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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清白环蛇恢复为有效种兼记黑背

白环蛇大陆亚种

! ! "##I 年底，@,4;0 等合作在《R.,P6?’0 X,,0,4(》上

发表黑背白环蛇新亚种———大陆亚种 !"#$%$& ’()*+,
’-+. -/%.+(* 和新种———食蛇白环蛇 !"#$%$& $0).$0),
-1(*；恢复 2.&$%$& 3(+*.&14&*.* 的有效性并将其改隶

白环蛇属，称福清白环蛇 !"#$%$& 3(+*. &14&*.*［$］。

至此，黑背白环蛇 !"#$%$& ’()*+’-+. 种组包括 G
种另 $ 亚种。

$）豆蔻山白环蛇 !"#$%$& #-’%-5$54&*.* B’0=.(
’/Q YZ<=;.，"##"。模式产地：柬埔寨菩萨省菲奴姆

·萨姆库斯野生动物保护区。已知分布地：柬埔寨

菩萨省，泰国春武里府。

"）福 清 白 环 蛇 !"#$%$& 3(+*.&14&*.* （ [,P;，

$I")）。模式产地：中国福建省福清县。福清白环蛇

系 [,P; 于 $I") 年依据我国福建省福清县（ 今福清

市）灵石寺周边地区标本 ""（ 正模 K&7O *N$#G，

副模 K&7O *N$#%，见图 $ 发表的新种［"］。[,P; 于

$I*% 年将其作为黑背白环蛇同物异名［*］；长期以

来，国内外学者均按照 [,P; 的分类意见，将其视为

无效种。

近年来，多国学者在越南不少地区再次采到若

干该种，经 @,4;0 等研究比较，发现该种与黑背白环

蛇存在稳定的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差异，遂恢复其

种名的有效性，并将其改隶白环蛇属。@,4;0 核查大

不列颠自然历史博物馆存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黑背白环蛇”的标本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模

式标本吻合；"#$# 年 * 月罗键核查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馆藏湖南省宜章县莽山自然保护区的“ 黑背白环

蛇”的标本亦符合福清白环蛇描述，均应修订为该

种；"#$# 年 * 月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张亮从采自广

东南岭自然保护区的白环蛇标本中也检出该种（ 个

人通讯）。其已知分布地为：中国福建省福清灵石

寺、湖南省宜章莽山自然保护区、广东省南岭自然保

护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凤凰山、石岗和大埔滘，越

南永福省三岛国家公园、北氵件省银山、老街省、河

静省、广平省丰芽F格邦国家公园。

图 $! 中国福建省福清市灵石寺的福清白环蛇副模标本

（K&7O *N$#%，"）

*）多 环 白 环 蛇 !"#$%$& 5(6+.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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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产地：日本冲绳县琉球群岛石垣岛。该

种曾长期作为黑背白环蛇亚种，现已升格为种。已

知分布地：日本冲绳县琉球群岛先岛诸岛八重山列

岛的西表岛和石垣岛以及宫古列岛的宫古岛。

$）食蛇白环蛇 !"#$%$& $’()$’(*+,- %&’()，*+,
-./，0+12()3，415&678+，9&:-+)，;(6/:.<，%1，+6/ =.(,
’)(:，>??"。模式产地：泰国南部攀牙府考兰,林如国

家公园林如瀑布。已知分布地：泰国马来半岛克拉

地峡以南的春蓬府、拉廊府、攀牙府。

@）少环白环蛇 !"#$%$& ’*,#).*-#)*/,-（A(6/+8)，
!"$#）。模式产地：越南顺化市以南 @? 公里的承琉。

已知分布地：越南中部承天,顺化省、广平省丰芽,格
邦国家公园。

B）黑 背 白 环 蛇 !"#$%$& 0,(-/0*/) （ C.3D8(:，
!EEB）。模式产地：中国台湾省南部。种下划分为 >
个亚种，即指名亚种 !"#$%$& 0,(-/0*/) 0,(-/0*/)（C.3,
D8(:，!EEB），已知分布地为中国台湾省；大陆亚种

!"#$%$& 0,(-/0*/) *1%)/,- %&’()，*+-./，0+12()3，41,
5&678+，9&:-+)，;(6/:.<，%1，+6/ =.(’)(:，>??"，模式

产地为越南广平省丰芽,格邦国家公园乌波地区。

大陆亚种的正模 =CFG EB$@!（"）由 =.(’)(: 采

自越南广平省丰芽,格邦国家公园乌波地区；副模 #
号：=CFG >##B#（#）（图 >）采自中国福建省武夷山

市 挂 墩（ 即 H&1)(6’(:，!E"B：“ 2)&$%$& -3’/3&/0)$&*4
5)-”）；=FH B@$@$（#）采自中国广东省韶关市龙头

山（即 F())，!">>：“2)&$%$& -3’/3&/0)$&*5)-”）；F9;9
>??BI ?$#B（"）%&’() 采自越南永福省三岛［!，$］。大

陆亚种的已知分布地为：中国江苏、浙江、安徽、福

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省、市，北京市小龙门和海

南省吊罗山的标本则尚有待进一步研究；越南永福

省三岛国家公园、广平省丰芽,格邦国家公园。

黑背白环蛇种组及广义双全白环蛇检索如下。

!J 颊鳞入眶 双全白环蛇 !6 .*-#)*/,- ’:&1K!!!
!H 颊鳞不入眶 >!!!!!!!!!!!!!!
>J 身体具 !> L !# 个环，尾部具 B 个环

豆蔻山白环蛇 !"#$%$& #*0%*7$73&-)-
!!!!!

!!!!
>H 身体超过 !# 个环，尾部超过 " 个环 #!!!!
#J 身体前部背鳞达 !" 行，身体具 !$ L >@ 个环

少环白环蛇 !"#$%$& ’*,#).*-#)*/,-
!

!!!!!
#H 身体前部背鳞 !M 行，身体超过 !E 个环 $!!!
$J 至少有 > 行背鳞起棱 @!!!!!!!!!!

图 >N 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挂墩的黑背白环蛇大陆亚种

副模标本（=CFG >##B#，#）

$H 所有背鳞均平滑 M!!!!!!!!!!!!
@J 腹鳞 >>" 或更多，身体超过 @# 个环

多环白环蛇 !"#$%$& 7,5/).*-#)*/,-
!!!!!

!!!!!
@H 腹鳞不到 >>"，身体不到 $M 个环 B!!!!!
BJ 尾长与全长之比雄性为 ?I >>? L ?I >$E，尾下鳞

雄性 !?@ L !!$，第一白环始于第 E L !B 个腹鳞，中

国台湾特有

黑背白环蛇指名亚种 !"#$%$& 0,(-/0*/) 0,(-/0*/)
!!!!!!!!!!!!!!!!

BH 尾长与全长之比雄性为 ?I >?E L ?I >#M，尾下鳞雄

性 "? L !??，第一白环始于第 !> L !M 个腹鳞，目前

分布于亚洲大陆

黑背白环蛇大陆亚种 !"#$%$& 0,(-/0*/) *1%)/,-
!!!!!!!!!!!!!!

MJ 尾下鳞超过 EB，腹鳞超过 >!?，第一白环始于第

>@ L >E 个腹鳞 食蛇白环蛇 !"#$%$& $’()$’(*+,-!
MH 尾下鳞不到 EE，腹鳞不到 >!?，第一白环始于第

!# L >! 个腹鳞 福清白环蛇 !"#$%$& .,/-)&+3&-)-!!

> 中越边境地区发现蛇类新种———越

北原矛头蝮

N N >??" 年初，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动物研究所

O:)&-、俄罗斯图拉动物馆 AP+Q&- 和越南科学技术院

越南国家自然博物馆 9’1P(6 合作在《A133.+6 R&1:,
6+) &S ;(:K(7&)&’P》上发表原矛头蝮属 80$/$1$/(0$’-
的一个新种———越北原矛头蝮 80$/$1$/(0$’- /0,&+4
9(*&(3&-)-。该种的正、副模（!#!"）均采自越南东

北部海拔 @?? L M?? 5 的喀斯特地区，模式产地为高

平省重庆县重庆自然保护区［@］。

新种全长 M?? 55 左右（ 正模 =T40 >@#@!（C6
!>#），#，见图 #）@"! U !$> 55，副模（ TVHA JI ?"?!

（C6 !>$），"）@MB U !># 55），背部和头部呈浅灰

棕色，体背和尾部有 MB L E$ 条深棕色斑，腹部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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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近尾处黑色，尾末端无红斑。

图 !" 越南高平省重庆县重庆自然保护区的越北原矛头蝮

正模标本（#$%& ’(!()（*+ )’!），#）

目前仅知其产于模式产地。由于该地紧邻中国

边境（模式产地距中国边界仅 ’ , ! -.），笔者估计

该种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也应有分布，但

此推测有待调查核实。

中 国 境 内 已 知 原 矛 头 蝮 属 物 种 分 布 名 录 如

下［/］。

)）角 原 矛 头 蝮 !"#$#%#$&"#’( )#"*+$+(（ %.012，

)3!4）。模式产地：越南北部东京（ 又称北圻）地区

的番西邦峰。中国境内已知分布地：湖南省（ 产地

不详），广东省乳源县南岭自然保护区的五指山和

天井山、英德市石门台自然保护区，贵州省荔波县

（据该县茂兰自然保护区覃龙江同志提供的信息，

’4)4 年 5 月 3 日该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翁昂片区海

拔 544 , 644 . 处采到 ) 号标本，为贵州省蛇类新纪

录）。

’）菜花原矛头蝮 !"#$#%#$&"#’( ,-".#*//（78+129:，
)65(）。模式产地：印度梅加拉亚邦阿萨姆卡西丘

陵。中国境内已知分布地：山西、河南、湖北、湖南、

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等省、

市、自治区。

!）缅北原矛头蝮 !"#$#%#$&"#’( 01+2%1)0/（%.012，

)3;4）。模式产地：缅甸金三角北部补脑登。中国境

内已知分布地：西藏自治区林芝、墨脱、错那等地。

;）莽 山 原 矛 头 蝮 !"#$#%#$&"#’( 31*4(&1*-*(/(
（#2<=，)334）。模式产地：中国湖南省宜章县莽山

坪坑。中国境内已知分布地：湖南省宜章县莽山保

护区，广东省乳源县南岭保护区八宝山、乐昌县粤北

保护区。

(）原矛头蝮 !"#$#%#$&"#’( 3+)"#(5+131$+(（><+?

1=:，)6!3）。模式产地：印度那加兰邦阿萨姆那加丘

陵。中国境内已知分布地：浙江、安徽、福建、台湾、

江西、河南、湖北（兴山县以及通山县九宫山自然保

护区）、湖南、广东、海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西藏（藏南地区）、陕西、甘肃等省、市、自治区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塘、企岭下地区。

/）乡城原矛头 蝮 !"#$#%#$&"#’( 6/1*4)&-*4-*(/(
（#2<=，@0<+A <+B CD<+A，)356）模式产地：中国四川

乡城县。中国境内已知分布地：四川省和云南省。

! 中国原特有罕见物种白眶蛇在越南

发现

" " ’4)4 年初，EADF9+ 等合作在《G9HD9 %D0II9 B9
#==J=A09》上发表报道越南蛇类新纪录———白眶蛇

73’&/-(3#/.-( #"*1$/)-’(，讨 论 并 确 定 了 白 眶 蛇 属

73’&/-(3#/.-( 的有效性［5］。

白眶蛇系 )3’; 年 K9:+9: 依据我国海南岛北部

)"（ELK /43;）发表的新种，原定名 8"#’/.#*#$+(
#"*1$/)-’(；)3!) 年 L9JJ 将该种改隶 91)"#’#’&/( 属；

)3!( 年 &=M9 将该种改隶 :1$"/6 属，称白眶游蛇 :1;
$"/6 #"*1$/)-’(；)3/) 年 L<J+<19 以该种为模式种建立

单种属白眶蛇属 73’&/-(3#/.-(；)3’( 年 %N2.0B1 依

据我国 海 南 省 儋 州 市 那 大 以 南 山 区 )#（OLEC
’6’((，)3!( 年 &=M9 更正为 )"）发表的 :1$"/6 1*;
."-<(/ 为其同物异名［!，6?3］。

该种此前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特有物种，且仅发

现于福建省南靖县，海南省儋州市那大、琼中县黎母

岭大边村、陵水县大里乡、乐东县尖峰岭自然保护区

和广西金秀县罗香。除以上两号标本外，*<+ 年报

道在广西金秀县罗香采到 !#)"（%PQ )4;;、’(65
, ’(63）［3］；7:9II011 报道在海南省琼中县黎母岭大

边 村（ 海 拔 !5( .）采 到 ’ #（ LR# ’!/’/ ,
’!/’5）［3］；福建师范大学生物学系（)35;）报道在福

建省南靖县采到 ) 号（*EQ ’444)）［)4］；赵尔宓等报

道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也有 )"（S$# 4/(6）采自

海南岛［3］。以上报道的标本即目前确知的国内标

本。

EADF9+ 等报道近年来在越南北部采到的一系

列白眶蛇标本（图 ;），包括在北江省 T<F P9+ TD 自

然保护区（海拔 )(4 , ’(4 .）采到的 (#;"（ $USG
!/’6，LECE ’443V 4’()，LCE7 ’5)’V 36，TV TPT ’;、

TV TPT /65、TV TPT /3(、TV TPT 5’5，#*LW 66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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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和平省 #$%&’( #)*’ 自然保护区（ 海拔

+!, -）拍到该种照片；在义安省 .% /&01 自然保护

区（海拔 2+, -）采到的 3 号幼蛇（456/ "7 87 ,9:
3）［2］。这些标本的发现，增加了对该种的形态学和

生物学认识，扩大了其地理分布，因此该种不再是中

国特有种。

图 8; 越南北江省 #0< =*’ #% 自然保护区的白眶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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