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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6 月，宜宾学院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系

学生在动植物野外实习期间，在云南威信县与四川

省交界的长安镇大雪山白鹤池林场（27°53’6.5"N，

104°46'15.3"E，1 510 m）采到一蛇类标本。经鉴定，

该 蛇 隶 属于 游 蛇 科（ Colubridae ） 斜鳞 蛇属

（ Pseudoxenodon ），为纹尾斜鳞蛇大陆亚种

（Pseudoxenodon stejnegeri striaticaudatus）。经查

证，该种蛇为云南省爬行动物新记录。标本现保存

于宜宾学院动物多样性与进化实验室，标本编号

YBU081024。 

1  鉴别特征 

背鳞具棱，19-17-15；鳞片狭长，前段背鳞排

列呈明显的斜行；腹鳞 147 枚；体背中央约有 20
个近似菱形的灰黄色斑纹，宽度约占 3—4 枚鳞片，

长度约占 2—3 枚鳞片，斑纹在身体后段合并形成

一条灰黄白色纵纹，其两侧各镶一条淡黑色纵纹，

此镶黑边的灰黄白色纵纹直至尾端。捕捉受惊扰

时，竖立前半身，颈部明显变扁，似眼镜蛇样作恐

吓状。 

2  形态描述 

标本形态描述：雌性个体；体全长 750 mm，尾

长 141 mm、头长 31 mm、吻长 90 mm；吻部较尖，

头近椭圆形，与颈区分明显；从背面可见吻鳞部分

的长小于鼻间鳞沟长的一半；头部青灰黄色，上唇

黄色；上唇鳞间或多或少有黑色的放射纹，入眼眶

的鳞沟特别明显；眼后中间一枚眶后鳞、下枚前颞

磷以及后两枚上唇鳞上部均为黑色，连成一条从眼

后至口角向后逐渐变淡的粗灰黑色斑纹，其上缘镶

有一条黄白色窄纹致口角；颈部皮肤有明显纵摺，

颈背有一个黄绿色箭头状“^”斑，箭头状斑的中

部（交界处）为带白灰锈红色；体背以橄榄棕色为

主，头颈部棕色明显；体背中央有 20 余个（向后

逐渐模糊）近似菱形的灰黄褐色斑纹（鳞片间突出

为白色），宽度约占 3—5 枚鳞片，长度约占 2 枚鳞

片，斑纹在身体后段合并形成一条镶有淡黑边的灰

黄白色纵条纹，向后淡黑边逐渐加宽而灰黄白色逐

渐变窄形成明显条纹，直至尾端；腹面棕黄白色（体

中段棕色为主），散布有黑色的污点斑，腹面前段

散布有 13 个不规则排列的黑色大快斑，腹鳞两侧

缘各有一条由黑色的小点斑组成的纵纹，且体前段

不明显，体后段纵纹逐渐变得连续清晰。 
鼻间鳞 2 枚，鼻鳞 1 枚，鼻孔位于鼻鳞中央；

颊鳞 1 枚；上唇鳞左 8（3-2-3）、右 9 枚(4-2-3)；下

唇鳞 9 枚。第 1 对下唇鳞在颏鳞之后相接，第 1—5
对下唇鳞切前颔片；眶前鳞 1 枚，眶后鳞 3 枚；颞

鳞 2+2；背鳞 19-17-15；前段背鳞和中段背鳞中央

的 13 行以及后段背鳞中央的 11 行具棱；腹鳞 147；
肛鳞二分；尾下鳞 54 对+1。 

3  分布及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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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尾斜鳞蛇在我国的浙江、安徽、福建、台湾、

江西、河南、广西、贵州、四川以及湖南有分布。

国外尚未见有分布。在四川峨眉山、洪雅、彭县和

屏山县有分布记载。标本采集地大雪山——位于川

滇两省四县（四川筠连县、珙县和云南威信县、彝

良县）交汇处，属云贵高原大娄山北侧支脉，主峰

在四川省筠连县解放乡境内，海拔约 1 780 m，原始

林区面积约 2 000 km2，森林覆盖率达 92%，属亚热

带季风型原始阔叶林区，多雨多雾，阴蔽潮湿。采

集点在山间平缓的溪流边，溪边水草茂盛，次生的

灌木和竹林发育良好，周围树林密被。标本发现于

废弃的公路边坡跨踏形成的土崖缝隙处。解剖发现

蛇体内有 6 枚发育的卵（卵壳已完全形成）。 
该新分布点的发现拓宽了人们对纹尾斜鳞蛇

地理分布的认识，新分布处于云贵高原的边缘，填

补了距离最近的两个原分布地四川南部（屏山）与

贵州（遵义的绥阳）之间的分布空白，对该物种的

动物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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