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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携着满山的翠绿来了，它唤醒了沉睡的万物，

使无数的小生灵睁开了朦胧的睡眼，越来越多的自然风

光正以旖旎的魅力吸引着人们把踏青访翠作为休闲度假

的一种时尚，整个世界都表达出对春天的热爱。然而在

人们沉醉在花红叶绿、芳草萋萋的秀丽风景之中时，必

须保持一种的警惕：美丽的大自然也是各种生物的乐园，

绿叶之下、草径之中也栖息着各种有毒昆虫，它们一旦蛰、

叮、咬，袭击人，就会带来恼人的麻烦，甚至有的剧毒

昆虫可使人丧命。

夏季和初秋更是各种毒虫繁殖肆虐的季节，加之天

气炎热，人们往往穿衣单薄，特别是旅游登山、田间劳

作或孩子玩耍时，最容易遭受毒虫的咬（蜇）伤。叮咬

后搔抓还会刺激皮肤里的组织液、淋巴液渗出，局部不

仅会红肿，且越搔越痒，尤其是过敏性体质，越搔越严重，

形成大片红肿，因此家庭常备药中增加季德胜蛇药片是

十分必要的，它是全国中医院急诊科必备中成药和人民

解放军战备药品，在解放军单兵急救盒中就有它的身影，

端午过后因为毒虫咬伤到医院看病的人开始多起来啦！

端午节期间一个蜂蛰的病例很说明问题。患者，男，

21 岁。自述前一日上午跟同学们一起去郊游，一只大马

蜂在他周围转悠，挥之不去，他在轰赶马蜂的时候感觉

被蛰了一个，当时有些红肿疼痛，用清水冲洗后，又涂

了一点儿肥皂水，晚上回到宿舍越肿越厉害，一大早赶

紧到医院看病，医生告诉他应该用酸性溶液冲洗，还给

开了季德胜蛇药片让他回家外敷。患者很不解：都说蜂

毒是酸性的，怎么我碰上了个碱性的蜜蜂呢？这个季德

胜蛇药片能治蜂毒吗？回家怎么外敷呢？还有不少人也

有这个小伙子一样的疑惑。  

马蜂学名“胡蜂”，又称为“蚂蜂”或“黄蜂”，体

型略瘦，尾部尖细，个大身长毒性也大。黄蜂毒液的主

要成分为组胺、五羟色胺、缓激肽、透明质酸酶等，毒

液呈碱性，易被酸性溶液中和。毒液有致溶血、出血和

神经毒作用，能损害心肌、肾小管和肾小球，尤易损害

近曲肾小管，也可引起过敏反应，严重者可导致死亡。

马蜂的螫针细长，蜇完人后可以顺利带出。虽然每次蜇

完人后，它们的“战斗力”会减弱，但休息一段时间后

就会复原，并且不会对它的生命造成威胁。蜜蜂常出没

于花丛中，体型略胖，体长相对较短，尾部略圆，但也

有尖刺。蜜蜂毒为工蜂尾部螫刺腺体中排出的毒汁，其

组成十分复杂，大约有 40 多种生理活性成分，包括蜂毒

明肽、肥大细胞脱颗粒肽等，呈酸性。蜜蜂的螫针上有

倒钩，蜇完人后，螫针就会留在人的皮肤里拔不出来。

蜜蜂的螫针与内脏相连，蜇完人后内脏也会随螫针一同

被拔出，因此蜜蜂蜇人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它们一生

只能蜇一次人。

被蜂蜇之后，轻者会觉得局部肿胀、发痒、灼热、

疼痛，几天后自愈，严重者则有可能造成死亡。为了减

轻红肿与痛痒症状，可用清洁的手帕包着冰块冰敷，或

用毛巾冷敷。如果被蜇者觉得口渴，可以喝清凉的饮料

或开水，但绝不能食用含酒精的食物或饮品，否则血液

循环一加速，毒性扩散得更快，危险性也会更高，有时

还会引起心脏麻痹，引发死亡。被蜂群严重蜇伤，或者

被蜇者对蜂毒过敏，一定要分秒必争，尽快将患者送往

医院抢救，稍一延迟，很可能有生命危险。患者没有明

显的伤痕和蛰针所以医生推断应该是黄蜂蛰的。马蜂蜇

伤与蜜蜂蜇伤处置方法不一样。蜜蜂毒，可用肥皂水等

涂抹。而马蜂毒呈弱碱性，要用食醋涂抹伤口，酸碱中和，

使毒性减弱。不过无论被何种蜂蜇伤，都可用季德胜蛇

药片。

中医学认为虫毒属于湿热毒邪郁于肌肤所致，治宜

清热解毒利湿。季德胜蛇药片主要成分有重楼、蜈蚣、

蟾皮、地锦草等。研究证实从药片中分离出的琥珀酸钠、

延胡索酸钠、羟基苯甲酸钠均具有抗蛇毒作用，并且蛇

药片对破伤风毒紊有直接破坏作用。因此季德胜蛇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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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蝮蛇、五步蛇、眼镜蛇咬伤。另外七叶一枝花清热

解毒、消肿止痛、熄风定惊；蟾蜍皮解毒消肿、散结止

痛 ；地锦草清热解毒、止血活血、利湿；蜈蚣息风止痉、

解毒散结、通络止痛。季德胜蛇药系一代著名蛇医季德

胜先生在继承季家六代祖传秘方，结合自身几十年的捕

蛇疗伤解毒的实践经验，研制而成的著名蛇药名闻遐迩，

传统应用专治蛇伤。现在已经证明使用季德胜蛇药治疗

其他毒虫咬伤也有较好疗效，其在大鼠福尔马林实验中

可降低脊髓水平 c-Fos 蛋白表达，降低大鼠伤害性反应，

减轻水肿、降低炎症反应，抑制痛觉过敏等 [1]。临床也

有很多报道。

1）蜱咬伤。蜱属于寄螨目、蜱总科，虫体呈椭圆形，

未吸血时腹背扁平，饱血后胀大如赤豆或蓖麻子状。蜱

在叮刺吸血时多无痛感，但由于螯肢、口下板同时刺人

皮肤，造成损伤，引起继发性感染。国外将其列为了十

大恐怖动物之一，民间称为“草爬子”。近年蜱虫叮咬事

件时有发生。武警 8664 部队焦辉等 [2] 将季德胜蛇药片

碾成粉末，用适量酒精或醋调匀成糊状，涂于皮肤患处，

3 次 /d，同时内服消炎药、抗组胺药。共治疗 48 例，治

疗后 24 h，48 例患者的疼痛明显缓解，充血、水肿消退，

13 例出现水疱、糜烂、渗液或急性炎症反应患者的皮损

在 2~3 d 缓解，全部患者 1 周痊愈。

2）蜈蚣咬伤。蜈蚣属于节肢动物门、多足纲、唇足目、

蜈蚣科。因其足很多，有“百足”的美称。蜈蚣毒液呈酸性，

含有类似蜂毒成分如组胺样物质和溶血蛋白质，还含有

酪氨酸、蚁酸、脂肪油、胆固醇等。蜈蚣咬伤后伤口局

部出现红肿、疼痛、淋巴管炎、组织坏死，严重者可发

生横纹肌溶解甚至急性肾衰竭。全身症状可有发热、头

晕、头痛、恶心、呕吐、呼吸障碍、全身麻木、痉挛谵

语，甚至发生昏迷；偶有过敏性休克，严重者可致死亡。

蜈蚣毒液没有特效解毒药。王景祥等 [3] 治疗蜈蚣咬伤患

者 60 例，接诊患者立即用清水或肥皂水彻底清洗创面，

再以 3% 氨水清洗伤口，肿胀明显者局部刺络拔罐，疼

痛剧烈者用 0.5%~1% 普鲁卡因局封，将季德胜蛇药片碾

粉末后，以白醋加蜂蜜调成糊状涂敷伤口周围红肿区域。

结果 6 d 治愈 57 例，好转 3 例。治疗天数最长 7 d，最

短 1 d。
3）蝎子蛰伤。蝎子是动物界节肢动物门蛛形纲蝎

目种类的统称。蝎毒是由一种高度药理活性的复杂蛋白

质混合物组成的毒蛋白，化学性质与药理作用和蛇毒成

分中的神经毒类似。作用于中枢神经及心肌。一旦被蛰

轻则出现灼痛、红肿、麻木或感觉过敏；重者出现尿

糖、血糖增高、惊厥、昏迷、心肌炎、胰腺炎、呼吸抑

制甚至危及生命。据报道每年全世界约有 15 万受害者，

由蝎蛰伤致死的人数远远超过蛇咬伤致死者，蝎毒没有

特效解毒药。周学军 [4] 将蝎子蛰伤患者给予早期局部

封闭糖皮质激素、抗感染及其他并发症对症处理，蝎子

蛰伤处采用火罐拔出毒液同时拔出毒钩，用 3% 氨水或

5%~10% 碳酸氢钠溶液冲洗，并局部消毒。口服季德胜

蛇药片，3 次 /d，每次 10 片，首次 20 片，同时将药片

研粉加水或 70% 酒精调成糊状涂于患处，2 次 /d，涂抹

范围大于皮损 2 cm，不使用敷料。结果显示疗效甚佳。

4）隐翅虫皮炎。隐翅虫属昆虫纲，鞘翅目。其体

内含有一种毒素即芫箐素，它爬过的皮肤一般不会受到

伤害，但如不小心在人体皮肤被打碎或压碎后，虫体内

排出一种强酸性毒汁（pH 1~2）， 接触人体皮肤后数小时

内引起皮肤炎症反应，反应的轻重与接触毒汁的量有关。

临床表现主要有皮损发热，发红及灼痛等，具有急性发病，

传变迅速，易发热等病理特点。韦旭日等 [5] 用 10% 氨水

或生理盐水清洗，敷季德胜蛇药片，并辅以内服抗组胺

类药物，患者均未出现继发性感染病例，治疗 5~10 d 后

全部治愈。胡继兵等 [6] 用生理盐水擦洗皮损表面，清除

皮损处渗出液及脓性分泌物。将季德胜蛇药片碾碎成粉

状，用黄酒或水适量配成膏剂涂抹在皮损表面，2 次 /d。
结果所有病例均治愈。治疗12 h后皮损已无疼痛、灼热感，

无渗出液及脓性分泌物，第 2~3 天开始结痂，4~6 天痊愈。

5）毒蜘蛛蛰伤。毒蜘蛛属于球腹蛛科寇蛛属生物。

毒蜘蛛体内毒腺分泌的毒液含神经毒素、溶血素、组织

毒素，可刺激中枢神经、自主神经、周围神经，引起患

者出现发热、腹痛、肌肉酸痛、流涎、乏力、抽搐、心

率加快等，严重者可出现组织坏死、皮疹、心肌变性坏

死、心律失常、多器官功能衰竭等表现。彭宇华等 [7] 对

患者的四肢伤口近心端进行绷扎，应用 3% 淡氨水或清

水清洗伤口并进行冷敷，严重螯伤者以伤口为中心行“十”

字形切口，用过氧化强冲洗伤口，负压吸引排毒。针对

患者的不同病情采取葡萄糖酸钙 20 ml 静脉点滴、苯海

拉明 20 mg 肌内注射抗过敏治疗；氢化可的松 200 mg 静

脉点滴抗毒抗休克；山莨若碱 10 rag 肌注抗胆碱神经兴

奋改善微循环等措施。治疗组患者加用季德胜蛇药，研

磨后用适量米错调匀成糊状外敷伤，后给予季德胜蛇药

15 粒，首剂加倍，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并发症及

住院时间，季德胜蛇药辅助治疗蜘蛛螯伤，疗效确切，

减轻患者痛苦。

据有关研究表明，季德胜蛇药还具有消炎杀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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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生肌，改善微循环，调节机体免疫力等作用，对病毒

感染细菌感染疗效显著 [8]。因此，季德胜蛇药也用于治

疗细菌和病毒感染、无菌性炎症以及多种皮肤病的情况。

1）疮疡外伤感染。庄尚明等 [9] 治疗疮疡 40 例，将

季德胜蛇药片碾碎为粉，用醋调成糊状，摊涂于患处，

3~4 次 /d，并用消毒纱布固定。若疮疡渍破脓出尽后，

改用水调药粉外用。结果痊愈 37 例；治疗时间最短 3 d，
最长 9 d，平均 5.3 d。痊愈率为 92.5%。另 3 例改用其

它方法而治愈。

2）痤疮。黄妹清等 [10] 将季德胜蛇药片研末，用温

热开水调成糊状，敷于洁面后的患处，20 分钟后清洗

干净（1~2 次 /d），重症同时口服季德胜蛇药片，2 次 /
d，每次 10 片。患者在用药 1~2 d 内能缓解灼痛，3~4 
d 能消除红肿、脓胞，10~15 d 内结痂痊愈。痊愈率为

55.2%，总有效率为 100%。

3）外伤感染。刘成顺等 [11] 用季德胜蛇药片治疗手

指急性化脓性感染 140 例，其中甲沟炎 109 例，脓性指

头炎 31 例。方法是取蛇药片适量，研末，用白酒调成稠

糊状，清洗手指头后外涂局部，外裹塑料纸或套，每日

换 4~5 次，全身症状重者可配口服、注射抗生素。结果：

未化脓者经治疗 3~4 次，疼痛及红肿均明显减轻，连续

治疗 2~3 d 均痊愈。已化脓者治疗 3~5 d 脓液多已吸收。

没有吸收者用三棱针轻挑侧方，挤尽脓液，继续用药

2—3 天同时配合口服或注射抗生素即愈。

4）带状疱疹。熊元运等 [12] 根据患者疼痛程度皮疹

大小体质强弱和年龄因素采用蛇药片共治疗带状疱疹 28
例。方法是口服季德胜蛇药片 5~10 片 / 次，首量加倍，

3 次 /d。另将适量蛇药片碾成粉末，外敷时，未破溃处

加 50%~60% 酒精调成的糊状物涂抹患处，已破溃处用

食用白醋调成糊状涂抹，待其干燥后用清水洗净，然后

再涂抹，3 次 /d。结果：28 例中治愈（皮疹和疼痛全部

消退）18 例；显效（皮疹完全消退，疼痛较治疗前明显

好转）5 例；有效（皮疹消退，疼痛改善）5 例，总有效

率为 100%。龚敏学 [13] 将带状疱疹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两

组：全身抗病毒治疗组和全身抗病毒治疗加局部季德胜

蛇药片研末，用生理盐水调糊局部外敷于患部，每天涂

药 2.4 次，连用 3~5 d 辅助治疗。结果加用季德胜蛇药片

局部治疗组的治疗时间明显缩短，5 d 内治愈率 83.33%，

而仅用全身抗病毒治疗治愈率 50%，说明用药效果显著。

传奇色彩极浓的一代蛇医季德胜先生祖籍江苏宿

迁，一生与蛇紧密关联。解放前，季德胜作为生活在社

会最底层的“蛇化子”，闯荡江湖数十年。1954 年，他

毅然决定把凝结着季氏家族六代人心血凝成的蛇药秘方

献给人民政府。此药有清热、泻火解毒、凉血消肿之功

效。外敷红肿局部，通过皮肤吸收、渗透、直达经脉血络，

使瘀积之毒得以清解而痊愈。其疗效显著，止痛止痒快，

尤其过敏性体质患者蚊虫叮咬后及时用药疗效更著。在

临床应用中如局部皮肤无破损者敷药时保持湿润状态更

有利于发挥药物疗效，对局部皮肤已搔破者也无任何刺

激性，局部有渗液者可直接于渗液处撒上干燥药粉，以

起收敛作用。

现在季德胜蛇药存在的问题是剂型单一，尤其在外

用时还需要研粉、调糊，期待制药方跟据临床需求作出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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