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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青龙河自然保护区发现中介蝮

史静耸!陆宇燕!李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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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 月 * 日! 在辽宁省凌源市青龙河自然保护区红石砬子山主峰"%#E%DF4! $$*E((F6! 海拔
$ "(/ 8#采集到 " 号亚洲蝮属"1,(02#)&#蛇类标本! 经鉴定为中介蝮"13#$4%*5%2#)&#! 系该种在辽宁省

境内首次发现& 本文对其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 并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标本进行了比较! 讨论了其分布

格局和生物地理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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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本文作者于辽宁省凌源市青
龙河 自 然 保 护 区 红 石 砬 子 山 主 峰 顶 部
"%#E%DF4! $$*E((F6! 海拔 $ "(/ 8#! 蒙古栎
"=)%>)&5($/(,#>+#林缘! 三裂绣线菊" 98#*+%+
4*#,(?+4+#丛生的岩石附近"图 $#采集到亚洲蝮
属"1,(02#)&#蛇类标本 $ 号! 另于附近山路旁
捡到同种破损标本 $ 号& 两号标本经鉴定同为
中介蝮"13#$4%*5%2#)&#& 标本现保存于沈阳师
范 大 学 两 栖 爬 行 动 物 研 究 所! 编 号 为
JO4N$/#&###* 和 JO4N$/#&##"#& 为辽宁省
蛇类物种新纪录! 本文对其进行简要的报道和
讨论&

;<形态描述

标本 JO4N$/#&###*"图 "! /#! 雄性成体! 头
体长 ("/H% 88! 尾长 ($H" 88& 头背面观为略
窄长的等腰三角形! 鼻间鳞宽大于长! 在鼻孔
处分为前后两半% 眶前鳞 "! 眶后鳞 "! 无眶下
鳞% 颞鳞 " 列! " \%% 上唇鳞 *! 第 % 枚最大!
第 " 枚不入颊窝! 第 / 枚入眶% 下唇鳞 $$! 第
$ 对在颏鳞后相遇! 前 % 枚与颌片相接% 颌片 "
枚! 左右并列! 中间形成颌沟% 背鳞 "%7"/7$D
行! 除体侧与腹鳞相邻 $ 行外! 均起棱& 腹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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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介蝮栖息地###红石砬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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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中介蝮标本 DE,F;GHIHHHJ 背面观$左%和腹面观$右%

!&(=C<K"/1-)$)+?.% -$%2+$./-)$/&(*.% 2&+:1"?!"#$%&’(&)*+,-+%&’($DE,F;GHIHH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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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中介蝮头部侧面观$本文作者据标本
DE,F;GHIHHHJ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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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GHIHHHJ%

$’%! 平滑无棱& 尾下鳞 %/! /(% 单行! 其余双
行& 体背褐色! 左右各有 /"( /% 枚黑褐色近圆
形斑块! 边缘色深! 中央略浅& 两侧圆斑多于
背部中线处合并成横斑! 亦有部分圆斑不完全
对齐! 而呈交错状& 头背(体背黄褐色! 具深
褐不规则块状斑% 眼后有 $ 条粗大的黑褐色眉
纹! 眉纹下缘镶明显的白边% 头体腹面及上(
下唇鳞为黄白色! 密布淡褐色不规则细小污点
状斑& 尾尖略呈淡黄色&

标本 JO4N$/#&##"#! 性别不明& 该蛇损
坏严重! 头体长(尾长无法准确测量! 多数鳞
片无法描述! 但可见体中段背鳞 "/ 行! 有同
JO4N$/#&###* 的黑褐色圆斑! 在背部中线处
合并成横斑& 可据此与短尾蝮"13?*%<#>+)2)&#
及其他蝮蛇属蛇类明显区分! 短尾蝮中段背鳞
"$! 圆斑在背中线不合并"赵尔宓等 $&&&! 赵
尔宓 "##’#&

C<讨<论

C=;<形态差异<作者观察标本 JO4N$/#&###*!

并结合文献描述! 与其他地区收集的中介蝮标
本进行对比! 发现其色斑与河北 "吴跃峰等
"##&#(北京 "林宣龙等 "#$"#所产个体相似!
体背均为褐色! 有深褐色圆斑% 而与内蒙"旭
日干等 "####及作者先前在甘肃(新疆采集的
标本不同! 后者体背为沙黄色或灰白色! 有宽
阔的暗褐色横斑或圆斑& 不同地区种群间体色

差异可能是为适应山地(草原等不同生境而产
生! 至于是否存在亚种分化! 则需通过分子水
平的研究来证实&

标本 JO4N$/#&###* 鳞被特征与 )中国动
物志* "赵尔宓等 $&&&#()中国蛇类* "赵尔宓
"##’#等文献中所描述基本符合! 但尾下鳞形
态不同$ 该标本尾下鳞 /(% 单行! 上述文献所
述中介蝮尾下鳞均为双行& 今后需观察当地更
多标本! 以判断尾下鳞形态的差异是该地整个
种群的特征! 还是单个个体的变异&
C=C<地理分布<中介蝮在国内分布于蒙新区
西部沙漠亚区(天山亚区以及华北区的西部黄土
高原亚区! 分布省区包括山西(内蒙古(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和新疆"赵尔宓等 $&&&#(黑龙江
"赵文阁等 "####(北京"林宣龙等 "#$"#& 此前
并无对辽宁省中介蝮分布的报道&

中介蝮在黑龙江省分布于海拔 /## )
*## 8的山地"赵文阁等 "####% 在河北省分布
的海拔为 &(# )" $## 8 "吴跃峰等 "##&#% 北
京门头沟地区记录的分布点海拔 分 别 为
$ $"/ 8和$ /#" 8 "林宣龙等 "#$" #% 熊晔等
""#$"#报道河北兴隆县雾灵山有两种蝮蛇分
布$ 中介蝮分布于该山海拔 $ ### )" ### 8处!
短尾蝮分布于海拔 $ ### 8以下& "#$" 年 D
月! 本文作者在北京门头沟山区"百花山(小龙
门林场#考察中! 亦发现当地有上述两种蝮蛇$
同一座山高处"海拔约 $ /## )$ &## 8#所见蝮
蛇为中介蝮! 低处 "海拔 *## 8以下#为短尾
蝮& 综上! 可初步推断中介蝮在我国华北山区
呈现高海拔分布的规律& 本次采到活体中介蝮
的地点亦在海拔$ "(/ 8的山顶! 与上述规律
吻合&

辽宁省地处古北界东北区和华北区交汇
处! 辽宁西部山区多属华北区燕山山脉末端冀
辽山地"姜雅风 "##"! 吴跃峰等 "##&#& 凌源
市位于辽宁最西部! 毗邻河北平泉& 凌源市红
石砬子山主峰为燕山山脉在辽宁省境内的最高
峰& 与辽宁东部地区相比! 该地物种分布更符
合华北区燕山山脉的特征&

辽西山地丘陵地带有很多华北区分布的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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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类物种! 如玉斑锦蛇 "@,+8"%5+$2+*#$)&#(
黄纹石龙蜥 "@)5%>%&A+$4"## "现称黄纹石龙
子 @3>+8#4(# " 赵 尔 宓 等 $&&& #( 北 滑 蜥
"9>#$>%,,+ &%84%$4*#($+,#&#等"季达明等 $&*D! 姜
雅风 "##"#& 中介蝮在辽宁省凌源市的发现!
进一步证明辽宁西部物种分布规律与华北区更
为接近! 而与东北区有明显差异% 同时也预示
着该地还可能存在更多辽宁尚未记录的物种!
有待在今后野外调查中发现&
致谢!凌源市大河北乡乡政府于大鹏主任(北
京林业大学肖巧玲同学对本次调查工作给予诸
多帮助和指导! 河北农业大学齐硕同学在野外
采集工作中与作者大力合作! 在此表示衷心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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