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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钱白花蛇是中医临床应用的贵细动物类药材,现代文献一般认为其始载于民国时期(1936 年)出版的广东地方炮

制专书《饮片新参》。 该文通过查阅历代典籍、地方志,并结合历版《中国药典》、各地炮制规范及现代科学研究报道,对金钱白

花蛇的名称、地理分布、形态特征、生态习性、毒性及药用部位等进行系统的考证,结果表明光绪二十年(1894 年)已有金钱白

花蛇的药用记载,民国十九年(1930 年)更将其用于安脑丸组方中。 其基原动物银环蛇在明代正德年间(1521 年)始有记载,
多称为簸箕甲。 其形态特征、生态习性、毒性古今记载一致,地理分布与现代动物志等文献记载基本相似。 应用幼蛇干燥体

作为药用部位,并无本草及现代科学明确依据。 事实上,关于幼蛇与成蛇的药效物质基础、药理药效及临床应用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该考证结果厘清了金钱白花蛇的药用历史及现状,由此建议开展银环蛇幼蛇及成

蛇的系统比较研究,为金钱白花蛇药用部位的修订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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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ngarus
 

Parvus,
 

a
 

precious
 

animal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is
 

believed
 

to
 

be
 

first
 

recorded
 

in
 

Ying
 

Pian
 

Xin
 

Can
 

published
 

in
 

1936.
 

This
 

study
 

was
 

carried
 

out
 

to
 

analyze
 

the
 

name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cological
 

habits,
 

poisonousness,
 

and
 

medicinal
 

parts
 

by
 

consulting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s
 

and
 

local
 

chronicles,
 

Chinese
 

Pharmacopeia,
 

different
 

processing
 

standards
 

of
 

tr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decoction
 

pieces,
 

and
 

modern
 

literatur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arliest
 

medicinal
 

record
 

of
 

Bungarus
 

Parvus
 

was
 

traced
 

to
 

1894.
 

In
 

1930,
 

this
 

medicinal
 

material
 

was
 

us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Annao
 

Pills.
 

The
 

original
 

animal,
 

Bungarus
 

multicinctus,
 

was
 

recorded
 

by
 

the
 

name
 

of
 

" Bojijia"
 

in
 

1521.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cological
 

habits,
 

and
 

poisonousness
 

of
 

the
 

original
 

animal
 

are
 

the
 

same
 

in
 

ancient
 

and
 

modern
 

record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s
 

similar
 

between
 

the
 

ancient
 

records
 

and
 

modern
 

documents
 

such
 

as
 

China
 

Medicinal
 

Animal
 

Fauna.
 

The
 

dried
 

body
 

of
 

young
 

B.
 

multicinctus
 

is
 

used
 

as
 

Bungarus
 

Parvus,
 

which
 

lack
 

detailed
 

references.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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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
 

of
 

fact,
 

it
 

is
 

still
 

inconclusive
 

wheth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young
 

snakes
 

and
 

adult
 

snakes
 

in
 

terms
 

of
 

active
 

ingredient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This
 

study
 

clarified
 

the
 

medicinal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Bungarus
 

Parvus.
 

On
 

the
 

basis
 

of
 

the
 

results,
 

it
 

is
 

suggested
 

that
 

systematic
 

comparison
 

on
 

young
 

and
 

adult
 

B.
 

multicinctu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vising
 

the
 

medicinal
 

parts
 

of
 

B.
 

multicinctus.
[Key

 

words]　 Bungarus
 

Parvus; Bungarus
 

multicinctus; textu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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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白花蛇,作为法定品种于 1963 年版《中国药典》始

有收载,来源规定为眼镜蛇科动物银环蛇 Bungarus
 

multicinc-
tus

 

Blyth
 

的幼蛇除去内脏后的干燥品[1] ,习称小白花蛇,与
习用名为大白花蛇的蕲蛇相对而言。

现代中医药文献大多认为金钱白花蛇之名始载于民国

时期(1936 年)王一仁《饮片新参》 [2] :“金钱白花蛇,色发白,
身长细,盘如钱大,治麻风瘫痪疥癞。”此蛇躯干背面有白色

横纹如花,腹面乳白色,且常缀以褐色细斑如金钱,故名金钱

白花蛇。 一云蛇体有白色花纹,而药材盘曲如铜钱,是其得

名之由[3] 。
金钱白花蛇的药用部位几经更改,有何缘由? 幼蛇广泛

应用于临床,有何依据? 迄今为止,都还是未解之谜。 王义

权等[4-5] 认为金钱白花蛇的首载应早于《饮片新参》,沿用历

史可能更长,但究竟首载于何处,至今尚无明确结论。
鉴于金钱白花蛇存在多个未解谜团,而本草文献所记载

的多种“白花蛇” “金蛇” “银蛇”等又非眼镜蛇科动物银环

蛇,本文通过查阅历代医药笔记、地方志,并结合历版药典、
各地炮制规范及现代文献报道,对金钱白花蛇的名称、地理

分布、形态特征、生态习性、毒性和药用部位等方面进行了系

统的考证,以期为金钱白花蛇药用部位的明晰及其进一步研

究应用提供依据。
1　 名称

金钱白花蛇的基原动物“银环蛇” 别名众多,以“簸箕

甲”之名首载于明代正德《琼台志》 [6] ,曰“簸箕甲,黑白相

半”,该名在其后的地方志中多有沿用。 《阳春县志》 [7] 谓之

为“簸箕柙”, 《 雷州府志》 [8] 谓之为 “ 簸箕夹”, 《 番禺县

志》 [9] 称其为“簸箕筴”,《马巷厅志》 [10] 简称为“簸箕”,以上

释名大多依据谐音传播。 《广信府志》 [11] 称之为“寸白蛇”。
《重修台湾府志》 [12] 记载为“簸箕甲,蛇之最毒者,大者数尺,
身有横纹,黑白相间,俗名手巾蛇”。 《永州府志》 [13] 形象地

将其记述为“四十八段”。 《湖州府志》 [14] 称其为“竹节蛇”
“秤梗蛇”。 《宣平县志》 [15] 中描述为“黑白相间如竹节,又
称之为百节蛇”。 《桂平县志》 [16] 称其为“银包铁”。 《始兴

县志》 [17] 谓之为“银角带”。 《歙县志》 [18] 称其为“白花蛇”。
这些名称及相关描述均符合银环蛇“黑白相间” “有白色环

纹 45~ 58 个”的形态特征。
药材“金钱白花蛇”除正名之外,各地方志记载俗称繁

多,如金钱蛇、金钱蕲蛇、白花蛇、小白花蛇[19] 、小条白花

蛇[20] 、白公郎[21] 、白菊花、白节蛇、白节黑、寸白蛇、白吊蛇、

白手巾蛇[19] 、过白蛇、过白犁[22] 、寸白犁馋、寸寸白[23] 、寸白

犁铲头、白带蛇[24] 、白花团基甲[25] 、银环蛇、银蛇、银色铁、银
包铁、银报应[19] 、银宝印[26] 、铁包应、银脚带[27] 、银角带[28] 、
银甲带[26] 、多条银带甲[22] 、多条金甲带[29] 、四十八节、节节

乌、竹节蛇[27] 、寸节蛇、百节蛇[29] 、百步蛇[30] 、百步梯[27] 、百
度蛇[22] 、秤杆蛇[31] 、秤杆子蛇、九道箍[32] 、桶箍蛇[30] 、小花

蚊[33] 、小花蛇、手巾蛇、毛巾蛇、雨伞蛇[19] 、过基峡[29] 、过基

合[23] 、过基甲、筛基甲、簸箕甲、团箕甲[27] 、团基甲、播箕

侠[23] 、破基甲、断肌甲[30] 、臭蛇、聋蛇、夜游、吹箫蛇、洞箫

蛇[27] 等。 此外,作为民族药,蒙古族称之为“查干额然毛盖”
“嘎日布如勒” [34] ,阿昌族称“那郎耐皮郎”,德昂族称“环

来”,维吾尔族称“恰儿伊拉尼” [35] 。 各地方志关于银环蛇名

称的记载见表 1。
综上,据古代中医药典籍记载,金钱白花蛇曾与

 

“蕲蛇”
一并混称为白花蛇,因其体形较小而称小白花蛇。 此外,还
因其形态特征和习性等衍生出多个别名,如因其躯干有白色

环纹,故称银环蛇,简称银蛇;因体表斑纹黑白相间,故名银

包铁、白节黑等;其中白色环纹大多有 48 个以上,称为四十

八节;形容环纹之多,而名百节蛇;躯干花纹整齐美观,以印

花毛巾喻之,故名手巾蛇、毛巾蛇[29] ;形似竹簸箕,体长如筷

子一般,故名簸箕筴,破基甲、播箕侠等,多以谐音传播;因其

为夜行性动物而得名夜游。
2　 地理分布

银环蛇分布于何地? 《重修台湾府志》 [12] 、《续修台湾府

志》 [46] 、《噶玛兰厅志》 [54] 、《台湾通志稿》 [62] 皆明确记载“闽

地多有”。 另外从各地方志关于银环蛇的收载也可推断其分

布情况,如广东、江西、广西、湖南、福建、浙江、安徽、海南、台
湾等地均有分布。 分布情况见表 2。

据《中国动物志》 《中药志》等记载,银环蛇在我国分布

较广,药材主产于两广及江西等省区,以产于江西者为主流

商品,以产于广东揭阳、普宁及江西南部者质优[79] ;湖南、福
建、浙江、云南、安徽、湖北、海南、台湾、四川、重庆、贵州[80]

等地亦有;除了我国,在缅甸、越南、老挝等地[81] 也有分布。
由此可见,银环蛇古今地理分布情况较为相似。
3　 形态特征

银环蛇的形态描述最早见于明代海南地方志 《 琼台

志》 [6] ,以“黑白相半”描述其躯干横纹特征。 自此,其他地

方志多加沿用。 《重修台湾府志》 [12] 补充曰“大者数尺,身有

横纹,黑白相间”。 《凌云县志》 [78] 清晰地描述其头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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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银环蛇的名称记载

Table
 

1　 Name
 

records
 

of
 

Bungarus
 

multicinctus
No. 时期 名称 出处1) No. 时期 名称 出处1)

1
 

明·正德(1521 年) 簸箕甲 《琼台志》 [6]

2
 

明·嘉靖(1526 年) 寸白蛇 《广信府志》 [11]

3
 

明·嘉靖(1539 年) 簸箕甲 《钦州志》 [36]

4
 

明·万历(1612 年) 簸箕甲 《泉州府志》 [37]

5
 

明·万历(1617 年) 簸箕甲 《琼州府志》 [38]

6
 

清·康熙(1687 年) 簸箕甲 《遂溪县志》 [39]

7
 

清·康熙(1687 年) 簸箕甲 《海康县志》 [40]

8
 

清·康熙(1710 年) 簸箕甲 《澄迈县志》 [41]

9
 

清·乾隆(1747 年) 簸箕甲、手巾蛇 《重修台湾府志》 [12]

10
 

清·乾隆(1750 年) 簸箕筴 《海丰县志》 [42]

11
 

清·乾隆(1752 年) 簸箕甲、手巾蛇 《重修台湾县志》 [43]

12
 

清·乾隆(1754 年) 簸箕柙 《阳春县志》 [7]

13
 

清·乾隆(1764 年) 簸箕甲、手巾蛇 《重修凤山县志》 [44]

14
 

清·乾隆(1765 年) 簸箕甲 《晋江县志》 [45]

15
 

清·乾隆(1774 年) 簸箕甲、手巾蛇 《续修台湾府志》 [46]

16
 

清·乾隆(1774 年) 簸箕甲 《琼州府志》 [47]

17
 

清·乾隆(1777 年) 簸箕 《马巷厅志》 [10]

18
 

清·嘉庆(1811 年) 簸箕夹 《雷州府志》 [8]

19
 

清·嘉庆(1820 年) 簸箕甲 《琼东县志》 [48]

20
 

清·道光(1822 年) 簸箕甲 《广东通志》 [49]

21
 

清·道光(1828 年) 　 府境白花蛇、手
巾蛇、四十八段

《永州府志》 [13]

22
 

清·道光(1828 年) 簸箕 《万州志》 [50]

23
 

清·道光(1836 年) 簸箕甲 《彰化县志》 [51]

24
 

清·道光(1841 年) 簸箕甲 《琼州府志》 [52]

25
 

清·道光(1848 年) 簸箕甲 《遂溪县志》 [53]

26
 

清·咸丰(1852 年) 簸箕甲、手巾蛇 《噶玛兰厅志》 [54]

27
 

清·咸丰(1857 年) 簸箕甲 《琼山县志》 [55]

28
 

清·同治(1871 年) 簸箕甲、手巾花蛇 《淡水厅志》 [56]

29
 

清·同治(1871 年) 簸箕筴 《番禺县志》 [9]

30
 

清·同治(1874 年) 竹节蛇、秤梗蛇 《湖州府志》 [14]

31
 

清·光绪(1878 年) 百节蛇 《宣平县志》 [15]

32
 

清·光绪(1878 年) 簸箕甲 《定安县志》 [57]

33
 

清·光绪(1879 年) 簸箕筴 《香山县志》 [58]

34
 

清·光绪(1888 年) 簸箕筴 《吴川县志》 [59]

35
 

清·光绪(1893 年) 簸箕筴 《新宁县志》 [60]

36
 

清·光绪(1893 年) 簸箕甲 《苗栗县志》 [61]

37
 

清·光绪(1894 年) 簸箕甲、手巾蛇 《台湾通志稿》 [62]

38
 

清·光绪(1898 年) 簸箕甲 《嘉应州志》 [63]

39
 

清·宣统(1911 年) 簸箕甲 《徐闻县志》 [64]

40
 

民国时期(1915 年) 簸箕甲 《南安县志》 [65]

41
 

民国时期(1920 年) 簸箕甲 《赤溪县志》 [66]

42
 

民国时期(1920 年) 簸箕甲 《龙岩县志》 [67]

43
 

民国时期(1920 年) 银包铁 《桂平县志》 [16]

44
 

民国时期(1924 年) 簸箕筴 《陆川县志》 [68]

45
 

民国时期(1925 年) 簸箕夹 《阳江志》 [69]

46
 

民国时期(1926 年) 银角带 《始兴县志》 [17]

47
 

民国时期(1931 年) 簸箕甲、好色 《感恩县志》 [70]

48
 

民国时期(1933 年) 竹节蛇 《吴县志》 [71]

49
 

民国时期(1933 年) 银角带 《开平县志》 [72]

50
 

民国时期(1934 年) 竹节蛇 《隆安县志》 [73]

51
 

民国时期(1934 年) 银包铁 《贵县志》 [74]

52
 

民国时期(1936 年) 簸箕甲 《融县志》 [75]

53
 

民国时期(1936 年) 簸箕甲 《儋县志》 [76]

54
 

民国时期(1937 年) 白花蛇 《歙县志》 [18]

55
 

民国时期(1940 年) 簸箕甲 《德化县志》 [77]

56
 

民国时期(1942 年) 银角带 《凌云县志》 [78]

　 注:1) 为便于获取信息,部分书名简写为古代地方县志,省去朝代、行政区等信息(表 2 ~ 4 同)。

表 2　 银环蛇地理分布的古今地名对照

Table
 

2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Bungarus
 

multicinctus
No. 古地名 出处1) 今地名 No. 古地名 出处1) 今地名
1

 

遂溪县 《遂溪县志》 [53] 广东省湛江市
2

 

徐闻县 《徐闻县志》 [64] 广东省湛江市
3

 

吴川县 《吴川县志》 [59] 广东省吴川市
4

 

雷州府 《雷州府志》 [8] 广东省雷州市
5

 

海康县 《海康县志》 [40] 广东省雷州市
6

 

阳春县 《阳春县志》 [7] 广东省阳春市
7

 

嘉应州 《嘉应州志》 [63] 广东省梅州市
8

 

赤溪县 《赤溪县志》 [66] 广东省台山市
9

 

开平县 《开平县志》 [72] 广东省开平市
10

 

海丰县 《海丰县志》 [42] 广东省海丰县
11

 

始兴县 《始兴县志》 [17] 广东省始兴县
12

 

香山县 《香山县志》 [58] 广东省中山市
13

 

广信府 《广信府志》 [11] 江西省上饶市
14

 

钦州 《钦州志》 [36]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
15

 

陆川县 《陆川县志》 [68] 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
16

 

隆安县 《隆安县志》 [73] 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
17

 

凌云县 《凌云县志》 [78]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18

 

融县 《融县志》 [75] 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镇
19

 

贵县 《贵县志》 [74]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
20

 

桂平县 《桂平县志》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

21
 

永州府 《永州府志》 [13] 湖南省永州市
22

 

马巷厅 《马巷厅志》 [10] 福建省厦门市
23

 

晋江县 《晋江县志》 [45] 福建省晋江市
24

 

南安县 《南安县志》 [65] 福建省南安市
25

 

泉州府 《泉州府志》 [37] 福建省泉州市
26

 

龙岩县 《龙岩县志》 [67] 福建省龙岩市
27

 

德化县 《德化县志》 [77] 福建省德化县
28

 

湖州府 《湖州府志》 [14] 浙江省湖州市
29

 

歙县 《歙县志》 [18] 安徽省黄山市
30

 

琼州府 《琼台志》 [6] 海南省海口市
31

 

澄迈县 《澄迈县志》 [41] 海南省澄迈县
32

 

儋县 《儋县志》 [76] 海南省儋州市
33

 

台湾府 《重修台湾府志》 [12] 台湾省台北市
34

 

台湾县 《重修台湾县志》 [43] 台湾省台南县
35

 

凤山县 《重修凤山县志》 [44] 台湾省高雄县
36

 

彰化县 《彰化县志》 [51] 台湾省彰化市
37

 

噶玛兰厅 《噶玛兰厅志》 [54] 台湾省宜兰县
38

 

淡水厅 《淡水厅志》 [56] 台湾省新竹县
39

 

苗栗县 《苗栗县志》 [61] 台湾省苗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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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婷芬等:金钱白花蛇的考证

云“金角带、银角带,头卵圆如追风,有黄白斑纹如段节”。 关

于银环蛇的形态特征记载见表
 

3。 各地方志所载银环蛇的形

态特征与现今眼镜蛇科动物银环蛇的形态描述基本一致。
“大者数尺”与“银环蛇体长 0. 6 ~ 1. 2 米,大的可达 1. 6 米”的

描述吻合[82] ,而“刚出壳的仔蛇体长则 0. 12 ~ 0. 25 米” [83] 。

“身有横纹,黑白相间”“黑白相间如竹节” “蛇长数十节” “黑

质白章、分节如角带”“黑色白章,其体灰黑”等,皆符合银环蛇

背部黑色或灰黑色,有白色环纹 45~58 个,黑白相间的形态特

征。 “头卵圆如追风”与银环蛇头部呈椭圆形的特征相符合。
综上可知,古代地方志所记载的簸箕甲即为今之银环蛇。

表 3　 银环蛇形态特征记载

Table
 

3　 Records
 

of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ungarus
 

multicinctus

No. 时期 形态描述 出处1) No. 时期 形态描述 出处1)

1
 

明·正德(1521 年) 黑白相半 《琼台志》 [6]

2
 

明·嘉靖(1539 年) 黑白相半 《钦州志》 [36]

3
 

明·万历(1617 年) 黑白相半 《琼州府志》 [38]

4
 

清·康熙(1687 年) 黑白成节 《遂溪县志》 [39]

5
 

清·康熙(1687 年) 黑白成节 《海康县志》 [40]

6
 

清·康熙(1710 年) 黑白相半 《澄迈县志》 [41]

7
 

清·乾隆(1747 年) 　 大者数尺,身有横

纹,黑白相间

《重修台湾府志》 [12]

8
 

清·乾隆(1752 年) 身有横纹,黑白相间 《重修台湾县志》 [43]

9
 

清·乾隆(1764 年) 身有横纹,黑白相间 《重修凤山县志》 [44]

10
 

清·乾隆(1774 年) 　 大者数尺,身有横

纹,黑白相间

《续修台湾府志》 [46]

11
 

清·乾隆(1774 年) 黑白相间 《琼州府志》 [47]

12
 

清·嘉庆(1811 年) 　 金角带蛇,黑质金

章,分节如角带,又有

一种尾尖带白名曰簸

箕夹

《雷州府志》 [8]

13
 

清·道光(1828 年) 黑白相间 《万州志》 [50]

14
 

清·道光(1836 年) 　 大者数尺,身如横

纹,黑白相间

《彰化县志》 [51]

15
 

清·道光(1841 年) 黑白相间 《琼州府志》 [52]

16
 

清·道光(1848 年) 黑白成节 《遂溪县志》 [53]

17
 

清·咸丰(1852 年) 　 大者数尺,身如横
纹,黑白相间

《噶玛兰厅志》 [54]

18
 

清·咸丰(1857 年) 其皮黑白相间 《琼山县志》 [55]

19
 

清·同治(1871 年) 　 大者数尺,偏身有
横纹,黑白相间

《淡水厅志》 [56]

20
 

清·光绪(1878 年) 黑白相间如竹节 《宣平县志》 [15]

21
 

清·光绪(1878 年) 黑白相间成节 《定安县志》 [57]

22
 

清·光绪(1879 年) 黑白色相间 《香山县志》 [58]

23
 

清·光绪(1894 年) 　 大者数尺,身有横
纹,黑白相间

《台湾通志稿》 [62]

24
 

民国时期(1920 年) 　 黑色白章,其体灰
黑,斑纹不甚明瞭

《龙岩县志》 [67]

25
 

民国时期(1920 年) 全身黑白相间 《桂平县志》 [16]

26
 

民国时期(1931 年) 黑白相间 《感恩县志》 [70]

27
 

民国时期(1936 年) 色黑纹白 《融县志》 [75]

28
 

民国时期(1936 年) 黑白相间 《儋县志》 [76]

29
 

民国时期(1940 年) 　 蛇长数十节,黑白
相间

《德化县志》 [77]

30
 

民国时期(1942 年) 　 金角带、银角带,头
卵圆如追风,有黄白
斑纹如段节

《凌云县志》 [78]

4　 生态习性

《噶玛兰厅志》 [54] 记载了银环蛇的生态习性“大抵春夏

之交,咯咯有声;至白露降,其气始平”,形象地记载了银环蛇

的活动规律。 银环蛇为变温动物,当气温下降到 15
 

℃ 以下

时,便寻找合适的环境进入冬眠阶段,一般每年 12 月至翌年

3 月为冬眠期[84] ,4 月上旬至 11 月下旬出蛰活动[85] ,每年 8
月下旬至 11 月下旬的晚上为交配时间。 雌蛇怀卵越冬,至
翌年清明、夏至间产卵[20] ,孵化期约 48

 

d[86] ,7 月即可见到

仔蛇[87] 。 值得一提的是,生长 3 年以上的蛇才会产卵。 生

长 3~ 4 年的,每次产卵 5~ 9 个,生长 5 ~ 6 年以上的,每次产

卵 10~ 15 个,每年产卵 1 次[88] 。 鉴于其活动规律,捕捉野生

银环蛇一般会在 4—8 月,以清明至夏至为宜,此时正值蛇刚

出蛰,活动迟缓,较容易捕捉[83] 。
5　 毒性

关于动物银环蛇的毒性,历代地方志均记载为有毒,且毒

性极强,咬人辄死,这一点可将形态相似但无毒的游蛇科白环

蛇属其他蛇均排除在外,如白环蛇、黑背白环蛇、老挝白环蛇、

双全白环蛇、细白环蛇,见表 4。 银环蛇虽毒冠诸蛇,然亦罕闻

有被害者,推测可能是由于其性情胆小怯弱,受到惊扰时或逃

走或将头藏于身体下面,很少主动袭击人[30] 。 成蛇近头处截

多三二寸,可保无毒。 由此可知,银环蛇毒素多集中在头部,
中医使用成蛇一般先通过炮制除去头部便可降低毒性,以此

保证临床应用的安全性。 关于幼蛇的毒性,未见确切记载。
6　 药用部位

古代本草典籍和地方志均无关于金钱白花蛇药用部位

的记载。 但依据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刊于《申报》的一

则广告“金钱白花蛇是治风之要药,市上虽有,难得一真,而
欲求其形似金钱,身若地龙者方为真品,殊不易得”,可知此

时金钱白花蛇已是难得之药,描述虽简,但从“形似金钱且身

若地龙”的比喻中,不难辨出此金钱白花蛇即今所用金钱白

花蛇,且来源应为银环蛇幼蛇,见图 1。
另外,民国十九年(1930 年)的卫生公报中,著名中医恽

铁樵呈请卫生部化验的安脑丸处方中也载有此蛇,方药中需

使用 6 条去头的金钱白花蛇,并且补充道,如无金钱白花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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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银环蛇毒性的相关记载

Table
 

4　 Poisonousness
 

records
 

of
 

Bungarus
 

multicinctus
No. 时期 毒性 出处1)

1
 

明·嘉靖(1539 年) 有毒 《钦州志》 [36]

2
 

清·康熙(1687 年) 毒 《海康县志》 [40]

3
 

清·康熙(1710 年) 最毒 《澄迈县志》 [41]

4
 

清·乾隆(1747 年) 　 蛇之最毒者。 甲有毒汁,经行处草木皆萎,牛马不食。 啮人数十步立死。 其骨

必捣烂远掷之,误践之亦能刺足杀人
《重修台湾府志》 [12]

5
 

清·乾隆(1750 年) 极毒 《海丰县志》 [42]

6
 

清·乾隆(1754 年) 小而毒者,啮人即死 《阳春县志》 [7]

7
 

清·乾隆(1764 年) 　 甲有毒汁,经行处草木皆萎,牛马不食。 啮人数十步毙。 其骨必捣烂远掷之,误
践之亦能刺骨杀人

《重修凤山县志》 [44]

8
 

清·乾隆(1774 年) 有大毒 《琼州府志》 [47]

9
 

清·乾隆(1777 年) 有毒而害人 《马巷厅志》 [10]

10
 

清·道光(1822 年) 大毒 《广东通志》 [49]

11
 

清·道光(1828 年) 大毒 《万州志》 [50]

12
 

清·道光(1836 年) 啮人多死,毒必捣烂远掷之,误践亦能刺足伤人 《彰化县志》 [51]

13
 

清·道光(1841 年) 有大毒 《琼州府志》 [52]

14
 

清·咸丰(1852 年) 　 蛇之最毒者,啮人多死,毒必捣烂远掷之人迹不到之区。 若误践之,或弃水底,
犹能刺足伤人

《噶玛兰厅志》 [54]

15
 

清·咸丰(1857 年) 大毒 《琼山县志》 [55]

16
 

清·同治(1871 年) 　 蛇之最毒者,甲有毒汁,经行处草木皆萎,牛马不食。 啮人最毒,数十步立死。
其骨必捣烂远掷之,误践亦能刺足杀人

《淡水厅志》 [56]

17
 

清·同治(1871 年) 蛇之极毒者 《番禺县志》 [9]

18
 

清·光绪(1878 年) 有毒,不堪食 《宣平县志》 [15]

19
 

清·光绪(1888 年) 蛇之最毒者 《吴川县志》 [59]

20
 

清·光绪(1893 年) 最毒 《新宁县志》 [60]

21
 

清·光绪(1893 年) 啮人最毒 《苗栗县志》 [61]

22
 

清·光绪(1894 年) 　 蛇之最毒者,甲有毒汁,经行处草木皆萎,牛马不食。 啮人最毒,数十步立死。
其骨必捣烂远掷之,误践之亦能刺足杀人

《台湾通志稿》 [62]

23
 

清·光绪(1898 年) 毒极 《嘉应州志》 [63]

24
 

民国时期(1920 年) 毒极云 《赤溪县志》 [66]

25
 

民国时期(1920 年) 不甚毒者,被咬者不可移步,但移三步,则毒随血行,须臾遍全身,入心即死,不可药 《桂平县志》 [16]

26
 

民国时期(1924 年) 毒性次饭匙头 《陆川县志》 [68]

27
 

民国时期(1925 年) 毒 《阳江志》 [69]

28
 

民国时期(1926 年) 有毒 《始兴县志》 [17]

29
 

民国时期(1931 年) 毒冠诸蛇,咬人辄死 《感恩县志》 [70]

30
 

民国时期(1933 年) 蛇之至毒者 《吴县志》 [71]

31
 

民国时期(1933 年) 为最毒,……且于近头处截多三二寸,可保无毒,果无毒否 《开平县志》 [72]

32
 

民国时期(1936 年) 最毒,然亦罕闻有被害者 《融县志》 [75]

33
 

民国时期(1936 年) 有大毒 《儋县志》 [76]

可用 6 钱的蕲蛇代用[89] ,由此可推出,药用部位亦为银环蛇

幼体,且需炮制去头。 王义权等[5] 提及伊博恩 ( Bernard
 

Emms
 

Read)于 1934 年在翻译《本草纲目》时误将小白花蛇

(金钱白花蛇)作为白花蛇(蕲蛇)的幼体,描述其
 

“长约一

英尺,直径为五分之一英寸,重仅约 2 克,鳞细小,1 ~ 1 1
2

 

mm,体有 50 ~ 54 个白色环斑”。 由《中国药物标本图影》
(1935 年) [90] 所载的金钱白花蛇图片,可见其“身有横纹,黑

白相间”的特征与伊博恩的描述并无二致,见图 2。 进而通

过与市售金钱白花蛇药材对比,可确定近现代金钱白花蛇的

来源相同,性状特征一致,见图 3。
系统整理历版《中国药典》、各地炮制规范及现代文献关

于金钱白花蛇药用部位的记载情况,详述如下。
6. 1　 国家标准 　 金钱白花蛇在我国历版药典均有收载。
1963 年版《中国药典》收载金钱白花蛇的药用部位为银环蛇

幼蛇除去内脏后的干燥品;1977 年版《中国药典》将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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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申报》所载金钱白花蛇

Fig. 1　 Description
 

of
 

Bungarus
 

Parvus
 

in
 

Shun
 

Pao

图 2　 《中国药物标本图影》所载金钱白花蛇

Fig. 2 　 The
 

pictures
 

of
 

Bungarus
 

Parvus
 

in
 

Images
 

of
 

Chinese
 

Medicinal
 

Specimens
 

图 3　 市售金钱白花蛇药材

Fig. 3　 The
 

pictures
 

of
 

Bungarus
 

Parvus
 

on
 

the
 

market

为银环蛇干燥体;沿用 20 余年后,2000 年版《中国药典》再

次修改为幼蛇干燥体,沿用至今,见表 5。
6. 2　 地方炮制规范　 各地炮制规范收载金钱白花蛇的情况

见表
 

6。 从所收集的 23 个省市不同版本的 48 部炮制规范

(现行标准 11 部,废止标准 37 部)来看,9
 

部炮制规范曾记

载金钱白花蛇的药用部位为银环蛇干燥体,其余
 

39
 

部炮制

规范为银环蛇幼蛇干燥体。
6. 3　 现代文献　 从所收集的 150 篇现代文献来看,关于金

钱白花蛇药用部位的记载亦不统一,见表 7。 其中 2000 年前

有 73 篇文献[24,26-28,30-32,82,84,88,148-210] 记载白花蛇的来源为银环

蛇幼蛇加工而来,9 篇文献[33,211-218] 记载药用部位为银环蛇

加工而成的干燥体,即幼蛇、成蛇均可作金钱白花蛇入药。
在 2000 年版《中国药典》颁布后,11 篇文献[3,219-228] 记载药用

部位为银环蛇除去内脏的干燥体, 其余 57 篇现代文

献[19,25,29,35, 79-80,83,85,229-277] 记载金钱白花蛇的药用部位为银环

蛇幼蛇加工而成的干燥体。 　 　

表 5　 历年版《中国药典》金钱白花蛇收载情况

Table
 

5　 Records
 

of
 

Bungarus
 

Parvus
 

in
 

different
 

versions
 

of
 

Chinese
 

Pharmacopeia

药用部位 版本

银环蛇幼蛇除去内脏后的干燥品 1963 年版[1]

银环蛇干燥体 1977 年版[91] 、1985 年版[92] 、1990 年版[93] 、1995 年版[94]

银环蛇幼蛇干燥体
 

2000 年版[95] 、2005 年版[96] 、
 

2010 年版[97] 、2015 年版[98] 、2020 年版[99]

　 　 由此可见,金钱白花蛇的药用部位以幼蛇为多,且大多

对幼蛇的日龄有所规定,以 7 ~ 15
 

d 即第一次蜕皮后的幼蛇

加工而成的居多,此时养殖周期短,存活率较高。 根据作者

市场调研所收集的 15 批金钱白花蛇来看(表
 

7),性状特征

符合现代文献所述“银环蛇自孵化出壳后 7 ~ 15
 

d 第一次蜕

皮,有筷子一般大小,长度 30 厘米左右时捕杀加工为金钱白

花蛇最为适宜” [85] 。 古代地方志称其为“簸箕筴”,筴,箸也,

即筷子,亦可窥得加工规格与其名称的关联性。 现代文献关

于金钱白花蛇的采收时间及加工情况见表 8。
7　 结果与讨论

7. 1　 幼蛇与成蛇的界定不清晰　 纵观历版《中国药典》、各
地炮制规范及各类现代文献等,普遍认为金钱白花蛇药用部

位应为银环蛇的幼蛇干燥体,那么如何界定银环蛇为幼蛇还

是成蛇呢? 其定义和分类多有分歧,主要有 4 种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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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地方炮制规范收载情况

Table
 

6　 Records
 

of
 

Bungarus
 

Parvus
 

in
 

Chinese
 

native
 

medicines
 

concoct
 

standards
 

of
 

different
 

regions

药用部位 炮制规范

　 银环蛇幼蛇

除去内脏的干

燥体

　 《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1973[100] 、《河南省中药材炮制规范》1974[101] 、《贵州中药饮片炮制规范》1975[102] 、《天津

市中药饮片切制规范》1975[103] 、《山东省中草药炮制规范》1975[104] 、《黑龙江省中药炮制标准》 1977[105] 、《四川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1977[106] 、《浙江省中草药加工炮制标准》1977[107] 、《湖南省中药材炮制规范》 1977[108] 、《湖北中草药炮制

规范》1979[109] 、《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1980[110] 、《湖南省中药材炮制规范》1983[111] 、《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1984[112] 、《吉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1986[113] 、 《 贵州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1986[114] 、 《 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

1986[115] 、《江西省中药炮制规范》1991[116] 、《上海市中药炮制规范》 1994[117] 、《宁夏中药炮制规范》 1997[118] 、《四川省

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2[119] 、《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2[120] 、《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121] 、《河南省中

药材炮制规范》2005[122] 、1) 《贵州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123] 、《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2005[124] 、1) 《重庆市中药饮片

炮制规范及标准》2006[125] 、1) 《广西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7[126] 、《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8[127] 、1) 《北京市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2008[128] 、1) 《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8[129] 、1) 《甘肃省中药炮制规范》2009[130] 、《湖北省中药饮片

炮制规范》2009[131] 、1) 《湖南省中药材炮制规范》2010[13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0[133] 、《天津市

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2[134] 、1) 《山东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2[135] 、1) 《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2015[136] 、1) 《上海市中

药饮片炮制规范》2019[137]、1) 《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20[138]

　 银环蛇除去

内脏的干燥体

《江西中药炮制规范》1979[139] 、《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1980[140] 、《广东省中药炮制规范》1984[141] 、《江苏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1992[142] 、《山西中药炮制规范》 1984[143] 、《北京市中药炮制规范》 1986[144] 、《福建省中药炮制规范》

1988[145] 、《山东省中药炮制规范》1990[146] 、《天津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147]

　 注:1) 现行标准;各规范后数字为出版年。

　 　表 7　 15 批金钱白花蛇的测量数据

Table
 

7　 Measuring
 

data
 

of
 

15
 

batches
 

of
 

Bungarus
 

Parvus
 

samples

No. 体长 / cm 盘径 / cm 质量 / g
1 27. 1 4. 1 1. 05
2 26. 9 4. 2 1. 08
3 26. 9 3. 9 1. 04
4 27. 2 4. 2 1. 06
5 26. 8 4. 2 1. 09
6 25. 5 3. 8 1. 00
7 25. 9 3. 9 1. 01
8 26. 4 4. 3 1. 00
9 27. 5 4. 5 1. 15
10 26. 7 4. 3 1. 06
11 27. 0 4. 4 1. 09
12 26. 6 4. 2 1. 05
13 25. 6 3. 7 1. 00
14 28. 0 4. 6 1. 10
15 27. 2 4. 1 1. 00

①有学者认为,银环蛇的幼蛇为自出壳或自母体产出至第一

次冬眠出蛰前这一阶段的蛇,而成蛇则是经过第二次冬眠出

蛰后的蛇[30] ,即 8 月龄前为幼蛇,1 年又 8 月龄后为成蛇;
②亦有学者将上述 8 月龄前的幼蛇定义为仔蛇,而将幼蛇又

称为中蛇,指度过第一次冬眠出蛰后至第二次冬眠未苏醒之

前的蛇,即 8 月龄至 1 年又 8 月龄这一阶段的蛇[231] ;③据

　 　表 8　 现代文献收载幼蛇年龄规定情况

Table
 

8　 Ages
 

of
 

young
 

snakes
 

in
 

modern
 

literature
 

recordation
幼蛇年龄 出处
7

 

d 《商品蛇饲养与繁育技术》[231] 、《中药材传统鉴别经

验》[240] 、《药用动物养殖法》[88] 、《野生中药材采集加工技

术》[175] 、《药用动物养殖学》[82] 、《名贵中药材栽培与养

殖》[84] 、《两栖、爬行、鸟、哺乳类中药材动物养殖技术》[261]

7
 

d 左右 《 蛇 伤 防 治 和 蛇 的 经 济 利 用》 [32] 、 《 常 见 药 用 动

物》 [161] 、《 药用动物饲养学》 [184] 、 《 药用动物养殖大

全》 [166] 、 《 中 药 采 集 收 购 鉴 别 手 册 》 [160] 、 《 蕲 州 药

志》 [178]

7 ~ 10
 

d 《药用动物养殖与加工》 [273] 、《新编中国药材学》 [244] 、
《广东中药志》 [20] 、《名贵药材开发技术》 [155] 、《蛇类养

殖》 [148] 、《药用经济动物养殖》 [230] 、《药用经济动物养殖

及其药的提取》 [187]

10
 

d 《广西药用动物》 [28] 、《中国蛇类药物》 [262]

10
 

d 左右 《蛇类养殖技术》 [30]

15
 

d 内 《中药商品学》 [83]

7 ~ 15
 

d 《有毒与泌香动物养殖利用》 [85] 、《中药材产销》 [260] 、
《中国常用中药材》 [201] 、《实用中药材新编》 [274]

10~ 15
 

d 《特种经济动物养殖手册》 [254]

1 ~ 3 周 《药用动物学》 [185] 、《常用中药辨伪》 [207] 、 《 中药辞

海》 [193] 、《中药鉴定学》 [173] 、《名贵中药鉴定与应用》 [191]

7 ~ 30
 

d 《浙江动物志》 [24]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186] 、《浙

江药用动物》 [209] 、《中国动物志》 [27]

《中药材产销》 [260] 记载“15 天以后至两年以内的幼蛇,可加

工成中条、大条白花蛇,成年蛇加工为白花蛇干”,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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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龄内的银环蛇都被称为幼蛇;④银环蛇为卵生,3 年后性

成熟。 因此,亦有学者将 3 年龄即性成熟前的蛇统称为幼

蛇[30,201] 。 总之,关于幼蛇的定义众说纷纭, 并无清晰的

界定。
7. 2　 幼蛇与成蛇的品质评价尚缺少科学依据　 从大量现代

文献记载来看,商品以干燥[249] 、身干、头尾齐全[165,177,224,269] 、
肉色黄白[191,193,217,275] 、 色泽明亮[153,164,167,208,237] 、 有白色环

纹[178,204,246,257,271] 、气微腥[157,229] 、味微咸[200] 、无虫蛀、无霉

变[272] 、 无 污 斑、 质 地 松 脆[85] 、 无 焙 焦[20] 、 盘 径

小[160,203,251,278] 、圆盘银元状为佳[184,262] 。 金钱白花蛇商品分

为小盘、中盘、大盘及蛇干[201]
 

4 种规格,小者圆盘直径 3 ~
3. 5

 

cm,中者圆盘直径 6~ 7
 

cm,大者圆盘直径 10~ 15
 

cm,蛇
干盘径 15

 

cm 以上[259] 。 商品加工和市场销售规格以小为

好,小蛇出生 7
 

d 左右进行加工,规格最好[88] 。 7
 

d 前加工的

蛇表皮光彩较差,半个月后进行加工的又稍嫌大些,若时间

更长再进行加工,则盘径更大[166,261] 。 商品规格多按照大小

进行分等,并认为盘径越小越好,一般认为一等品直径为

3. 0~ 3. 3
 

cm,二等品直径 3. 3~ 4. 0
 

cm,三等品直径 4. 0 ~ 5. 0
 

cm[230] ,大于 5. 0
 

cm 的为等外品[184] 。
综上可知,多年来金钱白花蛇的分级依据是以传统经验

为基础,强调了市场销售为导向的理念,至于品质与其大小

的相关性,尚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药典收载的另外 2
种蛇类药材乌梢蛇和蕲蛇也不乏以轻小者为佳的记载。 如

以“乌蛇”之名首载于《雷公炮炙论》的乌梢蛇[279] ,载曰“蕲

州乌蛇,头上有逆毛二寸一路,可长半分已来头尾相对,使之

入药如神,只重一两以下,彼处得此多留进用”。 明《本草纲

目》在集解《干宁记》也提到“乌梢蛇,重三分至一两者为上,
十两至一镒者为中,粗大者力弥减也” [280] 。 《重修政和经史

证类备用本草》 [281] 在编撰时误将关于乌蛇的描述置于蕲州

白花蛇条下,写道“有蕲州乌蛇,只重三分至一两者妙也”。
宋《鸡肋编》 随后载蕲蛇“以轻小者为佳,四两者可值十千

足” [282] 。 由此看出,白花蛇以轻小为佳的说法应源于《重修

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的记载,而金钱白花蛇(小白花蛇)
曾被误认为是白花蛇(即蕲蛇)的幼体[5] ,因此品质评价也

就一脉相承,以轻者为佳。 现今市场,乌梢蛇[283] 仅按照蛇

盘、鳞片完整程度分为“选货”和“统货”2 个等级[284] ,并未按

质量划分等级。 而蕲蛇一般为统货[285] ,也有分为蕲蛇鲞一

等、二等和蕲蛇肉等[83] ,没有统一的规格和等级标准[286] 。
由此可见,3 种蛇类药材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其大小与药

效或品质是否直接相关? 而目前独将金钱白花蛇以幼蛇入

药,其合理性是否经得起推敲,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中医临床认为银环蛇之幼小者药效更强,为风湿

拘挛、中风口歪、半身不遂、抽搐痉挛之要药[265] ,但此观点并

无临床应用的报道或案例支撑,仅有简单描述“幼蛇出壳后

的第七天或第八天,开始第一次脱皮,此时加工成药用品,药
效最佳” [82,148] 。 亦有学者认为幼蛇、成蛇功效相同[85,172] ,都

有祛风除湿、活血通络、镇痛定惊、镇痛攻毒的功用[241] 。 藏

族药中,此蛇又俗称“塔珠”“塔知夏”,并认为幼蛇干制全体

及成蛇肉(带骨)都有治风湿瘫痪,小儿惊风抽搐,破伤风,疥
癣,梅毒及眼伤的功效[287] 。 1993 年版《湖南省中药材标准》
收载的鲜银环蛇囊括了幼蛇与成蛇,所载功能主治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金钱白花蛇项下基本一致。 湖南省药厂生

产的三蛇药酒、龟蛇酒、三蛇胆汁酒,亦使用新鲜的银环蛇成

蛇作为原料之一[288] 。 《四川省中药资源志要》 [234] 分别叙述

了银环蛇幼体和成体的功效主治“除内脏幼体(金钱白花

蛇)祛风、通络、止痉,用于风湿顽痹、麻木拘挛、中风口、半
身不遂、抽搐痉挛、破伤风、麻风疥癣、瘰疬、恶疮。 除内脏成

体祛风湿、通经络、止痉,用于中风半身不遂、口眼歪斜、抽搐

痉挛、风湿顽痹、麻木拘挛、破伤风、麻风疥癣、瘰疬、恶创”。
由此描述可知,幼体和成体的功效并无显著差异。 综上,关
于银环蛇幼蛇、成蛇的功效差异比较,还需通过现代药效学

研究进行深入地探讨和评价。
7. 3　 产销情况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金钱白花蛇的药材供

应依靠野生资源,全国年产量 3 万~8 万条,货源偏紧。 20 世

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末期,产区扩大,加上人工饲养获得成

功,产量增加,货源得到缓解,但仍产不足销。 1993 年首次出

现产大于销,产品积压,价格略有下跌,养蛇场纷纷改养其他

蛇种[83,260] 。 据此推测,1963 年版《中国药典》首次收载金钱

白花蛇药用部位为银环蛇幼蛇除去内脏后的干燥体,但在

1977 年版《中国药典》 改为银环蛇干燥体,而在 2000 年版

《中国药典》又改为幼蛇干燥体,可能与银环蛇的市场供需问

题也有关联。
20 世纪 90 年代,在广东、江西、湖南等主产区,平均年产

量可达 10 万 ~ 20 万条,湖南省最高年产曾达 50 万 ~ 60 万

条[4] 。 根据销势情况,全国年需量 40 万 ~ 60 万条,产销可趋

平衡[260] 。 但在此阶段,金钱白花蛇的主要来源仍是野生资

源。 据调查,在主产区虽有将人工孵化银环蛇卵所得幼蛇用

于制作金钱白花蛇,但蛇卵的来源主要是以捕捉成年雌蛇让

其自然产卵,或杀蛇取卵,也有刨拾野生蛇卵,再进行人工孵

化,未发现有完全人工繁殖的银环蛇来加工成药材[4] 。 近年

来,由于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以及人为滥捕滥杀,资源消耗

严重,野生药材资源日渐枯竭[289] 。 因此应严厉打击盗捕,实
行轮捕轮休,并建立保护区以此保护银环蛇的野生资源,同
时银环蛇的人工繁育技术也亟须突破和完善。
7. 4　 金钱白花蛇的应用情况　 金钱白花蛇具有祛风、通络、
止痉的功效,是成方制剂和中医临床医疗处方的常用药[290] 。
据统计[291] ,包含金钱白花蛇的中成药约 17 种,如通痹片、通
痹胶囊、中风回春片、中风回春丸、金钱白花蛇药酒、金钱白

花蛇药酒[剧]、三蛇风湿药酒、益肝活血明目丸、清心滚痰

丸、消栓再造丸、罗浮山风湿膏药、金龙胶囊、十五味萝蒂明

目丸、十五味萝蒂明目片、金药膏及驱白马日白热斯丸。
《中国药典》规定金钱白花蛇用量为 2 ~ 5

 

g,研粉吞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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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据市场调研,盘径 4
 

cm 左右的金钱白花蛇质量仅

约 1
 

g,据此推算 1 剂药需 1~ 5 条。 在成方制剂处方中,金钱

白花蛇的用量一般为 6
 

g 左右,而盘径为 15
 

cm 的平均质量

也仅为 32. 80
 

g[292] 。 市场需求量大,金钱白花蛇养殖业却步

履维艰[293] ,供不应求,已成为市场的稀缺药材[175] 。
近年来,市场需求持续增长,而人工饲养技术尚待完善,

野生资源逐渐匮乏(货源不足,加上高温天气常导致蛇蛋烂

掉的情况),金钱白花蛇已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

种名录》 [294] ,价格节节升高,于是伪品和混淆品[295] 充斥于

市场,以同科动物金环蛇、游蛇科动物中国水蛇、赤链蛇和黑

背白环蛇较为常见[290] 。 金钱白花蛇供应不足和混伪品充斥

市场,这两大问题给临床应用和生产使用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和安全风险问题。
8　 结语

本文查阅了历代典籍、各地方志、历版《中国药典》及地

方炮制规范,并结合现代文献报道,对金钱白花蛇进行了系

统地考证,明确了其名称、地理分布、形态特征、生态习性、毒
性和药用部位等方面的演变情况。 据考证,清光绪二十年

(1894 年) 存济堂已将其作为珍贵药材出售,民国十九年

(1930 年)著名中医恽铁樵更将其用于安脑丸组方中,《歙县

志》认为其功用与蕲蛇相同,至于更早的药用记载还有待深

入查考。 金钱白花蛇的原动物银环蛇在明代正德年间始有

记载,多称为簸箕甲,其形态特征、生态习性、毒性与现代记

载相符,地理分布记载与现代文献相似。 关于药用部位,目
前多认可应用其幼蛇干燥体,但因其幼蛇、成蛇的概念未有

统一界定,势必造成理解和应用上的分歧。 此外,银环蛇“小

者为佳”的说法并无科学依据,其幼蛇与成蛇的物质基础、药
理药效、临床功效究竟有无差别? 是否可等同应用? 这些问

题尚需深入研究。 因此,建议明确银环蛇幼蛇和成蛇的界

限,以便为生产及应用提供依据;深入开展金钱白花蛇的基

原动物银环蛇幼蛇、成蛇的系统比较研究,分析其物质基础、
药理药效及临床应用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倘无显著性差

异,通过加以利用成蛇来缓解其资源紧缺问题,以此实现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也不失为一项利国利民的善举。 此外,还
须加大市场管理力度,严防混伪品充斥市场,从而保证临床

用药和生产应用的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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