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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山烙铁头 

Mountain Pitviper Ovophis monticola Found in Nanh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Hubei, China 

2021 年 10 月 25 日，在湖北省西北的襄阳市谷城县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赵湾乡韩家山村（31°54′53″ N，

111°29′29″ E，海拔 765 m），发现 1 条雌性山烙铁头蛇（Ovophis monticola，图 1）在林间道路上爬行。采集后标

本（标本号 NHPX00003）保存于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本室。 
 

 
 

图 1  湖北省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查到的山烙铁头蛇 

Fig. 1  Mountain Pitviper Ovophis monticola found in Nanh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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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中国动物志 爬行纲 第三卷（有鳞目：蛇亚目）》（赵尔宓等 1998）、《中国爬行动物图鉴》（中国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 2002）、《中国蛇类》（赵尔宓等 2006）、《常见爬行动物野外识别手册》（齐硕 2019）和《中国蛇类

图鉴》（黄松 2021）等专著，以及相关文献（戴宗兴等 1996，戴琦等 2011），均无山烙铁头蛇在湖北分布的记录。

根据文献描述，山烙铁头蛇体较粗短（体长约 56 ~ 110 cm），尾较短，尾梢棕黄色；头呈三角形，与颈区分明显，

头背黑部具棕褐色斑块或斑点，眼后具上浅下黑 2 条斑纹，向后延伸至颈侧；体背面黄褐色或红褐色，有并排排

列或相错排列的近矩形深褐色斑纹，体两侧具若干不规则的深棕色或黑褐色小斑块，腹面密布大多略呈方形的棕

褐色、浅棕灰色或灰黑色碎斑（齐硕 2019，车静等 2020，黄松 2021）。本次发现的山烙铁头蛇外观与上述描述

相符。方响亮等（2012）报道湖北恩施宜恩、来凤和利川县分布有台湾烙铁头蛇（O. makazayazaya），与山烙铁

头蛇形态相似，主要区别在于，台湾烙铁头蛇头背橘红色，体背具大块橘红色斑（齐硕 2019）。山烙铁头蛇分类

上隶属蝰科（Viperidae）烙铁头蛇属（Ovophis），国内分布于西藏、云南、四川以及西北地区的甘肃南部及陕西

南部等地（齐硕 2019，王剀等 2020，黄松 2021）。此次记录是山烙铁头蛇在湖北省的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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