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录整个过程，待保定后迅速配带颈圈，注射解药

回苏剂，观察解药效果。待动物苏醒后正常活

动方可离开。如果保定前动物在静立、观望，应

待动物正常活动后，进行保定工作。

! 注意事项

（!）羚牛性猛，野外跟踪时要小心、大胆，若

遇到攻击时敲打树杆或爬树。

（"）注射弹、针头应经常清洗、检查。爆破

弹、引爆弹，保持干燥。

（#）保定剂量控制在$%&!$%’()／!$$*+
体重。

（,）配装的保定液若为注射弹的半管，可加

入蒸馏水至满。使麻醉弹在飞行中保持平衡。

（-）动物被麻醉后，应将其颈部拉直放平，

保持呼吸道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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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爬行动物染色体方面的研究已有

"$多年的历史，目前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但

是，由于资料零星而分散，迄今尚无人整理成

文。而有关这类资料总结性工作，国外学者（尤

其欧、美及日本）一直较为关注，先后有许多较

为详细有关本地区的统计文献。为了反映我国

爬行动物染色体的研究概况和进展，为该领域

的研究者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份较全面的参

考文献，对我国已有的爬行动物染色体资料进

行总结就显得十分必要。

本名录共收集了我国.’种爬行动物的染

色体资料。文中所依据的分类系统主要根据

4567等（!..#），有关染色体形态的描述符号根

据879(6:（!.’#）（见表!）。

表" 我国爬行动物染色体研究资料

物 种 二倍体数 臂比 核型模式
性染色体

4／;（<／=）
标本来源

平胸龟科（#$%&’(&)*+,-%)）

平胸龟（!"#$%&$’()*)+’,#-’./#"0+）［!］ -, ？ !">?&@?,A@?#"( :7 福建福州

平胸龟（!1+’,#-’./#"0+）［"］ -, ’" !,>（A>）?!"@（A@）?"/( ？ ？

龟科（./’-,-%)）

大头乌龟（2/3)’+%&+’,#"*-’./#"#）［"］ -" ’/ !&>?"A>?"@?/A@?",( :7 ？

乌龟（21(’’4’&33）［#］ -" ？ !">?"A>?,@?,A@?#$( :7 福建福州

乌龟（21(’’4’&33）［"］ -" ’, !&>?"A>?&@?,A@?",( :7 ？

黄缘盒龟（23&$*-"’++%&5"#4*+#(,3)#$#）［,］ -" ？ !,>（A>）?!"@（A@）?"&( :7 安徽广德

黄缘盒龟（215"#4*+#(,3)#$#）［-］ -" ’" !&>?,A>?&@?"&( :7 安徽

黄额盒龟（21,#"63)35(*)&）［-］ -" ’, !&>?"A>?&@?,A@?",( （>／(）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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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物 种 二倍体数 臂比 核型模式
性染色体

!／"（#／$）
标本来源

金头闭壳龟（!"#$%%"$#&%’()%)%）［%］ %& ’& ()*+&,*+-.+),.+&)/ 01 安徽南陵

三线闭壳龟（!*)$(+%,&(%)%）［%］ %& ’& (&*+),*+-.+),.+&-/ 01 广州

齿缘龟（!-&./0-,1/2)%)%）［&］ %& ’- (2*（,*）+(3.（,.）+&)/ ？ ？

地龟（3/#/0-1%,’/24./$(）［&］ %& ’& (-*（,*）+(3.（,.）+&-/ ？ ？

黄喉拟水龟（5%"$/0-,0")(&%）［)］ %& ？ (2*（,*）+(3.（,.）+&)/ 01 安徽，江苏

黄喉拟水龟（5*0")(&%）［-］ %& ’2 (2*（,*）+(3.（,.）+&)/ 01 安徽广德

中华花龟（6&%1(%,(2/2,(,）［&］ %& ’- (2*（,*）+(3.（,.）+&)/ ？ ？

锯缘龟（7-8(1/%0#"9#)((）［&］ %& ’2 (2*（,*）+(3.（,.）+&)/ ？ ？

眼斑龟（:%&%.(%;/%./(）［-］ %& ’- (2*（,*）+(3.（,.）+&)/ 01 安徽广德

四眼斑龟（:*<"%1$(#&/..%)%）［)］ %& ？ (2*（,*）+(3.（,.）+&)/ 01 广西南宁

四眼斑龟（:*<"%1$(#&/..%)%）［-］ %& ’2 (2*（,*）+(3.（,.）+&)/ 01 安徽广德

陆龟科（"#$%&’()(’*#）

缅甸陆龟（=21#)/,)"1#/.#24%)%）［’］ %& ？ ()*+2,*+2,.+&&/ 01 广西

缅甸陆龟（=*/.#24%)%）［&］ %& ’2 (2*（,*）+(3.（,.）+&)/ ？ ？

凹甲陆龟（5%2#"$(%(0’$/,,%）［&］ %& ’) (2*（,*）+(3.（,.）+&)/ ？ ？

四爪陆龟（>/,)"1#9#$,+(/.1((）［2］ %& ？ ()*+),*+(3,.+&)/ 01 新疆

鳖科（"+(,)-./(’*#）

山瑞鳖（7%./%,)/(21%&92/$(）［4］ -- -3 2*+2,*+&).+),.+&&/ 01 广东

中华鳖（7/.#1(,&",,(2/2,(,）［(3］ -- ’- (&5+%)/ ？ 大别山地区

壁虎科（0#11,)(’*#）

隐耳漠虎（?.,#’9-.%8’(’(/2,）［((］ 6- )& &*+),*+().+(-/ 01 新疆乌鲁木齐

大壁虎（3/@@#4/&@#）［(&］ 62 ？ )*+-,*+&2.（,.） 01 云南个旧市

大壁虎（3*4/&@#）［(6］ 62 ？ -*+),*+&2. 01 广西贺县

大壁虎（3*4/&@#）［()］ 62 )2 2*+&,*+&2. 01 广西南宁

铅山壁虎（3*9#@#"/2,(,）［(%］ 62 ？ 2*+-,*+(3.+),. 01 江苏宜兴

多疣壁虎（3*A%’#2(&",）［(%］ 62 ？ (3*+-,*+(2.+),. 01 江苏南京市

多疣壁虎（3*A%’#2(&",）［(-］ 62 ？ ()*（,*）+&).（,.） ？ 江苏南京市

蹼趾壁虎（3*,";’%.0%)",）［(6］ 62 ？ -*+2,*+().+(3,. 01 四川成都

无蹼壁虎（3*,B(29#2(,）［(%］ 62 ？ 2*+-,*+(3.+(),. 01 江苏徐州

西域沙虎（>/$%)#,&(2&",’$C/B%.,@((）［(’］ 6- ？ 6).+&,. 01 甘肃敦煌

鬣蜥科（23*4(’*#）

草原鬣蜥（?4%0%,%24"(2#./2)%）［(2］ )- )- &).+&&/ 01 新疆霍城

新疆鬣蜥（?*,)#.(&C@%2%）［(4］ 6- ？ (&*+&)/ 01 新疆库尔勒

变色树蜥（!%.#)/,D/$,(&#.#$）［&3］ 6) )- (&*+&&/ 01 云南西双版纳

草绿龙蜥（E%’%."$%+.%D(&/’,）［&(］ 6) )- (&*+&&/ ？ 四川泸定

四川龙蜥（E*,C/&9B%2/2,(,）［&(］ 6) )- (&*+&&/ ？ 四川安县

昆明龙蜥（E*D%$&#%/）［&&］ 6) )- (&*+&&/ 01 云南昆明

蜡皮蜥（F/(#./’(,$//D/,((）［&6］ 6- )2 (&5+&)/ 01 广东湛江

白条沙蜥（79$-2#&/’9%.",%.;#.(2/%)",）［&)］ )- )- &&.+&)/ 01 新疆奎屯

叶城沙蜥（7*%8(..%$(,）［&%］ )- ？ &*+&3.+&)/ 01 新疆吐鲁番等

叶城沙蜥（7*%8(..%$(,）［&-］ )- )- &3.+&,.+&)/ 01 新疆，甘肃

南疆沙蜥（7*+#$,-)9((）［&-］ )2 )2 &).+&)/ 01 新疆叶城等

草原沙蜥（7*+$#2)%.(,）［&’］ )- )- &).+&&/ 01 甘肃兰州

草原沙蜥（7*+$#2)%.(,）［&-］ )- )- &&.+&)/ 01 陕西靖边等

东疆沙蜥（7*4$"04$C(0%(.#(）［&%］ )- ？ &).+&&/ 01 新疆阜康等

东疆沙蜥（7*4$"04$C(0%(.#(）［&)］ )- )- &&.+&)/ 01 新疆石河子

乌拉尔沙蜥（7*4"))%)",）［&-］ )- )- &&.+&)/ 01 新疆伊犁

红原沙蜥（7*9#24-"%2/2,(,）［&-］ )2 )2 &).+&)/ 78, 四川红原

大耳沙蜥（7*0-,)%&/",）［&-］ )2 %2 &*+2,*+(&,.+&-/ ？ 新疆伊犁

·26· 动物学杂志 9:;08,8<1=>0?@1A!11@1B7 &33356（&）



续表!

物 种 二倍体数 臂比 核型模式
性染色体

!／"（#／$）
标本来源

荒漠沙蜥（!"#$%&’()*+,,）［%&］ ’& ’& %%()%’* +, 甘肃武威

西藏沙蜥（!"-.&/0()1,）［%’］ ’- ’- %%()%&* +, 西藏拉萨

变色沙蜥（!"2&$*,3/)/$）［%.］ ’& ？ %%()%’* +, 新疆乌鲁木齐

青海沙蜥（!"2)(45(),,）［%&］ ’- ’- %’()%’* /01 青海，甘肃

泽当沙蜥（!"%&-(45&4*,*）［%&］ ’- ’- %’()%’* +, 西藏泽当

长鬣蜥（!.6*,54(-.7*3/3,43,47*）［%-］ 2’ ’& 345)%15)%%* ？ 广西南宁

长鬣蜥（!"3/3,43,47*）［%6］ 2& ’- 3%5)%’* ？ 云南河口

长鬣蜥（!"3/3,43,47*）［24］ 2& ’- 345)%15)%’* +, 广西南宁

蛇蜥科（"#$%&’()）

脆蛇蜥（8#.,*(7$7*.($-,）［23］ 2- ’- 345)’()%’* +, 安徽黄山

鳄蜥科（*+&#&,(%-&’()）

鳄蜥（9.,4,*(7$7*3$/3/1,)7$7*）［3’］ 2% ’% 345)%()%1()3-* +, 广西昭平

鳄蜥（9"3$/3/1,)7$7*）［2%］ 2% ’’ 3%5)%()3-* +, 广西金秀

蜥蜴科（.(/)-0&’()）

丽斑麻蜥（:$&;,(*($57*）［22］ 2- 2- 2&()%* +, 安徽

丽斑麻蜥（:"($57*）［2’］ 2- 2- 2&()%* +, ？

山地麻蜥（:"0$&43.)&6,）［2.］ 2& 2& %&()34* +, 江苏徐州

山地麻蜥（:"0$&43.)&6,）［22］ 2& 2& 2&( +, 安徽

密点麻蜥（:";7)-,3&))(-(）［2’］ 2- 2- 2&()%*（2’()’*） +, ？

虫纹麻蜥（:"2&$;,37)(-(）［2&］ 2- .% 3%5)%%()%1()%* +, 新疆哈密

北草蜥（<(+61$/;7**&#-&4-$,/4(),*）［27］ 2- 2- 2-( (／( 安徽黄山

白条草蜥（<"’/)-&$,）［2-］ 2- ？ 2.()2* (／* 安徽狼牙山

石龙子科（*/&#/&’()）

石龙子（:7;&3&*3.,4&4*,*）［26］ %& ？ 3%5)3’* +, 福建福州

石龙子（:"3.,4&4*,*）［’4］ %& ’- 3-5)’()’1( +, 安徽黄山

石龙子（:"3.,4&4*,*）［24］ %& ’- 3%5)3’* +, 广西桂林

蓝尾石龙子（:"&)&5(4*）［’3］ %& ’& %45)&( +, 安徽黄山

长尾南蜥（=(076()/45,3(71(-(）［’%］ %- ’% 3’5)3’* ？ 台湾屏东

蜓蜥（9#.&4/;/$#.7*,41,37*）［’4］ %& ’& 3’5)%15)&()’1( +, 安徽黄山

游蛇科（123%4-&’()）

草游蛇（>;#.,&*;(*-/)(-(）［’2］ 2& ？ 3.5)%()31()3-* 5／1(，. 福建福州

绞花林蛇（?,/5(+$(&#&),4,）［’’］ 2’ ？ 75).15)%()%1()3-* 5／15，’ 浙江

翠青蛇（@63)/#.,/#*;(A/$）［’.］ 2& ？ 345)’15)%1()%4* ？ 四川合江

翠青蛇（@";(A/$）［’&］ 2& .% 65)715)%4* 5／15，’ 安徽广德

赤链蛇（B,4/1/4$7C/%/4(-7;）［’7］ ’& ？ 35)215)3%()24* 5／15，2 四川米易

赤链蛇（B"$7C/%/4(-7;）［’2］ ’& ？ 35)215)3&()%&* 5／15，2 福建福州

双斑锦蛇（:)(#.&0,;(37)(-(）［’-］ 2’ ？ 75)715)%()3-* 5／15，’ 浙江

王锦蛇（:"3($,4(-(）［’-］ 2& ？ 75)715)%()%4* 5／15，’ 浙江

王锦蛇（:"3($,4(-(）［’6］ 2& ？ 345)’15)%()%4* ？ 贵州雷山

王锦蛇（:"3($,4(-(）［’&］ 2& .4 335)215)%()%4* 5／15，’ 安徽

白条锦蛇（:"1,/4&）［.4］ 2& ？ 75)715)%1()%4* 5／？，89:’ 辽宁

白条锦蛇（:"1,/4&）［.3］ 2& ？ 65).15)%()%4* 5／15 吉林，北京等

玉斑锦蛇（:";(41($,47*）［’7］ 2- ？ -5)’15)’()%%* 5／？，2 四川米易

玉斑锦蛇（:";(41($,47*）［.%］ 2- ？ 3%5)’()’1()3-* ？ 贵州遵义

玉斑锦蛇（:";(41($,47*）［.2］ 2- .4 75)215)’()%1()%%* 5／15，’ 安徽

白花锦蛇（:";/&))&41/$CC,）［.4］ 2& ？ 75)715)%1()%4* 5／15，’ 广西

红点锦蛇（:"$7C/1/$*(-(）［.4］ 2& ？ 75)715)%1()%4* 5／15，’ 浙江

红点锦蛇（:"$7C/1/$*(-(）［.’］ 2& .4 345)’15)%()%4* 5／5，’ 安徽霍山

棕黑锦蛇（:"*3.$&43+,,）［..］ 2& .4 75)’15)%()21()%4* 5／1(，’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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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物 种 二倍体数 臂比 核型模式
性染色体

!／"（#／$）
标本来源

黑眉锦蛇（!"#$%&’()$）［%&］ ’( ？ )*+),*+-.+-/0 *／,*，% 浙江

黑眉锦蛇（!"#$%&’()$）［1(］ ’( ？ &*+(,*+-.+-/0 *／？，% 云南昆明

中国水蛇（!&*+,)’-.*’&%&-’-）［1)］ ’( ？ )*+-,*+%.+’,.+-/0 *／,*，% 福建福州

铅色水蛇（!"/0(12%$）［1)］ ’( ？ )*+-,*+%.+’,.+-/0 *／,*，% 福建福州

颈棱蛇（3$.)4/’-#*4,4&)(,’-）［1&］ %( ？ 2*+1,*+2/.（,.）+’/0 *／,*，% 云南西山

方花小头蛇（50’64,4&2%00(-）［13］ ’( ？ 2’*+’.+-/0 *／.，% 云南腾冲

斜鳞蛇（7-%(,48%&4,4&1$.)4/-）［%)］ ’( ？ 2/*+(,*+-/0 *／？，’ 四川米易

斜鳞蛇（7"1$.)4/-）［(/］ ’( ？ 2-*+%,*+-/0 ？ 云南昆明

灰鼠蛇（7#+$-94))4-）［(2］ ’% ？ 2-,*+%.+2&0 ？ ？

滑鼠蛇（7"1(.4-(-）［(2］ ’% ？ 2%,*+(.+2%0 ？ ？

虎斑颈槽蛇（:*$2,4/*’-#’6)’&(-）［(-］ %/ ？ 3*+).+-%0 *／. 吉林，辽宁等

虎斑颈槽蛇（:"#’6)’&(-）［(’!(%］ %/ ？ 3*+2,*+(.+-%0 *／,*，1 山西，贵州

华游蛇（;’&4&$#)’8/%).$)’&$#$）［%’］ %/ ？ &*+-,*+&.+--0 ？ 福建福州

温泉蛇（<*%)14/*’-2$’0%+’）［(1］ ’( ？ 2%*+-.+-/0 *／,. 西藏

渔游蛇（=%&4.*)4/*’-/’-.$#4)）［%’］ %/ ？ 2/*+2,*+-.+’,.+-%0 ,*／,.，1 福建福州

乌梢蛇（>$4.+-,*(1&$,%-）［1/］ ’( ？ &*+&,*+-/0 ,*／,*，% 浙江

黑线乌梢蛇（>"&’6)41$)6’&$#(-）［%)］ ’% ？ &*+&,*+2&0 *／？，’ 四川米易

眼镜蛇科（"#$%&’$(）

银环蛇（?(&6$)(-1(0#’.’&.#(-）［((］ ’( ？ %,*+2&,.+2%0 ,*／,*，% 浙江

青环海蛇（@+,)4/*’-.+$&4.’&.#(-）［()］ ’( %& 2/*+-,*+-.+--0 *／*，% 福建

眼镜蛇（A$B$&$B$）［((］ ’& ？ %*+-,*+%.+-&0 ,*／？，% 浙江

长吻海蛇（7%0$1’-/0$#()(-）［(&］ ’& %% (*+2-.+-/0 *／*，% 福建

蝰科（)&%(*&’$(）

短尾蝮（C69’-#)4,4&2)%D’.$(,(-）［((］ ’( ？ (*+(,*+%,.+-/0 ,*／,*，% 浙江

雪山蝮（C"14#’.40$）［(3］ ’( 1- 2/*+(.+-/0 ？ 云南丽江

乌苏里蝮（C"(--()’%&-’-）［)/］ ’( ？ )*+%,*+2.+%,.+-/0 *／.，% 吉林

尖吻蝮（E%’&$69’-#)4,4&$.(#(-）［((］ ’( ？ %*+&,*+%,.+-/0 ,*／,*，% 浙江

菜花原矛头蝮（7)4#424#*)4/-B%),4&’’）［)2］ ’( ？ 2/*+(,*+-/0 45, ？

原矛头蝮（7"1(.)4-F($1$#(-）［((］ ’( ？ &*+&,*+-/0 ,*／？，% 浙江

竹叶青蛇（<)’1%)%-()(--#%B&%6%)’）［((］ ’( ？ (*+(,*+%,.+-/0 *／？，% 浙江

圆斑蝰（G’/%)$)(--%00’’）［(3］ ’( 1/ 3*+1,*+-.+-/0 *／,*，% 福建

鳄科（+##&,$-.*&’$(）

鼍（C00’6$#4)-’&%&-’-）［)-］ ’- (/ -(*+-,*+%. 67 北京动物园

8：大染色体；0：微小染色体上；*：中部着丝粒；.：端部着丝粒；,*：亚中部着丝粒；,.：亚端部着丝粒；？：资料不详；67：无性染色体；

45,：有性染色体，但无进一步资料；*／.，%：性染色体!／"分别为*和.，位于第%号染色体上

致谢 本文在曾晓茂研究员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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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獾广布于欧亚大陆［=，A］，几乎遍布西欧

各国［@］。在西欧涉及狗獾习性、种群及行为的

文献甚多［?!!］，然而有关食性及捕食对策方面

的文献则较分散。文献中一般认为狗獾是杂食

性的（QG%0[252.1）、随机性的（Q7725-.%01-0V）或

广食性的（I,%,5$801-0V）的捕食者。以45..<［X］

为代表的研究者，在一些研究地区（*V2-8$%/）发

现，狗獾 的 食 物 几 乎 全 部 为 蚯 蚓（C$):,1+$"
4#,,#"4,1"）。然 而，在 亚 洲、西 欧 北 部、特 别 是

斯堪地拉维亚 及 英 国 的 研 究 文 献 并 非 如

此［=，J!>］。相反，在地中海地区的狗獾几乎很

少食蚯蚓［="］。在前苏联，狗獾的食性及生态也

得到广泛研究［==!=@］，其结果也并非如此。

本文查阅了=>>O年以前所有有关狗獾食

性方面的研究文献，对其归纳、总结，有助于认

识狗獾是特食性或为广食性捕食者的争论，同

时还注意到不同地域及不同生境中狗獾的食性

和生态，其目的在于对狗獾食性的生物学特性

进行归纳、比较、分析，从而更加系统、全面地认

·@?·A"""&"（A） 动物学杂志 F30%,1,L2.5%$82;S22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