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cqvip.com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l997 32(1) 

表 1 中国沙蜥属 Phrynocepkalus种类的名录及其分布 

蒙 新 医 膏耩 区 生态娄 

苴 荒 高 动 物 名 
⋯ 宁夏 青海 西藏 原 漠 寒 

型 

自条沙蜥 R ⋯lboli 。 ● 

● 

△  

● 

叶域沙蜥 P i， ● ● △ 

红尾沙蜥 P erytfwurus ★ 

南疆沙蜥 P for~yyhii ● △ 

草原涉蜥 P rntali,~ ● ● ● ● ● ● 0 

奇台沙蜥 P grumgr~imalailoi ● △ 

斑 点沙蜥 P．guttatus ● △ 

旱地 沙蜥 P．helio~opus ● △ 

红原沙蜥 P．̂。 g) P ● ★ 

无斑 沙蜥 P immaculatus ● △ 

自梢沙蜥 P 啦 砌 ● △ 

太耳沙蜥 P ~ysta~eu$ ● △ 

宽鼻沙蜥 P 舢 “ ● △ 

漠 蜥 P —  zt ● ● ● △ 

西藏沙蜥 P theo~ldt ● 

· ：I ★ 变色沙蜥P~icolor ● ● ● ● △ 青海沙蜥P t妇 fil ● ● ● ★ 泽当沙蜥P．zetangem'~ ★ 
条沙蜥、叶城沙蜥、红尾沙蜥、南疆沙蜥、奇台沙 原地带极为辽阔，分布区内的生境也甚复杂，根 

蜥、草原沙蜥、红原沙蜥、无斑沙蜥、白梢沙蜥、 据现知种类的情况估计，随同对沙蜥研究的深 

青海沙蜥、泽当沙蜥和宽鼻沙蜥等为找国的特 化，今后在蒙新高原和青藏高原不断发现新种 

有种。 或增添新记录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国幅员广袤，适于沙蜥栖居的荒漠和草 

中国沙蜥属分种检索表 

1 嘴角有耳状皮褶；成体大，垒长超过 150mm ⋯⋯⋯⋯⋯⋯⋯⋯⋯⋯⋯⋯·⋯⋯ ⋯⋯ ⋯⋯ ⋯⋯ ⋯·大耳沙蜥 

嘴角无耳状皮褶；体鞍小，垒长不超过 140mm⋯ ⋯⋯⋯⋯⋯⋯ ⋯⋯⋯⋯⋯⋯⋯⋯⋯⋯· 

2．鼻孔间隔大，约与鼻孔至眼前褶的长度大致相等；鼻间鳞4—6枚。⋯ ⋯-- ⋯⋯ ⋯ ⋯ 

鼻孔间隔小于鼻孔至眼前褶的长度；鼻问鳞不超过 4枚。 ⋯⋯ ⋯⋯ ⋯⋯⋯⋯⋯⋯ ⋯ 

3．鼻鳞单枚，鼻孔位居鼻鳞中央。 ⋯⋯⋯⋯⋯⋯⋯⋯⋯⋯⋯⋯⋯⋯ ⋯⋯ ⋯⋯ ⋯⋯⋯·· 

鼻鳞 2—3枚。⋯ ⋯·⋯·⋯⋯ ⋯⋯ ⋯⋯⋯⋯⋯⋯⋯⋯⋯⋯⋯⋯⋯⋯⋯⋯⋯⋯⋯ 

4．头部腹面可见位于吻侧而朝下开口的鼻孔。⋯ ⋯．-·⋯⋯⋯⋯ ⋯⋯ ⋯--⋯⋯⋯⋯· 

头部腹面不能见到鼻孔。 ⋯⋯⋯⋯⋯⋯⋯⋯⋯⋯⋯⋯⋯⋯⋯⋯ ⋯⋯一 ⋯⋯ ⋯--⋯ 

5 两颌均有齿 l1枚；第四趾的趾下瓣 18—25枚。 

七颌齿 12枚，下颁齿 13枚 ；第四趾的趾下瓣 12—18枚 ⋯ ⋯⋯⋯⋯⋯ ⋯⋯- 

6 、背无斑纹；背部有 3对大形对称而间隔宽阔的横纹。 ⋯⋯ ⋯⋯ ⋯⋯⋯⋯⋯ 

头背有斑纹；背部不具上述形式的斑纹。⋯⋯ ⋯⋯⋯⋯⋯⋯⋯⋯⋯⋯⋯⋯⋯⋯ 

7．背部及尾基杂有明显的锥状鳞丛；尾的腹面浅蓝色 ；颈背有 1对桔红色椭圆形斑。 

泽当沙蜥 

宽鼻沙蜥 

青海沙蜥 

红原沙蜥 

无斑 抄蜥 

旱地 沙蜥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997 32(1) 动物学杂志 Chlne~Journal of Zoology 17+ 

挪搜I芒J 二̂傩状蜷M： 腹Ifll ’ 浅菔色；颤背正竹}1：色斑 ⋯-- 

8 f订『川 r⋯锄 J芒晰仃 I清晰的 色纵皱 J K趟过 鼻体K的 1 5倍⋯⋯ 

秆I lt11【二fl1 梢的tl r色纵技；尾K不硬头体长的 1．5倍⋯ ⋯“ ⋯·- 

9 跛由4 5划计两：排刈的黑色脚点；旧肢厦尾背尢捧色横纹=⋯ ⋯-- -- 

背敞 ： 4—5时 t称排列的黑色斑点：删肢及尾背有明显的深色斑纹。 “ 

10 的髓iqf尢黑色环纹 ⋯ ⋯”⋯⋯⋯ ⋯· ⋯--⋯ ⋯· ⋯ 一 

j 的峨ifi(有 包 之． } {色叟料相州 ⋯⋯⋯⋯⋯ ⋯ ⋯ ⋯⋯ ⋯ 

11 唯背 『Il的 纹M’ 州棕皇J．色； K短于喉褶至肛孔r冉1距的 l 4倍 ⋯⋯ 

蜥体背 的斑纹问不望 红棕色：建}乇为喉褶毛肛孔间距的 1．50—1．66倍。 

2 0甚悄幢 i {色 

宅柏怛 黑色 

13．璺扎 小，币超过鼻孔至眼前褶的长度之半。 

晕孔问距大 r郜孔 眼前褶长度的二分之 。 

14．背部和胸部均被强棱鳞。 一 ⋯ ⋯“ ⋯ 

背鳞1 滑或背部驶胸部被弱棱鳞。 ⋯ ⋯ 

l5 胸腹部有黑点缀迮所成的暗斑。 ⋯ ⋯⋯-- 

悯腹部黄白色． ⋯ ⋯-- ⋯ ⋯ 一 ⋯⋯⋯- 

I6． 鳞 、r拊，晌鳞仅符 明显的弱棱。 ⋯ ⋯ 

背、腹部均敲弱棱鳞 ⋯ ⋯ ⋯⋯ ⋯⋯-⋯⋯⋯⋯ ⋯ -- 

- · - - · - - - - - · 8 

⋯  ⋯  h 条沙嘶 

· - · · -  - ⋯ · - - ⋯ 一

9 

⋯ ⋯ - - - - 南幅沙蜥 

⋯ “ - ⋯  ⋯ 一 ⋯ l0 

⋯ · 一 · · ⋯  ⋯ 一 - ⋯

lI 

⋯ 一 一 · · - ⋯ 一- ⋯ 一 · ⋯ I2 

⋯  ⋯  

． 尾沙蜥 

⋯ - - ⋯ - - 西藏沙蜥 

一 - ⋯  ⋯  ⋯ “ - l3 

⋯ “ - ⋯ · ⋯ ⋯ · - 一 ⋯ l4 

- - ⋯ ⋯ ⋯ - 叶城沙蜥 

⋯ ⋯ ⋯ ⋯ - - 闩梢抄蜥 

-· - ⋯ · -· ·⋯ · - · ⋯ 一 l5 

- ⋯ · · ⋯ 一 - - ⋯ 一 - l6 

⋯ - - ⋯ ⋯ - 荒漠沙蜥 

- - ⋯ ⋯ 一  · 斑 点沙蜥 

⋯ ⋯ ⋯  - - 变色钞蜥 

· “ - ⋯  ⋯  ⋯

l 7 

17． 鄢远端的鳞片平滑：背鳞问仪杂有零星的微弱棱鳞； 胸部具弱棱鳞。 -- ⋯⋯⋯⋯ 一⋯⋯⋯⋯ 奇台沙蜥 

部远端 、背部及悃部均具弱棱鳞。 ⋯ ⋯⋯ ⋯⋯ ⋯⋯·⋯⋯ ⋯ ⋯⋯ ⋯ ⋯⋯ ⋯⋯ ⋯⋯ ⋯⋯ ⋯ ‘’草原沙蜥 

沙蜥的幼蜥与成蜥在某些形态方面存在着 本属的蜥种，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些特 

较大的差异，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各种幼蜥尾 征不仅过去在分类鉴定中未曾被应用过，甚至 

部瞧面分别具有不同的色型，并于成长期间有 在描述记载时也很少提及。现据各种幼蜥的不 
一 黄色或红色逐渐消褪的过程。因此，辨识各 同尾色、有无腋斑、体纹色斑、体表是否存在鳞 

种沙蜥幼体的特征，往往对精确而有效地鉴定 丛等特征，编制如下检索表以示种类区别。 

中罾沙蜥属幼蜥分种检索表 

1．嘴角有耳状皮褶；尾的腹面前段呈黄色．后段三分之一黑色。⋯⋯⋯⋯⋯⋯⋯⋯⋯ ⋯--⋯--⋯⋯ 大耳抄蜥 

嘴角无耳状皮裙：尾的腹面不呈前黄后黑之色。 ⋯⋯ ⋯ ⋯⋯⋯⋯⋯⋯⋯⋯⋯⋯⋯⋯ ⋯⋯ ⋯⋯ ⋯⋯ 2 

2．背部和尾基有锥状磷丛酒l背有 1对枯红色斑；尾的腹面浅蓝色。 ⋯⋯--⋯⋯⋯⋯⋯⋯⋯⋯⋯⋯⋯--旱地沙蜥 

背部和尾基无锥状鳞丛；颈背无桔红色斑；尾的瘦面不呈浅蓝色。 ⋯⋯⋯⋯ ⋯--⋯⋯ ⋯ ⋯⋯ ⋯ “3 

3．尾梢白色。 ⋯ ⋯⋯⋯⋯⋯ ⋯“ ⋯⋯ ⋯⋯⋯⋯ ⋯“⋯⋯ ⋯⋯⋯⋯⋯⋯⋯⋯⋯⋯⋯⋯⋯⋯ ⋯ ⋯’4 

尾梢不早白色 ⋯ ⋯⋯ ⋯⋯ ⋯⋯ ⋯⋯ ⋯⋯ ⋯⋯ ⋯ ⋯⋯⋯⋯⋯⋯⋯··⋯⋯⋯⋯⋯⋯ ⋯。。⋯⋯ 5 

4．尾部腹l 有茸、黑枢 的环纹 ；鼻 L间距小于鼻孔至眼前褶长度的二分之 。 ⋯“ ⋯-- ⋯” ⋯⋯·叶城沙蜥 

尾部腹而有黑、门姐问的环纹；鼻 L问距超过鼻孔至眼前褶长度的二分之 。⋯⋯⋯⋯⋯⋯ ⋯⋯⋯·白梢沙蜥 

5 鼻_H]鳞 4 6微 ⋯ ⋯ ⋯⋯⋯⋯⋯⋯ ⋯⋯⋯⋯⋯⋯一⋯⋯ ⋯⋯ ⋯⋯ ⋯⋯⋯⋯ -⋯ ⋯⋯⋯⋯⋯⋯ 6 

鼻间鳞不超过 4枚。 ⋯ ⋯⋯⋯⋯⋯⋯ ⋯ ⋯⋯ ⋯-- ⋯⋯⋯⋯ ⋯⋯⋯⋯⋯⋯⋯⋯⋯⋯ ⋯⋯ ⋯⋯ ⋯⋯ 9 

6．鼻鳞单枚。⋯⋯-⋯⋯⋯ ⋯⋯ ⋯⋯--⋯⋯⋯⋯--⋯⋯ ⋯⋯⋯⋯ ⋯⋯⋯⋯⋯⋯⋯”⋯⋯ ⋯-- “泽当沙蜥 

鼻鳞 2 3枚。⋯ ⋯--⋯⋯⋯⋯⋯⋯⋯⋯⋯⋯⋯ ⋯⋯⋯⋯ ⋯⋯ ⋯⋯ ⋯⋯⋯⋯⋯⋯⋯⋯⋯⋯⋯⋯ ⋯ 7 

7．头部腹面观可见开口手吻侧的鼻孔；腹部有l椭圆形的黑色纵浅。 ⋯ ⋯⋯ ⋯⋯ ⋯ ⋯·⋯⋯ 一-宽鼻抄蜥 

头部fl复面观不能见到鼻孔；愎部有椭圆形黑斑。⋯-⋯ ⋯ ⋯⋯⋯⋯⋯⋯⋯⋯⋯--⋯⋯ ⋯。。⋯⋯ ⋯⋯ 。8 

碉未 斑点汾蜥标本，故暂不刊凡本检索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l8·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8 h、m 均̈ 曲 1l枝 ；第【=_【『趾的趾 i、排 l8—25枚。 ⋯⋯⋯⋯⋯⋯⋯--⋯⋯⋯ ⋯⋯⋯⋯ ⋯⋯⋯⋯⋯一一 海沙蜥 

1颌 衙12檀，1、钡附 I 3救 辩阳趾的趾 卜瓣 I2 18枚。 ⋯· ⋯ ⋯ ⋯ ⋯ ⋯ ⋯⋯ ⋯ ±1 沙晰 

9 的 缸 尢黑色环垃 ⋯ ⋯ ⋯ ⋯· ⋯ ⋯⋯⋯一 ⋯⋯⋯⋯⋯ ⋯⋯⋯⋯⋯ ⋯ ⋯ ⋯ -10 

尾的腹面有黑白、红黑、旨黑村j州的环纹：⋯·⋯⋯⋯⋯⋯⋯一⋯⋯⋯⋯” ⋯” ⋯ ⋯ ⋯ ⋯ ·1l 

10 蜥怍背面的斑纹『1=iJ 现休红色一 一 ⋯⋯ ⋯⋯⋯⋯ ⋯⋯⋯⋯⋯⋯⋯⋯⋯⋯⋯⋯⋯⋯⋯⋯⋯⋯-·红尾沙蜥 

蜥体背面的斑纹问不呈现棕红色。 ⋯⋯⋯⋯⋯⋯⋯”⋯⋯⋯⋯⋯⋯⋯-⋯⋯ ⋯⋯ ⋯ ⋯ ⋯ 西藏沙蜥 

1l 背脊 I：中由颈 尾悄有 l清晰的白色纵垃。 ⋯-⋯⋯⋯⋯⋯-⋯⋯⋯⋯⋯⋯⋯⋯” ⋯ ⋯一 ⋯· 白条沙蜥 

背脊lE中尢白色纵纹 ⋯ ⋯ ⋯ ⋯⋯ ⋯⋯ ⋯⋯⋯⋯⋯⋯⋯⋯⋯⋯⋯⋯⋯⋯⋯⋯⋯⋯ ⋯-- 12 

t2．背纹为4 5对对件排州的黑色斑点；四肢及尾背无暗色横纹 ⋯⋯⋯⋯⋯⋯⋯⋯⋯⋯⋯⋯⋯⋯⋯一-南疆沙蜥 

背纹 为 4 5对对称排训的黑色斑 ；四肢及尾背有暗色横纹 ⋯ ⋯⋯一 ⋯⋯⋯⋯⋯⋯⋯⋯⋯⋯⋯⋯ 13 

13 尾的腹面黄色．与黑环相间。 ⋯ ⋯ ⋯ ⋯⋯⋯⋯⋯⋯⋯⋯⋯⋯⋯⋯⋯ ⋯⋯⋯ ⋯一 ⋯ ⋯ ⋯ -- 14 

尾的瞧面红色．与黑环柑问 ⋯ ⋯ ⋯ ⋯⋯ ⋯⋯ ⋯”⋯⋯⋯⋯⋯⋯⋯⋯⋯ ⋯⋯--⋯⋯ ⋯ ．．15 

I4 头部背面无深色尉垃；背部的斑纹大而间隔宽阔 ⋯⋯-⋯⋯⋯⋯⋯⋯⋯⋯⋯⋯-⋯ ⋯ ⋯ ⋯ ⋯·无斑沙蜥 

头部背面有深色斑纹；背部的斑纹间隔较窄：一 ⋯⋯⋯⋯⋯⋯⋯⋯⋯⋯⋯⋯⋯⋯⋯⋯⋯⋯⋯ ⋯⋯ 变色沙蜥 

l5 有{偶无)腋斑；腹面黄A色。⋯⋯⋯ ⋯ ⋯⋯⋯⋯⋯⋯⋯⋯⋯⋯⋯⋯⋯⋯⋯ ·⋯⋯⋯⋯⋯⋯⋯-⋯⋯ 草原沙蜥 

无腋斑；腹面常有黑色斑点或斑块。 ⋯· ⋯⋯⋯⋯⋯⋯⋯ ⋯⋯⋯⋯⋯⋯⋯⋯⋯⋯⋯⋯ ⋯⋯ ⋯ ⋯ ·16 

l6．背、腹部均被强棱鳞；颏、胸部黑斑明显 ⋯--⋯⋯⋯⋯⋯⋯⋯⋯⋯⋯⋯⋯⋯⋯⋯⋯⋯⋯⋯⋯⋯ 一·荒漠抄蜥 

背部杂有零星弱棱鳞；颧、晦部常有少量黑点。 ⋯⋯⋯⋯⋯⋯⋯⋯⋯⋯⋯⋯⋯⋯⋯⋯⋯⋯⋯⋯⋯⋯ 奇台抄蜥 

3 地理分布和生态类型 蜥甚至能达到海拔6，000m~~#-I：LA-(3o·9。N， 

88．7 E)。 

沙蜥褥的分布东起中国河北省承德(4O-9 正是由于栖息生境的差异
，特别是在进化 

N，117．8。E)一北京( 9．9。N，116．4。E)--~，西 过程中长期受到分布区内不同自然条件(海拔 

止欧洲黑海沿岸，北及西部俄罗斯的 53。N，55。 高度
、湿度、气温等)的影响，固而使得分布在我 

E地区，南界可越过喜马拉雅山抵达尼泊尔境 国的沙蜥
，分别演化成高寒型、荒漠型和草原型 

内，整个分布区范围地跨亚洲中部、西部及与之 等生态类型。高寒型沙蜥营卵胎生
， 但荒漠型 

邻接的欧洲东缘。在现知的 41种沙蜥中，分布 和草原型沙蜥则几乎全为卵生
，两者分别以不 

于中亚和西亚荒漠地带的种数就高选 40种，其 同的繁殖方式适应藉母蜥体温或依靠日光辐射 

中有少数种可延伸到里海以西，而向东扩展至 热进行孵卵
。 南疆沙蜥分布区的海拔高度为 

亚洲东部草原地带的只有 1种沙蜥c鉴于现代 1
，30o一3，100m，虽然难于归入高寒型生态类 

沙蜥的分布状况以及世界各地至今尚未出土过 型
，可是它在新疆西南部却是与西藏沙蜥同域 

任何沙蜥化石的事实，完全有理由可以推断：沙 分布的蜥种，且均系卵胎生繁殖方式
，估计两者 

蜥的起源地及其分布中心位于中亚荒漠地带当 很可能是始于共同祖源而有密切关系的两个亲 

是毋庸置疑的。 缘种。 

蒙新高原和青藏高原是我国沙蜥的主要分 
布区，仅草原沙蜥可自内蒙古高原的干草原延 参 考 文 献 

扩到黄土高原边缘和华北平原的北部。分布区 1赵肯堂。内蒙古两栖悝行动物调查。内蒙古大学学报(自 

遍及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宁夏以及河北、 然科学版)·1978 l5{2)：65--69c 

山西、陕西、甘肃、四Jil等省的北部。大多数沙 2 赵肯堂a中国沙蜥儡的分类和分布研究 内蒙占大学学报 

蜥的分布海拔高度 为 】1 000 5oom’但叶城 ．3 河,1
西

979 ,

廊

16

的

(2 )：1

蜴

1 

蒙_古大学学报(自 
沙蜥可分布在接近或低于海平面高度的新疆南 。 然科学版)

， 1981，l2(3)：71—75 

湖戈壁和吐鲁番盆地，青藏高原上的沙蜥分布 4赵肯堂。新疆蜥蝎调查 两栖爬行动物学报．1985，4(】)： 

区，大致为海拔高度 3，500--5，300m，而红尾沙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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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ehssification，ecology and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species of 

Phrynocephalus．There ale 18 Phrynocephalus in China，which are of Mongolia-Xinjiang region and 

Qinghai-Xizang fauna region respectively．They agamid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ecological types： 

high-elevation cold type，desert type and glassland type Among the agimids，the Phryaocephatus 

atbotineatus，P．axillaris，P．erMhrurus，P．forsythii，P．frontalis，P．grumgrzimaitoi，P 

hongyuanensis，P．immaculatus，P．kozlowi，P ．，mmf“s，P．vlanglii and P．zeiangensis are endemic 

species of China．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an adult key and a juvenile 

key to the Chinese species of Phrynocephatus are provided in the paper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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