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蕲蛇又名五步蛇、白花蛇、尖吻蝮，是蝰科尖吻

蝮蛇(Agkistrodon acutus)除去内脏的干燥全体。早

在刘宋·雷敩《雷公炮炙论》中就有蕲蛇入药的记载。
历代本草对其多有描述，宋·苏颂《本草图经》载：

蕲蛇“生南地及蜀郡诸山中，今黔中及蕲州、邓州皆

有之。”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其蛇龙头虎

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纹，腹有念珠斑，

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梁·陶弘景《本草经

集注》谓：“毒最烈。”后世多认为其性味甘、咸，

温，有毒，入肝、脾经。具有祛风湿，透筋骨，定惊

搐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骨节疼痛、小儿惊风、搐

搦、疥癞、恶疮等疾患。笔者对蕲蛇古今效用进行对

比探讨，希冀为临床上对蕲蛇功用的进一步认识及现

代中药药理研究提供参考。
1 传统功效

明·陈嘉谟《本草蒙筌》记载蕲蛇治疗各种顽风

的功效是“止风痛甚速，性窜而然；去风毒弥佳，力

倍故尔。”《本草图经》进一步言其治疗风疾“速于

诸蛇。”可见蕲蛇药性峻猛，药效勘著，不愧为“截

风要药”。而清·杨时泰《本草述钩元》认为，蕲蛇甘

咸，入血分，“疗善行数变之风”，主要“属外中之

风”，并明言“若投之内风诸证，不能已疾，而反甚

之矣……如用以疗阴虚阳焰之风，则过矣”等禁忌及

后果。另清·黄宫绣《本草求真》根据风邪所在之部

位提出“风在皮肤骨髓，症见惊痪疥癞之当用以白花

蛇”。总之，蕲蛇作为药材历史久远，临床疗效显著，

不乏有历代医家喜用蕲蛇、擅用蕲蛇者。在此对蕲蛇

的传统疗效进行简单梳理如下：

1.1 祛风疗疮，攻毒散结 蕲蛇外走肌表，故能祛

风止痒以疗皮肤诸疾。唐·甄权《药性论》载：“白

花蛇主治肺风鼻塞，身生白癜风，疬疡斑点及浮风瘾

疹。”清·张璐《本经逢原》更提出：“白花蛇主肺藏

之风，为白癜风之专药。”《本草纲目》言其不仅可

治疗“瘰疬漏疾”，更是“癞痫恶疮要药”。另一方

面，明·李中梓《雷公炮制药性解》运用“大毒之病，

必用大毒之药以攻之”这一以毒攻毒的原理解释蕲

蛇，“直领药力至于风处”，故专主“皮肤之风”。而

《本草述钩元》进一步论述蕲蛇所治“诸风疠癣，及

瘰疬杨梅”是“外中之风”，因“皆风之浸淫于血”
引起者。
1.2 搜风除湿，通络止痛 清·黄元御《玉楸药解》
载：蕲蛇具有“穿经透骨，开痹搜风”的功效，古医

书也多有记载其主治湿痹不仁、筋脉拘急、骨节疼

痛、鹤膝风、鸡距风等证。但清·陈士铎《本草新编》
云：“如鹤膝鸡距，筋爪拘挛，肌肉皮毛诸风，断不

可服。”原因是“盖白花蛇性窜，上行而不下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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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焦之风而不解下焦之风，解阳分之毒而不解阴分之

毒也。或问白花蛇虽异于凡蛇，然蛇终是毒物，以毒

攻毒，不畏损伤肠胃乎？曰：诚哉是言。风症尽有祛

风之药，何必食蛇以去风”。陈士铎言此可能是针对

当时蕲蛇滥用的情况，以此警戒世后人，诊病用药当

以辨证论治为要。
1.3 熄风止痉，截惊定搐 此处“风”一方面如

《本草纲目》所描述“通治诸风，破伤风、小儿风热、
急慢惊风搐搦”之证；另一方面，是指宋·唐慎微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所谓“中风……口面㖞斜，半

身不遂”之状。然亦有禁忌：明·缪希雍《神农本草

经疏》载：“中风口面㖞斜，半身不遂，定缘阴虚血

少内热而发……非所宜也。”《玉楸药解》载：“中

风病因木郁风动，血燥筋枯，外风虚邪表闭，筋缩四

肢而成。而木郁之由，全缘水寒土湿，生发不遂。白

花蛇外达筋脉，则益其枯燥，内行脏腑，不能去其湿

寒，非善品也。”可见临床运用蕲蛇当以慎为要，善

用其利，规避其害。
2 现代临床应用及机理探析

2.1 祛风疗疮在皮肤疾患中的应用 中医学之风邪

易袭阳位(肌表)的理论至今仍然对蕲蛇在现代临床上

用以治疗银屑病、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具有

指导意义。银屑病作为一种炎症性皮肤病，研究发

现，患者血清中磷脂酶 A2 活性明显高于正常人 [1]。
同时，通过对人和蛇毒分泌型磷脂酶 A2(sPLA2)的比

较，从理论上推断蛇血清中含有的解蛇毒蛋白磷脂酶

A2 抑制剂(PLI)可以抑制人 sPLA2 活性，减少 sPLA2

介导的炎症反应[2]。另外蕲蛇中微量元素锌的含量丰

富[3]，而锌对于皮肤健康起着重大作用，可调节上皮

角化，促进创面愈合，同时调节免疫细胞和免疫因子，

调节免疫状态，减少炎症发生[4～5]，这可能是蕲蛇治疗

诸多皮肤疾病的机理之一。正如雷田兵等[6]研究发现，

银屑病患者的病情与血清锌含量有密切的相关性。
2.2 攻毒散结在肿瘤疾病中的应用 现代很多学者

认为，癌毒内生是肿瘤发病的基础和关键[7]，临床上

运用蕲蛇治疗多种肿瘤疾病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疗效，

有关蕲蛇的抗肿瘤机理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有学者对蕲蛇提取物用电泳分析的方法进行化学成分

分析，表明分子量为 1.8 万的蛋白对于胃癌细胞、胶

质细胞瘤细胞具有一定的抗癌活性 [8～9]。李虹等[10]通

过细胞毒试验，发现从蛇毒中分离出来的 ACTX 6

和 ACTX 8 这 2 种单一组分对体外培养的人多种肿

瘤细胞均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吴瑞敏等[3]发现蕲蛇皮

肤、肌肉、全胆、毒液中微量元素硒含量丰富，与蕲

蛇抗癌效用有关。翁绳美等[11]则通过小鼠实验发现，

蕲蛇酶具有抗肿瘤转移的作用。还有蛇毒神经生长因

子对多种神经和非神经肿瘤可以起到抑制肿瘤细胞增

殖和分化的作用[12]。由鲜蕲蛇、鲜守宫、鲜金钱白花

蛇组成的现代药物制剂金龙胶囊治疗肿瘤的机制则更

加完善：直接破坏癌细胞；阻断癌细胞的有丝分裂；

对肿瘤细胞进行诱导、分化；抑制肿瘤术后复发和

转移；促进细胞间的信息通讯；抑制肿瘤及周围血

管的形成；影响红细胞膜的流动性；调节机体免疫

等[13～14]。这些都为现代临床运用蕲蛇治疗肿瘤提供了

有力佐证。
2.3 通络止痛在风湿免疫病中的运用 蕲蛇治疗类

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等顽疾的功效在

临床上已得到普遍的认可，现代中药药理研究对其作

用机理有初步认识。有研究[15～16]显示，蕲蛇水提取物

对 关 节 炎 模 型 大 鼠 血 清 中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 α
(TNF- α)、白细胞介素 - 1β(IL- 1β)、白细胞介素

- 6(IL- 6)水平具有下调作用，同时上调血清中白细胞

介素 - 10(IL- 10)的含量，这主要通过口服免疫耐受、
影响致炎效应、调节免疫系统功能等机制来实现，从

而明显地缓解了关节炎大鼠模型的后足肿胀度，降低

关节炎指数。此外，蕲蛇提取物可以增强大鼠 T 细

胞增殖反应，升高白细胞介素 - 2(IL- 2)和干扰素 - γ
(IFN- γ)细胞因子水平，实现免疫功能的改善[17]。王

晓辉等[18]通过实验证明，从尖吻蝮蛇蛇毒中通过电泳

获得的分子量为 1.2 万的蛇毒蛋白质对小鼠具有较高

的镇痛作用。这也许印证了蕲蛇治疗类风湿性关节

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等疾病时能够快速缓解骨、
关节疼痛症状。以上都在动物实验研究层面肯定了蕲

蛇对免疫性疾病疗效。
2.4 熄风止痉在脑血管和神经疾病中的应用 脑血

管疾病及所造成的后遗症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多发

病，可有抽搐、偏瘫、面瘫、失语、肢体麻木等症

状，现临床上已较成熟的运用蕲蛇毒制剂治疗此类疾

病。在实验研究方面，已经证实蕲蛇酶可以降低血浆

纤维蛋白原，溶解血栓，抑制血小板聚集，抑制血栓

形成，改善血液流变学，改善微循环，降低血管阻

力，增加脑血管流量，改善梗死区的血液循环，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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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缺血再灌注损伤[19]。可见蛇毒酶治疗脑血管疾病的

机制较为全面。刘广芬等[20]通过实验研究证明，蕲蛇

酶可溶解已形成的血栓，还能减少动静脉血栓形成。
由此可看出，蕲蛇毒制剂不仅能治疗、还能预防血栓

性疾病。也有学者[21]从蛇毒生长因子的角度来研究蕲

蛇的临床功效。蛇毒生长因子是一种神经营养因子，

对神经元的存活、生长、发育和分化，促进损伤修复

与再生，恢复和改善神经系统功能有重要作用，同

时可以诱导血管内皮细胞，促进血管生成。有研究

报道，从神经前体细胞和基因表达方面研究神经生长

因子可以促进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神经的修复和再

塑[22～23]。因此，也有用蛇毒生长因子治疗糖尿病多发

性神经病变，有助于恢复肢体感觉、运动功能、肌力

等，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24]。而张颖等[25]发

现，蛇毒纤溶酶也具有明显的神经生长因子活性，表

明纤溶酶溶解血栓的同时，可以对受损细胞进行营养

修，促进神经细胞功能恢复。
3 小结

蕲蛇作为动物药材，药用历史悠久，其在临床上

治疗皮肤疾患、风湿性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等的

疗效已得到普遍认可。经过不断的实验研究，对其临

床效用的作用机制也有一定认识，并且还在逐步不断

地完善中。笔者仅就相关的文献资料做一简单整理，

以期为蕲蛇的进一步应用与研究提供参考，如有不适

之处，敬请广大同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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