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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斑游蛇 (Rhabdophi s ti grinus)，俗称野 

鸡脖子、永长虫，属游蛇科，颈槽蛇属，在我国分 

布仅次于蝮蛇 (Agl(istrodon halys)，为分布最 

广的蛇种之～。 目前国内不曾报道的地区有宁 

夏、青海、新疆、广东、云南、海南；国外分布于日 

本、朝鲜及前苏联远东地区。长期以来这种蛇 
一 直被认为是无毒蛇，但该蛇引起的蛇伤时有 

发生“一 ，1 976年 Mittleman等”]、1 986年 Ogawa 

等 ， 分别报道了虎斑群蛇蛇伤致死病例。 目 

前，在 日本虎斑游蛇已被确认为毒蛇，先后有 

Sakai等报道了虎斑游蛇蛇毒的毒理、毒性、抗 

蛇毒血清制蔷及血液、组织学研究；Wakamztsu 

等 和 Kikuchl等[61报道了抗蛇毒血清洽疗虎 

斑游蛇蛇伤的病例。但在国内，尚未见有关报 

道。本文主要通过对虎斑游蛇毒器的解剖，了解 

其毒器的结构特点、毒器大小和着生位置 ，并测 

定虎斑游蛇离体 Davernog氏腺的产毒量，为 

今后的蛇伤判断、蛇伤防治及丰富毒蛇毒器的 

生物学知识提供基础实验数据。 

1 材料和方法 

1 990年 5至 1991年 4月，自辽宁省新宾满 

族 自治县采得虎斑游蛇 137条。将蛇用乙醚麻 

醉 ，依体长大小分组，测量蛇的体长、体重，并记 

录毒牙的牙长和 牙 间距 和 Duvernoy氏腺的 

长、宽、重；从离体的 Duveraoy氏腺中提蛇毒 

(图 】见封 3)，冷冻干燥后称重，计算每组平均 

产毒量。 

2 结果 ’ 

2．1 虎斑游蛇毒器的解剖、臻4量 虎斑游蛇的 

’ 母 2 

圈 2 虎斑游蛇的毒器 

I·毒腺 (Duvernoy’s gland)；2一排毒营；3．后辜牙 

毒器由毒腺 (Duvernoy’s gland) 毒牙和排毒 

管三部分组成(见图2)。 

虎斑游蛇的毒牙，属无营、无沟的后毒牙， 

是最后两枚上颌齿的变型，它与上颌骨、蒋骨连 

结牢固，活动性差。两枚毒牙大小差异不明显 

(图 3A、B，见封 3，下同)。据测量 11 9条体长 

460至 97l毫米蛇的结果，后毒牙平均长为 2 7 

±0．1毫米，其 中最长 3．8毫米 、最短 2．0毫米 ； 

牙旧j距平均为 10．1±0 3毫米，其中最大 l 3．8毫 

米、最小 6 9毫米。虎斑游蛇的后毒牙虽无沟、 

无管 ，但 呈利刃状 。 

虎斑游蛇的毒腺，属于 Davernoy氏腺，位 

于口角上方的上唇鳞内侧，是一对较小的腺体 ， 

呈长叶片状，外面为很薄的结缔组织包膜，辫垃 

粗大，腺体上没有任何肌肉附着(见图 4A、B)。 

据测量 l】9条体长为 460—971毫米蛇的结果， 

其毒晾平均长：左嘲 9 4±0．32毫米、右侧 9．6± 

0．34毫米 ；平均宽：左侧 2 8±o．1毫米、右捌 

2．9±0．1毫米；平均重：左侧 22．6±2．24毫克、 

右侧 24．0±2．3毫克。由于毒隙无肌离附着，其 

排毒是娘靠蛇吞物时，上下颌左右移动增加压 

力将毒液挤出。 

虎斑游蛇的排毒管极短，用注射染料(su1) 

方法，可见它位于毒腺的前侧下方，管壁薄而透 

明，导管开口于毒牙的牙鞘内(见图4)。由于毒 

牙没有输导毒液的结构(沟或管)，因此，分泌于 

牙鞘内的毒液，是在蛇咬物时而沿牙齿流人伤 

口，引起中毒的。 

经计算机数据处理，虎斑游蛇的毒器太小 

与体长、体重呈正比关系。其任意两项间的相 

关系数(见表1)。 ， 

2．2 虎斑游蛇离体 Duvernoy 氏腺产毒量 

将已按体长分为 7组的1 37条虎斑游蛇，分gq提 

取蛇毒，各组平均产毒量(见表2)。虎斑游蛇产 

毒量与体长、 体重呈正比。137条蛇共获干毒 

16]6毫克，平均产毒量 11．8毫克／条。从表 2数 

据可知虎斑游蛇离体毒腺的平均产毒量的大致 

范围为 4．66至 26．7毫克／条之间。 

3 讨论 

虎斑游蛇怍为一种毒蛇，也具有毒器，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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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毒器大小、体长，体重阊的相关系数 

l 2 3 5 6 7 8 9 

l 0．9I 0．B8 0．71 0．77 0．87 0．6 B 0．74 0．55 0．59 O．75 

2 1．00 0．84 0．73 0．83 0．90 0．71 O．79 0．96 0．62 0．7} 

3 1．00 0．74 0．81 0．91 0
．69 0．78 0．46 0． 4 0．66 

4 I·00 0．80 0．70 0．83 0．76 0．43 0·40 0．9} 

5 1·00 0．81 0
． 76 0．96 0．47 0． O 0．65 

6 I-00 0．71 0．B0 0
．97 0．64 0．69 

7 1·00 0．78 O
．36 0．44 0．5m 

8 ● I
． 00 0．47 0．49 0．6 

q 0
．
87 0．97 1·00 

10 1
．00 0．97 

儿 1
．00 

衰2 虎斑游蛇平均产毒 量与体长、体t的关系 

- 

内容 组剧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第 五组 第六组 第七组 

取毒时间 90．8．25 90．7．15～16 90．9．19 90．8．27 90．8
．2l 9O．7．17 9O．7．14 

平均体长(毫米) 594．2 703．6 74 ．4 762．2 844 870
． 1 

平均 苴(前  28 37。S 45．5 1．2 58
．4 8I·6 96．0 

蛇数(条) 20 17 17 13 40 l6 I4 

千毒重 (毫克) 93．2 1O0．8 13I．2 I36．j 463
．2 31 7． 373．8 

平均产毒量(毫克) }．66 7—7 l0．9 lI
．6 19．8 26

． 7 

毒牙，似应称为后毒牙。虽然虎斑游蛇的后毒 

牙不直接与毒腺相连，但其毒牙呈利刃状，可以 

刺破和扩大伤口，毒液随之进入被咬动物体内， 

引起蛇伤。 

虎斑游蛇既是毒蛇，分布又广，何以蛇伤很 

少而长期被认为是无毒蛇?原因是其后毒牙着 

生在 口角内侧(上颌的后部)。除非被咬物被深 

深纳入口内 ，否则难以触及后毒牙。因此，通常 

不易造成蛇伤。已有的蛇伤病例均为徒手玩蛇 

时咬伤手指所致 ，即是证明。 

虎斑游蛇作为毒蛇 ，它的产毒量及毒性大 

小是很重要的问题。通过实验得出 1 37条蛇离 

体毒腺的平均产毒量为 lI．8毫克，条， 产毒范 

围为 4·7至 26．7毫克，条，产毒量与蛇的体长
、  

源保护有重要意义。另外，虎斑游蛇的最佳取 

毒时间、最高 毒量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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