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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于背中线上，前后大圆斑间有黄白色淡斑 

纹相连接，各小圆斑位于大圆斑间隙处两侧，体 

两侧在背腹鳞交界处各有 1行黑褐色斑点，此 

斑点在肛孔稍后与两侧小圆斑逐渐汇合。腹鳞 

宽大，浅黄色。幼体褐色，头顶有 2道深褐色或 

棕色斑纹，眼后有深褐色较宽的长斑，向后外斜 

行，直达口角；枕部中央有一白色斑；上唇鳞的 

下方及下唇鳞为乳白色或灰白色；背面的圆斑 

较成体色深，为棕黑色，周缘黑边不明显；腹鳞 

亦为乳白或灰白色。亚成体灰色，圆斑深褐色。 

4 生活习性 

团花锦蛇生活范围较广，见于平原、丘陵、 

山地蚕场、石缝中、柞树上、开阔的河谷地带 

多栖于较湿的石下或草丛中，住宅及果园偶有 

发现。该蛇性活泼、暴躁、行动迅速。夏季常到 

水源饮水。L3 

M．Parker剖捡不列颠博物馆该种标本时， 

发现胃内有枕纹锦蛇的残骸。1979年，曾将 1 

初孵出的枕纹锦蛇随手放入团花锦蛇的盆中， 

几小时后发现被团花锦蛇吞食。1983年，辽宁 

义县碾盘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一职工捕获 1条 

成体，正在鸡窝中吞食鸡蛋。在 1963年 7月 8 

日采到的6372号标本胃内剖出相当数枚鸟卵 

的壳及卵膜，另有一只半消化的小鸟。_3 饲养 

中，除食鼠亦食鸡蛋。文献记载尚以蛙、蜥蜴为 

食，但饲养中投饲麻蜥、雨蛙均拒食。 

团花锦蛇的繁殖情况，一直不为人所知， 

1979年 8月 9日，辽宁蚕科所戚奎恩于盖县采 

得 1旱及 2窝卵壳，1窝 7枚，1窝 8枚，至此方 

知为卵生 1980年 8月 19日，叉在盖县暖泉 

乡太阳淘蚕场山顶向阳石缝下，采得 1早及 1 

新鲜卵块(7枚卯)，卵色灰白，共重 155．7g，平 

均每枚 重 22．24g；卵大小为 55—63×29— 

30mm。8月 20日开始室内孵化，至 9月 4日 

孵出第一条幼蛇，其余分别于 9月 7—8日孵 

出。室内孵化时间分别为15、18、19d，估计其 

孵化期应为 15—20d。新孵出的幼蛇全长 271 
～

320mm，体重 9．3—17 7g。 

1979年 8月 9日采得 2窝卵壳，次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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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团花锦蛇的分布 

●团花锦蛇的分布 ▲历史上曾获标盎．而看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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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又采得 1窝鲜卵，其产卵期应为 7—8月， 

每产 7—8枚。 

5 分 布 

就资料记载和我们调查，团花锦蛇的分布 

区为(见图 1)：内蒙赤峰 8，辽宁 24(沈阳 5、干 

山 1、义县 2、锦西 1、铁岭 1、朝阳2、建平 1、凌 

源 1、盖县 10)，北京 1，河北 4(西山 2、昌平 1、 

承德 1)，山东6(青J州3、泰山3)，黑龙江 3(镜泊 

湖 1、帽儿山2)、陕西 2(黄陵 1、陇县 1) 

此前有关文献均记载山西有分布，但现存 

所有标本中，未有采自山西者，分布于山西乃系 

误传亦可能是陕西之误。 

6 讨 论 

团花锦蛇鳞被变异相对较大，以现有标本 

计，背鳞前段 22—26片均有，中段 22、23、25 

片，后段 19、18、17、21片；腹鳞低限为 155片， 

高限为238片，相差 83片。其它如眶前鳞、眶 

后鳞、颞鳞数目亦不甚稳定。现将 pope及国内 

诸家描述的标本列表如下，以观其鳞片情况(见 

表 1)。 

应指出的是，1例标本(辽宁铁岭 1旱)极为 

特殊，其尾甚短(但非断尾)，尾下鳞只有 53对， 

体，未列入表中。 

表中应引起注意的是：黑龙江省三例标本 

的腹鳞、尾下鳞与其他标本的差异。pope的标 

本馥鳞 171—181片，尾下鳞 58—69片，其余各 

省的标本腹鳞在 155—183片之间，尾下鳞在 

61—72片之 间。而张孟闻描述的三例标本腹 

鳞分别为 227、221、238片，尾下鳞分别为 66、 

66、73。其腹鳞的高限比其余标本的高限多 55 

片．低限也比其余标本的高限多出 38片。尾下 

鳞数亦偏高，都与其余标本构成明显差别。某 

些蛇类 的种间差别尚不及此。鳞棱亦有别。 

pope报道背鳞皆高棱，辽宁的标本背鳞最外 1 

行平滑，越接近中线鳞棱越强；陕西标本及山东 

贾振绪所报标本的鳞棱特点与辽宁的完全相 

同；王大科等所报青州标本是“强烈起棱”。而 

张孟闻所报黑龙江的三倒标本是外侧 5行以上 

平滑无棱，余者鳞棱虽明显，但很弱而无隆起。 

张孟闻认为，其标本个体不大，鳞棱不高，可能 

与年龄、性别或季节有关。但辽宁标本中不乏 

幼体，包括一系列新孵化出的幼体，且经多年的 

室内饲养，均无张氏所说的情况。黑龙江省三 

例标本之鳞棱特点，应为其稳定特征，尤其它们 

腹鳞、尾下鳞与其他标本的明显差异，似可认为 

是不同的地理亚种。但目标本有限，目前无法 

此雌性尾下鳞低限 61还少 8对。应属持异个 定论，有待深入研究。 

表 1 团花锦蛇的鳞片 

团花锦蛇为古北界北方型蛇种，其分布只 见于中国北部地区。除辽宁、内蒙赤峰、河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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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带可认为是目前比较集中的分布区之外， 

其余各省均呈零星分布 东北三省中，辽宁、黑 

龙江均有分布，唯独吉林尚无记录，陕西、山东 

实际是距离遥远的孤立分布点。其分布区似有 

问断。但分布区间无明显的地理屏障，环境条 

件亦无太大差异，固团花锦蛇数量稀少，野外考 

察往往难于获得，目前状况似因调查不足所致。 

团花锦蛇的实际分布区，应该比现在所知的广 

泛得多。 

关于团花锦蛇的栖息地，张孟闻报道：平时 

栖于低湿的草丛中，不见于高燥的山坡之上。 

但辽宁、河北标本多采于半山腰上，如河北承 

德、辽宁建平二所中学所获标本，都是在校后山 

上采得；辽宁盖县 1旱和二窝卵壳采于山高三 

分之二处(海拔 200m)，一窝蛇卵采 自山顶；山 

东 3例采白青州伸天山顶，海拔 770m；陕西标 

f ／ x 

本虽采于低山林区，但海拔亦高，为 850m 和 

900m 综而观之，这一差别应是纬度差异所 

致，也可能有适应性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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鹌鹁动脉粥样硬化模型的探讨 

兰—_查．．堑_查竖 秀教 群 
(辽宁省中医研究院 沈阳 110031) ， 

摘要 本文用高脂饲料喂饲法制作鹌鹑动脉粥样硬化模型．观察鹌鹑造型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展 

及最佳造型时间 结果显示动咏粥样硬化病变程度与造型时间明显相关，且表 明 4个月造型鞍为理 

想，届时主动脉有较明显的斑块，镜下内膜明显增厚．本文为研究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提供了一种可靠的 

实验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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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动脉粥样硬化(atherc~clerosis，AS) 

的病理及发展机制，要寻找理想的防治药物，探 

讨药物作用原理，常需要建立动物疾病模型。 

本文用高脂饲料喂饲法制作鹌鹑(Cotunix CO 

turniw)AS模型，观察其造型后AS斑块的发展 

及最佳造型时间，为研究 AS疾病提供可靠的 

实验模型。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 雄性鹌鹑 40只．体重 为 

l18．9±8．45g，用抽签法选取 l0只作为正常组 

外，其余 3O只均为造型组。实验过程中，由于 

饲养笼具不理想，卡死 6只，故余下 34只。 

1．2 饲 料 沈阳嘉荣畜牧饲料有限公司生 

产的蛋鸡一号饲料。 

1．3 高脂饲料配方 蛋鸡一号饲料中加^胆 

固醇、猪油、豆油各 1％。 

1．4 主动脉标本制备 造型组于喂高脂饲料 

后第 1．5、4、8—9个月及在第 9个月停喂高脂 

饲料后 卜 1．5个月时抽签处死部分鹌鹑，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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