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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俞蛇科志

二 、森蛇-" (Genus HαemαtopotαMeigen， 1803 ) 

图 10 触角麻蛇

(HaemωOpOlα anlennatα) 

图 13 苍白麻蛇

(HaemωOpOlα pallens) 

图 16 土耳其麻蛇

(Haematopotα turkestanica) 

图 11 脱粉麻蛇 图 1 2 甘肃麻此

(Haemωopotα desertorum) (HaemωOpOlα kansue旧时)

图 14 祁连山麻此 图 I S 塔氏麻蛇

(Haemωopotα qiliαnshanensis) ( Hαemωopotα tame rlani) 

图 17 低额麻蛇 图 18 骚扰麻女主

(Haematopolαωtulωα ( Haematopota vexωi1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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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黄吉'r:.4 (Genus A tylotus Osten-Sacken, 1876) 

图 19 黄条黄蛇

(A tylotus jlαvoguttωω) 

图 2 1 骚扰黄

(A tylotus miser ) 

图 23 黑脸黄蛇

(A l)'lotω rus ticω) 

图 20 霍氏黄蛇

(A tylotus horvαthi ) 

图 22 淡Sit黄蛇

(Atylotus pa1litar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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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瘤蛇属 (Genus Hybomitra Enderlein, 1922) 

图 24 高 山 瘤蛇

(Hybomitrααlticola ) 

图 27 全黑瘤蛇

(Hybomitra holonigera) 

图 30 白 t象瘤蛇

(Hybomitrα mαrginialbα) 

图 25 柑黑瘤蛇

(Hybomitrα baplwscolα) 

图 28 甘肃揭蛇

CHybomitra kansui) 

图 31 蜂形 F毒蛇

(Hybomitra mim叩is)

图 26 膨条瘤女主

(Hybomitra expollicαω) 

图 29 六盘山瘤蛇

(Hybomitr<α liupαnshαne nsis ) 

图 32 峨山癌拉

CHybomitra minslwnensis) 



图 33 交额瘤女主

(Hybomitra montanα) 

图 36 峨眉山瘤蛇

(Hybomitra omeishanensis) 

图 39 懒行瘤蛇

(H ybomitra lradigradα) 

图 34 亮脸瘤女主

(Hybomitl α niteloJαc~ωα) 

图 37 祁连山瘤蛇

(Hybomitra qilianshanensis) 

图 40 寨氏瘤蛇

(Hybomitra zαùzevi) 

图 35 赫尾瘤蛇

(Hybomitrα ochrotermα) 

图 38 青海瘤蛇

(Hybomitrα qinhαiells 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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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蛇" (Genus Tahanus Linnaeus, 1758) 

图 4 1 原野蛇

( TabanωαnU1en旧)

图 44 佛光蛇指名亚种

(Tabanus budda buddα ) 

图 47 汉氏蛇

( T.αbanω hαysi) 

图 42 宝鸡蛇

( Taban山 banjiens必)

图 45 朝鲜挝

( Tabanω coreanus ) 

图 48 杭州蛇

( T，αbanus hongchowensis) 

图 43 缅甸灶

(Tabanus birrrUJl1,icus) 

图 46 斐 氏蛇

( T.αbαnus filipje川)

图 49 鸡公山蛇

( Tabanω jigongslwnensis) 



图 50 里氏蛇

(Tabanω leleani) 

图 53 中华蛇

(T，αbanω mGJLdarinω) 

图 56 灰背蛇

(Tabanω o1Wi) 

图 51 线带蛇

口协αnus lineωαenLα) 

图 54 峨山女主

(Tabanω minshαnens比)

图 57 副菌蛇

(Tabanus parabαctrianω) 

图 52 庐山蛇

(T，αbanω lus hane ns is ) 

图 55 日本蛇

(Tabanω nipponicus) 

图 58 秦岭蛇

(Tabanω qinlingen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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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多芝}-蛇

(T，αbamω5αbulelorum) 

图 62 华丽蛇

(Tabanus splendens) 

图 65 渭河蛇

(Tabanω weiheensis ) 

图 60 山东拉

(J'，αb anus s handunge ns is ) 

图 63 亚柯蛇

(Tabanω subcordiger) 

图 6 1 重脉女主

(Tabanω s ignatip e nnis ) 

图 64 天目山蛇

(T，αbanωμanmωhα阴阳is)



内容提要

《甘肃蛇科志》是甘肃省现阶段蛇类研究的系统总结。 共记载蛇科 2 亚科 6

属 83 种(包括亚种) ，分两篇，第一篇为总论，包含蛇科的研究简史、鉴别特征、

分类系统、区系特点、生物学、医学重要性、防治、调查与标本制作方法。 第二篇

为各论，记载蛇科 2 亚科 83 种(包括亚种) ，即斑蛇亚科 Chrysopsinae :斑蛇属

Chrysops 10 种;蛇亚科 Tabaninae:麻蛇属 Haematopotα10 种、黄蛇属 Atylotus 6 

种、瘤蛇属 Hybomitra 27 种、蛇属 Tabanus 29 种和指虫亡属 Isshikia 1 种 。 每一蛇

种均包括学名、鉴别特征、形态描述、观察标本、生物学、地理分布、讨论分析和

医学意义等项内容。 书中附有各级分类阶元的检索表。 书中附有插图 114 幅和

图版图 65 幅 。 /

蛇科是重要医学害虫之一，是写传染性贫血病、锥虫病、野兔热和炭瘟等

病的传播媒介，有重要的医学、兽医学意义，也是影响农、林、牧业经济发展的

重要害虫 。 本书可供从事昆虫学、寄生虫学、流行病学、地方病和畜牧兽医等工

作人员及科研、教学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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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此类是重要的医学昆虫之一，也是兽医昆虫的组成部分，与医学和兽医学有密切关

系，在甘肃省有近 80 年的研究历史 。 《甘肃省双翅目蛇科志》是作者对甘肃省现阶段蛇类

研究的系统总结，也查阅、分析和考证了前人文献资料 。 共记载生t科 2 亚科 6 属 83 种(包

括亚种) ，分两篇 ， 第一篇为总论，包含蛇科的研究简史、鉴别特征、分类系统、区系特点、生

物学、医学重要性、防治、调查与标本制作方法 。 第二篇为各论，记载蛇科 2 亚科 83 种(包

括亚种 ) ，即斑蛇亚科 Chrysopsinae : 斑蛇属 Chrysops 10 种 ; 此亚科 Tabaninae : 麻蛇属

Haematopota 10 种、黄蛇属 A tylotus 6 种、瘤此属 Hybomitr，α 27 种、蛇属 TabQJ1ω 29 种和指

蛇属 Isshikia 1 种 。 每一此种均包括学名、鉴别特征、形态描述、观察标本、生物学、地理分

布、讨论分析和医学意义等项内容。 书中附有各级分类阶元的检索表，对某些同物异名、同

名异种和错误记载作了讨论和注清 。

此种描述是根据采自甘肃省的标本，并尽可能地核对其他省的标本 ， 对个体变异给予

了关注 。 蛇种名称和形态名词，主要是沿用王遵明主编的《中国经济昆虫志》和许荣满、孙

毅主编的《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五十九卷双翅目此科)(2013 )所采用的名称和名词 。

《甘肃此科志》得以与读者见面，首先源于全军医学科研"十一五 "计划专项基金的资

助，并得到兰州军区卫生部和兰州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 ;也得

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等五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惠赠

文献资料 ，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学研究所著名蛇科专家许荣满研究员和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著名蛇科专家王遵明研究员惠赠有关标本和文献资料，尤其在书稿完成

初稿后得到许荣满研究员的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们逐一作了修改完善 ; 虞以

新、吴元钦、于心、陈汉彬和台湾的连日清等诸位教授在文献方面曾给予支持和帮助 ，在此

一并深表谢忱 !

本书编写过程 中 ，尽力避免差错 。 但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加之涉及面广、工作量较大 ，

遗漏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 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

编者

20]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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