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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路 前 

尖 吻 蜡 ， 一 种 管 牙 类 毒蛇 。 头 大 、 三 角形 ， 吻 尖 厅 出 ， 体 粗 ， 尾 短 ,， 全 长 可 达 1 米 以 
上 上 ， 粗 如 手臂 ， 背 面 约 有 二 十 余 个 方形 浅 色 斑 块 。 分 布 于 长 江 中 、 下 游 ， 大 约 相当 于 北纬 25 
度 到 31 度 之 间 、 以 及 台湾 省 这 一 广大 地 区 。 毒 牙 长 ， 排 毒 量 多 ， 为 血 循 毒 ， 被 咬 伤 后 出 血 严 
重 ， 如 不 及 时 救治 ， 可 有 生命 危险 ， 是 对 劳动 人 民 危 害 较 大 的 一 种 剧 毒蛇 。 尖 吻 蜡 去 内 脏 的 
和 干 制 品 叫 划 蛇 或 自 花 蛇 ， 是 著名 的 传统 中 药材 ， 本 草 学 中 早 有 记载 ， 至 今 仍 认 为 是 治 诸 风 顽 
兽 的 良药 ， 近 代 科 学 的 研究 ， 从 其 蛇毒 中 提取 纤 元 酶 〈 又 称 去 年 酶 ; ， 可 以 抗 凝 。 所 以 又 是 
一 种 经 济 价值 较 大 的 蛇 。 加 以 尖 吻 蜡 基 本 上 是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特有 蛇 种 ， 所 以 ， 对 它 的 深入 研 
究 和 利用 就 成 为 非常 必要 的 。 

关于 尖 吻 晶 的 形态 、 生 态 、 分 布 、 蛇 毒 及 其 毒 理 、 咬 伤 及 其 治疗 等 ， 在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主编 的 《中 国 的 毒蛇 及 蛇 伤 防治 》 (1979) 一 书 中 有 较 全 面 的 综述 ， 基 本 上 概括 
了 该 书 出 版 前 国内 外 关于 尖 吻 蜡 研 究 的 成 果 。 

鉴于 尖 吻 晶 是 我 国 特有 的 、 具 重大 经 济 价值 的 蛇 种 ，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于 1978 
年 初 倡议 并 主持 了 关于 尖 吻 曝 的 协作 研究 ， 并 于 1980 年 8 月 在 四 川 成 都 召开 了 全 国 性 的 “ 尖 
吻 蜡 研究 学 术 讨论 会 ”， 出 席 会 议 的 有 8 省 市 17 个 单位 的 代表 26 人 ， 会 上 宣读 论文 26 篇 ， 反 
映 了 近年 来 我 国 在 尖 吻 几 研 究 方面 的 全 面 成 果 。 其 中 梁平 、 杨 善 民 关 于 尖 吻 蜡 毒 腺 的 超 微 结 
构 ， 王 晴 川 关于 了 Ts: 标志 尖 吻 蜡 蛇 毒 在 大 鼠 体 内 的 分 布 和 消除 ， 刘 广 芬 关于 尖 吻 蜡 蛇 毒 柱 层 
析 分 离 及 各 组 分 生化 药理 特性 的 测定 ， 徐 科 ,、 江 明 待 . 张 景 康 关 于 尖 吻 曝 蛇 毒 的 升 血糖 作用 等 
四 篇 论文 ， 已 刊登 于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学报 》1982 年 第 1 卷 第 1 期 。 有 关 尖 吻 蜡 咬 伤 的 临床 治 
疗 几 篇 文章 ， 已 收 载 入 四 川 兴 动物 学 会 主编 的 《四 川 动物 》1981 年 第 2 期 “毒蛇 与 蛇 伤 防治 
专辑 2 中 。 其余 各 篇 论文 的 内 容 , 都 尽量 组 织 到 本 专集 中 , 以 专集 的 形式 发 表 ， 以 便于 参考 。 

由 于 此 专集 是 由 许多 作者 各 篇 自 成 体系 的 论文 组 织 而 成 ， 难 免 有 前 后 连贯 不 够 紧密 或 重 
复 ， 乃 至 观点 略 有 出 入 之 处 。 

我 们 瑞 心 希望 ， 这 本 专集 的 出 版 ， 对 从 事 蛇 类 学 、 蛇 毒 研 究 、 蛇 类 应 用 的 同志 有 所 帮 
动 ， 我 们 般 切 盼 望 ， 读 者 对 本 专集 中 可 能 存在 的 缺点 和 届 误 给 予 指正 。 我 们 相信 ， 这 本 专集 
发 表 之 后 ， 会 出 现 更 多 、 水 平 更 高 的 研究 论文 和 著作 ， 繁 荣 我 国 的 科学 事业 ， 为 国民 经 济 的 
发 展 作 出 积极 的 贡献 。 

在 组 织 尖 吻 蜡 的 协作 研究 、 召 开 尖 吻 昌 研 究 学 术 讨 论 会 以 及 编 印 这 本 专集 的 过 程 中 ， 一 
直 得 到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分 院 和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领导 的 关心 和 支持 ， 得 到 各 协作 单位 的 关心 和 
支持 ， 谨 在 此 一 并 表示 由 衷 的 感谢 和 崇高 的 敬意 ! 

在 这 项 工作 中 ，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第 六 研究 室 的 同志 给 予 了 充分 的 合作 与 支持 ， 上 海 自然 
博物 馆 吴 文 孝 同 志 专 程 来 成 都 协助 编辑 定稿 。 同 样 表示 诚 挚 的 谢意 ! 



分 类 地 位 

POMBE My RABEL A. BE. BV, BR ERSTHSE, BLAME 

BAA mis) WAH, 

BVA EAA1IE, RMRRRRDYREB CAgkistrodon), 197842, B+ Gloyd 

认为 它 形 态 特 殊 ， 主 张 另 立新 属 Diexragkzstrodoz (ROSE). KAWRMREELAMR 

mie, DR RM MARE: 

HE WE Suborder Ophidia (Serpentes) 

AL Family Viperidae 

YF Subfamily Crotalinae 

2p i le Genus Dienagkistrodon 

A sWy teh Species acutus 

〈 本 属 目前 只 知 些 一 种 ) 

蜡 亚 科 各 属 、 种 数 及 其 分 布 范围 如 表 1 。 

Al y¥ £ Ht + & H HF KAD F 

属 称 种 数 |j 分 布 
Agkistrodon ( 蜡 属 ) Wha 亚洲 及 北美 
Bothrops (矛头 蜡 属 ) | 49 中 、 南 美 

Calloselasma ( 红 口 蜡 属 ) | 1 东南 亚 

Crotalus (响尾蛇 属 ) 27 S2) ill 

Dienagkistrodon(4RMjte JE) | 我 国 〈 越 南北 部 ?) 

Hypnale (E48 je) Perea 印度 及 斯 里 兰 卡 

Lachesis (Bi }z) Pie | 中 、 南 美 

Sistrurus (4eNg NCB) | 让 和 $8 

Trimeresurus 〈 烙 铁 头 属 ) | 35 | Ww i 

4e 



地 方 名 

尖 吻 蜡 分 布 较 广 ， 危 害 较 大 ， 经 济 价值 也 较 大 ， 为 广大 群众 所 熟悉 ， 各 地 所 叫 地 方 名 也 

较 多 。 现 举 其 使 用 较 普 遍 者 如 下 

薪 〈 祁 ) 蛇 ， 江 西 、 安 徽 、 浙 江 、 潮 南 。 

iE: 

盘 蛇 ， 江 西 、 湖 南 

岩 蛟 :四 川西 阳 

AME, WI 

五 步 龙 ， 安徽 

五 棒 蛇 ， 湖 南 

Bak: 台湾、 广西 

放 丝 蛇 ， 浙 江 

吊灯 〈 等 》 th 浙江 

翻身 花 ， 湖 南 

See, Ja 

Fae, 江西 

eee, ESR A 

BALE: 

棋盘 蛇 GS). 浙江、 江西 、 福 建 

Reem: AL 

三 天 两 天 病 ， 江 西 、 湖 南 

ESM AAH, RRR DE CORSE, BIEL Re) ， 或 状 其 形态 〈 如 起 鼻 蛇 、 殊 

Ait) 等 ， 或 述 其 生境 《如 岩 蛟 ) ， 或 形容 其 活动 迟钝 《〈 如 懒 蛇 、 压 淡 蛇 、 睹 子 蛇 、 三 天 两 

天 病 等 ) ， 或 来 自 中 药 名 〈 划 蛇 ) ， 都 有 其 一 定 依据 ， 反 映 了 群众 对 尖 吻 冀 的 一 种 朴素 唯物 

NAR, HAH Of) 或 百 步 蛇 ， 意 思 是 指 被 此 蛇 咬 伤 后 走 五 步 或 百 步 就 会 死 ， 实 际 上 并 

无 此 事 ， 只 会 增加 人 们 对 它 的 恕 怖 晨 惧 情绪 ， 不 宜 采 用 ， 更 不 要 加 以 提倡 或 推广 。 



形态 特征 

PSHE. Mpeg Bia ka; RSA. KGAW RAR, AR, (IB 

th, A GMEA—729208 STIBAKRM. "Oy 

头 天 ， 了 明显 呈 三 角形 ， 吻 端 尖 出 ， 须 较 细 ; 体形 粗 短 ; 尾 较 得 而 细 ， 最 大 全 长 雄性 1335 

+206 毫 米 “〈 四 川西 阳 ) , HEHE1238 + 165 毫 米 “〈 贵 州 雷 而) ， 参 看 表 2 。 

Ai KH Keil aw Sat 

A2 KM KSB RMA SR 

#2 mw Re se Kk Rm RR eee, mm) 

| of! 2 
| [vn aE ° | 

| ees ze 长 Je 15/2 is eS Eas i EN de Ee 

Seats Sake colt ay Pe eat 
剖面 Ge TEE el sig 9 0.1413 [ir ORO eh ea 0.1177 

Fea een ee eee IESG RAMI TG Ry OMS Oh alee | 1401 144 0.1028 

58) ayia ens 195 0, 1322 1403 165 0.1176 
a Jil & fH 1541 206) 7h * 150 91387 1358 152 0.1119 

还 而 lise Me 1353 165 0.1220 1219 135 1s Oe aOT 

4S ARS BBG, IEW A15-214+2-6h HBA, BA _ TAMURA 

RAs 有 的 方 班 不 完整 ， 形 成 《“ 乙 ”字形 纹 ， 方 斑 边 缘 浅 褐色 ， 中 央 略 深 。 腹 面 自 色 ， 有 交 

错 排列 的 黑 褐 色 斑 块 ， 略 呈 纵 行 ， 每 一 斑 块 约 跨 1 一 3 枚 腹 鲜 ， 有 的 斑 块 淡 而 不 显 ， 有 的 若 

e 6 e 



和 干 斑 块 互相 连续 而 界限 不 请 。 头 背 黑 褐色 ， 头 自 吻 棱 经 眼 斜 至 口角 以 下 为 黄 自 色 ， 偶 有 少许 
黑 褐 色 点 ， 头 腹 及 喉 部 为 自 色 ， 散 有 稀 朴 黑 褐色 点 班 。 尾 背后 段 纯 黑 褐色 ， 看 不 出 方形 斑 ; 
BRM AMAREASW SBE. 

Mies, LREK, MRAM: BW, EK, MRAM SH. BT 
WE, HE LGHESE, ORK, 7 5 BAW ATER: SILER, SF aa 
TEAMS, THOMAS ob, WES 一 6 枚 ， 上 上 枚 最 大 ， 介 于 鼻 鳞 与 上 枚 眶 前 鳞 之 间 。 
眼 较 小 ， 瞳 孔 直 立 纺 垂 形 ， 眶 前 鲜 2 ， 上 枚 较 大 ， 眶 下 鳞 1 RA: HEL, RAR 
鳞 间 。 闫 窝 下 鳞 2 枚 ， 前 枚 较 大 ， 后 枚 较 小 ， 往 往 捧 于 下 枚 眶 前 鳞 及 眶 下 鳞 前 端 之 下 。 上 层 
鳞 7 〈 个 别 一 侧 为 8 枚 ) ， 第 二 枚 高 大 于 长 ， 构 成 闫 窝 前 鳞 ， 第 三 、 四 枚 最 大 ， 位 于 眼 正 下 

方 。 里 鳞 数 目 变 化 较 大 ， 与 上 撒 鳞 相 邻 接 的 一 行 鳞片 甚大 。 头 背 各 大 形 鳞片 较 平 而 富 王 粒 ， 
枕 区 及 矣 区 各 小 鳞 间 起 强 楼 或 具 结 节 的 强 棱 ， 下 展 鳞 10 一 11 对 (个 别 一 侧 为 9 )， 第 一 对 在 闫 
鳞 之 后 相 切 ， 前 2 一 3 对 (个 别 一 侧 为 4 ) 切 颈 片 。 产 片 一 对 ， 前 宽 后 罕 ， 似 部 其 他 小 鳞 排 成 
5 一 6 排 ， 正 中 者 往往 对 称 排列 ， 形 成 关 沟 。 背 鳞 21(23) 一 21(23) 一 17(19) 行 ， 最 外 1 一 3 行 

仅 有 极 细 的 弱 棱 ， 其 余 均 具 结 节 的 强 棱 ， 故 体 表 看 来 甚 为 粗糙 。 腹 鳞 雁 人 性 152 一 169， 肉 性 

162 一 171。 肛 鳞 完 整 。 尾 下 鳞 雄 性 51—61, HEME 48—63; AM 〈 个 别 全 部 ) 为 双 行 ， 少 数 
(5—21) 成 单行 。 尾 后 段 侧扁 ， 尾 尖 最 后 工 枚 鳞 侧 扇 而 尖 长 ， 俗 称 “ 佛 指甲 ”， 亦 可 作为 本 
种 的 鉴别 特征 之 一 。 

图 3 RARIRT BiH wm Ha 

o 7 e 



表 3 Ae A es Re Bais 

腹 age CV ) kj fp (Se) 

cohort 2 re 2 
南 宜 G1) 162 (2) 167-169 | (1) 59 (2) .an52 58 

(168) (52,5) 

建 = (16) -157= 465 | (16) 162-169 | (16) 54—60 (16) 52-58 
(160.9) (166.5) (57.6) (53.6) 

州 雷 Gina) aller CE. RP Sa | Ga) 51 | (3a) 50-53 
(168.3) (52,1) 

O35! Te2S 68. (4) ates t6o Css) oe el CAD SA 63 
(164) (166.2) (58.7) (57) 

川 Pe] CNG 164 = 1680 GOA 170 7 1a ae l= 57, (4) 48-53 
(165.5) (170,5) (55) (51,5) 

西 ie (2) 159-160 | (1) 168 (2) 54-55 (Gil) 55 
| (159.5) (54,95) 

ra) 7S (# Maki) mtc7 e152 — 1690 (3) 163-168 | (ioe ole 9 (3) 50-55 
| 《158 .9) (165) | (55,9) (52) 



生物 学 概述 

生活 于 山区 或 丘陵 林木 茂 感 的 阴 湿地 方 ， 曾 发 现 于 : 山 溪 旁 阴 湿 岩石 上 或 落叶 间 、 山 肖 

旦 边 1.7 米 高 的 岩石 上 、 瀑 布下 的 大 岩 颖 中 、 路 边 岩 下 、 路 边 草 从 中 、 茶 山 草 从 中 、 玉 米 地 

内 、 草 棚 内 堆 辩 上、 住宅 附近 或 进入 室内 等 。 自 天 多 盘 赚 不 动 ， 头 位 于 当中 ， 吻 尖 癌 上 ， 人 

脚步 声 接近 则 转动 其 头 警惕 注视 着 振动 传 来 的 方向 。 晚 上 遇 火 光 有 扑 火 习性 : 1964 年 6 月 7 

H, fa, MLO, RES Pee cae a ai 距 水 面 1.7 米 高 的 贿 石 上 有 一 尖 

吻 晶 ， 以 身体 前 段 向 火光 方向 射击 约 1 尺 远 ， 连 续 3 次 。 也 观察 到 喷 出 毒液 ，1964 年 6 月 3 

BH, ts, 4415205, EBERAZERKE, oe 2 米 的 匾 径 上 穿 过 时 ， 发 现 一 条 尖 

萄 曙 ， 以 采集 网 夺 住 用 手 抓 住 矣 部 提起 时 ， 见 喷 出 毒 湾 。 

在 野外 ， 从 5 ASS 月 底 ， 无 论 晴天 、 阴 天 或 雨天 ， 从 早上 9 点 到 蜀 上 10 点 一 刻 这 

段 时 间 内 ， 包 括 中 午 ， 都 采 到 过 尖 吻 晓 。 因 此 ， 难 以 说 明 在 自然 状态 下 ， 人 尖 吻 晶 在 什么 天 

气 、 什 么 时 间 活 动 或 不 活动 。 在 福建 棠 安 三 港 ， ery eualZ i; Mm, FEI, B21—-# 

ZR HS Ze PR SS Ale EK PE 

ROIS, CENRHEREMRASRR., 

Bee BELO TH, RBA7, WRK AEA A577. 14%, I A42.86%, FE 

HLAARWRBICEM, ERSRERRRRR, HERERVRHEDALMARM., ME 

常安 一 条 头 体 长 1046 毫 米 、 体 重 600 克 的 尖 吻 蜡 ， 香 下 一 只 全 长 515 毫 米 、 体 重 530 克 的 屋顶 

鼠 。 尖 吻 蜡 常 因 知 吃 较 大 食物 后 行动 不 便 ， 盘 卧 数 日 不 动 。 

在 浙江 地 区 3 月 、5 月 、9 月 及 11 月 都 观察 到 交配 现象 。 交 配 时 间 清 晨 到 傍晚 都 可 见 到 ， 

持续 1 一 2 小 时 。 在 江西 及 浙江 均 观 察 到 8 月 中 到 9 月 上 名 产 夕 6 一 20 tk, WA BEE aL 栈 

&, WA. BW, SRB LI, WR40—45 x 20-25, Pa, ARE 

天 盘 卧 儿 上 上， 因此 认为 尖 吻 蜡 有 护 卵 习性 。 经 20 余 天 师 出 仔 蛇 ， 仔 蛇 平 均 体 长 217。5 毫米 ， 

平均 体重 6.88 克 。10 天 后 发 现 晓 皮 ， 此 时 令 咬 小 白鼠 3 HTML, WAR 

性 。 握 报道 ， 台 湾 省 尖 吻 晶 产 卵 20 枚 。 福 建党 安 标本 怀 卵 数 多 达 26 枚 。 

垂直 分 布 从 海拔 100 米 左右 〈 杭 州 孤 山 及 灵 隐 和 天竺 ) 到 1350 米 〈 贵 州 兴 义 阿 依 ) 。 



地 理 分 布 

虽然 1933 年 Angel 5 Bourret 曾 报道 在 越南 北部 恰 巴 采 到 一 条 尖 吻 蜡 ， 但 此 后 未 再 见 

有 进一步 的 资料 。 因 此 ， 仍 然 可 以 说 尖 欧 昌 是 主要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一 种 蜡 亚 科 剧 毒蛇 
范围 基本 在 东经 104 度 以 东 ， 北 纬 25 度 左 右 至 31 度 左右 之 间 的 长 江 中 、 下 游 地 区 ， 以 及 全 

省 。 已 知 的 分 布点 有 : 

四 川西 阳 

RO, Bul, MM BIL HE, OL BO BAL AI, TO, a, MOE 

Wit: Ti. HB. Pe 

Wi: Do. HB. MAL HR. BR 

广西 ， 桂林 

TR: RESSIwEK 

Ze, KE. AV. BI. Bul, BE, Bm, me. TE ER. SR, AT. 

eS, AB, BSA, wih, Re 

TOG: ZUR. BAR, feu, JUL, WR. BAL RLS. La, Ree 

福建 : Se, ABER, CEL EBA, HR, PL KR, AT. MR, eR, 

政和 、 周 守 

Mil: Bi, RAW, eR. TR. RAL RR, 2M 

台湾 :， 高雄 、 屏 东 

4 RN RE BR PRE AR 介绍 ， 在 福建 ， 尖 吻 晶 仅 分 布 于 国 北 武夷 山 国 江水 系 地 区 《南平 以 

王 ) ， 九 龙 江水 系 地 区 则 未 曾 发 现 。 九 龙 江水 系 恰 在 砂 纬 25 度 左右 以 南 。 

10) 。 



我 国 古代 的 认识 

南朝 梁 。 陶 弘 景 〈 公 元 502 一 549 年 ) = (ARR) 从 形态 与 毒性 两 方面 明确 地 区 分 出 

当时 已 知 的 两 种 毒蛇 ， 

Hitt, Bam, AVSWRO, GR; ECA. B5bcA. 

SOFA He he TE ATI HE Drenagkistrodon acutus, UTR ABS ee Agkistrodon 

halys, ZevhAAal, Te SREE(A7C276—3244F) CORTE) WIMMERA, BA, BES A Ar 

Fy LS BS TB PRE BA a 

WMEME RS IA» 4A, Kak, SLLAT. FCM, MA EMR, KA 

Ke. /UR; AMAT ZEa Zz, MEE, SHA. 

这 里 ， 蝎 蛇 显 然 是 指 分 布 于 北纬 25 度 与 31 度 之 间 ， 体 形 较 大 ， 吻 尖 上 兽 的 尖 吻 晶 ， Is 

则 指 广泛 分 布 于 我 国 南北 各 地 ， 体 形 较 小 现今 习 称 的 蜡 蛇 。 大 概 在 此 期 以 前 ， 将 尖 吻 昌 叫 做 

We wi SE, TEL A EY TR, FRAT ASMN, MRE, MA, KHAN 

尖 吻 曝 的 认识 ， 有 文字 记载 的 ， 至 少 还 可 以 追溯 到 公元 前 50047RA, SRR EN HY 

《 卫 海 经 》( 约 公元 前 500 一 300 年 )， 在 “南山 经 ”中 多 次 提 到 星 虫 ， 应 该 是 指 尖 哆 晓 ， 如 ， 

MRR=BL+HAYW, BEAK. REAM. CEA. SHO, 

MAW BHBAFIRUZE, HESS, CK. HPS. 

RREB\TERBRSZi, HPSERS, KoRM, ZAR, Sih, SEM, SER, 

不 可 以 上 。 

大约 与 此 同时 或 稍 后 的 《 楚 辞 》 中 也 提 到 尖 吻 蝎 是 一 种 可 怕 的 毒蛇 ， 

B/S VAN, BATIA AT WIE WE IE Ae on 0 6( (RERF + RBA ) 

BAT ICH FAR AKT, BORE RE RFE TRAE C CREE + KAD ) 

PRIM © MAE CHER TD Ceca 120 年 左右 ) “说 林 训 ” 中 有 : 

Wa ete N, FELL ASEM RS. 

KGAA RT iar hm Bick, ANWR ECR bWRWE Een eS Sl, 

如 西汉 。 醒 宽 《 盐 铁 论 。 险 固 》 (公元 前 80 年 前 后 ) 就 有 : 

EA, MAH, Hae, ABME. 

大 约 自 唐 宋 以 来 ， 晓 与 古 曾 发 生 混淆 ， 有 以 为 二 者 就 是 一 种 蛇 的 ， 这 多 半 出 于 仅 从 书本 

上 考证 字义 ， 缺 少 实践 知识 之 故 。 如 唐 。 苏 茶 《 唐 本 草 》 《人 元 660 年 ) BER STR Fe 

一 种 蛇 ， 

晶 蛇 作 地 色 ， 泪 反 口 长 身 得 ， 头 尾 相 似 ， 山 南 汉 酒 闻 多 有 之 ， 一 名 好 蛇 ， 无 三 种 也 。 

因此 ， 古 籍 中 的 明 ， 究 竟 指 尖 吻 晶 或 现今 的 蜡 蛇 ， 需 要 具体 情况 具体 分 析 。 如 唐 。 陈 藏 器 

e jl» 



《本 草 拾遗 》 〈 公 元 739 年 ， 一 说 725 年 前 后 ) 记 ， 

蜡 蛇 锦 文 ， 亦 有 与 地 同色 者 ， 众 蛇 之 中 ， 此 独 胎 产 。 

VEAL A tse ON ASAE MRE, TAR EDEMA 

我 国 十 代 不 但 知道 尖 吻 蜡 是 一 种 剧 毒蛇 ， 而 且 很 早 就 作为 药物 治 病 。 梁 。 陶 弘 景 《 名 医 

HRY 已 将 它 列 为 下 品 。 此 后， 本 草书 籍 均 有 收 载 ， 沿 用 至 今 ， 认 为 是 治 风 湿 麻 交 的 有 效 药 

物 。 不 过 , 作为 药物 , 在 本 草 中 所 用 名 称 常 有 演变 ， 如 宋 。 马 志 等 《 开 宝 本 草 》 (4709734) 

叫 和 白花 蛇 ， 宋 。 塞 宗 责 《本 草 衍 义 》( 公 元 1110 年 ) 叫 赛 鼻 蛇 ， 明 。 李 时 珍 《 本 草 纲 目 》 (人 

元 1596 年 ) 也 叫 莫 蛇 ， 清 。 赵 学 敏 《 本 草 纲目 拾遗 》 (2489017654) 5] CHIN AS aS» MAY KE, 

因为 尖 吻 昌 既 是 一 种 危害 甚大 的 剧 毒蛇 ， 又 是 一 种 经 济 价值 较 大 的 药材 ,所 以 为 人 注 

意 ， 对 它 有 较 深 入 的 观察 和 认识 。 唐 代 著 名 文学 家 柳宗元 在 《 宥 蜡 蛇 文 》 《公元 805 一 815 年 

间 ) 中 关于 永州 〈 今 湖南 零 陵 ) 尖 吻 晶 的 描写 极为 生动 逼真 : 

AE, CORI. HOE, HIKE. RAT, Ka. SST, Hee. 
仅 用 短 短 的 32 个 字 ， 便 把 尖 吻 蜡 的 形态 、 习 性 、 行 为 及 毒性 刻 划 得 棚 宰 如 生 。 柳宗元 另 一 篇 

政论 文章 《 捕 蛇 者 说 》 中 “柳州 之 野 有 异 蛇 , 黑 质 而 和 白 章 ”, 所 指 的 也 是 尖 哆 蜡 ， 而 非 银 环 蛇 。 

Ae iy (ACES id) (公元 981 年 ) 对 估 咖 晓 的 描写 也 极 生动 形象 , 

TIA, SHEAR, SRM, BEB, HY, KAMER, Pema. 
人 立 死 。 中 手 即 断 手 ， 中 足 即 断 足 ， 不 然 全 身 肿 烂 ， 百 无 一 活 。 谓 蜡 蛇 也 。 

此 段 宇 数 也 不 多 。 却 把 尖 吻 晶 的 剧 毒 蛇 形 象 描写 得 淋漓 尽 致 ， 令 人 闻 而 生 晨 。 些 处 所 谓 晶 

蛇 ， 显 然 指 尖 萄 晓 ， 现 今 的 蜡 蛇 是 没有 这 人 么 令 人 可 怕 的 。 明 。 李 时 珍 《 本 草 纲目 》“ 自 花 蛇 ” 

项 下 关于 尖 吻 北 形态 的 叙述 ， 则 颇 接 近 现代 对 于 一 种 动物 形态 特征 的 科学 记载 ， 而 且 很 能 抓 

(EX, HITZ: 

其 蛇 龙 头 虎 口 ， 黑 质 自 花 ， 胁 有 二 十 四 个 方 胜 文 ， 腹 有 念珠 班 ， 口 有 四 长 牙 ， 尾 上 有 一 佛 指 
甲 ， 长 一 三 分 。 

清 。 赵 学 敏 《 本 草 纲目 拾遗 》 卷 十 鳞 部 “ 匠 飞 ”项 下 ， 引 《湖州 府 志 》 关 于 武康 山 多 曝 蛇 ， 

名 棉 飞 的 一 段 记载 后 ， 加 了 一 段 接 语 。 现 将 赵 学 敏 的 这 段 按 语 照 录 于 后 ， 以 作 结 尾 : 

敏 按 湖 志 所 言 碧 飞 ， 理 杭 山 乡 多 有 之 ， 土 人 名 方 胜 板 ， 以 其 遍 身 花纹 如 锦 中 方 胜 形 ， 厦 似 
板 ， 改 名 。 路 人 最 毒 。 唯 野猪 能 食 之 ， 土 人 言 冬日 蛇 厚 地 中 ， 野 系 嗅 其 气 ， 辐 翻 石 气 土 出 而 唉 
之 。 蛇 性 大 热 ， 野 猪 食 三 条 ， 即 能 过 严冬 。 纲 目 几 好 为 二 ， 蜡 即 方 胜 板 ， 了 他 即 士 锦 ， 俗 呼 灰 地 区 
是 也 。 恶 风 顽 将， 非 此 猛烈 积 执 之 性 驱 之 ， 则 肢 废 者 不 能 复 举 ， 殉 以 毒 攻 毒 之 义 。 想 碧 飞 同类 而 
异 名 者 ， 书 此 以 做 证 。 

IX IBRD PA SVP ULAR: © 尖 吻 蜡 在 他 家 乡 浙江 有 之 ， 当 地 群众 根据 其 形态 特 

征 叫 做 “ 方 胜 板 ”@@ 尖 吻 蜡 是 一 种 剧 毒蛇 ， 野 猪 是 其 天 敌 ， 轩 ”李时珍 《本 草 纲目 》 中 的 

昌 与 他 是 两 种 蛇 ， 蜡 就 是 尖 吻 晓 ， 他 就 是 现今 的 蜡 蛇 ， 目 前 浙江 人 民 仍 叫 灰 地 扁 或 灰 链 秆 ， 

@® ” 尖 吻 蜡 是 一 种 药 用 动物 ， 可 治 恶 风 顽 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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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 对 尖 吻 晶 的 研究 

尖 咖 蜡 的 科学 名 称 ， 是 德国 学 者 Guenther 于 1888 年 在 Tpe 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 杂志 上 发 表 的 。 他 们 依据 的 是 Pratt CRAM RK GRE BS 

的 3 号 雄性 标本 ， 但 他 却 将 新 种 模式 标本 产地 错误 地 写作 “九江 以 北山 区 ”。 些 点 后 来 由 模 

式 标本 的 采集 人 Pratt 于 1892 年 所 著 的 《Snows of Tibet) 一 书 中 加 以 更 正 。 订 定 新 种 
RY, Guenther 依 其 形态 特征 一 一 吻 端 上 方 有 一 短 而 略 弯 的 突出 物 ， 取 名 acutus 《拉丁 文 ， 

锐利 的 、 有 类 的 ) ， 属 称 为 妃 alys 。 所 以 中 文 名 叫 尖 吻 旺 。 既 能 反映 此 种 蛇 的 主要 形态 特 
征 ， 也 与 拉丁 学 名 的 洱 义 一 致 ， 现 已 为 广大 学 者 所 采用 ， 成 为 此 种 蛇 的 中 文科 学 名 称 。 

1896 4E, Boulenger 著 《Catalogue of the Snak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Natural History)) —BR=éiatt, BRM BH Ancistrodon 属 ， 同 时 报道 了 湖北 宣 

昌 的 工 号 标本 。 

1908 年 ， 日 本 Namiye 报道 我 国 台 湾 省 产 尖 吻 蜡 ， 将 属 称 拼 为 4gfzstfrodon 。 此 后 关于 

尖 吻 昌 的 拉丁 学 和 名， 一 直 使 用 Agkistrodon acutus, 3] 最 近 。 

1978 年 ， 美 国学 者 Gloyd 发 表 文 章 ， 提 出 将 尖 吻 蜡 另 立新 属 ， 属 名 取 做 Diezragkzstrod on 

(Dien 来 源 于 希腊 字 dezxos ， 慌 怖 的 意思 ) 。 因 为 他 认为 尖 吻 蜡 在 蜡 属 内 是 比较 特殊 的 ， 

有 另 立 新 属 的 必要 。 目 前 将 Dienagkistrodon FHRWKE, BMRA, MRO, 
按照 Gloyd ， 新 属 Dienagkistrodon 的 鉴别 特征 如 下 ， 

KEW AMR, KEDALS 米 ; 吻 端 具 有 尖 出 而 未 端 钝 圆 的 突出 物 ， 它 系 由 高 度 

延长 的 吻 鳞 与 鼻 间 鳞 梅 成 ;成 体 背 中 央 及 上 朝 侧 的 背 鳞 有 极 发 达 的 结 节 状 突起 ;靠近 尾 尖 的 最 下 

THEATE; FPSRR Ss IA. 

mit, ESCARKRARYVRDMU BA, KBR, MREWRHWMT SAME 写作， 

Dienagkistrodon acutus (Guenther) , 

1935 年 ， 美 国学 者 Pope # «The Reptiles of China》 一 书 出 版 ， 依 据 我 国 福 建 省 尝 

安县 的 16 号 标本 对 尖 吻 蜡 的 形态 及 色 斑 变异 作 了 扼要 的 介绍 ， 并 根据 我 国 湖南 沅 陵 的 1 号 标 

本 描述 了 人 尖 吻 昌 雄 性 的 半 阴 茎 。 同 时 ， 还 将 当时 文献 中 有 关 尖 吻 蜡 的 习性 、 食 物 、 繁 殖 资 料 

及 地 理 分 布 等 加 以 综合 报道 。 此 书 中 ， 关 于 尖 吻 蜡 在 我 国 的 产地 列举 了 

waE: BA. RK ATH 

湖南 : 辰 州 〈 今 沅 陵 ) 

wil: SEF 

福建 : 党 安 〈 包 括 挂 墩 ) 

广东 靠近 湖南 边界 

else 



并 依据 Wall 〈1903) 的 报道 ， 讨 论 了 在 我 国安 徽 、 江 西 及 四 川 的 标本 问题 。 也 依据 Maki 

(1931) 报道 了 我 国 台湾 省 的 尖 吻 噬 资 料 。 

最 早报 道 我 国 台湾 省 尖 哆 蜡 的 是 日 本 人 Namiye (1908) 。Stejneger (1910，112 页 ) 

认为 尖 吻 星 在 台湾 省 的 发 现 ， 是 以 往 许多 事实 中 的 又 一 桩 事实 ， 证 明 台 湾 和 省 动物 区 系 与 我 国 

大 陆 动物 区 系 有 密切 联系 。 

虽然 Pope 〈1935，389 页 ) 引 Wall 曾 在 Siceawei 博物 馆 见 到 1 号 标本 可 能 采 自 四 川 ， 
但 并 未 加 以 肯 定 。1978 年 ， 在 四 川 省 西 阳 县 兴隆 区 卫生 院 的 协助 下 ， 在 该 区 采 到 若干 尖 吻 晶 

标本 ， 由 赵 尔 密 正 式 加 以 报道 《四川 科技 报 ，1978 年 9 月 25 日 4 版 ) 。 

1963 年 ， 四 川 医学 院 与 中 国 科学 院 西南 生物 研究 所 组 织 考 察 队 到 贵州 省 东部 、 东 南部 及 

西南 部 调查 ， 在 兴 义 及 雷山 采 到 尖 吻 蜡 ， 是 贵州 省 尖 吻 虹 的 

首次 记载 。 近 年 ， 贵 州 省 动物 志 编 辑 委 员 会 组 织 考 察 ， 又 在 省 内 更 多 地 方 发 现 有 尖 吻 几 的 分 

布 。 

关于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尖 吻 蜡 的 报道 ， 主 要 是 广西 医学 院 药理 学 教研 组 邓 成 仁 同志 提供 的 

资料 ， 最 初 在 《中 国 的 毒蛇 及 蛇 伤 防治 》(1974 年 版 ) 一 书 中 加 以 记载 。 

此 外 ， 报 道 湖南 尖 吻 坚 产 地 的 有 滁 启 党 等 〈1964)， 四 川 省 生物 研究 所 〈1976)， 报道 浙 

江 尖 吻 昌 产地 的 有 毛 节 荣 等 (1964)， 浙 江 医科 大 学 等 (1865);， 报道 福建 尖 吻 晓 产 地 的 有 王 琅 

敏 、 郑 作 新 〈1947)， 了 丁 汉 波 〈1959)， 刘 凌 冰 等 〈1966)， 福 州 军 区 总 医院 《1966)， 福 建 师 

TEARS (1974)， 四 川 省 生物 研究 所 (1976); 报道 安徽 尖 吻 昌 产 地 的 有 浙江 医科 大 学 (1973)， 

四 川 省 生物 研究 所 〈1974)， 安 徽 野生 动物 资源 调查 保护 办 公 室 1978); 报道 江西 尖 吻 昌 产 

地 的 有 喜 凤 潭 、 张 丰 旺 〈1962)， 钟 昌 富 、 吴 贯 夫 (1981), 

Pope (1935) 报 道 尖 吻 蜡 吃 岛 及 鼠 。 黄 美 华 等 (1965) 解剖 浙江 标本 ， 增 加 了 知 吃 时 

Siew ida, RRS (1966) 解剖 福建 与 贵州 标本 ， 也 证 实 香 吃 峙 及 鼠 类 ， 且 发 现 一 头 

体 长 1046mm Re, SIFE—-4K 51ioSmm 的 屋顶 鼠 ， 蛇 重 600 克 ， ese 197048, 

毛 寿 先 报 道 台 湾 省 常见 毒蛇 食性 时 ， 对 高 雄 与 屏 东 的 尖 吻 蜡 食 性 作 了 研究 ， 其 食物 组 成 为 晰 

WEL 

Maki (1931) thi RIF 8 一 9 FA falpe9N20e% AEA, Horikawa (1941) 报道 台湾 从 欧 

t= 8 一 9 月 产 卯 12—20#c, Pope (1929, 1935) 报道 解剖 采 自 福建 崇 安 县 一 全 长 1244mmm 

标本 怀 匈 26 枚 ， 其 中 一 卯 内 含 胚胎 长 78mm， 尚 未 出 现 色 素 ， 大 小 中 等 的 匈 径 21x35mm。 

劳 伯 勋 等 〈1979) 报道 对 杭州 蛇 园 中 饲养 尖 吻 晶 的 逐 倡 、 求 爱 、 交 配 与 产 卵 、 贱 化 等 的 观察 

结果 ， 产 卵 数 6 一 17 M, GN 40 一 45x25mm， 邮 化 期 约 一 月 。 最 近 ， 日 本 蛇 族 学 术 研 究 所 

岛 羽 通 和 久 等 1981) 报道 1979 年 从 我 国 引 进 尖 吻 蜡 ， 一 全 长 1012mm HERE 8 月 20 上 月 产 郁 4 

Ly oe 48—59 (3234 53,3) X 23—27 (3234 24.5) mm, 

SiLeRRAKEUAS BH 1960) 曾 报道 该 场 饲 养 尖 吻 昌 的 经 验 。 最 近 ， 福 建 

ee (1981) 撰文 介绍 了 该 所 拟态 蛇 园 繁殖 尖 吻 晶 的 情况 

关于 尖 吻 旺 蛇 毒 的 排毒 量 、 毒 力 、 分 离 提纯 、 毒 理 、 生 物化 学 等 方面 的 研究 ， 我 国 台 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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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胞 普 做 了 大 量 工 作 ， 近 二 十 多 年 来 ， 大 陆 的 学 者 也 先后 做 了 不 少 工作 。 其 中 有 广西 医学 
院 、 下 耿 医 学 院 、 福 建 医 科大 学 、 江 西 中 医学 院 、 中 国 科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 安 徽 锋 门 蛇 
份 研究 所 、 中 国 科学 技术 大 学 等 单位 的 同志 ， 并 发 表 论文 乡 篇 。 

活 易 量 咬 伤 是 一 种 较为 严重 的 常见 病 ， 我 国民 间 蛇 医 有 丰富 的 治疗 经 验 。 解 放 后 ， 建 立 
了 安徽 祁 门 蛇 伤 研 究 所 、 和 福建 建 阳 大 竹 岚 蛇 伤 防治 研究 所 ， 主 要 从 事 尖 吻 蜡 咬 伤 的 防治 研 
究 。 关 于 尖 吻 蜡 咬 伤 的 治疗 问题 ， 赵 延 德 、 李 世 俊 、 张 震 、 周 肖 林 、 侥 达 善 等 曾 著 文 介绍 ， 
其 中 二 部 份 已 收 哉 入 四 川 省 动物 学 会 主编 的 《四 川 动物 》1981 年 第 2 期 “毒蛇 与 蛇 伤 防治 专 
查 ”。1973 年 ， 上 海 生物 制品 研究 所 与 有 关 单 位 协作 ， 试 制 成 功 抗 尖 吻 几 蛇 毒 血 清 ， 商 品 各 
“精制 抗 五 步 蛇毒 血清 ”， 供 临床 使 用 ， 在 治疗 尖 吻 蜡 咬 伤 问题 上 ， 起 到 重要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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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兆 ， 再 将 蛇 皮 和 剥 去 ， 而 后 将 其 置 于 50C 的 5% NaOH 溶液 中 浸泡 一 小 时 ， 然 后 依次 、 细 心地 

用 锰 子 及 龙 刷 将 肌肉 剔除 干净 ， 最 后 用 清水 冲洗 ， 再 以 双氧水 脱脂 漂白 。 

骨 艇 是 支持 机 体 的 坚硬 支架 ， 使 驱 体 保持 一 定 的 形态 ， 并 保护 机 体内 部 许多 重要 而 柔 有 
的 器 官 。 尖 哆 晶 无 附 肢 骨 ， 只 有 主轴 骨 。 其 主轴 骨 包 括 头 肯 、 兰 柱 及 肋骨 ， 无 胸骨 。、 

(-) x # ; ce 
SRB BE To LH RP A SL DL, WP SERS A UT AP AC a 

ARAM LNG CT UME ES AAS RA, AE ERE | 
1. (cranium) 位 干 咽 骨 背 方 ， 由 许多 骨 块 围 成 脑 腔 ， 脑 即位 于 其 中 ， 在 后 方 中 央 

有 一 桃 肾 天 孔 ， 为 脑 膀 与 椎 管 相 接 通 之 处 。 颅 骨 由 下 列 各 明 块 组 成 《图 人-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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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Kwek HM a 

C1) ane 面 
RF Cos nasale) —M, F#HEN RAMP MA AA Ran, MeSH RR, 

其 后 方 籍 膜 性 结缔 组 织 与 额 骨 相连 接 。 

My Cos frentale) 左右 一 对 ， 外 侧 前 方 连接 前 额 骨 ， 后 缘 与 顶 骨 相连 接 ， 内 侧 缘 构 

成 脑 腔 的 前 背 壁 及 侧 壁 :外侧 缘 构 成 眼眶 上 缘 ; 腹面 与 基 蝶 骨 的 剑 突 相连 接 。 其 腹 前 方 内侧 

有 一 对 和 旬 孔 ， 是 第 一 对 脑 神经 的 通 出 孔 。 

aif (os prefrontale) 一 对 ， 位 干 额 骨 前 方 外 侧 。 其 腹 侧 前 方 由 可 动 关 节 与 上 颌 骨 

相连 接 。 后 缘 构 成 眼眶 前 缘 。 在 膜 面 有 一 孔 ， As 
顶 骨 (os parietale) —k, AMKMGMARANAR, CARMA AE RM, AA 

SHARE: 前 侧 缘 构 成 眼眶 后 侧 缘 ; 外 侧面 向 下 延伸 ， 与 腹面 的 基 鳞 

骨 相 缝合 ;去 右 后 侧面 与 前 耳 骨 相连 $ 正 后 方 与 上 枕骨 相 接 。 

EMT (Cos postfrontale) 一 对 ， 位 干 顶 骨 外 侧 。 构 成 眼眶 后 缘 。 

上 枕骨 (os supraoccipitale) 一 对 ， 位 干 顶 骨 后 缘 两 侧 ， 外 侧 与 前 耳 骨 相 接 。 

外 枕骨 Cos exoccipitale) 一 对 ， 位 于 顶 骨 后 方 ， 与 基 枕骨 构成 枕骨 大 和 孔 。 

(2) 腹 面 

基 枕 骨 (os basioccipitale) 一 块 ， 位 于 颅骨 腹面 最 后 方 。 前 缘 与 基 蝶 骨 相 接 ， 其 后 方 

有 一 颗粒 状 的 突起 部 分 与 外 桃 骨 腹面 的 突起 部 分 共同 形成 枕 劝 ， 与 赛 椎 形成 可 动 关节 。 

Hw (os basisphenoidale) 一 块 ， 后 部 较 宽 大 ， 铅 前 新 尖 ， 成 尖 剑 状 。 前 部 与 顶 

骨 、 额 骨 的 腹面 相 接 ， 正 后 方 与 基 枕 骨 相连 接 。 在 外 侧 缘 前 方 与 左右 额 骨 的 后 缘 腹 面 、 顶 骨 

的 前 缘 腹 面 构成 一 对 孔 ， 为 视神经 通 出 口 。 

前 耳 骨 〈os prootic) 一 对 ， 位 于 脑 腔 外 侧 后 方 。 前 缘 及 背 缘 与 顶 骨 后 侧 缘 相 接 ， BH 

与 上 枕骨 、 外 枕骨 相 接 ， 腹 面 与 基 枕 骨 侧 缘 相 接 。 前 耳 骨 有 前 后 排列 两 孔 ， 前 孔 为 第 五 对 脑 

神经 上 颌 支 通 出口 ， 后 孔 为 第 五 对 脑 神经 下 颌 支 通 出口 。 在 背后 方 有 一 卯 圆 窗 ， 耳 柱 骨 连 于 

I, ABR MS REA. 

Hey Ccolumella auris ) 一 对 纤细 的 骨骼 ， 基 端 呈 圆 盘 状 ， 连 于 卯 圆 窗 一端 尖 

细 ， 与 方 骨 触 及 〈 图 7) 。 

AOS 



2. 咽 骨 〈viscerale) H Lil, PiRRE RAK, 

喉头 软骨 亦 属 于 咽 骨 的 组 成 部 分 。 yop 

C1) E fi Carcus maxillaris) 位 于 颅骨 — 

的 腹面 。 由 下 列 各 骨 块 组 成 《图 4 一 6 (。 

alae Cos premaxillae) 一 块 ， 位 于 上 颌 正 AT KOBE T 

Ha, BAK, SHAARRSRABE, BSRPAME, | 

iP Gromer) 一 对 ， 位 于 前 颌 骨 后 方 ， 弄 状 。 wait 
LAR Cos septomaxillae) —W, MFHEHNEH. AMAL, BRR: 

Ab AM) [alte FE, Hy CS AS BE | , 

Lay (maxilla) 一 对 ， 位 于 上 颌 前 方 最 外 侧 。 背 前 方 由 一 可 动 关节 突 与 前 额 骨 相关 

K; 后 方 与 横 骨 相关 联 。 其 腹面 前 端 有 并 列 着 生 的 毒 牙 及 贮备 毒 牙 各 一 枚 后 端 紧 接着 有 

6~7 枚 贮备 毒 牙 交错 排列 成 二 排 。 这 些 毒 牙 同 被 包 庄 于 牙 茜 之 中 。 上 颌 骨 平 时 横 卧 于 口腔 顶 

部 ， 张 口 咬 物 时 ， 籍 横 骨 向 前 推移 ， 上 颌 骨 竖 起 。 

横 骨 〈os transversum)—MN, WERK. WSLMABKR 后 端 与 翼 骨 相 接 。 

ig (os palatinum) 一 对 ， 似 三 角形 。 其 腹面 着 生 有 2~4 枚 同型 无 毒 牙 。 
ZF (os pterygoideum) 一 对 ， 呈 翼状 。 前 端 与 有 骨 相 接 ， 外 侧面 与 横 骨 相 接 。 其 腹 

面 着 生 有 12 一 15 枚 同型 无 毒 牙 。 | 

sep Cos squamosum) 一 对 ， 遍 棒状， 位 于 颅骨 后 侧面 。 Bin Aaa Bn, Jas 

5775 fh BEE, 

ii oy ON Sei pea 关 让 
关联 。 

(2) F ffi Cmandibula) 位 于 头骨 最 下 面 ， 由 下 列 各 骨 于 组 成 (图 8) 。 

Hr (os dentale) 一 对 ， 狂 长， 后 端 4 

A Awa ai Bee 。 位 于 下 颌 最 前 方 。 

面 内 侧 着 生 有 16 一 18 枚 无 毒 牙 ， 

后 渐 小 。 

上 隅 骨 (os supraangulare) 一 对 ， 前 呈 长 棒 

状 ， 后 端 宽 扇 。 其 前 端 分 又 ， 与 齿 骨 后 端 又 接 ， 后 

端 由 关节 与 方 骨 相 关联 。 
13 (os angulare) 一 对 ， 细 小 扁 芋 。 位 于 上 as 人 

隅 骨 前 方 内 侧 腹面 ， 夹 板 骨 后 方 。 

Km 7 Cos spleniale) 一 对 ， 细 小 遍 薄 。 位 于 齿 骨 后 方 的 侧面 ， 后 端 与 隅 骨 相 接 。 

3 舌 骨 (arcus hyoideus) 一 块 ， 呈 “n2” 形 ， 纤 细 。 前 端 位 于 舌 鞘 前 部 ， 两 

侧 回 后 沿 舌 糙 外 缘 延 伸 。 

C2 te " | 

Rwy iy FEE 19GC~ 232k ALR, SGHAIE RE, WL ObSERE, WHE, IHERB HE 
Pelee 



四 个 部 ， 而 无 胸 鹤 及 腰椎 之 分 。 了 躯 椎 可 代表 椎 骨 的 典型 构造 ， 兹 先 述 之 。 
ee 自 第 3 椎 骨 起 依次 向 后 至 尾 椎 的 一 系列 椎 骨 均 为 服 椎 Mon eee 

个 ， 其 结构 基本 类 同 。 它 有 下 述 基本 结构 〈 加 9 一 1 。 

WEDS PS 

 A10 Ry Hh ie HE AT AR 

‘fred xt, 71 

AS KARAM 

#etR C centrum) 是 椎 旧 族 面 最 厚实 CHM 其 椎 

eS ee 

7nd TL ABT 图 11 Rwy BAe He a) AL 
#i3 (arcus vertebrae ) FREE SOUR | 

» HSH MS MaA-RKAE, VARESE: ESR TAAMAEMW a, THE 

a HUMES SSUES ESR, WAST EA. 

Ge a ee ， 椎 体 为 腹壁 所 构成 中 空 的 管道 。 

SEIS iw. 

ARR Cprocessus spinosus) 是 椎 纪 的 顶 ane SLAW ie RI 

XR Cprocessus articularis) 椎 体 前 面 两 侧 向 外 突起 的 部 分 为 前 关节 Rs SIA 

面 两 侧 向 外 突出 的 部 分 为 后 关节 突 。 后 位 椎 骨 的 前 关节 突 与 前 位 椎 骨 的 后 关节 突 相 组 合 。 这 

样 前 后 椎 骨 籍 着 椎 体 、 椎 弓 突 和 椎 号 窝 以 及 前 后 关节 突 等 相 钳 合 连 接 ， 使 脊柱 结合 牢固 。 

eR Cprocessus, transversus) 为 椎 骨 前 方 前 关节 罕 的 腹 方 向 外 突出 的 部 分 。 椎 骨 籍 

Mena. | 

HEART  Chypapophysis ) 为 颈椎 的 椎 体 腹 面向 后 突出 的 部 分 。 

2. 赛 椎 〈atlas ) 齐 椎 是 第 一 颈椎 ， 其 结构 与 其 它 泊 骨 不 一 。 厚 度 较 别 的 椎 骨 为 海 ， 无 

前 关节 突 、 椎 弓 突 和 环 突 ， 亦 无 椎 体 。 相 当 其 它 椎 骨 的 椎 体位 置 为 一 圆 孔 ， 此 和 孔 与 酌 椎 的 锥 

状 罕 相 衔接 ;. 椎 管 明显 ;后 方形 成 一 对 环 状 后 关节 罕 及 一 对 横 突 《图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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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人 

Be) RMR 和 ne: 

8.40HE Cepistropheus) HEA. HEART Re — HEAR SA Be HARE FB AL 
Al, SAMS AE REIS. PREM, SHES RTs 前 关 
SREESGRAW Gs AIRE As MRAM: MART REs HAT RA, 
(URLS, CFR AEE I C813) 。 

HERTS 

A 前 视 B 后 视 

图 13 Kawa te 

A, B#HE Cverterbra coccygea ) 尖 吻 电 的 尾 椎 数 为 31 一 60 个 。 其 结构 与 颈椎 大 体 相 

似 ， 但 其 横 突 与 肋骨 愈合 成 较 长 的 横 突 ， 唯 前 端 5 一 6 个 尾 椎 与 横 突 愈合 的 肋骨 均 分 为 背 腹 画 

又 ， 甚 椎 体 下 突 堪 右 分 叉 为 两 并 列 的 脉 突 Chaemapophysis) (14) 。 

B 前 部 足 椎 后 视 C 前 部 尾 椎 侧 视 

nee 

椎 体 

ies 

横 突 

D 后 部 尾 椎 前 视 E “后 部 尾 椎 后 视 F 后 部 尾 椎 侧 视 

图 14 kw RH 

¢ 23° 



(2) HF : 
ACNE eae TT ite, ack, nT CRNA 

, MARBA, AKERS RABK, MARK). WHORE, KBR, 
均 与 腹 鲜 相 接 。 肪 骨 的 基 端 较 粗 ， 称 肋骨 头 ， 其 背部 的 肪 骨 结 ae 
HZ; ERUSDLESHAUKTOAREWRE: PRA RESHERA KE 的 四 
A SLSRE REEL. MEVEORKTMSVELAAMZA, HERP RL 
与 前 方腊 鳞 相 连 ， WAP SRL LOS aeRO, 4b, PEL 
的 停 缩 ， 使 肋骨 前 语 移动 ， 即 引起 腹 鳞 的 前 移 ， 加 之 青 椎 骨 RIZE a, ABE RE OR TAA WEE 
fe4F. ; | G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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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 吻 量 的 肌肉 系统 

解剖 方法 ”解剖 采用 生活 的 尖 吻 蜡 ， 用 乙 栈 麻醉 后 杀 区 ， 或 采用 甲醇 溶液 固定 保存 的 标本 进 
行 。 接 头 、 枕 、 躯 、 尾 顺序 ， 每 部 份 又 由 表 及 里 分 层 观察 ， 描 述 。 

肌肉 命名 ”对 示 同 的 肌肉 给 以 恪 当 的 名 称 是 为 了 研究 工作 的 方 便 。 有 的 根据 肌肉 的 起 下 命 
和 名， 如 鳞 骨 上 隅 肌 、 后 额 愤 肌 ， 有 的 根据 功能 命名 ， 如 压 毒 腺 肌 、 咬 肌 ， 有 的 根据 所 在 位 置 命 
名 ， 如 颈 肌 、 肪 间 肌 ， 有 的 根据 肌纤维 方向 与 位 置 命名 ， 如 腹 直 肌 、 腹 横 肌 等 等 。 本 书 对 肌肉 命 

| 名 的 原则 是 :@ 尽 可 能 根据 起 止 点 和 位 置 来 命名 ,不 够 应 用 时 才 采 用 其 他 的 命名 法 ， 回 与 已 出 版 
的 动物 解剖 中 文 读物 尽量 取得 一 致 ， 便 于 读者 查 对 。 

RUA WLS AML 枕 肌 、 颈 干 肌 及 尾 肌 。 此 外 ， 还 有 一 些 附 着 于 鳞片 的 皮 肌 ， 

也 是 由 骨骼 肌 分 化 来 的 。 aR ahd ts : ) 

(48h A 

1。 头 侧 肌肉 

(1) 头 侧 表 层 肌 (图 15、16 ) 
Aa fk Cm, glandulaecompressor) 此 肌 强 大 有 力 ， BEAM (7515084) 或 

借 筋 膜 起 于 毒 腺 导管 背面 《64 1 6057、795004) ， 肌 纤维 向 后 向 下 延 伟 ， 经 毒 腺 后 内 方 至 下 
方 ， 转 向 前 方 。 整 个 肌肉 呈 “U ”字形 ， 销 着 毒 腺 ， 有 压迫 、 挤 压 毒 腺 的 作用 ， 并 牵引 下 颌 
向 后 向 上 。 seared 

57 LSM (m, supraanguli squamae) 位 于 压 毒 腺 肌 的 后 上 方 ， 起 于 鳞 骨 后 外 方 ， 
沿 方 骨 上 缘 及 内 缘 ， 肌 纤维 向 后 外 方 延伸， 止 于 上 隅 骨 后 端 ， 有 张 开 下 颌 的 作用 。 

ey BEAL 

压 毒 腺 肌 BEAL 

图 15 ”类 吻 辫 头 侧 表层 肌肉 

下 领 降 肌 

9 25 ¢ 



LL 方 时 后 引 肌 人 aa ol ls 
‘ > er A 4 Th 认 

Hf ish SRW 

YY ; 

— Ese PR AL 

AG RH AMRAMA 

FATE Cm, depressor-mandibulae) 位 于 鳞 骨 上 隅 肌 之 后 ， 星 扁 长 带 状 ， 超 了 手 第 

SHARMA, MATES PE, IL EBA SRS, AST EH 
GE Rae Vai oi ay sak dash om ak os a 
方 骨 后 引 肌 Cm, retractor quadrati ) 位 于 头 后 侧面 ， MASK, Swe F 

方 骨 前 缘 ， 肌 年 维 向 后 外 方 延 什 ， 止 于 下 颌 神经 肋 肌 。 人 
WH HM (m, temporae parietale) 位 于 毒 腺 内 侧 及 下 方 ,- 借 筋 膜 起 和 王后 额 骨 及 顶 骨 

外 侧 上 缘 ， 肌 纤维 向 后 下 方 延伸 ， 止 于 压 毒 腺 肌 及 咬 肌 。 有 挤 压 毒 腺 、 关 闭 下 颌 的 作用 。 
C2) 头 侧 浅 层 肌 《图 17) ee 

%— be M Gn, masseter minor 1) 位 于 压 毒 腺 肌 及 项 骨 闫 肌 的 深层 ， 肌 呈 AR, 
起 于 顶 骨 外 侧 上 后 缘 、 顶 骨 普 肌 起 点 之 后 ， 肌 纤维 平行 向 下 延 伟 ， 止 于 上 隅 骨 脱 大 部 开始 处 
sill |B 人 0 194 BETTE elo 

USE | 

SD ‘ me 

图 17 ROK MRZMA 

F — RPL Cm, masseter minor 11) 位 于 压 毒 腺 肌 及 顶 骨 栖 肌 的 深层 ， 肌 呈 带 状 ， 

起 于 顶 骨 后 外 侧 上 缘 ， 紧 接 第 一 小 咬 肌 起 点 之 后 ， 肌 纤维 平行 向 前 下 方 延伸， 中 部 经 过 第 一 
小 咬 肌 之 上 ， 正 于 上 隅 骨 前 端 外 侧 上 缘 。 

"RPL (m, masseter) 位 于 第 二 小 咬 肌 后 方 ，: 呈 三 角形 而 厚实 《由 表层 达 浅 层 ) 。 起 于 

0 268 



方 骨 外 缘 ， 肌 纤维 向 下 方 延 舍 ， 止 于 上 隅 骨 外 仙 下 缘 、 压 毒 腺 肌 止 点 之 后 。 
《3 )》 头 侧 深层 肌 《 图 18)》 | | 

4M Cm, temporalis) 位 于 咬 肌 的 深层 ， 呈 三 角形 ， 起 于 方 骨 下 方 ， 肌 纤维 平行 向 下 
HEAR, PEA SO Be 

Ja eo 2 UL 

hey _E BSL 

图 18 KARAMRAMA 

we EWM (Cm, supraanguli transversi ) 前 部 位 于 第 一 、 二 小 咬 肌 的 深层 ， 后 部 位 
于 奈 肌 深层 。 肌 呈 圳 状 ， 起 于 横 骨 前 上 缘 ， 且 大 部 分 肌纤维 借 肤 膜 起 于 上 颌 骨 ， 肌 纤维 向 后 
JE 1H, IEF LRA. AVERT ERA , | 

GRUM Cm, pterygoidei postfrontalisy) 位 于 横 骨 革 隅 肌 的 上 内 方 ， 起 于 后 额 骨 的 
后 方 ， 肌 年 维 向 后 下 方 延 伟 ， 正 于 翼 骨 内 、 外 侧目 陷 处 〈 紧 接 横 骨 与 履 骨 连接 处 之 后 ) 。 

2。 颅 底 肌 内 (B19) 

#¥ i (Cm, spheno-ptcrygoidei) 位 于 脑 盒 腹面 ， 起 于 基 蝶 骨 前 部 及 其 后 外 侧 顶 骨 腹 
面 ， 肌 纤维 向 后 下 方 延 伸 ， 正 于 贾 骨 后 内 方 。 有 活动 翼 骨 推动 下 颌 的 作用 。 

BRwkA HM Cm, quadrati basioccipitalis) 位 于 脑 盒 腹面 ， 起 于 基 蝶 骨 与 基 枕 骨 相 
接 的 骨 终 上 ， 肌 年 维 向 后 下 方 延 伟 ， 止 于 方 骨 中段 前 缘 ， 使 俩 角 向 前 向 外 以 降低 下 颌 ， 有 有 动 

GARD 

wt FL 

图 19 KWAK 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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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吃 食物 的 功能 。 

TAA ZW Cm, pterygoidei parietale) 位 于 脑 盒 腹面 ， 起 于 顶 骨 腹面 与 基 钨 骨 后 外 

方 相 接 处 ， 肌 纤维 回 前 外 侧 延 伸 ， 正 于 翼 骨 、 胁 骨 与 上 颌 骨 ， 棕 引 翼 骨 及 上 和 颌 骨 向 后 ， 并 带 

动 横 骨 。 和 

3。 头 腹 肌 岗 Pus Hy Fal ASL 

C1) 头 腹 表层 肌 〈 图 20》 Faia IZ 
TF AR HP 24 fy LC m, neuro-costo- 

mandibulae) (2% RF BIL, 3K Uae -_ a4 

HEB BRE De SS — FE VAR EFS 得， | 

2A, See, eB LU = | 
筋 膜 止 于 上 隅 骨 腹 面 ， 为 一 宽 而 薄 的 二 < 
肌 层 覆盖 于 喉 部 ， 有 张 开 和 后 收 下 颌 Se 
的 作用 。 IN 
FAS FP WL(m, mylohoideus) pad 

MPP maHAAT, #2 图 20 RORAMAAMA 

的 腹面 、 下 颌 神经 肋 肌 正 点 的 前 方 ， 

肌纤维 癌 后 延伸 ， 附 着 于 香 软 骨 的 前 部 ， 有 伸 舌 和 牵引 喉 部 的 作用 。 

F el] NL Cm, intermandibularis) 位 于 下 颌 正 前 方 ， 起 于 左右 齿 骨 最 前 缘 ， 肌 年 维 

回 后 内 方 延 伟 ， 借 筋 膜 在 正中 线 愈 合 ， 有 张 开 堪 右 齿 骨 的 作用 ， 便 于 吞咽 食物 。 

C2) 头 用 深层 肌肉 《图 21 ) EM LATA, EW 
ME Wu (m, genioglossus) 位 于 | ~ 

舌 鞘 的 两 边 。 紫 肌 有 两 个 肌 头 ， 一 个 

起 于 齿 骨 前 方 ， 另 一 个 起 于 下 颌 间 肌 

之 间 ， 肌 纤维 回 后 延伸 ， 沿 舌 东 两 边 

伸展 ， 正 于 舌 蒜 中 部 两 外 侧 ， 肌 呈 狭 

带 状 ， 有 伟 出 舌头 的 作用 。 

ek APL Cm, maxillo-lary- 

ngeus) MPFRABNWAB, BFE 

AA BIT» ALAFIA A ala 

Et, ILFRS a HELA 

We SSD AY ER 图 21 FOAM A MA 

4. ERAL (#22) 

上 和 针 肌 Cm, obliquus superior) 位 于 眼球 的 背面 ， 起 于 额 骨 腹 面 的 内 侧 ， 肌 纤维 回 后 

外 方 斜 伸 ， 正 于 眼球 背面 中 央 。 

下 针 肌 Cm, obliquus inferior) 位 于 眼球 腹面 与 上 斜 肌 相对 ， 起 于 额 骨 腹面 前 内 便 

上 和 斜 肌 起 点 的 腹面 ， 肌 纤维 回 后 外 方 延 什 ， 正 于 眼球 腹面 中 央 。 

前 直 肌 Cm, rectus anterior) 位 于 眼球 的 前 面 ， 起 于 额 骨 腹面 后 内 侧 方 ， 肌 纤维 疝 前 

@28 。 



外 方 延伸 ， 正 于 眼球 前 面 中 央 。 
KAM (m, rectus posterior) 位 于 Ea, 

眼球 后 面 与 前 直 肌 相对 ， 起 于 顶 骨 、 额 骨 Feil 
AI ZS es RW, LZ AE Ta Yb 

4H, 正 手 眼球 后 面 的 中 央 。 前 直 肌 

EAL Cm, rectus superior) 位 于 

RRB, FAIA mM, IEF PRE 
Ab 上 直 肌 

J : 
FAM Cm, rectus inferior) 位 于 Taw 

眼球 内 侧 ， 起 于 肌 洞 中 基 蝶 骨 外 侧 ， 正 于 后 直 肌 

眼球 腹面 内 侧 。， 

人 有 7 

KG LM (m, rectus captis posterior) 位 于 背 环 肌 的 深层 ， 起 于 第 三 身 椎 以 前 的 束 

突 ， 肌 年 维 向 前 延伸 ， 止 于 上 枕骨 的 后 缘 〈 方 骨 与 鳞 骨 关节 处 的 内 方 ) 。 
KK (m, obliquus capitis magnus) 位 于 背 最 长 肌 的 深层 ， 起 于 第 三 颈 椎 椎 弓 

的 后 缘 ， 肌 纤维 回 前 腹 方 延伸 ， 正 于 基 枕 骨 的 外 侧 。 

图 22 Lay eIRAL 

KASH 

B23 拓 哆 经 头 后 侧 示 枕 肌 

C2) # TT M 

SK W147 Zo Hh EWA HH AL. 

1. SHEA (m, epaxonicus) (§PFAHAZEL, ARAL. KARE, A 

纤维 长 ， 短 肌 位 于 深层 ， 肌 纤维 短 。 

Ci) k 肌 《 图 247 

KWL (m, spinalis dorsi) 位 于 

 LWREWREH. BRA RR 

{, Flan ii RF Lies 8 le 

缘 。 肌 纤维 由 头 后 背面 一 直 延 伸 到 尾 eae 基 i 0. LAM ERNIE NL, AE i) 
EBA REAL B24 FOB Ma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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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M (m. longissimus-dorsi) 位 于 椎 骨 左 右 横 罕 的 上 方 ， 背 棘 肌 的 外 侧 ， 是 背部 

的 主要 肌肉 ， 借 筋 膜 起 于 上 枕骨 外 侧 的 后 缘 ， 背 棘 肌 起 点 之 后 ， 肌 纤维 向 尾部 延伸 。 头 后 的 

背 最 长 肌 称 头颈 背 最 长 肌 。 揣 干部 的 称 背 最 长 肌 。 

AW Cm, iliocostalis) 位 于 背 最 长 肌 的 两 侧 腹 面 ， 起 于 基 桃 骨 的 后 方 ， 肌 年 维 回 尾 

部 直 伸 。 头 后 的 骼 肪 肌 称 头 腻 骼 肪 肌 。 躯 干部 称 骼 肪 肌 。 

C2) a5 keeles; 26) 

eeaK le] pu Cm, interarcuslis spinalis) (@MFRILDRE, PAMANWRE. BH 

PRR, ALFA , IL FR RSE AES IA. 
W4z lu (Cm, interlevator costae) 位 手 彰 最 长 肌 的 深层 ， 椎 骨 去 右 横 突 的 上 方 ， 是 

联系 前 后 肪 提 肌 起 点 的 肌肉 。 : 

ap aK lal ML Cm, neuro-interarcualis) (M@PRRALSRMANMWRE, HOZk, z 

联系 椎 马 前 后 缘 的 肌肉 。 

关节 突 间 肌 Cm, interzygapophysis) 位 于 肪 提 间 肌 的 深层 ， 是 联系 同一 椎 骨 前 后 关 

PRAIA 

HR ie] WL (m, intertransversarii) 位 于 背 最 长 肌 的 深层 ， 是 联系 前 后 两 颈椎 横 突 的 肌 

-一 神经 弧 间 肌 
让 一 关节 突 间 肌 ai 

EEE 一 

BESS IAL 

HR SIAL VL 

Wyte WL 

横 突 间 肌 

图 25 AMRIT TH Wa eM 图 26 Rew M se a 

2. HHT BL Cm, hypaxonicus) P£FHRABMRALA CH27, 28, 29) 。 

椎 下 肌 Cm, subvertebralis) 位 于 椎 下 罕 的 两 侧 ， 由 一 些 短 肌 组 成 。 此 肌 发 达 。 

iy LAL 〈m。stpracostalis) 位 于 肪 间 外 肌 的 表层 ， 肌 年 维 由 背 前 方 斜 问 腹 后 方 延伸 。 

是 腹 外 斜 肌 分 化 而 成 。 

肋 提 肌 (Cm, levator costae)  -RUWMWRE, BAR AR TRA PA, Wet 

维 回 腹 后 方 斜 伸 ， 企 于 与 后 一 椎 骨 相连 的 肋骨 近 端 四 分 之 一 处 。 

肋 间 外 肌 Cm, intercostalis externus) 位 于 肪 上 肌 的 深层 ， 钳 于 前 后 两 肋骨 之 间 ， 

肌纤维 由 硼 前 方 斜 向 腹 后 方 ， 是 腹 外 和 斜 肌 分 化 而 成 。 

肋 间 内 肌 Cm, intercostalis internus) 位 于 肋 提 肌 和 肪 间 外 肌 的 深层 ， 分 化 为 表 肋 

间 内 肌 及 肪 间 内 肌 。 肪 间 内 肌 起 于 肋骨 前 缘 ， 肌 纤维 向 腹 前 方 延 伸 ， 经 过 一 肋骨 下 方 止 于 马 

一 肋骨 后 缘 。 

ea 30。 



jo Ft Cm, subcostalis) ALF Wer PN A, YL JE se JE, 借 筋 膜 起 和 于 椎 下 突 ， 肌纤维 由 背 后 方向 侧 前 方 伸展 ， 止 于 前 第 六 肋骨 后 内 缘 。 

‘A wets WL 

He WL 

WEWL WTR AL WatAlPs WL 

图 27 AAMT MEAN 

WW EWL 

肋 间 外 肌 
ees 
肪 间 内 肌 
AeA REL 

fig tie HL 

RELWL 

A28 AMBER RS AINA 

椎 下 肌 WRAL 
| #5 HE WL 

rie a 

== Sa 
= = We 

Nee UL FAS BEN TOPS WL BTS h AL EAL 

图 29 KARR ANRA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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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We Cm, transversus abdominalis) 位 于 肋 下 肌 外 腹 方 ， 体 壁 肌 最 内 层 ， 肌 层 极 

薄 ， 肌 纤维 横行 。 
腹 内 斜 肌 (mm。obliqutus abdominis internus) 位 于 腹 横 肌 与 肋 间 内 肌 之 间 ， 肌 纤维 由 

侧 后 方向 腹 前 方 斜 行 。 肌 层 亦 薄 。 

AR gL Cm, rectus abdominis) 位 于 肋 上 肌 的 腹 方 ， 肌 年 维 由 前 向 后 伸展 。 

基 枕 椎 下 突 肌 《m。hypapophysis basioccipitalis) 位 于 驱 干 前 部 椎 下 肌 的 表层 ， 借 

Ree Fs, NAPE ee, IEF IR TRB A+ CRETE PR, 

(四 ) 尾 肌 

尾 肌 亦 分 轴 上 肌 和 轴 下 肌 ， 
1。 轴 -上 肌 
尾部 轴 上 上 肌 基 本 上 与 驱 和 干部 轴 上 上 肌 一 样 ， 有 长 肌 与 短 肌 两 种 。 短 肌 位 于 深层 ， 有 环 绝 间 

肌 ， 神 经 绝 间 肌 ， 关 节 突 间 肌 ， 长 肌 位 于 浅 层 ， 是 躯干 部 长 肌 的 延续 。 背 坏 肌 延 伟 到 尾部 叫 

Fe (HL (m, extensor medius catudae)。 背 最 长 肌 和 和 骼 肪 肌 延 伸 到 尾部 叫 尾 侧 伸 肌 〈 联 。 

extensor lateralis caudae) 。 是 管理 尾部 活动 的 肌 钢 。 

2。 轴 下 肌 

尾部 攻 下 肌 比 颈 干 部 轴 下 肌 退 化 。 有 椎 下 肌 、 尾 直 肌 〈m。rectus catdae)、 肋 下 肌 、 
尾 斜 肌 Cm. obliquus caudae) =, : 

(五 ) 皮 上 肌 Cm, integumentalisy CA30. 31) 

皮 肌 系 骨 骼 肌 在 胚胎 时 期 分 化 出 来 的 一 类 肌肉。 可 分 为 两 类 ， 一 类 是 附着 于 鳞片 与 鳞片 

之 间 的 肌肉 ， 如 腹 鲜 间 肌 、 背 鲜 间 肌 、 背 鲜 腹 鲜 肌 等 ， 另 一 类 是 背 端 与 肋骨 相连 ， 腹 端 与 腹 

鳞 或 与 腹 鲜 两 侧 的 背包 相连 。 如 上 肪 底 肌 、 下 肪 皮 肌 。 

Az $# la] VL (m, interscutali) 分 内 外 两 层 。 内 腹 乌 间 肌 起 于 前 -一 腹 鳞 基部 ， 肌 年 维 斜 向 

后 外 方 ， 正 于 后 一 腹 鲜 基部 ， 外 腹 鲜 间 肌 ， 起 于 腹 鲜 基部， 肌纤维 斜 向 后 腹 中 线 ， 目 于 后 一 

Fg EE ER 

# Se la) U Cm, intersqumaii) 分 长 短 背 鲜 间 肌 ， 长 背 鳞 间 肌 位 于 内 层 ， 起 于 背 鳞 基 

部 ， 肌 纤维 疝 腹 方 延 伟 ， 跨 过 一 背 馆 之 后 ， 正 于 另 一 背 鳞 基 部 ;得 背 鳞 间 肌 位 于 外 层 ， 起 于 

长 背包 间 肌 
短 背 鲜 间 肌 

eee ah 

腹 鳞 间 肌 三 一 一 一 

图 30 RAHI RRA Aa RM 图 31 Lop wlse-E EA ALM KM 

了 



背 鳞 基 部 ， 肌 纤维 斜 向 腹 方 延伸 ， 正 于 后 一 背 鳞 基部 。 

+f ALL Cm, squamo-scutali) 起 于 背 鲜 基 部 ， 肌 纤维 斜 向 腹 后 方 延 伸 ， 跨 一 背 鳞 

后 ， 目 于 腹 镁 基部。 

EM KWL (m, costae cutaneous superior) 背 端 起 于 肋骨 近 端 三 分 之 一 处 〈 头 后 ) 或 

四 分 之 一 处 〈 肛 前 ) 后 缘 ， 肌 纤维 向 腹 后 方 延伸 ， 止 于 外 侧 第 二 至 第 四 〈 头 后 ) 或 第 三 至 第 
五 〈 肛 前 ) {TA HE, 

下 肋 皮 肌 (m, costae cutaneous inferior) 起 于 肋骨 末端 软骨 基部 ， 肌 年 维 向 腹 前 方 

延伸 ， 跨 过 三 枚 鳞片 后 ， 止 于 背 鳞 最 外 行 与 腹 鳞 外 缘 。 

皮 肌 的 伸缩 ， 可 以 改变 鳞片 的 位 置 和 肋骨 的 移动 、 与 尖 吻 晓 的 运动 有 一 定 的 关系 。 

CLV GRR)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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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A RE 

解剖 方法 ”解剖 采用 生活 的 尖 胸 晶 ， 用 乙醚 麻 酬 后 进行 解 济 观察 ， 并 测量 和 记录 各 器 官 的 自 
然 位 置 与 实际 长 度 

消化 系统 包括 消化 道 与 消化 腺 两 部 分 
消化 道 (tractus alimentarius) 

尖 吻 晓 的 消化 道 很 长 ， 是 一 根 前 端 起 于 口 ， 末 端正 于 肛 孔 的 长 管 ， 长 管 各 部 的 粗细 和 曲 

折 程 度 各 不 相同 ， 依 次 可 分 为 口 乃 、 食 道 、 骨 、 小 肠 、 天 肠 和 浊 殖 腔 等 部 。 泄 殖 膛 是 消化 系 

统 与 排 汽 、 生 殖 系 统 共同 的 开口 所 在 。 

B32 ” 灾 吻 疲 的 消化 系统 

测量 一 条 体 长 为 999 营 米 的 雄性 标本 《全 长 为 1154 苇 米 )， 其 消化 道 的 全 长 为 1813 毫 米 ， 

几乎 是 它 自 身体 长 的 二 倍 。 其 中 最 长 的 部 分 是 小 肠 中 的 回肠 。 

RA Kwek & eM = KR CH, mm) 

性 8 | 全 长 | 体 长 | 食道 | 8 |e) Aw) 于 | 胆 / 位 置 Lape 
Ci 1154 | 999 | 490] 84 | 1023 |216.5/184.5| 43x 22.5/ALHf62—68v| 18,5x12 

Ms 1236 | 1052 | | Wa ND /JL 60 — 65v | 

O'7 1170 | 1005 LOOM 0837 260) vlaleik entra 13x 6 

ON 1440 | 1268 | 588 | 104 253 |250 | 40x  /Ala66= 72y 22x 

Qos 1354 | 1253 | 430 | 240 | 1314 |276 |257 | 40x 28/100-103v 

4 | 1315 | 1170 | 370 | 260 200 |235 

ie HA20 1075 | A462) 118) 220) Ios 188 26 <li Aes mle 18 x 12 

az (cavum oris) RMIROMR, OMK, ARAERAME. AM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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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E LG. PR. BE. WEL HOOK. GA 
被 在 舌 鞘 内 ， 开 口 于 气门 的 前 方 。 

牙齿 (dentes) 分 普通 牙 和 毒 牙 二 种 。 普 通 牙 是 一 

些 吝 心 的 锥 状 端 生 牙 ， 一 般 长 3 Ske A, BEER 
明 、 恤 明和 项 骨 上 。 堪 右 肝 骨 各 有 2 ~ 4 枚 小 牙 ， 每 枚 
小 牙 的 外 侧 各 有 二 枚 小 的 副 牙 ， 堪 右翼 骨 各 有 13 一 15 枚 
小 牙 ， 各 枚 小 牙 的 外 侧 。 有 二 枚 小 的 副 牙 。 这 些 副 牙 均 
向 后 弯曲 ， 倒 卧 在 牙 膜 内 。 堪 右 齿 骨 各 有 14~16 枚 小 
牙 ， 前 端的 较 大 ， 长 可 达 6 毫米 ， 后 端的 较 小 ， 约 3 毫 
米 ， 每 枚 小 牙 的 内 侧 ， 各 有 二 个 小 的 副 牙 。 当 主 牙 脱落 
时 ， 这 些 副 牙 即 可 依次 递补 ， 所 以 蛇 类 的 牙齿 亦 为 多 出 
肯 。 普 通 牙 未 端 尖 锐 并 弯 向 后 方 ， 知 食 时 ， 可 借以 搜 住 
食物 并 防 正 食物 由 口中 移出 。 〈 各 牙 在 头骨 上 的 位 置 可 
参见 骨骼 系统 ) 

毒 牙 也 是 一 种 端 生 上 元， 它 牢 固 地 附着 在 短 短 的 上 颌 
骨 上 。 但 毒 牙 比 普通 牙 粗 长 ， 圆 锥 形 ， 且 向 后 弯曲 ， 属 图 33 Repel ah WE 
管 牙 型 。 即 毒 牙 牙根 前 缘 的 流入 孔 与 牙 尖 前 上 方 的 流出 
孔 之 间 ， 由 管道 相通 连 ， 毒 液 进 入 流入 孔 后 经 管道 由 流出 孔 流出 。 上 颌 骨 平 卧 时 ， 毒 牙 也 平 
EME CUE, “RRM, LG, SS Re, EM, PK 
的 二 击 而 咬 入 被 猎物 的 体 中 。 毒 牙 在 本 书 第 16 章 还 要 作 详 细 讨 论 。 

& (lingua) 尖 吻 蜡 的 舌 细 长 ， 前 端 深 分 又 。 舌 表 肉 色 ， 密 布 黑 褐色 斑点 。 位 于 气管 腹 
面 的 香 鞘 肉 ， 开 口 在 喉头 的 前 方 。 舌 以 “ni ” 形 舌 软骨 支持 ， 在 舌 东 内 能 自由 伸缩 ， 经 常 伸 
册 百 外 ， 收 集 并 类 附 外 界 环 境 中 的 化 学 分 子 ， 送 入 口腔 上 部 的 铀 鼻 器 ， 产 生 嗅 觉 ， 是 嗅觉 器 
官 的 辅助 器 官 。 因 些 ， 蛇 舌 的 功能 与 其 他 动物 有 所 不 同 ， 不 是 味觉 器 官 。 

解剖 一 条 体 长 为 1268 22K (4 K14408 2K) 的 尖 吻 蜡 ， 其 舌 长 122 毫 米 ， 分 又 的 前 部 长 
度 19 毫 米 。 CLAW TI 一 1) 

食道 〈《oesophagus ) 宽大 的 口腔 经 过 不 明显 的 咽 部 直通 食道 ， 似 口腔 的 向 内 延伸 。 食 
道 是 一 根 长 直 的 管子 ， 前 部 管 壁 极 薄 ， 后 部 管 壁 增 厚 ， 其 内 壁 有 明显 的 纵 行 袜 时 。 整 条 食道 
位 于 蛇 体 腹面 而 稍 偏 堪 侧 ， 食 道 的 前 三 分 之 一 的 部 分 不 仅 管 壁 极 薄 ， 而 且 在 四 周 与 周围 的 体 
壁 及 肺 紧密 相连 ， 外 观 管道 不 明显 。 借 助 体 壁 肌肉 及 肋骨 的 运动 ， 可 帮助 吞咽 食物 。 食 道 后 
部 管 壁 增 厚 并 与 周围 组 织 分 离 。 在 接近 胃 处 食道 增 宽 ， 内 壁 纵 辟 亦 见 粗大 。( 见 图 版 [一 2) 

食道 伸缩 性 强 ， 可 明显 地 扩张 ， 这 与 蛇 类 能 吞食 比 头 大 得 多 的 动物 有 关 。 一 条 体 长 为 
999 毫 米 的 尖 哆 蜡 。 其 食道 全 长 为 490 毫 米 ， 几 为 体 长 的 一 半 。 

胃 (vertriculusor gaster) 食道 的 未 端 连 接 膨大 的 胃 ， 这 是 消化 道中 最 宽大 的 部 分 。 

明 呈 长 梭 形 ， 前 端 以 责 门 与 食道 相连 ， 未 端 以 幽门 与 小 肠 相 通 。 胃 开始 处 胃壁 突然 增 厚 ， 其 
壁 可 达 3 毫米 左右 ， 有 明显 的 肌肉 层 与 糙 膜 层 。 粘 膜 层 形成 许多 大 的 和 细 的 纵 行 衬 改 ， 突 出 
于 明 膀 内 ， 具 丰富 的 腺 体 ， 以 分 沁 胃 液 对 食物 进行 初步 的 消化 。 食 物 在 胃 中 停留 较 长 ， 消 化 
进行 较 慢 ， 每 饱 食 一 次 ， 蛇 可 盘 伏 较 长 时 间 。( 见 图 版 T[ 一 3)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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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长 999 毫米 的 上 述 标本 ， 胃 长 84 党 米 。 

Wm Cintestinum) 尖 吻 晶 的 肠 可 分 小 肠 与 大 肠 二 部 分 。 

小 肠 〈intestintm tente) 小 肠 包括 十 二 指 肠 与 回肠 。 十 二 指 肠 紧 接 胃 的 幽门 ， 是 小 肠 

前 端的 一 小 段 。 其 形 短 而 直 ， 偏 回 腹 中 线 ， 与 胃 形 成 一 定 的 角度 ， 二 者 界线 分 明 。 剂 视 骨 与 

十 二 指 肠 的 连接 处 ， 可 见 幽门 为 一 个 弱 缩 ， 使 胃 的 末端 癌 内 收缩 并 形成 一 个 横 裙 突出 于 消化 

腔 内 。 幽 门 后 的 十 二 指 肠 肠 用 纵 裙 细 而 密 ， 与 让 有 了 明显 的 区 别 。 

十 二 指 肠 很 得， 长 仅 1 厘米 左右 。 胆 、 胰 、 脾 等 器 官 均 位 于 其 右 侧 ， 并 有 胆管 、 胰 管 与 

其 相通 ， 分 泌 胆 汁 、 胰 滚 进入 十 二 指 肠 以 助 消化 。 

十 二 指 肠 后 为 回肠 ， 它 以 突出 于 肠 用 中 的 更 为 细密 的 纵 行 裙 竖 而 与 士 二 指 肠 区 分 ， 三 者 

界限 亦 较 分 明 。 回 肠 去 右 来 回 地 盘 曲 在 蛇 体 腹部 ， 是 整个 消化 道中 最 长 的 部 分 。 上 述 标 本 的 

回肠 在 体内 益 曲 所 占 位 置 长 126.5 毫 米 ， 而 拉 直 后 实际 长 为 990 毫 米 ， 几 乎 等 于 蛇 体 自身 的 长 

BE, Ch I —4, 5, 6) | ! 

与 胃 相 比 ， 整 个 小 肠 细小 得 多 ， 且 肠 壁 也 较 薄 〈 但 比 食道 厚 ) ， 有 发 达 的 肌肉 与 粘膜 

层 。 小 肠 内 壁 有 排列 整齐 而 基 密 的 纵 辟 20 余 条 ， 突 出 于 肠 腔 内 ， 其 突出 部 分 可 宽 达 2 - 4 

米 , 呈 粗 或 密 的 波状 ,以 增加 小 肠 的 消化 与 吸收 面积 。 借 此 亦 可 与 消化 道 的 其 他 部 分 相 区 别 。 

整个 小 肠 以 肠系膜 相连 ， 并 固定 在 体腔 背 壁 上 。 

大 肠 (intestintum crassum) 大 肠 接 于 小 肠 之 后 ， 形 短 直 而 粗大 ， 位 于 腹 中 线 上 。 小 肠 : 

AR MO TeREKBRA DIL, FAAS HMI RP a, MKB A ERAT 

禄 壁 自行 起 始 。 在 前 半 部 ， 纵 初 弯曲 而 粗大 ， 而 后 半 部 纵 禄 隐约 可 见 ，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横 回 的 

里 辟 。 横 壁 为 环形 或 半月 形 ， 突 出 于 肠 腔 之 中 ， 约 4 一 5 圈 。 除 第 一 圈 横 壁 极 短 外 ， 其 他 均 

宽 达 1 一 2 厘米 ， 相 隔 半 厘 米 ， 把 大 肠 的 后 段 间 隔 成 许多 小 室 。 排 遗物 经 过 横 辟 中 的 孔 或 凹 

Rm 〈 位 于 背面 ) 辐 后 推进 ， 水 份 被 进一步 吸收 ， 最 后 变 得 浓 稠 而 和 干燥 ， 排 出 体外 。 CLAM 

ai ey) 

在 解剖 的 9 号 标本 中 ， 大 多 数 标本 在 消化 道 部 位 〈 从 食道 至 大 肠 均 有 寄生 虫 ， 一 般 为 线 

虫 。 此 外 ， 在 一 号 标本 的 直肠 部 解剖 出 鞘翅 目 昆 虫 前 起 一 对 。) 

消化 腺 “〈glandtala digestiva) 

ithe Chepar) 肝脏 是 消化 系统 中 最 大 的 腺 体 ， 赤 神色， 长 形 ， 不 分 叶 ， 位 于 食道 右 侧 

接近 明 的 地 方 ， 约 为 食道 长 的 五 分 之 二 。 

肝 细 胞 分 泌 的 胆 计 ， 由 微 肝 管 纳入 背 侧 肝 管 ， 肝 管 癌 后 延伸 ， 并 分 为 二 支 ， 一 支 与 胆管 

FRE, GLAM DT MRAM Ae PAW RK, RSPR BRR, Alt 

一 部 分 胆 汗 可 直接 和 输 信 十 三 指 肠 。 

在 肝脏 和 腹腔 系 膜 上 上 常 有 大 量 寄生 线虫 。 

f2%e (vesica fellea) 胆 位 于 肝脏 后 面 的 十 二 指 肠 右 侧 ， 大 约 是 蛇 体 中 段 稍 后 处 ， 在 肛 

前 第 60 一 70 腹 鲜 之 间 。 胆 囊 卵 圆 形 ， 大 小 因 蛇 体 而 异 ， 一 般 为 40Xx 20 毫米 左右 ， 圳 内 贮存 

着 由 肝脏 分 泌 的 黄 绿色 或 暗 绿色 的 胆汁 。 向 外 有 二 根 胆 宫 管 ,一 根 与 肝 管 相连 ,由 肝 管 输 来 的 

胆汁 即 经 此 管 入 胆囊 暂时 贮存 起 来 。 一 根 与 胆 总 管 相 连 ， 胆 圳 贮存 的 胆汁 又 可 经 此 而 注入 到 

胆 总 管 中 去 。 朋 总 管 穿 过 胰 胜 ， 在 十 二 指 肠 中 部 与 胰 脏 出 来 的 一 根 胰 管 相 汇 合并 开口 于 此 ， 

于 是 胆 液 与 胰 滚 一同 流 入 十 二 指 肠 ， 以 利于 消化 作用 的 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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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pancreas) 胰 脏 是 一 个 不 规则 的 块 状 腺 体 ， 

内 红色 ， 比 胆囊 小 ， 位 于 胆 与 十 二 指 肠 之 间 ， 胰 本 身 也 

| aia 汪 道 ， 回 二 根 粗 短 的 胰 管 集中 。 短 的 胰 

一 文 与 胆 总 管 在 入 十 二 指 肠 处 相 汇 ， 一 支 独自 开 于 十 
pies 

毒 腹 (glandula toxici) Sy Fa see EES 

的 消化 腺 一 一 毒 腺 。 毒 腺 大 ， 呈 三 角形 、 灰 白色 ， 位 于 

堪 右 头 侧 标 区 的 皮下 。 毒 腺 外 被 结缔 组 织 ， 并 在 上 、 后 

的 不 部 ， 舍 

助 该 肌肉 的 收缩 可 挤 压 毒 液 至 毒 牙 。 

毒 腺 长 可 达 26 毫 米 ， 宽 可 为 14 毫 米 ， 因 蛇 体 大 小 而 

异 。 腺 体 前 方 有 一 短 导 管 ， 毒 液 经 此 而 流入 毒 牙 基部 的 

毒液 流入 她。 

RY IKE SE ES HMA, RRAHSA HM. w 

血 或 血液 凝 结 ， 循 环 衰竭 而 死亡 。 而 对 毒蛇 本 身 来 说 ， 
蛇毒 是 一 种 很 好 的 消化 液 ， 其 中 含有 具 消 化 作用 的 酶 ， 
当 毒 液 注 入 动物 体 后 ， 这 些 酶 就 可 分 解 动物 组 织 。 因 

I, 被 注入 毒液 的 动物 在 知 入 胃 中 后 ， 消 化 的 时 间 较 

短 。 Ast KM ah LARS SE 

‘ene (glandula. labialis) ERY LF RSOE bi | | 

鳞 皮 下 ， 均 有 沿 导 缘 分 布 的 长 条 形 搏 腺 。 下 层 腺 的 前 端 特别 宽大 ， 伸 展 于 闫 片 处 皮下 ， 其 后 
rel Aa BREAK, RNGMRME ER. 此 外 ， 蛇 体 后 腹部 长 条 形 的 片 状 脂肪 

体 ， 是 蛇 体 内 贮藏 营养 的 形成 ， 冬 眠 时 ， 可 借以 维持 最 低 的 新 陈 代谢 。 

(= | 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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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吻 曝 的 呼吸 器 官 包括 小 孔 、 喉 头 、 气 管 及 肺 。 

1. BFL 

J@ LE. Eyes SA abe AB IE 

FR Wy HE Sb 8 LFF FAS PA, AEE ATP, Sh Fe 28 0S Fe Hh SLE A SS, 8 

WS FLIAGS, ASS FLAS RET BTR. 
2。 吃 头 

POPS HRIF OF ORR BMRA, BAHAR. 
喉 口 呈 纵 裂 状 ， 为 气管 的 开口 ， 是 空气 出 入 肺 的 门 径 。 当 摄 
取 食 物 时 ， 喉 头 常 逸 出 口外 ， 仍 能 正常 进行 呼吸 。 喉 口 周围 
有 三 块 软 骨 组 成 :一块 环 状 软 肖 (cartilago cricoidea), — 

对 构 状 软骨 (cartiago arytenoidea) 。 无 声带 。 环 状 软骨 

呈 不 完全 的 环形 ， 位 于 腹面 ， 后 端 游离 ， 延 向 背面 ， 构 状 软 
骨 呈 是 状 ， 一 对 ， 堪 右 对 称 ， 位 于 环 状 软骨 背面 ， 前 端 向 前 
游离 ， 组 成 喉 口 两 侧 缘 ， 后 端 由 膜 性 结缔 组 织 连 于 环 状 软骨 
的 后 端 (图 35) 。 

3。 气 管 

连 于 环 状 软骨 之 后 ， 为 长 环 管状 ， 其 长 约 为 肺 全 长 的 三 

分 之 一 左右 。 位 于 肺 的 腹面 。 由 许多 不 完全 的 软骨 环 组 成 ， 
软骨 环 之 间 籍 膜 性 结缔 组 织 包 庄 。 尖 吻 蜡 的 气管 仅 在 咽喉 部 
一 段 由 膜 性 结缔 组 织 围 成 管状 ， 而 至 肺 的 前 端 开始 ， 气 管 在 
背面 的 软骨 环 缺 损 处 形成 一 条 长 沟 ， 与 肺 直 接 相通 连 。 气 管 
沿 肺 中 线 向 后 延伸 到 肺 的 前 三 分 之 一 处 分 叉 成 左右 两 支 气 
管 ， 其 支气管 极 甜 ， 仅 由 3 一 5 个 软骨 环 组 成 〈 图 36) 。 
4。 肺 
尖 吻 章 的 肺 旺 长 豆 状 ， 左 右 两 叶 差 异 颇 大 。 左 肺 很 不 发 

达 ， 长 度 不 到 10 毫 米 ， 为 膜 性 圳 状 构造 ， 无 呼吸 作用 。 右 肺 
发 过 ， 前 端 起 于 咽喉 部 ， 后 端 止 于 近 胆囊 处 ， 约 为 体 长 的 二 
分 之 一 无 右 。 右 肺 可 分 为 前 后 两 部 分 ， 前 部 约 为 全 肺 长 的 五 
分 之 二 左右 ， 其 内 壁 有 许多 蜂 罕 状 结构 一 一 肺泡 (alveolus 

©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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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monis)， 在 肺泡 上 分 布 有 无 数 微血管 ， 为 气体 交换 的 主要 部 位 ， 外 壁 为 膜 性 结缔 组 织 ; 

后 部 约 占 全 肺 长 的 五 分 之 三 左右 ， 其 内 壁 光 滑 ， 无 蜂窝 状 结构 ， 呈 海 否 状 ， 是 贮存 空气 的 部 

份 〈 图 36) 。 人 尖 吻 蜡 无 胸骨 ， 籍 助 于 肋骨 的 运动 而 使 胸 腹腔 的 扩大 或 收缩 ， 从 而 将 新 鲜 空 气 

吸入 或 排出 二 氧化 碳 ， 进 行 气体 交换 。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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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吻 量 的 循环 系统 

心血 管 系统 三 色 注 射 标本 的 制作 ”用 乙醚 将 尖 吻 虹 麻 醉 后 ， 打 开 腹 腔 ， 剔 除 腹膜 ， 裸 露 心脏 
及 血管 。 为 便于 解剖 及 观察 ， 用 注射 器 分 别 将 红 、 兰 、 黄 色 胶 液 分 别 注入 动脉 、 静 脉 、 门 静脉 等 
血管 中 ， 待 冷却 即 成 心血 管 系统 三 色 注 射 标本 。 
有色 胶 液 的 配制 ”将 明胶 置 于 水 浴 中 融化 ， 分 为 三 份 ， 然 后 分 别 加 入 红色 〈5203 大 红 或 银 

珠 ) 、 兰 色 GEASS) 、 黄 色 〈 耐 栖 黄 ) 颜料 ， 再 加 少量 甘油 ， 充 分 调匀 过 滤 后 即 成 注射 用 胶 
液 。] 

尖 吻 蜡 的 循环 系统 包括 血液 、 心 脏 、 动 脉 、 静 脉 、 微 血管 、 淋 巴 及 贱 脏 等 。 而 其 血液 特 

FTA DiMA 〈 即 心脏 、 动 脉 、 静 脉 及 微血管 ) 进行 。 

全 有 

尖 吻 晓 的 心脏 位 于 体腔 的 前 四 分 之 一 处 的 腹面 。 整 个 心脏 为 左 、 右 心房 以 及 分 隔 尚 不 完 

全 的 心室 组 成 。 略 呈 圆 锥 形 ， 锥 尖 向 后 ， 在 其 心脏 背面 有 一 “Y2” 形 静脉 窦 。 整 个 心脏 外 包 

有 心包 膜 。 

1, BRAKES (sinus venosus) 呈 “Y” 形 ， 由 左 、 右前 腔 静 脉 和 后 腔 静 脉 汇合 而 成 ， 位 于 右 

心房 的 背面 。 其 管 壁 较 薄 ， 是 汇集 由 身体 各 部 分 

的 静脉 血 流 回 心脏 的 部 位 。 它 籍 斜 生 的 长 颖 形 罕 
房 孔 (ostium sinoauriculare) 与 右 心 房 相 通 。 

塞 房 孔 前 后 有 二 个 瓣膜 2 5 (valvula- 

sino-atrialis) ， 可 防 正 徊 液 首 流 C37) 。 

2。 心 房 〈atrium) 位 于 心脏 前 部 ， 中 间 由 很 

TSW) BS IBlbR (septum atriorum) 将 其 分 隔 为 左 

右 两 部 分 ， 称 为 左 心 房 和 右 心 房 。 右 心房 较 左 心 

房 为 大 ， 其 背 壁 薄 ， 腹 壁 及 侧 壁 有 蜂窝 状 肌肉 组 
A; 在 背面 有 穴 房 孔 和 葬 脉 罕 相 通 。 左 心房 较 

小 ， 其 壁 的 结构 与 右 心 房 类 同 ， 在 背面 有 肺静脉 

通 入 ， 汇 集 由 肺 部 来 的 经 气体 交换 后 含 氧 新 鲜血 

液 。 图 37 ROM cA Ry PAM 
3, aS (ventriculus cordis) 位 于 心脏 后 

半 部 。 较 心房 为 大 ， 呈 倒 圆 锥 形 。 心 室 富有 肌肉 ， 室 壁 肥厚 ， 中 间 有 尚 不 完全 的 室 间 隔 
(septum ventriculorum) 将 其 分 为 左 、 右 两 部 分 ， 而 在 室 间 隔 上 部 有 室 间 孔 使 左右 两 部 分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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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类 吻 盖 的 心脏 腹 视 示 与 之 相连 的 血管 

右 颈 总 动脉 

左前 腔 静 脉 

右前 腔 静 脉 

EBS 

帮主 动脉 本 
Jase 

图 39 类 吻 羡 的 心脏 背 视 示 与 之 相连 的 血管 

相通 。 故 尖 吻 蜡 的 心脏 血液 里 仍 有 小 部 分 属 混合 血 。 整 个 心室 壁 均 可 分 为 内 外 两 层 ， 外 层 为 
而 坚韧 的 膜 性 壁 ; WHEE, 似 海绵 状 , 向 室 腔 的 一 面 有 许多 细 长 的 肌肉 隆起 , 这 些 
肌肉 隆起 ， 将 内 层 分 隔 成 许多 多 隙 状 小 室 ， 这 些 

小 室 即 为 室 腔 向 四 周 之 延 伟 部 分 。 左 心室 与 左 心 
房 ， 右 心室 与 右 心房 之 间 均 有 房 室 孔 (apertura 
auriculoventricularis) 相通 。 在 房 室 孔 的 周围 

有 一 房 室 洲 (valvula-atrioventricularis) ， 能 

阻 正面 入 由 心室 逆流 入 心房 。 三 大 动脉 CE: fii 

动脉 、 左 主动 脉 弓 及 右 主动 脉 弓 ) 的 基部 与 心室 

连通 处 均 有 一 个 羊 月 六 (valvtala semilunaris), 

半月 瓣 形 如 袋 状 ， 当 心室 收缩 时 ， 室 内 压 出 的 血 
MAAR, TAM es MRAM, ith 

液 即将 半月 瓣 的 “ 袋 ” 注 满 ， 胀 满 整 个 管 径 而 阻 

断 归 路 ， 使 血液 不 致 逆流 〈 图 38，39) 。 

(=) mw ik 

ites | Sma DIEM, mi ie pest 

A40 ”类 吻 疼 的 心室 局 部 剖 视 示 孔 道 

章 ， 且 富 弹性 。 动 脉 分 枝 甚 多 ， 形 成 动脉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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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 动 脉 由 粗 渐 细 ， 最 后 在 各 组 织 器 官 中 成 为 

细小 的 微血管 〈 图 41) 。 

1。 肺 动脉 〈arteria pulmonalis) HF 

Mie ERA, Fei BieseK, Art 

动脉 仅 只 一 条 ， 它 直接 由 右 心室 腹面 近 室 间隔 

处 上 友 出 ， 沿 左 、 右 心房 之 间 疝 前 延伸 ， 至 右 心 

房 前 端 转 向 心脏 背面 ， 沿 右 肺 前 部 腹面 右 缘 延 
什 ， 并 分 出 数 条 分 枝 达 肺 的 左面 。 

2。 左 主动 脉 弓 〈aorta sinistra) HAD 

室 发 出 ， 沿 左 、 右 心房 之 间 ， 经 右 主动 脉 弓 腹 

面向 前 ， 达 左 心房 前 端 后 ， 即 转向 左 后方 ， 绕 
过 食管 背 方 ， 继 续 向 后 延伸 ， 在 心室 后 方 与 右 

主动 肪 号 汇合 成 彰 主 动脉 。 在 与 右 主动 脉 弓 汇 

合 之 前 ， 分 出 二 小 枝 奋 管 到 食管 ， 称 前 食管 动 

脉 。 

3。 背 主动 脉 (aorta dorsalis) HA, eA 

脉 号 汇合 而 成 ， 一 直 向 后 延伸 ， 直 到 尾部 ， 中 

途 分 由 许多 校 血 管 ， 伸 达 肌 肉 组 织 及 各 脏 器 。 

肋 间 动脉 Carteria intercostalis) HY 

主动 脉 分 出 约 16 支 以 上 “〈 多 可 达 20 余 支 ) ， 伸 

入 椎 下 肌 后 ， 又 分 为 两 支 达 肪 下 肌 及 腹 内 和 斜 肌 

Ail, 
后 食管 动脉 (artefria oesophagea poste- 

rior) 由 背 主 动脉 前 方 分 出 5 一 10 支 较为 细小 

的 血管 达 食管 。 另 有 几 支 分 达 肝 。 
Ha Carteria gastrica) 由 埋 主 动脉 

分 支 到 骨 的 血管 ， 它 为 前 后 两 支 ， 前 支 达 骨 前 

MB, Ja3c3) Ba, 

前 肠系膜 动脉 (arteriemesenmterica ante- 

rior) 由 背 主动 脉 分 出 的 一 支 血 管 。 它 先后 分 

为 十 二 指 肠 动脉 、 胰 动脉 、 脾 oh ik, A 

脉 、 脂 肪 体 动脉 及 回肠 动脉 等 6 支 血 管 。 

生殖 腺 动脉 Carteria genitalis) FA 

kath, 24, AAR 2 支 血 管 。 

后 肠系膜 动脉 (arteria mesenterica 

posterior) 由 背 主 动脉 分 出 ， 到 回肠 最 后 部 

分 的 血管 。 
H Me Carteria renalis) 由 背 主 动脉 分 

°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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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 文 ， 到 在 、 左 革 的 前 四 分 之 一 处 的 内 侧 ， 而 后 沿 凤 内 侧 前 后 分 叉 走 向 ， 再 分 支 成 许多 校 

细小 血管 ， 布 达 整 个 反 脏 。 

大 肠 动 脉 (arteria intestinum crassalis) 图 背 主 动脉 分 出 3~4 支 ， 分 布 到 大 肠 部 分 

的 血管 。 

4。 尾 动脉 (arteria caudalis) 是 由 背 主 动脉 向 后 延伸 ， 进 入 尾部 的 血管 。 

5. BEDRMS (aorta dextra) 由 右 心 室 发 出 ， 管 径 较 左 主动 脉 弓 为 细小 。 在 其 基部 分 

HA. BARK, 分布 到 心室 。 右 主动 脉 弓 上 自 基 部 分 出 冠状 动脉 后 , GA. ADB, 

绕 过 左 主动 脉 弓 及 肺动脉 的 背面 向 前 延伸 达 心 房 前 端 ， 而 后 沿 右 心 房 前 沿 转身 心脏 背面 。 顺 

次 分 出 左 颈 总 动脉 、 甲 状 腺 动脉 、 右 须 总 动脉 及 椎 动脉 。 右 主动 脉 马 沿 心 脏 背 面向 后 ， 在 心 

尖 稍 后 处 ， 即 与 左 主动 脉 弓 汇合 成 背 主动 脉 。 

AR AR Carteria carotis communis sinistra) HA EARS Eo Sa imi 

W—- MRM. BIRR, ASIA MU al ay RET, TEM HAT baal 

. Be CHE) . EMRE PE ata X 2} WA Bh ik REAP BH HK PS SZ 

颈 外 动脉 Carteria carotis communis) 管 径 细小 ， 向 前 分 成 多 支 , 分 别 运送 血液 到 舌 

. AAMT AA LAA, 

SMA Bik Carteria carotis interna) 管 径 较 颈 外 动脉 为 粗 。 在 基部 分 出 一 支 到 上 颌 各 

肌 坎 组 织 。 在 标 下 部 位 又 分 出 背 腹 两 支 ， 背 支 由 枕骨 大 孔 入 脑 ， 腹 支 向 前 延伸 ， 分 达 眼 、 

鼻 、 毒 腺 及 里 肌 等 各 组 织 〈 图 41) 。 

脑 内 动脉 Carteria cerebralis interna) 由 有 宽 内 动脉 一 支 入 枕骨 大 孔 ， 至 脑 腹 面 称 脑 

底 动 脉 ， 洛 延 脑 中 线 向 前 ， 中 间 分 出 一 支 听 动脉 。 脑 底 动 脉 延 伸 到 中 脑 部 位 ， 分 出 一 支 达 中 

脑 ， 称 中 脑 动脉 ， 另 一 分 支 达 漏斗 〈 垂 体 背 面 ) 部 位 ， 称 漏斗 动脉 。 向 前 至 大 脑 部 位 ， 分 成 

后 、 中 、 天 脑 动脉 。 在 视神经 分 叉 处 分 出 一 支 眼 动脉 。 最 后 一 支 为 嗅 动脉 〈 图 42) 。 

甲状 腺 动脉 Carteria thyreoidea) 右 主动 脉 弓 在 发 出 右 颈 总 动脉 前 ， 分 出 一 细小 血管 

到 甲状 腺 ， 称 甲状 腺 动脉 。 

右 颈 总 动脉 Carteria carotis communis dextra) 由 右 主动 脉 纪 分 出， 管 径 细 小 ， 洛 

气管 在 侧 、 右 颈 静 脉 腹 内 侧 向 前 偶 延 ， 至 右 下 颌 角 后 方 分 出 颈 内 、 颈 外 动脉 ， 其 分 支 情况 与 

SAY Bh ke OA Fo) 

— FOUN ff Fak CA Hi) 

SHA oh tik Ce x) 

-于 颌 静脉 
ALE oh ik 

a 一 ANX Ee WS, 

aya. Sil 有 总、 a ik 

SH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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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 外 静脉 

BWA Bh hk 

一 听 动 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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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 动脉 (aorta vertebralis) EREBARSSDEMARASHLOH, BAEEAH 

前 延 伟 至 头 后 颈 部 ， 沿 途 分 出 3 一 5 KA, API, ASO. 

(=) #@ kk 

静脉 是 汇集 机 体 各 部 分 〈 包 括 肺 ) 的 微血管 中 的 血液 回流 到 心脏 的 血管 。 多 数 静 脉 均 与 

相应 动脉 伴 行 分 布 ， 其 管 壁 较 动脉 为 薄 ， 弹 性 亦 不 及 动脉 〈 图 40，45) 。 

1。 肺 静脉 (vena pulmonalis) 由 肺泡 中 的 许多 小 静脉 汇合 而 成 一 条 肺静脉 。 它 沿 肺 前 部 

的 腹面 与 肺动脉 平行 ， 最 后 直接 通 入 左 心房 的 背后 方 。 

2。 腔 静脉 〈vena cava) 包括 由 左前 腔 静 脉 、 右 前 腔 静 脉 及 后 腔 静 脉 组 成 。 

左前 腔 静 脉 (vena cava anterior sinistra) 它 主 要 是 汇集 左边 头 部 静脉 血液 及 沿 和 从 、 

汇集 了 由 气管 、 食 管 来 的 静脉 血 。 它 的 前 端 与 左 颈 总 静脉 相连 ， 由 左 心 房 的 外 腹 侧 面 转向 心 

脏 背 面 ， 沿 冠状 沟 汇 入 静 防 罕 ， 在 经 由 冠状 沟 入 静脉 案 前 ， 冠 状 静脉 亦 汇 入 左前 腔 静 脉 。 

Am Batik (vena jugularis communis sinistra) 始 手 头 后 而 终于 左 心房 前 端 ， 与 堪 

前 腔 静 脉 相 接 ， 它 由 颈 外 静脉 及 颈 内 静脉 两 支 汇集 而 成 〈 图 42) 。 

颈 外 静脉 Cvena jugularis externa) 即 由 上 颌 静脉 、 下 伺 静 脉 、 舌 静脉 汇集 而 成 ， 汇 

流 上 、 下 颌 各 肌肉 组 织 及 和 天 和 气管 前 部 的 静脉 血液 《图 43) 。 

MARK Cvena jugularis interna) 汇流 脑 部 静脉 血 ， 并 在 里 部 收 汇 一 支 里 部 肌肉 组 

织 的 静脉 血 ， 至 颌 角 后 方 与 颈 外 静脉 汇合 ， 连 于 堪 颈 总 静脉 〈 图 42) 。 

右前 腔 静 脉 (vena cava anterior dextra) 由 右 颈 总 静脉 ， 前 奇 静脉 、 后 奇 静脉 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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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成 的 连接 于 静脉 窦 正 前 方 的 一 段 粗 短 的 血管 。 它 
主要 汇流 右边 头 部 及 体 前 部 肌肉 组 织 的 静脉 血 。 
ABR 静脉 (vena jugularis communis 

dextra) PRS A 7a (ll, 其 汇集 静脉 情 况 与 堪 颈 

总 静脉 类 同 。 

前 奇 静 脉 (vena azygos anterior) 位 于 食 

管 右 背 方 。 

后 奇 静脉 (vena azygos posterior) 位 于 心 

RETF 

Ai, JASPER EOE A WHI A A 
.后 腔 静 脉 (vena cave posterior) 后 端 起 于 

碟 、 右 肾 静 脉 汇 合 处 ， 向 前 伸展 ， 沿 途 汇 集 左 、 硬 

生殖 腺 静脉 及 肪 间 静 脉 ， 穿 过 肝脏 腹面 中 线 ， 终 接 

手 静脉 塞 的 后 面 。 后 膀 静 脉 管 径 粗 大 ， 尤 以 近 静 肪 

守 处 更 甚 。 

Batik (vena renalis) 有 左 、 右 肾 静 脉 各 一 

条 。 汇 集 肾 脏 静 脉 血 。 左 、 右 肾 静 脉 汇 合 于 后 腔 豆 

脉 始 端 。 

生殖 腺 静脉 (vena genitales) 有 左 、 右 生殖 

腺 静脉 4 条。 是 汇集 睾 姑 或 邦 梨 的 静脉 血 汇 到 后 用 

静脉 。 
肪 间 静 脉 (vena intercostalis) 有 3 支 或 3 

SWE. ISR BEN UK it Bl a sk. 

3. [JERK (vena portae) 是 指 机 体 某 些 部 分 条 

送 而 液 回 到 心脏 的 一 组 静脉 血管 ， 这 些 静 脉 血管 在 

未 达 心 脏 之 前 ， 中 途 穿 过 其 它 器 官 组 织 ， 并 在 该 器 

官 组 织 又 分 散 为 微血管 ， 而 后 又 重新 汇集 回流 入 后 

_ 腔 静脉 。 所 有 的 门静脉 及 所 汇集 的 各 条 衣 脉 共同 连 

接 在 一 起 ， 构 成 门静脉 系 。 尖 吻 晓 的 门静脉 有 红 门 

静脉 及 肝 门 静脉 两 部 分 。 

lak (vena portae renalis) 由 尾 静 脉 

入 体腔 后 分 为 左右 两 支 ， 到 左 、 右 肾 ， 然 后 在 肾 组 

织 内 又 分 散 为 许多 微血管 ， 再 由 红 静 脉 汇流 入 后 鹏 

静脉 。 
肝 门 静脉 (vena portae hepatica) 是 汇集 天 

肠 、 回 肠 、 膜 、 朋 等 消化 器 官 及 脾 和 脂肪 体 的 各 痊 

脉 备 在 汇流 入 心脏 以 前 经 过 肝 ， 在 肝 内 分 散 成 微 血 

管 ， 而 后 再 汇流 入 后 腔 静 脉 。 

Beek 
一 让 部 
一 一 一 后 腔 静 脉 
FEL IR 
Ea ik 

~ Fee 5s RK 
7a '8 We ean 

到 肾 静脉 

图 45 KHUDA 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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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腹 静脉 〈vena abdominalis) 是 由 尾 静 脉 的 两 支 静脉 在 腹 中 线 会 合 而 成 ， 它 沿 腹壁 的 

腹 中 线 向 前 伸展 ， 直 到 下 颌 后 部 为 止 。 沿 途 又 有 许多 分 支 ， 其 后 部 分 支 汇 入 肝 门 静脉 和 后 腔 

和 静脉， 前 部 分 支 汇 入 前 腔 静 脉 。 

5。 尾 静脉 〈yena caudalis) 为 尾部 静脉 血管 ， 位 于 尾 动脉 的 腹面 ， 汇 集 尾 部 回流 到 心脏 

的 静脉 而 ° 

(四 ) 脾脏 

尖 吻 昌 的 脾脏 位 于 体 中 段 稍 后 处 ， 紧 贴 于 胰腺 和 胆囊 之 间 ， 为 一 近 扇 圆 形 浅 红色 的 块 状 

组 织 。 
( 马 积 落 ) 

9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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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1) 8S BY PRI FA 

. BRE (ren) 

Pe crore. 位 于 蛇 体 后 部 ， 紧 贴 背 部 的 两 侧 ， 属 于 后 凤 。 皮 赤 褐 色 ， 内 侧 

面 平 ， 外 侧面 隆起 ， APRA IE ER 33 IFS INH}, BBO ATLEA BOUL AS. RAE 

ASHE, His 也 稍 前 。 

2. MRE (ureter) 

PRES SMA, AU SORBAWA, SHB. Seiki, SAT— 

RDN, @ SM ERATHKM RES SHL. MRTOTES EHS, fe 

肠 的 开口 相对 。 开口 处 稍 隆 起 ， 呈 乳 突 状 。 

输尿管 自 色 ， 前 段 较 细 ， 后 段 较 粗 ， 排 汽 物 主要 为 尿酸 ， 与 主要 排泄 尿素 的 动物 不 同 。 

3。 肉 性 生殖 器 官 〈organa genitalia femanana) 

卵巢 〈ovarium) 一 对 。 位 于 体 后 肾 的 前 方 。 紧 贴 脊 部 的 两 侧 。 匈 巢 形 长 而 不 规则 ， 由 

厚 泡 和 结缔 组 织 组 成 ， 卵 泡 是 卵细胞 和 卵泡 细胞 的 复合 体 。 

卵 梨 外表 都 蒙 着 一 层 腹 膜 ， 用 以 将 卵巢 悬挂 在 背部 体 壁 上 。 琵 为 卵巢 系 膜 ， 进 入 匈 梨 的 

管 和 神经 ， 就 从 这 双 层 卵 梨 系 膜 的 夹道 中 ， 通 向 卵 偶 ， 包 含 在 厚 梨 的 结缔 组 织 中 。 匈 人 梨 中 

一 且 成 熟 ， 则 突出 卵泡 ， 穿 破 卵 和 巢 的 外 壁 而 落 入 体 朋 。 

左右 卵 梨 不 完全 对 称 。 尖 吻 蜡 丰 侧 卵巢 比 左 侧 邦 巢 的 位 置 稍 前 ， 右 侧 邦 梨 一 般 向 前 伸展 

到 胆 宫 之后， 相当 于 十 二 指 肠 的 背面 。 些 外， 右 侧 卵巢 一 般 比 堪 侧 卵 巢 长 ， 内 售 各 个 发 育 期 

的 匈 泡 亦 多 ， 一 般 有 10 一 30 粒 。 

在 去 右 卵 梨 中 部 的 外 侧 系 膜 内 ， 各 包 被 一 条 细 长 的 桔 红 色 腺 体 ， 此 为 凤 上 腺 。 

ype (oviduct) 是 一 对 长 大 而 多 皱 裙 的 管子 ， 借 输卵管 系 膜 与 卵 梨 系 膜 相 连 。 其 前 

“ 段 宽大 而 薄 ， 开 口 于 腹 乃 ， 为 喇叭 状 ， 称 喇叭 口 ， 比 同 侧 卵巢 位 置 稍 低 。 成 熟 的 卯 在 落 入 腹 

膝 后 ， 由 于 喇叭 口 及 腹膜 的 纤毛 摆动 、 蛇 体 肌 了 肉 的 运动 而 经 喇叭 口 进入 输卵管 。 

输卵管 中 段 管 径 较 细 但 仍 多 皱 裙 ， 伸 缩 性 强 。 在 与 肾脏 相遇 后 ， 转 回 腹 面 ， 位 于 肾 与 肠 

之 间 。 最 后 转 至 大 肠 的 腹面 ， 此 时 管 壁 亦 增 厚 ， 并 在 进入 泪 殖 用 前 膨大 形成 于 状 的 “ 子 官 ?。 

富 壁 厚 而 富有 弹性 ， 开 口 于 浊 殖 用 最 深 处 两 侧 。 开 口 处 口径 大 ， 可 见 子 富 内 壁 多 纵 裙 。 一 

SRK A1268S KH A, HERSEK, F122 OK, CMAN OKRALZSK, it 

殖 腔 的 纵深 为 23 毫 米 。 

一 条 于 1979 年 12 月 底 解 前 的 雌 蛇 ， 体 长 1253 毫 米 〈 全 长 1354 毫 米 ) ， 其 两 侧 “ 子 富 2 口 

为 一 层 薄 膜 所 封闭 ， 不 与 外 界 相 通 。 齐 视 子 宫 ， 其 内 充满 黄色 的 分 泌 物 ， 类 似 腺 体 。 

7AM, FRI-KAERALSK CORALS SK) WHER, RAMAN HA RR 

ed7T。 



BON 14 枚 ， 堪 侧 和 输卵管 中 有 成 熟 的 卵 11 

M, BARNEY PR, (ABATE, 

RAB LIS. HA, KN — BROT, 

短 径 为 17.5X 352K, ARMA. 

Sm (scent gland) 灰色 。 为 一 对 长 

而 侧扁 的 腺 体 ， 并 列 于 尾 基 部 中 线 上 ， 员 

腺 能 分 泌 类 似 靡 香 的 特殊 气味 和 分 沁 物 ， 

在 交配 季节 起 到 引诱 异性 的 作用 。 一 条 尾 

Fey1 72S KEE, HARK 36 2K, 

JLEABRWAAZ—. TIA ILACE Pie 

Kh, SPRITE eB ES er hy 

Keo 
4, BES ISE Corgana genitalia 

masculina) 

#4 (testis) —N, KA, RA 

1%, MTA M SEO HWA. RMB AB 

侧 。 借 睾丸 系 膜 与 小 肠系膜 相连 。 军 丸 包 

括 产生 精子 的 曲 细 精 管 和 结缔 组 织 。 其 

中 ， 还 夹杂 着 血管 和 神经 的 细小 分 文 。 曲 

细 精 管 都 回 输 精 小 管 开 口 ， 它 的 内 层 是 制 

造 精子 的 细胞 ， 其 上 可 找到 不 同 发 育 阶 段 

的 精子 。 输 精 小 管 在 曙 丸 内 交错 成 网 状 。 

Fe ALAM, AMI DL ERAT 

且 较 长 大 ， 左 侧 的 位 置 较 后 ， 形 较 短 、 其 

形状 和 大 小 随 生 殖 周期 而 有 较 大 的 变化 ， 

-SLNA MH, BRE SOLARA, 

A-ARKHH ERA, MARLEE, 

Asin. BERK, ASILH1.3~1.5 

倍 。 

8|# (epididymis) 在 左右 畦 丸 的 背 

方 ， 紧 贴 别 丸 的 背 内 侧 缘 ， 有 一 扇 乎 的 长 

条 形 的 副 蛙 。 副 学 谈 黄 色 ， 借 系 膜 与 学 丸 

相连 ， 摆 丸 中 的 血管 和 由 输 精 小 管 组 成 的 

foes, ile Se IL SRI Seay AR, vt 

ABZ, HHE ERISA AR AIS, 

Wales we RE hens 而 离开 副 

=, 
dere (ductus deferens) 输精管 

e 48 « 

肾上腺 “ 

7a UB Se 

石 输卵管 

KBAR 
fay SB 4S Ze Te sae 
Ft RS ETE Bi HS oe 

FRAT 

Sa HR 

B46 AMHRBAM CD) _ 



是 一 对 自 色 、 细 长 而 弯曲 的 管子 ， 包 衷 在 薄 而 透明 的 系 

膜 内 。 它 由 副 皇 发 出 ， 紧 贴 背 壁 ， 在 与 骨 相 遇 后 由 背 间 

转 至 肾 的 腹面 ， 位 于 输尿管 的 外 侧 ， 并 列 向 后 。 未 端 开 

口 于 汽 殖 腔 的 背 壁 ， 与 输尿管 开口 邻近 。 
交接 器 (bursa copulatri) 一 对 。 位 于 尾 基部 , 辐 

后 伸 达 第 9 一 11 尾 下 鳞 处 。 其 前 段 深 分 又 ， 交 配 时 ， 由 

于 肌肉 的 收缩 ， 交 接 器 从 基部 开口 处 由 内 向 外 翻 出 ， 每 
个 分 叉 部 分 的 顶端 为 蜂 帘 状 的 突起 ， 其 后 密布 尖锐 的 角 

质 刺 ， 刺 长 可 达 5.5 毫米 ， 自 分 叉 以 下 交接 器 变 成 光 

消 ， 输 精 沟 自 交接 器 基部 的 内 侧 缘 沿 交接 器 内 侧 分 达 各 

分 叉 的 顶端 。 一 条 尾 长 为 165 毫米 的 尖 吻 蜡 ， 其 交接 器 

长 42 毫 米 ， 为 尾 长 的 四 分 之 一 。 分 又 部 分 占 交 接 器 总 长 

S| eens 

ne (scent gland) —*X}, LLREAWHA. EK 

165 毫 米 的 上 述 标本 ， 其 臭 腺 长 29 SK, RYE 

在 外 形 上 差异 不 大 。 但 借助 雄 蛇 尾 基部 存在 交接 器 因而 

较 粗 大 ， 肉 蛇 尾 基部 无 交接 器 因而 较 细 小 ， 可 加 以 区 

别 。 

泄殖腔 为 消化 道 、 输 奈 管 、 输 精 管 或 输卵管 共同 开 

日 处 。 其 腹壁 在 大 肠 开 口 处 折 亚 成 装 道 ， 背 壁 在 汽 殖 管 

开 吕 处 折 亚 成 泄 殖 道 ， 最 后 均 会 合 于 肛 道 ， 经 肛 孔 排出 

体外 。 

EAL 

a WR 

” 右 输 尿 官 
大 肠 

Ria ten FEO 
A. RE 
eae 

Bi 

图 47 KWAK Co) 

表 5 夫 吻 距 排 泄 及 生殖 器 官 的 量度 《单位 : mm) 

vi | SEALS SARTRE | 肾 的 大 小 | 肾 的 叶 数 | 肾 的 位 置 
Fe Aa Ze (BEALE) AG Ze a lis 右 左 ( 距 上 肛 鳞 ) 右 

cl |27x9 30.5x7| 256 D985 | Wap i 21 26 195 207 
a7 23x 31x 239 290 | 122.8 1B) eH 25 147 190, 

co。 |32.5x9.5 38x9 140 148 17 21 

23 90x 65 x 322 435 | 156 160 17 17 246 252 
Qs 90x 133 X 390 480 | 170 205 16 21 

Qe 220 280) | M55 160 23 195 200 

25 |95x 121x 321 SS 7a lala 140 18 188 140 

CR iD 

5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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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 8 By RUE SE 

WR RAAT, LIZA, 4 REVERIE 3-7 天 后 ， 进 行 解剖 观察 

(一 ) HE pA AL (systema nervorum centrale) 

LTH Ho A 
1. Ay Cencephalon) 位 于 

MEA, MARA MER, 

内 层 为 软 脑 膜 (pia mater 
encephali) ， 外 层 为 硬 脑膜 

(dura mater encephali), 

软 脑 膜 薄 而 透明 ， 富 含 血管 ， 

紧 附 于 脑 表 面 ， 便 脑膜 较 软 脑 

膜 厚 而 坚韧 ， 具 有 色素 ， 与 据 

骨 内 层 相 贴 。 脑 由 前 至 后 分 为 

Sia, TANG. FA Roi. “Ni, Ze 

HEEB Ay, BB AT AN BB Be eS 

相通 〈 图 48) 。 

(1) te iif Celence- 

phalon) 位 于 脑 前 部 。 可 分 为 

嗅 叶 及 大 脑 半 球 两 部 分 。 
嗅 叶 (lobts olfactorius) 

是 大 脑 半 球 向 前 延伸 的 部 分 。 

ZR HE KML EE BRA IK. FT BK , 

EECM, KA, WRB a“ 
大 为 嗅 球 〈bulbus olfacto- coy val “Fm YAW wy 

Hr efi ba oe ee a eet misloemeee ce LS Oa “ el Ly Z@ 

k fg 4 32 Chemispha- 

fium cerebri) Ar I EP Zz I C mya I M - Vi VEVEXD X YX] ppg 

后 。 分 为 左右 两 半球 ， 每 半球 图 48， 灾 苞 疲 脑 的 外 观 

近似 椭圆 形 ， 内 部 各 有 一 侧 脑 

室 。 堪 侧 称 为 第 一 脑室 (ventriculus primus), 4 Ml Pky op — li 2 (ventriculus sectndts); 

e。 50 。 



大 脑 半球 表面 部 分 为 含有 神经 细胞 的 灰质 层 ， 称 为 皮质 《cortex) ) 其 深部 是 由 出 入 皮质 的 

神经 纤维 构成 的 自 质 层 ， 称 为 散 质 NS medullaris) 。 半 球 的 背 壁 较 薄 ， 基 底 纹 

状 体 (corpus striatum) 很 发 达 。 

(2) 间 脑 (diencephalon) 位 于 大 脑 半球 之 后 ， 中 脑 之 前 。 

ae eee (epiphysis) 即 松 果 体 (corpus pineale) 以 短 柄 与 间 
前 壁 相 连 。 脑 上 腺 为 李 园 形 松子 状 ， 属 内 分 泌 腺 。 有 M (chiasma 

micas 3 视神经 交叉 的 后 方 为 脑 漏 斗 Gnfundibulum) ， 漏 斗 正中 有 一 条 纵 沟 ， 漏 斗 后 

方 以 漏斗 蒂 与 垂体 相连 。 垂 体 (hypophysis) 为 椭圆 形 球状 体 ， 分 前 后 两 时 ， 是 与 生长 及 代 

谢 密 切 相 关 的 内 分 泌 腺 。 

间 脑 内 的 空 膛 称 为 第 三 脑室 (ventticulus tertius) ， 前 面 与 第 一 、 第 二 脑室 相通 ， 后 

面 与 中 脑 水 管 相 连 

(3) 中 脑 (mesencephalon) 位 于 间 脑 之 后 ， 小 脑 之 前 。 

尖 吻 电 的 中 脑 比较 发 过。 背面 为 一 对 较 大 的 圆 丘 状 突起 ， 称 为 视 叶 Cobus opticus)。 

视 叶 后 端 有 两 叶 较 小 的 丘 状 突起 ， 为 下 丘 的 萌芽 。 ineelnabiial 

的 分 化 。 

FH AAS REZ, PKIGHH Ai 7K Caquaeductus mesencephali)， 上 连 第 三 脑室 ， 王 接 第 

四 脑室 ， 两 侧 有 伸 入 视 叶 的 扩大 部 分 。 | 
C4) iii (cerebellum) 位 于 中 脑 之 后 ， 延 脑 前 方 背 侧 。 

尖 吻 晓 的 小 脑 不 发 过 ， 为 一 略 成 片 状 的 突起 。 FY 2B AG 28 Hes fot 2, 

(5) ¥EHh (medulla oblongata) 位 于 脑 的 后 端 。 

延 脑 后 端 与 脊 散 接 连 ， 彼 此 以 枕骨 大 孔 为 界 。 尖 吻 蜡 的 延 脑 较 发 过 ， 弯 曲 明 显 ， 背 面 有 

一 呈 三 角形 的 凹 窝 ， 称 为 萎 窝 (fossa rhomboidea) ; 给 窝 上 复 盖 有 含 大 量 神经 纤维 和 结 

缔 组 织 的 血管 从 ， 称 为 第 四 脑室 脉络 从 Cplexus chorioideus ventriculi quarti) ; 3% 

窜 下 角 有 一 纵 沟 延 长 向 后 ， 为 后 正中 海 (sulcus medianus pen) i re 

一 纵 海 称 为 前 正中 裂 Cfissura mediana anterior): , ~ 

延 脑 内 的 空 膛 称 为 第 四 脑室 (ventticulus quartus) ， 前 与 中 脑 水 管 相通 ， aS ae 

的 中 央 管 相连 。 | | 

2. $88 (medulla spinalis) 位 于 前 后 椎 骨 相 连 形成 的 椎 管 中 。 尖 吻 蜡 的 脊 贱 很 长， 

自 延 脑 后 方 一 直 伸 延 到 尾部 最 后 一 枚 椎 骨 。 关 散 外 面包 庄 有 两 层 冰 膜 ， 内 层 为 完全 透明 的 薄 

BE, HIRE (pia mater spinalis) ， 外 层 紧 贴 于 惟 管 内 里 ， 含 有 色素 ， ty EB 
(dura mater spinalis) , 

Ae Oy ie A AS SL CE, EH aL, Ch RENOIR AUR HRI, acetal 

AK. 688 WM Ja EP RAB AY BE A SS AY eS: 

(=) 周围 神经 系统 (systema nervorum periphericum) 

Bia i AMA MA, RUMAH, eR HK fe Ae Dei MI AK, 3c 

ZF AE i FS IB SZ i BIN BE a8 Bo 

oss 



1。 脑 神经 〈nervts cerebrales) ， 尖 吻 蜡 的 脑 神经 共 12 对 ， 现 依次 分 述 如 下 : 

TI tHe Ca。olfactorits ) 由 嗅 叶 前 端 出 脑 。 左 右 两 条 嗅 神经 向 前 行进 ， 分 别 从 额 

骨 与 前 额 骨 构成 的 骨 孔 中 穿 出 ， 分 布 到 鼻腔 内 的 嗅 上 皮 。 些 对 神经 司 嗅觉 ， 属 感觉 性 神经 

(图 49 一 I) 。 

I 视神经 Ca。opticus) 由 间 脑 腹面 出 脑 。 此 对 神经 很 粗大 ， 出 脑 后 于 脑 漏斗 前 方 处 

两 侧 的 神经 纤维 交叉 而 成 视 交叉 (chiasma opticum) ;然后 两 条 视神经 各 向 前 外 侧 行进 ， 

分 别 从 额 骨 、 顶 骨 及 基 蝶 骨 构 成 的 视神经 孔 中 穿 出 ， 分 布 到 眼球 的 视网膜 。 此 对 神经 司 视 

觉 ， 属 感觉 性 神经 《图 49 一 工 ) 

H SARAH (na。oculomotorius) 由 中 脑 腹 面 正中 线 两 旁 出 脑 。 两 条 神经 出 脑 后 向 前 

伸延 ,分 别 从 两 侧 视神经 孔 中 贴 于 视神经 后 外 侧 而 罕 鱼 ;然后 分 成 四 小 支 ， 分 别 分 布 于 眼球 周 

围 的 上 直 肌 ， 下 直 肌 ， 前 直 肌 和 下 和 斜 肌 。 此 对 神经 司 运动 ， 属 运动 性 神经 “〈 图 49 一 下 ) 。 

了 滑车 神经 Ca。trochlearis) 由 中 脑 背面 后 缘 正 中 线 两 侧 出 脑 。 两 条 神经 出 脑 后 分 

别 症 外 侧 绕 疝 腹面 ， 然 后 与 动 眼 神经 相 并 前 行 ， 各 与 同 侧 动 眼 神经 一 起 从 视神经 孔 中 穿 出 ， 

分 布 到 眼球 的 上 和 斜 肌 。 此 对 神经 司 运动 ， 属 运动 性 神经 〈 图 49 一 了 ) 。 

V 三 叉 神 经 (n。trigemints) 从 延 脑 背 面前 端 两 侧 出 脑 。 此 对 神经 粗大 ， 出 脑 后 即 形 

成 一 略 似 半月 形 的 大 神经 节 ， 称 为 三 又 神经 节 Canglion semilunare) ; 然后 由 此 神经 节 

后 分 支 成 三 条 神经 ， 称 为 眼神 经 ， 上 颌 神经 和 下 颌 神经 。 现 将 三 条 支 神 经 分 述 于 后 : 

四 眼神 经 (n, ophthalmicus) 目 三 叉 神 经 节 的 前 内 侧 分 出 ， 向 前 延伸 ， 于 动 眼 神经 

外 侧 与 其 并 行 ; 从 视神经 孔 中 穿 出 后 ， 于 眶 内 前 直 肌 上 方 沿 眼球 内 侧 继续 前 行 ， 穿 过 额 骨 与 

前 额 骨 间 的 骨 孔 ， 从 鼻腔 边缘 绕 向 背 壁 ， 再 从 鼻骨 与 前 额 骨 间 的 孔隙 中 穿 出 ， 分 出 二 小 支 到 

泗 表 面皮 肤 及 吻 尖 等 处 ， 终 末 文 分 布 于 类 帘 后 表 侧 处 〈 图 49 一 Vi) 

@ 上 颌 神经 〈a。maxillaris) 由 三叉 神 经 世 前 外 侧 分 出 。 穿 过 前 耳 骨 腹 侧 的 前 一 个 

骨 筷 出 颅 腔 ， 分 有 一 小 支 于 杜 三 头 肌 ， 主 支 则 分 成 二 支 ， 称 为 上 唇 支 及 眶 下 支 。 

上 层 支 于 眼眶 下 缘 外 侧 沿 毒 腺 囊 导 管 向 前 延伸 ， 沿 途 有 小 分 支 分 布 到 上 层 沿 皮肤 及 粘 

膜 ， 终 未 支 分 布 到 关 窒 后 壁 《〈 图 49 一 Vs) 。 

眶 下 支 先 与 上 唇 支 并 行 ， 至 眼眶 后 缘 往 眶 底 内 侧 方 回 伸展 ， 分 有 若干 小 支 于 基 蝶 骨 上 腹面 

筋 膜 ， 主 支 继续 前 行 ， 于 眶 前 分 出 二 小 支 到 横 骨 与 翼 骨 间 的 肌肉 ， 口 腔 上 壁 两 侧 的 皮肤 和 烙 

Rats 主 支 从 毒 牙 内 侧 绕 向 前 ， 分 布 到 闫 窝 前 壁 及 类 窝 前 鳞 的 皮肤 等 处 〈 图 49 一 V，) 。 

图 下 领 神 经 (n, mandibularis) 目 三 叉 神经 节 后 外 侧 分 出 ， 穿 过 前 耳 骨 腹 侧 第 二 个 骨 

孔 出 颅 膝 ， 然后 回 腹 侧 延 伸 ， 分 有 四 根 细 小 的 分 支 ， 第 一 小 支 分 布 到 第 一 小 咬 肌 和 第 二 小 唉 

肌 ， 第 二 小 支 分 布 到 咬 肌 及 栖 肌 第 三 小 支 分 布 到 横 骨 上 隅 肌 ， 第 四 小 支 分 布 到 鳞 骨 上 隅 肌 

内 侧 及 下 俩 神 经 肋 肌 。 下 颌 神经 主 支 越过 颗 肌 进入 上 隅 骨 ， 入 上 隅 骨 内 又 分 成 内 外 三 支 ， 内 

支出 上 隅 骨 后 分 布 于 下 颌 间 肌 ， 下 颌 舌 骨 肌 前 部 及 口 用 底 部 前 端 两 侧 皮 肤 ， 外 支出 上 隅 骨 后 

分 布 到 颌 后 收 肌 〈 图 49 一 Vs) 。 

三 叉 神 经 属 司 感觉 也 司 运 动 的 混合 性 神经 。 三 条 主要 分 支 神经 中 ， 眼 神经 和 上 人 氨 神经 主 

司 感觉 ， 下 颌 神经 司 运 动 也 司 感觉 。 

下 外 展 神 经 G, abducens) 从 延 脑 腹面 前 约 五 分 之 二 处 出 脑 。 两 条 神经 向 前 延伸 ， 

e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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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Rey se 9 拓 吻 蚂 脑 神经 分 布 示意 图 



分 别 从 顶 骨 后 侧 缘 与 前 耳 骨 腹 侧 前 缘 之 间 的 骨 孔 中 穿 出 ， 同 前 分 布 到 眼球 的 厨 直 肌 。 此 对 神 

经 可 运动 ， 属 运动 性 神经 。 

WW 面神经 (n, facialis). AK HE Hot 75 1 5 A. 三 又 视 经 稍 后 35 WIR 面神经 出 脑 后 贴 于 

三 受 闹 经 下 领 支 的 腹 侧 从 同一 个 骨 孔 中 穿 册 | Ha. i Pues 与 基 枕 明 :之 间 的 骨 Dee Ail 

前 符 ， 至 近 脑 重 体 窜 处 ， 形 成 一 个 神经 节 ， 节 后 分 成 几 条 小 分 支 ， 大 部 分 穿 人 基 蝶 骨 构 成 的 
骨 管 内 ， 于 视神经 后 方 ， crs ae Bg) leisy a 分 别 分 布 到 眼球 周 缘 的 

Bahk SE FL J A 牙 周 围 皮肤 等 处 。 此 对 神经 司 语 觉 也 司 运 动 ， 属 混合 性 神经 〈 图 

49— if) 。 a, 

WOO He Cn, nn KK Sue 脑 背面 两 侧 、 面神经 稍 后 处 出 脑 。 机 

入 去 右 耳 囊 ， 分 成 小 支 分 布 于 内 耳膜 迷路 。 因 人 尖 吻 蜡 无 鼓膜 、 鼓 室 等 构造 ， 其 所 谓 听 感 实际 

上 是 通过 耳 柱 骨 方 骨 等 骨骼 传导 ， 对 空气 中 传导 的 声波 不 能 感受 。 此 对 神经 司 感觉 和 身体 平 
衡 ， 属 感觉 性 神经 〈 图 49 一 看 ) 。 

K SWE Co, closspharyneeus) AMPA. SPSWULNN, HOMEe MAN 

AS EA Ss IL, Es A Sa Pah THE, oe 
Aa ANG 5y BI MAB SERS HABE. 2 RSL is BP BE LSE LS ABE AE 此 对 神经 

司 感 觉 也 司 运动 ， 属 混合 性 神经 《图 49 一 人 ) 。 ht 

X 迷走 神经 Cn。vagus) ,从 舌 咽 神经 后 ee i ae EMA, 5 
舌 咽 神经 从 同一 个 骨 孔 穿 出 ， 继 向 后 延伸 ， 行 于 颈 内 动脉 没 颈 内 表 脉 之 间 ， 是 脑 神经 中 最 

长 的 一 对 神经 ， 分 支 分 布 于 气管 ， 肺 ， 心 脏 ， 消化 道 等 器 官 。 ne 名 也 司 运动 ， 属 

混 侣 性 神经 《图 49 一 X) 。 

WM #2 Cn, accessorius) 从 证 脑 腹面 迷走 神经 稍 后 “HHI 副 神 ae 与 迷走 

神经 合并 ， 一 起 从 同一 骨 妃 中 穿 出 ， 随 迷走 神经 回 后 延伸 ， 与 迷走 神经 咽 支 纤维 同 分 布 于 咽 

部 肌肉 。 此 对 神经 纤维 司 运动 ， 属 运动 性 神经 《图 49 一 民 ) 。 

下 香 下 神经 (n。hypoglossus) 从 延 脑 腹面 迷走 神经 稍 前 的 内 侧 处 出 脑 。 舌 下 神经 出 

脑 后 与 香 咽 神经 从 一 个 骨 孔 中 穿 出 ， 然 后 与 其 相 并 行进 ， 至 颌 号 后 角 处 弯 辐 腹 侧 ， 继 之 分 为 

前 后 二 支 ， 均 分 布 于 舌 鞘 肌肉 。 此 对 神经 司 运动 ， 属 运动 性 神经 〈 图 49 一 ) 。. 

2. 8h (n. spinalis) RYBMWAMBLAA 200 对 。 每 脊 对 神经 由 左右 两 条 组 成 ， 每 
条 肴 神经 又 由 一 支 背 根 和 一 一 支 腹 根 手 椎 间 孔 前 合并 而 成 。 

背 根 (redix dorsalis) AH AR aime Eee, PR ae 

形成 二 略 膨大 的 神经 节 Ke MB (ganglion eee) ， 人 

和 神经 纤维 。 背 根 属 感觉 性 神经 。 洒 

WAR (radix ventralis ): A BR a see aL 属 运动 性 

7h 

| BRA, se NeiaL, J 分 为 背 we Ly 545946 81h LALA 

由 腹面 皮肤 及 内 及 等 处 。 
. 疹 神 经 因 含 有 感觉 性 的 背 根 和 运动 性 的 腹 根 ， we 

«RMU, AMAMBM CHALE) 

5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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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K MARMARA, VR A. FRE, RTE 
吻 晶 产 区 进行 一 个 月 左右 的 现场 观察 ， 记 录 尖 吻 蜡 的 栖息 环境 、 海 拔高 度 、 气 温 、 遇 见 时 间 和 活 
动 规律 多 及 食性 等 。 其 洞穴 情况 ， 则 于 冬季 到 现场 挖 握 。 蛇 园 内 观察 分 平时 和 定期 两 种 ， 平 时 每 
目 了 7 - 8 时 或 14-16 时 进行 1 - 2 次 观察 及 每 日 6 - 8 时 、12 - 14 时 、18 - 20 时 的 分 段 观察 定 

期 按 一 年 24 个 节气 系统 昼夜 观察 〈 从 凌晨 2 时 至 24 时 或 从 1 时 至 23 时 ， 每 两 小 时 观察 一 次 ) 。 记 

录 蛇 的 活动 规律 、 捕 食 、 晓 皮 、 交 配 、 产 角 等 情况 及 当时 的 气候 、 温 度 、 温 度 等 资料 。 

1。 栖息 环境 

RYT ee 200 米 的 山 丘 到 1400 米 的 幽静 山林 ， 特 别 喜欢 栖息 在 溪 润 海 双 的 岩石 

上 上 和 和 杂 草 中 。 一 年 四 季 没 有 固定 的 枉 息 地 ， 随 着 食料 的 有 无 和 气温 的 高 低 ， 溪 水 的 涨 落 而 变 

更 。 春 季 出 坷 后 栖息 在 向 阳 、 避 风 的 山坡 洞穴 附近 。 夏 季 多 在 山 坑 溪 沟 和 沼泽 附近 的 岩石 上 

和 条 草 中 ， 候 捕 蛙 、 鼠 作 食 ， 又 便于 喝 水 和 “洗澡 ”， 有 时 藏 估 于 山 场 杨梅 树 下 的 落叶 堆 上 ， 

等 吃 前 来 吸食 杨梅 的 鸟 类 ， 而 雨季 多 离开 山 坑 ， 四 出 活动 。 秋 季 则 多 活动 在 山坡 附近 的 称 
困 、 菜 园 、 路 旁 或 入 屋内 捕食 鼠 类 ， 僵 状 于 阴暗 处 或 后 下 ， 亦 有 发 现 于 卧室 门 后 尿 桶 旁 或 床 

下 的 个 别 例子 。 冬 季 离 开山 坑 ， 在 较 高 〈300 米 以 上 ) 的 向 阳 、 避 风 、 王 燥 而 离 水 源 不 远 的 

山坡 洞穴 肉 冬眠。 人 尖 吻 音 在 每 个 栖息 地 盘 伏 的 时 间 主 要 由 食物 决定 ， 有 的 一 两 天 ， 十 数 大 ， 

甚至 长 达 一 个 月 以 上 ， 如 果 食 物 丰 富 、 环 境 安宁 ， 栖 息 时 间 就 长 些 。 

关于 尖 欧 蜡 的 洞穴 ， 曾 于 冬季 到 国 北 山区 调查 挖掘 ， 常 在 海拔 300 米 以 上 的 回 阳 山坡 树 

根 附近 发 现 其 洞穴 ， 与 山坡 垂直 深度 可 达 80 厘 米 左右 ， 整 个 穴道 长 2 - 4 米 〈 图 50) ， 一 般 

占用 旧 鼠 洞 为 其 冬眠 场所 ， 偶 尔 也 以 挖掘 的 条 笋 洞 作 临时 隐蔽 处 。 
在 蛇 园 内 ， 尖 吻 晶 常 栖 于 洞 角 、 墙 基 或 水 池 砖 块 上 ， 并 有 “定向 性 ”， 即 常 爬 呵 固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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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动 规律 

尖 吻 赣 的 活动 规律 与 所 栖息 的 环境 、 纬 度 有 很 大 的 关系 。 这 里 仅 就 饲养 于 福建 泉州 市 郊 

本 校 蛇 园 内 的 尖 吻 噬 的 活动 规律 资料 ， 整 理 如 下 。 

《1) 季节 活动 情况 
AM ERGEALE, ROIS ASS 125228) 到 惊 井 (3 月 6 日 )， 而 福建 南 

部 冬季 室内 最 低 气温 都 在 8 CULL, Alt, RWREMAARAW EW ZIMA, (ARES 

空气 来 临 之 日 ， 室 外 气温 可 明显 下 降 ， 洞 内 的 蛇 盘 伏 不 动 ， 对 投放 的 小 自 鼠 ， 有 时 候 咬 死 但 

不 和 否 食 。 而 在 气温 回升 时 可 见 个 别 出 现 于 洞 外 ， 疏 至 水 池 饮 水 。 

不 同月 份 出 现 率 ”在 蛇 园 内 饲养 的 情况 下 ， 将 1974、1975 两 年 所 作 全 年 1935 次 系统 观察 
所 得 资料 整理 分 析 ， 尖 吻 几 在 不 同月 份 的 出 现 率 《出现 于 洞 外 的 蛇 占 观察 蛇 数 的 百分比 ) 如 

图 5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图 51 ABA My Rey Hh 04 oe 

从 图 51 可 以 看 出 ， 在 寒冷 的 1 - 2 月 ， 尖 吻 曝 的 出 现 率 很 低 。 3 月 起 气温 渐渐 上 上升 ， 出 

现 率 也 逐渐 增高 ，5 - 9 月 出 现 率 较 高 ， 是 尖 吻 蜡 活 动 最 活跃 的 月 份 ， 其 中 以 6 月 份 出 现 率 

最 高 ， 但 7 =- 8 月 又 有 所 降低 ， 可 能 与 炎热 气候 有 关 。10 -12 月 ， 天 气 和 王 旱 少雨 ， 温 度 渐 渐 

下 降 ， 尖 吻 蜡 出 现 率 明显 降低 。 这 些 说 明 尖 吻 蜡 有 怕 热 ， 怕 旱 的 习性 〈 图 55) 。 

典型 季节 活动 情况 ”就 1974 年 各 月 24 个 节气 的 整 日 系统 观察 中 ， 选 择 三 个 节气 分 别 说 明 

寒冷 季节 、 炎 热 季 节 、 温 暖 季节 人 尖 吻 晶 的 活动 情况 〈 图 52 - 54) 

在 寒冷 季节 里 ， 尖 吻 蜡 基本 上 雪 伏 于 窝 内 ， 倡 尔 出 现 于 窝 外 饮水 。 在 温暖 季节 里 ， 气 温 

在 25 人 左右， 尖 吻 嵌 一 般 于 傍晚 出 现 ， 在 半夜 出 现 率 最 高 ， 可 达 36%。 在 炎热 季节 里 ， 凌 晨 

1 - 5 时 温度 较 低 、 尖 吻 蜡 出 现 率 也 很 高 ， 甚 至 达 40%， 上 午 气温 逐渐 升 高 ， 到 午后 2 - 3 

时 气温 最 高 ， 出 现 率 明 显 下 降 ， 晚 上 温度 逐渐 下 降 ， 出 现 率 也 随 之 增高 。 

°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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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昼夜 活动 情况 温度 、 光 照 、 畏 十 、 风 力 、 取 食 等 方面 都 影响 到 昼夜 活动 。 

温度 “将 几 年 来 (1974- 1976) 系统 和 有 零星 的 蛇 园 观察 中 所 得 资料 ， 按 不 同 温度 统计 出 
尖 吻 曝 的 出 现 率 〈 图 55) 。 从 该 图 可 以 看 出 ， 尖 吻 晓 活动 的 温度 在 10 - 32"C 之 间 ， 最 适 温度 

CHUL Ri) 717-30, | 

光照 ”从 图 52 - 54 可 以 看 出 ， 尖 吻 蜡 在 不 同 温 度 下 ， 均 为 避 光 性 的 〈 即 出 现 于 非 阳光 和 直 

射 的 地 方 六 ， 偶 然 在 寒冷 季节 可 因 自 天 温度 较 高 而 出 洞 丁 太阳。 图 56 表 示人 尖 吻 晓 在 全 年 12 个 

月 中 :1 -3 时 和 子夜 23- 1 时 的 出 现 情况 。 在 12 - 4 月 ， 尖 吻 虹 在 中 午 的 出 现 率 略 高 于 子 

Ws 在 5 - 9 月 ， 尖 吻 晓 在 子夜 的 出 现 率 大 大 高 于 中 午 。 因 此 ， 在 尖 吻 曝 的 活动 季节 里 ， 多 

FL H RIE. 

1 f 9 ; 3 4 5 -6 7 8 : -9 10 11 12 

图 56 SSAA KAAAMEPT, FRAEVR EME 

晴雨 ert 19744E— AEM, REA AAA ze 6 。 

表 6 尖 吻 赣 在 活动 季节 〈3 -11 月 ) 不 同 天 气 的 出 现 率 

| tf | i | 阴 |i: eae 
| | 

HSE BDH | 15 | 24 | | 

HAC HUA, RWRERWKNHRRW GSK, A-K, —SRYIRR HK 

ae 7K TOI APIA ZA. KRBRDIRA SEE, IS, LAGMWATE, 

无 论 晴 雨 ， 其 出 现 率 均 大 大 降低 。 

3. 食 性 

从 Pope(1935), Gressitt (1941), B52 华 等 〈1965) 和 赵 尔 密 等 〈1966) 所 报道 的 来 

A, RMN RDP F MMA, WBA, SAM 类 四 A, 1964-1965 A, 1974-1978 

4E, FEDET IER A MRWRAAMR LE, Ah 105 条 标本 ， 其 中 实 胃 48 条 , 检 

查 结果 表明 尖 吻 蜡 是 广 食性 的 ， 能 吃 从 蛙 到 鼠 类 的 形 椎 动物 ， 但 不 同 个 体 其 食性 的 主 次 有 所 

不 同 ， 有 的 以 吃 鼠 类 为 主 〈 如 建 宁 、 浦 城 县 境 的 尖 吻 蜡 ) ， 有 的 以 吃 峙 类 为 主 〈 如 光 译 、 建 

FAB RNR) ， 可 能 与 被 食 动 物 的 分 布 有 关 。 在 饲养 情况 下 ， 曾 见 尖 吻 几 吞 食 环 纹 游 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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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星 虫 的 个 别 例子 〈 图 版 下 一 19) 。 

在 此 园 内 饲养 的 尖 吻 蜡 ， 最 早 摄食 日 期 为 2 月 16 日 ， 最 后 摄食 日 期 为 12 月 4 日 。 其 取 食 

情况 ， 五 、 六 月 喜 吃 青蛙 ， 八 、 九 月 喜 吃 麻利 ， 其 它 月 份 则 多 吞食 鼠 类 ， 与 自然 条 件 下 的 捕 

食 特 性 基本 相符 。 在 观察 中 常见 尖 吻 蜡 连 续 吞 食 小 白鼠 2-4 只 ， 最 多 达 5 只 ， 食 物 总 重 115 

克 ， 历 时 工时 10 分 知 毕 。 此 外， 两 蛇 争 食 或 一 蛇 同 时 吞食 两 只 狂 物 的 情况 在 饲养 中 均 有 发 现 

(Aig - 20 ab) 。 

4 和 | 

RIANA yy. BREE FE MAST AS BEL, STORM, Ze, FON SPEER OT: 

A143 ROKR —REMF 12h, SWMECRBMR. MAM, HERI 

WERE, FAT HERES bin, MRE, AMPA Mh Cee BBB AM, FCT 9A HL AL tt 

Ho SAAN, MEZA Mae. RA, (RENE A, HERO Lk, B 

复 上 述 动作 。 如 此 反复 ， 可 持续 5 、 ON, HAMMAR SKALT. ROBO 

动情 况 见 表 7 。 

表 了 K 吻 oy Kk 偶 的 情 况 

上 mf Fes eo) Gee ae a 
1974 .10 .10 18:30 25 55 BA 

» 11.28 18:45 22C 63 睛 

1979. 12.26 16:40 19 88 多 云 = 阴 

交配 ” 尖 吻 晶 正 式 交配 是 难 遇见 的 。 在 野外 没有 遇见 过 ， 而 在 蛇 园 仅 遇 见 两 次 ， 一 次 是 
1974 年 10 月 16 目 10 时 在 草坪 上 上 ， 雄 蛇 伏 于 崔 蛇 之 上 ， 头 并 头 ， 尾 相互 绰 绕 ， 雄 蛇 全 身 间或 持 

动 ， 尾 部 匹 甚至 10 时 40 分 ， 两 蛇 分 开 s - 另 一 次 是 1976 年 4 月 22 日 7 时 25 分 在 水 池 旁 的 水 泥 

地 上 上 上， 交配 动作 同上 。 尖 吻 蝎 交配 情况 见 表 8 。 

表 8 CSIR HAAN CIEE SSNS RUNG PR TENE oy 

日 m | wf 间 | ie = | 相对 温度 | 天 = 
1974,10,16 10:00 - 10:40 28, NC (iP ig 

1976, 4 ,22 7:25-7:40 22°C 94 阴 

产 卵 与 铸 化 ” 尖 吻 蜡 一 般 于 7 一 8 月份 产 卵 。 作 者 曾 两 次 观察 到 尖 吻 昨 产 卵 。 第 一 次 是 

1977 年 7 月 12 日 上 午 ， 发 现 21 枚 尖 吻 蜡 匈 于 蛇 园 的 蛇 洞 内 ， 母 几 盘 伏 卵 上 《图 版 下 一 21》 。 
20 目 在 洞口 又 发 现 一 枚 未 成 熟 的 卯 。26 日 母 蛇 死 于 洞 外 ， 齐 检 发 现 左 侧 输卵管 上 端 仍 有 一 多 

(已 其 卵 壳 ) 。 由 此 可 见 ， 尖 吻 晶 产 卵 持续 时 间 ， 有 的 可 能 要 数 天 至 十 几 天 。 第 二 次 是 1979 

年 8 月 10 日 上 午 ， 见 尖 吻 几 盘 于 蛇 箱 内 12 枚 卵 上 ， 其 中 二 枚 未 成 熟 卵 〈 腊 黄色 ) 。 产 外 前 ， 
该 蛇 烦 燥 不 安 ， 性 情 凶 暴 ， 好 攻击 ， 尾 常 颜 动 敲 击 箱底 。 产 卵 后 则 安 卧 卵 上 不 动 。 其 卵 有 的 

互相 糙 着 ， 有 的 散在 不 相 炸 。 这 与 每 卵 产 出 相隔 时 间 长 得 有 关 ， 如 果 相 隔 时 间 短 ， 儿 这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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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故 而 狂人 住 ， 相 隔 时 间 长 ， 则 卯 壳 已 千 ， 不 能 烙 住 。 

两 次 所 见 初生 出 的 昵 卵 ， 平 均 重 量 和 大 小 分 别 为 15 克 (10 一 18.2 克 )、20.7 克 (18 一 25 殉 ) 

和 4.1x2.6 厘 米 (4.6x2.9 一 3.6x2.1 厘 米 )、5.3x2.8 厘 米 (4.4x2.8 一 5.9x3.0 厘 米 ) 。 
上 述 两 赛 卵 分 别 置 于 人 工 旷 化 缸 和 贱 化 箱 内 孵化 均 未 成 功 。 前 者 在 孵 化 过 程 中 每 隔 二 天 

剖 检 二 枚 匈 ， 发 现 73.6% 的 驳 有 不 同 程度 的 胚 体形 成 。 孵 化 19 天 的 一 枚 卵 ， 胎 已 成 形 ， 内 脏 

完全 ， 吻 端 上 疾 可 见 ， 体 表 斑 纹 似 成 蛇 ， 胚 体 在 卵 内 盘 成 二 圈 多 ， 全 长 13.0+3.2 厘 米 (图 版 

一 22) 。 当 时 气温 26.5C 一 31.5， 土 温 26 一 31C， 相 对 湿度 57 一 95% 。 后 者 由 于 气温 超 
w33°C, WE IK, 12S SMTA, HRM, 

5. MRSAK 

RANE RRS ME ei yt, LIRA, AZTEK OER 

ls TER OAKM AEM AM, RWB -RSMR-Kk, THKR1—3 BRK, AWK 

ni 4 (em) 

5 厘米 〈 表 9) 。 

表 9 Rms RB KR Hw RM (1974) 

F 号 BO AM | BURATKE(em) | BIRR KE (em) | 
1 5.4 TLL 120 

2 Sell 116 119 

4 5.6 117 118 

5 4,15 118 120 

6 4,30 87 92 

7 4,27 73 76 wo 17 NM FF WwW Ww 

根据 蛇 园 观察 资料 ， 尖 吻 蜡 每 年 晓 皮 的 最 早日 期 为 4 月 15 日 ， 最 迟 日 期 为 11 月 26 日 。 尖 
吻 虹 每 年 晓 皮 的 次 数 不 完 全 相同 ， 一 般 3 一 4 次， 多 至 5 次。 次 数 的 多 少 是 和 食物 与 环境 有 
密切 关系 的 。 以 较 丰 富 营养 配方 的 食物 定期 饲 喂 ， 二 次 晓 皮 相隔 日 期 均 为 29 一 30 天 。 而 在 凡 
园 任 其 自然 捕食 小 自 鼠 ， 其 虹 皮 相隔 日 期 则 有 很 大 差异 〈 表 10) 。 

表 10 尖 吻 痢 在 自然 手 食 下 三 次 虹 皮 相距 天 数 〈1974 年 ) 

FF = mo A Ei BUS FAA fo TR KR 

1 | 9.15 5.3 135 
2 6.23 yr 53 

4 9,10 5.6 127 

5 Pail 4,14 48 

6 6.12 4,30 43 

7 | 6.4 4,27 38 

6. 天 敌 与 疾病 

人 是 蛇 类 的 主要 天 敌 。 尖 吻 星 除了 被 人 们 大 量 捕杀 外 ， 还 被 野猪 吞食 。 我 们 在 国 北山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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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时 ， 和 群众 反映 野猪 极 喜 吞食 尖 哆 几 。 据 报道 ，1972 年 秋 ， 福 建 省 建 阳 县 黄 坑 公社 新 历 大 

队 解 剖 一 头 刚 猎 获 的 野猪 ， 发 现 猪 胃 内 有 一 条 一 斤 多 重 的 完整 尖 吻 电 。 

有 蛇 类 的 疾病 ， 曾 经 有 人 专门 研究 Cklauber,1956;Baekhous,1963) , RWIRA “Ofs 

iE” , (RA AAEM HET a a CProcephalus armillatus), ‘Eqn ZR ( Pseudostronyloidea 

ophidia), #242 (Rhabdias fuscovenosa var。p7eccuda)。 我 们 在 饲养 中 除 发 现 上 述 病 症 和 

AKASH, RRM CWI Awl A SH, 4S AEERK MSs CAI . 一 23) ， 其 

病因 不 明 。 

野外 捕捉 尖 吻 蜡 或 捏 颈 采 毒 往往 会 造成 蛇 体 外 伤 ， 如 不 及 时 处 理 ， 可 能 因 感 染 溃烂 而 死 
Tl. HBR, H2 %% 龙 胆 紫外 涂 ， 伤 口 很 快意 合 。 曾 对 遥 部 裂口 6 As, Weare 

骨 外 露 的 尖 吻 蜡 数 以 龙 盟 紫 药 棉 ， 二 、 三 次 即 痊愈 ， 旷 皮 后 伤痕 消失 。 

7。 排毒 量 

1973 一 1979 年 共 采 毒 〈 捏 颈 咬 亚 法 ) 32 次 ， 每 次 5 一 15 条 尖 吻 哩 不 等 ， 平 均 每 条 尖 艾 晶 

咬 物 一 次 排出 的 王 毒 量 为 157.8 一 198.6 毫 芭 ， 一 般 在 180 毫 克 左 右 。 最 高 的 一 条 蛇 一 次 排出 

的 和 干 毒 量 为 542.1 毫 克 ， 毒 滚 的 含水 量 为 73。6 一 76.6 %， 含 水 量 最 低 的 一 次 为 64.7%， 最 高 

的 一 次 为 78.8% 。 尖 吻 蜡 偶 尔 也 会 喷射 毒液 ， 一 般 都 在 捏 住 须 部 ， 张 口 竖 牙 时 ， 其 射程 可 达 

ie Cie 
通过 采 毒 对 105 条 体 长 640 一 1140 毫 米 的 尖 吻 晶 咬 物 的 毒 牙 痕 间 距 进 行 测量 ， 为 18 一 33 毫 

米 ， 一 般 为 25 一 26 毫米 。 牙 距 与 体 长 一 般 成 正比 ， 其 比值 为 0.025- 0.。027。 

尖 吻 曝 的 毒性 测定 已 有 报道 〈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等 ，1979) 。 现 将 我 们 对 小 白鼠 不 同 部 位 

给 毒 所 测定 的 LDs, 数据 列 于 表 11 《1976) 。 

表 11 淡 吻 oR 毒 对 小 白 ik 不 同 部 位 1E Ht ay LDg5o0 

eR eH | Fe a ok EH 
4.4 BAY 4.8 

LDs0( 2/2 )7) 
(3。67 一 5 .28 ) (7.76~10,44) (4,14~5,57) 

- 8。 蛇 园 饲养 中 其 他 生态 情况 

尖 吻 着 的 叫 声 “” 曾 在 1975 年 6 月 18 日 于 蛇 园 内 听 到 尖 哆 晶 的 叫 声 ， 其 时 〈20 点 20 分 ) 园 

内 无 两 栖 动物 。 在 昏暗 中 见 一 尖 吻 昌 在 草坪 上 ， 发 出 微弱 的 “ 咯 ……” 声 。 当 其 爬 回 水 池 ， 

即 开 亮 园 内 红外 线 灯 ， 只 见 蛇 客 视 灯泡 ， 张 口 ， 舌 尖 颤 动 ， 发 出 清晰 的 “ 咯 ……?” 之 声 。 

尖 吻 站 对 直射 阳光 的 反应 ” 尖 吻 晓 对 直射 阳光 有 攻击 和 舱 避 的 反应 。1975 年 8 月 2 日 9 

时 半 从 洞 内 挑 一 尖 吻 晶 到 园 内 水 池 ， 凡 经 过 阳光 直射 的 地 方 ， 不 论 在 挑 具 上 还 是 水 池内 ， 均 

有 张口 攻击 的 动作 ， 并 迅速 躲 入 洞 内 。1978 年 12 月 27 日 上 午 见 一 尖 吻 晶 朴 到 水 池 饮 水 、 先 至 

于 西 侧 ， 因 有 阳光 直射 而 避 之 到 东 侧 无 阳光 处 ， 始 而 饮水 。 当 时 气温 为 2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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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 Ss Bs 

Baa PHU RABRS AHN A, CEM ee PRET, HSA web id x 

活 蛇 和 采 毒 过 程 的 观察 ， 用 也 测量 大 小 ， 和 天平 称 其 重量。 选用 排毒 前 、 排 毒 后 1 一 2 小 时 〈 有 的 

排毒 局 2 一 5 天 ) 的 雌雄 活 屹 解剖 ， 取 基 新 鲜 的 毒 腺 ， 分 别 用 福 尔 马 林 和 Bouia 氏 液 固定 ， 厂 腊 

BED ro HE, Rap ARR. 镜 检 腺 体 的 内 部 细胞 结 梅 。 

ty i 蓝 的 毒 器 是 由 毒 牙 和 毒 腺 组 成 的 。 毒 牙 分 为 有 功 外 Ed Feb EA A 

毒 牙 。 毒 腺 分 主 逐 、 副 腺 和 导管 〈 图 57》 。 

图 57 和 

alk 已 副 腺 < 次 级 导管 了 初级 导管 马 作 用 毒 和 让 FRIRENL Get 在 下 颌 外 收 肌 

毒 牙 (Poison fang) 

-作用 硒 牙 ” 尖 吻 星 一 般 具 有 一 对 作用 毒 牙 ， 着 生 在 上 颌 骨 腹 面 并 排 着 固定 的 二 个 牙 村 

内 ， 有 时 着 生 在 外 牙 棍 ， 有 时 着 生 在 内 牙 槽 。 左 右上 颌 骨 牙 槽 所 着 生 的 作用 毒 牙 不 一 定 对 称 

(Ahk I—11) 。 如 果 二 个 牙 模 都 着 生 作用 毒 和 让 ， 此 时 作用 毒 牙 就 有 4 个 或 3 个 。 作 用 毒 牙 

长 而 这 曲 ， 骨 质 ， 未 站 尖 细 ， 中 央 有 一 条 牙 管 ， 故 称 之 为 “ 管 牙 ”。 管 牙 上 上 端 有 一 个 椭圆 形 

的 小 孔 ， 是 毒液 的 流入 孔 ， 它 与 毒 腺 的 次 级 导管 口 相 对 。 距 牙 尖 2 一 5 毫米 处 有 一 个 细 长 的 

椭圆 形 小 孔 ， 是 毒液 的 流出 孔 。 作 用 毒 牙 平常 横 卧 在 毒 牙 东 内 ， 咬 物 时 随 横 骨 和 上 颌 骨 的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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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而 紧 起 ， 这 时 才 露 出 蒜 外 ， 其 长 度 一 般 为 8 一 16.8 毫 米 。 作 用 毒 牙 的 长 度 随 体 长 的 增长 而 

增长 〈 表 12) 。 成 蛇 堪 右 两 个 作用 毒 牙 相距 大 约 15 一 20 这 米 ， 咬 物 时 可 达 24 一 35 毫 米 ， 两 个 

作用 毒 牙 相距 大 小 与 蛇 体 长 度 和 着 生 于 上 颌 骨 的 内 侧 或 外 侧 有 关 “〈 表 13) 。 

表 12 尖 吻 羡 毒 牙 的 长 度 与 呢 体 全 长 的 关系 (#12: mm) 

| 作 用 同和 
标本 号 | 性 B/S 长 

| 毒 牙 长 第 一 对 | 第 二 对 | 第 三 对 | 第 四 对 | 第 五 对 | 第 六 对 | 第 七 对 | 第 八 对 第 元 对 

059 0 
7705 op 1 
021 9 1220 Jk 16.0) yl; IO 人 TOO SO 罗 生 本 
025 ss 1190 | 15.8 14.8) 4454) 1220.10.04 \07. 8. eB. 2) 40) Ao eO meno 

013 2 1160 | 15,0 | 14,0) | 13051) Wd8 | 12.51) SEA 422 | 300) oon eating 
023 J 1150/01.) Lseae gcd’ |2ESe| LOCO) 8 40h ym. ON eel aestis yl euomaa des 
022 ot ae | i Oh aah oh ee ee a5 | 1a 
012 Jt 1080) 4) e120) ete) lbstog0"| we e5ulli7e0)| 8500 e305) 2 e0)| ates manos 
020 9 LOO Raewe apa otm1.5 | fog | 8.0) 6.0) 4.01 2.5] 2.07) ons 
081 820 BO | 7.6 | 6.0y| 5.0) 4,0) 3.0) 2,01) 1.5 
026 rots 670 8.0 feemia 7.0) AoLON, 460.) 3529) 92.2 3 1254) 0R5 

063 eu 620 jacaeneera 5.6 |\4.4 1.3.8 | 228%, 1,9 1.2] Oss 

413 ROREAFSBESKRRAFAZLTFELATATMMAA (F412: mm) 

左右 毒 牙 着 生 在 上 上 颌 骨 的 位 置 、 牙 距 
标 o# 2] eR Bl | 全 下 

| 外 .外 Pe 内. 内 出 
059 9 1390 20.8 18.0 16.0 

7705 J 1310 20.9 17.9 15,2 
021 2 1220 21.2 17.8 16,0 
025 9 1190 19.0 17.0 15.2 
022 J 1140 19.2 17,0 15.2 
017 fot 1140 19,0 7 5 15.2 

020 9 1070 15.0 12,5 11,0 
018 670 10.9 9,0 8.0 
063 J 620 10,0 8.9 8.0 

贮备 毒 和 于 A&—9ON, WRE—-NKBS TNFR aE L MATRA, Ae 

作用 毒 牙 时 ， 贮 备 毒 牙 为 8 对 。 如 果 第 一 贮备 毒 牙 尚未 项 奉 作用 毒 牙 ， 上 颌 骨 牙 槽 内 作用 毒 

牙 只 有 一 对 时 ， 贮 备 毒 牙 为 9 对 。 贮 备 毒 牙 位 于 作用 毒 牙 的 后 上 方 ， 埋 于 口腔 膜 的 深层 。 每 

一 个 贮备 毒 牙 外 面 均 有 一 层 薄 而 透明 的 牙 鞘 包 被 ， 两 两 排 成 一 层 ， 中 间 有 一 结缔 组 织 的 的 牙 

隔 。 牙 隔 背 后 方 与 牙 鞘 相连 ， 前 腹 方 为 游离 面 。 各 对 贮备 毒 牙 的 位 置 ， 随 着 贮备 毒 牙 的 成 训 

程度 而 不 同 。 第 一 贮备 毒 牙 一 般 与 作用 毒 牙 并 排 ， 如 果 作 用 毒 牙 生 于 上 颌 骨 腹 面 的 外 牙 模 ， 

° 08。 



则 第 一 贮备 毒 牙 附 着 于 上 颌 骨 内 牙 槽 : 如 果 作用 毒 牙 着 生 于 上 颌 骨 腹 面 的 内 牙 槽 ， 则 第 一 驼 

备 毒 牙 附 着 上 颌 骨 腹 面 的 外 牙 槽 。 第 二 与 第 三 贮备 毒 牙 并 排 ， 位 于 作用 毒 牙 与 第 一 贮备 毒 牙 

的 后 方 深 层 。 第 四 与 第 五 贮备 毒 牙 并 排 ， 位 于 第 二 与 第 三 贮备 毒 牙 的 后 方 深层 。 第 六 与 第 七 

贮备 毒 牙 并 排 ， 位 于 第 四 与 第 五 贮备 毒 牙 的 后 方 深层 。 第 八 与 第 九 贮备 毒 牙 并 排 ， 位 于 第 六 

与 第 七 几 备 毒 牙 的 后 方 深层 《〈 图 58) 。 如 采 第 一 贮备 毒 牙 已 经 牢固 地 附着 于 上 颌 骨 的 牙 槽 ， 

成 为 新 作用 毒 牙 时 ， 第 二 贮备 毒 牙 就 发 育成 第 一 贮备 毒 牙 ， 位 于 原作 用 毒 牙 的 后 背 方 。 第 三 

几 备 毒 牙 发 育成 第 二 贮备 毒 牙 ， 移 加 新 作用 毒 牙 的 后 背 方 与 第 一 贮备 毒 牙 并 排 。 第 四 贮备 毒 

牙 发 育成 第 三 贮备 毒 牙 ， 位 于 第 一 贮备 毒 牙 后 背 方 。 第 五 贮备 毒 牙 发 育成 第 四 贮备 毒 牙 ， 移 
向 第 二 几 备 毒 牙 的 后 背 方 。 以 此 类 推 ， 其 余 各 对 贮备 毒 牙 均 有 次 序 地 按 内 外 两 侧 向 前 移动 更 

换 作用 毒 牙 。 新 贮备 毒 牙 又 可 不 断 地 从 牙 鞘 生发 出 来 ， 所 以 尖 吻 几 任 何 时 候 都 有 作用 毒 牙 ， 

而 贮备 毒 牙 都 是 8 一 9 对 。 

— Ever 

, 回 - 
人、 A 

第 九 贮 备 毒 牙 

ee 
BEST 

Bs =I 8 ee 
第 二 贮备 毒 牙 
第 二 贮备 毒 牙 

作用 毒 牙 

B58 KORATWS (CL) 及 贮备 毒 牙 着 生 位 置 

各 对 几 备 毒 牙 的 形状 、 大 小 ， 也 随 成 熟 程度 而 异 。 第 一 贮备 毒 牙 的 外 形 与 作用 毒 牙 相 

似 ， 但 较 短 、 牙 基 软 ， 流 入 孔 尚 未 完整 。 第 二 对 贮备 毒 牙 比 第 一 对 短 ， 形 弯曲 ， 只 有 部 分 流 

入 孔 。 第 三 对 贮备 毒 牙 比 第 二 对 短 ， 形 这 曲 ， 无 流入 孔 。 第 四 对 贮备 毒 牙 比 第 三 对 短 ， 形 略 

弯 。 第 五 对 贮备 毒 牙 比 第 四 对 短 ， 形 直 ， 流 出 孔 完 整 。 第 六 对 贮备 毒 牙 比 第 五 对 短 ， 流 出 孔 
略 近 牙 基 。 第 七 对 贮备 毒 牙 比 第 六 对 短 ， 流 出 孔 完 整 ， 下 据 了 牙 的 腹面 。 第 八 对 贮备 毒 牙 比 

第 七 对 得 ， 流 出 孔 只 有 痕迹 ， 仅 剩 下 一 小 缺口 。 第 九 对 贮备 毒 牙 仅 有 一 刺 状 突起 。 所 以 贮备 

毒 牙 的 发 育 是 从 牙 尖 开始 ， 逐 渐 问 牙 基 进 行 ， 直 到 附着 在 上 颌 骨 牙 槽 内 才 发 育 完整 《图 版 

12) « 

AiG ERE EPI, VERSE TIAK, Jee TNR. BK, URE RAVE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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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均 可 依次 轮流 替补 作用 毒 牙 之 用 。 所 以 出 生 不 到 尘 个 月 的 仔 蛇 同样 上 共有 咬 伤 A AY BB 

Wes 

32RR (Poison gland) 

—t, MPLA, LMWH, BSKOM, OMA La. BRED, = 
Rig PHA-AEM EWA AAA, CRAP LB, 
SES RMWLEE SHAW, ERMA ELALA-AERARARO TER, FF 
过 毒 腺 压 肌 和 下 颌 外 收 肌 ， 连 接 于 鳞 骨 与 方 骨 的 关节 处 。 这 样 可 以 把 主 腺 牢固 地 附着 在 口角 
前 上 方 。 主 腺 外 侧 后 2/3 处 被 一 块 粗大 的 毒 腺 压 肌 所 复 盖 ， 肌 年 维 起 于 主 腺 的 被 膜 上 ， 往 后 
延伸 至 口角 处 转弯 斜 疝 下 颌 中 部 ， 止 于 上 隅 骨 前 端的 外 侧 缘 。 腺 体 的 内 侧面 有 一 块 翼状 混合 
Wl, WARE LAE SRAM, HORE STE RARE. eB 
时 由 于 韧带 的 牵引 ， 肌 肉 的 收缩 ， 可 以 有 力 地 压 挤 毒 腺 ， 使 毒液 从 主 腺 经 导管 到 毒 牙 喷射 出 
去 。 腺 体 的 体积 大 小 随 蛇 体 长 度 的 增长 而 增 大 。 但 腺 体 的 重量 与 毒液 排出 与 否 有 关 ( 表 14) 。 

表 14 ROEM, aie PeaSRMAA (Pla: mm) 

ee 全 ee MW eR | ARUN | fm 主 OR | ANIA | 42 tg) 

Ob | Gea) |e ee eH Ge oe |e (2 长 | 专 侧 | 者 出 

na 友和 
人 ae 190 | 191 
0 476 | 555 
O24 || 985 MGs Sule plOupoet| gM MRIGNON| Ao ct ton ieee 203 | 199 
ozo! | 990 |fig.a) Nels //2 057 "3 40 15SEC 7 -Oslugd. 5a Sea 330 | 320 
029). | 1030) Hed zeC Ui GEOfee sOalewmemsaet fA Uilers 1p 6200 cor) Mi mgame 188 | 375 
o13 | 1160 | 21.5 | 10,0] 4.0 omy 0) El 3.0 | Bs 8.0 805 | 792 
O25/90 | 190) | 23-dyptowoRleta.0N yaneray/ Moot on! 29.020 9,0 910 | 916 
D2teh | 61220) 9) 2340) Csesel 25M mor omd Al 23 fy) a9L0) |) 320 8.0 405 | 400 
人 9.0 7387 | 607 
059 | 1390 | 27.0/10.5| 4.0| 10.5 | 26.5 | 10.4| 3:8 10,0 | 1000 | 1020 

主 腺 (main gland) 呈 树 校 状 的 复 管 泡 腺 ， 外 面 有 一 层 坚 声 的 结 绕组 织 膜 包 被 着 , RE 

分 出 若干 隔膜 伸 入 腺 体内 ， 将 腺 体 分 成 十 多 校 腺 管 叶 。 腺 内 的 血管 、 神 经 伴随 着 被 膜 的 结缔 

组 织 隔 膜 出 入 腺 体内 ， 供 给 腺 管 叶 细 胞 的 营养 物质 。 腺 管 叶 分 有 许多 腺 小 管 ， 腺 小 管 由 成 团 

的 毒 滚 腺 细胞 和 单 层 的 腺 管 辟 上皮 组 织 构成 《图 版 工 一 13) 。 

毒液 腺 细胞 在 腺 管 上 ， 没 有 固定 位 置 ， 第 是 成 群 重 释 ， 聚 集成 团 ， 呈 椭圆 形 或 多 角形 。 

在 其 外 围 有 一 些 较 小 、 染 色 很 深 的 基 细 胞 ， 它 能 不 断 地 疝 管 用 分 裂 增 生 毒 腺 细胞 。 毒 腺 细胞 

核 大 而 圆 ， 核 内 有 1 工 一 2 个 大 而 呈 圆 形 ， 能 被 囊 一 下 染 成 很 深 的 核 仁 ， 核 仁 周 围 颜 色 较 淡 而 

透明 。 在 切片 上 可 见 到 毒液 腺 细胞 的 体积 从 管 壁 辐 毒液 腺 小 管 肥 或 腺 时 鹏 内 逐渐 增 大 ， 细 胞 

核 的 颜色 逐渐 变 淡 〈 由 紫 蓝 色 逐 渐变 成 痰 蓝 色 ) ， 其 形状 越 趋 于 模糊 。 接 近 管 有 歇 的 几 层 毒液 

腺 细胞 ， 其 至 看 不 到 细胞 核 。 整 个 细胞 成 透明 状态 ， 折 光 率 很 串 ， 能 被 下 一 卫 染 成 红色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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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膛 中 尚未 排出 的 毒液 染 上 的 颜色 、 形 状 一 样 。 毒 液 排出 后 ， 管 腔 变 窄 ， 腔 内 没有 毒 浓 。 毒 

液 腺 细胞 层次 、 数 目 较 少 ， 接 近 管 腔 的 无 核 透 亮 的 细胞 也 很 少 ， 似 平均 被 吾 一 巨 染 成 紫 蓝 色 

《图 59 一 60) 。 

于 液 腺 细胞 

ems Lema 

HE 

BERR AA 

a Hes 2 2 

A60 RwWHAM SERA (THEE 2 RY RRR Ole foe eS ht) (高 倍 镜 下 观 ) 

毒液 腺 管 腔 有 腺 小 管 腔 、 腺 叶 管 腔 、 腺 总 管 腔 。 它 们 的 管 壁 均 是 由 单 层 的 柱状 上 皮 所 组 

成 ， 毒 液 未 排出 时 ， 管 腔 很 大 ， 腔 内 充满 毒液 ， 细 胞 呈 圆 柱 形 ， 细 胞 核 位 于 柱状 上 皮 细 胞 的 

游离 端 ， 周 围 可 见 到 有 空 泡 似 的 结构 。 游 离 端 外 面 有 一 些 分 泌 物 附着 ， 能 被 也 一 眉 染 成 淡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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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细 胞 基部 的 细胞 质 染 成 紫 蓝 色 。 毒 液 排出 后 ， 腺 管 壁 上 的 柱状 上 皮 细 胞 比 未 排毒 前 短 ， 

呈 长 方形 或 方形 ， 细 胞 核 移 向 上 皮 细 胞 的 基部 或 中 部 。 毒 液 经 腺 小 管 舱 到 腺 叶 管 乃 ， 汇 集 到 

腺 总 管 腔 。 腺 总 管 腔 较 大 ， 位 于 主 腺 体 的 下 方 ， 约 为 主 腺 长 的 1/2 左 右 ， 横 径 有 1 一 2 BK, 

能 积蓄 大 量 的 毒液 ， 加 上 副 腺 的 分 泌 液 ， 所 以 尖 吻 晓 的 毒液 量 多 ， 成 体 蛇 平均 一 次 放 毒 量 一 

般 在 150mg 左 右 〈 干 毒 量 ) ， 最 多 可 达 318。4mg 〈 图 61， 图 版 下 一 14) 。 

隔膜 ” 腺 小 管 初 次 

g 级 

en ARS 腺 总 管 BAR 

A6l KVHSawhaAwe (AA AMT —14) 

BI Rk (accessory gland) 主要 是 由 许多 炸 滚 细胞 组 成 的 单 管 腺 构成 , 位 于 主 腺 前 方 ， 眼 

睛 下 方 。 烙 液 单 管 腺 是 横 卧 在 次 级 导管 后 端 管 壁 与 被 膜 之 间 的 四 周围 ， 形 成 一 个 膨大 部 分 。 

副 腺 前 部 有 许多 高 矮 参 差 不 齐 ,形状 呈 方 形 或 柱状 的 粘液 细胞 ,类 滚 细胞 形状 较 大 ,在 大 多 数 

情况 下 细胞 内 充斥 许多 分 泌 颗 粒 ， 有 的 炸 液 细胞 内 分 泌 颗 粒 很 多 ， 细 胞 突出 膝 内 ， 它 们 的 细 

胞 核 被 挤 到 细胞 底部 或 一 侧 , 常 被 压迫 成 半月 形 或 扁平 状 , 着 色 很 深 。 制 片 时 ， 狐 液 细胞 内 的 

分 泌 颗 粒 常 被 分 解 ， 细胞 便 呈 现 出 大 小 不 等 的 室 泡 , 被 百 一 下 染 成 很 火 的 颜色 。 副 腺 的 后 部 ， 

也 就 是 炸 液 管 的 末端 的 一 段 导 管 , 是 由 单 层 的 方形 上 皮 细 胞 所 组 成 ,具有 分 泌 桨 液 的 作用 。 所 

有 铬 液 管 均 开口 于 初级 导管 与 次 级 导管 的 交接 处 ， 其 分 泌 物 可 与 毒液 一 起 流入 毒 牙 (图 62) 。 

”着 液 细胞 

粘液 管用 < 一。 

BE SHA 

62 AMM a RR Cm H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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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duct) 分 初级 导管 和 次 级 导管 。 初 级 导管 是 在 主 腺 与 副 腺 之 AM EB, MAS 

曲 ， 它 是 由 假 复 层 柱 状 上 皮 组 成 ， 靠 近 基 膜 上 的 细胞 核 呈 圆 形 或 椭圆 形 ， 接 近 游 离 面 的 细胞 

核 常 呈 梭 形 。 次 级 导管 连接 初级 导管 之 后 ， 穿 过 粘液 腺 管 组 织 ， 开 口 于 上 颌 骨 前 DO Ee 

上 上 ， 与 毒 牙 的 流入 孔 相对 ， 在 假 复 层 柱状 上 皮 细 胞 中 ， 还 间 有 粘液 细胞 〈 图 63) 。 

-上 Es Ws 
WH sap (=) ibe 

导管 上 上 皮 细 胞 

图 63 RYMSRMATE RG (me RTM) 

〈 郑 秀 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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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 HS BS SAE se Be Sj ae 77 

ERA HIME. SMR, KEAME RUT EKRE, sibs 
BREAN REE IK eas 
蛇毒 的 干燥 与 保存 ”所 取 的 鲜 蛇毒 液 ,于 常温 下 ,在 放 有 什 胶 的 玻璃 真空 干燥 器 中 进行 干燥 ， 

用 真空 泵 抽 气 ， 至 毒液 有 汽 泡 产生 时 ， 关 闭 活塞 ， 停 止 抽 气 ， 并 静 置 24 小 时 ， 蛇 毒 即 变 为 固体 。 
干 蛇毒 七 洁净 小 瓶 内 ， 标 明 蛇 毒 名 称 ， 采 毒 目 期 ， 置 有 礁 胶 的 玻璃 干燥 器 中 放 低温 处 或 冰箱 内 ， 
避 光 保存 。 
排毒 量 的 测定 ” 取 多 条 同 种 毒 一 次 排毒 量 的 平均 值 ， 作 为 某 种 毒蛇 的 排毒 量 ， 并 以 于 毒 量 表 

示 ， 用 分 析 天 平分 别称 得 空 玻 面 、 焉 亚 与 鲜 毒 、 玻 亚 与 干 毒 的 重量 ， 计 算出 每 条 次 平 霉 排出 的 鲜 
SRR TUR, JOR MICRA KAD 
蛇毒 毒 力 的 测定 “用 简化 机 率 单位 法 测定 蛇毒 对 小 白鼠 腹腔 注射 的 半数 致死 量 (LDso)， 或 

测定 蛇毒 对 小 白鼠 腹 膝 注射 次 全 致死 量 ， 以 此 表示 蛇毒 的 毒性 强度 。 

1. SHSHHSS 

将 几 年 来 于 4 一 11 月 间 所 取 尖 吻 蜡 蛇毒 的 数据 汇总 统计 ， 尖 吻 曝 的 平均 排毒 量 为 鲜 毒 
622.6 坚 殉 / 条 次 ， 干 毒 为 158.1 毫 克 / 条 次 。 与 其 他 几 种 毒蛇 在 同样 条 件 下 所 取 蛇 毒 比 较 〈 表 
15) ， 尖 吻 昌 的 排毒 量 最 大 。 

表 15 几 种 毒蛇 的 .排毒 圣 

Ul PA ih ee Al i : 
La BH | ey I rs ME re) AR Be HE | ROR he 

取 毒 条 次 1010 5 本 2 到 

* 鲜 毒 量 〈 毫 克 / 条 次 ) 622.6 80.76 63a, | esriee 11,37 

* 二 毒 量 〈 毫 克 / 条 次 ) 58.1 6 3.4 

* KAGE (%) a ial. 6 ys ai mee 2 CUB Mae 167.4) aro 

# 平 均值 

2. RELA th sky i oh ee 
测定 了 1979 年 1 A A1AA ROME, RAR, SAREE TEE 1A 

份 最 低 ， 8 月 份 最 高 ， 如 表 16 所 示 。 
月 平均 气温 对 尖 吻 晓 各 月 平均 排毒 量 影响 较 大 ， 当 月 平均 气温 在 15.7 一 28 度 之 间 时 排毒 

量 最 高 ， 月 平均 气温 在 5 度 时 排毒 量 最低 ， 如 图 64 所 示 。 
apiece 



表 16 A Oy BR FR Oe). y HE |. Genwi 

3 om Ss e bo BP | ae s = 了 可 Oo = | 

1 

三 | S — rary | 一 NS 

次 7 88 11 13 i) 22 56 132 | 154 8 82 45 y 

* g 
(毫克 /条 次 ) WeSiire Oey pAb le elie el Gall OMIM fla) 177 1/178 .8 185,5/178,1/ 112.2 90,4 | 65,1 

5 1 Toes ao = a) ros 7 OR =o 9 一- 10 iT 四 

图 64 尖 吻 北 月 平均 排毒 量 与 月 平均 气温 的 关系 

3. ROBET A LEHR HESS 

EF IDF AR OD HR EN) IK EES Bt, Tea ERE Th a EEE LARP WY HE ee a, 

aole 

#17 RRA Ee RiP Rw RM HH HA SE 

Pee or Mise Se Veen eel a ke PS ee 
1: ease 目 期 | te AY Se UR | 取 =s 条 次 ( 吉 ) | (毫克 /条 次 ) 

1979 年 8 A308 HES og Neen) ye 17 721 258.5 

19794 8 月 6 日 Ea I asl) eae 29 705 203.9 

1979 年 8 月 6 日 . 此 汪 向 养 29 | 695 165 .0 

* 平均 全 

4, FACSERHVHSS 

Ep RE Tia PIR Uy HE ek BE} PE. ZR EE SOOTR LI LAA 20K EA, 2s 

(218) , A@RAb0 EA DEM HS BDF 500m ERE HERE. 

18 7 WIENS ac CSUN ne ay Chie |e ne aales 
ta 

iS (厘米 ) | < 于 王 毒 量 〈 党 克 / 条 次 ) | 
19 740 | lig 3 | 150.1 

m # fF mlm ew an | hk BOD 

:11 月 2 | | | 
ee 19 | 255 | 62.8 | 53.5 

* 平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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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 尖 吻 峡 在 不 同 生理 状态 下 的 排毒 量 

测定 了 尖 吻 昌 在 护 蛋 时 、 交 尾 后 、 冬 眠 期 及 严重 感染 吸虫 病 时 的 排毒 量 〈 表 19) ， 发 现 

尖 吻 星 在 护 蛋 时 的 排毒 量 显 着 增高 。 交 尾 后 、 冬 眼 期 及 疾病 时 排毒 量 降 低 。 

#19 gy ee RM EPRA FT HES 

A fl 4 HK A 取 = A 期 | «Beek * 于 毒 量 〈 常 克 / 条 次 ) 

护 any 时 iO 749 A185 eel 2 370.0 

Ae 尾 后 1978 人 年 10 月 16 目 一 对 85.5 

x AR 期 1 9179 22 2 1015) 8 42 .5 

疾 病 时 | 1976478 474 13 60.6 

* 平均 值 

6。 不 同 批号 尖 吻 晶 蛇 毒 的 毒 力 

不 同 季节 及 不 同 生理 状态 下 所 取 的 尖 吻 几 蛇 毒 对 小 自 鼠 腹腔 注射 半数 致死 量 (LDio) 详 

见 表 20。 从 中 可 以 看 出 ， 同 一 地 区 不 同 批号 尖 吻 赣 凡 毒 的 毒 力 无 明显 差异 。 

表 20 ARMA SK Dee eM FRR 

Es ae a /)\ ARREST LDs0 

az AES 期 1979 年 2 A104 3,12 

冬 眼 后 1979 年 4 月 11 目 3.20 

19794E 8 月 6 目 野 外 驼 3,10 

a aad. se See Sa 1979 年 8 月 6 目 驼 池 蛇 3,20 

19784 8 13H eke 3,15 

nh 1/ 1978 年 11 月 26 日 天 tte 3.15 

= FR Ba \ 1978 年 11 月 26 目 小 kt 3.03 

7. RUBS HSA SH ih eR 

FID HG WE SBE TY ABT JL EE HE 25 A ZN lB RS TEST VK BE SER, FRB HC HY 

BEIT BR, RUM REET RSI 〈 表 21) 。 

#21 Ni ig ey a ag OS) BG ee 

i Cn Sn oe ee ne 2 oe ee 
小 自 鼠 腹腔 注射 次 全 致死 量 

100 40 30 16 4 
(微克 /20 克 ) 

上 述 实验 结果 表明 。 同 一 地 区 ， 不 同 季节 尖 哆 量 蛇 毒 的 毒 力 基本 相同 ， 但 排毒 量 受气 温 
影响 差别 较 大 ， 冬 眠 期 最 少 。 8 AOS, 4 一 10 月 份 尖 吻 前 排出 干 毒 量 均 在 100 毫克 以 上 
(#10) ， 这 期 间 月 平均 气温 在 15.7 一 28 度 ， 正 是 尖 吻 赣 活 动 频繁 的 季节 ， 也 是 尖 吻 疼 咬 伤 

9 7I6。 



爱 病 率 较 高 的 季节 。 实 验 还 看 出 ， 尖 吻 岩 的 排毒 量 大 蛇 比 小 蛇 多 ， 与 年 龄 有 关 。 当 尖 哎 蜡 严 
重 感染 吸虫 病 时 ， 其 排毒 量 明显 降低 。 尖 哆 旺 在 护 蛋 时 的 排毒 量 比 正 常 排毒 量 几乎 高 出 一 倍 
( 表 13) 。 可 能 是 在 护 蛋 期 间 由 于 内 分 泌 发 生变 化 ， 促 进 了 蛇毒 的 体内 合成 ， 加 上 护 蛋 期 间 
蛇 外 出 活动 减少 ， 毒 液 星 存 自然 增多 。 

康 验 还 表明 ， 同 一 地 区 不 同 种 毒蛇 的 排毒 量 与 蛇 毒 毒 力 相差 较 大 。 在 实验 所 用 几 种 蛇毒 
中 ， 银 环 崇 的 毒 力 最 强 , 虽 其 排毒 量 少 , 因 毒 力 强大 ， 咬 伤 后 如 不 及 时 治疗 ， 极 易 造 成 死亡 。 
尖 吻 蜡 蛇 毒 的 毒 力 较 弱 ， 但 其 排毒 量 多 ，4 ~ 9 月 份 平均 排出 干 毒 量 在 160 毫克 以 上 。 由 于 
排毒 量 多 ， 被 咬 伤 时 的 注 毒 量 一 般 也 多 ， 伤 后 中 毒 程度 大 都 比较 严重 。 

尖 吻 星 在 不 同 生理 状态 下 的 排毒 量 各 不 相同 ， 而 且 造 成 差异 的 原因 也 是 多 方面 的 ， 进 一 
步 开 展 这 方面 的 实验 研究 将 是 十 分 必要 的 。 

〈 腾 国 强 ” 任 筱 兰 黄 接 党 Sk 梅 ) 

9 II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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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粗 毒 的 性 状 及 组 成 

尖 吻 蜡 排 毒 量 大 ， 毒 液 浓 度 高 。 国 内 曾 有 报道 ， 体 长 1120 - 2301 毫 米 的 尖 吻 蜡 ， 平 均一 

次 排毒 量 为 123 毫 克 〈 干 重 ) 。 毒 液 含水 量 为 75.8% 。 新 鲜 毒 液 旦 乳 和 白色， 冰冻 干燥 后 为 自 

色 结晶 。 尖 吻 蜡 粗 毒 含有 许多 酶 和 非 酶 成 分 ， 是 一 个 复杂 的 蛋 和 白质 混合 物 。 已 经 发 现 的 酶 活 

性 有 精 氛 酸 酯 水 解 酶 、 缓 激 肽 释放 酶 、 玻 酯 酸 酶 、 二 磷酸 吡啶 核 音 酸 酶 、5“ 一 核 并 酸 酶 、 酸 性 

磷酸 单 脂 酶 、 磷 酸 二 脂 酶 、 磷 脂 酶 A,、 酷 蛋 自 水 解 酶 、 纤 维 蛋 自 水 解 酶 、 凝 血 酶 样 酶 等 。 非 

酶 成 分 包含 一 些 毒 性 蛋白 如 出 血 毒素 以 及 一 些小 分 子 多 肽 。1973 年 台湾 省 罗氏 惑 发 现 了 一 种 

分 子 结构 为 pGlu 一 (G1xs*Asx*Trp) 一 Trp 的 小 肽 。 
2。 粗 毒 的 急性 毒性 

兹 将 各 家 报道 的 尖 吻 蜡 粗 毒 急性 毒性 试验 〈 即 站 Da 测定 ) 结果 ， 接 发 表 的 先后 列表 于 

Ps: 

a tH  | HB B | LDrome/ke BW H RK 
AST Tem ils | Ke 下 9.2 Lee et al, 1962 Rs3 

ANS Aes esha. nsinu wi al) WES 下 9.0 福建 医大 . gee Eee 
ASS EA ESIMO 33h af 脉 4.8 | 福建 医 天 19655521 
二 jas 4.4 福建 医大 1965 [223 

家 0 脉 4,5 | EEK 1965 ¢422 
ANGE SEIU WnOR es fa eet ik 0,38 | Friederich and Tu 1971°%? 
Ti ie lait MA al i pull iE a1 江西 中 医学 院 1973 843 
家 Gi ie 防 4.6 | BERK 1976 (441 
=| 腹 ie 3.15 | 本 书 作者 

上 表 中 除 Friederich 与 Tu 所 测 得 数值 偏 低 外 ， 其 余 各 数值 是 大 体 相 近 的 。 
8. 粗 毒 的 局 部 坏死 作用 

尖 吻 晓 粗 毒 溶 液 注射 于 小 鼠 、 家 兔 和 狗 的 皮下 或 肌肉 组 织 ， 可 见 注射 部 位 迅速 变色 ， 随 

后 发 生 坏 死 、 溃 烂 、 穿 孔 。 给 小 鼠 腹 腔 注射 则 引起 腹腔 内 脏 广泛 出 血 、 坏 死 。 用 不 同 浓度 的 

粗 毒 溶液 0.1 毫升 注射 于 小 鼠 腹部 皮下 ， 观 察 注 毒 部 位 皮肤 变 黑 〈 出 血 坏 变 ) 的 时 间 ， 结 果 

发 现 ， 工 小 时 内 能 引起 皮肤 变 黑 的 最 低 浓 度 为 104。10- 溶液 可 在 10 分 钟 内 使 皮肤 变 黑 。 

4。 粗 毒 对 血液 凝固 系统 的 影响 

给 免 或 狗 静 脉 注射 粗 毒 1,0 一 2.0 毫 克 / 公 斤 ， 出 血 时 间 明 显 延长 ， 血 液 不 再 凝固 ， 血 小 

， 78 



板 减 少 ， 血 块 收缩 能 力 减弱 或 丧失 ， 纤 维 蛋 自 元 含量 明显 减少 甚至 测 不 出 。 以 上 结果 说 明 尖 
吻 噬 毒 能 引起 血管 内 消耗 性 凝血 障碍 。 

粗 毒 还 能 明显 增加 红细胞 脆性 ， 因 此 可 以 引起 溶血 。 

5。 粗 害 对 循环 系统 的 影响 

用 2.0 蕊 克 / 公斤 粗 毒 给 狗 静 脉 注 射 ， 可 使 血压 明显 下 降 。 在 狗 心 肺 制备 上 这 个 降 压 作用 
不 明显 ， 说 明 外 周 血管 扩张 可 能 是 早期 降 压 的 主要 原因 。 麻 醉 狗 重复 注射 上 述 剂 量 不 再 出 现 
降 压 反应 ， 说 明 有 急性 耐 受 性 。 fee ee ae 
Lo MSRM SEE I, KERALA RARZ—, EMD, BAG Dit 
ee ie aha rie Eee won wa wales 
m FSH, UFR RWMDEAM, RMRS KLARA “PAH” 作用， 心脏 
4 De IY 7S Pa] AR a eS fe ae, TE EE ata, 

6。 粗 毒 急性 中 毒 死亡 动物 病理 变化 观察 

给 家 免 静脉 注射 4.53 -8.0 毫克 /公斤 粗 毒 ， 动 物 在 4 小 时 内 死亡 ， 死 后 进行 病理 观察 。 
肉眼 改变 以 内 脏 出 血 为 特征 ， 出 血 部 位 主要 在 肺 、 心 、 肠 及 下 泌尿 道 。 两 侧 肺 脏 表 面 

旦 散在 性 点 状 出 血 , 小 者 如 查 针 头 大 ,大 者 如 黄豆 或 花生 米 大 ， 有 的 融合 成 班 块 状 。 上 下 肺叶 
均 有 出 血 ， 以 下 叶 较 明显 。 切 面 所 见 出 血 点 亦 呈 散在 分 布 。 支 气管 及 气管 内 未 见 出 血 改 变 
心脏 所 见 出 血 斑 多 居于 心 尖 部 ， 左 左 心 室 表面 较 右 心室 为 多 。 从 切面 看 ， 出 血 班 不 但 限于 心 外 
KR, PAP ONSHA, BRAT DAR, SRD. HANDDHRERBRAAR 
血 ， 切 面 上 也 有 点 状 出 血 。 胃 肠 道 的 点 状 出 血 较 轻 ,肝脏 稍 充血 ,其 它 各 脏 器 肉眼 观 多 正常 。 

显微镜 下 改变 

肺脏 ， 肺 间 质 内 血管 及 肺泡 壁 毛细 血管 均 充 血 ， 小 静脉 淤血 更 明显 。 血 管内 皮 细 胞 多 正 

党。 出 血 多 在 中 等 大 血管 周围 ， 马 以 动静 脉 吻合 处 最 为 多 见 ， 肺 泡 内 亦 见 出 血 。 支 气管 多 无 
HH if.» 

DHE: SMELL Fe il Hi Re SRE, i EER ANTS. oy WL IAD an ae Lam Ha PS 
润 ， 心 肌纤维 未 见 特殊 改变 

3 Hes HARRY hac AE REA, sR EA fil «iE BN 4° _E- 82 24m ea HAE Pe 

it, ALS, mT LA CEE 

eines 1 (MRT SERED. BRUNE RRRPERBE 
° 

肝脏 ， 门 脉 区 中 等 度 充 血 ， 肝 细胞 未 见 异 常 。 

肠 道 ， 只 见 炸 膜 下 有 散在 性 出 血 。 

Cay fa) 

2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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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其 性 质 尚 无 完整 资料 ， 我 们 可 以 从 同类 蛇毒 的 比较 中 得 知 其 梗 袜 。 

蛇毒 干 重 的 90% 为 蛋白 质 ， 约 5 一 10%% 为 非 蛋 自 质 的 小 分 子 物质 。 其 蛋 自 质 一 _ 般 由 约 20 

种 成 分 组 成 。 我 们 用 目前 鉴定 蛋白质 分 辩 力 较 高 的 方法 ， 等 电 素 焦 和 聚 丙烯 酰胺 凝 胶 电泳 分 

析 尖 吻 昌 蛇 毒 ， 可 以 清楚 地 看 到 20 条 昌 自 质 区 带 〈 图 65 一 66) 。 用 和 柱 层 析 分 离 ， 了 最 多 得 到 15 
个 组 分 。 

B65 kwyeeenseRed 

B66 KA Ms HH RA hi Mle see WKB 

蛇毒 的 蛋白 质 部 分 包括 毒素 蛋白 和 酶 类 、 除 蕊 -氨基 酸 氧 化 酶 外 ， 其 余 都 是 水 解 酶 类 。 有 

些 毒 素 蛋 自 就 是 酶 ， 尖 吻 蜡 蛇毒 中 的 促 凝 、 抗 凝 和 纤 溶 成 分 就 是 蛋 自 水 解 酶 、 但 眼镜 蛇 科 蛇 

毒 的 神经 毒素 和 心脏 毒素 中 ， 有 的 是 分 子 量 为 7,000 到 8,000 的 多 肽 ， 不 具 酶 活性 。 虽 然 蛇 毒 

的 蛋 自 质 组 分 随 种 属 不 同 而 异 ， 有 12 种 酶 是 共同 的 : BEE A.. L-RERSILE, BRO 

酯 酶 、5“ - 核 音 酸 酶 、 磷 酸 单 酯 酶 、DNA 酶 、RNA 酶 、ATP 酶 、 透 明 质 酸 酶 、NABD- 核 背 
酶 、 芳 香 基 酰胺 酶 、 肽 酶 。 

蜡 亚 科 蛇毒 还 得 另外 增加 6 种 ， 端 肽 酶 、 精 氨 酸 酯 水 解 酶 、 激 肽 原 酶 、 凝 血 酶 社 酶 、X 

因子 激活 酶 、 凝 血 酶 原 激 活 酶 。 因 此 尖 吻 星 蛇 毒 似乎 不 应 低 于 以 上 的 18 种 酶 〈 表 22 所 示人 尖 吻 

IIS ERO RSE) 。 尽 管 蛇 毒 中 有 许多 活力 相同 的 酶 类 ， 但 其 抗原 性 却 不 相似 。 我 们 用 

上 海 生 物 制 品 研究 所 生产 的 尖 吻 昌 蛇 蛇毒 抗 血 清和 蜡 蛇 毒 抗 血清 与 目 身 蛇毒 进行 交叉 免疫 电 

泳 ， 以 及 相互 交换 免疫 电泳 ， 都 出现 这 证 反应 (图 3、4、5、6) ， 但 与 不 同 科 属 的 此 毒 一 一 腿 

镜 屹 毒 却 无 沉 证 反应 ， 这 个 实验 说 明 为 什么 用 尖 吻 曝 蛇 毒 抗 血 请 可 以 治 Ty MEM ise 5 AYE EE, 

Sela) 6 



但 对 眼镜 科 毒 几 咬 伤 毫 无 治疗 效果 ， 从 另 一 角度 来 说 明了 毒 屹 形态 分 类 学 的 科学 性 。 

表 22 ko» RH @# &¢ % RB > B&B E 

活 FJ 
酶 类 : = = 

Wi Fa Rw WW) FA Ry We | fa ER Dy te 

& AK fH BS | 42 微 克 Tyr/ 分 54 21 poe Tyr / 258 , 

精 氨 酸 酯 水 解 酶 | 960 微 克 分 子 / 分 264 ADT PEE TE / BH, ZY 

工 = 气 基 酸 氧化 酶 | 14x 10 微克 分 于 /分 5.4 0.84 x 10 :微克 分 子 / 毫 克 , 分 
碱 性 磷酸 单 酯 酶 | 2.9x10 3 微克 分 子 /分 4,5 1 x 1073p /A280 

磷酸 二 酯 酶 | 4.2x10 微克 分 子 /分 17,5 1,9 x 1071 Byatt AF / Bs 

— TK BR BS 0.38 微 元 分子/ 时 BAe 

ATP 酶 0.67 微 克 分 子 / 分 27,9 

ADP 酶 0.96 微 克 分 子 / 时 2 

wo BPR BS | 1.1 微 克 分 子 /时 

核糖 核酸 酶 | 4.7 微 到 /分 二 
15000 aE HER: 1800ug 22.9(20 一 24.5) 

Be figs fe A HUSOt (3 | aac (HU50) 2 ve We ee / SFP 

fa fm Ba Be | = 

54 — Bei Ba Be | 0.6 

RUDE BS HS 2 PRS TE VES Bt eT PEE BR, is Se 7K FS PK 

力 很 高 是 尖 吻 蜡 蛇 毒 的 特点 ， 这 与 其 强烈 的 血 循 毒性 有 关 ， 而 眼 锁 蛇 科 和 海蛇 科 蛇 毒 没 有 这 

两 种 酶 的 活性 或 极其 轻微 。 相 反 的 在 眼镜 蛇 科 和 海蛇 科 蛇 坷 有 较 高 的 乙酰 胆 碱 酯 酶 活性 又 是 

尖 吻 蜡 蛇 毒 所 缺少 的 。 一 般 认 为 自 色 蛇毒 缺少 L -氨基 酸 氧 化 酶 活性 ,台湾 产 尖 吻 曝 蛇 毒 没有 

测 得 工 -= 氛 基 酸 氧 化 酶 活性 ， 但 湖南 产 尖 易 蜡 和 福建 产 尖 吻 瘟 蛇 毒 都 调 出 了 工 -氨基 酸 氧 化 酶 

ie 看 来 是 一 个 差异 。 

。 非 蛋白 部 分 

aa 主要 包括 无 机 盐 、 金 属 离子 、 游 离 氨基 酸 、 多 肽 、 核 彰 、 糖 类 〈 中 

性 糖 和 氛 基 糖 ) 、 唾 液 酸 、 脂 质 和 生物 胶 等 闻 们 的 含量 都 相当 地 人 少 。 

已经 报道 的 尖 吻 蜡 蛇 毒 的 金属 离子 含量 如 表 23 所 示 。 这 些 金属 离子 ， 一 部 分 以 无 机 盐 形 

式 存在 ， 能 透析 除去 ， 另 一 部 分 是 与 蛇毒 的 皇上 质 结合 ， 不 能 透析 除去 。 尖 吻 虹 蛇 毒 的 铜 离 

子 售 量 高 是 特殊 的 ， 但 凤 蛇 毒 和 眼镜 蛇毒 都 不 含 铜 离子 ， 而 锰 离 子 含 量 高 ， 它 们 的 作用 还 不 

清楚 。 此 外 钙 、 镑 、 镁 离子 也 相对 地 高 ， 已 经 证 实 这 些 离 子 是 酶 的 活性 必需 的 ， 或 者 是 酶 的 

抑制 剂 。 如 和 钙 离 子 是 蛋 自 水 解 酶 必需 的 ， 当 用 EDTA 处 理 粗 毒 ， 酶 活性 即 丧 失 。 

表 23 RE 

a ie cial ae A 
| 
| 

| a | 

Qe Wy We we 3,000 1,200 “450 | 36,977 1,070 

2,668 500 il ily, NN Dai 透析 48 小 时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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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毒 中 售 有 少量 的 活性 多 肽 ， 如 从 晓 昵 毒 中 分 离 出 三 个 舒缓 激 肽 增强 因子 。 从 尖 吻 赣 屹 : 

PA BI—TB HK, p-Glue(Glx,*Asx.*Trp)*Trp, NMEA AR, See hese 

SWZ BATU, HRBSCeAA ST, CAA HES ED eR ABS. 

rash AES SYR, RPAH, HERNAaRE, ABE 

葡萄 糖 胺 和 唾液 酸 等 。 尖 吻 蜡 蛇毒 的 凝血 因子 就 是 糖 蛋 自 ， 有 些 酶 类 也 是 糖 蛋 自 ， 如 工 -= 氮 

基 酸 氧化 酶 。 

2。 蛋 白水 解 酶 

尖 易 蜡 蛇 毒 的 蛋 自 水 解 酶 活性 比 其 他 蛇毒 高 ,其 中 包括 凝血 、 出 血 和 血 纤 维 溶 解 的 活性 ， 

都 与 血液 毒性 有 关 ， 现 在 是 尖 吻 晶 蛇 毒 研 究 的 重点 。 接 照 测定 蛋白 水 解 酶 活性 使 用 的 底 物 不 

同 划分 为 酷 蛋 白水 解 酶 ， 精 氨 酸 水 解 酶 。 根 据 其 生理 功能 又 划分 为 疑 血 酶 祥 酶 、 纤 溶 和 运动 
徐 组 素 释 放 酶 等 。 对 于 这 些 各 日 水 解 酶 的 毒性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有 人 把 紫 毒 中 的 归 目 水 解 酶 与 

出 血 困 子 分 开 ， 认 为 与 出 血 无 关 。 另 外 有 人 报道 认为 出 血 因子 有 蛋 月 水 解 酶 活 人 性。 还 有 人 认 

为 出 血 毒 性 是 这 些 各 自 水 解 酶 综合 作用 的 结果 ， 这 种 见解 似乎 比较 合理 。 

尖 吻 几 昵 毒 的 对 血液 促 疑 和 抗 凝 因子 。 促 凝 因子 有 精 气 酸 酯 水 解 酶 活性 , 抗 凝 因子 有 水 解 

酷 蛋 自 活 性 。 用 粗 毒 做 实验 ， 发 现在 粗 毒 量 高 浓度 时 有 促 凝 作用 ， 低 浓度 时 有 抗 凝 作用 。 促 

凝 是 由 于 有 凝血 酶 桩 作 用 。 抗 凝 是 由 于 有 纤 溶 作用 和 抑制 凝血 酶 原 、 促 凝血 酶 原 激 酶 和 乙酰 

球 蛋 自 。 在 分 离 各 地 尖 吻 昌 蛇 毒 的 促 凝 和 抗 凝 成 分 得 到 的 组 分 数目 及 酶 活性 各 不 相同 。 傣 台 

PST RY te he eS BI = PRE ey, FT AKA ETE, SBR SE TS 

HE, 也 无 水 解 精 氨 酸 酯 酶 及 其 他 酶 活性 。 这 个 组 分 已 经 纯化 , 是 一 个 分 子 量 为 20650 的 酸性 糖 

蛋 目 ， 等 电 点 是 pH4.7， 分 子 中 含 25%% 的 酸性 氛 基 酸 和 2 HW. BE, LD > 30th at / at 

体重 小 上 自 鼠 。 氢 基 酸 组 成 是 :LEy7sl4. Hiss, Aspiz, Thre, Serig, Glas Prop, Glyio, 

Alaio, Vals, Metz, Iles, Leuy, Tyr,, Phe,. $Cys). Trp, ABS PROBES 

43.3] — 4S (EEA —— BEL ERS, BAA, 2—-T+OF S33, 500NHEH, 28% 

PERE, 4 %MEIRER, L.2% ANDO, MRA: Lysis, Hisip, Argiy. ASPo4, Thro, 

Ser. Glia. Pro. Glyagt Ala eS Valle Mets sles wea. fy nia Eee canoes 

Trp. 。 酸 性 氨基 酸 含量 高 ， 也 是 一 种 酸性 归 自 。 

刘 广 芬 等 用 柱 层 析 分 离 福建 产 尖 吻 星 蛇 毒 ， 得 到 一 个 蛋 自 水 解 酶 活性 组 分 ， 这 个 组 分 有 

抗 疑 、 纤 溶 和 局 部 出 血 的 作用 ， 也 有 共 人 磷酸 二 酯 酶 活性 。 另 外 得 到 两 个 凝血 酶 样 组 分 、 都 具 精 

氛 酸 酯 酶 活性 ， 还 含有 5“- 核 苷 酸 酶 及 碱 性 磷酸 单 酯 酶 活性 。 

张 洪 基 等 用 柱 层 析 分 离 湖 南 产 尖 吻 星 昵 毒 ， 有 凝血 活性 的 10 个 组 分 ， 出 血 毒 性 的 有 8 个 

组 分 ， 都 具 纤 深 活 性 。 在 分 离 出 的 15 个 组 分 中 ， 只 有 两 个 有 致死 毒性 ， 都 显示 精 氛 酸 酯 酶 和 

蛋 自 水 解 酶 活性 。 从 各 种 酶 及 毒性 分 布 上 看 ， 分 离 效 果 似乎 不 够 理想 ， 不 知 是 所 用 的 离子 交 

换 纤 维 素 的 分 辨 能 力 低 ， 抑 或 蛇毒 的 种 属 或 地 区 差异 的 关系 ， 有 竺 进一步 纯化 证 实 。 

RIKEN Hee Se, Bee ERAN EAE, WOR Se 

AG. WSR Ag (TAME) 和 N- 荃 甲 酰 精 氨 酸 甲 栈 (BAME), UR AREA 

底 物 把 它们 区 别 开 来 ，TAME 和 BAME 是 测定 胰 蛋 自 酶 用 的 底 物 。 但 蛇毒 的 精 氛 酸 酯 酶 与 

胰 蛋 自 酶 不 同 ， 不 受 胰 蛋 月 酶 的 抑制 剂 大 豆 抑 制剂 所 抑制 ， 但 受 二 异 丙 氟 磷酸 CDEP) 

和 N- 混 代 琥 珀 酰 亚 胺 所 抑制 ， 具 有 和 舒缓 激 肽 释放 、 增 加 毛细 血管 的 通 透 性 以 及 凝聚 活性 。 

人 



活血 栈 样 酶 Thrombiaslike) 是 血 循 毒 内 毒 类 一 种 特殊 的 酶 具有 精 所 酸 水 解 活性 ， 

sen S80, gma season mains 
+ 纤维 蛋白 Ap+ 纤 维 蛋 白 肽 Ay ， 

兹 毒 凝血 酶 样 茧 与 血液 凝血 酶 的 区 别 在 于 前 者 只 4 作用 于 纤维 蛋白 原 释 SI B 肽 ， 而 不 释放 

A 肽 ， 生 成 松散 的 纤维 凝 块 ， 它 对 血液 中 的 其 它 凝 聚 因子 无 影响 ， 且 对 血管 无 刺激 作用 ， 所 

以 已 作 临 床上 治疗 血栓 的 抗 凝 药物 。 目前 在 国际 市 场 上 的 商品 名 蛇毒 蛋白 酶 ， Arvin (Anc- 

rod) M45 OH (Calloselasma rhodostoma) 蛇毒 中 提取 的 ， 另 一 种 叫 Reptilase 是 从 矛 口 

蜡 (Bothrops jararaca) 蛇 毒 中 提取 的 。 部 有 溶解 血栓 的 作用 ， 这 些 酶 与 从 人 屎 中 提取 的 尿 激 

酶 结合 使 用 ， 效 果 更 好 。 

蛇毒 中 以 酷 蛋 自 为 底 物 的 蛋 自 水 解 酶 ， 是 入 金属 疯 和 锌 的 重 白质 这 些 金属 离子 是 酶 活 

性 必需 的 。 用 金属 离子 过 合 剂 乙 基 二 胺 四 乙酸 (EDTA) REKESCEB TST, BIRR 

失 。EDTA 只 能 抑制 蛋 自 酶 但 对 精 氮 酸 酯 水 解 酶 无 影响 。 这 些 酶 易 受 热 失 活 。 我 国民 间 蛇 医 

有 用 火烧 尖 吻 音 咬 伤 后 的 伤口 ， 防止 了 伤口 毒性 蔓延 的 治疗 法 ， 也 许 是 因 酶 失 活 减 轻 了 毒 

性 。 蛇 毒 中 的 蛋 自 酶 有 破坏 血管 壁 ， 使 血液 渗入 组 织 ， 产 生出 血 。 

3。 磷 脂 酶 A， 

尖 吻 蜡 蛇 毒 中 测 出 很 低 的 磷脂 酶 A, 活性 。 磷 脂 酶 A,. 在 所 有 的 蛇毒 中 都 有 ， 其 中 以 眼 镑 

蛇 科 蛇毒 的 活性 最 高 。 此 外 在 哺乳 类 动物 的 胰 脏 里 也 存在 。 磷 脂 酶 A 的 研究 报道 很 多 ， 它 的 
生理 功能 是 水解 组 织 和 血清 中 的 卵 磷脂 生成 溶血 卵 磷脂 ， 它 能 使 红血球 破裂 ， 产 生 溶 血 。 

O 
| 

Om) CH,0CR, CHI, 
| | | OH 

Po jeny OF (= RCOOH + HOCH | 
rid | |) AO SBOE CENCE). 
neeH.© P-O-—CH,CH,NCH, CEs | 四 
| | ce) O 

磷脂 酶 A， O 

钙 离 子 是 酶 活性 必需 的 ， 在 水 解 克 物 前 ， 先 加 镭 离 子 与 酶 结合 ， 引 起 酶 的 空间 构 型 改 
变 ， 与 底 物 生成 复合 物 ， 释 放出 8 一 位 置 的 脂肪 酸 和 溶血 卵 磷脂 

E+ Ca**==E + Ca**==E + Ca’ tSS=E - Ca iif if SS BEAR - RCOOH 
—-RCOOH- 
Ss EF — Ca Sie it 58 BRAG —— 1A It DD ENE + i 一 Ca 

E +Ca’?* 

E — 磷脂 酶 A， S — JR 

让 毒 磷脂 酶 A. 不 能 单独 作用 手 红 血球 膜 产 生 溶 血 作 用 ， 只 有 在 蛇毒 的 直接 溶血 因子 

(DLF) 的 协同 作用 下 才能 水 解 红 血球 膜 上 的 卵 磷 脂 ，DLE 的 作用 被 认为 是 起 静电 吸 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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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te 2C ERR LS Bee GEASS Ay 水 解 泪 由 :红血球 和 破裂 引 te 

AMIE AEH RGA NRE ERAN i 前 还 未 有 

纯化 后 的 研究 报道 。 

4。 其 它 酶 类 

SRD HEHE EY HE Mex, Ute Ceor ee tr er ie 有 的 还 没有 测 过 ， 

”如 透明 质 酸 酶 等 。 这 些 酶 与 毒性 无 直接 关系 ,， 但 天 多 是 水 解 酶 类 ， 对 机 侏 有 破坏 作用 ， 会 加 

快 毒性 的 发 展 。 由 手 在 粗 毒 昌 的 含量 少 , 纯 屁 困 难 * 还 设 友 单 独 的 研究 报道 。 蛇 毒 是 丰富 的 酶 

Wes, AAR Ea ae IL, BRE oe ee RABEL, Ba. 

~ = ER BPE ERY Say He ee Ee wan ei nine BORN RB: 
iy ety, 7E 

rhiad oH AE Ler cle ke ie mus 2H) 
Fi nk. Be ‘ : 2 RRS a2 eR. Tes. Dy veleest ety hee 18) 和 

HOG Stes So ates Ree ve Ea OA peace a) Wrap et ca A ea Brae ue =e 
pea avd i a ae: 2: ee tue - te Be tie SEU! Oe MEW gas 

ae Ee, Se) tgte BBSe a tye nk ~ is 
et ys tas aR ay ir ie ‘ 3 

I G4 入 ca 5x eee pete 9 5 Serie 
Dope BTC Sy SB ee A tas at 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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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1. 

tere, ee ect eee ee ee 

高 浓度 有 促 凝 作用 。 1967 年 陈 氏 与 欧阳 氏 从 尖 易 蜡 毒 中 分 离 出 抗 凝 成 分 与 促 凝 成 分 。1976 年 

og alate | : 

。 抗 凝 成 分 | | 
“see 离 出 三 个 抗 凝 成 分 ， 其 中 两 个 具有 栈 蛋 自 水 解 活性 ， 但 没有 一 个 具有 

氮 基 酸 酯 酶 活性 。 1972 年 欧阳 开 与 邓 攻 将 主要 的 抗 此 成 分 进一步 提纯 并 研究 其 理化 性 质 * 此 

成 分 是 一 种 糖 蛋 白 “〈 含 糖 2 %) ， 分 子 量 为 20,650， 沉 降 速 度 为 2.00S ， 等 电 点 为 4.7， 是 

RHEE A, WRU, RABE EK. TAME 酯 酶 、 磷 酯 酶 A, 、 磷 酸 二 酯 酶 、 奏 

性 磷酸 单 酯 酶 及 纤维 蛋 自 溶解 酶 活性 ， 也 无 出 血 活 性 及 局 部 刺激 性 。 其 分 子 的 氨基 酸 组 成 如 

可 证 af ft oS 

iit a mR 14 a a a BBR PO ELOY 

ao OR Be sil gid A ROR 8 ， 

精 所 w 5 Fo FA ie st BR 3 

RX A BR 17 ee SR 6 ， 

苏 A 酸 8 亮 所 OR 9 

2 OR 16 BR R 酸 wT 

谷 a wR 23 a Al st ie 22 a 10 

i 2A 酸 | 0 > WE aA PR oe!) 

H A B 10 &@ ea & * # oO 
| 总 残 基 三 160 

分 子 组 成 中 酸性 氨基 酸 占 25%， 所 以 等 电 点 偏 酸 。 2 4 

在 30 微克 / 克 以 上 。 

欧阳 与 邓 氏 1973 年 报道 ， 将 抗 凝 成 分 〈 浓 度 为 100 微 克 / 毫 升 ) 分 别 与 凝血 酶 元 、 加 速球 
蛋 自 及 凝血 致 活 酶 混合 保温 ， 然 后 测定 凝血 酶 元 激活 效应 ， 发 现在 激活 60 分 钟 时 ， 凝 血 酶 产 
量 分 别 降 到 对 照 组 的 52、57、59%， 说 明 抗 凝 成 分 与 凝血 酶 元 或 其 激活 因子 的 结合 ， 能 显著 
抑制 凝血 酶 元 的 激活 。 是 不 是 抗 凝 成 分 直接 破坏 了 激活 因子 ? 作者 进一步 试验 ， 将 抗 凝 成 分 
与 凝血 致 活 酶 混合 物 置 60" 上 水浴 上 加 温 30 分 钟 《 目 的 是 灭 活 抗 凝 成 分 ) ， 或 者 用 生理 盐水 稀 
释 20 倍 《目的 是 显著 降低 抗 凝 成 分 的 浓度 ) ， 经 此 处 理 后 ， 凝 血 酶 元 时 间 测 定 恢 复 到 对 照 组 

水 平 。 这 就 说 明 抗 凝 成 分 与 激活 因子 的 结合 是 可 着 的 ， 即 抗 凝 成 分 对 凝血 酶 元 激活 的 抑制 并 
非 由 于 凝血 酶 元 及 其 激活 因子 遭 破 坏 ， 而 是 干扰 了 凝血 酶 元 与 激活 因子 间 的 相互 作用 。 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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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也 可 从 整体 试验 的 结果 得 到 证 实 。 抗 

凝 成 分 在 整体 动物 引起 全 血 凝 固 时 间 及 fn HABIT 7H, iv 
一 阶段 凝血 酶 元 时 间 延 长 ， 对 二 阶段 嘱 -= d 
血 酶 元 水 平 及 血浆 纤维 蛋白 元 浓度 没有 ‘ol 
HEN, Ree EK ~ |S eet 15, CURE ae 
不 象 使 全 血 凝 固 时 间 的 延长 那样 明显 ， a oo sy ‘outlee 
这 是 因为 在 凝血 酶 元 时 间 测定 的 一 阶段 ”全 /| 和 9 18° 
法 (Quick 法 ) Hm RRR TH mE || RL OP | i 
DORE EME, Kem | a vy 器 | 等 
弱 。 而 在 三 阶段 法 (Ware and Seegers la] 4 is < ~e 和 = 

法 ) ot, MRMOMRRL ISO, Ka =| ale 
作用 完全 消失 。: oo tak eae (%) 

sous , : S 0) S015, 305 1 2 4" 3G 
抗 凝 成 分 不 影响 AD P 诱 导 之 血 小 分 小 时 

板 话 集 反 应 。 给 家 免 项 脉 注射 1 一 10 Egy pons g seat pate me DFO—O), 
克 / 公 斤 剂量 ,对 血压 ,心率 ,心电图 及 呼 RH SoA I (OO) , LOE 
WIA TG BH See A), TEAR BE K EAT EE A (@-@) RHYHEGLZE (A—-A) H¥ 

TORRAPZE EA, 1A BE REE BECK 响 。 * Rae MMAH MD 6b Bp <2dh af 

2。 促 凝 成 分 (TLE) 

陈 氏 与 欧阳 氏 1967 年 从 尖 吻 晶 毒 中 分 离 出 促 凝 成 分 。 因 其 作用 性 质 、 分 子 量 及 酮 酶 活性 

均 类 似 凝 血 酶 . 故 定 名 为 凝血 酶 样 酶 (Thrombin like Enzyme, fi 54TLE) . 19714 

欧阳 等 进一步 提纯 了 T 工 巨 ， 经 醋酸 纤维 膜 电泳 、 聚 丙烯 酰 胶 盘 状 电泳 及 超 离心 分 析 证 明 为 匀 

质 。 测 出 下 王 已 的 分 子 量 为 33,500， 其 分 子 的 氨基 酸 组 成 如 下 ， 

谷 Bw 18 KX AR 24 

i 28, BA 10 ty SS 9 

net gal ES | 10 in OR 7 

Py sa Ee 7 St so aA BR 8 

ee 7 so OR 11 

EA ic Ga we al wR 14 

Ht al RR 15 aA AL a i 

组 OR 10 > HE SA Me 15 

精 OR 10 yee Ee 0 

总 残 基 三 187 

19724 KHIR ET LEASE, SHEE 8 %%， 唾 液 酸 4 %， 乙 糖 胶 1.2%。 没 有 

酷 蛋 自 水 解 活性 ， 也 没有 出 血 活 性 和 局 部 刺激 性 。 毒 性 很 低 ， 小 鼠 的 Da 在 40 微克 / 克 以 

上 。 工 工 忆 与 凝血 酶 不 同 的 地 方 是 ，@ 对 因子 到 〈 纤 维 蛋 自 稳定 因子 ) 没有 激活 作用 ， 没 有 

MRA; 四 不 被 肝素 抑制 ，@@ 比 凝血 酶 耐 热 ! 由 凝血 本 作 用 生成 年 维 蛋 自 时 ， 同 时 释放 出 

A 肽 与 B 肽 ， 工 世 忆 作用 生成 纤维 蛋 月 时 只 释放 A 肽 。 根 据 这 些 差异 ， 作 者 推测 工 工 已 的 活 

性 中 心 可 能 与 凝血 酶 不 同 。 为 解决 这 一 问题 ， 欧 阳 氏 与 洪 氏 1974 年 应 用 各 种 专 一 性 酶 抑制 剂 

6s 



以 测定 对 T 工 已 及 牛 凝 血 酶 活力 的 影响 ， 结 果 发 现 T 直 E 分 子 中 的 硫 氢 基 、 组 毛 酸 、 丝 酸 是 
你 持 其 活性 所 必需 的 部 分 ， 而 痰 基 、 二 硫 键 、 精 毛 酸 及 酷 氨 酸 对 其 活性 并 不 重要 。 自 由 毛 基 
WEIMAR, (AST LEHR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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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 与 邓 氏 1976 年 报道 了 提纯 的 T 工 刁 对 整体 CRE) RA, BT LE te 

全 血 凝 固 时 间 、 一 阶段 凝血 酶 元 时 间 显 著 延 长 ， 血 桨 纤维 蛋 自 元 浓度 明显 降低 ， 二 阶段 凝血 

酶 元 水 平 没 有 明显 改变 。 由 此 推论 T 工 已 延迟 血 凝 的 主要 原因 是 血浆 纤维 蛋 自 元 水 平 降低 。 

联系 前 述 抗 凝 成 分 的 作用 ， 作 者 认为 尖 吻 噬 粗 毒 延 迟 凝 血 的 作用 可 分 为 两 个 时 相 ， 人 外 早期 延 

迟 凝 血 是 由 于 抗 凝 成 分 干扰 了 凝血 酶 元 与 激活 因子 间 的 相互 作用 ;四 后 期 延迟 凝血 主要 是 由 

于 了 T 世 了 已 引起 血浆 纤维 蛋 自 元 水 平 降低 所 致 。 

1978 年 欧阳 与 邓 继 续 观察 了 世 忆 的 整体 作用 。 在 家 免 身上 使 用 能 引起 明显 抗 凝 及 去 纤维 

蛋 自 状态 的 剂量 ， 未 见 血压 、 心 率 、 心 电 图 及 呼吸 有 明显 改变 ， 也 不 引起 血小板 凝集 反应 。 

下 工 忆 作用 下 生成 的 纤维 蛋 自 是 非 交 联 的 。 休 工 已 还 可 使 纤维 蛋 自 的 a 链 进一步 水 解 。 因 

屯 ， 工 世 忆 作用 生成 的 纤维 捍 自 比 凝 血 酶 作用 生成 的 纤维 蛋 自 对 血 纤 维 蛋 自 洲 酶 (plasmin) 

更 敏感 。 这 些 也 都 是 加 重 血液 失 凝 的 因素 。 

从 以 上 上 实验 结果 来 看 ，T 工 屯 在 整体 使 用 有 较 好 的 抗 凝 效果 ， 也 有 一 定 的 安全 性 ， 因 此 

作者 推荐 将 尖 吻 蜡 毒 的 T 工 巨 应 用 于 临床 ， 作 为 静脉 血栓 形成 性 疾病 的 抗 凝 治疗 剂 。 根 据 同 

类 制剂 Arvina 及 人 eptilase 的 试用 经 验 ， 患 者 意外 死亡 的 主要 原因 是 由 于 血管 内 凝血 导致 特 

环 虚 脱 。 为 预防 此 种 危险 的 发 生 ， 建 议 采 用 如 下 给 药方 法 ， 由 低 浓 度 高 容量 缓慢 和 输 注 ， 包 开 

台 用 小 剂量 以 产生 去 纤维 蛋白 状态 ， 随 后 用 较 大 剂量 以 维持 去 纤维 蛋 月 状态 。 

欧阳 等 1979 年 报道 ，T 工 忆 及 凝血 酶 对 数 种 动物 〈 免 、 狗 、 豚 鼠 ) 及 人 血浆 的 凝固 作用 

有 差异 。 各 种 动物 及 人 血浆 对 T 工 巨 的 敏感 性 依次 排列 如 下 ， 人 > 之 狗 > 豚鼠 盖 免 。 对 凝血 酶 

的 敏感 性 以 豚鼠 最 低 ， 其 余 三 种 血 桨 敏感 性 大 体 相 似 。 进 一 步 研究 发 现 各 种 动物 血清 对 凝血 

酶 及 下 工 卫 具有 不 同 程度 的 抑制 作用 。 另 一 方面 ， 各 种 动物 的 血 桨 纤维 蛋 自 元 对 凝血 酶 及 

URE 



T 工 刁 的 反应 性 也 不 尽 相同 。 这 两 个 方面 的 综合 ， 就 是 构成 凝血 酶 及 T 工 己 对 不 同 动物 血浆 
凝固 作用 差异 的 原因 。 

3。 纤 溶 成 分 | Lear Shine 
BR BH 55 82197645 M\ Ze wy He Beh 5 A TAREE T ERM LE. 19774E VE 

又 报道 了 该 成 分 的 生物 活性 及 各 种 蛋 自 酶 抑制 剂 对 其 活 竹 的 影响 。 媳 溶 成 分 具有 水 解 纤 维 
有 蛋白、 纤维 蛋 自 元 及 酷 蛋 自 活 性 ， 也 有 出 血 活性 。 对 其 纤 溶 活性 ，Trasylol ( 胰 抑 肽 酶 ) 比 
EACA (〈6 一 氨基 已 酸 ) 具有 更 强 的 抑制 作用 。 已 知 EACA 的 抗 纤 溶 活性 是 由 于 抑制 纤 溶 酶 
元 (plasminogen) 的 激活 ， 而 Trasylol 的 抗 纤 溶 活性 是 由 于 直接 抑制 纤 溶 酶 (plasmin)， 

因此 推测 尖 吻 蜡 毒 纤 溶 成 分 是 一 种 类 似 纤 溶 酶 的 酶 ， 而 不 是 一 种 纤 溶 酶 元 激活 剂 。 纤 溶 成 分 
的 出 血 活 性 类 似 黄 绿 烙 铁 头 〈T。jHiaroyzrigis) 毒 的 出 血 毒素 ARI, MEMRBEEA. 
低 剂 量 〈< 5 微克 ) 时 ， 纤 溶 成 分 的 出 血 活 性 比 粗 毒 强 三 倍 ， 但 在 较 高 剂量 时 ， 它 的 出 血 活 
性 反 与 粗 毒 相等 。 这 是 因为 较 大 剂量 粗 毒 所 含 的 抗 凝 成 分 亦 多 ， 而 抗 凝 成 分 是 具有 明显 出 面 
活性 的 。E DTA (6x10“M) 及 半 胱 氛 酸 (5x10-* M) 能 完全 抑制 其 对 纤维 蛋白、 纤维 

蛋 自 元 及 酷 蛋 自 的 水 解 活性 ， 也 抑制 其 出 血 活性 ， 说 明 二 硫 键 是 保持 其 生物 活性 所 必需 。 
\ 

Ry We ig FB PS PH A RE, HAR, AAA RUE IE AR SR 
血 ， 但 当 有 出 血 因子 “〈 出 血 毒 素 及 某 些 蛋 自 水 解 酶 ) 存在 的 条 件 下 ， 血 液 的 失 凝 就 会 大 大 加 
重出 血 而 产生 极其 严重 的 后 果 。 尖 吻 蜡 毒 中 毒 产 生 的 血液 失 凝 ， 是 由 于 T 工 忆 引起 去 纤维 蛋 
自 症 及 蛇毒 中 的 抗 凝 成 分 、 纤 溶 成 分 共同 作用 所 致 。 从 1957 年 欧阳 氏 首 次 报告 尖 吻 晓 毒 的 凝 
血 酶 样 作用 ， 到 1967 年 成 功 地 分 离 出 T 开 刁 及 抗 凝 成 分 用 了 十 年 时 间 。 从 1967 年 到 1977 

年 ， 又 用 了 十 年 ， 才 逐步 把 尖 吻 赣 毒 中 的 个 荆 巨 、 抗 疑 成 分 及 纤 溶 成 分 提纯 并 搞 清 其 理化 性 
质 及 生物 活性 。 尖 吻 痢 毒 抗 凝 机 制 一 一 这 个 尖 吻 几 毒 理 的 关键 问题 可 算 基本 弄 清 了 ， 但 尖 吻 
BEART LED PERABLM RS, 还 有 许多 酶 及 非 酶 成 分 ; ROR RAR 
失 凝 、 出 血 不 止 外 ， 还 有 循环 系统 、 神 经 内 分 泌 系统 、 沁 尿 系统 及 局 部 坏死 等 多 方面 的 证 
状 。 要 完全 乔 清 各 种 成 分 的 性 质 ， 彻 底 阐 明 中 毒 症状 的 发 生机 理 还 需 深 入 进行 大 量 工作 。 在 
当前 许多 蛇毒 研究 工作 者 都 致力 于 蛇毒 生化 及 毒 理 研究 的 情形 下 ， 可 以 期 望 ， 尖 吻 晓 毒 毒 理 
的 彻底 曾 明 将 不 再 需要 那样 漫长 的 周期 了 。 Ti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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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吻 量 咬 伤 中 毒 症状 

1. 临床 中 毒 症 状 

ROS EIA, ARAN WERE AE, Wace. Sea, Aue 

RDS ap pom, BOW AS IN RET. SIA wR, BEEN ACA, 2) 

WO, MDB TT SRSA GE. OPK RIE, Trt BN SK, Fea 

MER, -ANTERER, Re, AREA, REM A. fH 

虽 小 ， 但 活血 不 止 ， 如 受 切 割 则 出 血 几 乎 无 法 制止 。 伤 口 周 围 皮 肤 在 肿胀 之 上 出 现 多 数 豆 大 

小 水 泡 ， 以 后 逐渐 汇合 成 大 泡 ， 泡 内 浆液 变 为 血性 渗 出 液 ， 最 后 穿 破 。 皮 下 大 片 出 血 形成 痪 

斑 。 中 毒 严 重 者 ， 伤 口 附近 组 织 颜 色 青紫 ， 温 度 偏 低 ， 感 觉 麻 木 ， 是 微 循环 障碍 的 表现 ， 一 

目 内 可 能 发 黑 坏 死 。 经 过 四 五 天 坏死 组 织 脱落 后 形成 溃疡 。 泪 疡 大 小 不 一 ， 一 般 较 少 侵 及 肌 

肉 。 伤 口 局 部 常 有 继 发 性 感染 ， 包 括 厌 气 菌 感染 。 

尖 吻 蜡 咬 伤 后 全 和 症状 随 中 毒 深浅 及 治疗 是 否 有 效 而 异 。 轻 症 只 有 一 般 症 状 ， 如 头 曙 、 

Ais, Ask. AA, PM. CI. DR, ol, kk, FRA, Meee, FES 

等 。 这 是 伤口 剧 痛 及 精神 恐惧 所 致 ， 不 一 定 是 蛇毒 吸收 中 毒 的 反映 。 也 可 能 出 现 恶 必 、 了 

Ih, Bei. HIS. We, RINSE, 

37) FA) FA ee TK Ae EO CE PE DC) are, EAS EZ T fs 

部 ， 障 碍 蛇毒 吸收 却 助 长 其 局 部 破坏 性 作用 。 吸 收 后 引起 的 微 循环 障碍 主要 在 肺 及 明 等 血 流 

量 大 的 器 官 ， 引 起 咯血 及 血尿 ， 这 在 蛇 伤 早期 具有 诊断 意义 。 血 液 失 凝 是 特征 性 中 毒 反 应 ， 

72D IC 后 消耗 性 凝血 障碍 〈 低 纤维 蛋 自 原 血 症 ) 的 表现 。 临 床 检 验 可 查 出 凝血 时 间 延 长 ， 

复 钙 时 间 延 长 ， 凝 血 酶 原 时 间 延 长 、 凝 血 酶 时 间 延 长 、 纤 维 蛋 自 原 减少 甚至 不 可 测 等 。D IC 

的 进一步 发 展 是 继 发 性 纤维 蛋 自 〈 原 ) 溶解 症 ， 此 时 将 出 现 广 泛 的 内 外 出 血 。 充 下 有 散在 性 

点 状 出 血 ， 逐 渐 扩 大 成 瘀 班 ， 俗 称 “ 菜 蛇 斑 ?”》。 此 外 尚 有 吐血 、 便 血 、 鼻 策 ， 牙 龊 出 血 ， 疆 

膜 下 出 血 甚至 外 耳 道 出 血 等 。 如 有 损伤 则 出 血 更 难 制止 。 血 管 脆性 增加 ， 止 血 带 试验 阳 住 ， 

这 时 检查 可 发 现 3 了 试验 阳性 及 血浆 纤 溶 酶 活性 增加 的 现象 。 严 重出 血 结果 导致 红细胞 及 血 

红 蛋 自明 显 减少 。 D IC 的 结果 还 使 血小板 减少 。 自 细胞 增加 。 红 细胞 脆性 增加 。 严 重 中 毒 

的 蜀 期 可 能 出 现 溶血 性 黄 冶 ， 这 也 可 能 是 D IC 的 后 果 ， 一 般 不 太 严 重 。 尿 检 可 见 血 砂 ， 血 

ZTE AR, BAR. 

在 中 毒 早期 血压 明显 下 降 ， 这 可 能 是 肺 微 循环 障碍 所 致 。 血 压 下 降 时 反射 性 心跳 加 速 ， 

”严重 时 可 致 休克 。 心 电 图 常见 S 下 段 下 降 ， 个 波 改变 ， 可 能 是 心肌 出 血 的 反映 。 也 可 能 出 现 

各 种 心律 失 向 。 

病人 神志 一 般 保 持 清 醒 ， 感 觉 、 和 运动、 反射 及 言语 均 正 常 。 

2 91 。 



严重 中 毒 时 可 能 发 生 各 种 加 杂 症 : 
1. 大 量 内 外 失血 可 引起 休克 ， 贫 血 及 水 肿 。 
2. 中 枢 神经 系统 出 血 可 引起 展 迷 及 有 关 的 神经 症状 。 
3. 心 肌 出 血 可 引起 心律 失常 及 心力 衰 竟 。 
4。 继 发 于 循环 障碍 的 急性 肾 功能 衰 间 。 
5。 伤 口 继 发 性 感染 及 败血症 。 
上 述 各 种 加 杂 症 均 可 引起 病人 死亡 。 死 亡 时 间 多 在 咬 伤 后 第 二 、 三 天 。 尸 体 解 剖 报告 主 

要 是 内 脏 出 血 ， 胸 腹腔 内 血性 渗 出 液 。 血 管内 未 见 血栓 (大 体 观察 及 显微镜 检 )， 血 液 失 凝 。 
肝脏 可 有 小 叶 中 心性 变性 及 坏死 。 

尖 吻 蜡 蛇 伤 中 毒 发展 非 常 迅速 ， 恢 复 却 甚 缓慢 ， 一 般 需 时 两 三 周 。 伤 口 溃 疡 意 合 尤 慢 ， 
且 常 残留 冶 痕 灰 缩 ， 肢 体 酸痛 及 活动 障碍 等 后 遗 证 状 。 死 骨 形 成 后 常 需 截肢 。 

| 尖 易 腥 蛇 伤 的 临床 死亡 率 只 有 有 零星 的 统计 ，8.8%、10%、16%、24%% 不 等 ,差异 很 大 。 
这 当然 取决 于 中 毒 多 少 与 治疗 是 否 及 时 有 效 。 一 般 地 说 ， 尖 吻 星 是 危害 甚大 的 毒蛇 。 我 国 自 
从 1972 年 使 用 抗 尖 吻 蜡 蛇 毒 血清 以 来 ， 预 后 大 为 改善 ， 首 次 报告 死亡 率 已 降 到 1 %。 

_ 2。 蛇毒 体内 过 程 
关于 尖 吻 蜡 蛇 毒 体 内 过 程 的 研究 很 少 ， 只 能 根据 其 它 蛇 毒 多 肽 的 研究 作 一 些 估计 。 完 整 

的 皮肤 不 能 吸收 ， 口 服 小 量 也 不 致 中 毒 。 尖 吻 蜡 蛇毒 的 主要 毒性 成 份 均 为 大 分 子 多 肽 ， 注 入 
皮下 组 织 后 主要 经 淋巴 管 吸收 ， 局 部 淋巴 结 肿 大 可 以 佐证 。 吸 收 速度 早期 其 块 ， 以 后 由 于 局 
部 备 管 栓塞 、 组 织 水 肿 及 坏死 ， 蛇 毒 与 组 织 蛋 自 的 结合 及 浓度 梯度 逐渐 降低 等 因素 ， 吸 收 速 
度 迅 速 减 盆 。 局 部 炎症 停止 发 展 时 吸收 过 程 当 亦 停 止 。 在 血 中 小 部 份 与 血浆 蛋 自 结合 。 体 内 
分 布 以 血 流量 较 大 的 脏 器 如 肺 、 皮 、 肝 、 脾 等 为 主 。 蛇 毒 大 分 子 毒 性 成 份 不 能 穿 透 血 脑 屏 
障 。 早 期 血 中 游离 的 蛇毒 多 肽 可 完整 地 经 肾 排出 一 部 份 ， 其 余 在 肝 及 网 状 内 皮 细 胞 中 缓慢 水 
解 灭 活 。 (DRED) 

0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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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动物 在 注射 尖 吻 蜡 蛇 毒 后 的 中 毒 过 程 基 本 上 与 临床 病人 一 样 ， 即 由 凝血 障碍 所 引起 

的 广泛 出 备 反 应 。 尖 吻 晶 蛇毒 对 小 白鼠 的 半 致 死 量 (LDs ) 随 不 同 注 毒 方法 而 异 。 皮 下 注 

射 是 常用 的 实验 方法 ， 但 由 于 局 部 组 织 坏死 ,皮肤 穿 破 ,蛇毒 流出 体外 ， 故 动物 耐 受 毒 量 相对 

较 多 。 欧 脉 注射 测定 的 站 Da 约 为 皮下 注射 的 一 “fs ASRS ATES Sew, I FE AES 

官 与 较 高 浓度 的 蛇毒 直接 接触 所 致 。 .国内 报告 的 尖 吻 瘟 蛇 毒 对 小 VANE PIERS 工 Dao 为 8.5 

mg/ke (fil), 9. ae (福建 ) ， 芝 与 国外 文献 记载 的 9.24ug/gama 基 本 一 致 ， 动 物 死 它 

多 数 在 24 小 时 以 内 ， 这 上 比 临床 病例 死亡 较 快 。 
尖 吻 下 蛇毒 的 毒 理 作用 主要 在 于 亩 凝 障碍 ， 故 有 必要 先 对 正常 凝血 过 程 有 所 了 解 。 血 凝 

块 是 由 血液 中 可 溶性 纤维 蛋 自 原 沉淀 为 纤维 蛋 自 形成 的 。 这 是 一 个 复杂 的 链 锁 反 应 过 程 。 血 

中 至 少 有 11 个 因子 参与 这 一 反应 ， 分 别 用 罗马 数字 表示 之 ， 详 见 图 69。 
当 血 管 破损 时 血 中 少量 的 下 因子 Hageman 因子 ) 与 伤口 表面 胶原 蛋 自 及 磷脂 等 接触 而 

活化 形成 于。 (a 表 示 活化 ) 。 亚 a 使 下 因子 活化 为 开 a ， 后 者 使 区 活化 为 Ka. WaAtkX 因 
子 活化 为 Xa， 在 模 因 子 、T 因子 ( 钙 离 子 ) 及 FE - 3 Uv RRO) 的 参与 下 形成 凝血 

酶 原 酶 。 这 一 阶段 的 反应 比较 缓慢 ， 约 需 3 - 5 分 钟 。 但 受 活 化 的 凝血 因子 量 却 逐 汤 扩 大 ， 
且 形 成 的 Xa 有 上 自身 催化 作用 ， 可 使 尚未 活化 的 X 因子 加 速 活 化 ， 故 以 后 的 凝血 反应 大 大 加 

速 。 

组 织 损 伤 时 可 由 组 织 凝 血 活 酶 与 血 中 的 亚 因 子 、 钙 离子 使 X 因 子 活 化 并 形成 凝血 酶 原 

酶 。 

上 上 述 两 种 凝血 酶 原 酶 的 形成 方式 分 别称 为 内 凝 及 外 凝 系统 。 二 者 可 能 同时 进行 ， 并 有 起 

同 作用 。 

凝血 酶 原 酶 能 迅速 使 丰 因 子 〈 凝 血 酶 原 ) 水 解 生成 凝血 酶 ， 后 者 又 迅速 使 [ 因子 《纤维 

AR) 水 解 ， 生 成 纤维 蛋 自 ， 血 液 因此 而 凝固 。 

血小板 参与 血 滚 凝固 过 程 ， 早 期 在 血管 破损 处 集聚 并 释放 促 凝 血 物 质 。 晚 期 促进 血 北 块 

回 缩 。 

纤维 蛋 自 原 有 一 对 由 双 硫 键 联接 起 来 的 三 条 肽 链 , 即 Aa 链 BB 链 与 Y 链 、 可 用 (Aaw。BB。 

Y) :表示 。 凝 血 酶 可 使 之 水 解 失去 纤维 肽 A 及 B ， 形 成 纤维 蛋白 单 体 (xc.B.Y)。， 这 些 单 体 通 
过 和 氢 键 自身 聚合 形成 可 溶 于 尿素 溶液 的 纤维 蛋 自 。 凝 血 酶 及 Xa 还 激活 亚 因 子 ， 开 a 促 进 上 述 

KSB EMARRE ARV RAR AME, BRO NH, fi 变 为 稳定 而 不 溶 于 尿素 

溶液 的 纤维 蛋白 〈 图 70) 。 

血液 及 血管 内 皮 中 存在 纤 溶 酶 原 及 其 激活 酶 原 。 血 液 凝 固 后 由 于 局 部 缺 氧 ， 其 中 激活 酶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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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受 活 化 ， 使 纤 溶 酶 原形 成 活性 的 纤 深 酶 。 后 者 便 纤 维 蛋白 水 解 ， 生 成 可 溶 于 水 的 纤维 蛋白 
樟 解 产物 CEDP ) 。 从 而 血 执 复 溶 ， 血 管 再 通 。 这 是 机 体 的 一 种 抗 病 机 制 ， 有 利于 伤口 局 
部 组 织 的 意 合 ， 盾 溶 酶 也 能 使 纤维 蛋白 原水 解 产生 相同 的 FDP 。 

在 病理 情况 下 ， 如 DI1C 后 继 发 纤 深 症 ， 使 血 中 纤维 蛋白 原 耗 竟 并 生成 大 量 FDP。DP 
具有 抑制 凝血 酶 及 抑制 血小板 集聚 作用 ， 还 能 与 纤维 蛋白 形成 可 溶性 复合 物 。 由 此 可 以 自发 
大 量 出 血 ， 难 以 制止 。 尖 吻 几 蛇 伤 中 毒 的 情况 就 是 这 样 。 

实验 动物 在 静脉 注射 大 量 尖 吻 虹 蛇 毒 后 并 不 立即 死亡 ， 约 1 分 钟 后 出 现 肺 出 血 〈 唱 鼻 胶 
办 充 满 血性 泡沫 ) ， 呼 吸 困难 ， 血 压 又 降 。 这 是 肺 循 环 内 形成 血栓 的 结果 ， 这 时 肺动脉 压 增 
高 。 心 电 图 有 ST 段 下 降 及 T 波 改变 等 心肌 损害 征象 。 最 后 发 生 全 身 惊 欧 而 死亡 。 呼 吸 道 通 
气 障碍 虽然 可 以 致死 ， 但 此 时 人 工 呼吸 并 不 能 挽救 动物 免 于 死亡 ， 注 射 肾 上 腺 素 也 不 能 延长 
动物 存活 时 间 ， 说 明 心力 衰竭 是 尖 吻 蜡 蛇 毒 急性 中 毒 主要 致死 原因 。 动 物 心跳 停止 后 刺激 运 
动 神经 《如 坐骨 神经 或 腊 神 经 ) 仍 能 引起 其 所 支配 的 肌肉 的 收缩 反应 ， 说 明神 经 肌 接 头 传导 
良好 ， 也 说 明 尖 吻 蜡 蛇毒 中 不 存在 神经 毒 成 份 。 尸 体 解剖 见 血液 完全 不 凝 ， 内 脏 广 泛 充 血 及 
出 血 ， 心 膝 及 天 血管 内 无 血块 ， 肺 脏 也 无 梗塞 现象 。 这 是 由 于 尖 吻 痢 蛇 毒 中 存在 抗 凝血 酶 ， 
血 凝 块 松 软 脆弱 及 纤 溶 过 程 活跃 的 反映 。 

在 实验 动物 中 毒 过 程 中 ， 凝 血 障碍 情况 与 临床 所 见 完全 一 致 ， 即 凝血 时 间 延 长 〈 或 完全 
ARE) 、 凝 血 酶 原 时 间 延 长 、 凝 血 酶 时 间 延 长 、 血 块 收缩 不 良 ( 或 无 收缩 )、 血 块 溶解 时 间 加 
速 ， 血浆 告 维 蛋 自 原 减 少 〈 或 测 不 出 ) 、 3 P 试验 阳 人 性、 血小板 减少 、 出 血 时间 延 长 等 。 红 
细 胸 脆性 增加 ， 蛇 毒剂 量 过 大 时 可 见 溶血 现象 ， 红 胞 细 计 数 减少 。 和 白细胞 计数 中 度 增加 。 

第 二 次 注 毒 后 如 果 动 物 不 死 ， 再 次 注射 时 中 毒 反 应 不 明显 ， 血 压 不 降 ， 肺 动脉 压 也 不 
升 。 并 能 耐 受 较 大 毒 量 。 可 见 急性 让 毒 症 状 主要 是 由 凝血 毒 成 份 所 致 ， 首 先 引起 D TI C ,在 
肺 、 肾 等 脏 器 引起 微 血 栓 。 但 微 血 栓 迅 速溶 解 ， 纤维 重 上 原 耗 尽 ， EDP 大 量 产生 ， 以 致 血 

滚 失 凝 及 自发 性 内 脏 出 血 。 这 时 重复 注射 蛇毒 时 已 无 作用 底 物 (纤维 蛋 白 原 ) ， 故 中 毒 反应 
不 再 加 剧 。 

和 其 他 蛇毒 一 样 ， 尖 吻 晶 蛇毒 也 是 由 多 种 毒性 成 分 所 组 成 ， 应 用 二 乙 氨基 丁 基 葡 聚 糖 凝 
胶 柱 层 析 已 分 昌 12 个 组 份 。 其 中 第 10 组 份 是 主要 毒性 成 份 凝血 毒 ， 其 余 尚 有 抗 凝 血 毒 、 年 深 
酶 等 ， 多 是 具有 了 酶 活性 的 大 分 子 多 肽 。 但 没有 神经 毒 及 胆 碱 脂 酶 。 

尖 殊 日 蛇 毒 在 10=* 浓度 时 就 能 直接 使 血浆 或 纯 纤 维 蛋白 原 溶液 在 试管 内 凝固 。 较 高 浓度 
时 凝固 时 间 仅 需 十 几 秒 钟 ， 与 凝血 酶 时 间 相同 。 分 离 提纯 的 凝血 毒 其 凝血 活性 较 原 毒 强 17 

” 倍 ， 免 静脉 注射 致死 量 约 0.5 - 1.0mg/kg。 尖 吻 晶 凝血 毒 是 一 种 糖 蛋白 ， 含 中 性 糖 8.0%， 
唾液 酸 4.0% 及 氨基 乙 糖 1.2%， 分 子 量 约 33,500。 由 187 个 氨基 酸 组 成 ， 详 见 表 24。 性 稳 
定 。 高 稀释 度 无 菌 溶液 久 置 不 致 天 活 ， 耐 热 56*0， 考 沸 10 分 钟 后 凝血 活性 尚 存 28%。 未 身 为 
酸性 蛋白 , 作用 的 最 佳 pH 为 7.5。 尖 吻 蜡 凝血 作用 与 凝血 酶 相似 , 但 不 相同 ， 见 表 25。 尖 吻 
蜡 凝 血 毒 具有 高 度 选择 性 作用 ， 能 直接 使 纤维 蛋 自 原水 解 ， 活 性 略 强 于 凝血 酶 ， 不 需 任 何其 

。 他 凝血 因子 和 血小板 的 参与 ， 也 不 影响 任何 其 他 凝血 因子 和 血小板 。 受 水 解 的 纤维 蛋 自 原 只 
ATRIA, FURS BOS ATO RSE, BOB RM MIEN, RIES, ED 

CAH MEE LAMM, ROBB AW ENTRE AW OIE OK ME, ASP 
水 解 ， 故 形成 的 血块 会 迅速 自 溶 。 这 可 以 解释 为 什么 狗 在 静脉 注射 蛇毒 后 不 会 在 大 血管 及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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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尖 哆 疼 蛇 毒 毒 性 成 份 的 乞 基 酸 :组 成 

aa 基 酸 HE ii. el ye ie ML Be 纤 va 酶 

it A 酸 15 11 
组 Es 酸 10 5 7 
精 EI 酸 10 Bs 7 
eae ee ee 24 和 25 
in a 酸 9 8 < 

2% A 酸 7 16 23 

_& A 酸 18 =, 28 21 

Ti. A 酸 10 (微量 ) 8 
+ 2a 酸 10 10 12 
A Ext 酸 7 10 12 

ai Ext 酸 7 8 10 

FA Bit a 酸 5 3 6 

异 ba 22 酸 8 6 15 

baa aA 酸 11 9 12 

酷 aA 酸 14 7 10 

AS 两 Za 酸 7 10 5 

半 bt zl 酸 15 9 8 
FB ae 

| #25 KD Re he SR eH HR 

Je wy WE HE i He ni Rg 

[aan ee = 33,500 33,700 

氨基 酸 数 “ST 下 258 
Ve Fi tect pH 7.5 ee 

稳 定 :性 耐 #8 RR iit BR 
未 解 纤维 蛋白 原 只 脱 纤维 肽 人 脱 纤维 肽 和 及 B ， 
形成 的 纤维 蛋 自 聚合 体 aise G8 A 
-形成 的 血 凝 块 Hess, FH, BEA 坚韧 ,有 回 缩 ,可 纤 溶 ，，， 
BORN 不 能 人 
促进 备 小 松 集训 及 释放 不 ”能 ( 极 弱 ) 强 
血清 抗 北面 栈 不 a ee 

对 搞 肝素 、 了 水 蚂 素 抗 凝 作用 了 

腔 形成 血栓 立即 死亡 ， 也 可 能 解释 为 什么 临床 中 毒 星期 肺 肯 微 血 答 所 致 的 症状 轻微 、 短 暂 、 

不 致 形成 梗塞 ， 危 害 不 大 。 但 大 量 纤 溶 产生 危害 性 较 大 的 EDP 可 引起 广泛 性 自发 性 内 脏 出 

血 ， 威 协 着 病人 的 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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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吻 蜡 凝 血 毒 具有 酯 酶 活性 ， 能 水 解 精 氛 酸 酯 类 ， 其 活性 强度 与 凝血 强度 平行 。 用 氟 棍 

Bi BAAS (DFP) 抑制 其 凝血 活性 时 也 抑制 了 它 的 酯 酶 活性 。 故 可 以 设想 尖 吻 蜡 凝 血 毒 本 

身 就 是 一 种 酯 酶 。 根 据 专 属性 酶 抑制 剂 对 尖 吻 蜡 凝 血 毒 的 研究 ， 发 现 其 活性 尚 受 醋 酸 葵 冬 、 

4-ARA HRM Diazonium-1-H-tetrazide 灭 活 ， 据 此 推测 其 分 子 内 隐蔽 的 综 基 、 组 氨 酸 

及 丝氨酸 是 其 凝血 活性 所 必需 的 基 困 。 其 他 实验 证 明 其 双 硫 键 、 氮 基 ， 涛 基 及 肌 基 与 凝血 活 

性 无 关 。 

尖 吻 蜡 凝 血 毒 不 具 蛋 自 水 解 酶 活性 ， 没 有 局 部 刺激 性 ， 也 没有 损伤 血管 内 皮 引 起 出 备 的 

作用 。 对 血小板 没有 抑制 其 集聚 和 释放 活性 物质 的 作用 ， 血 小 板 形 态 保持 正常 。 临 床 病 人 血 

小 板 减少 可 能 是 DIC 的 后 果 ， 是 间接 作用 。 

尖 吻 蜡 蛇 毒 在 低 浓 度 的 有 得 暂 的 抗 凝血 作用 。 蛇 伤 早 期 约 半 小 时 左右 凝血 时 间 延 长 可 能 

与 此 有 关 。 从 人 尖 吻 昌 原 毒 中 已 分 出 三 个 抗 凝血 毒 组 分 ， 其 中 一 个 主要 的 抗 凝血 毒 已 经 提纯 。 

这 个 抗 凝 血 毒 也 是 糖 蛋 和 白 ， 含 糖 2 %， 由 160 个 氨基酸 组 成 ， 其 中 约 25% HER ER, 

故 是 酸性 蛋 自 质 ， 等 电 点 pH 4.7。 分 子 量 约 20,650， 沉 降 速率 为 2.00 s 。 小 自 鼠 腹 用 注射 

LDi 之 30mg/kg ， 可 见 致死 毒性 不 大 。10 = 浓度 时 使 血液 凝血 时 间 、 复 钙 时 间 及 凝血 酶 原 

时 间 均 延长 ， 抗 凝 活性 约 比 原 毒 强 4 倍 。 尖 吻 蝎 抗 凝血 毒 不具 水 解 纤维 蛋 自 原 作用 ， 不 干扰 

凝血 酶 对 纤维 蛋 自 原 的 凝固 作用 ， 不 破坏 凝血 酶 原 ， 也 不 破坏 其 他 抗 凝血 因子 。 但 在 10ss 浓 

度 时 即 能 抑制 凝血 酶 原 与 其 活化 因子 间 的 作用 ， 用 2.5x10 ” 演 度 的 抗 凝血 毒 与 组 织 凝 血 活 

酶 放 37% 温 且 后 ， 北 血 酶 原 时 间 延 长 。 但 如 加 热 60" 维 持 15 分 钟 后 则 抗 凝 血 毒 受热 破坏 ， 族 

血 酶 原 时 间 恢 复 正 常 ， 这 说 明 抗 凝血 毒 与 凝血 活 酶 的 结合 是 可 道 性 的 ， 凝 血 活 酶 并 未 遭受 破 

坏 。 这 也 说 明 为 什么 其 抗 凝 血 作 用 是 短暂 的 ， 仅 维持 4 小 时 。 抗 凝血 毒 不 具 蛋 白水 解 酶 、 酯 

酶 、 磷 脂 酶 或 磷 酯 酶 等 活性 ， 作 用 专 一 性 甚 高 。 

尖 吻 蜡 蛇 毒 中 还 存在 纤 溶 酶 ， 也 已 被 分 离 提纯 ,由 208 个 氮 基 酸 组 成 , 见 表 24。 分 子 量 约 

23,000。 含 糖 过 1%, SH pH3.8, HEREEA. Ait, 60°C304> PERRI, RW 

Iria SAS MRAARBAU WER. Re7KARZPZE A RAE, TEPER, 1/1.000 

于 底 物 浓 度 时 即 能 发 挥 作用 。 作 用 点 在 于 Ac 肽 链 ， 使 之 断裂 ， 产 生 FDP, fw BB 及 TI 肽 

链 无 影 原 响 。 纤 溶 酶 还 有 水 解 蛋 自 及 引起 出 血 的 活性 ， 显 然 与 中 毒 症 状 有 关 。 出 血 活性 在 低 

浓度 时 比 毒 强 3 倍 ， 是 由 于 损坏 毛细 管 基底 膜 及 其 周围 小 纤维 所 致 。5 x10s4M 依 地 酸 及 

5 x10ss 半 胱 氛 酸 在 玻 严 中 能 抑制 上 述 四 种 活性 ， 但 在 体内 实验 无 效 。 抑 肽 酶 具有 比 6- 氛 基 

已 酸 较 强 的 抑制 其 纤维 蛋 目 溶解 作用 ， 而 对 其 他 三 种 活性 无 影响 。 年 溶 酶 〈 机 体 血 液 中 的 与 

(CPB) 具有 代 偿 抗 病 作 用 ， 可 使 纤维 蛋 自 复 溶 ， 血 管 再 通 。 在 动物 实验 中 如 在 注 

射 尖 吻 蜡 蛇 毒 前 注射 抗 纤 溶 药物 ， 如 6- 氨 基 已 酸 ， 可 加 速 动物 死亡 。 

尖 哆 蜡 蛇 毒 还 含有 其 他 多 种 酶 ， 这 些 酶 虽然 单独 注射 没有 明显 的 毒性 作用 ， 但 在 原 毒 中 

对 主要 毒性 成 份 有 协同 作用 ， 能 增强 其 毒性 反应 。 兹 分 别 简 述 如 下 ， 

透明 质 酸 酶 能 水 解 透明 质 酸 ， 后 者 是 炸 多糖， 是 细胞 间 基 质 ， 受 水 解 解 聚 后 ， 狐 滞 度 降 

低 ， 渗 透 性 增强 。 这 有 利于 蛇毒 在 伤口 局 部 扩散 及 吸收 ， 故 又 名 扩散 因子 。 尖 吻 星 蛇毒 虽然 

在 伤口 局 部 引起 血栓 ， 障 碍 血 流 ， 但 仍 能 籍 此 作用 迅速 扩散 吸收 。 

激 肽 原 酶 广泛 存在 于 峻 科 蛇毒 中 ， 尖 吻 蜡 蛇毒 中 也 有 ， 但 相对 较 少 ， 该 酶 能 使 血液 中 激 

肽 酶 原水 解 形 成 缓 激 ， 其 活性 约 为 0.5mg 合成 缓 激 肽 /分 /mg 蛋 和 白质， 缓 激 肽 具有 强烈 的 生 

© 97 。 



物 活 性 ， 能 引起 毛细 管 扩 张 、 水 肿 、 剧 痛 及 上 自 细 胞 移 走 集聚 等 ， 显 然 与 蛇 伤 局 部 炎 痕 反应 有 
关 。 大 量 时 也 能 扩张 全 号 毛 细 管 ， 引 起 血压 下 降 。 尖 吻 晓 激 肽 原 酶 不 具 蛋 和 白水 解 酶 活性 ， 但 

与 精 氮 酸 酯 酶 活性 分 不 开 ， 也 受 DFP 抑制 。 

磷脂 酶 A,， 旧 称 儿 磷脂 酶 ， 广 泛 存 在 于 各 种 蛇毒 中 ， 能 将 磷脂 酰 胆 碱 〈 卵 磷脂 ) B 碳 原 

子 上 的 脂肪 酸 水 解脱 去 ， 形 成 溶血 磷脂 《溶血 卵 磷 脂 ) 。 
| 

| 

人 | 
| eu ae (CRIgiIN = CH 

IN | OH Gite 
Briaht A. 作用 于 此 

各 种 蛇毒 中 的 磅 脂 酶 A: 分 子 量 及 免疫 特性 不 尽 相 同 , 但 水 解 磷脂 酰 胆 碱 活性 及 生物 效应 大 致 

相同 。 磷 脂 酶 A, 不 是 主要 致死 毒性 成 份 , 致死 量 远 低 于 原 毒 。 只 有 在 较 高 浓度 时 能 水 解 各 种 
生物 膜 中 的 磷脂 ， 使 膜 的 渗透 性 增加 ，， 甚 至 引起 细胞 溶解 或 坏死 ， 如 溶血 或 肌 坏 死 。 细 胞 

内 的 突 触 小 泡 及 线粒体 也 会 破 橡 。 过 去 认为 蛇 伤 中 毒 时 ,蛇毒 中 的 磷脂 酶 A: 能 使 肥大 细胞 脱 

颗粒 并 释放 组 织 胶 .5- 产 色 胶 、 缓 激 肽 等 生物 活性 物质 ， 现 已 被 否定 。 尖 吻 蜡 蛇毒 中 所 含 磷 脂 

ig A. E>, BEF AX, 

Ry NE RE ae Bs AKG HE, FT BE Sf Fad aS RE RA AK. 

RY ENE Be Ay RR GAS, GREASE, PRS GEES, PRO RRR, TARE MRMS, ERR 

酶 、 氨 基 酸 氧化 酶 等 活性 ， 活 性 均 不 甚 高 ， 毒 理 意 义 未 明 。 

尖 吻 蜡 蛇 毒 还 有 促进 肝 糖 原 分 解 升 高 血糖 、 释 放 组 织 胺 及 使 血液 过 氧化 氢 酶 活性 增高 等 

作用 ， 原 理 未 明 。 (H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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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吻 峡 咬 伤 致死 一 例 尸 检 及 病理 诊断 

1。 病 历 摘要 

患者 江 x、 女 、15 岁 、 皖 南 钴 县 小 川 公社 人 。 于 1974 年 4 月 20 目 上 午 8 时 许 采 猪 草 时 ， 

被 尖 吻 蜡 攻 击 性 咬 伤 左下 肢 ， 在 蛟 伤 33 小 时 后 至 安徽 省 祁 门 蛇 伤 研究 所 治疗 。 

入 院 检 查 “ 体 温 37.3\， 脉 率 116 次 /分 ， 血 压 130/30mmHg 。 发 育 营 养 一 般 ， 面 色 苍 

自 ， 神 志 模 糊 。 全 身 皮 肤 、 粘 膜 广泛 性 出 血 ， 以 胸 腹 部 为 多 。 注 射 处 流血 不 止 。 心 律 齐 ， 心 

音 低 这 ， 心 尖 区 可 闻 工 一 焉 级 收缩 期 杂音 。 两 肺 呼吸 音 粗糙 。 腹 软 , 肝 肪 下 4。5 厘 米 、 脾 未 触 

Xo AMERIAME AMA, amie: APRS 1/3 kh RMU RRA, 

直 ， 牙 距 3.5 厘 米 《〈 接 此 推算 蛇 重 约 2 公斤 左 在 )， 伤 口 流血 不 止 。 整 个 左下 肢 高 度 肿 胀 ， 肤 

关节 以 下 尤为 显著 ， 皮 肤 有 许多 紫色 血 泡 及 水 泡 〈 图 版 了 - 1) 。 伤 口 周围 组 织 溃烂 坏死 。 

实验 室 检查 ， 红 细胞 162 万 /mm:*， 血 红 蛋 目 5 克 %， 血 小 板 11 万 /ms ， 出 血 时 间 14> eh, 

凝血 时 间 之 10 分 钟 。 全 血尿 ， 蛋 白 (Ht) ， 沉 洼 镜 检 见 满 视野 红细胞 及 自 细 胞 。 

住院 经 过 住院 后 经 治疗 ， 福 志 稍 清醒 ， 血 压 维持 在 100/50 一 80/50mmHg，24 小 时 尿 

量 一 直 在 800 毫升 以 上 。22 日 ， 体 温 38.5\2， 上 下 细胞 16,700/mms ， 哮 中 性 自 细胞 76%， 淋 

巴 细 胞 18%， 哮 酸性 目 细 胞 6 中 。23 上 日， 贫血 进一步 加 剧 ， 红 细胞 113 万 /mms3 ， 血 红 和 蛋白 

3.5 克 %， 血 小 板 9 万 /mms:。 立 即 输血 200 毫升 ， 体 温 上 升 至 39" 一 402， 并 出 现 嗜睡 、 谎 

。 经 抗菌 素 治疗 及 物理 降温 后 ， 体 温 38.5C， 神 志 仍 模糊 ， 两 肺 出 现 干 、 湿 罗 音 ， 并 有 下 

腹 不 适 。 下 午 3 时 ， 吐 出 小 血块 。24 日 ， 凌 晨 工 时 30 分 ， 出 现 阵 发 性 类 燥 、 抽 搞 ， 经 抢救 无 

效 ， 于 3 时 20 分 呼吸 停止 ， 3 时 30 分 心跳 停止 而 死 亡 。 

2, Pre 

女性 青年 尸体 ， 身 长 140 厘米 ， 体 重 未 计 ， 发 育 正常 ， 营 养 中 等 。 巩 膜 轻 度 黄 染 。 全 身 
皮肤 有 点 状 出 血 ， 以 胸 腹 部 为 多 ， 并 融合 成 大 片 闹 班 。 注 射 针 孔 周围 的 皮肤 ， 也 呈 大 片 青紫 
fi, BBAMEROME. A PREMIER EK, PRB, 753 
米 。 整 个 堪 下 肢 高 度 肿胀 ， 呈 深 褐 色 ， 表 皮 紧 张 发 亮 。 膝 关节 以 下 的 皮肤 有 大 小 不 等 的 水 
泡 、 血 泡 及 大 片 血 斑 分 布 。 两 侧 腹 股 沟 淋 巴结 肿 大 如 委 豆 样 大 小 ， 可 活动 。 胸 腹腔 检查 ， 腹 
膜 、 胸 膜 、 心 包 膜 吕 有 散在 出 血 点 。 胸 腔 及 心包 腔 有 橙黄 色 微 浊 液 体 〈 两 侧 胸 腔 共 积 液 170 
毫升 ， 心 包 腔 40 毫 升 ) ， 腹 腔 有 少量 血性 液体 。 两 肺 前 缘 高 度 气 肿 。 

心脏 ， 重 140 克 ， 呈 每 张 状态 ， 质 软 。 整 个 心 外 膜 ， 分 布 着 点 状 、 斑 块 状 出 血 灶 ， 心 尖 
部 心肌 内 有 一 个 约 0.5x 0.3 厘 米 的 出 血 灶 ; 志 右 心房 、 心 室 的 内 膜 下 有 散在 点 状 出 血 ， 磊 室 
中 隔 内 膜 下 有 一 个 西瓜 子 大 小 的 出 血 灶 《图 版 了 一 2) 。 心 膝 内 无 血 凝 块 。 镜 检 : 心肌 明显 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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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 变 性 ， 横 纹 消失 ， 无 以 心 内 膜 下 为 显著 。 心 脏 各 层 见 散在 性 性 出 血 ， 心 肌 间 质 明 显 水 肿 ， 
有 少量 淋巴 细胞 浸润 〈 图 版 ”一 3 )。 小 动脉 肌 层 水 肿 羽 松 ， 内 膜 部 分 脱离 〈 图 版 了 一 4 )。 
胸 主动 脉 内 膜 及 肪 间 动 脉 出 口 处 有 散在 的 黄色 粥 样 斑 。 

肺脏 “胸膜 脏 层 有 散在 的 出 血 斑 。 两 肺 切面 均 有 坚实 的 边界 清楚 的 出 血 灶 《图 版 了 一 5) 

无 以 左 肺 上 下 时 较 多 。 喉 头 、. 气 管 及 支气管 内 充满 浓 稠 的 血性 儿 液 性 分 泌 物 ， 其 粘膜 面 有 元 
在 出 血 灶 。 肺 门 淋巴 结 如 黄豆 大 小 ， 紫 黑色 。 镜 检 ， 肺 组 织 明 显 充 血 ， 并 有 灶 人 性 肺 水 肿 。 肺 
内 多 数 毛 细 血 管 及 小 静脉 内 有 透明 血栓 形成 。 有 的 血栓 部 分 为 纤维 素性 血栓 〈 图 版 了 一 6)。 
眼 观 所 见 的 较 大 出 血 灶 ， 镜 下 证 实 为 炎 性 出 血 坏 死 区 ， 未 见 动脉 血栓 性 阻塞 。 有 灶 性 间 质 性 
肺炎 。 

肝脏 ， 重 1015 克 ， 表 面 平 滑 ， 色 淡 黄 ， 质 较 软 。 切 面 小 时 轮廓 不 清 。 镜 检 ， 小 时 结构 尚 
清楚 ， 但 肝 细 胞 索 的 排列 有 些 区 域 明 显 率 乱 ， 出 现 灶 性 和 点 状 肝 细 胞 坏死 ， 并 有 灶 性 村 发 民 
细胞 增生 ， 有 些 区 域 出 现 肝 水 肿 病 变 ， 所 有 肝 细 胞 明显 水 肿 ， 有 的 呈 空 渔 变 ， 有 的 肝 小 时 被 
破坏 ， 条 索 状 结构 丧失 ， 肝 细胞 离散 。 肝 血 守 明显 扩张 ， 有 较 多 淋巴 球 和 多 核 自 细胞 散布 ， 
大 多 数 红细胞 被 破坏 。 间 质 及 门 管区 水 肿 ， 有 较 多 淋巴 球 及 自 细胞 浸 调 。 这 些 急性 主 质 性 肝 
Fs ETE MH Fe 

肾脏 “两 肾 共 重 185 克 ， 质 坚实 ， 表 面 有 散在 出 血 点 。 切 面皮 质 外 翻 ， 肾 慢 、 肾 重 及 和 输 
尿 管 上 口 的 粘膜 面 有 弥漫 性 的 暗 紫 红色 出 血 斑点 。 镜 检 ， 肾 小 球 改 变 不 显著 ， 肾 小 管 高 度 池 
肿 变 性 坏死 。 间 质 水 肿 。 集 合 管 及 肾 坊 上 皮 脱 落 ， 肾 得 狐 膜 及 其 下 脂肪 组 织 有 大 片 出 在。 膀 
腾 粘 膜 面 有 出 睾 点， 部 分 毛细 血管 内 有 透明 血栓 。 

胃 、 肠 。 胃 粘膜 面 弥 漫 性 充血 、 出 备 。 其 浆 膜 面 有 出 血 斑 。 肠 粘膜 呈 节 Beh. 
血 ， 以 结肠 的 出 血 范 围 较 广 泛 而 严重 。 

肠 肌 “ 镜 检 见 部 分 区 域 肌 纤维 的 横 纹 、 直 纹 消失 ， 染 色 淡 ， 呈 腊 样 坏死 。 间 质 永 肿 。 
腹股沟 淋巴 结 ” 呈 急性 出 血性 淋巴 结 炎 ， 匹 以 左 侧 为 甚 。 
神经 系统 脑 重 1380 克 ， 两 侧 大 脑 半 球 及 小 脑 半 球 对 称 。 小 脑 无 压迫 性 圆锥 ， 脑 干 无 畸 

形 。 大 脑 各 额 切面 的 散 质 区 均 可 见 出 血 点 ， 以 大 脑 顶 叶 、 前 联合 及 海马 等 处 出 血 显 著 。 小 
脑 、 脑 二 切 面 也 有 出 血 点 。 延 脑 未 见 明 显 出 血 。 硬 脑膜 有 散在 出 血 灶 。 镜 检 ， 前 中 央 回 处 软 
脑膜 水 肿 ， 皮 质 处 神经 细胞 及 胶 质 细胞 水 肿 ， 神 经 细胞 特别 是 锥 体 巨 细胞 明显 变性 坏死 〈 胞 
核 及 虎斑 质 消 失 ) 。 血 管 外 围 Virchow—Robin 氏 膀 扩大 。 髓 质 部 水 肿 ， 有 一 个 出 血 坏 死 
灶 。 后 中 央 回 改变 与 前 中 央 回 相同 。 基 底 节 ， 苍 自 球 与 丘脑 之 间 的 内 圳 部 神经 束 出 血 坏 死 。 
桥 脑 ， 黑 质 水 肿 变性 。 海 马 ， 脑 组 织 水 肿 及 出 备 坏 死 〈 图 版 了 -7 )。 小 脑 皮质 有 一 出 血 灶 ， 
Zone RARE BHA: 此 状 核 轻 度 水 肿 、 变 性 。 延 脑 神 经 细胞 轻 度 变性 。 硬 脑 
膜 水 肿 、 出 血 ， 少 数 血管 有 透明 血栓 。 

脑 重 体 ” 前 叶 哮 酸性 细胞 明显 增多 ， 有 散在 胶 样 物流 浅 ， 部 分 小 血管 内 有 年 维 素性 血栓 
及 透明 血栓 。 中 间 部 胶 样 物 淤 训 。 后 叶 水 肿 。 在 后 叶 与 中 间 部 之 间 有 此 性 淋巴 细胞 浸润 。 

甲状 腺 “ 重 11 克 。 大 部 分 腺 泡 塌 陷 ， 胶 祥 物 丧失 ， 少数 有 吸收 空 泡 。 腺 泡 上 皮 剥 脱 ， 排 
列 紊 乱 ， 基 底 膜 肿胀 变性 。 

胸腺 ， 重 15 克 。 切 面 有 少数 出 血 点 。 镜 检 见 皮质 细胞 减少 、 稀 薄 ， 胸 腺 小 体 缩小 。 
Heat PUFF, AK, WHR ARMM, MARE, A,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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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血 。 镑 检 :， 包 膜 脂 肪 组 织 出 血 坏 死 。 束 状 层 细 胞 颗粒 样 变 ， 空 泡 减 少 ， 有 灶 性 坏死 。 网 状 

层 细胞 离散 ， 核 结构 不 清 。 皮 质 血 守 内 纤维 素性 血栓 及 透明 血栓 ， 间 质 明 显 水 肿 。 

3。 病 理 诊断 

(1) 尖 吻 蜡 咬 伤 之 左下 肢 严 重出 血 、 坏 死 、 水 肿 及 表皮 水 泡 、 血 泡 形 成 。 

(2) 肺 、 喉 头 、 气 管 及 支气管 炸 膜 ， 心 〈 心 肌 、 心 包 、 心 内 膜 )》， 脑 及 脑膜 ， 红 重 粘 

膜 ， 肾 上 腺 包 膜 等 处 广泛 性 性 性 斑 块 状 及 点 状 出 血 《〈 漏 出 性 ) 和 水 肿 ， 肺 、 垂 体 前 叶 ， 肾 上 

腺 等 器 官 的 小 血管 内 有 透明 血栓 及 少数 纤维 素性 血栓 散在 。 

(3) 明显 的 急性 主 质 性 肝炎 ， 脑 皮 质 、 基 底 神经 节 、 网 状 质 及 小 脑 等 明显 水 肿 、 变 性 

和 散在 灶 性 坏死 ， 垂 体 后 叶 水 肿 、 中 间 部 胶 祥 物 泊 沿 、 前 叶 哮 酸 性 细胞 增多 ;甲状腺 腺 泡 塌 

陷 ， 胶 桩 物 明 显 减少 ， 昌 上 腺 皮质 退 变 ， 类 脂 空 泡 消灭 。 

4. 讨论 

本 例 系 尖 吻 蜡 咬 伤 后 91 小 时 和 死守 。 尸 检 所 见 ， 主 要 病理 改变 为 全 号 严重 广泛 性 出 血 《〈 漏 

IHRE) 、 水 肿 ， 结 合 临 床上 有 了 明显 的 出 血 倾 癌 ， 进 行 性 贫血 ， 血 压 下 降 及 休克 症状 ， 因 此 患 

者 显然 是 由 于 蛇毒 中 毒 和 持续 出 血 导 致 致命 性 的 休克 而 死亡 。 

尖 吻 蜡 咬 伤 的 病人 ， 广 谤 性 出 血 是 突出 的 症状 ， 也 是 临床 上 和 急 待 解决 的 课题 。 根 据 本 

例 临床 上 有 血小板 减少 ， 凝 血 时 间 延 长 的 指 征 ， 尸 检 所 见 多 数 脏 器 《主要 是 肺 ) 的 小 血管 

内 有 血栓 形成 ， 因 此 ， 其 广泛 性 出 血 的 原因 ， 固 然 应 该 考虑 蛇毒 引起 的 弥散 性 血管 内 凝血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tlatioa，DIC )， 即 血液 从 高 凝 导致 耗 竟 性 低 凝 和 继 

发 性 纤 溶 所 致 。 然 而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 在 本 例 的 多 处 切片 中 ， 普 遍 见 到 中 、 小 血管 内 皮 细 胞 

与 管 壁 脱离 ， 肌 层 水 肿 疏 松 等 血管 壁 受 损 的 改变 。 这 就 提示 ， 蛇 毒 对 血管 壁 的 直接 损害 ， 从 

而 大 天 改变 其 通 透 人 性， 对 引起 广泛 性 出 血 似 乎 起 着 更 为 重要 的 作用 。 

本 例 神 经 系统 损害 特别 严重 ， 可 能 是 蛇毒 对 中 枢 神 经 系统 的 毒性 作用 ， 以 及 出 血性 休克 

引起 脑 组 织 缺 血性 缺 氧 所 致 。 至 于 内 分 泌 系 统 的 病变 ， 可 能 属于 一 般 的 应 激 反 应 ， 无 特异 性 

Xo G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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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 Wy te he Se MM es BY Se oe Ht 

(一 ) 免疫 

1, RNR HWE 
eGR PAAR (KM) BH, KAMP (IER) 取 毒 。 新 鲜 毒 液 

最 好 加 进 与 毒 秆 等 量 的 蒸 溜 水 ， 立 即 离心 处 理 ， 除 去 杂质 ， 然 后 进行 真空 干燥 〈 采 用 五 氧化 
二 磷 或 无 水 氧化 钙 作 干燥 剂 ) ， 使 毒 和 汁 干燥 成 粉 未 状 。 所 得 干 毒 密封 于 玻 并 内 或 干燥 器 内 置 
低温 晓 处 ， 保 存 备用 。 
毒 力 测定 “毒蛇 由 于 产地 和 饲养 方法 的 不 同 以 及 取 毒 的 季节 包括 干燥 方法 等 关系 ， 其 毒 

力 强 度 出 入 颇 大 。 为 此 , 我 们 对 不 同 产地 的 尖 哎 并 蛇 毒 及 用 不 同 的 注射 途径 测定 其 LDs。 因 
为 蛇毒 在 毒 力 上 差别 涉及 到 免疫 时 采用 的 起 始 剂量 。 结 果 列 于 表 26 和 表 27 。 

表 26 AB eH EE HK DM HH AAD 

注 身 途 径 | 小 自 鼠 半 数 致死 量 及 95%% 可 信 限 (毫克 /公斤 ) 
皮 aI “Be BY 8,540.8 

WL Al 注 射 5.4 士 0.6 

ica 脉 注 射 4,1+0,4 
He we 注 身 2.99 十 0.4 

表 27 ARB Fo HK OM Be HO 

地 区 小 自 鼠 半数 致死 量 及 95% 可 信 限 ( 豪 克 /公斤 ) 

i 南 2.31 士 0.37 

水 py 2.82+0,.30 
浙 江 2.93 士 0.46 

安 微 2.56 十 0.38 

上 述 LDso 采 用 简化 机 率 单 位 法 测定 。 

2。 抗 原配 制 

除 菌 处 理 蛇毒 中 常 混 有 厌 气 菌 ， 为 防止 免疫 动物 致 病 ， 故 用 作 抗原 之 蛇毒 需 除 菌 。 方 

法 是 准确 称 取 所 需 之 粗 制 干 毒 ， 用 生理 盐水 溶解 至 所 需 浓度 ， 然 后 用 5 号 或 6 号 玻璃 漏斗 除 

菌 。 经 除 菌 处 理 后 ， 对 蛇毒 的 毒 力 并 无 影响 。 

* 商品 名 “精制 抗 五 步 蛇毒 血清 ”。 

本 



油 佳 剂 配制 ”为 加 强 动物 免 关 反 应 ， 通 常 在 抗原 中 加 进 非 特异 性 刺激 剂 一 一 佐 剂 ， 能 增 
强 免疫 效果 。 我 们 采用 羊毛 脂 1 份 、 石 腊 油 2 份 ， 置 玻璃 瓶 中 加 热 摇 义 ， 并 经 高 压 菜 气 灭 菌 
(15 磅 30 分 钟 ) 。 

油 抗原 配制 “将 上 述 除 菌 之 抗原 及 油 佐 剂 等 量 混合 于 灭 菌 玻 璃 瓶 中 ， 轻 轻 振 荡 ， 使 其 充 
分 乳化 。 乳 化 后 便 成 为 3 :1 : 2 油 抗原 〈3 份 抗原 、 1 份 羊毛 脂 、 2 份 石 腊 油 ) 。 
3。 免 疫 注 射 ”选择 检疫 合格 健壮 马匹 进行 基础 免 关 ， 即 先 以 小 剂量 蛇毒 (抗原 ) 对 马 进 行 

初次 免疫 1 一 2 针 。 休 息 二 个 月 后 再 进行 正式 免疫 ， 此 时 剂量 逐 针 加 大 ， 每 针 间 隔 一 星期 。 
为 获得 免疫 成 功 ， 对 于 注射 部 位 、 免 疫 程 序 、 抗 原 剂 量 、 采 血 和 休息 等 都 是 重要 因素 。 尤 其 
是 动物 个 体 差 异 很 大 ， 所 以 马匹 选择 是 十 分 重要 的 ， 往 往 是 成 功 的 关键 。 例 如 我 所 投入 15 匹 
BAe, Hh AEROS 8 匹 ， 成 功率 为 53% 。 各 匹 马 免疫 方法 基本 相同 ， 但 抗体 产生 不 一 
致 。 有 的 注射 10 针 左右 能 达到 满意 的 效果 ， 有 的 马 抗体 很 低 ， 甚 至 不 产生 抗体 。 所 以 基 免 
后 ， 在 超 免 开 始 不 久 可 预测 一 下 抗体 〈 可 采用 免疫 扩散 法 ) ， 选 择 较 满 意 的 进行 超 免 ， 肯 定 
会 提高 免疫 成 功率 。 
4. 试 血 
免 凑 后 测定 效 价 ， 达 到 什么 标准 才能 采血 ， 此 乃 十 分 重要 。 效 价 标准 通常 根据 免疫 水 

平 、 毒 蛇 的 一 次 排毒 量 和 临床 治疗 要 求 而 定 。 但 尽 可 能 提高 血清 效 价 ， 以 减少 临床 使 用 的 血 
清 量 。 要 求 每 毫升 抗 尖 吻 蜡 蛇毒 血清 中 和 80 一 100LDso 即 可 采血 。 

(=) 抗 兴 吻 上 星 蛇 毒 血清 的 提纯 

蛇 害 ， 蛇 毒 的 提纯 , 早 在 30 年 代 就 研究 ,指出 也 可 采用 破 伤 风 抗 毒素 的 提纯 方法 。 即 用 胃 
酶 处 理 ， 可 将 免疫 球 蛋 自 - 一 抗体 部 份 的 重 链 和 轻 链 切 开 , WR Pew 和 下 ce 两 个 片段 。Fe 不 
具有 中 和 蛇毒 的 特性 , 通过 加 温 处 理 、 硫 酸 铵 盐 析 除 去 , 使 分 离 得 到 的 F can) 的 分 子 量 几乎 是 
原 分 子 量 的 一 半 ， 不 仅 提 高 了 克 有 蛋白 单位 的 效 价 ， 同 时 还 具有 吸收 快 . 排 泄 慢 、 稳 定性 增高 等 
优点 ， 最 重要 的 是 大 大 降低 了 血清 反应 。 我 们 采取 硫酸 铵 盐 析 、 胃 酶 消化 ,加 温 及 明 硕 吸附 等 
LE, 生产 精制 抗 尖 吻 弄 蛇毒 血清 取得 较为 满意 的 效果 , 每 毫升 精制 血清 效 价 为 200 单 位 以 上 
(相当 于 中 和 10 毫 克 以 上 和 干 毒 )， 收 获 率 在 60% 上 下 ， 克 和 蛋 自 单位 1300 左 右 ， 提 纯度 约 1。7。 

人 

抗 血清 的 效 价 ， 是 衡量 制品 中 和 蛇毒 的 能 力 。 例 如 一 条 尖 吻 昌 一 次 排毒 量 平 均 为 159.。5 

毫克 干 毒 ， 则 临床 上 需要 使 用 多 少 抗 血清 可 以 中 和 掉 该 蛇毒 量 ， 这 就 必须 测定 抗 血 清 的 效 

价 。 抗 血清 的 效 价 常 以 每 毫升 抗 血清 能 中 和 多 少 毫 克 数 或 含有 多 少 单位 表示 。 R28) 

表 28 #733 dt 5 m@ AP fo RR wR Ew MR eee 

i ES RK | ， 蛇毒 毒 力 (LDeo) 每 毫升 血清 单位 | 折算 毫克 数 
2073 — 12( 湖 南 ) | 44.04 232.0 9.78 
2074—- 9 (江西 ) 53,68 208.3 10.63 

2074 — 6* (IL) | 82.47 191.6 14,98 

# 四 个 批号 蛇毒 合并 溶解 后 重 结晶 ， 所 以 毒 力 有 所 下 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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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测定 效 价 的 方法 ， 各 国 不 完全 一 致 。 基 本 上 都 用 体外 中 和 法 ， 试 验 时 ， 一 种 是 固定 

血清 剂量 ， 变 量 昵 毒 ， 另 一 种 是 固定 蛇毒 剂量 ， 变 量 血 请 。 目 前 我 们 均 以 固定 蛇毒 ， 变 量 血 
清 ， 即 含 25LDse 蛇毒 1 豪 升 与 递增 量 血 清 〈 等 比 稀 释 ) 1 豪 升 立即 混和 置 37"2，45 分 种 取 

出 ， 立 即 注射 18 一 20 克 小 目 鼠 于 腹 胁 ， 每 组 用 小 鼠 4 只 ， 每 只 注射 0.4 毫 升 ， 观 察 72 小 时 ， 结 

采用 统计 学 方法 处 理 。 测 定 血 清 效 价 ， 无 论 固定 蛇毒 和 其 血清 ， 均 应 有 足够 剂量 。 从 表 29 结 

备 看 ， 其 固定 水 平 不 同 ， 测 得 效 价 差异 较 大 。 

表 29 AB) wm AK OP fo Ho Be HD Om 

te me ee | ‘aL cn | 0,2 ml | 0.5 ml | i emt | 2.0 ml 

中 和 蛇毒 量 | 1,496mg 2.8mg | 6.62mg 12,368mg 21,70mg 

70241 ml MFP | 14,96mg | 14.0mg  13,24mg 12,368mg 10,85mg 

CO) Guy Babe Se im HY ERR 

1, RSET Rae ” 同 科 不 同 种 的 或 不 同 亚 种 的 毒素 ， 它 们 在 毒性 组 分 或 抗原 成 分 

的 差异 ， 可 用 琼脂 免疫 扩散 法 作 初 步 检 验 。 本 法 采用 8x8 cm Bi LIZ EMEC 

(0.5%), B3I7CKT, ABER LABRMBEA 05cm, BEA 60cm 的 有 机 玻璃 框 ， 中 

央 及 沿 中 央 1。5cm 四 周 各 放 等 距离 管 形 小 杯 〈 不 锈 钢 》 ， 见 图 A，B。 然 后 将 溶化 的 1% 巴 研 

ZRMRRAMEFA, #SHBBBRH DR, PRIMM GARE 4%) ， 周 围 

孔 加 蛇毒 ， 浓 度 为 1mg/ml。 结 果 见 图 71 一 72。 

图 71 图 72 

S:， 抗 赤 吻 疼 蛇 毒 血 清 (湖南 地 区 尖 吻 盖 蛇 毒 作 抗原 制备 ) 。 1-6 Kyweege, MAP A vA 
ly 73E 2 7 R C i) 8 eae Cit) 9 减 蛇 
毒 〈 和 福建 ) 10 了 眼镜 蛇毒 〔〈 浙 江 ) 11 烙铁 头 蛇 毒 〈 浙 江 ) 

由 图 71 可 见 ， 各 地 区 扩散 缴 线 基本 无 差异 ， 表 明 不 同 地 区 蛇毒 的 抗原 性 及 其 成 分 基 本 相 

同 。 由 图 72 可 见 ， 抗 灾 吻 着 妮 毒 血 清 对 同 科 的 几 种 蛇毒 均 有 较 强 的 交叉 反应 ， 对 竹叶青 和 炮 铁 

头 迪 毒 的 交叉 反应 更 强 ， 其 次 是 着 蛇毒 。 

2, 交 又 中 和 试验 从 琉 脂 扩散 试验 看 ， 抗 尖 吻 电 蛇 毒 血 清 与 竹叶青 、 烙 铁 头 和 Ie 蛇毒 

> 104+ ; 



的 扩散 绝 线 均 较 清晰 而 强 。 为 此 ， 我 们 作 了 小 鼠 中 和 试验 。 方 法 用 固定 血清 法 ， 与 等 比 递增 

量 蛇毒 混合 后 置 37 冯 结合 45 分 取出 ， 每 稀释 度 注 射 0.4 毫升 于 18 一 20 克 小 鼠 腹 腔 4 只 ， 观 察 

72 小 时 ， 计 算 中 和 效 价 。 结 果 见 表 30 一 32。 

表 30 抗 尖 吹 首 蛇毒 血清 对 烙铁 头 蛇 毒 中 和 试验 # 

a = | 血清 加 量 eI kM a | EHS 结 果 
( 原 血 清 ) Img/ml Gala i ml) 死亡 数 /存活 数 

1 0.5ml 0.8ml 2 0.5 0/6 

2 » 1,0ml 25 ” 0/6 

3 为 1,2ml 83 ”» 0/6 

4 ” 1,5ml 2.0 » 0/6 3mg/ml 

5 ” 2,0ml 15 ” 3/3 

对 OR / 0.48ml 3,52 » 5/1 

* 烙铁 头 LD5o 王 54.83Ug 

表 31 di KM We & we i MH MH Be YP fo KH ee 

组 5 Dl 蛇毒 加 量 Hk ie | ER Fle 25 rt Fe 

〈 原 血清 ) (ml) (ml) 死亡 数 /存活 数 

1 1,0ml Il 0.7ml De 0,5 0/6 0.7mg/m!) 

2 » - | 0,8ml Ds » 5/1 
3 2 0,9ml Ze » 6/0 

4 ” 1,0ml 2.0 | ” | 6/0 

eee ies (1077- 1) LDso=10.4ug 

表 32 抗灾 吻 疼 蛇毒 血清 对 竹叶青 蛇毒 中 和 试 eee 

国民 蛇毒 而 量 | 盐水 思量 | 演 身 剂量 | ， 组 roots ea 1 | SER | BOR 
| 2mg/ml | (ml) (ml) 

1 0,5ml (ical Alia M2 ob ME \Cededds BiH 0/6 
2 ” 0.8m». | ey | ” 0/6 3,2m¢g/ml 

3 ” 1,0ml | 2.5 | ” | 1/5 

4 » 2 ce » | Oe 

5 » Team yn ad » | 4/2 

对 | ORB / 0,15 ml 285 gl » | 6/0 

2 青 毒 CRE) LD59=23.25p¢g 

WERPARBERE, FRU IL ROE RPE RR 
交叉 中 和 作用 。 根 据 竹 叶 青 和 烙铁 头 的 排毒 量 ， 抗 尖 吻 蜡 蛇 毒 血清 完全 可 用 于 治疗 竹叶青 及 
烙铁 头 蛇 咬 伤 。 对 昌 蛇 咬 伤 患者 仍 应 使 用 抗 惠 蛇毒 血清 为 好 。 

CL) 抗 尖 吻 晶 蛇毒 血清 使 用 剂量 与 受 治 时 间 的 关系 

被 毒蛇 咬 伤 后 ， 患 者 中 毒 的 程度 ， 主 要 取决 于 毒蛇 咬 人 时 所 注入 的 毒 量 以 及 是 否 及 时 治 
9 703。 



疗 。 为 此 ， 我 们 作 了 如 下 试验 ， 见 表 33。 

表 33 HReEwDHHMAa
 ME tt DR PERE FH KR B* 

Fy 
Y = 5 Ghana 

. | #2 eFK Lae ee sei OR 

一 i ene ev mania arate 
il 280ug of 4 单位 

2 ” 54 
ae 

3 ” 106005 a a) 

4 9 10° 10 单 位 由 9/3 

5 ” 名 10° 20 单 位 而 

6 ” % 10° 40 单 位 1/4 

7 ” 15° 40 单 位 | 4 

ga ge a / | / | 5/0 

* RES Thr is 9 REE. 

从 表 33 结 果 看 ， 小 鼠 中 毒剂 量 为 280ug( 约 4LDso)， 在 5 分 钟 接受 血清 剂量 4 个 单位 治 
疗 者 ,观察 72 小 时 ,小 鼠 全 部 存活 。 超 过 5 分 钟 , 即 10 分 钟 接 受 治疗 者 , 即使 治疗 血清 增加 2.5 
倍 ， 仍 接近 半数 动物 死亡 。 血 清 剂 量 增加 至 5 一 10 倍 , 仍 有 个 别 动物 死亡 。 由 此 看 来 , VRB 
晓 蛇 咬 伤 患者 及 时 给 予 抗 血清 治疗 是 极其 重要 的 ， 我 们 在 用 抗 银 环 蛇 血 清 作 试验 时 ， 也 得 出 
AMAR. 特别 是 患者 发 病 快 , 表明 进入 机 体内 的 蛇毒 量 多 , 如 果 及 时 给 予 足 量 抗 血 清 , 很 
快 中 和 掉 体 内 蛇毒 ， 是 可 以 避免 严重 后 果 ， 若 耽误 治疗 ， 后 果 严 重 。 所 以 在 蛇 伤 治疗 上 最 关 
键 的 是 及 时 给 予 注射 抗 血清 以 中 和 机 体内 的 蛇毒 ， 这 在 临床 实践 上 已 有 所 证 明 。 抗 血清 主要 
作用 是 中 和 蛇毒 ， 对 机 体 主要 脏 器 已 受 损害 者 无 恢复 功能 ， 尚 需 采 用 其 它 药物 对 症 治疗 。 

CA) HAY BH Se mm KH 

MARLOMLS LRA EBL, AARNSLSMNS, RAEERTR OME 
法 所 得 的 免疫 球 蛋白 。 英 国药 典 “〈1968) 指出 ， 胃 酶 处 理 的 抗 血 清 ， pH5.0 一 6.5 veal 
品 保存 于 0 一 5 :C 之 间 变 性 很 小 。 且 贮 于 室温 下 的 抗 血 清 与 冷藏 相 比 ， 三 年 期 限 内 变化 不 显 
著 。 在 37\ 下 ， 贮 藏 不 到 半年 开始 混 池 ， 一 年 后 产生 沉淀 。 我 们 用 精制 抗 痢 蛇毒 血清 作 试验 
也 证 实 此 结果 。 现 将 经 放置 三 年 的 精制 抗 尖 吻 晶 蛇毒 血清 的 效 价 测定 结果 ， 列 于 表 34。 

is = a $ ss & $i 
血清 保存 不 同期 限 的 效 价 

a 3 每 毫升 血清 EDso 数 〈 腹 腔 注 射 ) | 95% WT fs TR 

1978 年 3 月 # | 
197442657 | 232 232-+18,17 
1 19 7, Sia 605 | 232 232+18,17 

197 6461 A** | 230.6 230.6423 .45 

197 64F4 7 | 234.9 : 234,9+11,31 

* 测定 方法 不 同 ， 以 固定 蛇毒 法 测定 ， 所 以 不 作 比 较 。 
RAT Bin Cie) 中 的 抗 血 清 ， 其 余 均 保存 在 2- 107 的 冷库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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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表 34 结 果 看 ，1973 年 3 月 生产 的 制品 ， 经 一 年 以 后 测定 效 价 ， 在 三 年 期 间 并 无 变化 ; 

特别 是 保存 在 室温 接近 三 年 的 制品 也 无 明显 变化 。 由 此 看 来 ,精制 液体 抗 蛇 毒 血清 保存 在 2 一 
10C， 效 期 定 为 三 年 是 可 行 的 。 即 使 在 无 冷库 的 条 件 下 ， 保 存 于 23°C 左右 的 室温 也 是 可 行 
的 。 但 温度 肯定 对 抗 血 清 有 着 很 大 的 影响 ,所 以 ,如 有 条 件 的 话 ， 还 是 放 在 低温 下 保存 为 妥 。 
总 之 ， 对 于 抗 蛇毒 血清 CRD) 来 说 ， 不 管 年 限 如 何 ， 不 透明 预示 着 效 价 的 损失 ， 而 透明 无 

沉淀 的 抗 血清 则 可 能 完全 是 有 效 的 。 

ae aS 千 

KAR ies CHE) 免疫 马匹 ， 每 毫升 试 血 效 价 达 80LDi 以 上 上， 精制 后 每 毫升 抗 血 

清 可 中 和 200LD50 以 上 ( 约 中 和 10 毫 克 左 右 干 毒 ) 。 按 平均 排毒 量 为 159 毫 克 ， 理 论 上 10 一 20 

毫升 剂量 的 抗 血 清 足 以 能 中 和 该 蛇 所 产生 的 蛇毒 量 。 

从 琼脂 免疫 扩散 试验 中 的 沉 证 驳 线 和 动物 试验 看 ， 本 制品 不 仅 可 中 和 人 尖 吻 疼 蛇毒， 而 且 

对 晓 亚 科 的 其 它 种 类 的 蛇毒 也 有 一 定 的 交叉 中 和 作用 ， 尤 其 对 竹叶青 和 烙铁 头 蛇毒 的 中 和 作 

用 更 强 。 从 理论 上 推算 ， 分 别 3 一 10 毫 升 抗 血 清 足 以 能 中 和 竹叶青 蛇 及 烙铁 头 蛇 的 一 次 排毒 

量 。 这 已 为 各 地 ， 例 如 湖南 沅 陵 和 江西 上 犹 等 县 用 本 制品 治疗 烙铁 头 蛇 伤 的 临床 疗效 观察 结 

果 所 证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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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多 发 性 月 肺 的 尖 吻 晶 “〈 箭 头 示 ) 

24 伤 胶 高 度 肿胀 ， 膝 关节 以 下 皮肤 有 许多 血 泡 和 孙 泡 ， 肥 骨 毁 中 1/3 处 可 见 三 个 牙 痕 
25 心 尖 处 的 心肌 层 有 一 个 0.5x0.3 厘米 天 小 的 出 在 灶 ;箭头 示 在 心室 中 隔 内 膜 下 有 一 

个 西瓜 籽 大 小 的 出 血 糙 

26 出 看 性 闻 质 性 心肌 炎 : 心脏 肌 层 灶 性 出 血 ， 间 质 明 显 永 种， 有 淋巴 细胞 浸润 

27 左 心 尖 处 组 级 ;: 一 侧 示 小 动脉 肌 层 永 肿 葛 松 ， 内 膜 部 分 脱离 ， 另 一 侧 示 心肌 纤维 溉 

肿 变 性 ， 横 纹 消失 ， 囊 .也 . X150 

28 左 肺 下 叶 大 块 性 出 血 灶 

29 左 肺 微血管 内 透明 血栓 ， 瑟 。 E, X150 

30 海马 回 处 脑 组 织 出 和 面 坏死 ， 百 . E, X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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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I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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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I) te Fe 48 PY hy FA 

LOS, CARRE, RE, SERIA, MR, ARE R-w 
弘 景 《本 草 经 集注 》， 明 . SHS (ABA) WTO, HR, BSR, BAH 
脐 与 古 两 个 名 称 ， 历 代 本 草 学 家 对 其 是 否 一 种 或 两 种 ， 认 识 不 一 ， 故 李时珍 在 《本 草 纲 
目 》 申 的 论述 ， 亦 前 后 不 相 一 致 。 按 赵 尔 密 的 考证 ， 认 为 星 与 她 系 两 种 蛇 。 十 本 草 中 谓 之 蜡 
蛇 ， 系 指 分 布 于 北纬 25 度 与 31 度 之 间 ， 体 形 较 大 ， 吻 尖 上 夕 的 尖 吻 蜡 Dienagkistrodon acutus 
(Guenther) 了 他 ， 系 指 广泛 分 布 于 我 国 南北 各 地 , AR NAAR Agkistrodon palys(Pallas)。 

fi “Stee” 一 各 ， 始 见于 宋 . 马 志 等 《 开 宝 本 草 》， 李 时 珍 《本 草 纲目 》 收 载 于 鳞 部 、 蛇 
类 ， 释 名 为 昔 蛇 、 赛 鼻 蛇 。 载 云 。 “其 蛇 龙 头 虎口 ， 黑 质 自 花 ， 胁 有 二 十 四 个 方 胜 纹 ， 腹 有 
念珠 囊 ， 口 有 四 长 牙 ， 尾 上 有 一 佛 指甲 ， 长 一 、 二 分 ”。 接 赵 尔 密 的 考证 ， 《本 草 纲目 》 的 
自 花 蛇 ， 亦 为 尖 吻 晶 无 寿 。 由 于 近代 中 药材 商品 中 的 自 花 蛇 ， 除 本 种 以 外 ， 还 有 用 幼小 的 银 
SRE Bungarus multicinctus Blyth， 称 金钱 自 花 蛇 供 药 用 ， 亦 有 较 长 的 历史 ， 故 在 1977 年 版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 中 ， 分 别 收 裁 有 “ 蔓 蛇 与 金钱 自 花 蛇 2 二 药 。 菜 蛇 ， 即 传统 所 称 之 
EI, RMAF ALA. 

为 了 进一步 发 掘 祖国 医药 学 宝库 ， 充 分 利用 动物 药 资源 ， 发 展 尖 吻 晶 的 药 用 价值 ， 本 文 
就 有 关 尖 史 蜡 在 祖国 医学 中 的 应 用 情况 作 一 概述 ， 以 供 参考 。 

1, 我 国 古籍 中 的 记载 
蛇 类 作 药 用 ， 在 我 国 历代 的 药物 专著 中 都 有 记载 ， 最 早 的 《神农 本 草 经 》 就 载 有 蛇 赔 ， 

BI CABARIE) FSD, BRE, EI Arid Ay RHE BN IEA WY RO, TER 

HAE) ZHAKBASAMWA Mi SMa, HOARE ZA. TEHA 《本 

ELA) WREATH, BIW, AIA, MMAR, Fale 
ER HAE) Ja, WANE ARS . PIMPMA: “Ah, SRA Ra, XIN 

Haz. HMHHEA, BRA. MAMTA, oo 7, (ARERTC) 70 BE BE 

A, “HERE ASE ZRH, FET ATR, AmMAZH, MAES, WITS TAS 

之 风 ……”。《 本 草 经 踊 》 云 ，“ 自 花 蛇 ， 味 虽 甘 咸 ， 性 则 有 大 毒 。 经 百 ， 风 者 百 病 之 长 ， 

善行 而 数 变 ， 此 性 走 窜 ， 亦 善行 而 无 处 不 型 ， 故 能 引 诸 风 药 至 病 所 ， 自 脏腑 而 达 皮 毛 也 。 凡 

” 辣 风 辣 癣 ， 喝 俱 拘 急 ， 偏 痹 不 仁 ， 因 风 所 生 之 证 ， 无 不 借 其 力 以 获 败 ……”。 虽 然 在 宋 《 开 

宝 本 草 》 之 前 ， 古 本 草 所 载 之 赣 蛇 ， 包 括 了 本 文 所 指 之 尖 吻 蜡 ， 但 实际 上 自 《 开 宝 本 草 》 以 

后 ， 已 将 自 花 蛇 〈 即 本 文 之 尖 吻 虹 ) 分 开 ， 特 别 是 从 《本 草 纲目 》 以 后 ， 有 关 医 药 著作 ， 大 

多 将 蜡 蛇 与 自 花 蛇 明 确 分 别 使 用 。 林 乾 良 等 曾 将 《本 草 纲 目 》 及 其 前 诸 家 关于 RE CATE 

。JJJ。 



蛇 ) 与 昌 蛇 的 临床 应 用 条 文 ， 归 纳 比 较 如 下 ， 

人 

ir eae | Bee. Hh | 骨节 疼痛 、| APP | me. | Lm 
《白花 蛇 ) | HRA ja. file HSS. ABE HN 隐 B. | ese ely 

24 Gera PER 

半身 枯死 eke | oe kK) we. B| 心腹 痛 、 
DM. ae |e, ee 下 结 气 、 除 

He = ae Ty 
| a XVIS ti. 

REA TERA, AAR WERAEAMEM TEENA, TT ARTH, IAHR WB 

AL, RSS HAMBES, WCBS) WN, BCR, Hit, MAAK, HALA, B 

PU, Aar7k it, ames, wee, MIN MRA AE He, AC Se te, 

VA. BAA. 36%S. IE, AR. ORAL AL FPR SOKA, MwA, 手足 组 

33, CMR, BEERS Se, VAM, RRS, GR, RERETMS. 

FW, CTA weak, ACS RE, MRM, Ta. SURSE. WS, KREME) 

传 自 花 蛇 丸 ， 治 杨梅 郊 ; (=A . APRA) AER (SRR) WAR KB 

学 正 传 》 意 风 丹 等 ， 亦 都 以 本 品 为 主要 药物 ， 为 历代 医家 所 习 用 。 

此 外 ，《 本 草 纲目 》 中 ， 还 专项 载 有 白花 蛇 头 ， 主 治 瘦 风 毒 癫 ， 和 花 蛇 目 睛 ， 主 治 小 儿 

RNG 

2。 蛇 类 药物 的 疗效 

蛇 类 中 药 长 于 搜 风 通 络 ， 攻 毒 定 惊 ， 能 外 达 皮 肤 ， 内 通 经 络 ， 其 透 骨 搜 风 之 力 最 强 。 凡 

Ta AME. RAN, SIE, OR, PSL RMS, TER, Mee 

血 分 之 病 ， 非 此 不 除 ， 故 有 为 “ 截 风 要 药 ” 之 称 。 它 不 仅 有 祛 风 、 和 镇 静 之 功 ， 而 且 还 能 缓和 

因 神 经 病变 引起 的 拘 挛 、 抽 搞 、 麻 木 等 ， 有 促进 神经 功能 恢复 的 良好 效果 ， 其 中 作用 以 尖 吻 

噬 为 最 佳 。 由 于 所 取 药 用 部 分 的 不 同 ， 临 床 应 用 亦 有 所 别 ， 目 前 常用 以 下 几 种 。 

Hee BROAN TR, RPS. KASH, BTR, REAR, te 

o, SATA RMD, ARAB, ACkKETRMT NS, Hein, AE, RH. Ms AK 

A, 1625, BE, WS, AP BARR, DUR K, HEE, RM, ARI, 

AAU EST AR, IL POR KRAS, FREEBIE, Boma, AAA, Ae 

需 与 养 血 之 品 同 用 ， 以 复方 入 前 剂 ， 每 日 量 3 一 9 克 ， 亦 有 研 粉 吞 服 者 ， 其 用 量 可 减少 至 
1 一 1.5 死 。《 开 宝 本 草 》 谓 本 品 善 治 “ 脚 弱 不 能 入 立 ”， 近 人 临床 常用 薪 蛇 烤 和 干 研 末 ， 每 服 

3 到， 每 日 2 次， 水 酒 送 服 ， 治 疗 肴 尽 灰 质 炎 之 后 遗 症 ， 风 湿 兽 痛 ， 关 节 不 利 ， 中 风 之 半身 
RBS, WAT REAL A. HMA: ii Mes, FMB, LAB, PBB 

点 ”。 近 人 从 其 “ 疗 疡 斑点 ”， 引 伸 而 用 于 治疗 肺 盎 、 骨 岂 之 顽疾 。 例 如 ， 眶 成 英 医师 三 代 
‘UIT ABI OEP” ， 即 以 划 蛇 为 主 ， 它 能 促使 病 作 解除 ， 对 坏死 骨 质 的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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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起 着 良好 作用 。 划 蛇 ， 不 仅 中 医 处 方 中 较 为 常用 ， 而 且 亦 是 很 多 中 成 药 的 主要 成 份 之 一 。 
例如 ，1977 年 版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 收 裁 的 “再 造 丸 ”、 “ 虎 骨 酒 ? Se, MBER, 
是 我 国有 名 的 中 成 药 ， 颇 受 国 内 外 医家 和 群众 所 重视 。 又 如 。《 全 国 中 成 药 处 方 集 》 收 载 的 
解毒 蔓 迪 丸 、 白 花 蛇 酒 、 追 风 露 等 地 方 性 中 成 药 中 ， 亦 都 有 疡 蛇 。 可 见 莫 蛇 一 药 是 中 医 临床 
中 较 常 用 而 有 效 的 药物 。 
中 晓 ” 是 较 早 记载 的 传统 蛇 类 中 药 之 一 ， 早 在 《神农 未 草 经 》 中 就 收 裁 有 蛇 赔 ， 又 名 青 

龙 衣 。 中 药材 中 的 蛇 赔 ， 虽 常见 的 以 黑 眉 锦 蛇 、 乌 梢 蛇 、 灭 赤 链 为 多 ， 但 我 们 在 浙江 产 尖 吻 
音 较 多 的 山区 药材 收购 站 检视 ， 尖 吻 蜡 的 蛇 晓 亦 不 少见 ， 同 样 收购 入 药 。 《本草 述 钩 元 》 论 
蛇 晓 目 。“ 蛇 与 旷 同 此 善行 数 变 之 本 气 ， 而 晓 主 在 表 ， 犹 人 身 天 表 之 分 也 ， 故 方 书 治 目 疾 居 
多 ， 退 目 驶 为 最 ， 又 如 小 儿 重 舌 口 紧 ， 于 大 人 喉 风 木 舌 ， 及 毒 漏 疗 肿 ， 皆 其 病 于 阴 血 之 风 而 
患 在 表 分 者 ， 用 之 最 切 耳 ”。 由 于 蛇 赔 有 社 风 、 正 痒 、 退 戏 、 定 惊 的 功效 ， 中 医 临床 常用 揪 
痒 等 ， 入 前 剂 1.5~3 克 ， 研 粉 吞 服 0.3 一 6 克 。 中 成 药 ， “ 氢 云 退 台 丸 ” 和 “ 追 风 膏 ”都 配 
有 蛇 晓 ， 前 者 用 于 目 骆 外 障 、 视 物 不 清 、 隐 痛 流 泪 ， 后 者 用 于 风湿 将 痛 、 腰 背 酸 痛 、 四 肢 麻 
未 。 近 代 对 蛇 晓 的 应 用 范围 还 日 益 扩 天 ， 如 沈阳 市 第 七 人 民 医 院 用 于 治疗 “脑囊虫 病 ” ， 有 
效率 可 达 79.2%， 这 是 一 个 新 的 发 展 ， 亦 有 使 用 于 绒毛 膜 上 皮 细 胞 癌 等 。 因 此 ， 进 一 步 研究 
各 种 不 同 蛇 虹 的 效用 ， 值 得 今后 工作 中 的 注意 。 
关 肥 “ 亦 是 最 早 记 载 的 中 药 。 最 早 见 裁 于 《未 草 经 集注 》。 虽 然 当时 仅 收 裁 晴 蛇 胆 、 电 

兹 胆 两 种 ， 实 际 上 目前 医药 公司 收购 的 是 多 种 蛇 的 胆 ， 笔 者 调查 了 浙江 几 处 收购 蛇 胆 的 医药 
站， 在 他 们 收购 的 蛇 朋 中 均 包 括 尖 吻 昌 的 蛇 胆 ， 而 且 都 认为 本 种 旋 胆 胆 计量 多 、 质 好 。 目 前 
有 些 地 区 还 采用 活 蛇 取 胆 的 方法 ， 来 提高 胆汁 收 获 量 。 蛇 胆 ， 具 有 清热 解毒 ， 化 痰 镇 旗 的 功 
效 。 常 用 于 小 儿 肺 炎 、 百 日 咳 、 支 气管 炎 、 咳 嗽 痪 喘 、 痪 热 惊厥、 急性 风湿 性 关节 炎 等 。 我 
ISM; Cosh) Wee GER | “ 蛇 胆 川 贝 散 ” 及 “ 蛇 胆 陈皮 散 ” 等 中 成 药 ， 均 以 蛇 胆 
计 为 主要 成 分 之 一 ， 均 具有 较 好 的 疗效 ， 常 为 群众 所 选用 。 

蛇 油 “” 尖 吻 晶体 内 富有 脂肪 ， 经 前 元 加 工 ， 可 制 成 蛇 油 。 民 间 多 用 于 冻伤 、 没 伤 、 皮 肤 
GB BES, 

AK ROMO PE, ATR ORE A, PRR RSE Bo 
猪 ， 谓 其 能 预防 猪 疾 ， 祛 除 病 那 。 笔 者 曾 在 浙江 丽水 调查 访问 了 一 位 五 代 祖传 的 老 蛇 医 ， 他 
祖传 使 用 尖 吻 环 的 睾丸 为 主要 药物 ， 治 疗 梅毒 ， 并 用 其 肝脏 典 干 研 粉 ， 每 次 1.5~…3 克 知 服 ， 
治疗 黄 计 型 肝炎 。 

3。 近 世 的 研究 

近年 来 ， 关 于 紫 类 药材 的 应 用 研究 ,有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 不 仅 从 种 类 上 不 断 的 扩大 ， 在 应 用 

方法 、 治 疗 病 种 上 亦 有 很 大 的 改革 ， 一 切 都 超出 传统 中 医 所 习 用 的 范围 。 就 以 尖 吻 蜡 来 说 ， 

RST RBA. Mei, BERS), FERS ARABI, BRA, 

密封 浸泡 ， 让 它 有 更 多 的 蛇毒 及 其 他 活性 成 分 溶 于 酒 中 ， 用 来 治疗 风湿 性 、 类 风湿 性 关节 炎 

及 筋骨 疼痛 等 ， 以 提高 临床 疗效 。 亦 有 制 成 注射 剂 使 用 ， 例 如 ， 高 应 斗 等 曾 用 0.25% 和 白花 蛇 

LAER A, WaT ILE 1961 例 ， 总 有 效率 为 86.95% 5 药理 实验 证 明 ， 该 蛇 注 射 液 有 降 

压 、 扩 张 血 管 、 抑 制 心脏 及 中 枢 抑 制作 用 。 

efil3e 



特别 值得 注意 的 是 ， 目 前 国内 外 对 蛇毒 成 份 、 结 构 及 其 毒 理 作用 研究 的 报道 颇 多 。 从 国 

外 应 用 食 鱼 蜡 Agkistrodon piscivorus 眩 毒 进行 小 剂量 多 次 注射 ， 能 改善 子宫 出 血 、 鼻 出 血 、 

遗传 性 多 发 性 毛细 血管 扩张 、 血 友 病 及 多 种 类 型 紫 瑕 病人 的 情况 看 MALO (Calloselasma 
rhodostoma) 蛇毒 中 分 离 出 一 种 商品 叫 Arvia ( 精 氨 酸 酰 酶 ) 物 质 ， 可 用 于 治疗 血栓 ,并 有 防 引 

瘤 转移 的 作用 等 情况 看 ; 从 国内 近 几 年 有 些 单位 实验 证 明 几 岛 晓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毒 

注射 液 ， 可 用 来 治疗 胃 渔 等 恶性 肿瘤 的 新 苗头 看 ， 使 我 们 展望 到 ， 深 入 研究 尖 吻 量 的 药 用 ， 

将 能 为 医药 上 提供 重要 的 资料 。 
(ea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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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吻 昌 蛇 毒 纤 元 酶 抗 凝血 性 质 

的 研究 及 其 临床 应 用 

。 对 纤维 蛋白 元 的 作用 及 其 抗 凝血 机 理 

欧阳 (1976) 用 纤 元 酶 对 4 只 免 进 行 了 体内 试验 。 指 出 ， 纤 元 酶 能 使 免 血 浆 纤 维 蛋 自 元 

含量 显著 减少 ， 见 表 35， 全 血 及 血浆 凝 和 酶 元 时 间 亦 显著 延长 。 

表 35 静 注 尖 吻 北 粗 毒 (2mg/kg)、 纤 元 酶 (0。lmg/Kg) 后 免 的 纤维 蛋白 元 水 平 

e | ral 毒 (a=4) | 纤 元 酶 Cn=4) 
mg% WR % | ere WHR % 

对 Ha 226 十 13 100+ 6 | 254+35 100+13 

5 秘 = = 236+13 93-5 5 

15 秘 135+14 60+ 6 = 一 

30 Rb 93+ 8 上 3 84+ 8 Pde 

1 /\ AY 68+ 6 30+ 3 41+ 5 16+ 2 

2 Nth 39+5 (sie? Dae 5 四 有 

4 小 时 18 士 4 ei 31+ 8 ae 3 

1 ae 1ST 12 80+5 193+23 764 9 

2 I 200+ 6 887 229+15 90+ 6 

3 Bs 240+10 g4+ 4 

作者 用 0.025 一 0.05 mg/kg 的 剂量 ， 采 用 与 欧阳 相近 的 实验 方法 ， 观 察 到 给 药 后 5 

小 时 ， 免 血浆 纤维 蛋 自 元 下 降 到 0 一 50mg% 的 水 平 ， 全 血 凝 血 时 间 亦 随 之 显著 延长。 而 

欧阳 指出 0.05mg/kg 的 剂量 ， 对 免 全 血 凝 血 时 间 无 影响 ， 即 无 抗 凝血 作用 ， 低 于 作者 的 纤 元 

酶 活性 。 

作者 分 别 采用 5、25、100ug/kg 的 剂量 ， 对 15 只 狗 所 得 的 结果 表明 ， 给 药 后 5 一 24 小 时 

之 间 ， 血 浆 纤 维 蛋白 元 下 降 到 38 一 144 mg% (p<0.01) ， 到 给 药 后 48 小 时 ， 人 

元 为 186 一 254mg% (p<0,05) ， 表 明 纤 元 酶 能 显著 地 降低 狗 血 桨 纤维 蛋白 元 的 含量 ， 这 一 

作用 ， 至 少 可 以 持续 48 小 时 ， 见 表 36。 

作者 用 10ug/kg 的 剂量 ， 对 10 个 正常 成 年 人 所 获得 的 试验 结果 ， 亦 可 证 明 纤 元 酶 能 使 人 

血浆 纤维 蛋 自 元 从 给 药 前 249 士 6.9 mg% 的 水 平 ， 下 降 到 5 士 5mg%; 全 血 凝 血 时 间 亦 随 之 

e WAS e 



表 36 oh we 

时 间 5pg/kg,n=5 

给 药 前 399+125.9 | 

给 药 后 5 小 时 112+61,.4<0,01 

ao 4 ie lR 126+43,9<0,01 

给 药 后 2 天 186+91.3<0,05 | 

给 药 后 4 天 347+40,4>>0,05 

给 ATK 387 +£77.8>>0,05 

25ng/kg,n=5 

466+111,8 

80+65.9<0.01 

114+52,5<20,01 

254 士 51.8<0.05 

353+65.8>>0,05 | 

365+80.4>>0,05 

100ug/kg,n=5 

eit hm kw Ee G A 0) He A(me%, X+SE) 

| 
450+66.3 

38+41,5<0.01 

92+66,1<0,01 

17497 .1<0 05 

330 十 26.5 之 0.05 

380+80,0>0,05 

显著 延长 《血样 在 室温 放置 5 NDE ARHE, TERA 5—104)) 。 
最 近 欧阳 RTA RM SMA, HH. KR. RRR AOE, 

37, RULERS, HBR TOK ER: A> > MRELS es TO BE BETA, 
狗 、 免 血浆 的 凝血 作用 几乎 相同 ， 但 豚鼠 血浆 其 敏感 性 则 较 差 。 欧 阳 还 对 几 种 不 同 来 源 的 纤 
维 蛋白 元 的 直接 凝血 作用 进行 了 比较 。 其 敏感 性 为 ， 人 之 牛 > 免 。 即 在 纤 元 酶 的 作用 下 ， 人 
纤维 蛋白 元 的 凝血 时 间 快 于 牛 、 免 纤维 蛋 目 元 。 作 者 亦 观察 到 50ukg/kg 的 剂量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Mp HRZA, n=5 

372485 .6 

320+39.4 

378+41.5 

423+35.1 

367 -—£52.9 

IRA BE 
生 显 著 的 作用 ， 而 仅 用 5 ug/kg 的 剂量 ， 对 人 或 狗 即 产生 显著 的 作用 ， 这 亦 证 明 种 间 差 蜡 的 

存在 。 

2 纤 元 酶 及 凝血 酶 Roe eee (4, ESE. n=4) 

1 |] 

人 锡 mK BL #4 人 
(单位 /毫升 ) | 年 元 酶 ELS | 2E- 57 Be RE iL BS | 2-7 BS GE If Bas ZF FC AS YEE TT Bs 

20 ba 5.34002" | 14.9440 8542081) 5,520.4) ee-Fol6| Hel 3.8 士 0.1 
10 ses (ears) | 15.4+2.2 inl GIER@Ay| Gisae0 7 60.31 瞬间 5 间作 芭 0 本 3 

5 TO OOSSEORD | 28\955.8 224-187) 8).b4-0..99 HO. 25- 13) RSEORS 0 

2.5 es 120 Sait? ele ae |) 33 Aled 25 2.0 1286s 129) Toe tate 2eei) Wieser SEO R 

128) S120 35 0aeies. | 49. 3cn8. 1 120 21,.32:3.4 366224941 10.7 25145 30, fees 

0.64 S120) 70s 8ae Os) NLOO sda 969120 22 te Geil) Allee Gate See MLO ate 120 

0.32 120 120 >120 >120 6525 a6. 9) S120 B17 Actes ee 

0.16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Gn i at6n v >120 

0,08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S120 

欧阳 用 SDS (be SGP a) FSS Fir BR EIR EEE EE AP CE A LEE 

证 明 能 直接 作用 于 纤维 蛋 自 元 分 子 的 w CA) 链 ， 因 而 只 能 形式 分 子 量 较 小 的 裂解 物 。 不 能 

eal BE Y- 二 聚 物 及 -聚合 物 。 KAMTARS ARRAS WP AE RS) 

降解 作用 ， 有 利于 微 凝 块 从 血液 循环 中 迅速 清除 ， 而 不 致 产生 血管 阻塞 。 从 电泳 图 谱 上 ， 

ee 这 一 重要 特性 与 凝血 酶 的 差异 ， 后 者 可 以 形成 Y- 二 聚 物 及 a-Ka. 

如 前 所 述 ， 纤 维 蛋 和 白 元 的 分 子 由 三 对 肽 链 组 成 ， 可 用 简 式 【aow(A)、B(B)、Y]， 表示 ， 

这 三 个 符号 分 别 表 示 三 个 不 同 结构 的 次 级 单位 ，A、B 表 示 可 被 凝血 酶 裂解 的 多 肽 ， 与 纤 元 

。JJ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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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Ancrod 及 凝血 酶 对 血浆 纤维 雪白 元 的 作用 机 理 

酶 类 似 的 Ancrod 仅 能 裂解 出 A 肽 ， 仅 能 以 【ac、B(B)、Y]z 的 形式 形成 纤维 蛋白 单 体 ， 进 

而 形成 线性 、 网 状 结构 。 研 究 还 发 现 Ancrod VMAS (FSF) 无 活性 或 仅 有 很 微弱 的 活化 

作用 ， 不 能 催化 已 产生 的 纤维 蛋 上 单 体 以 共 价 键 形 成 交 联 的 聚合 物 ， 仅 能 形成 非 交 联 的 聚合 

物 。 这 一 发 现 极 为 重要 ， 所 形成 的 Ancrod 一 一 纤维 蛋白 易 受 纤 溶 系统 的 降解 作用 ， 而 从 血 
液 循环 中 被 迅速 请 除 。 而 凝血 酶 能 释放 出 A、B 肽 ， 能 活化 班 凝 血 因 于， 形成 以 共 价 键 联接 、 

不 溶性 交 联 聚合 物 ， 此 种 聚合 物 能 阻碍 纤 深 系统 的 降解 作用 。 这 亦 是 许多 病理 条 件 下 ， 当 凝 

血 系统 的 凝血 活性 增高 ， 常 导致 血栓 形成 ， 四 而 产生 微 循 环 功能 碍 障 ， Ke SS BERNE 

要 因素 

2， 对 凝血 因子 ， 血 小 板 及 纤 深 系统 的 作用 

除 纤 元 酶 对 纤维 蛋 自 元 〈1 工 因子 ) 的 作用 已 如 前 述 之 外 ， 研 究 发 现 ， 纤 元 酶 对 革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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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 、X、 政 凝血 因子 无 影响 ， 类 似 于 Ancrod 的 特性 ， 但 与 另外 几 种 蛇毒 成 分 则 有 差异 ， 见 

表 38。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不 同 来 源 的 蛇毒 成 分 对 凝血 系统 的 作用 有 差异 。 

表 38 

Rwy We 

2. oie | 
A kwe (moojenil AP) | 

Fr kis (marajoensis i Fh) | 

fd 头 ie | 
东部 萎 班 响尾蛇 | 

YOO aig) aa eS 
主 

ror SP 

a 性 质 酶 样 酶 的 

| 

| 
种 类 。 | 优先 释放 的 纤维 蛋白 肽 | AEM: | 对 凝血 酶 元 的 活性 

无 

无 | 

| 有 | 
| se | 

具有 不 完全 的 活性 | 

| 无 | att att eo eo och ct 

5u/ml 的 纤 元 酶 不 会 引起 血小板 聚集 ， 而 0.01a/ml 的 凝血 酶 即 可 引起 34%% 的 血小板 聚 

&, Ancrod 在 人 体 试 验 中 ， 有 人 认为 对 血小板 计数 无 影响 ， 但 亦 有 人 认为 在 给 药 之 初 ， 有 

血小板 暂时 下 降 的 现象 。 
纤 元 酶 能 增强 人 体 纤 溶 活 性 。Anmcrod 能 使 纤 溶 活化 剂 链 激酶 、 尿 激酶 的 纤 溶 活性 增 

加 ， 如 配合 使 用 ， 很 可 能 成 为 溶 栓 治 疗 的 新 途径 之 一 。Aancrod 对 血浆 游离 脂肪 酸 、 甘 油 三 

脂 以 及 总 胆固醇 无 影响 。 

3。 对 血液 粘度 的 作用 

血液 粘度 属于 血液 流 变 学 〈Hemorheology) 的 研究 范围 。 血 液 流 变 学 是 从 力学 的 一 个 

ay MK 

凝固 性 变化 规律 的 学 科 。 

通过 许多 体内 外 的 研究 ， 现 已 

证 实 ， 血 浆 纤 维和 蛋白 元 的 含量 ， 是 

影响 血液 糙 度 和 血细胞 聚集 作用 的 

主要 因素 。 由 于 血浆 纤维 蛋白 元 含 

量 上 升 ， 必 然 导 致 血液 粘度 随 之 上 

升 ， 因 而 出 现 血 栓 形 成 等 证 状 ， 其 

相互 关系 可 用 图 74 表 示 。 

用 一 种 药物 ， 专 一 地 降低 血浆 

纤维 蛋白 元 含量 而 使 血液 粘度 下 

降 ， 以 改善 血液 流 变性 ， 从 而 使 某 

些 疾病 得 到 治疗 的 这 一 设想 已 为 近 

年 的 一 些 报道 所 证 实 。Ehrly 对 12 

个 患者 ， 用 静脉 滴 注 法 每 人 给 药 

490 一 560 单位 的 Ancrod， 在 给 药 

后 12 小 时 ， 全 血 及 血浆 粘度 非常 显 

© 118° 

流 变 学 (Rheology) Hatem — eT TOF mA iE, ME, SE Ie 性 、 

meetin ss SEES, sree 

RB An 

| BA dedi faces 9 wee est ean ‘ae ee ee pee 

a | sane SE 
3S wiepeys ——_» $k RR 

: AAS 对 深 桓 元 激活 
tA ERG BE XI 因子 激活 BEE HS AS4t 

质 

| | | v 
ta dy a HR 纤维 蛋白 党 
do ADP #2 ———> wWRY A <—H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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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PRE. FA Ancrod 治疗 所 导致 的 去 纤 作 用 ， 除 使 患者 不 正常 的 全 血 及 血浆 狂 度 及 血沉 恢 

复 到 正常 水 乎 之 外 ， 对 患者 血细胞 形态 及 血球 压 积 无 影响 ， 见 图 75。12 个 外 周 动脉 硬化 的 串 

者 ， 由 于 血 粘 度 降 低 而 得 到 治疗 。Martin 对 22 个 患 有 外 周 动脉 闭锁 的 患者 ， 用 Ancrod ig 

疗 ， 取 得 了 较 好 的 较 果 。 

作者 发 现 纤 元 酶 亦 具 有 降低 血液 粘度 的 作用 。 

24: 小 时 

图 75 12 个 病人 经 arVina (ancrod) 治疗 后 的 结果 (平均 值 )。 红 细胞 压 积 ( 听 )……， 

i (mm/s Bp) vores » FREaL (mg%) oo 

4。 毒 副作用 

纤 元 酶 的 毒性 较 低 ， 对 小 自 鼠 的 半数 致死 剂量 之 40ug/g。 以 0.lmg/kg Ale, WEF 

兔 ，1 小 时 后 血 阅 失 凝 。 纤 元 酶 对 血压 、 心 电 、 心 率 、 呼 吸 无 影响 。 慢 注射 2 mg/kg 的 纤 元 酶 

( 溶 于 10 一 20m1) 盐 水 ， 在 30 一 60 分 静 注 于 免 体 ,不 显示 毒性 。 但 当 迅 速 静 注 0.5 或 1 mg/kg， 

WN Sei FER PRE, 5 分 钟 内 下 降 到 零 并 分 别 于 注射 后 17 或 8 分 钟 死 亡 ， 未 见 全 血 凝 血 时 间 

缩短 。 

KARR. PR, HE 5 一 10ug/kg 的 剂量 ， 除 对 人 或 狗 造 成 显著 的 抗 凝血 作用 外 ， 

未 观察 到 自发 性 出 血 作 用 。 甚 至 高 达 100ug/ke, 5 小 时 内 静 注 于 狗 体 ， 亦 不 会 发 生 自发 性 

嵌 血 。 证 明 震 接 规定 使 用 ， 纤 元 酶 则 是 一 个 较为 安全 的 抗 凝血 剂 。 

与 肝素 、 链 激酶 、 尿 激酶 等 较 好 的 药物 相 比 ，Ancrod 具有 较为 安全 ， 作 用 专 一 ， 显 著 

的 抗 凝血 作用 等 优点 。 

5。 临 床 应 用 

Ancrod 已 成 功 地 用 于 9 个 深 静 脉 血 栓 患 者 ， 其 中 7 个 患者 经 单一 或 配合 使 用 肝素 ， 新 

双 香 豆 素 〈 华 法 令 ) 或 链 激 酶 等 ， 取 得 满意 结果 。 在 治疗 期 间 ， 一 名 患者 的 月 经 正常 。 同 年 

的 另 一 篇 报道 ，19 个 患者 中 有 11 人 取得 了 满意 的 结果 。112 个 患者 ， 发 生 在 不 同 部 位 的 栓塞 

性 疾病 ， 经 治疗 后 ， 有 68 人 取得 了 满意 的 效果 。 用 于 外 科 手 术 及 基于 降低 血 粘度 而 改善 微 循 

环 功能 等 方面 亦 取 突 出 的 效果 ， 

由 于 Ancrod 的 抗 凝 活性 不 受 凝 血 酶 或 肝素 的 影响 ， 用 于 弥散 性 血管 内 凝血 的 诊断 ， 已 

9 779 。 



证 明 很 有 价值 。 a | | i 
由 于 纤 元 酶 是 一 个 新 出 现 的 蛇毒 酶 制剂 ， 其 临床 应 用 尚 处 于 开始 阶段 。 从 作者 所 获得 的 

资料 ， 发 现 去 纤 酶 对 一 百 多 例 心绞痛， 脑 血栓 形成 ， 眼 静脉 栓塞 等 具有 一定 疗效 。 在 使 用 
中 ， 除 个 别 患者 出 现 头晕 ， 过 敏 反应 ， 局 部 皮 次 外 ， 未 观察 到 严重 的 毒 副 反应 。 

综 上 所 述 ， 尖 吻 量 蛇 纤 元 酶 是 一 种 糖 蛋白 ， 分 子 量 33,500， 最 适 DH7。4 具 有 精 氨 酸 酯 本 
及 凝血 酶 样 作 用 ， 对 热 较 凝 血 酶 稳定 。 不 同 来 源 的 凝血 酶 样 酶 制剂 其 生化 特性 有 差异 ， 同 一 
梅 制剂 对 人 着 的 作用 存在 种 间 差 异 。 在 体外 试验 中 ， 肝 素 和 雍 血 酶 在 通常 生理 浓度 下 不 能 影 
响 纤 元 酶 的 凝血 活性 。 纤 元 酶 能 专 一 地 作用 于 人 兰 血 浆 纤 维 蛋 白 元 分 子 的 o- 链 , 形成 非 交 联 
的 纤维 蛋白 ， 进 而 迅速 裂解 成 可 溶 降解 物 ， 在 血液 循环 中 被 迅速 清除 而 不 致 产生 血管 阻塞 。 
由 于 能 导致 血浆 纤维 蛋白 元 的 显著 下 降 (可 降低 到 零 )， 因 而 对 人 这 能 产生 非常 显著 的 抗 凝 血 
作用 ， 这 一 作用 可 以 持续 较 长 时 间 。 盾 元 酶 作为 一 个 较为 安全 ， 作 用 专 一 的 新 抗 凝 血 剂 ， 其 
抗 栓塞 及 降低 血液 糙 度 等 效应 极为 重要 ， 可 能 为 一 些 栓塞 性 疾病 ， 如 心绞痛 ， 脑 血栓 形 成 ， 
等 疾病 抗 凝 治疗 ， 提 供 一 个 新 途径 。 

( 张 洪 基 HEE AEB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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