 　温 　涛 　郭 　鹏 3

(宜宾学院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系　四川 宜宾　644007)

摘要 : 2008 年 7 月 ,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野外考察期间采集到一条游蛇科幼蛇。经鉴定 ,该蛇为方

花丽斑蛇 ( Maculophis bellus) ,为四川省蛇类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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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 w Snake Record in Sichuan Province —Maculophis be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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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a field survey in July ,2008 ,a snake of the family Colubridae was collected in Yanbian County ,

Southern Sichuan. This snake was identified as Maculophis bellus . This species is a new snake record to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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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7 月在攀枝花野外考察过程中于

盐边县红宝 (N27°06′, E101°32′) 获得一游蛇科

幼蛇。经鉴定该蛇为方花丽斑蛇 ( Maculophis

bellus) ,属四川省新纪录。标本保存在宜宾学

院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系动物多样性与进化实

验室 ,编号为 YBU20080701。

蛇体全长 268 mm ,尾长 37 mm ; 尾长与体

全长之比 01138。

眶前鳞 1 枚 ,眶后鳞 2 枚 ,颞鳞 1 + 2。上唇

鳞 7 (22223) ,下唇鳞 8 (424) 。前额鳞较小 ,扩展

至头两侧 ,纵分为二 ,与后鼻鳞和眶前鳞镶嵌 ;

无颊鳞 ,颔片 2 对。背鳞 19219217 ,平滑无棱。

腹鳞 223 ,肛鳞二分 ,尾下鳞 53 对。

头颈区分不明显 ,吻端钝 ,吻鳞略呈三角

形 ,背面略可见 ; 瞳孔圆形。头部背腹面均为

浅白色 ,躯干及尾背面以红褐色为主 ,排列有具

黑、红褐和白色相间构成的环斑纹。整个身体

有 45 个完整的镶黑边的白纹 (或镶黑边褐红色

块斑) ,白环纹约 1～3 个鳞片宽 (少数不完整) ;

第一白斑不完整 ,与头部白色相连 ; 头部色斑

独特 (图 1) 。左右侧的眼后对称排列有一个起

自上枚眶后鳞的黑色纹 ,经顶鳞下缘和第一枚

上颞鳞上后缘到第二排上颞鳞 ,并与经前后颞

鳞间和第 6、7 枚上唇鳞间的黑色纵纹相连 ,黑

色纵纹延伸与第 7、8 枚 (左侧为第 6、7 枚) 下唇

鳞间的黑斑形成口角黑纵纹 ; 黑纹向前延伸入

眼 ,与眶前鳞的后缘和第 3、4 枚上唇鳞以及第

3、4、5 枚下唇鳞间的黑色纵纹相连成为“门”形

斑纹 ; 右侧鼻孔前面的鳞片具一黑斑 (左侧

无) 。

采集时 ,幼蛇栖息于海拔1 800 m的林缘灌



图 1 　方花丽斑蛇幼蛇头顶部斑纹及部分体斑

Fig. 1 　Juvenile of Maculophis bellus , showing strips

on top of head and body
　

丛枯枝落叶中 ,附近有耕地和流水。2005 年 10

月我们曾经在攀枝花米易县白坡山 (27°02′N ,

101°51′E)获得过一成体 (图 2 ,照片由杜科先生

拍摄) ,但标本意外丢失 ,只留下所拍照片。采

集地海拔2 150 m ,为次生常绿阔叶林 ,发现地

为溪流边缓坡 ,树林下树根与苔藓形成的松软

缝穴处。捕捉时蛇行动缓慢 ,与其他常见无毒

蛇的快速逃离有差异。两采集地隔 (雅砻)江相

望 ,空间距离约 30 km ,两地均有保存较好的常

绿阔叶林。

图 2 　方花丽斑蛇成体

Fig. 2 　Adult of Maculophis bellus
　

方花丽斑蛇最早被命名为 Coronella bella

Stanley ,1917 (亦有学者引为 Elaphe bella Stanley ,

1917) 。丁汉波等[1 ]
1974 年将其改隶于小头蛇

属 Oligodon ,此后国内学者一直称其为方花小

头蛇 ( Oligodon bellus) ,并认为是中国特有种。

近年来 ,根据基因序列分析 , Helfenberger
[2 ] 和

Utiger 等[3 ]认为它不应属于小头蛇属 ,而主张将

其归为锦蛇属 Elaphe。基于分子系统学研究 ,

Burbrink 等[4 ] 指出 E. bellus 与锦蛇属其他种类

关系较远 , 不形成单系 , 因而建立了新属

Maculophis ,辖 M . bellus
[4 ] 。

据资料记载 ,方花丽斑蛇在国内分布于福

建武夷山和云南 (泸水、福贡、龙陵、景东、陇

川) [1 ,5～7 ]等地。2006 年蒋爱伍等[8 ] 在广西猫儿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集到该种标本。本次采

集地距资料记载的最近地区云南景东直线距离

约 300 km ,纬度上与福建武夷山和云南福贡相

近 ,这表明其分布可能更广泛。

根据以上讨论 , 方花丽斑蛇 ( Maculophis

bellus ) 的同物异名有 : Elaphe bella、Oligodon

bellus、O . bella、Coronella bella、Elaphe leonardi

等 Ξ ; 中文名称有方花小头蛇、贝拉鼠蛇、丽锦

蛇。广泛分布于越南、缅甸、中国南部。其属名

Maculophis 中“Maculo (a)”有“斑点”的意思 ,因

此 ,我们建议采用“方花丽斑蛇”为其中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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