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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狂犬病 筑牢防控线

一旦被蛇咬 应该怎么做

狂犬病，又称恐水病、疯
狗病，是一种由狂犬病毒引起
的急性传染病，一旦发病，致
死率几乎100%。狂犬病毒并非
只存在于疯狗身上，许多看似
健康的动物也可能携带病毒。
了解狂犬病的症状、传播途径
及科学防治方法，是保护自己
和家人的关键。

从潜伏到发病的警示信号

狂犬病的潜伏期通常为1-
3个月，长可达数年，极少数可
短至数天。

狂犬病发病后，症状主要
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狂躁型，约占病例的
2/3。患者会出现意识模糊、极
度恐惧、恐水、怕风、阵发性
咽肌痉挛、流涎、多汗、心率
加快、血压增高等症状。患者
会对水产生极度的恐惧，即使
听到水声或看到水的影像，都
可能引发严重的咽肌痉挛，这
也是狂犬病别称“恐水病”的
由来。

二是麻痹型，较为少见。
患者没有典型的怕水、怕光、

大量流涎、痉挛等表现，而是
以四肢无力、麻痹为常见症
状。麻痹多开始于肢体被咬
处，后呈放射状向四周蔓延，
部分或全部肌肉瘫痪，因咽喉
肌、声带麻痹而失音。

传播途径不只是被狗咬伤

狂犬病毒主要通过感染动
物咬伤、抓伤或舔伤破损的皮
肤传播给人类。狂犬病传播高
风险动物包括犬、猫、野生食
肉哺乳动物 （如狐、狼、豹、
熊、鼬獾、貉子等） 以及蝙
蝠；低风险动物包括饲养的家
畜（如牛、马、猪、羊等）、兔
及啮齿类动物，此类动物传播
狂犬病的风险较低。值得注意
的是，即使是被家养宠物抓
咬，只要动物未规范接种疫
苗，都存在潜在风险。

发病后无药可医，预防是关键

狂犬病一旦出现临床症
状，目前医学上尚无有效治疗
方法，这也是为什么预防如此
重要的原因。对于疑似暴露
者，必须在出现症状前进行规

范的暴露后预防处置。医疗
机构会根据暴露等级采取不
同的干预措施，包括伤口处
理、疫苗接种和免疫球蛋白注
射等。

暴露后处置的三个步骤

狂犬病暴露后的处置，主
要包括冲洗伤口、消毒、注射
狂犬病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
如果不慎被动物抓咬，应立即
采取措施。一是冲洗伤口，用
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15
分钟；二是消毒伤口，用稀释
碘伏或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
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如季铵盐
类消毒剂等）消毒伤口，如伤
口碎烂组织较多，应首先予以
清创，切记不要包扎伤口；三
是尽快到狂犬病暴露处置门
诊，医生会根据伤口暴露情
况，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包括人免疫球蛋白、抗狂犬病
血清、单克隆抗体等），并注射
狂犬疫苗。

疫苗接种全程要规范

我国目前狂犬病疫苗接种

的程序主要有两种，即四针法
和五针法，选取时请遵医嘱。
四 针 法 ： 第 0 天 接 种 2 剂
（左、右上臂三角肌各接种 1
剂），第7天、第21天各接种1
剂，共注射 4 剂次。五针法：
在第0天、第3天、第7天、第
14天、第28天各接种1剂，共
注射 5 剂次。接种狂犬病疫
苗，全程一定要规范。对于严
重暴露（如头面部伤口）或严
重免疫功能低下者，还需注射
被动免疫制剂（狂犬病免疫球
蛋白等）。

防控要齐心，全民共参与

狂犬病虽然是一种致死率
极高的传染病，但通过科学有
效的预防措施，完全可以避免
感染。

预防工作应当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首先，宠物主人要
切实负起责任，定期为家中的
犬、猫等接种狂犬病疫苗，这
是预防狂犬病最重要的基础环
节。带宠物外出时务必使用牵
引绳，避免与野生动物接触。
其次，每个人都应当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不要随意接触、挑
逗流浪动物或野生动物，特别
要远离那些有异常行为表现的
动物。如果不慎被动物咬伤、
抓伤，或是被舔舐到破损的皮
肤，一定要立即采取规范的暴
露后处置措施，包括用肥皂水
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至少
15分钟，并尽快前往正规的狂
犬病暴露处置门诊进行专业处
理，由专业医生评估伤情，决
定是否需要接种疫苗或注射免
疫球蛋白。对于兽医、动物饲
养员、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等
高危职业人群，建议提前进行
预防性接种。

从社会层面来看，预防狂
犬病需要全民参与。养宠人士
要做到不随意遗弃宠物，发
现疑似患病的疯狗等要及时
向相关部门报告，同时要积
极配合和支持社区开展的流
浪动物管理计划。只有个人、
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才能
构 筑 起 预 防 狂 犬 病 的 坚 固
防线。

（柳州市鱼峰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熊玉霞）

一个酷热的夏日傍晚，一名
患者从融安县紧急赶到柳州市
区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就医。该
患者当日下午在田间劳作时，
被一条黑色小蛇咬伤左脚，当
时情况紧急，患者迅速采取自
救措施，用一条布带紧紧绑扎
左小腿，想以此减缓毒素向体
内的扩散速度。随后，他紧急
从乡村地区出发，赶到市区这
家医院，寻求及时有效的医疗
救治。不过，由于路途较远，
待他抵达医院时，时间已过了4
个小时。

此事件涉及病人被蛇类动
物咬伤。都说中国蛇伤看广
西，因为我们广西拥有丰富的
蛇类资源，被蛇咬伤事件并不
少见。本文旨在为读者普及应
对蛇咬伤的基础知识。

预防被蛇咬，我们可以
做什么

首先，了解蛇类的栖息环
境与活动习性。这是极为关键
的一步。蛇类普遍偏好栖息于
潮湿且阴凉的环境，如草丛、
灌木丛、石缝以及水边地带。
因此，在前往此类区域活动
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特别
是在蛇类活动较为频繁的时
段，如清晨、黄昏或夜晚，更
应尽量避免进行户外活动，以
降低遭遇蛇类的风险。

其次，到野外要合理穿着
防护装备，这是有效减少被蛇
咬风险的重要措施。建议穿着
长裤、高帮靴以及厚袜子，以
最大程度地减少皮肤暴露面
积。同时，在行走过程中，可

以利用手杖或者棍子探路，手
杖或棍子敲击地面、拍打草丛
发出的振动，会吓跑胆小的蛇
类，也可以降低遭遇蛇类的风
险。

第三，在野外露营时，要
选择合适的营地位置。应优先
考虑在开阔、干燥且远离草丛
和灌木丛的地点搭建帐篷。此
外，还需定期清理营地周围的
杂物，保持环境的整洁与有
序，从而减少蛇类潜伏的机会。

最后，若不幸遭遇蛇类，
至关重要的是保持冷静，切勿
惊慌失措。蛇类通常不会轻易
攻击人类，人类对毒蛇的恐惧
与毒蛇对人类的畏惧是相互
的。当我们在路上遭遇蛇时，
切勿主动挑衅，它们察觉到有
人接近时，往往会自行离去。
若蛇类表现出攻击性且不主动
退避，我们应尽量缓慢而平稳
地后撤，避免做出任何突兀或
剧烈的动作。因为蛇类通常对
快速移动的物体更为敏感，它
们可能会将这些剧烈的躲避动
作解读为威胁，从而采取攻击
行为。

如果不幸被蛇咬伤，
我们该采取哪些措施

首要之务是保持冷静，因

过度恐慌可能会使事态加剧。
随后，需即刻评估伤口状况，
以确认是否为毒蛇所致。毒蛇
咬伤的特征通常包括显著的牙
痕，可能伴随疼痛、肿胀、出
血或麻木等不适感。一旦确认
为毒蛇咬伤，应立即拨打急救
电话，并详尽报告伤口详情及
蛇的外观特征。

在等待专业救援期间，可
实施以下应急措施：

首先是将受伤部位置于心
脏水平以下，以减缓毒素的蔓
延速度。

其次，使用清洁的布条或
绷带轻轻环绕包扎伤口上方，
注意不要扎得过紧，以免妨碍
血液循环。

注意不要直接使用冰块冷
敷伤口，这可能诱发局部组织
损伤。尤为关键的是，切勿尝
试切割伤口或口吸毒素，此类
做法不仅无效，反而可能增加
感染风险。

若现场备有急救包，应利
用消毒剂清洁伤口，并覆盖以
无菌敷料。同时，应让伤者保
持静止，避免剧烈活动，以减
少毒素在体内的扩散。若伤者
呈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危
急症状，应立即启动心肺复苏
等紧急救治措施，并持续监测

其生命体征，直至专业医疗团
队抵达。

综上所述，针对蛇咬伤事
件迅速且恰当的处理，对于减
轻伤者痛苦及提升生存概率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毒、无毒可以鉴别吗

针对文章开头所述病例，
医生在给患者查体过程中，发
现其左小腿部位展现出“圆弧
状排列牙印”的特征，在全
身范围内并未显现中毒的典
型症状；同样，在直接咬伤的
局部区域也未观察到中毒引起
的异常表现。综合评估后，确
诊为无毒蛇所致之咬伤。若是
遭受毒蛇咬伤，通常会在皮肤
上留下一至两个清晰的齿痕，
且周围组织会遭受坏死、出血
以及出现显著的肿胀。蛇毒主
要分为神经毒、血液毒以及混
合毒3种类型，一旦蛇毒进入
血液循环，很可能会引发恶
心、呕吐、出汗、发热、全身
乏力、虚弱、感觉异常、肌肉
自发性收缩、精神状态改变，
甚至低血压以及休克等症状。
因此，若遭遇蛇咬伤，万万不
可掉以轻心。

（柳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黎俊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