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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C 月 ("#$" 年 ’ 月!在贵州省荔波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进行脊椎动物物种多样性

调查时!分别在板寨’瑶山’翁昂和洞塘采集到游蛇科蛇类标本共 0 条!经分类鉴定为锦蛇属"P,+3"%#的

百花锦蛇"PD@(%,,%$>(*--##!为该物种在贵州省内首次发现!增加了其在国内的分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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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C 月和 "#$" 年 C (’ 月!在贵州
省荔波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进行脊椎
动物物种多样性调查时!分别于板寨’瑶山’
翁昂和洞塘的 & 个行政村的喀斯特洞穴采集
到蛇类标本 0 条!经查阅文献 "伍律等 $D’0!
赵尔 宓 等 $DD’!中 国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协 会
"##"! 赵 尔 宓 "##B # 鉴 定 为 游 蛇 科
",*697Z5W4M#锦蛇属 "P,+3"%#的百花锦蛇 "PD
@(%,,%$>(*--## !为贵州省蛇类新纪录!增加了
该 种 的 在 国 内 的 新 分 布 点&
,)lJ)Q"#$"###$ 和 ,)lJ)Q"#$"###" 号标
本 "#$" 年 ’ 月捕获于荔波的板寨!现保存于
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年 C 月曾
在荔波县瑶山和翁昂各捕获 $ 条!"#$$ 年 ’

月于洞塘也捕获 $ 条!均拍照后放生&

;<形态特征

所采集的 ,)lJ)Q"#$"###$ 号标本 "图
$I!N#和 ,)lJ)Q"#$"###" 号标本均为雌性!
其外部形态测量数据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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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荔波百花锦蛇的外部形态数据
!*+A#;<!"##E,#3’*A6.3C".A.(&7*A%*,* ./,"#
-C#7&6#’-./F+*)"(2&(++(%6&#..0&’1&+.

标本号 /]M>53M: :937MZ
,)lJ)Q"#$"###$ ,)lJ)Q"#$"###"

采集地 P*>465?= 板寨 板寨
性别 /MA % %
体全长 Y*?466M:T?;"33# $ C’# $ %"B

尾长 ?4566M:T?;"33# %’# $%C

尾长与体长之比 Y4566M:T?;
4:W ?*?466M:T?; Z4?5*

#E"$% #E$#%

上唇鳞 /9]Z4647546V>46MV D"&2"2%# D"&2"2%#

下唇鳞 O:XZ4647546V>46MV $# $#

颊鳞 P*ZM46V>46MV $ $

眶前鳞 jZM*>964ZV>46MV $ $

眶后鳞 j*V?*>964ZV>46MV " "

颞鳞 YM3]*Z46V>46MV " v% " v%

背鳞 i*ZV46V>46MV "02"C2"$ "02"02"$

腹鳞 bM:?Z46V>46MV "B% "00

尾下鳞 /97>49W46V>46MV ’" &%

头部犁形!头背部赭红色"图 $,#!唇部灰
色%体背灰绿色!具有 % 行略呈六角形的深色大
大斑块!中央的 $ 行斑块较大!其边缘蓝黑色!
%# 个%尾背黑色!有 $# 个淡红色横斑& 在 C (
’ 月份!该种类会发生蜕皮现象&

><生境描述

标本发现地分别为瑶山")"0c$%d!1$#Cc
&Bd!海拔 %D0 3#’板寨 ")"0c$%d!1$#’c#$d!
海拔 BDB 3#’洞塘")"0c$&d!1$#’c#$d!海拔
C#B 3#’ 翁 昂 " )"0c$Cd! 1 $#’c#&d! 海 拔
C&B 3#& 百花锦蛇栖息于荔波喀斯特地区的
岩洞洞口石隙处!其所栖息的岩洞位于山体半
山腰!岩洞中多有流水& 所采集 " 标本的岩洞!
洞口温度 $’n!湿度达 D#F!阴凉潮湿!附近有
灌丛和流水!采集时间为上午!阵雨!洞外温度
为 "Bn& 野外调查发现岩洞中有白腹巨鼠
" <%(3(,>+@0& %>O+*>&##’ 绿 臭 蛙 " R+$+
@+*/+*+4+%#等小型脊椎动物!为其食物来源&
在板寨捕获 ,)lJ)Q"#$"##$ 号标本时!其腹
内留存的有未消化完全的白腹巨鼠& 捕捉时蛇
行动缓慢!性温顺!与其他常见的无毒蛇的快速
逃离有差异&

?<讨<论

百花锦蛇是 N*M??TMZZ于 $’’B 命名& "##"
年!QZV等用分子系统学的方法!把原锦蛇属
"P,+3"%#进行了细分和梳理!将百花锦蛇划入
曙蛇属"H*4"*#(3"#&#& 据记载!该种主要分布于
广东’广西的喀斯特地区!国外也分布于越南的
喀斯特地区 "赵尔宓等 $DD’!赵尔宓 "##B!
J5MT6MZM?46+"##C! 曾小飚 "##’!舒晓莲等
"##D!曾小飚等 "##D!蒋爱伍等 "#$#!李友邦等
"#$#!杨岗等 "#$$!曾小飚等 "#$"#& 此前在
)贵州爬行类志* "伍律等 $D’0#和 )茂兰喀斯
特森林科学考察集* "贵州省林业厅 $D’C#中
均未记载该物种分布于贵州& 此次在贵州省荔
波县发现百花锦蛇!表明该蛇的分布在中国广
东’广西到贵州省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分布区!其
分布的最北界线已向北移至贵州荔波& 此发现
增加了贵州喀斯特地貌游蛇科的物种数量!可
以作为贵州喀斯特地貌游蛇科的一种代表性
物种&

从外部形态来看!所采集的标本与文献中
描述的其他地区的标本基本一致 "赵尔宓等
$DD’!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但也存在
一些差异& 文献记载该物种分布于广西’广东
和越南北部%)中国动物志 爬行纲* "赵尔宓等
$DD’#所描述的百花锦蛇的雌性体全长为 " B%0
v%&# 33!尾下鳞雌性 D# ($#" 对!尾背有
$$ ($% 个淡红色横斑& 在荔波所采集的 " 条
雌性 标 本 的 体 全 长 分 别 为 $ C’# 33 和
$ %"B 33! 均 比 所 上 述 记 载 的 短! 且
,)lJ)Q"#$"###$ 和 ,)lJ)Q"#$"###" 号标
本的尾下鳞分别为 ’" 对和 &% 对!后者尾背有
$# 个淡红色横斑& ,)lJ)Q"#$"###" 号标本
尾 下 鳞 和 体 全 长 均 明 显 少 于 或 小 于
,)lJ)Q"#$"###$ 号标本及文献 "赵尔宓等
$DD’!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赵尔宓
"##B#中的记载& ,)lJ)Q"#$"###" 号标本的
尾完整!无断尾的迹象!上述情况很有可能是因
为个体发育阶段的差异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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