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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6到9月份，气温升高，是蛇活动

最频繁的季节，而山区的行走和劳作，与蛇经

常不期而遇。昨日下午，记者来到祁门县蛇

伤研究所，过道上摆满了床位，很明显，有不

少蛇伤病人来此治疗。

“今年是治疗伤者最多的一年，共有800

多例，包括黄山乃至整个华东及其周边地

区。”该所汪胜松所长说，被毒蛇咬伤，抢救

生命无疑是在与时间赛跑。有些毒蛇伤人

后，伤口立即肿痛，伤者也都会立即想到治

疗。但最可怕的是有些毒蛇伤人，伤口不痛

不肿，容易被人忽视，但毒液已经侵害了神经

系统，等到发现时，治疗已经来不及了。不久

前，宣城市一位姓黄的妇女被蝮蛇咬伤后在

当地治疗了三天，因病情突然加重，在转院途

中出现全身多脏器衰竭死亡；江西省一位农

民不慎被银环蛇咬伤后，由于该蛇为神经毒

素，咬伤后局部不痛、不肿、不出血，结果5小

时后病情急剧恶化，在转送途中死亡；还有江

西瑶里一个村有三位蛇伤病人治疗不及时，

结果死亡两人。

今年，我省以及周边省份发生多起毒蛇

伤人后，找不到抗蛇毒血清的事件。据汪所

长介绍，由于抗蛇毒血清价格高，且需要空运

增加了贮存成本，而如果没有蛇伤病人，两年

后又会失效，所以各地抗蛇毒血清稀缺。通

过祁门蛇伤研究所几代人的努力，已研制出

以“祁门蛇药”为主打的五种治疗蛇伤方剂，

能替代部分抗蛇毒血清。

据了解，祁门蛇伤研究所建于1965年，

是我国首家集蛇伤研究、治疗和生产蛇药为

一体的单位，属华东地区最大的蛇伤救治与

科普单位。同时该所还建立了华东地区最大

的蛇类科普馆，也是我省唯一专门展示蛇类

标本的科普馆。记者看到，馆内展示着国内

外各种蛇类标本240余件，系统介绍蛇的起

源、演化、食性、蛇伤防治研究，以及该所多

年来的科研成果。

祁门：蛇尖上的秘事
这里有数以百计的捕蛇人，有专业的养蛇机构，更有华东最大的蛇伤研究所

捕蛇这一职业早已淡出人们的视
野，然而在祁门县，却有数以百计的捕
蛇能手悄悄在山丛中行走；又因该县
及周边常有各类毒蛇出没伤人，早在
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就建立了华东
地区最大的蛇伤研究所，每年来这里
接受治疗的人很多；与此同时，为了科
研和生态平衡的需要，该县也有了较
大规模的蛇园……

放蛇、捕蛇、治蛇，九月的祁门，蛇
事纷纷扰扰。昨日，记者来到安徽的
南大门祁门，揭开与蛇有关的秘事。

记者 张火旺 陈明 文/图

蛇园的工作人员在耍蛇

见到小鹌鹑，贪吃的王锦蛇张开了嘴

昨日上午，在知情人的带领下，记者

一行首先来到祁门县牯牛降景区附近，

这里经常能遇到捕蛇的村民。

在附近的一处山坡上，一位村民向

我们走来，他手上拿着一个化肥袋和一

根带有铁钩的小竹棍。“看他的行头，应

该是来捕蛇的。”知情人说。记者以前来

收购蛇的名义，与他进行了交谈。据介

绍，村民汪某今年40岁，年轻时跟随父

亲学会捕蛇，至今已有20余年。

跟随汪先生，记者在丛林里穿行。

走了约一公里的山路，在一片潮湿的草

丛和乱石中，汪先生找到了他几天前放

置的蛇笼，他事先将小鹌鹑放在笼子里，

诱蛇入笼。记者走近一看，笼子里面有

两条不大的蛇，蛇头为三角形，身子短

粗，尾巴细而短。“这是两条祁蛇，是祁门

特有的蛇种。”小汪介绍说，祁蛇也叫五

步蛇、白花蛇，祁门的水土最适合它生长

繁殖。祁蛇通常是雌雄在一起，所以蛇

笼里有两条不足为奇。

说起捕蛇经，汪先生头头是道。高

温季节，蛇的活动频繁，所以用蛇笼捕蛇

是最好的方法，蛇笼应放置在靠近水源

的潮湿草丛中，也就是蛇容易出没的地

方。而在蛇冬眠的时候，就只有掏洞捕

蛇，通常识别蛇洞也要有经验，杂草丛中

洞口光滑平整、圆形较正的土洞，就是蛇

洞。

“怕蛇咬？这全凭经验。”小汪说，父

亲是捕蛇人，所以他从小就不怕蛇，十六

岁初中毕业后，父亲正式传授他捕蛇的

技能，到了二十岁，他就独立捕蛇了。“农

活也要干，平时是一年能捕捉几百条，挣

个一万多块，就不用出门打工了。”小汪

承认，蛇是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他并没

有捕蛇证，也就是偷着混口饭吃。

而据知情人介绍，保守估计，在祁

门，捕蛇人有百人之多，分散在祁门县的

各个乡镇。

由于大量的捕捉，在祁门县，蛇的生

态平衡受到了严重威胁。“猎捕此类野生

动物，必须经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

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向市级野生动物行

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猎捕证。”祁门县森

林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证实了上述知情人

的说法，由于捕蛇人众多且分散，很难监

管，所以导致各种蛇的数量急剧减少，近

几年，林业部门都要指导放生。

祁门县野生动物研究发展中心每年

都要放蛇归山。昨日，记者来到该中心

的蛇园，据该中心负责人陈百保介绍，

蛇园建立的初衷，是用来提取蛇毒和研

究如何治疗蛇伤的科研项目，但随着食

蛇市场的扩大，不只是祁门，一度消失的

捕蛇人又出现在全国很多地方。目前蛇

园有4000多条蛇，有尖吻腹、乌梢蛇、王

锦蛇、眼镜蛇、五步蛇等十余个品种。今

年在林业部门的指导下，已放生了两万

多条，近几年，每年都会放生，共计有8

万多条，以保持生态平衡。

为了研究蛇的交配和繁殖，陈百保

没少吃苦头，甚至为此丢失了一根手

指。2007年8月份的一天，陈百保在做

好各项保护措施后，连续很多个日夜，躲

在蛇房里，观看和记录蛇配种的情况。

不幸的是，有一天他在蛇园里，看到两条

蛇在相互撕咬打斗，一时疏忽没有做好

防护，上去“拉架”时，不料草丛里窜出一

条蛇，咬到了他左手的中指。这是一条

剧毒的腹蛇，为此陈百保不得不切掉中

指。事后他才知道，这两条蛇是为了争

夺草丛中的雌蛇而格斗。

“下一步，计划再投资，改善养殖和

繁殖环境。”陈百保说，他有信心把蛇园

建成华东第一。

捕蛇者说：一年捕蛇数百条

养蛇者说：放蛇归山八万条

治蛇者说：
今年已治疗被咬伤者8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