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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3 年 6 月，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采集到两头蛇属（Calamaria）物种 1 号雄

性个体，标本具有以下形态学特征：背鳞 13-13-13 行，光滑；尾末端背鳞数为 5 行；上唇鳞 4 枚，下

唇鳞 5 枚；眶前鳞 1 枚，眶后鳞 1 枚；颔片 2 对，后颔片间接触广泛；腹鳞 158 枚，尾下鳞 20 对。生

活时头、体背面褐色，具 5 条细的黑褐色纵线纹，最外侧两行背鳞橙红色，体、尾腹面均匀橙红色。

榕江县采集的标本与井冈两头蛇（C. jinggangensis）原始描述中提供的形态学鉴定依据相符。线粒体

Cyt b 基因序列分析显示，本次采集的标本与已知井冈两头蛇样本的遗传距离约为 0.85%。综合形态特

征比较和系统发育分析，鉴定此次采集的两头蛇属标本为井冈两头蛇，为贵州省爬行动物分布新记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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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lamaria jinggangensis was described from Jiangxi Province, China by Cai et al. 2023, based on 

5 road-killed specimens. In June 2023, one male snake specimen of the genus Calamaria was collected in 

Rongjiang County, Qiandongnan Miao and Do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Guizhou Province, China 

(26°06′48″ N, 108°38′01″ E, altitude 1 080 m) during a field survey. After external morphological (Fig.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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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orphometric measurements examination, the specimen from Rongjiang County was similar to C. 

jinggangensis. Molecular phylogenetic analyses revealed that the uncorrected pairwise distances (p-distance) 

between the specimen and C. jinggangensis were about 0.85% (Table 1). The new discovery in the present 

study was the first record of C. jinggangensis in Guizhou Province, China, which expands the distribution area, 

and enriches the morphological data of the species. 

Key words: Guizhou Province; Calamaria jinggangensis; New record 

两头蛇属（Calamaria）是一类广泛分布于

中国、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的小型穴居无毒蛇类。

目前包含 68 种，我国仅分布 6 种（Uetz et al. 
2022，Yeung et al. 2022，Cai et al. 2023，张鹤

等 2023）。2023 年 6 月，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榕江县（26°06′48″ N，108°38′01″ E，

海拔 1 080 m）采集到 1 号雄性两头蛇属个体。

经过形态特征比较及分子系统发育分析，鉴定

所采集的两头蛇属标本为井冈两头蛇（C. 
jinggangensis），为贵州省蛇类分布新记录种。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采集与形态鉴定和测量 
采集于贵州省榕江县的 1 号标本为雄性

（标本号 LFR2023028），存放于青海大学标本

馆。用 0.7%鱼安定（MS222，江苏常茂生物化

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所采集的个体进行安

乐死后，提取新鲜的肝和肌肉组织保存在 95%

酒精中，整体标本在 10%福尔马林溶液中固定

1 d，随后转移到 75%酒精中永久保存。标本测

量以及鳞片计数依据《中国蛇类》（赵尔宓 

2006）和《中国蛇类图鉴》（黄松 2021）。头体

长和尾长使用卷尺（精度 1 mm）测量，头长、

头宽和头高使用电子游标卡尺（德国美纳特不

锈钢数显卡尺，量程 0 ~ 150 mm，精度 0.01 

mm）测量。鳞片计数了上唇鳞、下唇鳞、眶

上鳞、眶前鳞、眶后鳞、鼻鳞、颔片、背鳞行

数、腹鳞、尾下鳞和肛鳞；同时记数了上颌齿

数量。 
1.2  分子数据及系统发育树的构建 

使用血液 /细胞 /组织基因组提取试剂盒

（北京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从肝组织中提

取基因组 DNA，使用蛇类通用线粒体 DNA Cyt 

b 引物（Burbrink et al. 2000）扩增 Cyt b 基因片

段，引物序列为 Cyt b L14910（5′-GAC CTG 

TGA TMT GAA AAC CAY CGT TGT-3′，引物

序列中的 M 代表 A/C，Y 代表 C/T）和 Cyt b 

H16064（5′-CTT TGG TTT ACA AGA ACA ATG 

CTT TA-3′）。PCR 反应条件为，94 ℃预变性

5 min；94 ℃变性 30 s，52 ℃退火 30 s，72 ℃

延伸 60 s，35 个循环；72 ℃终末延伸 7 min。

PCR 产物由上海迈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测序。

原始序列使用 DNAStar 软件进行编辑拼接

（ Burland 2000 ），新获得的序列上传至

GenBank 数据库。 

从 GenBank 中下载了两头蛇属 11 个已知

物种的 12 条 Cyt b 序列并纳入系统发育分析，

选择盐边腹链蛇（Hebius yanbianensis）作为外

群。使用 MEGA X 软件中的 p-distance 计算两

头蛇属物种间的遗传距离（Kumar et al. 2018）。

在 RaxML 7.2.6 软件（Stamatakis 2008）中构建

最大似然树（maximum likelihood，ML)。 

2  结果 

2.1  形态特征及描述 
本次采集标本 LFR2023028 为亚成年雄性

（图 1，2），全长 260.1 mm，头体长 221.2 mm，

尾长 38.9 mm。头部稍扁圆，与颈区分不明显，

头长 8.68 mm，头宽 5.18 mm；上颌齿 9 枚；

鼻鳞完整，鼻孔小，位于鼻鳞中部；眶上鳞 1；

眶前鳞 1，与眶后鳞几乎等长；眶后鳞 1；顶

鳞长，与眶上鳞、眶后鳞、上唇鳞相切；上唇

鳞 4 枚，第 2 和 3 枚入眶，第 4 枚最大；下唇

鳞 5 枚，前 3 枚与第一对颔片接触；颔片 2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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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采自贵州榕江县的井冈两头蛇（LFR2023028，亚成年雄性） 

Fig. 1  Calamaria jinggangensis collected from Rongjiang, Guizhou Province (LFR2023028, subadult male) 
 

 
 

图 2  采自贵州榕江县的井冈两头蛇标本 

Fig. 2  Specimen of Calamaria jinggangensis from Rongjiang, Guizhou Province 
a. 头右侧；b. 头左侧；c. 头背面；d. 头腹面；e. 体侧面；f. 尾腹面；g. 体腹面。 

a. Right latera view of head; b. Left latera view of head; c. Dorsal view of head; d. Ventral view of head; e. Latera view of body; f. Ventral view of 

the tail; g. Ventral view of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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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颔片明显长于后颔片，后颔片间接触广泛；

背鳞 13-13-13 行，平滑；尾前段较均匀，未明

显变细，末端突然变细，尾末端背鳞数为 5 行；

腹鳞 158 枚；尾下鳞 20 对；肛鳞完整。 

生活时头背面以褐色为主，具稍大的黑褐

色不规则斑点；斑点约成 5 不规则行，与体背

的纵线纹相连（图 1）。头腹面浅橙色，第 3 ~ 5

枚下唇鳞的中央各具 1 枚不规则黑褐色小斑

点。体背面灰褐色，有金属光泽，具 5 条细的

黑褐色纵线纹，由头部延伸至尾末端，最外侧

两条纵线纹稍粗且明显；颈部具一个模糊的浅

卡其色横斑，横斑在中间断开；背鳞最外侧两

行橙红色，第二行背鳞上缘黑褐色；尾背面仅

左侧近尾基部具一不规则浅色斑点。体、尾腹

面均匀橙红色，腹鳞最外侧橙红色，体、尾腹

面无黑色斑点或线纹。 

2.2  分子系统发育关系和遗传距离  
成功测序了标本（标本号 LFR2023028， 

 

GenBank 登录号 OR529438）线粒体 Cyt b 基因

序列，有效片段长度 1 060 bp。最大似然 

系统发育树（图 3）显示，贵州榕江县所采的

两头蛇标本与井冈两头蛇模式产地江西吉安市

的标本聚为一支（支持率为 97），并与岭南两

头蛇（C. arcana）构成姐妹支系（支持率为 91）。

贵州的样本与模式产地江西吉安的井冈两头蛇

样本遗传距离（p-distance）为 0.85%（表 1），

远小于与属内其他物种间遗传距离（5.4% ~ 

22.3%）。因此，分子系统发育关系和遗传距离

结果均支持采集于贵州榕江的两头蛇标本为井

冈两头蛇。 

3  讨论 

本次贵州采集的标本外部形态与井冈两头

蛇模式标本基本一致，但存在如下差异：贵州

的井冈两头蛇腹鳞数量较少，仅 158 枚（vs. 179

枚）；尾末端背鳞数为 5 行（vs. 尾末端背鳞数 

 
 

图 3  基于 Cyt b 基因序列构建的两头蛇属物种最大似然树 

Fig. 3  Maximum likelihood tree of the genus Calamaria based on Cyt b gene fragments 

加粗字体表示新采集的井冈两头蛇；每个节点旁的数字表示自引支持度（> 50 的被保留）。标尺表示序列间差异数值的单位长度。 

Newly collected sample of C. jinggangensis is indicated in bold. Numbers besides each major node indicate bootstrap support (> 50 retained). 

Scale bar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differences between 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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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 行）；第一行背鳞上缘及第二行背鳞下缘为

橙红色，无黑色素沉积（vs. 第一行背鳞上缘

及第二行背鳞下缘黑色，在体侧形成一条细的

深色纵线纹）。 

井冈两头蛇是 Cai 等（2023）依据 5 号路

杀标本（其中仅 2 号雌性标本完整）描述的新

种，模式产地为江西省吉安市，本研究新增井

冈两头蛇记录点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榕江县，距离模式产地约 580 km，是该物种

在模式产地外的首次记录，也是井冈两头蛇第

1 号完整雄性标本，同时获得了该种第一张活

体照片，进一步补充了井冈两头蛇的生物学资

料。在榕江县所采集的井冈两头蛇于 9:00 时被

发现于路边人工水渠中，周围环境为保存良好

的针叶阔叶混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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