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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介绍了我国东南沿海常见海洋生物伤的种类、临床表现及其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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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水下调查、潜水作业、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海洋娱
乐等海洋事业的发展�人类被海洋生物刺、螫或咬伤的机会
越来越多。现在全世界每年的受伤者约为4万～5万人。摄
食海洋生物如河豚鱼、西加鱼、有毒贝类也可导致人类中毒。
我国是河豚鱼中毒高发区�死亡率高达30％以上。对海洋生
物伤及其防治的研究是我军进行海上军事行动如登陆演习、
渡海作战以及和平时期的岛礁守卫面临的特殊卫生保障课

题。笔者根据对东南沿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五省
进行调查的结果�介绍了我国东南沿海常见海洋生物伤的种
类、临床表现及其防治方法。
1　海蛇伤及其防治 ［1～6］

我国海域栖居着9属15种海蛇�主要是青环海蛇与平
颏海蛇。海蛇都是毒蛇�蛇毒毒力很强�小鼠腹腔注射青环
海蛇蛇毒24h 的 LD50为1．7mg／kg。每次可排毒43mg／kg
（5．6mg冻干蛇毒）�足以致人死亡。海蛇毒液中的主要成
分是α-神经毒素�此外还含有磷酸二酯酶、磷脂酶、透明质酸
酶等。α-神经毒素主要作用于骨骼肌突触后膜上的烟碱型
乙酰胆碱受体�阻断突触后神经传递。在受到接触、刺激或
捕捉时海蛇会进行防御性攻击�被海蛇咬伤的患者当中�约
有20％出现系统性神经中毒反应�如不及时处理�通常有
50％的患者死亡。多数被海蛇咬伤人员最初只有皮肤被刺
感觉�无疼痛�无红肿现象；通常被咬伤后0．5～1h 出现运动
功能障碍�四肢沉重�全身无力�呼吸短促�随后出现轻度呼
吸困难�全身疼痛�四肢麻木�嗜睡�眼睑下垂�严重者可导致
呼吸衰竭或肾功能衰竭。被海蛇咬伤后应采取排出毒液、阻
止毒液吸收及注射抗毒血清等急救措施。被海蛇咬伤后应
立即用海水冲洗伤口�用口吸吮咬伤部位�边用力吸出毒液
边吐出；在咬伤部位用布条、纱布、绷带或绳子在伤口上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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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结扎�保持压紧状态�结扎布条松紧稳定以不影响肢体
深部动静脉血流为宜。注射抗毒血清是最有效的急救治疗
方法�常见抗海蛇毒血清一般可对多种海蛇有效；局部注射
强氧化剂�可破坏蛇毒蛋白质�通常应用0．5％高锰酸钾注射
液2～4ml�在伤口周围局部注射�可减轻中毒程度；对中毒
较深者需及时进行对症治疗。
2　刺毒鱼损伤及其防治 ［1�7～9］

鱼、 鱼、鲇鱼等刺毒鱼�常主动攻击人类�它们含有
毒腺、毒棘和沟管�毒棘可刺伤人体�沟管可将毒液输送到人
体内�使人体产生局部较大创伤并中毒。 鱼毒液毒性较

大�主要由核苷酸酶和磷酸二酯酶组成�小鼠 LD99为28mg／
kg�毒液以神经毒为主。刺毒鱼刺伤后�可使周围组织发生
严重的创伤反应�如出血、神经与肌肉损伤、局部感染等。刺
毒鱼毒素又可使伤员出现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
功能障碍。救治措施为：局部捆扎、清创排毒、止痛、抗毒及
防止继发感染。可在伤口上端扎止血带�防止毒液扩散�并
用拔火罐法吸出创口内毒液。有毒鱼的毒棘锯齿刺伤可引
起严重裂伤和软组织创伤�应立即用冷盐水或无菌生理盐水
冲洗创面�对刺入创面小而内部损伤大或污染的创口应予以
扩创或吸收冲洗。同时仔细探查创口内有无毒棘的皮鞘碎
片�如有应与毒液一起镊除并彻底冲洗�坏死组织应一并清
除�防止继续吸收中毒。清创后的伤口可浸泡在有轻度麻醉
作用的硫酸镁溶液内30～90min�然后再次清创并施缝合手
术。抗毒处理可用3％盐酸吐根素（吐根碱）1ml 加3～5ml
生理盐水或蒸馏水稀释（必要时可用原液）在刺伤处或刺伤
附近的近心端作皮下或肌肉注射�总量不超过60mg�以免过
量导致药物中毒。其它症状可对症处理。为防创伤引起感
染�应根据伤情及时使用抗生素和破伤风抗毒素。
3　鲨鱼、箭鱼等攻击性鱼类损伤及其防治 ［1�10］

鲨鱼、箭鱼等凶猛鱼类�常主动攻击人类�引起创伤�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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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者可致残或致死。治疗方法按普通创伤进行。预防措施
为使用驱避剂�如鲨鱼驱避剂。南非研制了鲨鱼驱避器
POD�POD产生的电磁场可使鲨鱼鼻子感觉器官感觉异常而
快速离开。
4　河豚鱼损伤及其防治 ［11～14］

我国产河豚鱼有40余种�常见9种。含有的河豚鱼毒
素毒性剧烈�小鼠皮下给药 LD50为8μg／kg。河豚鱼在我国
沿海分布广泛�由于河豚鱼味道鲜美�故而素有“拼死吃河
豚”之说。我国每年中毒人数超过200人�死亡率超过30％。
由于河豚毒素在极低浓度即可阻塞 Na＋通道�使河豚鱼中毒
潜伏期缩短�绝大多数在食用后10～45min 发病�病情发展
迅速�先是皮肤有麻或刺痛感�很快延及手指、四肢及其它部
位�产生广泛的肌肉麻痹；消化系统出现呕吐、腹泻�严重者
可致呼吸肌麻痹、血压下降、循环衰竭。国内外尚无特效解
毒剂�一般采用综合对症治疗措施�如早期服用1％硫酸铜
100ml催吐；用1：5000高锰酸钾或0．2％活性炭悬浮液洗
胃；静脉注射高渗或等渗葡萄糖溶液�以促进毒素的尽快排
泄；维持呼吸；解毒�莨菪类药物包括阿托品、东莨菪碱、山莨
菪碱、樟柳碱等大剂量应用对救治河豚鱼类中毒有显著效
果；肌肉麻痹者可肌注1％盐酸士的宁2ml 及维生素 B2、B6
去麻痹�咖啡因、山梗烷醇酮和硫代硫酸钠与生理盐水一起
静脉注射也有显著疗效。同时可采取补液等对症治疗措施。
5　腔肠动物伤及其防治 ［15～17］

水母、海葵、珊瑚等腔肠动物伤是常见的海洋生物伤�腔
肠动物有刺丝囊或螫刺装置�囊内渗透压可达140个大气
压�遇到刺激�可将刺丝猛烈地射出去�射速可达重力加速度
的4万倍�此力量不仅可穿透人类皮肤�还可穿透甲壳类甲
壳。剌丝具有倒剌�剌入物体后�便难以将其除去。大部分
腔肠动物中毒以皮炎或过敏反应为主�可用5％醋酸（或食
醋）或40％～70％异丙醇湿敷�再用1％氢化可的松处理。
剧毒性水母如方水母�螫伤的死亡率为15％～20％。以色列
2000年8月研制出水母驱避剂�即将上市。

岩沙海葵不仅可引起接触性中毒损伤�而且能引起食物
中毒。岩沙海葵毒素毒性强烈�静注 LD50为1．15μg／kg�收
缩冠状动脉作用比血管紧张素强100倍�是典型的心脏毒
素�是目前已知最强的冠状动脉收缩剂。病人发病急骤�可
在几分钟内死亡。局部症状一般为水肿性红斑、丘疹�经过
数日消退�重者在数分钟内局部出现灼痛、刺痛感�继而出现
水疱、出血或溃疡�全身症状主要有心血管、神经肌肉、消化
道及肾功能障碍等。螫伤后应立即除去皮肤表面的触手、刺
丝胞和刺丝�活性氯（5．25％的漂白粉溶于1mol／L 盐酸溶
液）�0．5～1mol／L 氢氧化钠溶液均为有效的皮肤染毒消毒
剂；全身治疗可用罂粟碱和硝酸异山梨醇（消心痛）作心室内
直接注射�其它症状可对症处理。
6　软体动物伤及其防治

软体动物门是动物界的第二大门�在我国沿海分布广
泛�其中100多种软体动物有毒�如螺类、芋螺类、海兔类、鲍

类、章鱼或蛸类、乌贼、蛤类、贻贝类、牡蛎类等。
6．1　螺类 ［1］　我国已发现的重要有毒螺类包括泥东风螺、
红带织纹螺、海狮螺等。一般于进食后1～6h 发病�中毒病
情年幼者较成人为重�表现为口、唇、四肢末端麻木�嗜睡�严
重时出现呼吸困难、神志昏迷、四肢呈迟缓性麻痹、瞳孔散
大、窦性心率�常死于呼吸衰竭。目前尚无特效治疗方法�一
般采用综合对症治疗。因毒素易溶于水�且在碱性液中极不
稳定�可用5％碳酸氢钠溶液洗胃。
6．2　海兔类 ［18�19］　海兔形似兔�其毒腺可分泌海兔毒素等
有毒物质�误食或接触海兔均可发生中毒�症状包括腺体分
泌增加、多汗、流泪、流涎不止�持续时间久�重者可长达数
月；此外还有平滑肌痉挛、瞳孔缩小、腹痛腹泻、呼吸困难�严
重者出现肌颤、全身痉挛、共济失调�最终可因呼吸衰竭而死
亡；心血管系统症状：心率减慢、血压下降�严重者可发生心
跳骤停。目前尚无特效治疗方法�一般采用综合对症治疗。
因毒素溶于脂肪�可进食熟猪油催吐；阿托品1～2mg 肌注�
可减轻或解除大部分中毒症状。10％葡萄糖钙静脉注射�可
减轻神经系统症状�维生素 B6、复合 B 制剂有益于患者的
恢复。
6．3　鲍类 ［20］　鲍含有对日光敏感的有毒化学物质�如果食
量过多、食法不当会引起中毒反应。进食鲍鱼后经日光暴
晒�皮肤可出现皮炎性改变�全身症状较轻�停止接触日光立
即消退。轻者3～5d内逐渐好转�重者可持续1周以上。局
部症状：在皮肤暴露部位如脸面、颈部、手足等部位出现浮
肿、潮红、发痒及针刺感�后期呈瘀斑；重者可出现水疱�溃
烂。全身症状：流泪、流涎�敏感者可出现抽搐、四肢麻痹等。
目前尚无特效治疗方法�一般采用综合对症治疗。预防方法
为避免接触日光。
6．4　贝类　贻贝、石房蛤等含剧毒麻痹性贝类毒素�如石房
蛤毒素人口服的 LD50为10～20μg／kg�可出现与河豚毒素相
似症状�目前尚无特效解毒药�一般采用对症治疗与支持
疗法。
6．5　芋螺类 ［21］　我国沿海毒芋螺有60多种�螺通过其鱼
叉样小毒箭螫刺伤与其接触的裸潜、捕捞人员、游泳者及其
他海洋作业人员�造成局部皮肤损伤�毒素吸收后导致全身
中毒。误食或吃法不当也可引起全身中毒。芋螺毒素主要
含α、μ、ω三种肽类毒素�主要作用为干扰或阻断神经－肌肉
的信息传递�导致呼吸衰竭和心跳停止。目前尚无有效的治
疗方法�一般采用对症疗法和支持疗法。
7　棘皮动物伤及其防治 ［1�10］

能使人致伤中毒的棘皮动物主要有海胆、海星与海参�
体表都有一层带棘的皮�用于防御与进攻。

我国的有毒海胆有28种�海胆呈球形�外覆硬壳包裹着
内脏�壳上长着许多刺（棘）�大部分刺具有倒钩�可增加机械
性损伤�刺内的毒素可使人中毒。在刺之间的硬壳上长着蒂
状物�具有毒腺；在繁殖季节大多数海胆生殖腺可产生毒素�
从而还可引起食入性中毒。刺伤后�先除去叉棘�然后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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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冲洗伤口去除毒液。伤口可用5％高锰酸钾溶液湿敷�并
用普鲁卡因局部封闭�肌肉痉挛时可静脉10％葡萄糖酸钙
10ml。

我国有毒海星有10种�常见的有长棘海星、多棘海盘
车、日本滑海盘车和海燕。海星毒棘可刺伤人体并产生中
毒。海星毒素主要成分为皂甙�具有很强的溶血性�可使细
胞表面发生改变�破坏细胞膜的完整性。海星的叉棘及其体
表的粘液与人皮肤接触后可引起中毒�主要是局部损伤�如
发生剧痛、红肿麻木。全身症状较轻�很少有严重后果。继
发感染时�形成难愈的溃疡。严重中毒时�可有肌肉抽搐�运
动失调。刺伤后�局部可用清水冲洗除去毒液�或用35％酒
精浸泡促使毒素水解�必要时可用镇痛、防治感染等对症
措施。

我国沿海生长的60余种海参中至少有18种具有毒性。
辐肛参、白尼参等含有的海参毒素大部分集中在居维叶氏器
内；荡皮海参、刺参等毒素主要集中于体表的表皮腺中；多数
具毒海参的内脏与体液中也存在有海参毒素。当海参受到
刺激和侵犯时�居维叶氏器从肛门射出�喷出毒液；或表皮腺
分泌出大量的粘液状毒液。海参毒素是一类皂甙化合物�其
溶血作用比皂角甙强10倍左右�可能是脊椎动物中毒致死
的主要原因；海参毒素还具有细胞毒性和神经肌肉毒性。接
触海参毒素的局部皮肤、粘膜可有烧灼样疼痛、红肿；如毒素
溅入眼睛�可造成失明；毒素吸收进入人体可引起全身乏力�
并伴有消化系统障碍�较严重者出现四肢瘫软、尿潴留及肠
麻痹�严重者可致死。局部处理：用清水或加温的纯酒精擦
患处�能减轻症状�眼睛接触毒液后尽快用清水冲洗�并滴入
可卡因眼药水或0．2％～0．5％的毒扁豆碱溶液。全身中毒
无特效治疗方法�一般采用对症处理。

海洋生物伤对海上作业人员及沿海居民的工作、生活影
响很大�对我军渡海登陆作战、岛礁守卫的卫生保障提出了
严峻挑战。我们对东南沿海五省调查结果表明�东南沿海海
洋生物伤的发生率是相当高的�海蛰螫伤是最常见的海洋生
物伤�其次是刺毒鱼类刺伤；海蛇咬伤是最严重的海洋生物
伤；河豚中毒是最常见、最严重的食物中毒。总的说来�大部
分海洋生物伤目前均无特效治疗药物�也没有规范化的治疗
方法�亟待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我室正从事这方面研究工
作�并着手编写《我国常见海洋生物伤防治手册》�为我军指
战员提供常见海洋生物伤防治的基本知识�为医务人员提供
常见海洋生物伤的急救措施和治疗方案�以加强渡海作战、
岛礁守卫及其他海上作业的医疗卫生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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