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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台湾钝头蛇-中国钝头蛇复合体”的分类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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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考察“台湾钝头蛇-中国钝头蛇复合体”(Pareasformosensis-chinensiscomplex,后简称“复合体”)分类的历

史、现状及进展。【方法】主要依据最新文献资料及色斑、鳞被特征等形态学资料,对“复合体”的分类进行探讨。【结果】

1)分子系统学研究恢复了中国钝头蛇(Pareaschinensis)的分类地位,它的分布范围可能仅局限于四川省及邻近省份;2)综

合分类研究恢复了阿里山钝头蛇(Pareaskomaii)的分类地位,并设立新种泰雅钝头蛇(Pareasatayal);3)根据形态特征,云
南钝头蛇(Pareasyunnanensis)应为有效种;4)台湾钝头蛇(Pareasformosensis)、广东钝头蛇(Pareaskuangtungensis)、缅甸钝

头蛇(Pareashamptoni)可能是亚种关系。【结论】“复合体”并非1个种,最少应包含5个种。综合分类学方法为解决本

类群的的分类争议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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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耀明[1]将中国钝头蛇(Pareaschinensis)订为台湾钝头蛇(Pareasformosensis)同物异名的建议,赵
尔宓[2]于2006年在《中国蛇类》中提出了“台湾钝头蛇-中国钝头蛇复合体”(Pareasformosensis-chinensis
complex,下文简称“复合体”)的表述,并基本同意江耀明的建议;同时也认为相关依据有所不足,故表述为“复合

体”以备进一步验证。“复合体”的分布范围遍及中国产钝头蛇科(Pareatidae)蛇类的各个产地,如四川、台湾、云
南、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江西、广西、贵州等,分布面积既广,分类史上争议也颇多。本研究拟在考察“复合体”
分类历史的基础上,结合最新资料及笔者研究成果,对它的科学分类提出思考。

1“复合体”表述的提出

“复合体”提出时已合并的钝头蛇科蛇类累计有6种,按命名的先后顺序依次为:台湾钝头蛇(Pareas
formosensisvanDenburgh,1909);中国钝头蛇(或钝头蛇)(PareaschinensisBarbour,1912);广东钝头蛇

(PareaskuangtungensisVogt,1922);云南钝头蛇(PareasyunnanensisVogt,1922);黑钝头蛇(Pareasniger
Pope,1928);阿里山钝头蛇(PareaskomaiiMaki,1931)。

四川省生物研究所将广东钝头蛇、云南钝头蛇与黑钝头蛇订为中国钝头蛇的同物异名[3]。饶定齐和杨大

同[4]认为广东钝头蛇、云南钝头蛇为有效种,黑钝头蛇为云南钝头蛇的同物异名。Ota等人[5]把阿里山钝头蛇作

为台湾钝头蛇的同物异名。江耀明[6]于《中国动物志》中仍将云南钝头蛇、广东钝头蛇作为中国钝头蛇的同物异

名。江耀明[1]将发表于1912年的中国钝头蛇订为发表于1909年的台湾钝头蛇的次定同物异名。这样,上述提

到的6个种归为1个种,即台湾钝头蛇。
赵尔宓[2]在整理钝头蛇属标本资料时,发现中国钝头蛇与台湾钝头蛇在外形、色斑、鳞被特征等方面都没有

明显的差别,认为应该合并于后者,但由于作者未研究过台湾钝头蛇标本,且未见该物种的上颌齿资料,故暂将

两者作为“台湾钝头蛇-中国钝头蛇复合体”备以后验证。
“复合体”的共同特征为:背鳞15行,具有1枚眶前鳞,颊鳞不入眶,体背面黄褐色,具黑纹。“复合体”的形

态差异为:1)部分类群间体色差异大,由浅黄褐色到深棕红色不等;2)头背部色斑有的类群为大块黑斑、有的为

小而均匀的黑色点斑;3)背鳞有的平滑、有的起弱棱、有的起较强棱;4)上颌齿不同类群有差别,模式产地及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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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中国钝头蛇的上颌齿数不超过6枚,广东钝头蛇的为6~7枚,云南钝头蛇的为7~8枚[4]。由此可以看出,尽
管“复合体”中所含蛇类有某些共同特征,但差别也比较明显,所以它们的合并值得商榷。

2“复合体”提出后的相关研究进展

郭玉红等人[7-8]首次系统地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对钝头蛇科分类进行了探讨。台湾钝头蛇与缅甸钝头蛇

(Pareashamptoni)在分子系统树上相聚,而中国钝头蛇则与平鳞钝头蛇(Pareasboulengeri)聚在一起。两者明

显分属不同类群,各自模式产地不仅隔着台湾海峡,且相距遥远。所以,据此恢复了中国钝头蛇的有效性。

You等人[9]的研究充实了郭玉红等人的结论,即:在分子系统树上,台湾产的钝头蛇类可明显分为3支,不
形成单系。在分子系统树上,原订台湾钝头蛇与广东产标本、越南产标本相聚(应包括缅甸钝头蛇和广东钝头

蛇,原文未区分)。而原订阿里山钝头蛇则分配到2个支:一个独立成支,保留原名;另一个与琉球钝头蛇

(Pareasiwasakii)相聚,设为新种泰雅钝头蛇(Pareasatayal)。
形态特征上三者也存在差异:原订台湾钝头蛇具有红眼、短的下颌、被鳞平滑等特征;原订阿里山钝头蛇和

新种泰雅钝头蛇则具有黄眼、较长的下颌、被鳞起棱等特征。强起棱且起棱数目较多的为阿里山钝头蛇,弱起棱

且起棱数目较少的为新种泰雅钝头蛇。另外,有腹鳞及尾下鳞数目、下颌齿数目、背鳞起棱情况等特征支持台湾

产钝头蛇类分为3种:台湾钝头蛇下唇鳞数目最少,阿里山钝头蛇尾下鳞数最少;台湾钝头蛇背鳞平滑无棱,阿
里山钝头蛇则有最多的背鳞起棱数。三者的下颌齿数也不同:台湾钝头蛇的为右侧18枚左侧13枚,阿里山钝

头蛇的为右侧21枚左侧16~18枚,泰雅钝头蛇的为右侧20枚左侧11~13枚。另外,3个类群中,台湾钝头蛇

头长(HL)与全长(TL)比值最低,吻长(SnL)与头长比值则最高。
所以,综上所述,“复合体”中,中国钝头蛇的分类地位得以恢复,产于台湾岛的钝头蛇类则分为3个种:分别

为台湾钝头蛇、阿里山钝头蛇和泰雅钝头蛇。

3“复合体”分类的进一步探讨

“复合体”分类之所以出现前述的混乱及反复,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1)早期分类研究手段相对单一,多只

依据宏观形态特征。2)钝头蛇科蛇类形态特征相似度高,如背鳞数,除单楯蛇(Aplopelturaboa)外,均为15行;
其他鳞被特征如腹鳞、尾下鳞、上下唇鳞数目都有或多或少的重叠。3)对一些可能是变异的特征估计失误。如

所有广东钝头蛇背鳞平滑无棱,而笔者检查的模式产地及附近的中国钝头蛇标本,除2号背鳞平滑外,其余近30
号标本都起弱棱;所以中国钝头蛇的平滑背鳞可能是变异。4)长期保存在福尔马林中的标本失去本来颜色:长
期浸泡的钝头蛇类标本体色均呈苍白色,失去原有黄褐或红褐色特征,如仅仅依靠这些标本,则不太可能准确掌

握相关体色信息。
笔者在野外考察中,观察到“复合体”争议蛇类的新鲜标本,对它们的形态特征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在此

结合标本馆标本检查及相关文献资料,整理出相关争议类群的体色、腹鳞数目、尾下鳞数目及背鳞起棱情况等特

征,列表进行比较(表1)。所考察的每个争议种的采集地尽量接近模式产地:中国钝头蛇依据四川宝兴、天全、荥
经、峨眉山等地标本;云南钝头蛇依据云南昆明、蒙自,贵州兴义等地标本;广东钝头蛇依据广东、福建、江西、安
徽等地标本。

早在1992年,饶定齐和杨大同[4]根据云南钝头蛇的原始描述(Pope,1935),认为它与黑钝头蛇仅在腹鳞个

数范围(171~176)和脊鳞略扩大两个性状上稍有差别。但由于黑钝头蛇腹鳞个数的范围实为163~l77,部分标

本的脊鳞也有扩大(根据模式产地的标本),故二者并无差别,实为同种。笔者检查了云南昆明、蒙自、大理等地

的相关标本,发现不同产地标本体色相似,头背均为大片黑斑,地理上没有明显的隔离,分布海拔高度也相似。
但是,黑钝头蛇体背黑斑覆盖面积似大于云南钝头蛇,故笔者同意饶定齐等人将两者合并的建议,同时也认为它

们的内部可能有亚种分化。
关于云南钝头蛇与中国钝头蛇的关系,笔者考察了云南昆明,大理,贵州兴义,四川攀枝花等地的云南钝头

蛇标本,发现它们的体色明显与中国钝头蛇不同。模式产地附近中国钝头蛇体色为浅黄棕色或浅褐色,而云贵

高原类群云南钝头蛇体色则为深棕红色;中国钝头蛇体部色斑不明显,云南钝头蛇则为明显且粗大的黑斑纹;中
国钝头蛇头背部为细点状黑斑,云南钝头蛇头背为致密黑斑块。另外,云南钝头蛇尾下鳞数目明显少于中国钝

头蛇,且背鳞起棱较中国钝头蛇明显(表1)。所以,相关形态特征支持云南钝头蛇为有效种,不过还需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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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标本及进行分子系统研究加以确认。
广东钝头蛇有被鳞平滑的特点,与模式产地及附近的中国钝头蛇(背鳞起弱棱)可以区别(表1)。笔者对采

自福建武夷山的广东钝头蛇的标本进行分子系统研究(未发表),结果提示该物种与中国钝头蛇不形成单系。

You等人[9]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广东标本(作者按缅甸钝头蛇处理)与中国钝头蛇在分子系统树上也不相聚。根

据上述,广东钝头蛇似可予恢复。然而在形态特征上,广东钝头蛇与台湾钝头蛇形态学指标重叠,如:背鳞皆平

滑;腹鳞个数重叠(广东钝头蛇的为176~192[6],台湾钝头蛇的为170~180[9]);尾下鳞个数重叠(广东钝头蛇的

为63~84[6],台湾钝头蛇的为69~82[9])———所以两者很可能是亚种关系。当然,因You等人[9]的标本产地仅

标示为广东省,没有指出具体产地,笔者的标本采集地(福建武夷山)又距模式产地有一定距离,所以需要进一步

充实标本进行研究。

  总之,比较确定地,
“复合体”可分出中国钝

头蛇、阿里山钝头蛇、泰
雅钝头蛇与云南钝头蛇4
个种,而广东钝头蛇、台
湾钝头蛇和缅甸钝头蛇

之间的关系则需要进一

步厘清。

4研究建议

4.1形态学

在形态学方面,笔者

建议:1)除计数背鳞、腹
鳞、尾下鳞数目以外,还
要考察身体量度指标、上
颌齿、下颌齿以及微观形

态指标等。2)一些特征

表1 本研究检查的标本的部分形态指标

Tab.1 Thefeaturesofscalationandcolorpatternofpartsofspecimensinthisstudy

物种名
检查标

本号数

腹鳞

数/个

尾下鳞

数/个

背鳞起

棱情况

前颞鳞

数/个

眶前鳞

数/个

头背部

色斑

中国钝头蛇

(P.chinensis)
29 167~181 60~84

起弱棱,

极少数平滑
2 1,1号为0 点状

广东钝头蛇

(P.kuangtungensis)
9 175~182 66~85 平滑 2 1 点状

云南钝头蛇

(P.yunnanensis)
7 166~173 51~64 起棱 1或2 1 致密斑块

台湾钝头蛇

(P.formosensis)
170~180 69~82 平滑 2 1 点状

阿里山钝头蛇

(P.komaii)
162~182 60~76 起棱 2或3 1 点状

  注:台湾钝头蛇、阿里山钝头蛇的数据来自文献[9]。

应按性别进行比较,如尾下鳞数目。3)由于研究表明钝头蛇齿列不对称,标本上颌齿和下颌齿应左右侧分别计

数比较。4)研究还要兼顾体色斑纹、背鳞起棱情况等情况。

4.2分子系统学

与其他蛇类相比,钝头蛇类各种之间形态相似程度更高,如相似的体色、同样的背鳞数等,单靠形态特征进

行分类会遇到不小的困难。所以,需要引入分子系统学方法予以区分验证。当然,分子系统学确定基本归属后,
还有助于甄别筛选类群间虽然细微但比较稳定的形态差异特征。

参考文献:
[1]江耀明.论中国钝头蛇是台湾钝头蛇的次定同物异名[J].

四川动物,2004,23(3):209-210.
JIANGYM.Pareaschinensis(Babour,1912)shouldbea

juniorsynonymofPareasformosensis (VanDenburgh,

1909)[J].SichuanJournalofZoology,2004,23(3):209-210.
[2]赵尔宓.中国蛇类[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ZHAOEM.SnakesofChina[M].Hefei:AnhuiScienceand
TechnologyPublishingHouse,2006.

[3]四川省生物研究所.中国爬行动物系统检索[M].北京:科
学出版社,1977.
SichuanInstituteofBiology.SystematicretrievalofChinese
reptiles[M].Beijing:SciencePress,1997.

[4]饶定齐,杨大同.东南亚及其邻近岛屿钝头蛇亚科Pareinae
的谱系发育及其与地质演变的关系[J].动物学报,1992,38
(2):139-150.
RAODQ,YANGDT.PhylogeneticsystematicsofPareat-
inae(Serpentes)ofSoutheasternAsiaandadjacentislands
withrelationshipbetweenitandthegeologychanges[J].
ActaZoologicaSinica,1992,38(2):139-150.

[5]OTAH,LINJT,HIRATAT,etal.Systematicsreviewof
colubridsnakesofthegenusPareasintheEastAsian
islands[J].JournalofHerpetology,1997,31(1):79-87.

[6]赵尔宓,黄美华,宗愉.中国动物志:第三卷 爬行纲 有鳞目

蛇亚目[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83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www.cqnuj.cn           第34卷



ZHAOEM,HUANGMH,ZONGY.FaunaSinica.Reptil-
ia:Vol.3,Squamata,Serpentes[M].Beijing:SciencePress,

1998.
[7]GUOYH,WUYK,HESP,etal.Systematicsandmolec-
ularphylogeneticsofAsiansnail-eatingsnakes(Pareatid-
ae)[J].Zootaxa,2011,3001:57-64.

[8]郭玉红,张庆林.钝头蛇类系统学研究进展[J].动物学杂

志,2015,50(1):153-158.
GUOYH,ZHANGQL.ReviewofsystematicsontheAsian
snail-eatingsnakes[J].ChineseJournalofZoology,2015,50
(1):153-158.

[9]YOUCW,POYARKOVJNA,LINSM.Diversityofthe
snail-eatingsnakesPareas (Serpentes,Pareatidae)from
Taiwan[J].ZoologicaScripta,2015,44(4):349-361.

AnimalSciences

DiscussionontheClassificationofPareasformosensis-chinensisComplex

GUOYuhong1,DINGLi2

(1.SchoolofChemistryandLifeScience,GuizhouEducationUniversity,Guiyang550018;

2.ChengduInstituteofBiolog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Chengdu610041,China)

Abstract:[Purposes]Itaimstoinvestigatethehistory,statusanddevelopmentoftheclassificationofPareasformosensis-chinensis
complex.[Methods]Basedonliteraturesurveyand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theclassificationstatusofthe“complex”was
discussed.[Findings]1)ThemolecularphylogeneticsresultsindicatethatPareaschinensisisavalidspecies.2)Usingintegrated
taxonomicmethod,thetaxonomicstatusofPareaskomaiiwasrecovered,andanewspecieswasdescribed.3)Accordingtothe
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Pareasyunnanensisshouldbeaneffectivespecies.4)Pareasformosensis,Pareaskuangtungensis
andPareashamptonimaybeasubspeciesrelationship.[Conclusions]P.formosensis-chinensiscomplexisnotonespecies,but
shouldcontainatleastfivespecies.
Keywords:Pareas;taxonomy;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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