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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观察用秦岭蝮蛇饲养于宁东林业局蛇场 

内。近 80条。蛇场位于蝮蛇自然分布区的秦岭 

腹地陕西省宁陕县甸阳坝。该地海拔l 370m， 

年均气温 l0℃，1月均温 一1．5℃，7月均温 

19．7℃，年降雨量1 133ram，无霜期 199天。 

蛇场为半地下露天池状结构。面积 150Ill2。 

池壁底部有蛇洞洞 Izl，蛇洞为地下水泥洞穴。 

池内杂草丛生。并有数棵小树，四周有排水沟， 

基本模拟自然环境。 

用望远镜直接观察蝮蛇的全天活动。每隔 

半小时记录一次蛇出洞的数量以及出洞蛇的身 

体姿态，并记录相应时刻的温度、湿度及天气状 

况等。此外。几年来。对野外蝮蛇的活动情况也 

做了调查，沿踏勘路线以单位时间内遇到蝮蛇 

活动的数量为依据，与蛇场内蝮蛇活动情况进 

行对比验证。 

2 结果与讨论 

2．1 蝮蛇的日活动节律硬其与气候的关系 

2．1．1 日活动节律 蝮蛇的日活动在正常天 

气下有着明显的节律性。于夏季7月初连续观 

察 10天。取平均值绘成图l，从图1可看出，蝮 

蛇于7月初有三个出洞活动高峰：8～n点、14 

点30分～17点30分、20～21点。蝮蛇是变温 

动物，要吸收太阳辐射热增加体温提高代谢活 

动。根据对秦岭蝮蛇鳞片扫描电镜观察 ]。发 

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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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1 蠼蛇的日活动节棒 

-1 Circadian aetI,Atles of^gH ，如_ha蜘 

—— ；睛见多云(f啪 todoudy)：⋯⋯：晴天(虬衄y撕 ) 

现其背鳞表面呈网络状，结构比低海拔蝮蛇种 

类复杂，增加吸热面积，是其对高海拔分布的一 

种适应，同时也相对增加了其对温度和光照的 

敏感性。所以温度的过高过低。光照太强都不 

利于蛇的正常生活。所以说温度和光照是决定 

蝮蛇活动的主要因素l 。 

对蝮蛇连续 3天的观察记录数据见表 l。 

8～10点。气温不太高，但有一定的阳光辐射， 

特别是 9点30分左右是蛇接受辐射热的较好 

时候，蛇在洞外数量最多。在野外碰到蝮蛇的频 

率最大。u～14点 30分，正是El光照射最强 

的时候。气温较高。蝮蛇进洞。短尾蝮对高温也 

呈类似的反应【sl，在 30～35℃时，都避开向阳 

处到荫蔽的地方去。下午 日照和温度稍有缓 

衰1 蠼蛇活动的部分现囊记曩 

Table 1 Ree~1 0f actI' 髓 0f A 新4面_ 

inJuly 

日期 7 Jl 3日 7月4日 7月5日 

3 4 I由 5 J由 

黑 丑盛{℃)蛀啦量【十) ■直{℃)蛇啦量【十) t融H℃)N岫．( ℃)№ ( ．I ℃)Nm( ) 
6：30 14 6 13 5 13．5 6 

7：00 l5 1 16 3 16 2 

7：313 16 1 17 1 16．5 2 

8：00 20 2 20 4 21 3 

8：30 23 14 23 5 11 23 12 

9：00 25．5 2o 27 l5 26 14 

9：31) 27 35 27．5 16 26．5 15 

10：00 34 12 儿 l5 32 17 

10：30 29 17 30 l5 30 17 

11：0o 28 20 31 6 30 9 

11：30 28 l6 32 5 31 6 

12：00 27 14 33 3 32 4 

12：30 27 14 33 3 32 4 

13：00 27 14 33 2 32 3 

13：31) 27 10 34 1 33 2 

14：00 27 9 34 2 33 4 

14：30 27 l1 34 2 32 4 

15：00 27 l5 30 10 31 6 

15：30 26 17 29 l6 30 13 

16：00 26 19 29 l4 28 13 

16：30 26 20 29 12 27 15 

17：00 25 13 28 11 27 14 

17：30 25 10 27 l0 26 12 

18：00 24 9 25 8 26 10 

18：31) 24 6 25 5 25 7 

19：00 23 5 23 4 24 2 

19：30 21 2 21 2 22 2 

2o：00 2o 4 20 6 l9 5 

20：30 19 9 19 8 19 7 

21：00 14 1 13 2 11 1 

■：一 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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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现蝮蛇的第二高峰，持续时间也较长。最 

后一次活动高峰在20--21点，可能是因为鸟类 

等蝮蛇的食物活动在晨昏较频繁，故引起蝮蛇 

在早晨和黄昏出现一个活动高峰。在野外踏勘 

过程中观察到的活动情况基本与上述结果一 

致。从以上观察结果看，蝮蛇的活动节律是温 

度和光照综合作用而形成的，炎热时多避光，在 

寒冷或暖和时则向光。说明蝮蛇对光照的反应 

因气温高低而有所不同。 

2．1．2 天气状况对活动节律的影响 天气的 

变化对蝮蛇的活动也有一定影响。从图1可以 

看出，多云天气蝮蛇出洞活动的频率明显地高 

于晴天。在夏季多云天气出洞数量较大，晴天 

强光照下，蝮蛇也多盘卷于树荫和草荫处或者 

进洞。阴天光照弱出洞数量较少。由于气压、 

湿度等原因，下雨前后活动频率较高，降雨时气 

温降低则很少出洞活动(见图2)。同样短尾蝮 

在浙江，在雨前及雨后上树的较多，而在贵州晴 

天比雨天出来活动的为多。由于贵州高原气温 

较低 】，说明同种蝮蛇在不同气温条件下对天 

气的反应是不同的。 

圉2 降南前后jl蛇出洞活动藏■室化 

ng．2 Varlatlo~ 0f nmmt~r 0r● bfr耐州 咖̂  

ottttherestI~．fore 4_d日l er瑚血 伽 l 

— — ；蛇出{I可数量(number of删 kBOUtthe r瞄t)； 

⋯⋯：降雨量(mtnhl1) 

蝮蛇的日活动节律还有季节性变化。不同 

季节，蛇出洞高峰时间不同。早春，日照短，日 

光弱，气温较低，蛇于 12～14点出洞活动最频 

繁。6月份 12～14点最热的时候则不出来活 

动，而在9～10点左右，l5～l7点，晨昏出现活 

动高峰，到 7、8月份最热的时候，只于早 5～7 

点，傍晚20～21点出洞活动，9～19点较热则 

不出洞。秋季天气变凉，只有 12--14点太阳辐 

射较强，且温度稍有升高，故蝮蛇出来活动，其 

它时间多在洞内。 

以上研究表 明，蝮蛇 日活动节律不象其它 

许多动物如田鼠r 、蟹【71等有固定不变的日活 

动节律，而是随着气候条件的改变而变化，这可 

能和它做为变温动物紧密相关。说明动物活动 

节律是其对外界环境的长期适应而形成的 。 

2．1．3 身体姿态的日节律变化 蝮蛇于夏季 

每日从早到晚身体姿态呈现一定的变化(见 

图3)。晴天8--9点呈S型卧状；9～10点呈松 

散型缠绕；1O～18点多呈紧密型缠绕或多条堆 

C 

田3 蠼蛇的身体姿态 ． 

ng．3 Clrc_田矾 ~lmng~ of tm~mre 

0f |̂岫 jl口蜘 

A{B～9点和1B点至进{l可前的S型卧就(Lyi in S-s~p) 

B：9～10点的按靛型墓绕(w砌 _呱 h啪 )；c 10~18点的 

譬密型墓绕《w_咖 ck y sever*l蚰 ke pm 嶂)ID： 

蠼蛇受惊扰时的身体变~(Body ch丑唱酋when 矗) 

积在一起；下午18点到进洞前又呈S型盘卧或 

爬行或因太热而爬上小树，当夫气由晴天变成 

多云时蝮蛇多呈S状态。单条 盘卷时多呈顺 

时针方向(观察 30条，2l条呈顺时针方向盘 
卷)。紧密缠绕或聚集多出现于中午天太热时， 

蝮蛇以此方式减少受热面积。下雨前，蛇的数 

． 

． D 

‘
●  I 1  

I  

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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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较多且多处于爬行活动状态，且有数条上树， 

下大雨时，蛇纷纷进洞，数目减少。雨后蛇出洞 

数 目增多，多处于爬行状态，活动频繁，有爬树 

行为，且爬树的蛇都为刚褪过皮的蛇。幼小蛇 

出洞活动时间多于早上 7～9点或傍晚 18～20 

点．且多处于爬行状态，很少盘绕。通过观察还 

发现秦岭蝮蛇具有一定的定向活动能力，当蝮 

蛇从洞口出来后，不管爬行活动范围多大，往往 

有一长期的栖息地，且总是从原洞口爬回洞内。 

这和蛇岛中介蝮的定向活动能力相同 -̈ 。 

2．2 反捕行为 

2．2．1 猎物受到捕食者威胁时总会出现反捕行 

为 ，当蝮蛇受到惊扰时出现以下行为反应： 

收缩：星 s型收缩(见图 3D)，以便进攻或 

逃跑。 

摆尾：尾部快速抖动；可能用来惊吓敌人； 

去掉头的5条蛇也都出现这一行为。 

聚集：迅速爬向蛇堆。 

歪头：头闪向一边．可能躲避。 

吐舌：舌头伸向有惊扰的方向．用来探究。 

逃跑：逃到隐蔽处或洞内。去掉头的 5条 

蛇在一段时间内也都具有爬行行为。 

2．2．2 当蝮蛇被抓住后，会出现以下行为反 

应 ： 

抓住蛇头时：张口、露出牙齿、咬、振动挣 

脱、摇尾、肛腺射出奇奥的粘液并突出半阴茎。 

抓住蛇体中段时：除出现以上行为外，头摆 

向一边找寻敌人。 

抓住蛇体后段时：行为同上，且爬行试图挣 

脱。 

几条蛇聚堆在一起，呈警戒状态，且一条蛇 

受到惊扰而活动可引起全体蛇的活动。 

通过观察统计还发现刚蜕过皮的蛇(体色 

深暗)反应敏锐，好活动；没有蜕皮的蛇(体色淡 

灰)反应迟钝，不好动。幼蛇比成体好动，吐舌 

频率较高，平均22次／分，而成体蛇吐舌频率则 

为 14次／分，遇到猎物时吐舌的频率大于平常。 

而快要蜕皮的蛇由于视力障碍吐舌频率较高。 

蝮蛇在食物链中属于高营养级动物，故除 

蛇岛等个别地区外野外种群数量很低 ， ，所 

以这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故在模拟自然状况 

下的蛇场结合野外踏勘研究蝮蛇的行为生态不 

失为一个较好的途径，但许多内容有待做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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