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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日，我们医院就收治了几位杭州周

边被蛇咬伤的农民。天气暖了，气温超过

20℃，蛇就会活跃起来。”

袁丞达是杭州市中医院皮肤科的医生，

他告诉钱江晚报记者：“医院每年收治的毒蛇

咬伤病例在 700~800 人，伤者基本都是周

边农民，一般是在田间、山林干活的时候被有

毒蛇类咬伤。”

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的动物专家金

伟告诉钱报记者：“浙江有毒的蛇其实很少，

蛇类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大家也都知道

‘打草惊蛇’，蛇又喜欢在夜间活动，一般我们

发现它之前，它已经逃跑了。大家野外见蛇

不要追打，以免激怒它造成自身伤害。”

浙江的蛇，哪些有毒？最近，省森林资源

监测中心的动物调查员王聿凡整理了一份比

较全面的浙江毒蛇资料。

如果不幸被毒蛇咬伤，传说中那些捆扎、

放血的处理方法到底靠不靠谱，袁丞达医生

也为大家解疑释惑。

天转暖，蛇出没，已有人被咬住院；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的王聿凡整理了一份浙江毒蛇资料

三角形头的蛇一定有毒吗
五步蛇真的会五步倒吗
专家提醒：被毒蛇咬伤后，不要剧烈运动，以防毒性快速扩散
中毒后放血、捆扎并非管用，有条件的要冰敷伤口，及时就医救治

本报记者 施雯 通讯员 徐尤佳

“有毒蛇和无毒蛇的区分方法，那还不简单？三角形头的

蛇是有毒的，钝头、圆形头的蛇是没有毒的呗！”

很多人对蛇类毒性的认识一直存在这样的误区，事实上，

三角形头的蛇不一定是毒蛇，圆形头也不一定是无毒蛇。

“短尾蝮应该是浙江导致蛇伤最多的有毒蛇类。它爱生

活在平原或丘陵的田地中，会游泳潜水，平时盘踞不动，夜间

活动，当人靠太近时会无预兆发起攻击。”

王聿凡说，这种蛇容易和无毒的颈棱蛇（伪蝮蛇）相混淆。

区别是短尾蝮的身形粗短，眼后方有白眉，不封闭的圆形斑，有

颊窝；颈棱蛇体型宽扁，无白眉，封闭的不规则斑，无颊窝。

袁丞达说：“我们医院收治的毒蛇咬伤病患中，基本都是中

了短尾蝮毒蛇的。受伤的部位一般是四肢末端，中毒表现一般

就是皮肤肿痛，重则会损伤肝肾功能。这种蛇毒性不大，不过，因

为路途遥远等原因而延误治疗时间太长的，也会有截肢风险。”

说到毒蛇，很多人都会想到五步蛇这个名字，听起来让人

如此闻风丧胆的毒蛇，毒性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呢？

“五步蛇个头比较大，它的毒性可能有短尾蝮 10 倍那么

多。不过，送来我们医院的五步蛇毒伤者也都治愈出院了。

入院前，他们走了肯定不止5步，所以，中了五步蛇蛇毒，走五

步就会倒下，真的只是传说而已。”

袁丞达说，曾经有一位老太太中了五步蛇毒，送来救治时

是中毒3天后了，医生发现她有脑出血的症状，已无力回天了。

“五步蛇毒会造成凝血功能障碍，中毒者被咬伤的地方也

会不停流血，一些人本身有系统性疾病的，被五步蛇咬伤是会

有生命危险的。”

“五步蛇的学名叫尖吻蝮，它体型大，身上有黑色三角形

斑，有翘起的吻端；是夜行性的，喜在溪流附近等地面活动，一

般是在山区才会有分布的。”王聿凡说。

三角形头的蛇一定有毒吗
五步蛇真的会五步倒吗

除了上面讲到的这些蛇，浙江究竟还有哪些毒蛇，分别分

布在哪些地方？

我们也从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的动物调查员王聿凡那里

拿到了下列资料（据不完全统计）——

浙江陆地还有哪些毒蛇

在所有被毒蛇咬伤的病例中，袁丞达坦言，最需要大家引

起重视的是银环蛇蛇毒。

“银环蛇有‘中国第一毒蛇’的绰号，属于眼镜蛇科环蛇

属。浙江的眼镜蛇科中主要有5个属，分别是眼镜蛇属、眼镜

王蛇属、环蛇属、华珊瑚蛇属和海蛇属。”

王聿凡说，银环蛇浙江有分布，它喜欢在水源附近活动，

有明显扩大的六角形脊鳞，从头至尾都是清晰的黑白纹。但

是，浙江分布的黑背白环蛇、刘氏白环蛇、福清白环蛇等和它

长得类似，为了保险起见，如果野外看到黑白相间的蛇分不

清，就都当做是银环蛇吧。

这种蛇究竟有多毒？袁丞达说：“银环蛇毒是神经毒素，

伤者的早期表现并不明显，只是被咬伤部位的局部皮肤麻痹

而已，容易被人忽视。但是中毒 1~2 小时后，伤者就会出现

视力模糊、呼吸困难，甚至心跳都受到抑制的情况。只要及时

送到医院就医，用设备帮助中毒者恢复呼吸配合后续治疗，一

般就能脱离危险。”

中了蛇毒究竟该怎么办，传说中的及时放血、捆扎真的管

用吗？“有一次，我接诊了一位被毒蛇咬伤的农民，他身上有被

刀砍过血肉模糊的地方，他说这是在给自己放毒治疗。中了

蛇毒自残放毒的做法不但没有用，而且会引发其它感染，真的

很不可取！”袁丞达还提醒，有人被蛇咬后，为防止毒性扩散，

去捆扎住伤口附近的肢体，这样做也毫无意义，时间长了还有

导致局部组织坏死的风险。

“大家被毒蛇咬伤后，首先不要惊慌，要保持平静，注意不

要剧烈运动，以防止毒性快速扩散。有条件的要冰敷伤口，及

时送医救治即可。”袁丞达说。

“中国第一毒”的蛇浙江也有
中毒后放血、捆扎并非管用

“中国第一毒”的蛇浙江也有
中毒后放血、捆扎并非管用

白头蝰 极其罕见，长

相奇特的蛇，性格温顺不暴

躁。

习性：夜行性，多在春秋

两季活动，主要行动在地面。

鉴别特征：浅色脑袋。

台湾烙铁头 是浙江蝰

科物种中的颜值担当，也极

其罕见，性格暴躁。

习性：夜行性，分布在浙

南、浙西的高海拔山区。

鉴别特征：明显粗短。

角原矛头蝮 是一种极

为罕见的小型毒蛇，目前仅

在台州仙居境内被发现。

习性：夜行性，依赖大型

石灰岩、火山岩的地带。

鉴别特征：眼上方有鳞

片延伸形成的角状物。

福建竹叶青 一袭青纱

在树叶间是最好的伪装。

习性：夜行性，偏树栖，出

没于溪流两侧的岩石、灌木。

鉴别特征：头颈区分明

细，头大呈三角形，有侧线（红

白或白），红尾巴，有颊窝。

舟山眼镜蛇 是浙江仅有

的一个眼镜蛇属Naja物种，

遍布全浙江及华东、华南。

习性：日行性，喜在多丘

陵的开阔地面活动。

鉴别特征：防御时竖立

身体扩张颈部，全身黑色，颈

背部有白色扩大色斑。

福建华珊瑚蛇 头部为

“V”型白纹。华珊瑚蛇的毒

液有很强的针对性。

习性：夜行性，以其他小

型蛇类等爬行类为食。

鉴别特征：体型较小,遇

到危险时会把尾巴卷成圈吸

引注意力。

短尾蝮

尖吻蝮（五步蛇）

银环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