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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普通外科病理（一）毒蛇的分类：毒蛇大致可分成三大类1

．以神经毒为主的毒蛇：有金环蛇，银环蛇及海蛇等，毒液

主要作用于神经系统，引起肌肉麻痹和呼吸麻痹。2．以血液

毒为主的毒蛇：有竹叶青、蝰蛇和龟壳花蛇等，毒液主要影

响血液及循环系统，引起溶血、出血、凝血及心脏衰竭。3．

兼有神经毒和血液毒的毒蛇：有蝮蛇，大眼镜蛇和眼镜蛇等

，其毒液具有神经毒和血液毒的两种特性。（二）蛇毒的有

效成份：1．神经毒：主要作用于神经系统。2．心脏毒：主

要作用于心脏引起心衰。3．溶细胞毒：可使血细胞破坏，血

管内皮细胞发生坏死。4．凝血素：可引起血栓形成。5．各

种酶：可引起溶血和组织破坏。（三）蛇毒的毒性强度：各

种毒蛇毒液的毒性强度是不同的，有的毒蛇伤人后死亡率高

；有的仅引起症状，下表列出几种毒蛇一次放毒量和致命的

干毒量的比较。（表1－21）表1－21 放毒量与致死量比较（

毫克） 毒蛇名称 一次放毒干物量 致人死命干物量 银 环 蛇 5

．4 1．0 海 蛇 6．0 3．5 竹 叶 青 14．1 100．0 金 环 蛇 43．0

10．0 蝮 蛇 45．0 25．0 蝰 蛇 72．0 42．0 大 眼 镜 蛇 100．0 12

．0 眼 镜 蛇 211．0 15．0 临床表现被毒蛇咬伤后，病人出现

症状的快慢及轻重与毒蛇种类、蛇毒的剂量与性质有明显的

关系。当然咬伤的部位、伤口的深浅及病人的反抗力也有一

定的影响。毒蛇在饥饿状态下主动伤人时，排毒量大，后果

严重。（一）神经毒致伤的表现：伤口局部出现麻木，知觉

丧失，或仅有稍微痒感。伤口红肿不明显，出血不多，约在



伤后半小时后，，觉头昏、嗜睡、恶心、呕吐及乏力。重者

出现吞咽困难、声嘶、失语、眼睑下垂及复视。最后可出现

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及休克，致使机体缺氧、发绀、全身瘫

痪。如抢救不及时则最后出现呼吸及循环衰竭，病人可迅速

死亡。神经毒吸收快，危险性大，又因局部症状轻，常被人

忽略。伤合的第1－2天为危险期，一旦渡此期，症状就能很

快好转，而且治愈后不留任何后遗症。（二）血液毒致伤的

表现：咬伤的局部迅速肿胀，并不断向近侧发展，伤口剧痛

，流血不止。伤口四周的皮肤常伴有水泡或血泡，皮下瘀斑

，组织坏死。严重时全身广泛性出血，如结膜下瘀血、鼻衄

、呕血、咳血及尿血等。个别病人还会出现胸腔、腹腔出血

及颅内出血，最后导致出血性休克。病人何伴头尾 、恶心、

呕吐及腹泻，关节疼痛及高热。由于症状出现较早，一般救

治较为及时，故死亡率可低于神经毒致伤的病人。但由于发

病急，病程较持久，所以危险期也较长，治疗过晚则后果严

重。治愈后常留有局部及内脏的后遗症。（三）混合毒致伤

的表现：兼有神经毒及血液毒的症状。从局部伤口看类似血

液毒致伤，如局部红肿、瘀斑、血泡、组织坏死及淋巴结炎

等。从全身来看，又类似神经毒致伤。此类伤员死亡原因仍

以神经毒为主。诊断诊断蛇毒咬伤时要考虑并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否为蛇咬伤：道先必须明确除外蛇咬伤的可能性，

其它动物也能使人致伤，如娱蚣咬伤、黄蜂螯伤，但后者致 

伤的局部均无典型的蛇伤牙痕，且留有各自的特点：如蜈蚣

咬伤后局部有横行排列的两个点状牙 痕，黄蜂或蝎子螯伤后

局部为单个散在的伤痕。一般情况下，蜈蚣等致伤后，伤口

较小，且无明显的全身症状。（二）是否为毒蛇咬伤：主要



靠非凡的牙痕、局部伤情及全身表现来区别。毒蛇咬伤后，

伤口局部常留有一对或3～ 4毒牙痕迹。且伤口四周明显肿胀

及疼痛或麻木感，局部有瘀斑、水泡或血泡，全身症状也较

明显。无毒蛇咬伤伤后，局部可留两排锯齿形牙痕。（图1）

图1 毒蛇和无毒蛇的典型牙痕（三）是哪一种毒蛇咬伤：准

确判定何种毒蛇致伤比较困难，从局部伤口的特点，可初步

将神经毒的蛇伤和血液毒的蛇伤区别开来。再根据特有的临

床表现和参考牙距及牙痕 形态，可进一步判定毒蛇的种类。

（表1）如眼镜蛇咬伤病人 瞳孔经常缩小，蝰蛇咬伤 后半小

时内可出现血尿，蝮蛇咬伤后可出现复视。表1 几种主要毒

蛇的牙距的牙痕形态 毒蛇名称 毒蛇牙痕间距 （厘米） 牙 痕 

形 态 竹叶青 0.5～ 1.2 （八）呈rdquo.字形 蝮 蛇 0.6～1.2 （ ）

牙距小 金环蛇 0.8～1.6 （ ）rdquo.字形。伤口四周皮肤常呈

荔枝皮样外观。 银环蛇 0.8～1.4 （ ）rdquo.字形，伤口皮肤

常有撕裂。 蝰斑蛇 1.0～1.5 （ ）部组织呈深色 眼镜蛇 1.1

～1.9 （ ）伤口四周瘀斑和肿胀明显 眼镜王蛇 1.5～3.0 （ ）

伤口四周明显肿胀 五步蛇 1.5～3.5 （ ）牙距大、出血多，局

部常有水泡和血泡。 毒蛇头部略成三角形，身上有色彩鲜明

的花纹，上颌长有成对的毒牙，可与无毒蛇相区别。毒牙呈

沟状或管状与毒腺相通，当包在腺体外的肌肉收缩时，将蛇

毒经导管排于毒牙，注入被咬伤的人和动物体内。（图2） 

图2 毒蛇与无毒蛇的区别治疗毒蛇咬伤后现场急救很重要，

应采取各种措施，迅速排出毒并防止毒液的吸收与扩散。到

达有条件的医疗站后，应继续采取综合措施，如彻底清创，

内服及外敷有效的蛇药片，抗蛇毒血清的应用及全身的支持

疗法。(一)阻止毒液吸收：被咬伤后，蛇毒在3－5分钟内就



迅速进入体内，应尽早的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毒液的吸收。1

．绑扎法：是一种简便而有效的方法，也是现场轻易办到的

一种自救和互救的方法。即在被毒蛇咬伤后，立即用布条类

、手巾或绷带等物，在伤肢近侧5－10公分处或在伤指（趾）

根部予以绑扎，以减少静脉及淋巴液的回流，从而达到暂时

阻止蛇毒吸收的目的。在后送途中应每隔20分钟松绑一次，

每次1－2分钟，以防止肢瘀血及组织坏死。待伤口得到彻底

清创处理和服用蛇药片3－4小时后，才能解除绑带。2．冰敷

法：有条件时，在绑扎的同时用冰块敷于伤肢，使血管及淋

巴管收缩，减慢蛇毒的吸收。也可将伤肢或伤指浸入4－70C

的冷水中，3－4小时后再改用冰袋冷敷，持续24－36小时即

可，但局部降温的同时要注重全身的保暖。3．伤肢制动：受

伤后走动要缓慢，不能奔跑，以减少毒素的吸收，最好是将

伤肢临时制动后放于低位，送往医疗站。必要时可给适量 的

镇静，使病人保持安静。（二）促进蛇毒的排出及破坏：存

留在伤口局部的蛇毒，应采取相应措施，促使其排出或破坏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嘴吸吮，每吸一次后要作清水漱口，当

然吸吮者腔粘膜及唇部应溃破之处。也可用吸乳器械拔火罐

等方法，吸出伤口内之蛇毒，效果也较满足。伤口较深并有

污染者，应彻底清创。消毒后应以牙痕为中心，将伤口

作rdquo.或rdquo.形切开，使残存的蛇毒便于流出，但切口不

宜过深，以免伤及血管。咬伤的倍位在手或足部时，也可用

三棱针或刀尖在八邪穴或八风穴，向近侧皮下刺入一厘米后

，由近向远轻轻按摩，加速蛇毒的排出。伤口扩大后，还可

用各种药物作局部的湿敷或冲洗，以达到破坏或中和蛇毒的

目的。常用的外敷药有30％盐水或明矾水，用于伤口冲洗的



外用药有1：5000的高锰酸钾溶液及5％－10％的盐水。胰蛋

白酶局部注射有一定作用，它能本分解和破坏蛇毒，从而减

轻或抑制病人的中毒症状，用法是用生理盐水2－4毫升溶解

胰蛋白酶后，在伤口基底层及四周进行注射，12－24小时后

可重复注射。注射速尿、利尿酸钠或甘露醇等，可加速蛇毒

从泌尿系的排出。（三） 抑制蛇毒作用：主要是内服和外敷

有效的中草药和蛇药片，达到解毒、消炎、止血、强心和利

尿作用，抗蛇毒血清已广泛用于临床，对同种毒蛇咬伤效果

较好。1．各种蛇药片：目前用于临床的蛇药片已有十余种，

使用时首先要弄清所用的药片对哪种毒蛇有效，其次是用药

要早，剂量要大，疗程要长。最后，必须有针对性地采用其

它中西医的辅助治疗。临床上用得最广的是南通蛇药片（又

称季德胜蛇药片），伤后应立即服20片，以后每隔6小时服10

片，持续到中毒症状明显减轻为止。同时将药片加温开水调

成糊状，涂在伤口的四周及肢体胀肿的上端3－4公分处，广

州蛇药片（何晓生蛇药片）疗效也较好，伤后立即服5片，以

后每3小时服5片，重症者药量加倍。另外，上海蛇药片主治

蝮蛇咬伤，蛇三满蛇药片主治金环蛇和银环蛇咬伤。2．中草

药单方：可用新鲜半边莲（全草）30－60克，捣烂后取其汁

内服，有解毒和利尿排毒作用。也可用新鲜鸟桕嫩芽30克，

捣烂取汁内服，药渣外敷，可预防蛇毒攻心。3．血清治疗：

抗蛇毒血清对毒蛇咬伤有一定的疗效，单价血清疗效可高

达90％，但多价血清疗效仅为50％。目前已试用成功的血清

有抗蝮蛇毒血清、抗眼镜蛇毒血清、抗五步蛇毒血清和抗银

环蛇毒血清等，有的已精制成粉剂，便于保存。使用抗蛇毒

血清之前应先作皮肤过敏试验，阴性者可注射。（四）全身



支持疗法：毒蛇咬伤后的数日内病情较重，中毒症状有明显

，常伴有不同程度的水电解质紊乱和休克，严重者会出现呼

吸衰竭，心力衰竭，急性肾功能衰竭，溶血性贫血。因而积

极的全身治疗及纠正主要脏器的功能是重要的。血压低时应

及时给输血和补液，抗休克治疗，呼吸微弱时给以呼吸兴奋

剂和吸氧，必要时进行辅助性呼吸。肾上腺皮质激素及抗组

织胺类药物的应用，对中和毒素和减轻毒性症状有一定的作

用。全身抗感染药物，对防治局部组织的坏死是重要的，常

规注射TAT以预防破伤风的发生。预防及预后蛇咬伤严重的

威胁着广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应在危害最大的地区，采取

积极的预防措施，尽量减少蛇咬伤的发病率，降低死亡率。

首先要建立建全的蛇伤防治网，从组织上及人力上予以落实

，做到任务明确，专人负责。其次要发动群众搞好住宅四周

的环境卫生，彻底产除杂草，清理乱石，堵塞洞穴，消灭毒

蛇的隐蔽场所，经常开展灭蛇及捕蛇工作。同时要搞好预防

蛇伤的基本知识。在野外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员，进入草丛前

，应先用棍棒驱赶毒蛇，在深山丛林中作业与执勤时，要随

时注重观察四周情况，及时排除隐患，应穿好长袖上衣，长

裤及鞋袜，必要时戴好草帽。碰到毒蛇时不要惊慌失措，应

采用左、右拐弯的走动来躲避追赶的毒蛇，或是站在原处，

面向毒蛇，注重来势左右避开，寻找机会拾起树枝自卫。四

肢涂擦防蛇药液及口眼蛇伤解毒片，均能起到预防蛇伤的作

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