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國人逐漸重視休閒旅遊，再加上週休二日的實施，使得民眾接觸野外、山川等大自然環境的機會大

增，也因此增加被毒蛇咬傷的機會。 

        台灣位處亞熱帶地區，氣候溫和、潮濕，極適合各種蛇類的生存及繁衍，因此在野外山

區及森林地帶經常可見蛇類出沒的蹤跡。根據學者之調查 (毛壽先及殷鳳儀，台灣常見陸地

毒蛇簡介 )，台灣蛇類約有５５種之多，其中毒蛇約占三分之一，計有１９種。在這些毒蛇

中，海蛇有７種，陸地毒蛇則有１２種，但常見的陸地毒蛇只有６種：分別是眼鏡蛇、雨

傘節 (以上二種屬於眼鏡蛇科 )，鎖鍊蛇 (屬於蝮蛇科內的蝮蛇亞科 )，以及百步蛇、龜殼花、

赤尾青竹絲等 (以上三種屬於蝮蛇科內的響尾蛇亞科 )。在這六種毒蛇中，以雨傘節所分泌

的神經毒素其毒性最強，但百步蛇致人於死的比率則最高，因其咬人後所注入的毒液量最

多之故，而龜殼花及赤尾青竹絲則是在台灣最常咬傷人的毒蛇種類。本文將針對這六種毒

蛇的特性以及防範毒蛇咬傷的方法作一完整的介紹。  

  

蛇毒種類及毒蛇咬傷後  常出現之症狀  

  

        依蛇類毒液成分，一般可區分為出血毒素、神經毒素及肌肉毒素三大類。  

        (一 ) 出血毒素：主要見於蝮蛇類之毒液中，包括百步蛇、龜殼花、赤尾青竹絲及鎖鍊蛇

等，其中鎖鍊蛇兼具出血及神經混合毒。被出血性毒蛇咬傷後，常見咬傷部位有組織腫

脹、劇烈疼痛、皮下出血、血泡，甚至出現往上蔓延而壓迫到神經及血管，造成組織壞死

的情形，另外也可能經由毒素全身反應，造成腎臟傷害而引發急性腎衰竭的症狀。  

        (二 ) 神經毒素：主要見於眼鏡蛇科，包括眼鏡蛇及雨傘節等。神經毒素主要作用於神經

肌肉接合點，故如遭神經性毒蛇咬傷後，會妨礙神經傳導功能，嚴重時會造成呼吸受阻進

而導致死亡。  

        (三 ) 肌肉毒素：主要見於海蛇毒液中，由於肌肉毒素屬於酵素蛋白類，故被此類毒蛇咬

傷後，會破壞肌肉細胞而釋放出大量肌球蛋白，因而阻礙腎小管，引起周圍組織壞死，嚴

重時會造成死亡。  

  

台灣常見毒蛇小檔案  

  

        (一 )眼鏡蛇：學名 Naja nara atra，又名飯匙倩、飯鏟頭 (客家語 )。  

        特徵：為中大型、卵生、神經性毒蛇。有棕褐色、褐色、深褐色，其中黑肚者體型較

大，平常頭部呈橢圓形。  

        習性：大部分在日間活動，以鼠類、蛙類為食。受干擾發怒時，頭頸噴張呈扁平飯匙狀

會發出『噴氣嘶嘶聲』，頸背有寬白紋，內有黑點，擴張時看似戴眼鏡。  

        棲息地：分布於全台低海拔乾旱農墾地、果園、灌叢混生之山坡地。  

        咬傷症狀：牙痕淺小，傷口少許出血，很快變黑，周圍併發血水泡。  

        治療：儘快注射抗雨傘節及飯匙倩蛇毒混合血清。  

        (二 )雨傘節：學名 Bungarus multicinctus，又名白節蛇 (閩南語 )、紮ㄚ節 (客家語 )。  



        特徵：為中小型、卵生、神經性毒蛇。雨傘節雖為陸生毒蛇毒性最強之毒蛇，但其性情

溫和，除受傷或受威脅外，很少主動攻擊人類，頭部為橢圓形，體背有明顯黑白相間的環

節斑紋。  

        習性：經常於黃昏、夜間活動，並以其他種蛇類、蜥蜴、鱔魚、泥鰍為食。  

        棲息地：分布於台灣、金門、馬祖低海拔地區之水域、溪流、水塘等岸邊。  

        咬傷症狀：被咬後有怕風症狀，但因傷口細小如針樣牙痕，不易看清楚，且傷口僅有搔

癢如螞蟻在皮膚爬動感覺，故較易疏於防範，待視覺模糊、流涎、呼吸困難時方知嚴重

性。  

        治療：儘快注射抗雨傘節及飯匙倩蛇毒混合血清。  

        (三 )鎖鍊蛇：學名為 Daboia russellii  formosensis，又名鎖蛇、鍊仔蛇。  

        特徵：為中小型毒蛇、卵胎生、兼具出血性及神經性雙重毒性之毒蛇。體背有外圈卵圓

形灰白色、內為褐色或深褐色之三條縱列鐵鍊圖形之斑紋，腹部呈白色並布滿黑色小點。  

        習性：棲息於河川兩旁、草叢、沙石地或甘蔗田，並以鼠類為食物，行動緩慢，以側橫

行爬行，受驚時會捲縮成圓圈狀，發出嘶嘶聲，並有出奇不意攻擊人之動作。  

        棲息地：分布於本省花蓮、台東、高雄、屏東、南投等地區。  

        咬傷症狀：咬傷後，可見黑色點狀牙痕，牙痕四周腫脹，皮膚、肌肉變黑壞死，周邊長

水泡，傷口流出血水。  

        治療：儘快注射抗鎖鍊蛇蛇毒血清。  

        (四 )百步蛇：其學名為 Deinagkistrodon acutus，又名尖吻蝮。  

        特徵：為中大型、卵生、出血性毒蛇。體型粗壯，頭大頸細，鼻吻向上翹起呈三角形，

頭部頂方為褐色體，側有明顯黑褐色正三角形斑紋，腹部有黑色黑點，尾部黑褐色。  

        習性：日夜均會活動，平時棲息落葉林底層，鳥類、鼠為主食，受干擾頭部會抬起，亦

有微發出斯斯警戒聲及尾巴搖擺不停。  

        棲息地：分布於本省花蓮、台東、高雄、屏東等地之中低海拔山區、闊葉林、竹林、溪

谷等。  

        咬傷症狀：咬傷數分鐘內，可清楚看見點狀壞死黑色牙痕，傷口深、牙痕間距寬，快速

腫脹，皮膚、肌肉變黑壞死，牙痕周邊長水泡，傷口流出血水，感覺燒灼赤痛，壞死區域

大小視蛇毒注入深淺多寡而異。  

        治療：儘快注射抗百步蛇蛇毒血清。  

        (五 )龜殼花：學名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又名烙鐵頭。  

        特徵：為中型、卵生、出血性毒蛇。頸細頭大呈三角形，體背為褐色或棕褐色不規則深

暗茶色圓形斑塊之三條龜殼樣花紋。  

        習性：夜間活動，棲息廢棄房屋木材堆，溪谷邊農墾旱地，以鳥類、鼠類為主食。受干

擾時頭部會抬起、身體捲縮，尾巴搖擺不停，為攻擊之前兆。  

        棲息地：分布於全省中低海拔之灌木林、竹林、山溝溪谷邊、農舍旱地。  

        咬傷症狀：咬傷數分鐘後，可清楚看見點狀牙痕呈黑色，傷口四周快速腫脹，皮膚、肌

肉壞死變黑，長水泡，傷口不停流出血水，感覺如烙鐵灼傷之刺痛，壞死區因蛇毒注入深

淺多寡而異。  



        治療：儘快注射抗龜殼花及赤尾鮐蛇毒混合血清。  

        (六 )赤尾青竹絲：學名是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又名赤尾鮐、青竹絲。  

        特徵：為小型、卵胎生、出血性毒蛇。頸細頭大、呈三角形且體色翠綠，紅眼睛，體軀

兩側各有一條白色或紅白雙色縱線，尾巴為紅磚色，故稱赤尾。  

        習性：大部分夜間活動，纏繞灌叢林樹枝上，溪谷邊農墾旱地，以鳥類、鼠類、蛙類為

主食。受干擾時，頭部會抬起、身體捲縮，尾巴搖擺不停，為攻擊前兆。  

        棲息地：分布於全省中低海拔灌木林、竹林、山溝溪谷邊、農墾旱地。  

        咬傷症狀：咬傷時，可見黑色點狀牙痕，四周快速腫脹，皮膚、肌肉壞死變黑，周邊長

水泡，傷口流出血水，傷口感覺灼痛。  

        治療：儘快注射抗龜殼花及赤尾鮐蛇毒混合血清。  

  

如何避免毒蛇咬傷  

  

        1.行經野外山區時，宜穿著長筒皮鞋 (靴 )及厚長褲，切勿穿著拖鞋。  

        2.夜間、清晨為毒蛇出沒活動較頻繁的時段，宜儘量避免進入或逗留野外山區。  

        3.看見蛇類出沒時，切勿輕易嘗試捕捉或逗弄。  

        4.出入濃密草叢時，宜使用手杖、木棍上下左右撥動，藉以「打草驚蛇」而減少被毒蛇

咬傷的機會。  

        5.在未經詳細檢視前，切勿將手伸入中空林木或石洞中，並切記不可隨意翻動石塊。  

        6.在炎熱季節，蛇類常有躲進陰涼處所的習性，因此在鄉村、農家穿著雨鞋、衣物、涼

帽前，應先行檢視，以防備可能有毒蛇棲息其中。  

        7.在夏季夜晚進行野外露營時，宜選擇空曠乾燥地區活動，尤其避免紮營於雜草堆附

近。  

        8.由於大部分的毒蛇多為游泳高手，因此儘量避免在缺乏安全管理的野外山川、河流、

溪水及湖泊中戲水或游泳。  

  

不幸被蛇咬後的處置  

  

        1.在無法或尚未鑑定是否有毒的情況下，一律以毒蛇咬傷之急救準則處理。  

        2.認清毒蛇形狀、大小、顏色及其他可能特徵。  

        3.被毒蛇咬傷後，除雨傘節外，其他如百步蛇、龜殼花、眼鏡蛇、鎖鍊蛇及青竹絲等毒

蛇，均會造成腫脹的現象；因此，應儘速將手上的戒指、手鐲、手錶和首飾等物品取下，

以防止更大的傷害。  

        4.儘速以彈性繃帶、絲襪或褲襪包緊患肢，包紮範圍越大越好。  

        5.讓患者保持鎮靜，勿緊急跑動，勿因慌亂而延誤就醫時機，要記住「保持冷靜」是活

命的唯一法則。  

        6.切勿割開傷口，否則只會讓傷口更加惡化，甚至造成死亡。  

        7.切勿喝酒，因為酒精會加速血液循環，使毒性更快發作。  



        8.如果咬傷現場有冰塊，則可以衣物裹住冰塊再覆蓋於傷口，使傷口附近的血流速度減

慢，而延緩毒素發作時間。  

        9.儘速送醫接受診治並使用抗蛇毒血清治療。  

  

抗蛇毒血清治療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是國內唯一製造抗蛇毒血清的機構，目前生產抗蛇毒血清的種類計

有：抗雨傘節及飯匙倩蛇毒混合血清、抗龜殼花及赤尾鮐蛇毒混合血清、抗百步蛇蛇毒血

清、抗鎖鍊蛇蛇毒血清 (執照申請中，尚未大量產製 )等四種。一旦不幸被毒蛇咬傷後，儘

快注射抗蛇毒血清是唯一有效的治療方法，然而即使在抗蛇毒血清注射後，一些腫脹、疼

痛的臨床症狀仍免不了會出現。  

        一旦不幸被毒蛇咬傷時，千萬要保持鎮靜，不可慌張，並且儘量記住蛇的特徵，包括形

狀、大小、顏色等，如此將有助於醫師及時施打正確的抗蛇毒血清，而增加活命的機會。

以下謹提出「四要、二不」口訣，供參考並請牢記。四要：要「看、脫、包、送」。

「看」：看清楚蛇的特徵，包括形狀、大小、顏色。「脫」：脫去戒指、手錶、手鐲。

「包」：包紮傷口上緣。「送」：儘快送醫治療。二不：「不切、不酒」。「不切」：不

要切割傷口。「不酒」：不要喝酒。  

        (圖片及部分資料由疾病管制局實驗動物科陳村光科長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