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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发现刘氏链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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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陕县"))N(O$$t*))N0#O)/t5! $#/N"O))t*$#/N0’O%/t=#位于陕西省安康市西北部! 秦岭中段南麓! 属北亚
热带湿润型气候! 是中国南北气候的过渡带! 长江*黄河水系的分水岭& 亦是陕西森林工业基地之一! 是一个气
候温暖*湿润! 生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山区县& "#$" 年 & 月 ’ 日! 在宁陕县采集到成体雌性蛇类标本 $ 号"采集号$
S\$"$)’! 标本现保存在黄山学院标本馆#& 经鉴定该标本为游蛇科 ":6@GE_?J>I#链蛇属 " =02(9($#刘氏链蛇 " =F
,#)2"%$/2"+(## "图 $#& 刘氏链蛇系 RK>HF等于 "#$$ 年依据我国四川省青川唐家河标本发表的蛇类新种& 此次采
集到刘氏链蛇是陕西省首次记录! 亦是该蛇在模式产地以外的首次记录&

蛇体全长 %() <<! 尾长 $#’ <<& 头长 $"h0 <<! 头宽 &h% <<& 颊鳞 $ 枚! 入眶! 矩形% 前额鳞接颊鳞! 不入
眶% 额鳞近三角形! 长宽相等% 鼻鳞二分% 眶前鳞 $ 枚! 眶后鳞 " 枚% 颞鳞 " o)% 上唇鳞 /"" o) o) 式#% 下唇鳞
/! 前 0 枚切颔片% 颔片 " 对& 背鳞 $(8$(8$0! 中央几行略起棱% 腹鳞 "##% 肛鳞完整% 尾下鳞成双! /$ 对& 吻端宽
钝% 头略大而扁平! 与颈部区分明显& 吻端向前伸出超出下颌% 身体近圆柱形% 瞳孔椭圆形& 背腹黑色! 体尾具
黄色环纹! 亦环围腹面& 体前段环纹间距较后段者宽& 头背黑色! 枕部有黄色横斑& 标本形态特征与刘氏链蛇原
始描述一致"RK>HFIL>@."#$$#& 对该标本的细胞色素 4基因进行了序列扩增和测序"$ #’% E‘#! 序列与 VIHY>HB
中刘氏链蛇的细胞色素 4基因序列"登录号$ 79()"&"/! WI?IL>@."#$%#完全一致! 共享单倍型! 进一步在遗传上
证明该标本是刘氏链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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