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Ｃｈ ｉ ｎ  Ｊ Ｅｍ ｅ ｒ
ｇ 
Ｒ ｅ ｓ ｕ ｓｃ Ｄ ｉ ｓ ａ ｓ ｔ ｅ ｒ Ｍｄ

，
Ｎ ｏ ｖｅｍｂｅ ｒ ２０２ １

，

Ｖ ｏ ｌ ．  １ ６ Ｎ ｏ ．  １ 丨 ２〇２ １ 年 １ １ 月 第 １ ６卷 第 １ １ 期 中 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
／ 动物伤害救治与急救 １２著

１ ９９ ８
—

２０２０ 年中 国蚂蚁螫伤研究现状与文献

计量学分析

阙 茂棋 ＼ 杨 凯春
１

，
李 永武 ＼ 王传林

２

，
吕 新 军

３

，
陈庆 军 ＇庄鸿志

５

，
康新

６

１ ． 厦 门市第五医院急诊科 ， 福建厦 门 ３ ６ １ １ ０ １
 ；
２ ． 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急诊科 ， 北京 １ ０００４４

：
３ ．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
北京 １ ０２ ２０６

；
４ ． 北京市和平里 医院急诊科 ， 北京 １ ０００ １ ３

；
５ ． 福建中 医药大学附属晋江

市 中医院急诊科 ， 福建晋江 ３ ６２ ２ ００
：
６ ． 大连大学附属 中 山 医院急诊科 ，

辽宁大连 １ １ ６００ １

摘要 ： 目 的 汇 总分析 中 国 蚂蚁螫伤 文献 ，
了 解我 国 蚂蚁螫伤 的现状及发展 态 势 ，

从而 为进一步规 范蚂蚁螫伤 的

诊治及开展相 关研究提供思路和指导 。 方法 检 索 万 方 医 学 网 、 维普 网 及 中 国 知 网 三大数据库 中 有 关蚂蚁螫伤

的 文献
，

以
“

蚂蚁咬伤 、蚂蚁螫
（
蜇

）
伤 、
红 火蚁咬伤 、

红 火蚁螫 （蜇 ）
伤

”

为检 索 词 在
“

主题
”

字段进行检 索 ，
经过遴选

后
， 对纳入文章从年份 、 期 刊 、地 区 及发文机构 、研 究 类 型 ， 患 者性 别 、年龄 、螫伤部位 、就诊 时 间 、 治 疗 方 法 、 治愈

时 间 等 资料 ，
进行汇 总分析 。 结 果 通过检 索 筛 选最终纳 入 ３ ２ 篇 有效 文献 ， 平 均 每年

（
１ ． ３ ９ ± １ ． ２ ８

）
篇 ， 均 为 临床

研 究 或报道 ；
共 纳 入蚂蚁螫伤 病 例 ８６２ 例 ，

以 福建省 泉 州 市 、 广 东 省 阳 江 市 、 广 东 省 广 州 市报道病例 居 多 ；
蚂蚁

螫伤 病情程度来看 ， 轻 中 型 患 者居 多 ， 重 型 患 者 少 见
，
病情严 重者可合并心 肺等 多 器 官功 能损伤 ； 中 西 医 结合治

疗 均 能起到 一 定 疗 效 ，
但 尚 无特 效 药 物 。 结论 我 国 蚂蚁螫 伤 整体研 究 水平偏低 ，

蚂蚁毒素 的 成分及致病机制

尚 未 完全 明 确 ，
其 治 疗 上暂 无特效 药 物 ，

应加 强预 防 宣传工作 以减 少蚂蚁螫伤及危重 患 者数量 。

关键词 ： 蚂蚁
；

红 火蚁
；
咬伤

； 螫伤 ；
流行病 学 ；

临床表现 ；
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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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是一种群集而居的常见社会性昆虫 ， 属于节

肢动物 门 ， 昆虫纲 ，
全世界约有 １ ６０００ 种蚂蚁 ， 而我

国 已 知蚂蚁种类有 ８００ 种 以上 １

１

］

。 近年来 ， 国 内外均

有蚂蚁叮蜇伤 的相关报道 ， 有 的极具致命性 １

２＾
， 我 国

自 ２００４ 年在广东省湛江市吴川县发现红火蚁伤人事

件 以来 １

４
１

， 蚂蚁伤人事件 的报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通信作者 ： 李永武 ，
Ｅ ｍ ａ ｉ ｌ ：  ｌ ｉ

ｙ
ｏｗｕ＠ １ ２６ ． ｃｏｍ

？

－４３ １ １ ？



动物伤害救治与急救 中 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１ 月 第 １ ６ 卷 第 １ １ 期 Ｃ ｈ ｉ ｎ Ｊ Ｅｍｅｉｇ Ｒｅ８ｕ ？ｃ Ｄｉ ？ａｇｔｅｒ Ｍ ｅｄ
，
ＮｏｖｅｍｂＣＴ ２０２ １

，
ＶｏＵ ６ Ｎｏ ． Ｕ

文献缺乏随机对照设计 ，严谨性不足 。

２ ． ２文 献 年 度 与 期 刊 分 布 １ ９９ ８
—

２０２０ 年我 国 蚂

蚁螫伤方面发表 ３ ２ 篇文章 ， 平均每年 （
１ ． ３ ９± １ ．２ ８

）篇 ，

其 中 ２０ １ ７ 年发篇量最多 ， 达 到 ５ 篇 ， 其他年份均 ＜ ３

篇
（图 １

）
。 文献共刊载于 ２ ８ 本期 刊 ， 载文数量排名前

４ 的杂志和载文数量见表 １ 。 目 前 ， 刊登有关蚂蚁蟹

伤文献期 刊级别较低 ，
以 国家级或省级期刊 为主 ， 许

多期刊质量不高 ， 影响 力不足 ， 文献的研究质量有较

大的提升空 间 。

人被蚂蚁螫伤后会产生一系列 中毒症状 ， 甚至严重危

害健康及生命 ｜

５
－

７
１

。 近年来 ， 蚂蚁螫伤救治引起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 。 ２０２０ 年 ， 中 国 医学救援协会动物伤害

救治分会专家们编撰 了我 国首部 《 中 国动物致伤诊治

规范 》的专著 ， 其 中包括 《蚂蚁螫伤诊治规范 》
｜

８
１

， 在规

范制订过程 中发现 ， 人们对蚂蚁螫伤流行病学特点 、

致病机制及治疗方面等存在认识上的不足 。 为此 ， 本

文运用 文献计量学方法 系统梳理和分析 １ ９９ ８
—

２０２０

年我 Ｗ蚂蚁螫伤的流行病学特点 、研究现状和发展态

势 ， 希望为进一步规范蚂蚁螫伤的救治及相关研究提

供思路和方向 。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 １ 文 献收 集 及 检 索 策略 通过万方医学 网 、维普

网 及 中 国 知 网三大数据库 中检索到 的蚂蚁螫伤相关

学术文献为研究对象 ， 以
“

蚂蚁咬伤 、蚂蚁螫 （哲 ）
伤 、红

火蚁咬伤 、红火蚁螫 （蜇 ）伤
”

为检索词在
“

主题
”

字段进

行检索 ， 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２ 月 。

１ ． ２ 文 献 纳 入 与 排除 标 准 纳 入标准 ：①文献 内 容

须与蚂蚁蜇咬伤有关 ； ②主要选取期 刊 中有研究 数

据 、研究设计或资料的文献 。

排除标准 ：①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调研文章及综

述 ；②无法获取全文链接的 文章 ；③报纸 、 新闻 消息 、

宣传报道及政府部 丨

＇

ｊ 文件转载等非学术性文献 ；④论

文疑似重复发表 ， 保 留 文章质量或期刊文献质量较高

的 １ 篇 。

文献筛选和数据提取均 由 ３ 位研究人员 独立进

行 ， 交叉 复核 ， 若存在争议则 由 ３ 位研究 人员进一步

讨论 ，
三者均无异议后再行纳入 。

１ ． ３文 献 分 析 方 法 检索所得 文献采用 Ｎｏ ｔｅＥ ｘ
？

ｐ ｒｅｓ ｓ软件进行管理  ， 并在Ｅ ｘｃｅ ｌ２００７中建立数据库  ，

对纳 入文章从年份 、 期 「
Ｈ
ｊ 、地区及发 文机构 、研究类

型 ， 患者性 别 、年龄 、螫伤部位 、就诊时间 、治愈时间 ，

以及发病机制 、诊断与治疗 、 预防等方面制订单元和

条 目 ， 应用 Ｇ ｒａ
ｐ
ｈ
ｐａ

ｄ
ｐ

ｒ ｉ ｓｍ７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

统计。

２ 结 果

２ ． １ 文献 纳 入情况 本研究根据制订的检索策略初

步检索到 １ ２ ７ 篇 ， 其 中 万方医学 网 ４５ 篇 ， 中 国 知 网

４２ 篇 ， 维普 网 ４０ 篇 。 去除重复 文献后 ， 依据纳入与

排除标准对每篇文章进行 阅读筛选 ， 最终纳入 ３ ２ 篇

文献ｎｍ ３７
１

， 其 中 个案报道 丨 ２ 篇
｜ ８

１

， 回顾性研究

１ ５ 篇 对照研究 ５ 篇 １

３Ｍ ７
１

。 从研究设计上看 ， 多数

图 １ １ ９９８
—

２０２０ 年我 Ｗ蚂蚁螫伤文献年度分布

表 １ １ ９９ ８
—

２０２０ 年我 闰 刊载蚂蚁螫伤文献的期刊及数墙

序号 刊名 文献数 （
篇 ） 构成比 （

％
）

１ 中 国医药指南 ２ ６ ． ２５

２ 中 国急救 复苏与灾害 医学杂志 ２ ６ ． ２５

３ 人民军医 ２ ６ ． ２５

４ 海南 医学 ２ ６ ． ２５

５ 其他 ２４ ７５ ．００

６ 合计 ３ ２ １ ００ ． ００

２ ．３ 蟄 伤 地 点 和 发 文 机 构 分 布 如表 ２ 所示 ， 蚂蚁

螫伤报告病例数前 ５ 位依次是福建省泉州市 、广东省阳

江市 、广东省广州市 、广东省深圳市及广东省江门市 。

表 ２ １ ９９ ８
—

２０２０ 年我 ＿蚂蚁螫伤地点报告病例分布情况

序号 螫伤地点 报告病例数 构成 比 （
％

）

１ 福建省泉州市 １ ６７ １ ９ ． ３ ７

２ 广东省 阳江市 １ ２７ １ ４ ． ７ ３

３ 广东省广州 市 １ １ ３ １ ３ ． １ １

４ 广东省深圳市 ９６ １ １ ． １ ４

５ 广东省江门市 ６３ ７ ． ３ １

６ 其他 ２９６ ３４ ． ３４

７ 合计 ８ ６２ １ ００ ． ００

２ ． ４ 性 别 、 年龄 及 病 死情 况 ３ ２ 篇有性别记载 ， 文

献共纳 入患者 ８ ６ ２ 人 ， 其中 男 ４９７ 人 ， 女 ３６５ 人 ， 男 ：

女＝
１ ． ３６ ： 丨

， 年龄 ３ 个月 ￣

７０ 岁 。 １ ９ ９ ８
—

２０２０ 年总报

告病例数 ８６ ２ 例 ， 平均 （
３ ７ ．４８ ± ５ ３ ． ０６

）
例 ／年 本 文纳入

的 ８６ ２ 例蚂蚁螫伤患者中均疮愈 ， 无死亡

２ ．５ 就诊 时 间 与 治 愈 时 间 分析 螫伤至门诊就诊时

间最短 ８ｍ ｉ ｎ
， 最长 ５ｄ

， 多数在 ２ｈ 内 就诊 。 治愈时

间 ２ ￣ ２ １ｄ
，

—般在 １ 周 内治愈 。 局部症状较轻者 ， 常

在 ２ ￣

３ ｄ 后开始消退 ，
１
￣ ２ 周 即 可痊愈 。 严重者可

持续数天 、数周 ，甚至危及生命 。

５



４



３



２



１

０

Ｓ
Ｚ

６
Ｉ

０
Ｚ

２
０

Ｚ

卜
Ｉ

０

ＣＮ

９
Ｉ

０
Ｚｉ

￡
１

０
３目

份

ｎ
ｏ
ｚ

年

ｏ
ｔ

ｏ

ｚ

ｉ
ｚ

ＯＯ

０

０

Ｚ

卜

０
０

ＩＮｉ

Ｔ

０

０

Ｚ

００

６

６
Ｔ

０

０

Ｓ

１ ３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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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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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６ Ｎｏ ． ｌ  １２０２ １ 年 １ １ 月 第 １ ６卷 第 １ 丨 期 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
／ 动物伤害救治与急救

２ ． ６ 致病 机 制 ３ ２ 篇文献均提及蚂蚁螫伤机制 的

内容 ， 其致病机制见表 ３ 。 蚂蚁以大颚咬住人类皮肤 ，

用其整针将毒囊 中大量的毒液注人皮肤 ， 致使人体发

生变态反应 。 蚂蚁的毒液中主要有蚁酸 、组胺样物质

等 。 患者被蚂蚁螫伤后的病情轻与重可能与不同品种

蚂蚁释放蚁酸和毒素不同 、机体遗传背景以及个体差

异有关。 轻者可无任何不适 ，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

表 ３ 蚂蚁螫伤的致病机制

序号 临 床表现

１变态反应

局部皮肤

坏死 、溶血

致病机制

毒液 中 含有 水溶性小分子蛋 白 ， 具有抗原性 ， 是造成

变态反应 的 主要原因 ， 常使患者发生 Ｉ 型超敏反应 。

火蚁毒液 含有不溶性 ２
，
６二取代哌啶生物碱 ， 该毒素

有局部组织坏死 、溶 血 、抗菌 的作用 ， 会促使肥大细胞

释放组胺和 血管活性胺类物质 ， 引起细胞坏死 。

３

局部组织

肿胀
毒液 中 的磷脂酵素 及玻 尿酸醇素 ． 可 引起组织肿胀 。

组胺 、 ５
－羟色胺等活性介质使全身毛细血管扩张 、通

透性增加 ， 致血管容积增大 ， 使有效血液循环量锐减 。

２ ． ７ 临 床 表现分析 蚂蚁螫伤后 ， 局部主要表现 ：疼

痛 、瘙痒 （有的奇痒难忍 ）
、丘疹 、风团块 、脓疱 、瘀斑 、表

皮坏死 、遗 留 色素沉着或瘢痕形成 ；
全身变态反应 ： 畏

寒 、发热 、乏力 、全身皮肤潮红 、大面积荨麻疹 ； 呼吸系

统 ： 胸闷 、气短 、喉头水肿 、呼吸 困难 ； 神经系统 ： 头痛 、

眩晕 、精神萎靡或烦躁不安 、抽搐 、谵忘 、晕厥等 ；循环

系统 ：心悸 、心律失常 、血压下降 、心率减慢 、休克等 ； 消

化系统 ：恶心 、呕吐 、腹痛 ；凝血功能障碍 ： 皮肤瘀点 、瘀

斑 、黏膜 出血 。 从病情程度来看 ，轻中型患者居多 ， 重

型患者少见 。 蜇伤部位下肢 ＞ 上肢 ＞ 胸腹躯干部 。

２ ． ８ 治 疗 分析 文献综合分析发现 ， 蚂蚁螫伤治疗

主要包括局部处理 ，抗过敏 、抗休克治疗 ，并发症治疗

三个方面 ， 具体治疗措施 ： ①局部处理 。 伤 口 冲洗 ：

５％
￣

１ ０％ 碳酸氢钠溶液 、肥皂水 、
１ ０％ 氨水 ； 伤 口 外

敷用药 ： 地塞米松软膏 、季德胜蛇药片 、百部酊 、 中药

金黄膏 、百草油 。 ②抗过敏 、抗休克治疗 ：
口 服用药 ：

扑尔敏 、氯雷他定 、依 巴斯汀 、盐酸非索菲那定 ；
肌 肉

注射 ： 苯海拉明 、异丙嗪注射液 ；静脉用药 ： 扑尔敏注

射液 、地塞米松 、 甲 基强 的松龙 、氢化可 的松 、维生素

Ｃ 、
１ ０％ 葡萄糖酸钙 、 甲 泼尼龙等 ； 过敏性休克 ： 保暖 、

吸氧 ， 给予肾上腺素 、皮质类 固醇等药物 ， 补充晶体液

（
生理盐水 、乳酸林格液等 ）

， 必要 时应用去 甲 肾上腺

素 、多 巴胺等血管活性药物 。 ③并发症治疗 。 软组织

感染和急性浅表淋 巴管炎 ： 出现软组织感染或浅表淋

巴管炎应规范抗感染处理 ， 出 现脓肿可切开引 流 。 喉

头水肿 ： 面罩吸氧 ， 咽喉部喷雾 ０ ． １ ％ 肾上腺素 ， 雾化

吸入糖皮质激素 ， 足量糖皮质激素静脉注射 ， 使水肿

尽快消除 。 严重喉阻塞者 ， 发现后立即气管切开 。 心

律失常 ： 窦性心动过速时 ， 可用 ｐ 受体括杭剂 （普萘洛

尔 、 比素洛尔 ）等 ；
心动过缓与窦房阻滞时 ， 可用阿托

品 ； 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必要时 ， 电复律 。 重度

缺钾者 ，应积极补钾治疗 。 积极预防破伤风 。 中 医也

在蚂蚁螫伤治疗过程 中 ， 发挥了一定作用 。 蚂蚁叮螫

伤临床表现属 中 医
“

风 、湿 、火热
”

毒邪范畴 。 外用 ： 金

黄膏散结消肿止痛 ； 罗 浮 山百草油 、 三黄洗剂具有清

热解毒 、消肿止痒的功效 ； 季德胜蛇药片具有解毒 、止

痛 、消肿功效 ， 针对局部症状患者予调糊外敷 ， 全身症

状 明显者 ， 加用蛇药片 口 服 。 内服 ： 三草汤功效为清

热燥湿泻火解毒 。

３ 讨 论

３ ． １ 当 前 关 于蚂蚁螫伤 相 关 的研 究 文献存在 质 量 不

高 、 缺乏流行病 学数据 本文纳入 ３２ 篇文献 ，
８６２ 例

蚂蚁螫伤病例 ， 其 中个案报道和 回顾性研究居多 ， 刊

载在科技核心期刊文章较少 ， 整体文章质量不高 ， 缺

少全国多 中心 、前瞻性 、大样本量 ， 随机对照研究 。 今

后研究应注重随机对照等科研设计 ，增强研究的科学

性和严谨性 。 蚂蚁螫伤报道病例 以广东省 、福建省较

多 ，这可能与 当地生态环境有关 。 我 国南方地区气候

温暖湿润 ， 适合多种蚂蚁生存繁殖 。 且近年来 ， 随着

国 际贸易 的大量增长 ， 外来入侵红火蚁在我 国南方地

区大面积大量繁殖 ， 群众在生产活动 、 消 费休闲等活

动中 同蚂蚁密切接触的机会增加 。

３ ．２ 蚂蚁毒 素 成分和致病 机制 尚 未 完 全 明 确 蚂蚁

毒素成分在文献 中 的描述过于笼统 ，
不甚清楚 ， 这将

影响蚂蚁螫伤致病机制 的 阐 明 和针对性解毒剂 的研

发 。 因此 ， 有必要采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 、

高通量基因测序等方法对蚂蚁毒素进行检测与分析 ，

以进一步明确毒液的成分和作用 。

３ ．３蚂蚁蟄 伤 治 疗 尚 无特效 药 物 ， 中 西 医 结 合 治 疗

均 能起 到 一 定 疗 效 针对蚂蚁螫伤 ， 当前 尚无特效治

疗药物 。 目 前主要针对局部皮肤病变 、抗过敏 、抗休

克及并发症进行治疗 。 蚂蚁毒素可被碱性溶液中 和 ，

可及时应用碳酸氢钠溶液 、肥皂水涂抹或湿敷 ， 可减

少毒素的吸收 。 对于变态反应可 口 服 、肌注或静脉推

注等抗过敏 。 而对于危重患者则及时抗休克及加强

抗过敏治疗 ， 卧床 ，
心 电监测 ， 监测生命体征 ， 密切观

察病情 ， 防治并发症 。 中 医学认为 ， 蚂蚁叮螫伤临床

表现属 中 医
“

风 、湿 、火热
”

毒邪范畴 。 其中外用药 ： 金

黄膏具有散结消肿止痛 ，研究表 明金黄膏具有镇痛抗

感染作用 ， 是治疗体表化脓性感染疾病的理想外用药

物？。 三黄洗剂具有清热解毒 、 消肿止痒 ， 现代药理

？ １ ３ １ ３ ＿



动物伤害救治与急救 中 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１ 月 第 １ ６ 卷 第 １ １ 期 Ｃ ｈ ｉｎ Ｊ Ｅｍｅ ｒ
ｇ Ｒ ｅｓｕｓｃ Ｄ ｉｓａｓ ｔｅ ｒ Ｍ ｅｄ

，
Ｎ ｏｖｅｍｂｅ ｒ ２０２ １

，
Ｖ ｏ ｌ ． ｌ ６ Ｎ ｏ ． ｌ ｌ

ｉｍ

学研究 已表明三黄洗剂能抑制肿胀 ，有抗迟发性炎症

和抗急性炎症的作用 ，对组胺引起的瘙痒反应有止痒

作用 （

３

＼ 内 服药 ： 三草汤功效为清热燥湿泻火解毒 ，

临床研究发现其对凝血功能的恢复有促进作用 ， 同时

能提高毒虫咬伤疗效 ［

４ ＜ ）

１

。 内外均可药物 ： 季德胜蛇药

片具有解毒 、止痛 、消肿功效 ，
已被证实能有效缩短毒

虫咬伤后 的治疗时间 ，操作简便 ，疗效可靠 ，针对局部

症状患者予调糊外敷 ， 全身症状 明显者 ， 加用蛇药片

口 服則 。

３ ．
４ 蚂蚁螫 伤 救 治科普 宣 传 不 足

，
群 众缺乏对蚂蚁

螫 伤 救 治 的 知识 蚂蚁螫伤救治 的基本原则是快速

脱离接触 、 辨 明蚂蚁 、 清洗伤 口 、抗过敏及 防止并发

症 ｜

８
１

。 大多数人对蚂蚁螫伤 的救治知识严重匮乏 ， 被

蚂蚁螫伤后 以 自 行处理为主 ， 现实 中不时发生严重过

敏甚至休克案例 。 因此 ， 加强蚂蚁螫伤救治知识的科

普宣传 ， 使蚂蚁螫伤高风险人群掌握蚂蚁螫伤救治的

正确知识 ， 将减少因 为蚂蚁螫伤而发生 的严重事件 ，

最大 限度保障蚂蚁螫伤高风险人群 的健康 和生命 。

当前 ，应充分利用 网络 、 电视及手机等融媒体手段 ， 结

合专业人员现场宣传教育 ， 在蚂蚁螫伤高风险地区广

泛开展蚂蚁螫伤救治科普宣传 ， 纠正蚂蚁螫伤高风险

人群不正确 的认知和行为 。 对于户外劳作的村民 ， 更

加应 当从劳动卫生与职业防护角度 出发 ， 做好专业的

蚂蚁螫伤防护和救治的流程与物品准备等 。

３ ．５蚂蚁螫伤救 治 中 破伤 风预 防被严 重 忽视 动物

致伤 中应加强破伤风的预防 ， 正确安全接种破伤风疫

苗和
（
或 ）被动免疫制 剂 。 然而 ， 在近年来却无预防蚂

蚁螫伤 引起 的破伤风相关文献 。 当下不管患者本人

还是医务人员均存在对蚂蚁螫伤后 的破伤风预防认

识不足 ， 未针对蚂蚁螫伤进行破伤风风险评估和预防

处置 。 动物致伤造成的伤 口 是破伤风高风险伤 口
， 应

评估破伤风风险并采取相应 的预防措施 。 因此未来

不仅要加强科普宣传 ， 而且应该规范蚂蚁螫伤的破伤

风风险评估 ，
以便在蚂蚁螫伤处置中提高破伤风的预

防工作 。 按照 《非新生儿破伤风诊疗规范 》 《外伤后破

伤风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使用指南 》的原则 和要求 ，

积极预防蚂蚁螫伤引起的破伤风 ｜

４＞４ ３
１

。

近年来 ， 随着健康 中 国政策 的深人推进 ， 动物致

伤诊治和科普工作的需求也 日 益突 出 ，针对动物致伤

研究和科普工作的重要性逐渐被政府和研究者关注 。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 ， 对我 国蚂蚁螫伤研究文献流

行病学特征 、发文时间 与机构 、 临床表现 、治疗方法等

做 了 系统性的统计分析 。 结果显示 ，蚂蚁螫伤文献研

究质量不高 ， 严重缺乏流行病学数据 ， 部分蚂蚁毒素

１ ３ １ ４ ？

成分和致病机制 尚 不 明 确 ， 蚂蚁螫伤治疗无特效药

物 ， 预防宣传工作很不到位 。 因此 ， 下一步应在全国

组织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 ； 采用高通量基因测序等

手段和方法 ， 确定蚂蚁毒素 的具体成分 ； 开发蚂蚁螫

伤特效治疗药物 ； 加强预防宣传工作 ， 降低蚂蚁螫伤

发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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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主要原 因 之一 。 此次研究显示 ， 研究组患 者治疗

ｉ ｄ 后炎症 因 子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 分析认 为 ， 研

究组患者使用液体敷料后 ， 患者机体中活化的 白细胞

数量将降低 ， 而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ａ 、 白 细胞介素 －

６

的分泌浓度也下降 ，更好地减少了炎症反应％ 。

综上所述 ，毒蛇咬伤后采取中医护理可有效降低患

者并发症发生率 ，联合液体敷料后患者炎症因子快速降

低 ，增强局部消肿效果 ，具有积极的临床使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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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ｎｆｌ ａｍ
？

ｍ ａ ｔｏ ｒ
ｙ 
ｄ ｒｕ

ｇ
ｓ ｉ ｎｃｏ

ｐｐ
ｅ ｒｈ ｅ ａｄ ｓｎ ａｋ ｅｂ ｉ ｔｅ

ｐ
ａ ｔ ｉ ｅ ｎ ｔ ｓ

［
Ｊ

］
． Ｃ ｌ ｉ ｎ ｉ ｃ ａ ｌ Ｔｏ ｘ ｉ ｃｏ ｌ ｏｇｙ ，

２０ １ ８
，
５ ６

（
１  ｌ

）
： ｌ

－

７ ．

［

１ ３
］
王赛永 ，唐宏业 ．毒蛇咬伤 的护理

［
Ｊ

］
．护理学杂志 ，

２０ １ ７
，
５

（
１

）
： １ ０

－

１ １ ．

［
１ ４

］
李忠志 ，徐桂琴 ，袁 以洋 ，等 ．刺血拔罐联合蛇伤 冲剂治疗蝮蛇咬伤

临床观察
［
Ｊ

】

．安徽 中 医药大学学报 ，
２０ 丨 ９

，
３ ８

（
３

）
： ５ １ 

－

５ ４ ．

丨

１ ５
】
庞翠华 ，熊丽 ，阙婉舒 ，等 ．液体敷料联合蛇药外敷用 于蛇咬伤 的临

床护理研究
［
Ｊ

】

．检验医学与 临床 ，
２０ １ ８ ， １ ４

（
２ １

）
： ２４

－

２７ ．

收稿 日 期 ： ２０２ 卜０ ３
－

０２修 回 日 期 ： ２０ ２卜０５
－

２ １

（
上接 １ ３ １ ４

）

［
２ ２

丨
阳生光 ，苏科 ，张兴毅 ，等 ．蚂蚁叮蜇伤 ５ ６例临床分析⑴ ． 中 国全科 医

学 ，
２０ １ ０

，
１ ３

（
９

）
： １ ０ １ ６

－

１ ０ １ ８ ．

［

２ ３
】
蒋成佳 ，李碧峰 ，彭 惠轩 ． ３ ２例蚂蚁咬伤临 床分析⑴ ． 中 国 中 医药 咨

讯
，
２０ １ １

，
３

（
１ ８

）
： ２２９ ．

［

２４
］
林勇英 ． １ ６例校 内蚂蚁咬伤病例分析

丨
Ｊ

］
． 中 国校 医 ，

２０ １ ２
，
２ ６

（
５

）
： ３ ３４ ，

３ ３６ ．

［
２ ５

】
杨新球 ，谭文立 ，

李玉霞 ． ６ ３例人侵红 火蚁蜇伤的临 床分析
丨几 中 国

医药指南 ，
２０ １ ２

，
１ ０

（
１ ０

）
： ２０

－

２ １ ．

［
２ ６

］
卢余洲 ，

刘 晓微 ． 儿童蚂蚁 咬 伤 ３ ５例 临 床分析
［
Ｊ

ｊ

．儿科药学杂 志 ，

２０ １ ６
，
２２

（
１

）
： ３ ３

－

３ ４ ．

［

２７
］
林春光 ，钟征 明 ，

庞家武 ．蚂蚁螫伤 ２ １ 例 临床分析
［
Ｊ

１

． 内科 ，
２０ １ ７

，
１ ２

（
４

）
： ５ ７ ０

－

５ ７ １ ．

［
２ ８

〗
罗保美 ． ６例红蚂蚁 叮咬伤致过敏性休 克 的急救护理体会⑴ ．心理

医生
，
２０ １ ７

，
２ ３

（
３ ２

）
： １ ７ ０

－

１ ７ １ ．

［
２９

］
郑小英 ．大学生军训期 间 蚂蚁 咬伤 至过敏 的治疗和 防治措施

［
Ｊ

］

．

健康之路 ，
２０ １ ８

，
丨 ７

（
１

）
： ２ ２

－

２ ３ ．

［
３ ０

ｊ
曹 国南 ．火蚂蚁 咬伤致过敏性反应 的 ７例临 床分析

［
ｊ

｜

．临床医药文

献电子杂志 ，
２０ １ ９

，
６

（
４９

）
： ２６ ．

［
３ １

］
李永武 ，杨凯春 ．急诊 留 观处置蚂蚁 咬伤 １ ６例临 床分析 ［

Ｊ
］

． 中 国急

救复苏与灾害 医学杂志 ，
２０ １ ９

，
１ ４

（
３

）

： ２ ８９
－

２９０ ．

［
３ ２

］
萧凤珠 ，

庄鸿志 ，颜长护 ，等 ． １ ６６例蚂蚁 螫伤临床分析
［
Ｊ

］
． 中 国急救

复苏与灾害 医学杂志 ，
２０２０

，
１ ５

（
９

）
： １ １ ３ ６

－

１ １ ３ ８ ．

丨

３ ３
］
蓝旭霞 ． 豹纹点刺 加拔罐艾 灸 治疗蚂蚁 咬伤性皮 炎 临 床观察

丨
Ｊ

］

．

中外医疗 ，
２０ １ １

，
３０

（
３ ５

）
： １ ２０ ．

［
３ ４

］
郭小平 ． 临 床上对人 侵红 火 蚁蜇伤 的 临 床特征分析 及 预 防

丨
Ｊ

］

． 中

国 医药指南 ，
２０ １ ５

，
１ ３

（
７

）
：  １ ３ ５

－

１ ３ ６ ．

［
３ ５

］
江均 良 ． 罗 浮 山 百草 油 治疗红蚂蚁 咬 伤 的疗效 观察⑴ ． 中 国现代

药物应用 ，
２０ １ ７

，
１ １

 （
１ ７

）
：  １ ５ ０

－

１ ５ １ ．

［
３ ６

］
刘 炽彬 ． 罗 浮 山 百草油治疗红火 蚁蛰咬伤 的效果探讨

［
Ｊ

ｊ

． 当代 医

药论丛 ，
２０  丨 ７

，
１ ５

（ 

１ ５
）

：  １ ２５
－

１ ２ ６ ．

［
３ ７

】
李天 星 ，蔡婷婷 ．人侵红火蚁蜇伤治疗方法 的探讨

［
Ｊ

］

． 临 床皮肤科

杂志 ，
２０ 丨 ９

，
４ ８

（
４

）
： ２ １ ０

－

２ １ ２ ．

［
３ ８

］
李 国春 ，黄新武 ． 金黄膏镇痛抗炎作用 的实验研究

［Ｊ ］
． 中 医 临 床研

究
，

２０ １ ３
，
５

（
２ ２

）
： ３ ２

－

３４ ．

［
３ ９

］
王瑞科 ，杨际平 ，邵颖 ．三黄洗剂 对湿疹模型 动物消炎止痒的作用

机制
［
Ｊ

〗

． 中 国热带医学 ，
２ ０ １ ６

，
１ ０

（
９

）

： ８ ８ ６ ８ ８ ９ ．

丨

４０
｜

薛丽芬 ．三草汤对蛇伤致急性 肾损伤火毒证患 者 肾小管功能影响

的临床研究
［
Ｄ

］

．福州 ：福建中 医药大学 ，

２０ １ ８ ．

［

４ １

］
孙荣距 ，

张建波 ，果应菲 ，等 ．血必净注射液联合季德胜蛇药 片救治

蛇咬伤的临 床观察
［
Ｊ

】

．解放军药学学报 ，
２０ 丨 ０

，
２６

（
３

）
： ２ ５ ２

－

２ ５ ４ ．

丨

４２
］
王传林 ，刘斯 ，陈庆军 ，等 ．非新生儿破伤风诊疗规范

［几 中华流行病

学杂志 ，
２０２０

，
４ １

 （
２

）
：  １ ６２

－

１ ６６ ．

［
４３

］
王传林 ，

刘斯 ，邵祝军 ，等 ．外伤后破伤风疫苗和被动免疫制 剂使用

指南
［
Ｊ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
２０２０

，
４ １

 （
２

）
：  １ ６７

－

１ ７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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