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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药品检验所 (南京 1 2 0 0 08)狄恒建
’

滕健昌

摘要 考证 了本草记载的蝮蛇实为蜂科蝮亚科动物薪蛇 (尖吻蝮 ) Ak g` t s、 d。 ;。 。 。 , 。 。 G u e n t he
:

,

现药用蝮蛇为螃科蝮亚科动物蝮蛇 A g k献、 d 。 。 h o ly 、 P all as 对蝮蛇的原动物和显微特征的鉴定

研究
,

为药材商品的鉴定提供了依据
。

关键词 蝮蛇 薪蛇 原动物特征 显微特征

蝮蛇为民间常用中药
,

具有祛风
、

攻毒的功效
。

现已制成蝮蛇酒
、

蝮蛇粉胶囊等多种剂型
,

不仅用于营养保健
,

而且对麻风病
、

风湿性关节炎及皮肤顽痹等均有一定的疗效
。

但蝮蛇 自古

就有混乱现象
,

加之品种复杂
,

种下分类争议较多
。

现从本草考证
、

原动物及显微特征等方面对

其进行了鉴定研究
。

1 本草考证

本品始载于《名医别录 》
,

陶宏景 曰
: “

蝮蛇
,

黄黑色如土
,

黄领尖 口
,

毒最烈
。 ”

苏恭曰
: “

蝮蝮

作地色
,

鼻反
,

口 长
,

身短
,

头尾相似
,

大毒
。 ”

李时珍按尔雅云
: “

蝮蛇身博三寸
,

首大如孽
” ; 又引

用郭璞云
: “

蝮蛇惟南方有之
,

一名反鼻
,

细颈
,

大头
.

焦尾
,

鼻上有针
.

锦纹如缓
,

… … 大者长七
、

八 尺
。 ”

按上述
“
口 尖

、

鼻反
、

大者长七
、

八尺
”
之形态特征

,

乃系蛙科动物薪蛇 (尖吻蝮 ) A g 无
-

` s t , o 己。 。 。 〔 、。 t、 、
( G u e n t h

e : )
,

而非今市售之蝮蛇
; 而上述蝮毯

,

虽大小相近
,

但无具体特征描述
,

无法考证其何物
。

《中药大辞典 》曰 : “

蝮蛇为蝮蛇科动物
,

头部呈三角形
,

吻部圆… … 体侧各具

黑褐色圆斑约 30 个
。 ”
而《安徽两栖爬行动物志 》及《浙江动物志 ))( 两栖类

·

爬行类 ) 等书均明

确阐述为蜂科动物
.

其鉴别特征为
“

头呈长三角形
,

头背具对称的大鳞 片
,

眼前具颊窝
、

体背有

两纵行深色圆斑
。 ”

可见蝮蛇确系蜂科动物无疑
。

至于蝮蛇的分种和种下分类
,

国内外学者至今

仍有争议
,

仅短尾亚科 A g k : “ :

“
。 ,` bl o l。 h

off
“ 加

。 , ) :
川

。 d 。 、

的意见比较一致
。

张孟闻等均主张

不分亚种
。

考虑到药用分类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

认为种下不必分亚种
,

入其原动物来源当以蛙

科蝮亚科动物蝮蛇 月 , 、 ` 、 t , 。 、 o n * a z; 、 p a l l a s
为妥

。

2 原动物特征

样品取自于苏州蒙大奇保健品厂
。

本品全长 S J一 8 c0 m
。

头部呈三角形 ;吻部圆
,

吻鳞宽稍

大于高
。

鼻间鳞较宽短
,

外侧尖细而略弯
,

鼻孔近圆形
,

将较大的鼻鳞分为前后两半
。

颊鳞 2

( 1) ;眶前鳞 2 ( 3 ) ; 眶上鳞 l 枚
,

宽大
; 眶后鳞 2

,

有时腹侧 1枚与眶下鳞合并
;眶下鳞新月形

;颖

鳞具棱
,

前颗鳞 2 ( 3 )
,

后颗鳞 3 ( 2
、

通) ; 上唇鳞多为 7枚
,

第 ] 枚与鼻鳞相切
,

有时入颊窝
,

第 2

枚最小
,

第 3 枚最大
,

常入眶
,

多呈 2
一

!
一

4 式
,

少数为 2
一

2
一

3 式
,

上唇鳞 8 枚者呈 2
一

2
一

4 式
,

也有上

唇鳞不入眶的
,

下唇鳞 8一 10 枚
,

多为 9 枚
,

前 3一 5 对与 2 对颊片相切
。

颊窝位于眶前鳞与颊

鳞之间
,

为眶前鳞
、

颊鳞包围
,

有的颊窝腹缘具一枚细长的窝下鳞
。

背鳞起棱
,

通常 23 一 21 一 17

行
; 腹鳞雄蛇 一2 2一 一 2

,

雌蛇 12 2 ~ 14 3 ;
肛鳞 一枚

,

完整
; 尾下鳞雄蛇 3 0~ 3 9 对

,

雌蛇 2 9 ~ 3 8

对
。

头背棕黑
.

眼后方有较宽的黑色带状条纹
,

黑带的背缘有一明显的白眉纹
,

头的腹面及前后

颊片的两侧各有一块长形的深色斑 (黑斑 )
。

体背有两纵行深色圆斑
,

约 30 个
。

背鳞外侧与腹

A d d r e s s : D 一 H e n g j ia n , J i a n g s u P r o v i n e i a l I n s t i t u t e f o r D r u g C o n r r o l , N a n j i n g

《 中草药 》 19 9 5 年第 2 6 卷第 一2 期 6 5 1



鳞间有一行不规则的黑褐色粗点
;腹面灰 白

,

密布深色细点
,

尾的腹面后半部灰白色
,

无斑点

(图 l )
。

礴礴礴黔黔图 l 蝮蛇的鳞片

A 一

背面 B
一

腹面 c 一

侧面 D 一

背鳞

1
一

吻鳞 2
一

鼻 间鳞 3
一

前额鳞 4一额鳞 5
一

顶鳞 6一鼻鳞

鳞 1 3一颗鳞 1 4
一

土唇鳞 15
一

颊鳞 1 6一颊片 17一下唇鳞

3 显微特征

7一颊鳞 8一颊窝 g 一眶前鳞 10
一

眶上鳞 1 1一眶后鳞 1 2一眶下

本品粉末灰白色
。

角质鳞片碎片近无色或

淡褐色
.

表面观呈类多角形或半圆形乳突状
,

细

胞内充满棕褐色色素颗粒
。

横纹肌纤维较多
,

无

色或淡黄色
,

多碎断
,

侧面观多呈条块状
,

明暗

相间的纹理隐约可 见
.

纹理细密且较平直
。

骨碎

片近无色
,

呈不规则碎块
,

骨陷窝长梭形
,

大 多

同方向排列
,

骨小管 易见 ( 图 2)

4 结果与讨论

4
.

1 蝮蛇与薪蛇 (尖吻蝮 ) 均属蜂科蝮亚科蝮

属动物
,

其外形特征有 明显区别
:

薪蛇头大
,

三

角形
.

吻尖
,

吻鳞及鼻间鳞 向前上方翘起
.

体背

有 20 多个方形斑
; 而蝮蛇头略三角形

、

吻部钝
,

不向上方翘起
.

鼻间鳞外侧尖细
,

略向后弯
,

似

逗点状
,

体背有两纵行大圆斑约 3 0 个
。

图 2 蝮蛇粉末显微特征

角质鳞片碎片 2
一

横纹肌纤维 3一骨碎片

4
.

2 蝮蛇甘
、

温
、

有毒
,

其毒液源于头侧左右颗部皮下的毒腺
,

所以用前应当除去头部
,

以减少

毒性
,

保证其用药安全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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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实用工具书《中药现代研究与临床应用》 工
、

亚已经出版

该书是一部全面
、

系统
、

详实地反映常用中药各领域研究成果的大型专著
,

对常用中药化学成分
、

分析方

法
、

药理作用
、

药剂学和炮制研究
、

组织培养及现代临床应用逐项进行全面的论述
,

特别是对近十年新的研究

成果作 了重点的论述
,

为保障全书内容更为全面
,

特与美国权威检索机构联网
,

对国外研究中药的情况进行了

计算机检索
,

获得了大量难得的资料
。

全书共引用国内外论文超过 1 5 00 0 篇
,

其中仅人参就有 500 余篇 该书

具有较强 的科学性
,

系统性和实用性
,

第 I 册收载中药 1 19 种
,

第 I 册收载中药 160 种
。

I
、

l 册共 27 9 种
。

该

书对广大的中医药工作者
,

医药大专院校师生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

为中药的研制开发可提供全面系统的基

础资料
,

欲购者请直接汇款至北京东直门内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所收发室转阴健收 ( 100 70 0 )
。

第 I 册 88 元
,

第 I 册 85 元
,

邮购另加 15 %邮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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