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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 (& 月! 在安徽岭南省级自然保护区采集到石龙子科蜓蜥属成体标本 ’ 号! 卵一窝! 窝

卵数 I! 孵化后得幼体标本 I 号! 经鉴定为股鳞蜓蜥"12"%$(3(*2")&#$4(/$#5)&#! 系安徽省蜥蜴新纪录&

标本保存于黄山学院动物标本馆& 检视所采标本! 发现如下变异$ 吻鳞凹陷% 肛前鳞中间 " 枚显著大

于外侧 " 枚% 尾侧扁! 尾中段高0宽的比值为 $J%& "$J"- ($JI$#% 体背褐色! 有两列黑色斑点% 成体和

幼体尾部均褐色& 此新纪录为研究股鳞蜓蜥的地理分布’形态变异和生态学提供了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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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 月! 在安徽岭南省级自然保
护区""&‘"#a("&‘’%a4! $$.‘.a($$.‘"#a9#采
集到石龙子科蜓蜥属成体标本 ’ 号 " -!!
-" #! 卵一窝! 窝卵数 I! 孵化后得幼体标本
I 号! 经 鉴 定 为 股 鳞 蜓 蜥 " 12"%$(3(*2")&
#$4(/$#5)&# "图 $#! 系安徽省蜥蜴新纪录 "陈
壁辉 等 $&&$! 赵 尔 宓 等 $&&&! 唐 鑫 生 等
"##$#& 标本保存于黄山学院动物标本馆&

78鉴别特征

上鼻鳞缺失% 下眼睑被细鳞% 眶上鳞 % 枚%
有 " 枚大型肛前鳞% 股后外侧有一团大鳞片%

环体中段鳞片 -. (%# 行% 第!趾趾下瓣 $. (
"# 枚% 体背褐色! 有两列黑色斑点% 体侧有一
条黑色纵带&

98形态描述

$- 号标本! ’ 号成体"-!! -" #! I 号幼
体! 标本的描述和量度按赵尔宓等"$&&&#!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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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股鳞蜓蜥背面#腹面#侧面及头部
!":;78<(#$3&" /1*%#3&" &3%1#3&3*+-13+(=!"#$%&’&("#)*+%,&-%+.&*

<,成体背面! 示背部两列黑色斑点! 尾侧扁% [,成体头部! 示吻鳞凹陷% 2,成体腹面照% H,幼体侧面&

<,)5S@<>5T<HF>A! @E5V@H5S@F;[S5VB V=AE AV5>=BG@H<SU @ZG2U>G@! A<=>@>=CEA>̂25;ZSG@@GH% [,PG<H 5T<HF>A! @E5V@

S5@AS<>@>=CEA>̂25B2<RG% 2,bGBAS<>5T<HF>A% H,W<AGS<>5T><SR<,

本测量数据见表 $&
头长大于头宽! 吻钝! 前端呈圆形% 吻鳞

凹陷! 宽大于长! 从上方能清晰看到% 上鼻鳞
缺失% 额鼻鳞宽大于长! 与吻鳞’鼻鳞’前面的
颊鳞’前额鳞和额鳞相切% 左右前额鳞不相切%
额鳞后边狭窄! 其长度稍大于其前缘到吻的距
离! 额鳞与前额鳞’额鼻鳞’第一’二眶上鳞’第
三枚眶上鳞前面部分’额顶鳞相切% 左右额顶

鳞在前面相切! 与额鳞’第三眶上鳞后部’第四
眶上鳞’顶鳞和顶间鳞相切% 顶间鳞近菱形!
后角有一个明显的小点% 顶鳞在后部相切! 且
外侧的边缘有 ’ 枚鳞片相环绕% 无颈鳞&

鼻孔开口于鼻鳞中间% 后鼻鳞缺失% 颊鳞
两枚! 前面的比后面的高但窄! 后面的颊鳞与
前面的颊鳞’前额鳞’前面的上睫鳞’眶前鳞’
第二上唇鳞相切%眶前鳞"枚!上小下大!前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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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股鳞蜓蜥$成体%安徽黄山标本测量数据
>34&178?13$)#1@1*%(=!"#$%&’&("#)*+%,&-%+.)*$3+)&%% 0(&&10%1+"*A)3*:$-3*" ,*-)"

下鳞两枚! 后面的与第五’六上唇鳞相切% 上
睫鳞 $# 枚! 第一枚最大! 第一至第四枚上睫鳞
的前部与第一眶上鳞相切! 第四上睫鳞的后
部’第五’第六上睫鳞与第二眶上鳞相切! 第
七’八上睫鳞与第三枚眶上鳞相切! 第九’十上
睫鳞与第四眶上鳞相切% 眶上鳞 % 枚! 第一枚
最长! 第三枚最宽! 第四枚眶上鳞后跟着 / 枚
小鳞! 前排 "! 后排 -% 眶后鳞单一! 后眶下鳞
- 枚! 下面一枚与第六’七上唇鳞相切% 前颞鳞
-! 下面一枚与第七’八上唇鳞相切% 后颞鳞 "!

上面一枚很大! 被下面一枚重叠! 与顶鳞相
切% 下眼睑可动! 被鳞% 上唇鳞 .! 第六’七扩
大! 第五’六’七在眼下方% 外耳孔近圆形! 小
于眼径! 无小叶! 鼓膜微凹&

颏鳞宽大于长! 前面圆形! 与每侧的下唇
鳞’后颏鳞相切! 颏鳞与后颏鳞相切成一条直
线% 下唇鳞 I 枚! 第一枚非常小% 后颏鳞未分
开! 与颏鳞’第一’二下唇鳞和前面的一对颏片
相切% 四对颏片! 第二对最宽! 第四对最小!

第一对前面相切! 第二至第四对被喉部的鳞片
分开&

环体中段鳞片 -. (%# 行% 背鳞光滑! 背
鳞’侧鳞和腹鳞几等大% 脊侧鳞 I$ (I% 纵排!

不扩大% 腹鳞光滑! /% (/’ 纵排% 肛前鳞 % 枚!
中间 " 枚显著大于两侧 " 枚% 半阴茎柱状% 尾
侧扁! 尾中段高与宽之比为 $J%& " $J"- (
$JI$#! 尾基部粗壮! 向后渐尖! 尾腹面正中一
行鳞略扩大% 前后肢贴体相向时! 彼此超越% /

指"趾#! 均具爪! 第"’!指几等长! 第!趾
趾下瓣 $. ("# 枚&

体背至尾基褐色! 有两列黑色斑点组成不
连续的黑色纵纹! 从颈中至尾基% 幼体和成体
尾端部背面均为褐色% 体侧从眼后经鼓膜上方
直达尾基有一条黑色纵纹! 大约 - 个鳞片的宽
度! 纵纹中杂有少量浅色斑点% 四肢背面和侧
面褐色! 四肢及体腹面乳黄色无斑&

B8生态资料

B;78生境8股鳞蜓蜥生活于溪边石块上’杂草
丛中和石块间& 溪流上方为常绿阔叶林! 森林
覆盖 率 大 于 .#c ! 主 要 树 种 由 壳 斗 科
" d<C<2G<G#’ 樟 科 " W<FS<2G<G#’ 山 茶 科
"LEG<2G<G#等物种组成& 该保护区曾记录过的
石龙子科蜥蜴中国石龙子"8)3%4%&4"#$%$&#&#’

蓝尾石龙子"8<%,%/+$&#和铜蜓蜥" 1<#$7#4)&#
- 种! 蜥 蜴 科 的 有 北 草 蜥 "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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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和崇安草蜥 "=<&0,9+5#4)&# " 种
"唐鑫生等 "##$! "##"#&
B;98食性#繁殖与天敌8野外以昆虫’蜘蛛等
无脊椎动物为食% 在实验室投喂蚱蜢"?4*#7+#’
尺蛾 "MG5;GAS=H<G#’螟蛾 " \̂S<>=H=H<G#’狼蛛
"Ŵ25@=H<G#’黄粉虫的幼虫 "><SR<G5T=%$%@*#(
3(,#5(*#等! 均能捕食& 解剖 ’ 月初的雌性标
本! 在其输卵管中发现 / 枚卵! 左侧的 " 枚大
小分 别 为 $-J- ;; eIJ. ;;’ $"JI ;; e
IJ’ ;;! 右侧的 - 枚大小分别为 $"JI ;;e
.J$ ;;’ $-J# ;; e.J# ;;’ $"J% ;; e
IJ. ;;& ’ 月 -# 日晚 $# 时许观察到股鳞蜓蜥
产卵于 "% 2;深的溪边沙坑! 此时一条中国小
头蛇"A,#/(7($ 4"#$%$&#&#正将头部钻入沙土中
欲取食蜓蜥卵! 但捕捉此蛇后解剖蛇胃! 未发
现蜥蜴卵或疑似物! 中国小头蛇依据赵尔宓
""##’#资料鉴定% 检视窝卵数为 I! 带回室内
自然孵化! %" H 全部孵出& 由此推测! 股鳞蜓
蜥在该地区为卵生! 产卵时间在 ’ (I 月! 窝卵
数 / (I% 天敌为中国小头蛇等蛇类&

C8讨8论

股鳞蜓蜥模式标本产地位于台湾恒春! 目
前已知国内尚分布于福建’海南’广西’云南’湖
北和香港 "林俊义等 $&&#! 赵尔宓等 $&&&!
W<F "##/! 史海涛等 "#$$#! 国外分布于越南
"4CF ĜB GA<>,"#$"#& 此次股鳞蜓蜥在安徽黄
山的发现! 扩大了其分布范围& 在标本检视中
也观察到该地标本尽管与模式标本的鉴别特征
基本一致! 但也有一些变异特征$ "$#吻鳞凹
陷& 赵尔宓等 "$&&&#曾将吻鳞凹陷与否作为
股鳞蜓蜥与斑蜓蜥"1<3+4),+5)&#的鉴别特征!
而前者在其他文献的描述中未提及吻鳞凹陷%
4CF ĜB 等""#$$#在对中国和越南的 $% 种蜓蜥
进行分类研究时! 也未提到股鳞蜓蜥吻鳞凹
陷& ""#肛前鳞中间 " 枚显著大于外侧 " 枚&
在赵尔宓等"$&&&#和史海涛等""#$$#的描述
中均记录 )肛前鳞中间 " 枚显著小于外侧 "
枚*& "-#尾侧扁! 尾中段高与宽之比为 $J%&
"$J"- ($JI$#& 资料均记录尾圆锥形& "%#体

背棕褐色! 有两列黑色斑点& 该两列黑色斑点
在安徽黄山 $- 号标本中均稳定存在! 但未见
其他资料记载& " / #成体和幼体尾部均为褐
色& 林俊义等"$&&##记录)尾巴略呈红褐色*!
向高世等""#$"#记录股鳞蜓蜥)幼体之尾巴末
端为橘红色! 而随着成长! 此鲜红色会慢慢褪
去*& 以上变异是个体之间的差异还是由于地
理隔离所造成的! 尚需扩大采集范围! 结合形
态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手段进一步研究&
致谢!承蒙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周文豪教授
指点! 台湾向高世先生和重庆市清华中学生物
研究所罗键老师赠送资料! 黄山学院王德青老
师协助标本采集! 孙晓煜’彭丽芳同学协助标
本拍摄! 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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