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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蛇类新纪录———龙胜小头蛇

2009 年 6 月 24 日，重庆市黔江区水市乡居民费智深在该乡海拔约1 000 m的风化石缝中采集

到一条活蛇，经鉴定为龙胜小头蛇(Oligodon lungshenensis Zheng and Huang，1978) ，为重庆市蛇类

新纪录。该标本现保存于重庆市清华中学校动物标本室。其主要特征记述如下。
该蛇(CTS 20090624) 为雌性，全长 521(459 + 62)mm;头较小，与颈区分不明显;吻鳞从头背可

见甚多;没有鼻间鳞和颊鳞;眶前鳞 1 枚，眶后鳞 2 枚;颞鳞 2 + 2 枚;上唇鳞 6 枚(2-2-2 式) ;下唇鳞

7 枚，第 4 枚最大，前 3 枚接前颔片;颔片 2 对;背鳞平滑，通体 15 行，鳞上有黑色细点;腹鳞 172 枚，

肛鳞二分;尾下鳞 32 对;体尾背面棕褐色，有 4 条黑褐色纵纹自颈部通达尾末，另有 11(9 + 2) 条镶

黑边的波浪状宽横纹横跨纵纹;腹面中央为橘红色纵线纹，多数腹鳞和尾下鳞的两侧或一侧有黑色

矩形斑。头背黄色，有 3 个紧密相连的栗褐色“∧”形斑，最后一个呈箭头形( 异于饰纹小头蛇的倒

心形) 并与颈背 4 条黑褐色纵纹相连( 图 1)。

图 1 龙胜小头蛇 Oligodon lungshenensis
a. 头部背面观( 示无鼻间鳞及 3 个相连的∧形斑) ; b. 头部腹面观( 示腹鳞上的矩形黑斑) ;

c. 整体背面观( 示镶黑边的波浪状宽横纹) ; d. 整体腹面观( 示腹面中央的橘红色纵线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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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小头蛇系郑辑和黄祝坚(1978) 依据广西龙胜标本发表的新种;李德俊(1979) 依据贵州雷

山永乐和赤水蟠龙标本发表的贵州小头蛇(Oligodon guizhouensis) 为其同物异名。该种近似种为饰

纹小头蛇(O. ornatus) ，两者间最明显的分类学指征即鼻间鳞的有( 饰纹小头蛇) 无( 龙胜小头蛇)。
赵尔宓等(1986) 报道四川省蛇类新纪录，采于米易的饰纹小头蛇亦无鼻间鳞，应修订为该种;2010
年 3 月，本文第二作者在湖南师范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各检出 1 号采自湖南石门壶瓶山自然

保护区及宜 章 莽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龙 胜 小 头 蛇 标 本。该 种 为 我 国 特 有 物 种，生 活 于 海 拔 700 ～
1 600 m的山区森林中，已知分布于广西、四川和贵州。在重庆市黔江区发现龙胜小头蛇，为重庆市

蛇类新纪录;研究发现，湖南省石门县和宜章县也有该种分布。这些新分布点的发现增加了对其地

理分布的认识，对该种的动物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其地理分布分析，推测该种可能也分布

至湖北西南部及云南东北部。
龙胜小头蛇主要以爬行动物的卵为食 ( 赵尔宓，2006) ，其他生态资料不详，有待进一步研究。

该物种为我国东洋界华中区的稀有蛇种，也是我国特有蛇种，确知标本近 20 号。因其分布狭窄，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将其列为易危种(VU D2)。建议有该种分布的自然保护区将该种纳为重点

保护对象，加强监测和繁育研究，以保护该种及其生境，扩大其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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