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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井山林区发现角原矛头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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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9 年 4 ～ 7 月，在广东天井山林区采集到 3 条角原矛头蝮(Protobothrops cornutus) ，这是该蛇在我

国野外第二次被发现，天井山是新发现的一个分布点。本 次 野 外 新 发 现 进 一 步 证 实 了 角 原 矛 头 蝮 在 我

国的自然分布，为深入了解该蛇的形态特征及地理分布格局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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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bothrops cornutus Discovered in Tianjingshan
Forest，Guangdong Provinc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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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ee living specimens of Protobothrops cornutus were discovered in Guangdong Tianjingshan Forest in

the duration of April and July 2009. It’s the second time to locate P. cornutus in China. This finding has

confirmed the natural existence of P. cornutus in China，and it provides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the morphology

and distribution of this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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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7 月，在广东乳源县五指山林区发

现了一条眼眶上带角的毒蛇，梁启燊等 2003 年

依据该蛇标本命名蛇类新属新种———角烙铁头

(Ceratrimeresurus shenlii Liang and Liu)［1］。但

长期以来，对该新种的有效性存在争议，一些权

威著作，如《Asian Pitvipers》［2］、《中 国 蛇 类》［3］

对该新种 未 予 收 录。2008 年，法 国 学 者 David

等对角烙铁头模式标本重新进行了研究，并同

亚洲其他带角的毒蛇作比较，最后认为角烙铁

头同越南 的 角 原 矛 头 蝮［Protobothrops cornutus

(Smith，1930) ］为同 物 异 名
［4］。因 此，1996 年

在广东乳源县五指山林区发现的角原矛头蝮应

为我国蛇类新纪录。然而，自角原矛头 蝮 在 我

国首次发现以来，十多年间并无新的野外发现

记录，因此有学者怀疑该蛇是人为从越南引入



3 期 龚世平等:广东天井山林区发现角原矛头蝮 ·171·

的蛇种。我国的第 二 条 标 本 是 2005 年 在 距 离

广东乳 源 县 五 指 山 林 区 ( 24° 30′ ～ 24° 48′ N，

112°56′ ～ 113°4′ E) 约 60 km 的广东英德市石

门台自然保护区(24°22′ ～ 24°31′ N，113°05′ ～
113°31′ E) 周 边 一 居 民 家 中 被 发 现，用 于 泡 制

药酒
［4］。
2009 年 4 ～ 7 月，在 广 东 乳 源 县 天 井 山 林

区采集到 3 条眼眶上带角的毒蛇，经鉴定为角

原矛头蝮，这是该蛇在我国野外第二次被发现，

天井山是新发现的一个分布点，相距广东乳源

县五指山林 区 第 一 个 发 现 地 点 约 30 km，本 次

野外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角原矛头蝮在我国的

自然分布。本文对新采集的 3 条角原矛头蝮标

本及其生境作了描述，为该种的形态特征充实

了新的资料和数据，同时也为深入探讨该种的

地理分布格局提供依据。

1 形态特征

本次 采 集 的 角 原 矛 头 蝮 标 本 全 长 636 ～
680 mm( 表 1) ，属于管牙类毒蛇。上颌骨生长

一对长而 弯 曲 的 管 牙，眼 与 鼻 孔 之 间 有 颊 窝。
体型较粗壮;头近似三角形，基部较宽，与 颈 区

分界明显;眼较大且约有 1 /3 突出头背，瞳孔竖

立呈长椭圆形;上眼睑向上有 1 对向外侧且被

细鳞的角状物，角尖由 1 ～ 2 片较大的长椭圆形

鳞片构成，略显叉状，角状物基部略呈 锥 形;角

长约为眼径的 1. 5 倍，从角尖到 眼 睑 上 缘 的 垂

直高度约等于眼径;吻长约为头长 1 /4，吻端钝

圆，吻背低平，两缘稍翘起( 图 1)。鼻孔近圆形

且靠近吻端，稍侧向，开口分裂于鼻鳞 中 央，有

1 对较大的鼻间鳞，其间相隔 3 枚小鳞，鼻孔后

缘至眼睑前缘之间有 4 枚较大的鳞片;头背被

粒鳞，头顶稍隆起，向后逐渐宽平。眶前鳞 2 ～
3 枚，眶后鳞 3 枚，上唇鳞 9 ～ 10 枚 ( 第 2 枚 入

颊窝) ，下 唇 鳞 14 枚。背 鳞 21-21-17 行，具 弱

棱;腹鳞 188 ～ 195 枚;肛 鳞 单 枚;尾 下 鳞 65 ～
70 对，末端 1 枚角质尖鳞( 表 1)。

生活状态下，通体灰褐色，自颈至尾有黑褐

色交错斑块( 图 1)。头背鼻鳞到对侧角基前形

成黑褐色 X 形斑，从角后侧至头后枕部有一对

黑褐色弧形斑。眼后经口角上方至喉 侧，有 一

浅色粗条 纹，浅 色 条 纹 下 面 为 黑 褐 色 粗 条 纹。
体侧色较浅，有不规则的浅灰褐色斑 点。腹 鳞

淡灰褐色，两端有深褐色斑。通过与采 集 于 广

东乳源县五指山林区的角原矛头蝮标本比较，

两者的 形 态 特 征 基 本 一 致
［4］。角 原 矛 头 蝮 广

东南岭种群同越南种群相距较远
［4］，但在形态

上目前还没有发现明显不同，有必要进一步开

展亲缘地理学研究，揭示该物种地理分布格局

的演化规律。

表 1 广东天井山林区 3 条角原矛头蝮量度及鳞片计数

Table 1 Measurement and scale counts of the three specimens of Protobothrops cornutus

from Guangdong Tianjingshan Forest

标本编号

Specimen No.
性别

Sex

头长

Head length
(mm)

体长

Snout-vent
length(mm)

尾长

Tail length
(mm)

背鳞

Dorsal
腹鳞

Ventral
尾下鳞

Subcaudal

SCIEA-R-S-2009-001 ♀ 24. 0 520 116 21-21-17 188 65 + 1
SCIEA-R-S-2009-002 ♀ 24. 5 527 117 21-21-17 195 67 + 1
SCIEA-R-S-2009-003 ♂ 24. 5 550 130 21-21-17 189 70 + 1

2 生境描述

本次在广东乳源县天井山林区新发现的 3

条角原矛头蝮标本中，有 2 条在同一地点发现，

地理坐标为:24°43′ N，113°03′ E，海拔 563 m，

另外 一 条 蛇 发 现 地 点 地 理 坐 标 为:24°43′ N，

113°02′ E，海 拔 585 m，两 个 发 现 地 点 距 离 约

1 km。发现 3 条蛇的生境:其中 2 条蛇上午发现

于道路边 裸 露石缝中，另一条晚上发现于潮湿

且长满草的道路上，两个发现地 点 都 处 于 溪 流

边，距离溪流 20 m 左右，道 路 边 有 小 型 排 水 沟

(宽 50 cm 左右，深 40 cm 左右，雨季常有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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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角原矛头蝮

Fig. 1 Protobothrops cornutus
A. 蛇头背面; B. 蛇体全貌。A. Dorsal view of head; B. General view of body.

图 2 角原矛头蝮分布示意图

Fig. 2 Sketch map of Protobothrops cornutus distribution

植被为常绿 阔 叶 林，林 份 构 成 为 乔-灌-竹-草 混

交，郁闭 度 80% 左 右，林 下 落 叶 层 腐 殖 质 比 较

丰富。野外调查发现，在角原矛头蝮栖 息 点 附

近环境中黑眶蟾蜍(Bufo melanostictus)、中华蟾

蜍(B. g. gargarizans)、沼水蛙(Hylarana guenth-

eri)、泽陆 蛙 (Fejervarya multistriata)、福 建 大 头

蛙 ( Limnonectes fujianensis )、棘 胸 蛙 ( Paa
spinosa)、莽山角蟾 (Megophrys mangshanensis)、
斑腿泛 树 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等 较 为

常见，为其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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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理分布

角原矛头蝮最早被发现于 越 南，被 认 为 是

越南的特 有 种，越 南 北 端 ( 靠 近 中 国 云 南 和 广

西) 距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发现点与广东南岭的

发现点相距大约 760 km( 图 2) ，两个发现点之

间存在较大的地理隔离
［4］。David 等

［4］
认为角

原矛头蝮越南种群和中国种群之间可能未必真

的存在很大的地理隔离，而是缺乏在广东和广

西高海 拔 地 区 的 调 查。他 认 为 应 在 广 西 大 明

山、大瑶山、广东南岭和广西之间的山 区，以 及

云 南 南 部 林 区 开 展 角 原 矛 头 蝮 的 调 查。
Herrmann 等

［5］
指出，在越南中部的低地也发现

角原矛头蝮。David 等
［4］

认为中国南部干燥的

低地分隔了潮湿多雨的山地，这可能导致了角

原矛头蝮种群在该地理区域的隔离状态。越南

北部的蛇类区系同中国广东和广西的蛇类区系

非常相似，角原矛头蝮在广东的发现，以及瑶山

鳄蜥 (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和 黑 带 腹 链 蛇

(Amphiesma bitaeniatum) 等 在 越 南 北 部 的 发 现

也印证了这种动物地理关系
［4］。

致谢 华南师范大学黎振昌教授审阅初稿，并

提出宝贵建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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