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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介绍贵州爬行动物101种(包括亚种)，分属3目13科43属。其

中，龟鳖目2科(龟科、鳖科)4属5种，蜥蜴目5科(鬣蜥科，壁虎

科、石龙子科，蜥蜴科、蛇蜥科)11属20种I蛇目6科(盲蛇科、蟒科，

游蛇科，眼镜蛇科、蝰科、蝮科)28属76种。附实物图片61张、插图111幅．

对常见种类的形态，食性，生殖器官、生活习性，生态环境以及分布情况

等，均作了描述和介绍。

本书是迄今对贵州爬行动物资源考察的系统总结，可供从事动物研究

的单位、大专院校师生以及农，林、外贸等有关部门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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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动物志》序

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国家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一个省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从

本省的实际出发，按照自然的和经济的规律制订发展规划，才能有的放矢，使其具有可

靠的科学基础。动物是可更新的资源，也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环节，必须加以保护和

合理利用，才能用之不尽，取之不竭，以保持人类赖以生存的优良环境。

贵州处于中亚热带湿润地区，隆起在四川盆地和广西丘陵盆地之间，西接云南高

原，东临湖南丘陵山地。境内山峦起伏，河流密布，大娄山、苗岭纵横全省，地形复杂，

植物繁茂，乌江、盘江分流南北，河谷深切，滩险水急。全省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凡此种种自然条件，均有利于动物的生存和繁衍，其种类之众多，

资源之丰富，可以想见。但过去有关动物的调查，或限于时日，或拘于地区，零星者居

多，缺乏全面系统的探讨。如何查清这些资源，使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实为当

务之急。

1974年春，在贵州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及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下，由遵义医学院

伍律教授组织我省有关专业人员，前往云雾山区进行了综合考察。同年秋，成立了

<贵州动物志》编委会，由伍律教授任主编，金大雄教授和郭振中教授任副主编，并

拟订计划，分工如下：遵义医学院负责两栖类、爬行类的撰写工作，并主持鱼类的调查

及撰写工作，贵州省博物馆负责鸟类的撰写工作；贵阳医学院负责蚤目，吸虱目、蜱螨

亚纲、蚊科、食虫目、翼手目、啮齿目的撰写工作，贵阳师范学院负责灵长且、鳞甲

目、兔形目、食肉目、偶蹄目的撰写工作，贵州农学院负责主持农林昆虫的调查及撰写

工作，贵州省兽医研究所负责家畜蠕虫的撰写工作。调查工作进行七年多，其范围包括

30多个县(市)采集各类标本数万号，共计2455种(包括亚种)。撰写工作历时近四年。脊

椎动物部分由伍律教授审改定稿；医学动物及农林昆虫部分由金大雄教授和郭振中教

授分别审改定稿。

在调查工作中，得到了贵州省林业厅、贵州省农业厅、贵州省外贸局、贵阳市黔灵

公园和各地(州)、市、县有关部门以及国内有关研究所、大专院校的大力协助和支持。

书稿撰写过程中，贵州人民出版社有关同志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贵州省科学技术委员

会朱煜如、黄威廉、刘屹夫，达 昭，安迪伟、徐用武、胡培荣等负责同志经常给予指

导，并帮助克服工作中的困难。杨仙楹、李德俊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贵州动物志》能够

问世，是和以上单位的支持以及有关同志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谨此一并致谢。

由于经验不足，水平有限，缺点错漏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

《贵州动物志》编委会

·矿 198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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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上—王．

刖 雷

贵州爬行类资源十分丰富，前人已作过一些研究，但局限于部分地区。较全面的调

查开始于1974年，参加野外工作的专业人员有伍律、李德俊、董谦、须润华、刘积琛及

赵执桴等。历时八年，共调查了33个县(市)以及黔北的梵净山、黔南的云雾山和黔东

南的雷公山。在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广大群众的协助下，采获爬行动物标本5940号，

经过计量及分类鉴定，连同前人的研究结果，合计有101种(包括亚种)，分属3目13科

43属。其中，龟鳖目有2科(龟科、鳖科)4属5种，约占全国种数的21％，与湖南同

居各省区的第十位，蜥蜴目有5科(鬣蜥科、壁虎科、石龙子科、蜥蜴科、蛇蜥科)

11属20种，约占全国种数的17％，居各省区的第八位，蛇目有6科(盲蛇科、蟒科，

游蛇科、眼镜蛇科、蝰科、蝮科)28属76种，约占全国种数的43％，与广西同居各省区

的第三位，仅次于广东与福建。此外，还有地方志所记载的4种(冠、壁虎，大壁虎、水

赤链游蛇)没有计算在内。并对常见种类的食性、生殖器官、生活习性及生态环境等作

了一些观察。

本志初稿完成于1981年，承浙江医科大学黄美华副教授、福建医学院蒋龙富同志审

阅和提供宝贵意见，最后由伍律教授修改定稿。书中照片系金德明、徐文伦、胡荣进

等同志拍摄。在编写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上海自然博物馆等单位曾提

供资料，并在查对标本上给予方便，均此致谢。
‘

编著者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编著者

1982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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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爬行动物的研究简史

龟鳖目的形态及分类特征

蜥蜴目的形态及分类特征

蛇目的形态及分类特征

贵州爬行动物区系及地理区划

李德俊

贵州蜥蜴目科属种检索和描述

蜥蜴目：鬣蜥科、壁虎科、石龙子科．蜥蜴科，蛇蜥科

贵'k11蛇目科属种检索和描述

蛇目：游蛇科(小头蛇属、翠青蛇属、后棱蛇属、颈斑蛇属、斜鳞蛇

属，鼠蛇属，剑蛇属，乌梢蛇属、林蛇属、瘦蛇属、紫沙蛇

属)．眼镜蛇科，蝰科，蝮科

刘积琛

贵州龟鳖目科属种检索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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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锦蛇属，白环蛇属，颈棱蛇属、游蛇属)

中文索引

外文索引

贵州爬行动物采集地及地理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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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动物概说

爬行动物是脊椎动物最先登陆的类群，它起源于古代两栖类。在距今约两亿七千

万年前的地层中，曾发现一种叫做蜥螈Seymouria的化石。它的头骨很象两栖类，有

上颞骨和间颞骨，还具有耳缺Otlc notch，颌缘也有迷齿类的尖齿}另一方面，它的

侧椎体增大，间椎体缩小，有两个骶椎，趾式为2-3-4-5-3(4)等等，却又是原始爬

行动物的特征。这证明爬行类和两栖类有着系统进化的关系。但蜥螈出现的时期是在

二迭纪，而真正的爬行动物化石已经在石炭纪晚期的地层中发现，这比前者要早几千万

年，所以，蜥螈不可能是爬行类的直接祖先，至多不过是爬行类的近亲而已。目前，

一般认为爬行类很可能是由两栖类的石炭螈目Anthracosauria进化而来的，尤其是

其中的蜥螈亚目Seymouriamorph，它包括蜥螈和更早一些的原始类型。爬行类从这些

原始类型演变出来的时期，大约是在三亿年前的晚石炭纪。 一

爬行动物的皮肤没有或很少有腺体，密河鼍Alligator mfssfs酊ppfPns妇在背中线两

侧各有一行退化的腺体，功能不明。龟类在下颌腹面和背腹甲间、蛇类和鳄类在泄殖肛腔

内常有臭腺，雄蜥蜴在股的内侧有股腺，这些腺体可能和其性生活有关。体外被复的角

质鳞能进行周期性蜕换。部分蜥蜴、鳄类、龟鳖类及恐龙类在真皮内还有骨板。

爬行动物的头骨除兽孔目Therapsida夕b，都只有一个枕髁，这在鳄类由基枕骨构成，

而在龟鳖类、蛇类及蜥蜴类则由基枕骨及外枕骨的一部分构成。除杯龙目Cotylosauria及

龟鳖目Testudoformes没有颞孔外，其他种类均有一个或两个颞孔。这是爬行类区分

高级分类单元的主要特征。其下颌骨左右两半连接的方式有三种：．一种见于龟鳖目，左

右两半完全愈合成为一块，另一种见于喙头目Rhynchocephaliformes、蜥蜴目Lacer-

tiformes及鳄目Crocodillformes中，左右两半以骨缝相密接；还有一种见于蛇目

Serpentlformes中，左右两半以韧带相连，有弹性，可以移动，蛇类口能张大与此有

关。另外，腭骨和翼骨，关节骨．方骨和鳞骨均为可动关节，也有助于口的张大。

爬行动物椎骨的主体为侧椎体，间椎体已缩小或消失。椎体有四种型式，其中两凹

型为原始类型，前凹型为主要类型。在现存种类中，喙头类为无凹椎体，蛇类和蜥蜴类

(壁虎科为两凹椎体)为前凹椎体，鳄类为前凹及无凹椎体。第一颈椎为环椎，第二颈

椎为枢椎，环椎与枕骨髁相关节，枢椎前端的齿突则与环椎构成能左右转动的关节。现

存种类骶椎只有两个，已绝灭的翼龙目Pterosaurla则有3-7个骶椎，恐龙目Dinosauria

可多达十个。许多种类具有肋骨，有的肋骨与胸骨相连，构成胸廓(蜥蜴类)，有的则与

背甲愈合，形成肋板(龟鳖类)，有的腹端游离，以肌肉和腹鳞相连(蛇类)。

具有四肢的种类，为五趾型，有的发达，有的退化，其基本趾式为2-3-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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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种类而有所不同。

爬行动物因体外被有鳞片或骨板，不可能兼营皮肤呼吸，肺的构造较复杂，呼吸所得

氧气已能满足全身的需要。龟鳖类及鳄类的肺前部有肺泡，其呼吸方式和蛙类的相似，

但其肋间肌及颈部的运动亦有助于呼吸。蜥蜴类及蛇类只有肺的周围部分有肺泡，蛇类

左肺且有退化或消失的。有些蜥蜴的肺象鸟类的那样，后端形成气囊。蜥蜴和蛇均借助

于肋间肌的动作而进行呼吸。 、‘

爬行动物的口腔，除龟鳖类外，都有牙齿。口腔腺发达，舌多着生于口腔后部。龟

鳖类及鳄类的舌，伸缩性很小，蜥蜴及蛇的舌则能伸出口外。由于硬腭的形成，内鼻孔

向后移位，靠近咽部，硬腭背面的口腔部分成为鼻咽道，专为呼吸之用。食管内具有许

多皱褶，蛇类之能吞入大的动物，就因为有这种结构。龟鳖类的食管还具有角质乳突，

尖端向后，有利于吞食。蛇类的胃是一直管，较肠稍粗，鳄类的胃比较发达，具有厚

壁。

爬行动物的心脏分为两心房两心室。但心室内具不完全分隔(鳄类为完全分隔，但有

潘氏孔)。其腹主动脉已纵分为三，成为肺动脉及左右主动脉的基部，而蜥蜴中有少数种

类与有尾类相似，仍具有第五动脉弓。 、

排泄器为后肾，尿由输尿管输送到泄殖肛腔，胚胎时期的中肾管变为成体的输精管

不再输尿．龟鳖类及部分蜥蜴具有膀胱，但蛇类及鳄类没有膀胱。

爬行动物的大脑及中脑较发达，已盖住间脑。大脑半球在原脑皮与旧脑皮之间已出

现新脑皮。脑神经12对，比两栖类多一对副神经及一对舌下神经。除少数种类外，均有

外耳道，有的还具有雏形的外耳壳，内耳的听壶已有弯曲，但四肢退化的种类不仅外耳

道、连中耳也已退化。嗅觉大都发达，有的种类具有锄鼻器。除蛇类及部分蜥蜴外，跟

具有上下眼睑、瞬膜及泪腺，多数种类的眼有巩膜软骨及骨质片。某些爬行动物，例如

喙头目的楔齿蜥Sphenodon还保留有顶眼Parietal eye。

‘雄体具有交接器，有的单个(龟鳖类及鳄类)，有的成对(蜥蜴类及蛇类)。体内受

精，卵生或卵胎生，产出的卵具有坚韧的卵壳。胚胎发育时，卵内形成胎膜(羊膜、浆

．膜和尿囊)，羊膜包围整个胚胎，羊膜与胚胎之间的羊膜腔充满羊水，使胚胎在恒定的液

体环境中生长发育。从卵孵出或直接从母体产出的幼仔，即能独立生活。

爬行动物的分类比较复杂，各家意见难以一致，亚纲或大类型之间，通常是以头骨

颞孔的有无及多少来划分的。这种分法尽管还不够完善，但有助于理解爬行纲各大类型

之间的关系。其分类系统如下·

．一
●_

爬行纲Reptilia

Reptilla Laurent 1768 Synops．Rept．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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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Pholldota Merrem 1820 Tent．Syst．Amph．5．

Monopnoa Fitzlnger 1826 Neue．C1assif．Rept·3· 一．

Haplonoa Leuckart 1841 Z001．Bruchst．I：31·

无颞孔亚纲

上颞孔亚纲

下颞孔亚纲

双颞孔亚纲

图1 爬行类四亚纲头骨示意图

1．眶后骨2．鳞骨3．后额骨4．轭骨5．上鞭骨6．顶骨

一．无颞孔亚纲Anapsida头骨上没有颞孔o 。

，-

。

1．杯龙目Cytolosaurla为爬行纲的原始种类，生存于石炭纪到三迭纪。

2．龟鳖目Testudoformes龟鳖类及已经绝灭的正南龟Eunotosaurus等’生存予三

迭纪到现代。

3．中龙目Mesosauria古老的水栖爬行类动物，生活于三迭纪。

二．下颞孔亚纲Synpslda头骨的眶后骨和鳞骨的下(腹)方有一颞孔，是和哺乳

类相似的爬行动物． ，

4．盘龙目Pelycosaurla．早期似兽爬行类，生存于石炭纪到三迭纪。

5．兽孔目Therapslda似兽爬行类，生存于三迭纪到侏1罗纪。

三．上颞孔亚纲Parapsida头骨的眶后骨和鳞骨的上(背)方有一颞孔，多为淹栖

爬行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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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原龙目Protorosaurla为原始类型，生活于二迭纪到三迭纪。 、， ．

7．蜥鳍目Sauropterygia海栖爬行动物，生存子三迭纪到自垩纪。

8．摇齿龙目Placodontla以软体动物为食物的爬行类，生活于三迭纪。

9．鱼龙目Ichthyosaurla鱼形海栖爬行动物，生存于三迭纪到白垩纪。 、

四．双颞孔亚纲Diapsida头骨两侧，眶后骨和鳞骨的上(背)方及下(腹)方各

有一颞孔。

10．始鳄目Eosuchia为原始类型，生活于二迭纪到新生代古新世。 ．·

11．喙头目Rhynchocephaliformes生活于三迭纪到现代，仅残存楔齿蜥Sphenodon

punctatum一种。
一

-、

12．蜥蜴目Lacertlformes生存于三迭纪到现代． ．

13．蛇目Serpentiformes生存于白垩纪到现代。

14．槽齿目Thecodontia为原始类型，生活于三迭纪。

15．鳄目Crocodiliformes生活于三迭纪到现代。

16．蜥臀目Saurischia为蜥龙类的恐龙，生存于三迭纪到白垩纪。

17．鸟臀目Ornithlschla为鸟臀型腰带的恐龙，生活于三迭纪到白垩纪。

18．翼龙目Pterosaurla能飞行的爬行动物，生存于侏1罗纪到白垩纪。

爬行动物从中石炭纪出现后，逐渐发展，到了中生代极度兴盛。在白垩纪，除已灭

绝的外，共有12个目，即杯龙目、龟鳖目、蜥鳍目、鱼龙目、始鳄目、喙头目、蜥蜴目、

蛇目、鳄目、蜥臀目、鸟臀目及翼龙目，种类繁多，适应予海陆空各种生态环境。但

在中生代末期，由于内因和环境中各种因素剧烈变化的影响，渐趋衰落，只剩下6

目，其中始鳄目不久也绝灭了。能从新生代早期一直延续生存到现代的仅有5个目，即

喙头目、鳄目、龟鳖目、蜥蜴目及蛇目。喙头目只有一个属一个种，即楔齿蜥，生活于

新西兰及其附近的岛屿上。余下4目，约有5，700多种，其中鳄类有25种，龟鳖类约240

多种，蜥蜴类约有3，000多种，蛇类约2，500多种。贵州无鳄类动物，仅有龟鳖，蜥蜴及

蛇3目。分类检索如下：
一

·

1．体短而扁，尾短，背腹均有骨质硬甲，上下颌无齿，颌缘被角质硬鞘，左右下颌愈合

为一，外鼻孔在吻端，四肢粗壮，侧出，短而能爬行，肢带常在肋骨内侧，交接器单

一，头骨上无颞孔，亦无顶孔⋯⋯⋯⋯⋯⋯⋯⋯⋯龟鳖目TESTUDOFORMES(12)

体尾都长，表面被覆瓦状排列的鳞片，无硬甲，上下颌有齿，如有肢带，则位于肋骨

外侧，交接器一对，头骨上有双颞孔，顶孔或有或无⋯⋯⋯⋯⋯⋯⋯⋯⋯⋯⋯⋯⋯2

2．具有四肢，无四肢时必有肢带，左右下颌骨以骨缝紧密联结，一般都有眼睑及鼓膜，

头体长小于尾长，尾部常有一断折点⋯⋯⋯⋯⋯⋯⋯蜥蜴目LACERTIFORMES(26)

没有四肢或只有后肢残余，左右下颌骨以韧带相连，无眼睑及鼓膜，头体长大于尾长，

尾部无断折点⋯⋯⋯⋯⋯⋯⋯⋯⋯⋯⋯⋯⋯⋯⋯⋯⋯蛇目SERPENTIFORMES(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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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爬行动物主要类群的进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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