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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A 月’"#$" 年 A 月和 $# 月在河南伏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集到 - 号宁波滑蜥" 76#$6%,,+

G(?%&4+#标本!系河南首次发现!标本保存于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学标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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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A 月 $ ’& 日’"#$" 年 A 月 + 日和
"#$" 年 $# 月 " 日在河南伏牛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m+An! .$$$m%"n!位于河南南阳西峡
县!伏牛山南坡!黄石庵林场!海拔 J,# ’$ %##
0#进行生物资源调查期间!共采集到 - 号蜥蜴
标本"编号 "#$$#A#$ ’"#$$#A#+’"#$"#A#$ 和
"#$"$##$#!其中编号 "#$$#A#$ ’"#$$#A#+ 的
标本采集自桦树盘!编号 "#$"#A#$ 和编号
"#$"$##$ 的标本采自太平镇居民住宅& 经鉴
定为石龙子科" W?27?2>1=#滑蜥属" 76#$6%,,+#的
宁波滑蜥" 7IG(?%&4+# "图 $#& 检索以往有关
河南爬行动物蜥蜴类的文献资料 "周家兴
$&,"!瞿文元等 $&&J!赵尔宓等 $&&&!瞿文元等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张珑等
"#$"!赵海鹏等 "#$"#!确定其为河南省的首次
发现!标本保存于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

学标本室&

>?形态特征

体型细长!头小!吻短而钝圆!无上鼻鳞!
有 $ 枚额鼻鳞!较宽!前缘与吻鳞相接!侧缘
与鼻鳞及后鼻鳞相接& 鼻鳞完好!左右各 $ 块
鳞片!鼻孔位于其上& 前额鳞 $ 对!互不相
接!近似菱形%额鳞呈六边形!其中前后两边
最短!使得额鳞近似不规则菱形!纵长大于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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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宁波滑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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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额鳞与两枚前额鳞相接!前端与额鼻鳞相
切!前缘左右两边与两枚前额鳞相切并将二
者左右分开!后缘左右各与两枚眶上鳞相接!
后端与左右额顶鳞的中缝处相接& 眶上鳞
% 枚!额顶鳞 " 枚& " 枚额顶鳞形状略有不同!
但基本相对称!外缘与第 " ’% 三枚眶上鳞相
接!顶间鳞与左右额顶鳞的中缝相接!长度略
小于额顶鳞!后下缘接两枚较大的顶麟!两枚
颞鳞分别与之相接& 第一对较大的颈鳞与顶
麟斜向相接!颈鳞左右各 % 枚&

眼睑发达!下眼睑有透明的睑窗& 耳孔小!
前缘光滑无瓣突!鼓膜深陷& 四肢较弱!前后肢
贴体相向时指趾不相遇!第四趾背面覆有 " 行
鳞片!第 % 趾趾下瓣行数 $% ’$-"表 $#&

体背圆鳞!覆瓦状排列!背鳞显著大于侧
鳞!通体鳞片光滑无棱!环体中段鳞 +# 行!背侧
两黑纹间背鳞 , r""$b"#行& 体背颜色呈棕黄
!!!

色!散布黑色鳞片!黑色鳞片间隙大!呈不规则
不连续的行列%体侧黑纹自吻端始!经眼沿体侧
向后!过前后肢基部上方向后一直延伸到尾末
端%腹面有十分稀疏的黑色斑点!活体时呈白色
且具金属黄色光泽!若死亡后处理不及时!则腹
部颜色会变呈灰色并染金属蓝色光泽%尾部腹
面略显灰色!基部黑色斑点大而稀疏!末端黑色
斑点较密!肛前鳞一对较大!尾正中的一行鳞片
横向扩大&

A?采集生境和行为

标本捕捉时间均为白天!其中编号为
"#$$#A#$ ’"#$$#A#+ 的 + 个个体采集地环境
包括路边灌丛’篱笆及小花坛& 据当地居民反
映!一般每年 , 月到 $$ 月间能见到该物种!特
别是夏季阴雨天气条件下在民宅附近常可以见
其活动!$$ 月后随着天气转凉!很难见其踪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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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时会发生断尾现象& 暂养期间发现宁波滑
蜥试图逃逸暂养器具时能昂起身子!腹部几乎
与器皿侧壁相贴!前肢趴搭在侧壁上!此时其强
大的尾巴能起支撑作用!考虑到其四肢弱短!笔
者推测在自然状态下其尾巴在运动中发挥重要
作用&

B?讨?论

本次宁波滑蜥新发现地伏牛山位于中国河
南省西部!是秦岭山脉东段延伸的山脉之一&
秦岭滑蜥 " 7I4&#$,#$/%$&#&#目前主要分布在陕
西’甘肃"胡淑琴等 $&,,!赵尔宓等 $&&&#!山
西也有分布报道"邢庆云等 $&J%#!其尾下无黑
斑!背侧两黑纹间背鳞 % r""$b"#行"胡淑琴等
$&,,!赵尔宓等 $&&&#的特征明显与宁波滑蜥
相应特征有别!二者较易区分!但考虑到二者均
在秦岭分布这一实际情况!二者的系统发育关
系值得搜集更多的标本进行深入探讨&

本次在河南发现的宁波滑蜥环体中段鳞均
为 +# 枚!比河北兴隆山之模式标本多出 " 枚!
但在该物种环体中段鳞变化范围之内!且属片
数较多者!第-趾趾下瓣数量与模式标本吻合
"赵尔宓等 $&&&#& 不同产地甚至同一产地的
宁波滑蜥有头体长大于或小于尾长的情况"赵
尔宓等 $&&&#!本文所测标本头体长均明显小
于尾 长 "表 $! 编号 "#$$#A#+’ "#$"#A#$ 和
"#$"$##$#& 因标本量有限!上述性状在河南
伏牛山居群中是否为稳定性状需要比较更多

标本&
现有记载!宁波滑蜥在河南省南北邻及东

邻的省份!即湖北’河北及安徽有分布"赵尔宓
等 $&&&#!而间断于河南!此次该种在河南伏牛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发现!使其分布范围连
续!同时使得河南省爬行动物多样性进一步
丰富&
致谢!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牛瑶教授惠
赠文献资料并协助鉴定标本!中国科学院昆明
动物研究所蒋珂协助鉴定标本!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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