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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点麻蜥 Eremias multiocellata在我国 

有三个亚种，指名 亚 种 E．m．multiocellata 

分布于辽宁、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叶城亚 

种 E．m．yarkandensis分布于青海、甘肃、新 

疆；库氏亚种 E．m．kozlovi分布于新疆 (赵 

肯堂，1983)。 

密点麻蜥指名亚种是陕西省定边县，即毛 

乌素沙漠南部的优势种群，1983年 8月，采到 

密点麻蜥指名亚种标本 108只。密点麻蜥指名 

亚种(以下简称密点麻蜥)的生态资料尚 少 见， 

笔者根据野外观测，把密点麻蜥的生态资料整 

理如下。 

栖境 密点麻蜥是生活于荒漠草原地带的 

蜥蜴，洞穴多在沙漠草丛下，洞口宽 20—35毫 

米，洞口高 2O一3O毫米，洞道构造简单。气温 

22．5℃；地温，沙面下90毫米处 20~(3，沙面下180 

衰 l 密点麻斯的洞穴测量 (单位：毫米) 

性别 洞垂直深度 洞斜长 

l 140 380 

3 100；120；140 230；340；490 

i土SE 125+9．6 360土53．7 

-1 7㈣ 

Q t 。 
毫米处 18~(3，挖密点麻蜥的洞穴测量 见表 1。 

活动 密点麻蜥在沙面潮湿时，气温 23~0 

外出活动；沙面干燥时．，22％3出洞活动。刚出 

洞时 ，在洞口附近伏地晒太阳，气温达 25~(3，在 

沙面跑动捕食昆虫，一般在洞口周围5米以内 

活动。气温达 29~(3以上，多在草丛下栖息或缓 

慢爬行；待气温下降 24~(3，活动的个体数减少。 

气温 2 l℃ 时，沙面少见活动均进入洞穴。在野 

外工作时 ，笔者曾几次把一密点麻蜥，放在另一 

密点麻蜥的洞口均不进洞，即塞进去，又迅速爬 

出来。 

数量统计 密点麻蜥栖息活动于沙地、草 

丛，加之跑动迅速，精确的数量统计困难。用时 

序集法(杨纪珂，1983)，估计密点麻蜥的数量， 

在 100× 100平方米的沙漠中，每天 10：OO一 

15：00点捕捉。8月 19日，捕捉 4O只；8月 21 

日，捕捉 20只 ；8月 22日，捕捉 16只。 

N 一 — 蔓二 L  nl一 40， IIz一 60。 
2“2一 nl— n3 

n3— 76，代入前式：N一 140只。 

工作时间短，天气又多变，仅做了一个样方 

衰2 密点麻蜥种群组成的分期 (单位：毫米) 

分期 生 殖 腺 躯体长 背 面 颜 色 个 数 

幼体期 两性不易区分 l6—25 体背黑色，匀布白色短纹，四肢背面黑 50 
色，杂白色圆斑，明显可见。 

成体 I期 睾丸 3—4×1．8—2．5淡黄 3l
一

47 体背褐色，白色纵纹清晰，四肢背面褐 43 
卵 l—1．5×1．2—2白色 3—4个 色，杂白色圆斑，可见。 

成体 II期 睾丸 4—5．5×2．5—3．5黄色 4，
一
54 体背淡褐色，白色纵纹不显，四肢背面淡 l5 

卵 l·5—2×2—2．5淡黄 4—6个 褐色，杂白色斑隐见。 

统计，可窥见密点麻蜥数量的一般。 

种群组成 在定边县共采到密点麻蜥 108 

只，其中幼体 5O只，成体 58只。雌雄之比为 

36：22— 1．64。 根据解剖观察生殖系统以及体 

背颜色和躯体长的相应变化，分为幼体期、成体． 

I期和成体 II期。 

从捕到幼体期的个体观察，认 为 躯 体 长 

l6—25毫米之间的幼体均是今年生产的幼 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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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体期 I ! 成 ．1朝 I 或体 Il啊 

图 1 密点麻蜥不同期躯体长的分配图 

(根据 1983年，定边县盐池堡 108只标本绘制) 

而去年产的幼仔均已发育进入成体 I期，故躯 

体长 25—3l毫米之间的个体未捕到。 

幼体期个体数是成体 I期 个 体 数 的 Ll6 

倍 ，成体 I期个体数是成体 II期个体数的 2．87 

倍。雌性个体又多于雄性个体数的 1．64倍，因 

此，宅边具盐池堡的密点麻蜥是生长中发展的 

种群。 在非繁殖期可适当捕猎成体 II期 和 成 

体 I期的个体 ，供民间药用(中国药用动物志编 

写组，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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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系列文章预告 

1990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 

托中国动物学会组织部分动物学 家进 行动物 

科学发展战略研究。 该项研究共分七个专题， 

即： I-系统动物学和动物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及 

我国近期的发展战略；2．动物形态学的发展趋 

势及我国近期的发展战略；3．动物生理学的发 

展趋势及我国近期的发展战略；4．动物发生学 

的发展趋势及我国近期的发展战略；5．保护生 

物学的发展趋势及我国近期的发展战略；6．中 

国的动物资源及其保护研究的战略；7．昆虫生 

理学及实验昆虫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及 

我国近期的发展战略。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各专 

题的研究内容，经研究决定，自本刊 1992年 

27(3)期起，将上述专题陆续刊出，以供参考和 

讨论这些专题报告系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基础 

资料，未经集体审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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