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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南岳衡山蛇类名录 

种 名 编号 标本数 海拔 生境 

钝尾 阿 头蛇 Calamaria septemrionalis 

赤链 蛇 Dinodon r“，ozonalu~~r 

王锦蛇 Eh phe carinata 

红点锦蛇’E ru~odorsata 

斑锦 蛇 E mandarina 

黑用锦蛇 E taeniura 

翠青蛇 En reeh#lus r 

IJI溪后棱蛇 Op6"thotropi~larouchii 

蕨鼠蛇 Ptyaskorros 

滑鼠蛇 ’P 

黑头剑蛇 Sibyno is c'hinensis 

虎斑游蛇 Rhabdo is tigrina 

水赤链游蛇 Sinonatrix annular~ 

游蛇 S percarinata 

趣游蛇 Xenochro 打plscator 

草游蛇 Amphiesma stolata 

锈链辨 蛇 A craspedogaster 

梢蛇 Zaocys dhumnades 

小头蛇 01~odon  ̂ n 

绞花林蛇 kraepelini 

中 国水蛇 Enhydris chinensis 

垒环蛇 Bungarusfa~ciatus 

银 环蛇 B muhiclncfus multicinctus 

日日纹蛇 ’Cal#ophis maeclellandi masensis 

镜蛇 Naja~aD'a 

日本蝗’Agkistrodon blumhoffilbrevwaudus 

烙铁头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 rus 

竹 叶青 7L stajnegeri 

2 

2 

10 

1 

f2) 

林缘 草 

菜 地 草从 

农 田 

农 田 草丛 

草 丛 

草 

早地草丛 

潮湿草丛 

村音附近 

村舍附近 

草 丛 

田园 村音附近 

农 

农 田 

农 田 

农 田 

农 田、草丛 

林缘 

草 丛 

林 中路径 

农 田 

农 田 

农 田 

山谷 草从 

农 田 

草从 

林 中路径 

石缝 榭梢 

湖南新纪 最 △见到丰呆到标本 

表 2 湖南蛇类新纪录种的主要特征 

腹鳞 尾下鳞 
编号 种名 上唇鳞 颊鳞 眶前鳞 眶后鳞 颞鳞 背鳞 肛鳞 

《平均数) (平均数) 

】 滑鼠蛇 3—2—3 3 】 } 2 l9一l7一l4 190 】08对 2 

2 红点锦 蛇 2—2—3 】 】 }门 2】一2】一l7 167 55对 2 

3 口幸蝗 2一l 4 4 l 2或 1和 2+4 2】一2】一】9 】35 36对 l或 2 

(■枝^眶) 】眶后下鳞 

4 嗣纹蛇 2—2 3 l l+】 l3一】3一】3 208 34对 2 

姗 枷 圳 ㈣ 伽 l舌 姗 姗 跏 姗 枷 姗 伽 瑚 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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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抓紧调查。这样可以观察到不同活动规律和 

生活习性 的蛇类 

3 调查结果 

南岳衡山的蛇类调查中发现的种类除竹叶 

青未采得标本外，其余每种均采到有一至数例 

标本。经分类鉴定共有 28种(见表 1)，隶属21 

属 3科，其中24种在湖南的分布已有报道，另 

外滑鼠蛇、三点锦蛇、日本蝮短尾亚种和丽纹蛇 

甲仙埔亚种尚未见有报道，应为湖南蛇类分布 

新纪录，其主要特征见表 2。 

调查所得到的蛇类，其中有毒蛇 占 3科 10 

种，有两种且 为湖南新纪录；无毒蛇仅 1科 18 

种，其中有两种为湖南新纪录 南岳衡山境内 

蛇类中数量多，分布于多种生境的有虎斑游蛇、 

水赤链游蛇、锈链游蛇、山溪后棱蛇和日本蝮短 

尾亚种 分布的海拔高度 以600m左右各种生 

境为主，此高度以上较 山下有明显减少。 

南岳衡山动物地理区划属东洋界 所调查 

得到的 3个科的种类，只有眼镜蛇科4种为东 

洋界分布种，其余两科 24种为东洋界和古北界 

共有分布种。 

近两年调查中发现南岳衡山蛇类资源在逐 

年减少，尤其是一些具有经济价值的种类的数 

量呈明显下降趋势。经初步调查其原因之一是 

与捕蛇者泛捕有关 。 

4 讨论与建议 

南岳衡山的蛇类调查共发现有蛇类 2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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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审阅此稿，并提出指导性意见，深表衷心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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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4种为湖南新纪录。从调查方法来看未涉 

及到适合洞栖种类的调查，调查走访中得知有 

的蛇类尚未采到标本，有待进一步调查发现，本 

次亦未收入名录。 

调查和鉴定中，发现本文暂定名为日本蝮短 

尾亚种的数例标本，其背鳞中段 21行，腹鳞概为 

135枚左右，尾下鳞 33—40枚；眶后鳞数 目有差 

异；肛鳞有的一枚 ，有的两枚；其中一例的尾下鳞 

前数枚单行，后部为双行，一例单枚腹鳞相问于双 

行之间，对其分类有待进一步研究。 

近两年调查发现具有经济意义的蛇类数量 

呈下降趋势 ，原因之一是泛捕所致。为了让生 

物资源永续利用和维持生态平衡，建议有关部 

门加强对蛇类的保护与宣传教育工作。 

致谢 标本的采集工作得到本校生物系 1990 
— 1993届部分学生的帮助，标本的鉴定工作得 

到本教研室老师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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