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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分工

编写分工

沈献慧

前言

总论:爬行纲简介.湖南省爬行纲动物的研究简史，爬行纲的进化史。

龟鳖目:龟鳖目的起源与特征，龟鳖目种类鉴别的主要依据，龟鳖目科的检索表，侧颈

龟亚目特征，曲颈龟亚目恃征，鳖科特征，鳖属特征及分种检索表，鳖属 3 种，平胸龟科特

征.平胸龟属 1 种，地龟科特征及分属检索表 ， 闭壳龟属特征，闭壳龟属 l 种，拟水龟属特

征，拟水龟属 2 种，眼斑水龟属特征，眼斑水龟属 l 种.关于湖南龟鳖目物种的讨论。

有鳞曰:有鳞目特征

蛇亚目:蛇亚目的特征，蛇亚目分类检索常用名词术语、蛇亚目分科检索表.蛇亚目各

科、属(除滞卵蛇属〉特征及检索表。

参考文献，中文名索引，学名索引，龟鳖目彩图。

叶贻云

蛇亚目 〈 与邓学建合作编写钩盲蛇属 l 种，闪鳞蛇科 1 种 ， 脊蛇属 2 种，腹链蛇属

7 种，林蛇属 2 种，两头蛇属 1 种，翠青蛇属 l 种，链蛇属 2 种，锦蛇属 7 种，滞卵蛇属特

征及滞卵蛇属 l 种，水蛇属 l 种，白环蛇属 1 种，颈棱眩属 1 种，小头蛇属 6 种，后棱蛇属

2 种，钝头蛇属 4 种，颈斑蛇属 1 种，紫沙蛇属 1 种，斜鳞蛇属 4 种，鼠蛇属 2 种，颈槽蛇

属 2 种，剑蛇属 2 种，华游蛇属 3 种，渔游蛇属 1 种，乌梢蛇属]种，环盹属 1 种，丽纹蛇

属 2 种，眼镜蛇属 1 种，眼镜王蛇属 1 种，白头罐属 1 种，亚洲蟆属 l 种，尖吻随属 1 种，

原矛头蟆属 2 种，莽山烙铁头属 l 种，烙铁头蛇属 1 种，竹叶青蛇属 1 种。

邓学建

蜻踢亚目 : 蝴蠕亚目的形态特征，虫Ifr喝亚目的起拥演化，断喝亚目的分类依据，虫扩I蜗亚

目分科检索表，最蜡科特征及分种检索表，霞贿科 4 种，壁虎科特征及分种检索表，壁虎科

3 种，石龙子科特征及分种检索表，石龙子科 6 种，崎蜡科特征，晰踢科 1 种，'1}..足蝴科特

征，双足晰科 1 种，蛇晰科特征及分种检索表，蛇蝴科 2 种。

晰蝠亚目彩图 ， 眩亚目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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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15. 8"C ~ 18. 7
0

C. 湘南

高'于湘北，湘东高于湘西，相差约 2"C 0 元霜期长 260~310 天。雨量充沛，各地年平均降

水量在 1000~ 1800mm o 地貌东、西 、 南三面环山 . 中部和北部为地势低平的洞庭湖盆地 ，

是江汉平原的一部分，全境呈马蹄形。境内水系完整，湘、贤、沉、温四水及其支流呈树枝

形和扇形汇人洞庭湖.流人长江。 植被基本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海拔较高处则为落

叶常绿混交林区域.湘南局部高山上则有华南 南岭区系的特点.高山针叶林j昆生于阔叶

林中。

概而言之，湖南全境气候温和，山地、丘陵 、 平原、温地、河流、湖泊交相嵌合.7K系

完整，植被成分复杂，有利于生物的生存和繁衍，孕育了丰富的物种，诱集到元数南飞的候

鸟 . 为我们保护和合理利用资由、提供了条件。

为适应生产的发展，资据合理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环境科学的要求，湖南省动物学界热切

希望编写一部地方动物志。动物志不仅服务于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可作为当前和今

后教学 、 科研的重要参考书籍。

1992 年成立了湖南省动物志编撰委员会，具体工作由湖南省动物学会承办 ， 得到了省

委、省政府、省直相关厅(局)和有关学会的支持，协商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编撰委员会 :

主任委员 尹长民 (湖南师植大学，教授J

副主任委员 沈献慧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何鸿恩(原湖南医科大学‘教授)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成源达〈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刘 多(原湖南医科大学.教授)

陈安国(原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

《湖南动物志》 计划编撰 5 卷. i十有 :

人体及动物寄生蠕虫

蜘蛛类

两栖纲

爬行纲

鸟纲雀形目

由于人事变迁及工作需要. 2004 年协商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编撰委员会 :

主任委员 尹长民(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副主任委员 沈献慧(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彭贤锦(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 湖 f~J动物志爬行纲

委 员以姓氏笔画布序

邓学建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戚惊达(湖南省畜牧兽民研究所.研究员)

刘 多(原湖南医科大学‘教授 j

杨道德(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 教授)

陈安国(原巾国科学院氏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 . 研究员)

胡同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计划增加《哺乳纲》 、 《 贝类》 卷

经各卷编者 16 年的努力.研究成果从 2008 年起将陆续付梓问世.令人振奋和鼓舞。 我

们能在省委和省政府的关怀下，在各方面支持下.为湖南省做一件有益的工作，以报答兰湘

四水人民的哺育之恩，无不感到宽慰。 在此‘我们还要对已故前辈顾自栋、唐{叶I璋、周宇

垣、梁启荣、:XiJ素姻寺和|司仁上义镜、王家雨表示敬意。 他们参加了早期的湖南动物的调查

研究，积累 f不少标本。

特别要感谢省委、省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刑这项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 J京省委书记，，~y青

束、杨正午啕原省民间伯华.省委书记张春贤，省长周强等省领导先后多次询问工作进展情

况.了解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指示职能部门给予专项经费支持。省财政厅、省教育厅 、 省

科技厅 、 省计委、省林业局、省农业厅、 省卫生厅先后给予了经费支持

还要感谢国家同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朱作言院士.在来湖南视察后给予的经费支持。

《湖南动物志》 编撰委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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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因大部地域在洞庭湖以南，故名 。 地处东经 108
0

47 ' ~ 

114 0 15' . 北纬 24 03 8' --30008'之间 ， 东以幕阜 、 武功诸山系与江西交界。 西北以武陵山脉毗

连重庆，南枕南岭与广东、广两相邻，北以滨湖平原与湖北接壤。 湖南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

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在 16
0

C ~ 18
0

C之间，冬寒期短，无霜期长，适宜植物和动物生

民与繁衍。 陆生脊椎动物地理分布属东洋界华中区东部亚区和西部亚区分界线地域，东西物

种交流，南北生物渗透 ， 动物资源丰富。但湖南省地处内陆，新中国成立前交通闭塞，与外

界交流甚少。外国动物学者很少进入湖南采集爬行动物，大多还是顺路在市场购买、收藏。

例如， 1 924 年. F. Werner 记录新化县有中华壁分布 1935 年， Pope 报道多位人士在湖南

省内岳阳、洞庭湖 、 城陵矶、长沙、湘乡 、 辰溪，武冈等地采集记录了 16 种爬行动物;

1945 年， H. P. Gl ass 记载在衡阳买到乌龟 ; 国内学者徐锡藩 1930 年将洞庭湖君山岛黄绿闭

壳龟命名为中华亚种 ， 等等。 总的来说，主要是在市场上调查，都没有进行深入调研。

新中国成立后潮南生物科学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期。当时湖南的生物科学教师主要集中在

国主师范学院和湖南大学的生物系. 195 3 年院系调整绝大部分都调进了新组建的湖南师范

学院生物系。调罄后 ， 大家都在为建设学校，提高教学质量而努力，湖南爬行动物研究学者

自然在为建成标本富而奋斗 。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周宇垣先生曾带师生前往广西大瑶山采

集标本，并采囚一批两栖爬行动物，很可惜来不及整理鉴定，周宇.Ii!先生就调往中山大学。

随后梁启巢、X1J素姻老师，带领王义皖、许援庆、胡忠信、谭衍生等利用海边实习的机会，

买回一批海龟、鳞蛇等制成标本。还有在湖南采回中华锦鱼、野猪、云豹 、 鹿及部队送来的

老虎等，也是这时做成标本，建成功物标本室。 1958 年，梁老师带 1956 级的学生去宁乡实

习 ，在穿过流沙河旅店时，突然看到一条很长的灰鼠蛇爬在墙上，梁老师随手就抓住蛇的颈

部，获得一条完整的标本，这是笔者第一次见到空手抓蛇。 1959 年，学生野外实习与湖南

省轻工业厅资惊调查结合 ， 如j素踊带队去慈利索溪峪，周昌乔带队去炎陵皮坑，沈献慧带队

去道县洪塘营乡楠竹坪、 江永摞口采集标本，采回的很多标本如尖吻蟆 (五步蛇)、紫灰锦

蛇都是湖南省内第一次采到 o 19 6 1~1963 年连续三年带学生去南岳衡山实习， 玉斑锦蛇也

是第一次在福严寺门口银杏树下来到。 ]9 6 4 年去宜章莽山采集标本，第一次尝试在晚上采

集蛇、蛙等动物。 以上几次实习都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恢复高考后，在教学过程中，把学生

实习与科研相结合，先后到南岳、舜皇山、紫云山 、 阳明山 、 桃、服洞、莽山 、 大|直 山等自然

保护区调查采集标本，为《湖南动物志》的编写作好准备。

1956 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 ， 高等学校教师耍一手抓教学 ， 一手抓科研。 20 世纪 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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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资il考察最大的困难是资料缺乏，新中国成立前研究报告少而分散，缺少系统论著，即

或有大多也是在国外用英文发表 . 很难找到，即使找到也没有复印设备供复印。当时梁启蜓

借到 Pope C. H. ((The Reptiles of China)) (1 935) 就是靠手抄写摘要及检索表供使用，我用

一本厚的笔记本才抄完这些摘要卡。在爬行动物研究中， 1959 年胡步青、黄美华等出版

《浙江蛇类志》是当时最常用的参考书。 1976 年浙江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

所、上海自然博物馆、浙江中医研究所合著《中国蛇类图谱儿 1982 年，在中国科学院成都

生物研究所胡椒琴研究员、赵尔巫研究员倡导下成立了中国两栖爬行功物学会，创办了《两

栖爬行动物学报>>，提供国内同行交流和互相学习的平台。 1 984 年 ‘ 胡椒琴等著作《中国动

物图谱一爬行动物》出版 ， 后来赵尔巫又主编了蛇蛙研究丛书系列.特别是《中国动物志

爬行纲)).还有赵尔~著《中国蛇类》等著作的出版在我国爬行动物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

程碑意义，缓解了资料匮乏的困境，也为《湖南动物志爬行纲》的编写提供 f理论基础，

并创立了榜样。

1965 年，根据前述调研结果，梁启朵、X1J素姻、周吕乔、民献慧在《中国动物学会三

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汇编》发表《湖南省爬行类的初步调查>).报道湖南省爬行类计

有 3 目 10 科 30 属 43 种(或亚种) ，其中新记录种有 27 种，这是湖南省第一篇系统的爬行

动物调查报告，接下来有多篇有关爬行动物的研究论文发表，标志着湖南省爬行动物研究进

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1976 年，赵尔应、江耀明发表《湖南省爬行动物初步名录及其

地理分布》报道湖南爬行动物 53 种，隶 3 目 1 0 科 31 属，湖南省新记录 7 种自后来，赵尔

巫又在宣章莽山发现蛇的两个新种一一莽山烙铁头蛇 Zhaoermia mω195hanensi s (Zhao. 

1990) (与陈远辉共同发表)和莽山后棱蛇 Opisthotrι小'5 cheni Zhao , 1999. 赵先生的研究

成果和他多次赠送给我们的著作 ， 为《湖南动物志爬行纲》的编写作出了贡献‘特此表示感

谢。 1979 年，周昌乔、叶贻云在鄙县(现炎陵县)采到海南闪鳞蛇 Xenopeltis hainanensis ， 是

湖南省的新记录种。 1981 年，梁启巢、X1J素娟、唐大由等发表 4湖南部县的爬行类调查报

告)).报道爬行动物 34 种，其中包括湖南省新记录种 12 种 。 1982 年，梁启巢、刘素娟、颐

辉青等发表《湖南省蛇类的新记录>>，报道湖南省蛇类新记录种 14 种(或亚种). 1990 年.

赵秀壁发表白条草蜻 Takydromus wolteri Fischer. 为湖南省的新记录种。 1991 年.陈远辉

发表《湖南省眼镜王蛇 Ophiophagus hannah 新记录 ))0 1 991 年，周工健、张轩杰，方志刚

等发表《鳖属一新种-一-1&鳖 Pelodiscus a:xenaria (Zhou , Zhang and Fang. 1991) )). 1993 年.

陈远辉发表《湖南莽山发现海南闪鳞蛇 Xenopeüis hainane-mis 与白头蛙 Azemiops j也吵。 1996

年，邓学建、叶贻云发表《湖南撕蜡亚目动物调查及区系分析及新记录)). 1997 年.唐业忠

发表《中国鳖科一新种一一小鳖 Pelodiscus ρaruiformis Tang. 1997 )). 1997 年，叶贻云、

邓学建发表《湖南省蛇类新记录五种>)0 1997 年，邓学建、叶贻云发表《湖南晰蝠类动物新

记录八种)) 0 1998 年，比献慧、莫小阳、邓学建发表《湖南省龟鳖动物 )) .报道湖南省的新

记录种有黄喉拟水龟 Mauremys m utica 、 眼斑;J<.龟 Saca l ia bealei 0 1998 年，邓学建、叶贻

云、杨道德发表《湖南省爬行动物新记录 2 种一一半叶趾虎 Hemiphyllωlaclylω yUn7w.nemis

和福建丽纹蛇 Calliophis kelloggi ))0 1998 年邓学建发表《湖南爬行动物区系与地理区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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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了湖南巳发现的 88 种爬行动物的名景，分析阐述了湖南爬行动物区系和地理区划。

21 世纪以来，湖南省老一代动物科学工作者都己退休，年轻一代通过多年的学习培养，

已成为主力军，是湖南动物学界的台柱，而更年轻的研究生正在努力学习，经受更多的锻

炼，为承担动物学研究工作做好准备，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发展。这是这一阶段的恃点。

2006 年，郭克疾、邓学建在《四川动物》 发表《湖南省蛇类一新记录))，报道了发现于

湖南永顺县小提保护区的平鳞钝头蛇 Pareω boulengeri 0 2008 年，郭克疾、米小其、邓学

建在《四川动物》发表《湖南省爬行动物新记录-一花尾斜鳞蛇 ))，报道了发现于湖南新宁

舜皇山保护区紫花坪的花尾斜鳞蛇大陆亚种 Pseudo:renodon stejneri slriaticaudatus 0 

2009 年，杨道德带领研究生康祖杰 、 熊建利 、 冯斌等人，在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进行了两栖爬行动物调查，发现湖南蛇类新记录两种一一 双全自环盹 Lycodon fasciαtus 

和颈槽蛇Rhabdophω nuchaLis 0 2010 年.费冬波、杨道德、宋玉成等发表《湖南省爬行动

物新记录两种一一海南棱蜻 Tropido phorus hainanω 和黑带腹链蛇 Amphiesma bitaeniata >>0 

2013 年 ， 胡明行 、 谭群英 、 杨道德发表《圈养尖吻蟆 Deinagkistrodon acutu s 雌体大小 、 窝

卵数和卵大小之间的关系 )) 0 (( 薪蛇(尖吻腹 Deinagkislrodon acu.tus) 幼蛇在自然捕食下的

人工饲养技术》于 2014 年获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杨道德在外省还做了多项爬行

动物调查研究并发现原矛头腹属一新种一一喜山原矛头煌。

本志的编写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 在湖南蛇类资源调查和多样性研究过程中，邹用和向

建军同学做了最初的整理工作，而黄黎黎、吉日锋 、 部艳 、 王帅林、徐竟迟 、 罗魏、刘奇同

学则以毕业论文的形式，整理和研究了湖南的蛇类。李自君、陈!田德、郭克疾、米小其、牛

艳东、周毅、任巍 、 王星 、 曾峰 、 刘汀、吴倩倩、任锐君 、 刘宜敏和梁栋等，均对湖南省爬

行动物的调查和标本来集做了大量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子祥、舒服和赵冬冬，在蛇

目书稿内容完善、文字校对和图片绘制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没有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

该书稿还静静地躺在抽屉里，在此，对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感谢湖南师范大学 ( 前身湖南师范学院)及生命科学学院 (原生物系 ) 历届党政领导长

期的关心支持，我们才能长期坚持这项研究。感谢我们的老师梁启盘、刘素描教授，是他们

开启 了湖南爬行动物研究的大门，做出杰出的成绩，培养引领我们从事爬行动物研究。还要

感谢我们的同行许搜庆教授 、 周昌乔教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杨道德教授，湖南师在E大学真

小阳教授、王斌教授，长沙理工大学李文健教授，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陈远辉馆长等，是

他们先后和我们共同在湖南爬行动物学研究中并肩战斗，共同来完成湖南爬行动物的研究。

感谢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科技厅，还有调查地各级政府办公室，有他们的支持和指导才可

能进行此项工作。特别感谢湖南省林业厅野保处、省内各级林业局及莽山自然保护区 、 八大

公山自然保护区 、 阳明山自然保护区 、 南岳衡山自然保护区 、 大围山自然保护区 ， 桃惊洞自

然保护区、壶瓶山自然保护区、黄桑自然保护区、都庞岭自然保护区 、 挂榜山自然保护区、

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 、 借母溪自然保护区、舜皇山自然保护区、乌云界自然保护区 、 天子山

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区管理处，还有许多林场以及林业站等业务部门所给予的帮助 、 关心和

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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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刘堤地、欧阳建文等对本志认真、细致地编辑、校对。

由于资料尚不全，某些种标本还不齐，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

大读者、同行学者及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有机会时改正.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沈献慧

20H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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