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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发现四川竹叶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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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 年 7 月 30 日，在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碾子沟（30°00′46″ N，110°32′18″ E，海

拔 615 m）采集到 1 号蛇类标本，经形态鉴定和分子系统关系比较，确定为四川竹叶青蛇（Trimeresurus 

sichuanensis），为湖南省蛇类分布新记录种，该标本（CSUFT HPS2007080）存放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动物标本室。此次发现增补了四川竹叶青蛇的生物学信息，也表明该物种在武陵山脉及其延伸地区可

能有着更为广泛的地理分布。建议进一步开展该物种种群生态学的研究，以便为该特有种种群和栖息

地保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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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Record of the Trimeresurus sichuanensis (Guo & Wang,  

2011)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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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imeresurus sichuanensis was a newly described species from China in 2011, with only two 

known localities: Hejia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nd Jiangkou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During our 

field surveys in July 2020, one adult female Trimeresurus specimen was collected from Hunan Hupi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HHNNR), Hunan Province, China. After a detailed morphological examination, it 

exhibits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as T. sichuanensis (Table 1), we believed this is a species which never been 

reported from Hunan Province. We then used four fragments of the mitochondrial genes Cyt b, ND4, 12S 

rRNA and 16S rRNA to reconstruct the phylogenetic tree of Trimeresurus to identify the position of the new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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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ed specimen from Hunan Hupi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Fig. 3). The result shows the HHNNR 

sample clustered together with the paratype specimen (YBU030116) of T. sichuanensis from Hejia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re’s nearly no genetic distance between these two samples. Thus, we here report T. 

sichuanensis as a new record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Our discovery indicates that a broader distribution 

range of T. sichuanensis in the Wuling Mountains and nearby areas.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data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is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es on its potential range and population status should be a focus. 

Key words: New record; Morphology; Molecular phylogeny; Hunan Hupi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2020 年 7 月 30 日，在湖南壶瓶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壶瓶山保护区）采集到

1 号蛇类标本，经形态鉴定与分子系统关系比

较，确定为四川竹叶青蛇（ Trimeresurus 

sichuanensis），分类上隶属于蝰科（Viperidae）

竹叶青蛇属，为湖南省新记录种。标本取组织

样后固定在 10%的福尔马林中，随后转移到

75%的乙醇中保存，标本存放于中南林业科技

大 学 动 物 标 本 室 ， 馆 藏 编 号 为 CSUFT 

HPS2007080。 

1  生境描述 

该标本采集于壶瓶山保护区石碾子沟

（30°00′46″ N，110°32′18″ E，海拔 615 m）的

一小型瀑布旁，该处生境较为隐秘，岩石上布

满青苔。岸边丛生较多低矮湿生植物和灌丛，

主要植被类型为常绿阔叶林和竹林。夜晚 21:08

时，该个体被发现时正栖息在一棵 1 m 多高的

灌木上，经灯光照射后并无逃避动作（图 1）。

在该小型瀑布区域还同时发现了针毛鼠

（Niviventer fulvescens）和掌突蟾（Leptobrachella 

sp.），瀑布所汇入的宽阔山溪还分布有中华湍

蛙（Amolops sinensis）、崇安湍蛙（A. chunganensis）、

角蟾（Megophrys sp.）和臭蛙（Odorrana sp.）

等物种。 

2  形态描述 

所采集个体为成年雌性（图 1）。全长

925 mm，尾长 185 mm，头长 34.2 mm，头宽

24.0 mm。颊鳞 1 枚；眼较小，虹膜呈深红色，

瞳孔直立；眶前鳞 3 枚，狭长，下面 2 枚同第

2 枚上唇鳞构成颊窝；眶后鳞 2/3 枚（“2/3”表

示左 2 右 3，下同）；眶下鳞 1 枚；左侧眶上鳞

长 5.8 mm，宽 2.5 mm；右侧眶上鳞长 5.9 mm，

宽 2.8 mm。上唇鳞 9/10，第三枚最大，高 4.8 

mm，宽 6.6 mm，上接眶下鳞。下唇鳞 13/12，

第 1 对在颏鳞后相接；左侧前 3 枚接颔片；右

侧前 2 枚接颔片；颔片 1 对。背鳞 21-21-15，

末端尖出；腹鳞 168 枚，肛鳞完整；尾下鳞 72

对（图 2）。 

生活状态下，背部为均匀的绿色，腹面浅

黄白色，无眼后及腹侧纵线纹，尾背及尾尖焦红

色；头背绿色，上唇稍浅，头腹浅黄白色（图 1）。 

四川竹叶青蛇为我国特有种，此前记录在

四川省合江县（Guo et al. 2011）和贵州省江口

县（Liu et al. 2014）有分布。与采自四川省合

江县的 2 条雌性标本相比，本次采集到的雌性

标本体长较小，腹鳞较少，但尾下鳞较多，其

余特征基本一致（表 1）。 
 

 
 

图 1  湖南壶瓶山发现的四川竹叶青蛇（黄太福摄） 

Fig. 1  Trimeresurus sichuanensis (CSUFT 

HPS2007080) found in Hupingshan, Hunan Province 

(photo by HUANG Ta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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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川竹叶青蛇（CSUFT HPS2007080）标本背面照及头部特征 

Fig. 2  Dorsal pattern and head scalation of Trimeresurus sichuanensis (CSUFT HPS2007080) 

a. 背面；b. 头侧面；c. 头腹面；d. 头背面。a. Dorsal view; b. Lateral view of head; c. Ventral view of head; d. Dorsal view of head. 

 
表 1  不同采集地四川竹叶青蛇标本形态特征比较 

Table 1  Morphological comparison of Trimeresurus sichuanensis specimens respectively from Guizhou,  

Sichuan and Hunan Province, China 

 
贵州省江口县 

Jiangkou County, Guizhou 
Liu et al. 2014 

四川省合江县 
Hejiang County, Sichuan 

Guo et al. 2011 

湖南省石门县 
Shimen County, Hunan
本研究 This study 

标本号 Voucher YBU13226 YBU13227 YBU13228 YBU071077 YBU030116 CSUFT HPS2007080 

性别 Sex ♂ ♂ ♂ ♀ ♀ ♀ 

全长 Total length (mm) 920 865 865 1080 1220 925 

头体长 Snout-vent length (mm) 740 690 700 900 1010 740 

尾长 Tail length (mm) 180 175 165 180 210 185 

腹鳞 Ventrals 170 179 172 172 171 168 

尾下鳞 Subcaudals 68 74 70 66 68 72 

眶前鳞 Preoculars 2 2 2 3 1 3 

眶后鳞 Postoculars 2/3 2/3 2/2 3/3 2/3 2/3 

上唇鳞 Supralabials 10/10 9/10 10/10 10/10 10/12 9/10 

下唇鳞 Infralabials 11/12 12/14 12/13 13/13 14/13 13/12 

背鳞行数 Dorsal scale rows 21/21/15 21/21/15 21/21/15 21/21/15 21/21/15 21/21/15 

分式代表左侧和右侧，或是颈部、中段、肛前的鳞片数目。 

Fraction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scales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 of postoculars, supralabials, and infralabials, or scale rows at neck, 

midbody, and before 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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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子鉴定 

将该蛇的肝组织样品保存于 95%乙醇中，

送往北京擎科新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取

DNA ， 利 用 H16064/L14910 、 Leu/ND4 、

H1557/L1091 和 6Sbr-H/16Sar-L 这 4 对引物

（Chen et al. 2020），分别扩增线粒体细胞色素

b（ cytochrome b，Cyt b）、ND4（NADH 

dehydrogenase subunit 4）、12S rRNA（12S 

ribosomal RNA）和 16S rRNA（16S ribosomal 

RNA）4 种基因序列，最终获得 Cyt b 基因序

列 959 bp，ND4 基因序列 815 bp，12S rRNA

基因序列 416 bp，16S rRNA 基因序列 459 bp。

竹叶青蛇属其他物种的序列从 GenBank 上获

得（附录 1）。选取琉球原矛头蝮（Protobothrops  

 

elegans）及黑头蝰（Azemiops feae）作为外群

（Chen et al. 2020），利用软件 MrBayes v3.2.5，

并参照 Chen 等（2020）的方法选取上述 4 种

基因序列联合构建竹叶青蛇属物种分子系统发

育树（图 3）。选取最适模型为 GTR + I + G，

参数设置为（nruns = 2，ngen = 200 000 000，

samplefreq = 1 000，nchains = 4，burnin = 25%）。

结果显示，该个体与采自四川合江的四川竹叶

青蛇副模标本 YBU030116 聚为一支（图 3）。

基于 MEGA7（Kumar et al. 2016）软件计算的

遗传距离（所用模型为 Kimura-2-parameter）显

示，湖南标本与四川竹叶青蛇副模标本之间的

遗传距离为 0。结合形态鉴定及分子系统学比

较，最终确定采自湖南壶瓶山的竹叶青蛇属物

种标本为四川竹叶青蛇。 

 
 

图 3  基于 4 种基因序列构建的竹叶青蛇属贝叶斯系统发育树 

Fig. 3  Bayesian inference tree for Trimeresurus constructed based on four gene sequences 

节点附近的数字表示贝叶斯后验概率。标尺代表 5%遗传距离。★. 湖南采集标本。 

Numbers above each node indicate the Bayesian posterior probability. The scale bar represents 5% genetic distance. ★. Sample from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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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竹叶青蛇属是亚洲蝮亚科（Crotalinae）蛇

类物种多样性最高的类群，现今已知 51 种

（Uetz et al. 2021）。Malhotra 等（2004）依据

分子系统上的分化以及半阴茎的形态差异，将

狭义竹叶青蛇属（Trimeresurus）进一步拆分为

7 属。据此分类变更，四川竹叶青蛇在被描述

之 初 ， 曾 被 置 于 依 据 它 建 立 的 华 蝮 属

（Sinovipera）（Guo et al. 2011），但随后 David

等 （ 2011 ） 主 张 将 此 前 从 竹 叶 青 蛇 属

（Trimeresurus）拆分出的 6 个属以及新建的华

蝮属均作为竹叶青蛇属的亚属。Li 等（2020）

对中国蛇类系统学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竹叶青

蛇属内的分化与原矛头蝮属（Protobothrops）

的属内分化程度接近，故本研究沿用竹叶青蛇

属 （ Trimeresurus ） 的 称 呼 ， 将 华 蝮 属

（Sinovipera）作为竹叶青蛇属下的亚属。 

本次发现地点距该蛇的模式产地四川省合

江县约 475 km，距贵州省江口县发现地约

300 km，但上述 3 个分布地点均位于武陵山脉

及其延伸区域（图 4），此次新分布地点的发现

对了解该物种的地理分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该蛇在模式产地四川省合江县的分布海拔为

1 000 m（Guo et al. 2011），在贵州省江口县的

分布海拔为 878 m（Liu et al. 2014），本次在湖

南省石门县的发现地海拔为 615 m，该种的海

拔分布下限进一步降低。该蛇自 2011 年作为新

种发表至今，仅有 5 号标本被详细描述。该蛇

与同域分布的福建竹叶青蛇（T. stejnegeri）在

外形上的主要区别是该蛇无眼后及腹侧纵线

纹，且体型更大（Guo et al. 2011），故两者很

难区分，有可能因鉴定有误而被忽略，导致发

现的个体数稀少。 

《湖南动物志 爬行纲》记载了福建竹叶青

蛇在湖南省的分布地点，但未记录该蛇在石门

县有分布（沈猷慧等 2014）。不过我们在壶瓶 
 

 
 

图 4  四川竹叶青蛇已知的分布地点 

Fig. 4  Localities of Trimeresurus sichuanensis 

红色五角星为模式产地四川合江，红色圆圈为后续发现的分布地点。 

Red star indicates the type locality, red circle indicates the distribution of subsequent discov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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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保护区动物标本馆检视到福建竹叶青蛇标

本，同时通过与采集人交流以及参考近期报道

（田书荣等 2019，廖庆义等 2020），证明福建

竹叶青蛇在壶瓶山保护区确有分布。福建竹叶

青蛇从沿海低地到海拔 2 000 m 左右均有分布

（赵尔宓 2006），而据目前数据，四川竹叶青

蛇仅分布在海拔 600 m 至 1 000 m 的范围。Guo

等（2011）在描述四川竹叶青蛇新种时，也曾

提到该蛇与福建竹叶青蛇同域分布。建议对该

蛇种群生态特征开展调查，进而制定有针对性

的保护措施。 

另外，对该标本解剖取样时，观察到肌肉

组织中有许多白色长条形的寄生虫，与杨光大

等（2014）介绍的曼氏裂头蚴（Spirometra 

erinaceieuropaei）十分相似，且在壶瓶山的一

些蛙类体内也观察到了寄生虫。相较其他区域，

壶瓶山保护区的两栖爬行动物种群似乎存在着

更为普遍的寄生虫感染现象，建议对该地区两

栖爬行动物健康状况开展深入的调查和分析，

进而制定缓解措施。 

致谢  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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