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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武陵山区的药用蜈蚣是少棘蜈蚣，此种动物资源潜力很大，可供充分开发利用。本文报遭了 

湖南常德、石门等 9个县市药用蜈蚣的收购量和资源量，并对尚未精耕的非农业山区或林地的蜈蚣资源 

开发提出几点意见。该项资源开发与市场活动具有相关性，而且蜈蚣药的需求量不大是个值得注意的 

问题。文内介绍了我国蜈蚣资源的分布与鉴别药用蜈蚣的特征，以供药检工作参考· 

我 们 先 后 于 1988年 5—6月 和 1989年 

7—8月 对 武 陵山脉东侧和东南侧两个地区进 

行了动物资源初步考察，现在已写成蜈蚣资源 

专题报告如下： 

(一) 蜈蚣资源的地理分布与武陵山区药 

用蜈蚣的收购量的分析 

药用蜈蚣属于唇足类的蜈蚣属 (Scolope- 

ndra)，此属主要分布在全球热带区，东南亚地 

区的种类最多，少数种类分布在我国亚热带和 

南温带，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纬度是它们分布 ． 

的主要限制因素。 

武陵山位于北纬 28．3。，东经 109．4。，在我 

国版图上属于南温带；该山区行政区域在湖南 

省西北部及湖北、贵州两省的边境。武陵山脉 

图 l 螟蚣属 (Scolopendra)在中国的分布 

△少棘螟蚣 (Scolopendra rnutilan$)▲多棘螟蚣 (Scolopendra multiden*)口哈氏螟蚣 (Scologendra 

dchaani)· 矩蜈蚣 (Scolopendra calcarata)0 亚马蜈蚣 (Scolopendra amazonica) ● 马氏蜈蚣 

(Scolopendra maab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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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北一西南走向，海拔 1000公尺上下，是乌 

江和沅江、澧水的分水岭，雨量充沛，植被良好， 

森林繁茂，动物资源也很丰富，药用蜈蚣是可供 

充分开发利用的动物资源之一。 

现将武陵山区 9个县市的药用蜈蚣收购量 

与资源量比较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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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武陵山区药用蜈蚣在湖南省西北部的产地、 收购 

量和资源量(1990年 8月，据 9个县市调查材料) 

图 2显示，常德市的收购 量 最高 (2oo万 

条)，而永顺县的很低 (3万条)o从收购产地的 

范围显示，药用蜈蚣资源在武陵山区的分布是 

很广泛的。常德的湖区收购量最高，而在其尚未 

精耕的非农业低山区药用蜈蚣 资 源 潜力 却很 

大。 

武陵山区是湖南 省 药 用 蜈蚣的产区，从 

1957--1990的统计数量表显示如表 1。最初产 

量近于 50万条(1957)，最高产量超过 250万条 

(1984)为最初产量的 5倍，充分表明这一山区 

药用蜈蚣资源的潜力。从历年收购量的高低不 

一

， 是与市场活动的价格规律有关。如果蜈蚣 

药的贮存量大而与此相关的收 购 量就得减小， 

蜈蚣药与其他中药材都有一个总的特点：需求 

量不大，常常出现贮存量大于销售量而造成收 

购量的减少。当贮存量近于告罄，没有多少剩 

余的时候，供求关系的矛盾又显得十分尖锐。 

丧 l 武陵山区湖南省药用螟蛭收购量(1957--1990，据湖南省药材公司统计材料) 

年 份 1957 1960 1965 1970 1979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_ —  

收购量(万条 ) 46 54 247 1●8 172 47 262 108 91 147 82 13S 176 

(=)药用蜈蚣的特征与武陵山区药 用 蜈 

蚣的种类 

药用蜈蚣的资源是蜈蚣药的源泉，药用蜈 

蚣的准确鉴别具有决定意义。为满足许多地方 

的医药监察机构鉴定药用蜈蚣的实际需要本研 

究报告对药用蜈蚣的主要特征予以简要介绍。 

根据药用蜈蚣传统产地的许多标本，以及 

参照蜈蚣药的成批商品，可以认为：药用蜈蚣 

是蜈蚣属 (S~olopendra)的若干大型种类。早 

载于《本草纲目》的蜈蚣药是少棘蜈蚣的制品。 
’ 

药用蜈蚣的主要特征：1．体形长大；2．头 

板扁圆而背板光滑；3．有 21对步足；4．气门呈 

三角形具有3个瓣扉。 

上述 4个特征是非常简单的标准，应该作 

进一步的说明： 

1．药用蜈蚣是人们熟悉的唇足类 (Chilo- 

pod,)。 任何唇足类的第 1体节的步足变成毒 

颚，即螫人的“毒钩”，而体形都是狭长的，如地 

蜈蚣类 (Geophilomorpha)体形细如粗线，蚰 

蜒类(北方叫它为“钱串子”)的体形呈短柱状， 

背板很少(只有 8个大背板)，与背板较多的药 

用蜈蚣(有 2 1个背板)相比，蚰蜒的身体显然很 

短而且步足却很长。 

2．药用蜈蚣的头壳扁平，头的背面呈圆形。 

这个特征可以把它与蚰蜒(头壳隆起)或大多数 

地蜈蚣(虽然头壳扁平但背面大都呈长方形)区 

分开。至于药用蜈蚣头板和第 1有足体节的背 

板颜色，或呈金黄色，桔色或土黄色，因它们的 

种类而异；即使同一种类由于个体大小，即发育 

阶段不同，颜色也不尽相同，所以头板的颜色难 

以作为药用蜈蚣的主要特征，只是在确定某一 

种类上的一个性状。如金头蜈蚣、黑头蜈蚣的 

商品名。 

3．药用蜈蚣有 21对步足 是 一个易于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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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以此为据可以与地蜈蚣(至少 31对步 

足)、蚰蜒和石蜈蚣类 (Lithobiomorpha)(两者 

都有 l5对步足)加以区别。虽然如此但 21对步 

足的特征决不是鉴定药用蜈蚣的唯一标准o 

4．药用蜈蚣的气门形状是指此类的等腰三 

角形的外缘轮廓，由于它的颜色比软皮状的侧 

板深得多，可以借助于手持放大镜看到，而气门 

的瓣扉难以看得清楚。气门的数目共有 9对，位 

于第 3、5、8、10，12，14，16，18和 2O对步足之体 

节的两侧。 

至于药用蜈蚣的大小或长短问题，与蜈蚣 

药的商品标准有密切关系。任何动物都是随着 

各自的个体发育阶段而逐步加大的，而最大成 

体的长度又依据不同种类而有明显的不同。如 

在浙江的少棘蜈蚣的成 体 最大长度 13O毫米， 

在湖北发现的多棘蜈蚣最大的长度有 240毫米 

的记录。在前面的药用蜈蚣的定义里所说的大 

型种类是指一般成体长度在 8O一1O0毫米的种 

类，这个提法就可以与蜈蚣药商品的长度标准 

结合起来了。但是可以肯定药用蜈蚣在粗加工 

时用有弹力的竹片撑托而人为的加长。 

湖南省西北部的武陵山区的药用蜈蚣的种 

类是少棘蜈蚣。 

蜈蚣是捕食性的多年生的多足节肢动物 ， 

以少棘蜈蚣 来说，由孵化 蜕变到性成熟的 阶 

段需经 3年，生理寿命可达 6年，成体最大记录 

130毫米，比多棘蜈蚣的最大记录(240毫米)小 

得多。少棘蜈蚣的主要特征 (与多棘蜈蚣的比 

较)为： 第 2O步足有跗刺。第 21步足前股节 

的 腹 面 外 侧为 2棘，内侧为 1棘；背面内侧 

为 1棘，而且角棘的末端有2个小棘。雄性前 

生殖节两侧有细小的生殖肢。 

少棘蜈蚣分布很广，江苏、浙江、河南、湖 

北、湖南、四川、贵州诸省。在湖南省的桃源、陵 

澧、慈利、石门、大庸、芷江等境内都有相当数量 

的。 

此种药用蜈蚣因产地不同而群体之间的步 

足颜色确有不同。浙江岱山县境的步足为赤褐 

色，很少为土黄色，而湖北、湖南等地的大都为 

土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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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棘蜈蚣是武陵山区分布颇广的种类；从 

动物地理分布的概念分析，该山区也会有多棘 

蜈蚣 Scolopendra multidens Newport。第 2O 

步足无跗刺而且第 21步足前 股 节 腹 面 外 侧 

有 2或 3棘，内侧有 2棘，背面内侧有2棘和具 

有3个小棘的隅棘。此种比少棘蜈蚣较大，在 

广西(都安)为优势种，但在湖北(宜昌)和浙江 

(丽水)都有发现，在海拔比较高的山区。1990 

年在武陵山脉的主峰——贵州省的梵净山发现 

另一种蜈蚣，体长 120毫米，与分布在海南省的 

哈氏蜈蚣 Scolopendra dehaani Brandt的性 状 

相似，也是武陵山区可供开发利用的大型蜈蚣， 

是一新的种类，在分类区系专题里另行叙述。 

(三)开发药用蜈蚣资源的几点意见 

武陵山区是湖南省药用蜈蚣的产地，现有 

澧县、临澧和石门三个县是该省的传统产区，还 

有6个县尚待充分开发此项资源。从我们实地 

考察中访问了当地农民在耕地或其他田间作业 

时，经常发现大型蜈蚣，只是发现了立即把它们 

打死，以防蜇伤。由此可见，武陵山区药用蜈蚣 

资源尚需提倡开发利用，预期会有相当多的经 

济效益，并提出如下的意见。 

1．蜈蚣资源的评价 ： 

药用蜈蚣的栖息地主要在不适宜或尚未高 

度耕作的低山丘陵地区，而适宜农业用途的平 

原与湖区早已改变了它们的自然生境；武陵山 

区大部分是尚未高度耕作的林地，是药用蜈蚣 

适宜的生境，也是可供充分开发的地点。 

由于药用蜈蚣是陆生捕 食 性 大 型节肢动 

物，在生态系统的生产一消费四级结构中占很 

高的等级。因为高级营养水平的捕食性种群数 ， 

量在生物群落中受到能流规律的支配决定了它 

们种群密度的上限颇低；药用蜈蚣就是一个实 

例。遗憾地是，我们在武陵山区找不到一块调 

察的样地，而浙江省岱山县境海岛却是很理想 

的样地。如岱山各岛药用蜈蚣产量与山林面积 

的比例，最少的(岱山，长涂岛，1978)为 3．76条 

，亩，最大的(岱山，大衙岛，1978)约为 l5条， 

亩。虽然如此，岱山县的最高产量已有 200万条 

的记录。若在武陵山区尚未充分开发的几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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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图 2)还会有上千万条储备量的资源可供 

开发利用。此项生物资源如不充分利用，也不 

一 定能使资源量增加。 、 

2．采捕与收购 

有关采捕药用蜈蚣的季节有所不同。在《本 

草纲目》里有“七、八月-采之”的记载；在《岱山县 

志》为“春夏之交”的时候，并介绍以竹签撑之的 

加工方法。在广西都安县获得的月份收购量统 

计数字反映出公历 8—10月 份 的 最 高，说明 

“七、八月采之”也是有道理的。 在湖南境内武 

陵山区某些传统产区清明前后是捕捉和收购季 

节。 

有关收购业务的经营方式，一是传统产地 

的方式，在湖北省境内的 地 道 产地，清明 (4 

月4日--6日)至立夏(5月 5日--7日)期间，即 

是捕捉和收购的季节。因立夏后 雌 虫 卵 粒成 

熟，收购的蜈蚣因此难以烤干和贮存，而且有保 

护当地资源的意义。另一是广西都安的经营方 

式，不限收购季节，由当地居民随机捕捉，药材 

部门常年收购，即使常年收购，收购量也集中在 

8一l0月，这种经营方式适用于新开拓的产区， 

能够使捕捉的人有积极性，而在传统产区的收 

购应有季节性，有保护资源的作用。 

3．预期的经济效益与实际的供求矛盾 

在武陵山区充分开发药用蜈蚣资源，可以 

增加居民的收入，在尚未充分开发的林区开展 

收购业务可以促进此项资源的开发利用。如在 

武陵山区再增加 200万条 (参照浙江岱山县的 

产量)，每条以 0．2元估价，可新增产值 40万 

元；如能增加 2000万条(参照湖北随县的产量) 

可新增产值 400万元。这不仅有利于山区居民 

提高生活水平，而且销往外地也可增加当地药 

材部门的经济效益。一个广阔的武陵山区要比 
一 个县境的蜈蚣资源的潜力大得多，增加产值 

的关键是在原有的收购药材的地方增添收购药 

用蜈蚣的业务和增加收购点常年收购。 

虽然武陵山区药用蜈蚣 资 源 开 发潜力很 

大，但是蜈蚣药的供求总量不大，常常很易达到 

供大于求的状 冬。一旦出现贮存量升高而收购 

量将会降低，实际上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社会经 

济的需求有密切的平行关系。收购价格提得过 

高而收购量急剧上升，而此项资源可能受到危 

害，如贮存量超过销售量过大时，收购价格压 

低，该项资源又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因为生物资 

源不加利用或不充分利用，也不一定能使资源 

量增加多少，只有合理利甩才是最好的。 

如果做到药用蜈蚣自然资 源 的合理利用， 

从专题研究方面说，在传统产地(如湖南省的澧 

县)的收购季节，研究加工前的药用蜈蚣的种 

群年龄结构，就可以找到一 个 最 大 持续产量 

maximum sustained yield，但必需较长时间的 

连续性的研究。尤其几味传统药用动物高技术 

的应用研究，如蛇毒、蝎毒和蜈蚣毒的粗提技术 

取得初步成功，进一步研究这些毒素有效成分 

的分离和临床应用等，对于药用动物资源开发 

前景是个关键性的问题。 

聋 歙  

第五届国际鸟类内分泌学学术讨论会信息 

第五届国际鸟类内分泌学学术讨论会定于 

1992年 9月 l3一l7日在英国爱丁堡举行。 第 
一

轮报名结止日期 l2月 1日， 1992年 4月注 

册和寄交摘要结止。该学术讨论会每 4年一次， 

先后在印度、西班牙、美国和日本共 4届。在英 

注册费和住宿费等交 350英镑。国内鸟类内分 

泌学工作者有愿参加者请与该会中国委员杨传 

任教授联系(北京农业大学生物学院，looo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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