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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头蛇属 Pareas（蛇亚目：钝头蛇科） 
系统分类研究进展 

郭玉红* 
乐山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乐山  614000 

摘要：钝头蛇属（Pareas）蛇类形态高度保守，种间形态差异微弱。以分子系统学方法为中心的整合分

类方法的应用，为本类群分类难题的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近 8 年有 9 个新种得以描述，其中，仅在

近 3 年就增加了 7 个新种，并有 6 个同物异名被恢复。本文依据最新研究成果，对近期钝头蛇属蛇类

系统分类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斟酌中文种名，整理了物种名录，并编制了分类检索表。截止目前，

钝头蛇属共有 26 种，其中在我国有分布的 18 种，中国特有种 9 种。同时，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探讨，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建议：本属物种多样性估计过低、标本采集覆盖范围不足、证据使用

不甚全面，大范围密集采样以及系统发育基因组学方法的应用有助于本类群系统关系的最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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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Systematics of the Genus  
Pareas (Serpentes: Pareidae) 

GUO Yu-Hong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Leshan  614000, China 

Abstract: The morphology of the genus Pareas is highly conservative, and the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species are subtl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grative taxonomic approach centered on 

molecular systematics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olu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problems of this 

group.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9 new species have been described (7 of them have been added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and 6 synonyms have been resurrected. Based on the latest literature achievements and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ver the year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ogress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genus Pareas, 

sorts out its species checklist, compiles the identification key, and clarifies the current species of the genus 

Pareas in China. Up to now, there are 26 species in the genus Pareas, including 18 species in China, which 

are distributed in the vast areas of the south.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study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work: the species diversity of the genus is highly underestima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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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 coverage is still insufficient,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is still simple. The large-scale intensive 

sampl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hylogenomic methods are helpful to the final solution of the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of this group.  

Key words: Pareidae; Taxonomy; Systematics; Taxonomic key  

钝头蛇属（Pareas）蛇类隶属钝头蛇科

（Pareidae），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东南亚及

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钝头蛇科蛇类是新蛇

类中较为古老的类群，目前划为 4 个属，分别

为钝头蛇属、弱钝头蛇属（Asthenodipsas）、

单楯蛇属（Aplopeltura）与山地蛇属（Xylophis）
（Loredo et al. 2013，Deepak et al. 2019，Uetz  

et al. 2022），共计有 41 种。其中，钝头蛇属

包含的物种最多，其与钝头蛇科其他类群相比

有如下特征：背鳞通身 15 行，尾下鳞双行，颊

鳞 1 枚（少数 2 枚），上唇鳞通常不入眶，无前

颔片，颔片 3 对。截止 2014 年，钝头蛇属将近

80 年没有任何新种描述，当时确定的本属物种

为 11 种（赵尔宓 2006，Guo et al. 2009， 2011，

郭玉红等 2015）。从 2015 年开始，随着整合

分类方法在本类群的广泛应用，分子生物学数

据对钝头蛇类分类学争议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

用（You et al. 2015，Bhosale et al. 2020，Ding  

et al. 2020，Wang et al. 2020，Liu et al. 2021，

Vogel et al. 2021，Yang et al. 2021），目前认可

的钝头蛇属物种数增为 26 种（Uetz et al. 

2022），比 8 年前增加了 15 个种，其中 9 个为

新命名物种，另有 6 个为同物异名的恢复。 

不少研究者认为，钝头蛇属（Pareas）单

系属不成立（Guo et al. 2011，Pyron et al. 2011，

You et al. 2015，Figueroa et al. 2016，Deepak et 

al. 2019，Zaher et al. 2019，Wang et al. 2020，

Le et al. 2021，Liu et al. 2021），也有部分研究

支持其为单系属（Pyron et al. 2013，Ding et al. 

2020，Poyarkov et al. 2022），但无论从分子生

物学还是形态学角度，皆支持钝头蛇属分为两

个大的类群。较早的综合分类研究中，Guo 等

（2011）注意到，棱鳞钝头蛇（P. carinatus）
与颈斑钝头蛇（P. nuchalis）在分子系统树上相

聚为一类（Pareas Ⅰ）（现已扩充为 6 种），

其他钝头蛇属蛇类为另一类（Pareas Ⅱ）。为

叙述方便，根据 Guo 等（2011）构建的分子系

统树（见原文 Fig. 1），Poyarkov 等（2022）

构建的分子系统树（见原文 Fig. 3），将钝头

蛇属分为 6 个种组，其中，Pareas Ⅰ分为 2 个

种组，即棱鳞钝头蛇种组（P. carinatus species 

group）与颈斑钝头蛇种组（P. nuchalis species 

group）；Pareas Ⅱ分为 4 个种组，中国钝头

蛇种组（P. chinensis species group）、喜山钝

头蛇种组（P. monticola species group）、横纹

钝头蛇种组（P. margaritophorus species group）

与缅甸钝头蛇种组（ P. hamptoni species 

group）。 

1  钝头蛇属系统分类 

1.1  棱鳞钝头蛇种组（P. carinatus species 
group） 

棱鳞钝头蛇（P. carinatus）最早由 Boie 于

1828 年描述，模式产地在爪哇；Theobald 于

1868 年依据缅甸孟邦标本描述了孟邦钝头蛇

（P. berdmorei）；较早由 Bourret 于 1934 年将

后者归为前者的同物异名（赵尔宓  2006，

Poyarkov et al. 2022）。本种组此后一直以单一

物种即棱鳞钝头蛇存在，其分布范围较广，从

云南南部、缅甸南部、中南半岛开始，向南到

马来半岛，再向南及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

和巴厘岛（Wallach et al. 2014）。直到 Wang

等（2020）基于 4 个基因片段（Cyt b、ND4、

c-mos、Rag1）和相关形态特征，依据中国云南

及马来西亚标本，描述了新种勐腊钝头蛇（P. 
menglaensis），才改变了其单一种情况。Wang

等（2020）认为，勐腊钝头蛇与棱鳞钝头蛇的

主要形态区别在于前者更多的背鳞起棱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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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yarkov 等（2022）在广泛采样基础上，

同样基于上述 4 个基因片段，结合形态学特征，

恢复了孟邦钝头蛇（P. berdmorei）的有效性，

并认为勐腊钝头蛇（P. menglaensis）应为孟邦

钝头蛇的次定同物异名。作者根据形态及分子

系统特征，将孟邦钝头蛇划为 3 个亚种，分别

是孟邦钝头蛇指名亚种（P. b. berdmorei）、孟

邦钝头蛇纯色亚种（P. b. unicolor）与孟邦钝头

蛇长山亚种（P. b. truongsonicus），勐腊钝头蛇

被归入孟邦钝头蛇指名亚种。狭义棱鳞钝头蛇

（P. carinatus sensu stricto），也可分为两个亚

种，棱鳞钝头蛇指名亚种（P. c. carinatus）与

棱鳞钝头蛇丹那沙林亚种（P. c. tenasserimicus）。
棱鳞钝头蛇与孟邦钝头蛇相比，体型通常较小，

背鳞起棱行数略低，眶后上部条纹较粗，颈背

部有明显的深色斑纹。同时，Poyarkov等（2022）

描述了 1 号来自越南富安省的标本，其与孟邦

钝头蛇构成姐妹群，但与后者遗传距离甚远，

且在形态特征上有明显的不同，从而设立新种

库氏钝头蛇（P. kuznetsovorum），其与本种组

其他两种蛇类最大的不同是背鳞全部平滑，且

尾下鳞数目较多，颈部存在黑色“Ψ”形图案。 

综上，棱鳞钝头蛇种组现有 3 种：棱鳞钝

头蛇（P. carinatus）、孟邦钝头蛇（P. berdmorei）
和库氏钝头蛇（P. kuznetsovorum）。本种组分

布信息如下（Poyarkov et al. 2022，王剀等 

2022）：棱鳞钝头蛇分布于大巽他群岛、马来

半岛，向北至丹那沙林山脉南段；孟邦钝头蛇

广泛分布于克拉地峡以北的中南半岛，我国现

只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州与普洱市东南；库氏

钝头蛇目前仅见于越南中南部富安省。 

Poyarkov 等（2022）订立了 2 个棱鳞钝头

蛇亚种，3 个孟邦钝头蛇亚种，亚种之间的形

态差异较为明显，有各自的分布范围，在分子

系统树上也各自形成独立的分支，亚种间遗传

距离大于部分本属物种间的遗传距离。所以，

这些亚种之间的分类关系还需进一步考察，通

过了解它们有无生殖隔离、有无基因交流，从

而确定其是同种还是异种关系。另外，上述研

究仅仅考察了处于中南半岛东缘的越南标本，

就有了重要的分类发现，而在广阔的中南半岛

中部、西部，以及大巽他群岛广大地区，考察

并不充分，对上述地区进行较为全面的实地调

查，无疑会进一步丰富对本类群多样性的认知。 

1.2  颈斑钝头蛇种组（P. nuchalis species 
group） 

在 Pareas Ⅰ中，颈斑钝头蛇（P. nuchalis）
以在颈侧具有大的黑色环形斑纹为特征，由

Boulenger 于 1900 年依据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

标本命名（Poyarkov et al. 2022）。直到近期，

颈斑钝头蛇还被认为是婆罗洲（加里曼丹岛）

的特有物种（Stuebing et al. 2014），Poyarkov

等（2022）首次在苏门答腊岛中部记录到本种。

同时，长期以来，颈斑钝头蛇也是本种组的唯

一种类。最近，Le 等（2021）在越南长山山脉

最南端的夷灵高原的野外工作中，发现了 1 号

标本，依据 Cyt b 和 ND4 两个线粒体基因片段

及形态特征（前颞鳞数目多、背鳞皆起棱、具

深色的脊线），将该物种描述为新物种夷灵钝头

蛇（P. temporalis）。Poyarkov 等（2022）基于

4 个基因片段 Cyt b、ND4、c-mos 和 Rag1，认

可了 Le 等（2021）的划分，并且补充描述了 6

号标本，弥补了原描述只有 1 号标本的缺憾，

还对一些形态特征进行了修订，如被作为重要

特征强调的前颞鳞“4 到 5 个”被修订为“一

般为 3 个”。同时，Poyarkov 等（2022）描述

了本种组一个新种昆嘉钝头蛇（P. abros），其

产自越南中部的昆嵩-嘉莱高原，与产自越南南

部的夷灵钝头蛇构成姐妹群，昆嘉钝头蛇与夷

灵钝头蛇相比，在形态上不同之处如下：稍低

的腹鳞数目（180-184 对 185-198），背鳞 9-11

行起弱棱（对所有背鳞强烈起棱），脊鳞扩大的

行数较少（1 对 3），以及有 44-56 对微弱的深

色横纹（对体部缺乏横纹）。 

所以，颈斑钝头蛇种组现有 3 种，颈斑钝

头蛇（P. nuchalis）、夷灵钝头蛇（P. temporalis）
和昆嘉钝头蛇（P. abros）。其分布信息如下

（Poyarkov et al. 2022）：颈斑钝头蛇分布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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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曼丹岛及苏门答腊岛中部，昆嘉钝头蛇见于

越南中部，而夷灵钝头蛇目前仅知分布于越南

南部的林同省。 

本种组是我国目前唯一没有记录到的钝头

蛇属种组，其一直作为东南亚海岛类型，Le 等

（2021）与 Poyarkov 等（2022）的研究成果使

本种组的记录延伸到中南半岛，具有重要的  

意义。 

1.3  中国钝头蛇种组（P. chinensis species 
group） 

自 Guo 等（2011）依据分子系统学数据恢

复中国钝头蛇有效性以来，本种组没有变动，

目前共有 3 种，中国钝头蛇（P. chinensis）、

平鳞钝头蛇（P. boulengeri）以及福建钝头蛇（P. 
stanleyi）。 

关于中国钝头蛇的内涵和外延还需要进一

步验证。广东钝头蛇（P. kuangtungensis）、云

南钝头蛇（P. yunnanensis）与黑钝头蛇（P. 
niger）曾长期作为中国钝头蛇的同物异名（四

川生物研究所 1977，赵尔宓等 1998）。Wang

等（2020）及 Ding 等（2020）的研究结果支持

将广东钝头蛇归为台湾钝头蛇（P. formosensis）
的同物异名，Guo 等（2020）基于鳞片超微结

构的研究支持云南钝头蛇有效性的恢复，而

Liu 等（2021）基于形态学及分子系统学的研

究成果支持黑钝头蛇有效性的恢复。因此，严

格意义上的中国钝头蛇分布区域会大大缩小。

以下为本种组分布信息（赵尔宓 2006，郭玉红 

2011，高志伟等 2022）：中国钝头蛇目前较为

明确的分布应限于四川盆地西部、南部边缘山

区；平鳞钝头蛇分布于我国西南（贵州和四川）、

中南和华东；福建钝头蛇分布于华东（福建、

浙江和江西）、西南（贵州雷山和四川洪雅）、

湖南（湘西和湘南山区）及广西猫儿山，本种

分布虽较为广泛，但在各地理区域似乎呈隔离

分布态势。 

1.4  喜山钝头蛇种组（P. monticola species 
group） 

喜山钝头蛇（P. monticola）有具眶前鳞、

颊鳞入眶、背鳞平滑、上唇鳞入眶等特征，分

类学上长期无争议，并长期保持本种组唯一种

类之记录，直到近期的研究成果出现。Vogel

等（2021）在检查加州科学院（美国）的两栖

爬行动物标本时，发现了 2 号来自缅甸（分别

采自钦邦和克钦邦）的钝头蛇属（Pareas）标

本，其最初被鉴定为喜山钝头蛇（Wogan et al. 

2008，Vogel et al. 2015），然而，通过对这两

号标本进行细致的形态学检查，并与正模进行

比对，Vogel 等（2021）发现它们与喜山钝头

蛇存在明显的形态差异，并对其中 1 号采自缅

甸钦邦的标本依据 3 个基因片段 Cyt b、ND4

和 c-mos 进行了分子系统学研究，系统树上，

这号标本与喜山钝头蛇有明显分歧，从而结合

其无眶前鳞、上唇鳞不入眶、背鳞 7 行起棱等

形态特征，命名了新种钦山钝头蛇（ P. 
victorianus）。另 1 号标本因未进行分子生物学

比对，只作为新种提出而未予实际命名。 

所以，喜山钝头蛇种组目前有 2 种，喜山

钝头蛇（P. monticola）和钦山钝头蛇（P. 
victorianus）。其分布信息如下（赵尔宓 2006，

车静等 2020，Vogel et al. 2021）：喜山钝头蛇

主要分布于印度东北部、不丹、缅甸北部（实

皆和克钦）及我国藏南与滇西，越南北部也有

报道。钦山钝头蛇目前仅知分布于缅甸钦邦。 

新种钦山钝头蛇仅依据 1 号早期采集的标

本设立，且缺乏生活状态的图片资料，所以需

要进一步实地调查，补充相关标本，以获得本

种更为详尽的分类信息。 

1.5  横纹钝头蛇种组（P. margaritophorus 
species group） 

横纹钝头蛇（P. margaritophorus）是 Jan

于 1866 年依据“暹罗”（泰国曼谷）标本命名

的本种组第一个物种，Theobald 于 1868 年依

据缅甸丹那沙林（德林达依省）标本描述了横

斑钝头蛇（P. macularius）（赵尔宓 2006，Vogel 

et al. 2020）。这两个物种都以体部存在黑白双

色斑点为特征。接着，又有 3 个物种被描述，

缅甸仰光省的仰光钝头蛇（ P. mode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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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bald，1868），中国广东省的默氏钝头蛇

（P. moellendorffi Böttger，1885）以及缅北克

钦邦的克钦钝头蛇（P. andersonii Boulenger，

1888）（Pope 1935，Vogel et al. 2020）。Bourret

于 1935 年依据越南北部永福省的三岛山标本

描述了一个新种三岛钝头蛇（Amblycephalus 
tamdaoensis）（Vogel et al. 2020），其体部也

存在黑白双色斑点。Wall 于 1922 年将仰光钝

头蛇和克钦钝头蛇归为横斑钝头蛇的同物异名

（Vogel et al. 2020），Smith（1943）将默氏钝

头蛇归为横纹钝头蛇的同物异名，并将三岛钝

头蛇归为横斑钝头蛇的同物异名，本种组由 6

种缩减为 2 种，即横纹钝头蛇与横斑钝头蛇。

随后，本种组长期以两个物种存在，两者主要

的区别在于背鳞起棱与否，黄庆云（2004）认

为，背鳞平滑或起棱与否的鉴别意义不大，将

横斑钝头蛇归为横纹钝头蛇的同物异名。这样，

本种组就只剩下一个有效种横纹钝头蛇。 

Hauser（2017）对泰国北部的钝头蛇属种

群进行了研究，根据形态、色斑等特征，认为

横斑钝头蛇（P. macularius）是有效种，其与

横纹钝头蛇（P. margaritophorus）的区别在于

体中部 7-13 行起弱棱，以及颈部斑纹的形状和

颜色。Suntrarachun 等（2020）的分子系统学

研究认为，横斑钝头蛇与横纹钝头蛇之间存在

物种级分化。Wang 等（2020）的系统发育研

究结果也表明，横纹钝头蛇（背部鳞片平滑）

和横斑钝头蛇（背鳞起棱）归于两个不同的支

系，两者的遗传距离较大，为 15.5%（基于 Cyt 

b）和 18.3%（基于 ND4），表明两者分化较大。 

Vogel 等（2020）结合形态特征与分子系

统学研究（基于 Cyt b 基因片段）发现，在分

子系统树上，本种组可分为 4 个支持率很高的

分支，分别对应于横斑钝头蛇（P. macularius）、

克钦钝头蛇（P. andersonii）、仰光钝头蛇（P. 
modestus）与横纹钝头蛇（P. margaritophorus）。
4 个分支在形态学上的差异也较为明显，横纹

钝头蛇背部鳞片均平滑，种组其他 3 种被鳞均

起棱。仰光钝头蛇体背部为均匀的灰黑色至黑

色，无黑白双色的背鳞。克钦钝头蛇与横斑钝

头蛇都存在黑白双色的背鳞，但前者体色灰色

至深灰色，后者棕灰色，前者没有明显的颈部

斑纹，后者具有明显的颈部斑纹。其研究结果

支持三岛钝头蛇（A. tamdaoensis）为横斑钝头

蛇 的 次 定 同 物 异 名 ， 默 氏 钝 头 蛇 （ P. 
moellendorffi）为横纹钝头蛇的同物异名。所以，

恢复了横斑钝头蛇的有效性，同时支持恢复克

钦钝头蛇与仰光钝头蛇的有效性。 

综上，横纹钝头蛇种组现有 4 种：横纹钝

头蛇（P. margaritophorus）、横斑钝头蛇（P. 
macularius）、克钦钝头蛇（P. andersonii）和

仰光钝头蛇（P. modestus）。其分布信息如下

（赵尔宓等 1998，Vogel et al. 2020）：横纹钝

头蛇分布于苏门答腊北部、克拉地峡以南的马

来半岛、除缅甸外的中南半岛大部以及我国华

南。横斑钝头蛇主要分布于缅甸、除缅甸外的

中南半岛北部，以及我国云南南部与东南部、

广西中部（大瑶山）、海南西南部（尖峰岭）；

克钦钝头蛇分布于缅甸（克钦邦、钦邦、掸邦、

实皆省和曼德勒省）、印度东北部（米佐拉姆

邦和那加兰邦），以及我国云南西部（陇川）；

仰光钝头蛇已知分布于缅甸南部（仰光省）与

印度东北部（米佐拉姆邦）。 

上述形态和分子系统研究恢复了本种组 3

种蛇类的有效性，但克钦钝头蛇（P. andersonii）
和横斑钝头蛇（P. macularius）的种内遗传差

异很大（Cyt b 的 p-distance 为 7.6% ~ 9.0%）

（Vogel et al. 2020），达到了种间差异水平。

所以，进一步的考察和补充标本是必要的，作

为本属较早分化出来的类型，本种组的多样性

可能还是被低估了。 

1.6  缅甸钝头蛇种组（P. hamptoni species 
group） 

缅甸钝头蛇（P. hamptoni）由 Boulenger

于 1905 年命名，模式产地在缅甸抹谷；越北钝

头蛇（P. tonkinensis）为 Angel 在 1920 年命名，

模式产地在越南老街（Pope 1935）；Smith

（1943）经查证后，将后者归为前者的同物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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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台湾钝头蛇（P. formosensis）由 van 

Denburgh 命名于 1909 年，广东钝头蛇（P. 
kuangtungensis）由 Vogt 命名于 1922 年，云南

钝头蛇（P. yunnanensis）由 Vogt 命名于 1922

年，黑钝头蛇（P. niger）由 Pope 命名于 1928

年，阿里山钝头蛇（P. komaii）由 Maki 命名于

1931 年（赵尔宓等 1998）。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上述类群经历

了较大的分合变化。运用经典分类方法，主要

依据腹鳞数目、尾下鳞数目、上颌齿数目、有

无起棱、色斑等特征，把阿里山钝头蛇（P. 
komaii）作为台湾钝头蛇（P. formosensis）的

同物异名（Ota et al. 1997），将广东钝头蛇（P. 
kuangtungensis）、黑钝头蛇（P. niger）、云南

钝头蛇（P. yunnanensis）归为中国钝头蛇（P. 
chinensis）的同物异名（四川生物研究所 1977，

赵尔宓等 1998），后又将中国钝头蛇订为台湾

钝头蛇的次定同物异名（江耀明 2004）。这样，

上面提到的 6 个种归为一个种，即台湾钝头蛇。

此后，使用经典分类学方法，Guo 等（2009）

依据云南龙陵标本命名了新种黑顶钝头蛇（P. 
nigriceps），Vogel 等（2015）依据缅北克钦邦

标本命名了新种贡山钝头蛇（P. vindumi）。

Guo 等（2011）应用分子系统学数据发现，台

湾钝头蛇与中国钝头蛇不构成单系，恢复了后

者的有效性。现已明确，台湾钝头蛇属于缅甸

钝头蛇种组，中国钝头蛇则属中国钝头蛇种组。

You 等（2015）的研究指出，在分子系统树上，

我国台湾的钝头蛇属种群明显分为三支，结合

形态学特征，恢复了阿里山钝头蛇的有效性，

并描述了新种泰雅钝头蛇（P. atayal）。 

最近，关于缅甸钝头蛇种组的研究成果较

多：Wang 等（2020）基于形态特征及 4 个基

因片段，依据云南蒙自标本，命名了新种蒙自

钝头蛇（P. mengziensis），其构建的分子系统树

将严格意义上的缅甸钝头蛇（P. hamptoni）限

于缅甸本土，而将我国华东（江西、浙江）、广

西、海南、贵州部分种群归入台湾钝头蛇（P. 
formosensis）。Ding 等（2020）基于形态特征

和 3 个基因片段，依据云南江城标本，命名了

新种伯仲钝头蛇（P. geminatus），并主要依据

分子系统学研究结果，推断产于越南的越北钝

头蛇（P. tonkinensis）是台湾钝头蛇的同物异

名，并将广东部分种群归入台湾钝头蛇。

Bhosale 等（2020）基于形态特征与 2 个线粒体

基因片段，命名了新种藏南钝头蛇（P. kaduri）。
Liu 等（2021）基于形态特征和 1 个基因片段，

依据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标本，命名了新种

雪林钝头蛇（P. xuelinensis），并且通过比对分

析，认为黑钝头蛇（P. niger）是有效种，而蒙

自钝头蛇应是黑钝头蛇的同物异名。Guo 等

（2020）基于鳞片超微结构的研究支持恢复云

南钝头蛇（P. yunnanensis）的有效性，但因暂

时缺少分子系统学数据，先存疑容后进一步研

究解决。 

这样，前述研究涉及到的，在分子系统树

上与缅甸钝头蛇聚为一大支的，是构成缅甸钝

头蛇种组较为明确的类群，目前主张有 11 种。

其中，种名一直保持的有 3 种：缅甸钝头蛇（P. 
hamptoni）、台湾钝头蛇（P. formosensis）及琉

球钝头蛇（P. iwasakii）；合并后又恢复的（有

的屡次合分）有 2 种：阿里山钝头蛇（P. komaii）
与黑钝头蛇（P. niger）；较晚近命名的有 6 种：

黑顶钝头蛇（P. nigriceps）、泰雅钝头蛇（P. 
atayal）、贡山钝头蛇（P. vindumi）、藏南钝头

蛇（P. kaduri）、伯仲钝头蛇（P. geminatus）
和雪林钝头蛇（P. xuelinensis）。本种组分布

信息如下（Vogel 2015，You et al. 2015，Bhosale 

et al. 2020，Ding et al. 2020，Liu et al. 2021，

Yang et al. 2021）：台湾钝头蛇分布于我国台

湾、华东、华南与贵州黔东南，以及越南北部；

阿里山钝头蛇分布于我国台湾中南部及花东地

区（即花莲与台东）；泰雅钝头蛇主要分布于我

国台湾北部；琉球钝头蛇分布于琉球群岛南端

的石垣岛和西表岛；黑钝头蛇分布于我国云南

昆明、红河；黑顶钝头蛇分布于我国云南省西

部（龙陵、腾冲）；贡山钝头蛇分布于缅北克钦

邦其培镇及我国云南腾冲；伯仲钝头蛇已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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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我国云南省南部（江城）、泰国西北部和老

挝北部的“金三角”地区；雪林钝头蛇分布于

我国云南省西南部（澜沧）；藏南钝头蛇分布于

我国西藏藏南地区东南部。由于缺乏晚近的模

式产地标本信息，缅甸钝头蛇的分布范围除模

式产地缅甸抹谷外仍然不明，我国可能分布于

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及海南。 

缅甸钝头蛇（P. hamptoni）虽然早在 1905

年就被命名，但该种分类地位至今尚不清楚。

除原始描述外（Boulenger 1905），笔者未检索

到关于模式产地标本研究的相关文献，近期有

几篇文献涉及到了缅甸本土的标本，并提供了

分子数据（Ding et al. 2020，Wang et al. 2020），

但这些标本产地在缅甸克钦邦北部，而缅甸钝

头蛇的模式产地在曼德勒省抹谷，两地距离甚

远，相隔千里，所以严格意义上的缅甸钝头蛇

仍有待进一步确认。且只要缅甸钝头蛇地位不 

 

明，本种组其他物种的分类地位也相应地不能

最终明确。所以，由于存在上述问题，且作为

钝头蛇属最大的种组，分类历史错综复杂，缅

甸钝头蛇种组的分类厘定任务最为迫切。 

2  钝头蛇属分种检索 

检索表主要依据宏观形态学特征编制，

根据原始记录、最新资料、笔者对标本检查

等作出，同时考虑其分子系统归属。由于本

属种间形态特征相似度高，本表尽力发掘最

具鉴别意义的形态特征。缅甸钝头蛇（P. 
hamptoni）因为缺乏新的模式产地资料，鉴

别特征主要依据原始描述给出；贡山钝头蛇

（P. vindumi）的形态学鉴别考虑了中国的新

记录。变异较大的形态特征尽量不用作主要

检索依据，如颞鳞 1 或 2，上唇鳞数、下唇鳞

数、起棱具体行数等。 

1a. 额鳞侧边约与体轴平行...........................................................................................................................................................2 

1b. 额鳞侧边不与体轴平行 ..........................................................................................................................................................7 

2a. 前额鳞入眶.................................................................................................................................颈斑钝头蛇 Pareas nuchalis 

2b. 前额鳞不入眶...........................................................................................................................................................................3 

3a. 颈部有大的黑斑或环形斑 ......................................................................................................................................................4 

3b. 颈部无大的黑斑或环形斑 ......................................................................................................................................................6 

4a. 背鳞皆平滑，颈部有黑斑但不形成环形 ............................................................................. 库氏钝头蛇 P. kuznetsovorum 

4b. 至少部分背鳞强烈或轻微起棱，颈部有黑色斑且形成环状 .............................................................................................5 

5a. 全部背鳞强烈起棱，体部无暗横纹 ............................................................................................ 夷灵钝头蛇 P. temporalis 

5b. 体中部 9-11 行背鳞起棱，体部有微弱的暗横纹 ...............................................................................昆嘉钝头蛇 P. abros 

6a. 体型中等；通常体中部 3-11 行背鳞起棱；眶后上部条纹较粗，在颈背上相互接触，通常形成一个 X 形或)(形图

案；栖息地在丹那沙林山脉、马来半岛与大巽他群岛............................................................. 棱鳞钝头蛇 P. carinatus 

6b. 体型较大；体中部背鳞 3-13 行起棱；眶后上部条纹较细，通常在颈背部形成 Y 形图案或无；分布于克拉地峡以

北的中南半岛.................................................................................................................................孟邦钝头蛇 P. berdmorei 

7a. 背部主色为各种层次的灰色，有或无大量双色黑白斑点（色斑 I 型）..........................................................................8 

7b. 背部主色为各种层次的棕色，有或无暗横纹（色斑Ⅱ型） ...........................................................................................11 

8a. 背鳞平滑 ...............................................................................................................................横纹钝头蛇 P. margaritophorus 

8b. 部分背鳞起棱...........................................................................................................................................................................9 

9a. 背部均匀的灰黑色至黑色，腹部颜色均匀...................................................................................仰光钝头蛇 P. modestus 

9b. 背部灰色，有明显的双色斑点，腹部有略呈方形黑色斑块或斑点 .............................................................................. 10 

10a. 体色灰色至深灰色，无明显颈斑，腹部有近方形黑色斑块 ................................................. 克钦钝头蛇 P. anderso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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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 体色棕灰色，具明显颈斑，腹部有密集的小斑点 .................................................................横斑钝头蛇 P. macularius 

11a. 颊鳞入眶，多不具眶前鳞 ................................................................................................................................................. 12 

11b. 颊鳞不入眶，具眶前鳞 ..................................................................................................................................................... 16 

12a. 眶后不具有明显线纹........................................................................................................................贡山钝头蛇 P. vindumi 

12b. 眶后具明显线纹 ................................................................................................................................................................. 13 

13a. 4th或 4th-5th上唇鳞入眶..................................................................................................................喜山钝头蛇 P. monticola 

13b. 上唇鳞不入眶...................................................................................................................................................................... 14 

14a. 背鳞平滑，虹膜土黄色 ..............................................................................................................平鳞钝头蛇 P. boulengeri 

14b. 背鳞起棱.............................................................................................................................................................................. 15 

15a. 背鳞除两侧最外 1 行外均起棱，脊鳞不扩大...............................................................................福建钝头蛇 P. stanleyi 

15b. 背鳞 7 行起棱，脊鳞扩大 ..........................................................................................................钦山钝头蛇 P. victorianus 

16a. 背鳞平滑，虹膜红棕色 ............................................................................................................ 台湾钝头蛇 P. formosensis 

16b. 被鳞起棱.............................................................................................................................................................................. 17 

17a. 头背具大块致密深色斑（不呈点状） ............................................................................................................................. 18 

17b. 头背具点状斑...................................................................................................................................................................... 20 

18a. 体背部黑色覆盖甚多，脊部几无浅色鳞片...........................................................................................黑钝头蛇 P. niger 

18b. 体背部浅色出露较多，脊部浅色鳞片甚多..................................................................................................................... 19 

19a. 体色浅棕，体部深色横纹较细（约 1 鳞片宽）且呈断续状，前颞鳞 2，头侧近口角处各有 1 个黑斑 ..................... 

 .............................................................................................................................................................藏南钝头蛇 P. kaduri 

19b. 体色灰粽，体部深色横纹较粗（宽度多超过 2 个鳞片），前颞鳞 1，头侧各具 2 个近圆形黑斑 ............................... 

...................................................................................................................................................................黑顶钝头蛇 P. nigriceps 

20a. 腹鳞数目较多（197-202），尾下鳞数目较多（96-98），前颞鳞 1 枚 ................................... 缅甸钝头蛇 P. hamptoni 

20b. 腹鳞数目（< 195）、尾下鳞数目（< 93）相对较少，前颞鳞一般 2 枚 ................................................................... 21 

21a. 头侧不具明显的细线纹 ..................................................................................................................................................... 22 

21b. 头侧具 2 条明显的细线纹 ................................................................................................................................................. 23 

22a. 体色红棕，前颞鳞 1-2 枚，下唇鳞未与颔片愈合，腹鳞 170-188，尾下鳞 75-91，头侧各具 1 个短棒状斑，多数

近口角处另有一较大黑斑，头背部斑点在部分个体有愈合成大黑斑的趋势 ....................伯仲钝头蛇 P. geminatus 

22b. 体色浅棕，前颞鳞 2 枚，第 4 或 5 枚下唇鳞与第 2 对颔片愈合，腹鳞 182-188，尾下鳞 87-93，头侧不具大的黑

斑 .................................................................................................................................................雪林钝头蛇 P. xuelinensis 

23a. 体部横纹多不甚明显，前颞鳞 2 枚，腹鳞 169-188，尾下鳞 61-82，分布于中国大陆.......中国钝头蛇 P. chinensis 

23b. 体部横纹明显，前颞鳞 2 枚，分布于东亚岛屿（我国台湾、琉球群岛）................................................................ 24 

24a. 体色暗棕，体中部背鳞起棱行数一般≥ 9（7-13 行起棱），腹鳞 162-182，尾下鳞 60-76 .........................................  

...................................................................................................................................................................阿里山钝头蛇 P. komaii 

24b. 体色浅褐，体中部背鳞起棱行数一般≤ 9..................................................................................................................... 25 

25a. 头部相对较短，下唇鳞 7-9，体中部背鳞 5-9 行起棱，腹鳞 174-188，尾下鳞 71-79，分布于我国台湾.................. 

 ..............................................................................................................................................................泰雅钝头蛇 P. atayal 

25b. 头部相对较长，下唇鳞 9-11，体中部背鳞 5-7 行起棱，腹鳞 189-194，尾下鳞 76-84，分布于琉球........................ 

 ..........................................................................................................................................................琉球钝头蛇 P. iwasak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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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建议 

虽然近年钝头蛇属分类研究取得很大进

展，但仍然存在如下问题。第一、物种多样性

被低估：本属有些物种内部遗传差异很大，缅

甸钝头蛇种组则可能存在多个隐存种；第二、

标本采集覆盖范围不足，关键地区标本获取不

足：由于人类活动对动物影响的增加，或地区

稳定性等原因，一些重要标本的取得不足，如

广东钝头蛇、云南钝头蛇、缅甸钝头蛇等地模

标本的取得皆有欠缺；第三、钝头蛇属拆分问

题：钝头蛇属两支系间的遗传距离大于单楯蛇

属与弱钝头蛇属之间的遗传距离（Wang et al. 

2020），在背鳞超微结构上，两支系也差异悬殊，

属 Pareas Ⅰ的棱鳞钝头蛇背鳞超微结构为沟

壑状，而属 Pareas Ⅱ的中国钝头蛇、平鳞钝

头蛇、福建钝头蛇、横纹钝头蛇等的背鳞超微

结构为“弧 + 孔”状（Guo et al. 2020），所以

其单系属是否成立需要进一步探讨；第四、钝

头蛇属各分类单元系统关系尚未完全解决：如

前所述，钝头蛇属按照分子系统树可划为 6 个

种组，各种组的单系性得到良好的解决，但种

组之间系统关系并不明确，缅甸钝头蛇种组内

部各物种系统发育关系也不明确；第五、分类

证据仍不全面：本属系统分类研究成果除依据

形态学资料外，多同时依据 1 个或少量基因片

段（最多用到 4 个片段），后者为许多悬而未

决的分类问题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方案，但对种

间关系及种以上阶元间的关系解决仍不甚理

想。 

钝头蛇属蛇类起源古老，迁徙能力较弱，

大范围密集采样，有助于发现隐存种，尤其对

可能是两个类群分界处的山岭应加以注意。对

一些分布广泛且内部关系不明的类型，如缅甸

钝头蛇种组，应特别加大采样力度。目前，在

生物分类、系统发育及隐存种识别研究上，系

统发育基因组学方法（phylogenomic methods）

越来越受到重视（李佳璇等  2019，徐伟等 

2019），此方法构建的系统发育树，各分支节

点支持率较高，更有助于判断种间、种以上分

类阶元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但系统发育基因

组学方法应用在蛇类系统学研究上的文章并不

多见。Li 等（2020）基于 96 个蛇类通用基因

标记集，用扩增子测序方法构建了一个中国蛇

类目前最全面的系统分类架构，但涉及钝头蛇

属的样本不多。系统发育基因组学方法还涉及

到转录组测序、简化基因组测序、目标序列捕

获技术及全基因组测序等技术。所以，除应用

形态学方法外，可酌情加入上述系统发育基因

组学方法，深入考察本类群的分类与系统发育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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