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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榮民總醫院護理部護理指導單張 

科 別 急診醫學科 衛教-急診-01 

主 題 毒蛇咬傷處理 2023.03.01 訂定  

製作單位 急診  

 

    台灣地處於亞熱帶，地形多高山，森林茂密，氣候溫暖潮濕，是蛇類生長

繁殖的良好環境；即使寒流氣溫驟降，蛇也僅會進入短暫休眠而不是冬眠，故

冬天仍可能出沒，當從事野外活動或居住地方與蛇類棲息地重疊時，易發生遭

蛇類咬傷意外。在台灣，每年毒蛇咬傷就診人數約 965.5 人，時間多分佈在 4-10

月，尤以 7-9 月雨季最為集中。咬傷部位常為四肢，上肢多為手指與手掌、下肢

以足背為主，而蛇類致死率以百步蛇及雨傘節最高。 

 

一、 台灣常見毒蛇特徵（圖片來源：參考資料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2019）‧清明掃墓當心毒蛇出沒，人工智慧幫你辨分明‧附件）： 

(一) 雨傘節：全身為黑白相間的花紋，故又名節蛇，頭呈卵圓形，毒性

強，居 6 種常見毒蛇之冠。  

        
 

(二) 眼鏡蛇：蛇身為黑褐色，沒有特殊顏色花紋，被激怒時頭部撐開呈飯

匙狀，故名飯匙倩，且在背部顯出眼鏡狀花紋，故又名眼鏡蛇，頭呈

卵圓形，毒性僅次於雨傘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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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鎖鍊蛇（鎖蛇）：蛇身為灰褐色，身上有 3 條圓鍊圈連成鎖鍊狀花紋，

頭呈不明顯三角形，具有神經毒及血液毒特點。  

        
 

(四) 百步蛇：蛇身為淺灰色，背部兩側有黑邊，身上有深色三角形和淺色

三角形相間的花紋，鼻尖向上翹，狀似梨頭，故名梨頭蛇。雖毒性在 6

種常見蛇為最弱，但因體型碩大，毒牙特長，1 次注入人體的毒液量最

多，故被其咬傷後的致死率為 6 種常見毒蛇之冠，因而有百步蛇之名。       

        
 

(五) 龜殼花：蛇身為褐色，外觀特徵為背部中央有 1 條較大且呈波浪狀之暗

茶色斑塊狀似龜殼花紋而得名。  

        
 

(六) 赤尾青竹絲(赤尾鮐)：體型細小，蛇身為翠綠色，腹部黃綠色，兩側有

白色或紅色腹線，頭部為大三角形，眼睛和尾巴為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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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毒蛇咬傷症狀： 

    毒蛇咬傷輕則造成局部腫痛，重則引發急性腎衰竭、急性呼吸困難、

心肌梗塞、咳血、瀰漫性凝血病變、昏迷或死亡；根據臺灣地區臨床上常

見具流行病學重要性的毒蛇有六種，依照其毒性可分成三型：  

(一) 出血性： 

    包括龜殼花、赤尾青竹絲、百步蛇。出血性毒蛇咬傷後，一般於

30 分鐘至 1 小時內，即產生局部腫脹、瘀血、疼痛、淋巴結腫大等症

狀；若未經治療，則腫脹會迅速由咬傷處向上擴展，可能導致水泡、

肌肉壞死、血壓下降、昏迷或休克等全身性症狀，在出血性毒蛇中，

以百步蛇病兆蔓延速度最快。  

(二) 神經性： 

    包括雨傘節、眼鏡蛇。神經性毒蛇咬傷後，傷口較少出現腫脹、

瘀血症狀；主要症狀常是複視、眼瞼下垂，在數 10 分鐘至 1~2 小時內

產生吞嚥困難、流涎、肌肉無力攣縮、瞳孔擴大併光反射異常、呼吸衰

竭等嚴重症狀。  

(三) 混合性： 

    鎖鍊蛇為混合性毒蛇，咬傷會產生出血性及神經性中毒症狀。被

鎖鏈蛇咬傷者，局部會瘀血、腫脹及出現水泡，但因血小板減少及瀰

漫性血管凝血症，會導致器官出血、皮下多處瘀血及紫斑，其他症狀

還包括溶血、橫紋肌溶解及腎衰竭，一般而言，鎖鏈蛇的神經毒性較

弱，但仍須慎防呼吸衰竭的病徵出現。 

 

三、 毒蛇咬傷現場處理注意事項： 

毒蛇咬傷處理兩大原則：減緩毒液擴散、讓傷者於最短時間接受血清治   

療。除非在場有專家，所有咬傷都應視為毒蛇咬傷處理。 

(一) 建議「五步」處置： 

1. 「靜」：將傷者帶離毒蛇領域，安撫情緒使其保持冷靜，慌亂緊張會

加速蛇毒進入血循。避免傷患行走，盡可能減少被咬傷部位的活動，

肌肉收縮會加快毒液擴散。 

2. 「辨」：在安全且不影響急救的情況下，盡可能記下毒蛇特徵。拍攝

數位影像提供專家辨識為最佳記錄方式。不建議捕蛇殺蛇行為，此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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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造成傷者及旁人二次傷害。 

3. 「脫」：取下咬傷部位周邊會阻礙血流之衣褲、配件(如戒指、手鐲、

鞋子)，避免加速組織壞死或引起組織內腔室血流阻塞，形成腔室症候

群，導致肢體壞死，甚至危及生命；若不影響血循不必脫除。 

4. 「固」：使用任何堅硬物體（如含襯墊的木頭或樹枝、捲起的報紙、

睡袋墊或背包框架）固定患肢，患肢低於心臟，減緩血液回流速度。

除了簡單包紮外，不要碰觸或清洗傷口。 

5. 「送」：火速送往備有抗毒血清的醫院救治，暫緩使用酒精及任何藥

物，以免影響診斷治療。 

(二) 切記「五不」避免項目： 

1. 一不：不要切開傷口，由於毒液常注入較深部組織且吸收快速，切開

無法將毒液清出，反而易造成傷口感染及癒合不良。 

2. 二不：不要以口或機械吸取毒液，避免援救者毒害或患者傷口感染。 

3. 三不：不要冰敷或電擊，此舉會使血管收縮，局部血循變差，使組織

腫脹壞死惡化。 

4. 四不：不要使用止血帶，阻斷血流反而會使肢體腫脹，加速組織壞死。 

5. 五不：不要喝酒、茶、咖啡等刺激性飲食，以免加速毒液進入循環。 

 

四、 治療方法： 

    在台灣，被蛇咬傷的病人中約有2成無法辨識蛇種；可辨識蛇種的病人

中，最常被咬傷的毒蛇為龜殼花(35%)、其次為赤尾青竹絲(32%)、第三為眼

鏡蛇(20%)。依毒蛇種類不同，咬傷表現症狀亦有差異，目前台灣有四種抗

蛇毒血清(李，2021): 

(一) 「抗出血性血清」：主要用來治療赤尾鮐或龜殼花咬傷。 

(二) 「抗神經性血清」：主要用來治療雨傘節或眼鏡蛇咬傷。 

(三) 「抗百步蛇血清」：主要用來治療百步蛇咬傷。 

(四) 「抗鎖鏈蛇血清」：主要用來治療鎖鏈蛇咬傷時用。 

    一般來說在被毒蛇咬傷4小時內施打效果較明顯，若超過8~12小時仍無

症狀者，可以不用抗毒血清；必要時，注射破傷風類毒素。 

  

五、 毒蛇咬傷之預防： 

(一) 住在郊區者應避免住家周邊成為適合蛇棲息的環境，儘量裝設紗窗、

紗門，減少容器雜物堆放，定期除草清掃落葉，填補牆縫磚瓦避免其

躲藏。 

(二) 進入久無人跡的倉庫或翻找雜物堆時，應穿戴手套及厚長靴，以長棍驚

擾所到之處，蛇知有人將至，牠們便會先行離開。 

(三) 從事野外活動時，盡可能包覆手足，以厚度為主要考量。穿著寬鬆、質

料緻密的衣褲可減少蛇吻觸及皮膚的機會。夜間活動應有充足照明。 

(四) 進入樹叢應先打草驚蛇，避免靠近岩縫洞穴，勿隨意翻動枯木石塊。 

(五) 蛇類喜於雨後出沒，應提高警覺，若遇蛇勿驚慌，牠們常會僵結動作並

趁機逃離，不會衝向人，此時應小步緩慢後退，勿逗弄或攻擊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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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進入竹林果園時，應注意觀察樹上是否有青竹絲。  

(七) 在蛇類繁殖活動季節或露營時，活動範圍四周應灑生石灰粉，以防蛇類

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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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每年審閱一次 

所有衛教資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無法提供任何醫療行為和取代醫師當面診

斷，若有問題，請向門診醫師或原住院病房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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