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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蛇咬伤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最严重的一种
海洋生物伤。 海蛇为爬行纲蛇目海蛇科的一类毒
蛇，世界上现有记录的海蛇分为2亚科16属约50
种，主要分布于太平洋及印度洋热带与亚热带的暖
水海域。 我国记录的有10属16种，分布于辽宁、
山东、 江苏、 浙江、 台湾、 福建、 广东、 广西、 海
南诸省区的海区［1］，以北部湾的海蛇资源最为丰
富。 海蛇均为毒蛇，其毒性远大于陆地毒蛇，人的
中毒致死量为3.5mg 左右［2］，一般纯海蛇毒的
LD50均小于0.10mg／kg，如常见的青环海蛇为
0.05mg／kg，平颏海蛇为0.06mg／kg。
1 发病情况

  大多数海蛇性情比较温顺，一般不主动侵犯
人，只有在受到捕捉、接触等刺激时才会进行防御
性攻击，海蛇咬伤的病例比陆地毒蛇的咬伤少
见［3］，加上海蛇咬伤通常发生在海上作业时或偏远
的渔村，在民间多自行救治，有关的文献报道就更
少，至今国内外均未见有关于海蛇咬伤发病率的正
式报道。 随着近年来对海蛇资源的广为开发利用，
养殖、 捕杀、 食用及研究海蛇的人群增多，加上海
上作业与军事训练及演练的增多，海蛇咬伤的病例
时有发生且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是在沿海城市。
每年世界各地沿海都有相当多的海蛇致伤或致死

病例，伤者多数是渔民或无防护的海上作业人员，
Charles M.Phllips曾报道，海蛇咬伤后有20％的
患者出现明显的中毒症状，死亡率为3％［8］。 我国
东南沿海地区每年被海蛇咬伤或咬死的人数也不

少，广西每年均有被海蛇咬伤致死的病例记录［4］，
这种咬伤病例往往是海蛇排毒量大，患者中毒较明
显。文献报道，广西北海市人民医院自1991年1月
至1999年2月共收治了海蛇咬伤病人57例［5］；海
南省三亚市在2000年的5～7月份即有3人遭海
蛇咬伤致死［6］。调查结果表明，被海蛇咬伤的患者
中，约有20％出现神经系统中毒反应，若不及时进
行有效的处理，通常有50％的患者死亡［7］。
2 毒性特点与临床表现
  海蛇属于前沟牙类毒蛇，杀伤力很强，被咬者
极易中毒。 1956年 Raid等［9］在临床观察到被海蛇

咬伤的患者有全身肌痛、瘫痪、肌红蛋白尿等症状，
认为海蛇毒是肌肉毒。 1967年 Cheymol等［10］在实

验室用平颏海蛇的粗毒做研究，未发现其对肌纤维
有影响，但对神经肌肉接头有阻断作用，认为海蛇
毒是神经毒。 1990年我国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药理
教研室用 CM-sephadex C-50将平颏海蛇毒腺提取
物进行分离，得到15个组份，实验证明组份Ⅱ、 Ⅲ
为肌肉毒，且均有磷脂酶A2的活性，肌肉毒素约占
粗毒总蛋白量的32.2％；组份Ⅵ、 Ⅶ、 Ⅷ、 Ⅸ、 Ⅹ、
Ⅺ、 Ⅻ、 ⅩⅢ、 ⅩⅣ、 ⅩⅤ都是神经毒，均能取消肌肉由刺
激神经引起的收缩反应，但对离体蛙心不起作用，
这10个组份约占粗毒蛋白质总量的52.3％［11］。目
前认为海蛇毒与陆地蛇毒相类似，也是多种蛋白与
酶的混合物，它的毒性较稳定，经100℃，5min处
理后仍能保持毒性，在酸、 碱环境下也同样稳
定［12］。 海蛇毒的主要致死作用是其毒液中分离出
来的神经毒素即α-神经毒素的毒性作用，它竞争
结合于骨骼肌突触后膜上的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
阻断乙酰胆碱对受体的结合，导致神经肌肉接头传
递阻断，因此，中毒的人或动物出现肌肉麻痹，多
因呼吸肌麻痹导致窒息死亡。另外，其肌肉毒素作
用于横纹肌，使横纹肌细胞损害释出钾离子、肌红
蛋白，高血钾可引起心脏抑制，肌红蛋白堵塞肾小
管引起急性肾功能衰竭。除了突触后神经毒素能引
起神经肌肉阻断外，所含的磷脂酶 A2也有肌肉毒
性，对肾、 肝、 肺有一定的破坏作用［13］。 海蛇毒不
含心脏毒素，对心脏没有直接作用，也不影响血液
凝固。
  多数被海蛇咬伤的患者局部症状很轻，仅在被
咬部位见到一对短浅如针头大小的毒牙痕，无红
肿、 出血，疼痛也不明显，不仔细检查容易被忽视
而贻误抢救。全身症状在咬伤后0.5～1h 出现，感
觉头晕、 眼花、 浑身酸软无力，由于神经毒素的作
用全身肌肉呈松弛性瘫痪，肌张力减退，腱反射减
弱或消失，可有眼睑下垂、视物模糊，流涎、张口、
吞咽及言语困难，呼吸表浅或轻度呼吸困难，严重
者自主呼吸停止，而呼吸肌麻痹导致的急性呼吸衰
竭是海蛇咬伤早期的主要致死原因。肌肉毒素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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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出现明显的肌肉酸痛及运动困难，由于横纹肌
被破坏而释放出大量肌红蛋白和钾离子。海蛇咬伤
患者可在3～6h 后出现肌红蛋白尿，引起急性肾功
能衰竭，这是海蛇咬伤晚期死亡的主要原因。钾离
子入血导致高钾血症，引起心律失常，严重者心跳
骤停。
3 救治情况

  海蛇咬伤属急危重症，即使患者开始时没有出
现中毒症状，也要尽快将患者送往医院救治。现场
急救是指被咬伤后送进医院前所采取的措施，包括
局部切开、 吸引、 冷冻、 烧灼、 伤口冲洗、 结扎患
肢等，目的是排出伤口内的毒液、减少毒液的吸收，
但目前这些做法对海蛇咬伤的利弊有争议。
3.1 切开排毒 有人认为伤口处早期切开吸毒

可减少毒液吸收，但以后不少研究均加以否定［14］，
对海蛇咬伤来说，被咬部位毒牙陷入较浅，切开深
部不仅会伤及血管、 神经与肌腱，还会引起感染，
因为海蛇口腔内含有大量革兰氏阴性菌、破伤风杆
菌等需氧菌和厌氧菌，切开伤口更容易加重伤口局
部的感染，并促使毒素吸收入血。由于海蛇毒对热、
酸、 碱等较稳定，因此，咬伤部位用冰敷、 热敷和
醋涂抹均无效，用火烧灼伤口来破坏毒素作用也无
效，反而会因此而延误急救时机［15］。
3.2 伤口冲洗与吸引 咬伤后立即用现场所能

找到的任何清洁的水冲洗伤口，可用清水、 海水、
盐水、肥皂水等，有条件可用2％高锰酸钾溶液、双
氧水等冲洗伤口，冲洗量要大，时间要长。 还可用
拔火罐、吸乳器、电动吸引器等在伤口处吸引排毒。
3.3 结扎 通常认为在伤口近心端结扎阻断局

部血流可延缓蛇毒的吸收，但临床上发现结扎会发
生局部肿胀［6］，局部结扎超过2h 会引起肢体缺血
和外周神经损伤，结扎松开又会使海蛇毒突然大量
进入血液而引起休克或其它中毒症状。 Amarol等
的研究结果表明，是否进行结扎对死亡率、抗蛇毒
血清用量、临床症状和检验指标均无明显区别，认
为结扎对蛇伤急救是不起作用的［16］。 压迫和制动
是 Sutherland 等长期研究后创造的夹板绷带包扎
方法，用于临床效果可靠，现已成为蛇伤急救的常
规［17］。 适当的压力和制动可阻止静脉血和淋巴液
的回流，从而阻滞蛇毒的吸收，同时可减少抗蛇毒
血清的用量。

对于这种临床急症，国内外的研究均不多，特
别是国内缺乏对这一急症的理性探讨。海蛇咬伤患
者多数被送往当地的小医院，各家医院依各自的经

验进行对症处理，目前没有特效的救治药物，也没
有形成规范化的急救方案，救治效果不甚理想。
4 抗海蛇毒血清的研制及应用

  抗海蛇毒血清是目前公认对海蛇咬伤最有效
的急救药物，是海蛇伤临床救治中的关键。抗海蛇
毒血清是将提取的海蛇毒制成类毒素后，经动物
（如兔、马） 诱导免疫后采血离心出血清，盐析、酶
切纯化后制得，其中含有特异性海蛇毒抗体，可以
同相应的海蛇毒结合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解除
或中和蛇毒；而蛇毒抗原-抗体复合物可经肾脏排
出或被吞噬细胞清除。 使用抗蛇毒血清必须早期、
足量、 准确。 传统方法在使用前必须作皮试，但对
于海蛇咬伤患者来说，即使皮试阳性，也必须注射
抗蛇毒血清。 临床观察表明，可采用 “分段稀释滴
注法”，即先取抗蛇毒血清1ml，稀释于10％葡萄
糖溶液或0.9％生理盐水250ml，加地塞米松注射
液10mg，以每分钟15滴的速度缓慢静滴，若过20
分钟无反应，再加入抗蛇毒血清所需剂量作静脉滴
注，如有反应，可调节滴速进行脱敏疗法。 此法可
省去皮试步骤，为抢救争取时机，同时也避免了皮
试中假阳性与假阴性的判断难题，具有过敏试验、
治疗、脱敏的三重作用［18］。在缺乏特异性抗海蛇毒
血清时，海蛇伤选用同科属毒蛇的抗眼镜蛇毒血清
和抗银环蛇血清也有一定的效果［19，20］。
  目前国外已有少数国家研制成抗海蛇毒血清
产品，如澳大利亚的单价抗裂颏海蛇毒血清和多价
抗海蛇毒血清（以澳大利亚最常见的片岩海蛇毒和
陆地蛇虎蛇毒为抗原免疫马制成） 、 德国等的抗地
中海蝰蛇毒血清、 印度孟买 Haffkine研究所研制
的以片岩海蛇毒为抗原的单价抗海蛇毒血清等，但
都是针对本国海域的常见海蛇，而这些海蛇在我国
东南沿海海域较少见，甚至没有，因而对我国东南
沿海海域的海蛇咬伤救治意义不大。国内广西医科
大学蛇毒研究所曾与日本蛇族学术研究所联合研

制抗青环海蛇毒血清，在广西个别医院用于临床急
救海蛇咬伤，效果明显［5，7，12］，但目前国内仍未见有
抗海蛇毒血清商品面市。免疫学实验证明海蛇毒的
抗原有交叉性，一种抗海蛇毒血清可以中和多种海
蛇毒，这对我国在东南亚海域选择常见海蛇－－平
颏海蛇或青环海蛇作抗原研制抗海蛇毒血清有重

要意义，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正在进行这方面
的研究。
  我国东南沿海海域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
意义，所有海上军事行动，比如海上军事演习、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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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陆作战以及和平时期的岛屿防御等都要面临

海洋生物伤的危险。同时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海洋
产业开发的重点地区，近年来随着对海洋资源开发
利用的不断增多，海上作业人员及海边度假游客遭
受海洋生物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其中，海蛇咬伤
是最常见、最严重的海洋生物伤，其发病率呈不断
上升的趋势。进行常见海蛇咬伤的防治研究是我军
进行海上军事行动面临的特殊医疗卫生保障课题；
也关系到海洋资源开发，如潜水作业、 海洋捕捞、
海水养殖、沿海城市旅游业及沿海居民日常生活中
的安全问题。 我国必须加紧抗海蛇毒血清的研制、
推广生产和应用研究。同时抗海蛇毒血清如何使用
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特别是当抗蛇毒血清不能在现
场立即使用时 （这种情况将占绝大多数） ，患者会
出现器质性损伤，表现出严重的中毒症状，预计此
时单凭抗蛇毒血清难以使患者快速痊愈，需用哪些
对症支持措施正是需要研究的内容；另外，抗海蛇
毒血清在急救过程中，医护人员监护的重点是什
么，如何尽早发现病情变化、进行预见性的急救护
理，也是亟待研究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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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毒是从毒蛇的毒腺中分泌出来的一种毒液， 属于生物毒素。一般蛇毒的新鲜毒液呈蛋清样粘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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