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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48046.htm 毒蛇咬伤是一种对劳动人民危

害较大的灾害性、外伤性外科疾病。毒蛇咬伤虽然在我国南

方多见，但毒蛇在全国范围内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布。目前已

知我国的蛇类约219种，其中毒蛇50余种，华南地区较多，主

要出没于山林、田野、海边等处，危害较大、能致人死亡的

主要有10种。神经毒者有银环蛇、金环蛇、海蛇；血循毒者

有蝰蛇、尖吻蝮蛇、竹叶青蛇和烙铁头蛇；混合毒者有眼镜

蛇、眼镜王蛇和蝮蛇。 【蛇毒的一般理化性质】 蛇毒是一种

复杂的蛋白质混合物，含有多种毒蛋白。新鲜毒液黏稠，透

明或淡黄色，含水65%，比重1.030～1.080，加热65℃以上容

易破坏。新鲜蛇毒呈弱酸性，腥苦味，与空气接触易生泡沫

，在常温下24小时变性，冰箱内保存15～30天毒性不变，干

燥蛇毒保持原毒力25年以上。眼镜蛇蛇毒经100℃加热15分钟

仍保持部分毒力，非经久煮不能破坏。凡能使蛋白质沉淀、

变性的强酸、强碱、氧化剂、还原剂、消化酶及重金属盐类

均能破坏蛇毒。 【蛇毒的有毒成分】 蛇毒的主要成分是神经

毒、血循毒和酶，其成分的多少或有无，随着蛇种而异。

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1.神经毒（风毒） 主要

是阻断神经肌肉的接头引起弛缓型麻痹，终致周围性呼吸衰

竭，引起缺氧性脑病、肺部感染及循环衰竭，若抢救不及时

可导致死亡。 神经毒的作用有两种表现，一种作用于运动神

经末梢的突触前及突触后部位，主要抑制运动终板上的乙酰

胆碱受体，使肌肉内的神经介质乙酰胆碱不能发挥其原有的



去极化作用，从而导致横纹肌松弛、呼吸肌麻痹。故在临床

上银环蛇咬伤的危重型病人，其所致的呼吸麻痹恢复较慢。

眼镜蛇毒是另一种作用，对乙酰胆碱受体的功能无影响，却

有抑制运动神经末梢释放介质的作用，这种呼吸麻痹的病人

用新斯的明有一定的疗效。 神经毒主要产生肌肉运动障碍，

如舌肌运动障碍产生语言困难，咽缩肌运动障碍产生吞咽困

难，眼外肌运动障碍产生眼球运动迟钝及复视，胸肌、肋间

肌和膈肌运动障碍发生呼吸麻痹。这些症状从中医的角度看

，属于风邪阻络症状，故将神经毒命名为“风毒”。 来源

：www.100test.com 2.血循毒（火毒） 血循毒的种类很多，成

分复杂，具有强烈的溶组织、溶血和抗凝作用，主要为溶蛋

白酶和磷脂所组成。血循毒对心血管和血液系统产生多方面

的毒性作用。 （1）心脏毒：毒性极强，可损害心肌细胞的

结构及功能。高浓度的心脏毒能引起离体的蛙心收缩期停跳

，低浓度的却能产生兴奋作用。此毒素对哺乳动物心脏有极

强的毒害作用，发生短暂兴奋后转入抑制，心搏动障碍，心

室纤颤，心肌坏死，最后死于心力衰竭。 （2）出血毒素：

是一种血管毒，作用于细胞的黏合物质，使其通透性增加而

形态仍然完整，没有损害细胞的作用。如尖吻蝮蛇、蝰蛇等

含有出血毒素，可以引起广泛性血液外渗透，导致显著的全

身出血，甚至心、肺、肝、肾、脑实质出血而死亡。 （3）

溶血毒素：有直接和间接溶血因子，间接溶血因子为磷脂

酶A，把卵磷脂水解分出脂肪酸而成溶血卵磷脂。直接溶血

因子存在于眼镜蛇、蝰蛇的蛇毒中，能直接溶解红细胞。直

接与间接溶血因子有协同作用，近年来研究证明直接溶血因

子与心脏毒是同一物质。血循毒能导致局部肿胀，进而坏死



，引起全身性出血及溶血等严重症状。中医认为热毒壅滞则

肿，热胜则肉腐，热迫血妄行则出血、衄血，故将血循毒命

名为“火毒”。 3.酶 蛇毒中含有各种酶，使蛇毒的致病作用

更为复杂。根据国内外资料报道，已查明蛇毒中含的酶有25

种左右，这里只简单介绍常见的4种酶。 来源

：www.examda.com （1）蛋白质水解酶：多种蛇毒均含有此

种酶。它可损害血管壁内皮细胞，增加管壁的通透性，导致

血浆外渗，组织水肿，局部肌肉坏死，甚至深部组织溃烂。

此酶相当于中医的“火毒”。 （2）磷脂酶A：其毒性作用是

间接溶血作用，它使卵磷脂转变为溶血卵磷脂而致溶血，所

引起的溶血症是极为严重的。磷脂酶A可促成产生溶血卵磷

脂而损及神经组织，或直接协助蛇毒中的神经毒或心脏毒进

入神经组织中，结果表现出严重的外周神经症状。此酶还可

以使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而引起出血，并可释放组织胺、5-

羟色胺、肾上腺素、缓动素等，间接干扰心血管系统的功能

。此酶的毒性作用相当于中医的“风火毒”。 （3）透明质

酸酶：多数蛇毒中含有此酶。它能溶解细胞与纤维间质，破

坏结缔组织的完整性，促使蛇毒从咬伤局部向其周围迅速扩

散、吸收。此酶亦相当于中医的“火毒”。 （4）三磷酸腺

苷酶：破坏三磷酸腺苷而减少体内能量供给，影响体内神经

介质、蛋白质的合成，导致各系统的生理功能障碍。此酶相

当于中医的“风火毒”。 【蛇毒的体内过程】 毒蛇咬人时，

其毒液通过管或沟状的毒牙注入皮下组织。蛇毒主要由淋巴

吸收再进入血液循环分布全身。分子较小的神经毒等也可直

接进入血液循环吸收。完好的皮肤沾染了蛇毒是没有危险的

，因为蛇毒不能穿透完好的皮肤。蛇毒也不能穿透完好的黏



膜，但经过蛇毒作用发生炎症反应却可以吸收蛇毒。蛇毒还

可以通过原来有炎症、有破损或有溃疡的黏膜。 蛇伤早期，

局部蛇毒比较集中，浓度较高。借助于其中的透明质酸酶使

之易于扩散、穿透，迅速吸收。蛇毒扩散至周围组织与组织

蛋白非特异性结合，游离蛇毒的扩散梯度降低，故在局部以

较缓慢的速度吸收。急救时，及早作伤肢结扎则蛇毒在局部

停留时间会延长，扩创、吸吮排毒及注射解毒药物均要及早

进行。 蛇毒在体内的分布，一般认为肺、肾、心、局部、淋

巴结等处含量较多，中枢神经系统极少。认为这可能与器官

血流量、蛇毒吸收通路及血脑屏障阻挡有关。有关实验证明

蛇毒与其靶细胞的特异性结合非常牢固。蛇毒吸收后在血液

循环中存在较多且较久，这可能是由于蛇毒在血中与血浆蛋

白结合而使之停留较久。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站(www．Examda。com) 蛇伤早期游离的蛇毒可流经肾脏通

过肾小球过滤排泄，而且还可以通过肝脏和网状内皮系统进

行体内解毒。多数学者认为，人和动物的消化腺体分泌物能

破坏蛇毒，肝脏有解毒作用，而且可以从小便排出约70%的

毒素。 【中医对蛇毒体内传变过程的认识】 中医认为蛇毒系

风、火二毒。风者善行数变；火者生风动血，耗伤阴津。风

毒偏盛，每多化火；火毒炽盛，极易生风。风火相煽，则邪

毒鸱张，必客于营血或内陷厥阴，形成严重的全身性中毒症

状。 当毒蛇咬伤人体后，风火邪毒壅滞不通则痛则肿；风火

之邪化热腐肌溶肉，故局部溃烂。风火相煽，蛇毒鸱张，正

不胜邪，则邪毒内陷。毒热炽盛，内传营血，耗血动血，于

是有溶血、出血的症状；火毒炽盛，最易伤阴，阴伤而热毒

炽盛；热极生风，又有神昏谵语、抽搐等症。若邪毒内陷厥



阴，毒人心包，可发生邪毒蒙闭心包的闭证；或邪热耗伤心

阳的脱证。总之，风火毒邪均为阳热之邪，具有发病急、变

化快、病势凶险的特点，其传变规律与温病近似，故辨证施

治可借助于温病学理论为指导。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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