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19 年 11 月第 36 卷第 21 期                    Chin J Mod Appl Pharm, 2019 November, Vol.36 No.21      ·2743· 

脆蛇本草考证及现代研究进展 
 

沈洁，杨敏*，吴文辉，徐冲，冷静(重庆市中医院药剂科，重庆 400021) 

 
摘要：查阅、考证历代本草医方典籍中脆蛇的相关记载信息，追溯其基原、产地、采收加工、炮制、临床运用等历史沿

革，总结近现代脆蛇医药学专著、科研报道，分析其现代研究进展，为合理应用、规范炮制及现代科学研究提供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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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cient herbal books about Ophisaurus were throughly studied and consulted to trace the origins, producing areas, 
harvests, processing methods, clinical applications, etc. The research mainly was aimed at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medical 
monograph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reports of Ophisauru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ational applications, standardized processing 
and modern herbalism research. 
KEYWORDS: Ophisaurus; textual research; research evolution  

 

                              

基金项目：重庆市科研院所绩效激励引导专项项目(cstc2017jxjl130025) 

作者简介：沈洁，女，硕士生，药师    Tel: 17726633393    E-mail: 1140426424@qq.com    *通信作者：杨敏，男，主任中药师    Tel: 

(023)67063732    E-mail: cqyangmin@126.com   

脆蛇 (Ophisaurus) ，为蛇蜥科动物脆蛇蜥

Ophisaurus harti (Boulenger) 或 细 脆 蛇 蜥

Ophisaurus gracilis (Gray)的干燥全体[1]，又名金

蛇、地鳝、锡蛇、银蛇、金星地鳝、金星鳝、片

蛇、蛇蜥、无脚蜥、碎蛇等。味辛、咸，性平，

归肝、脾、肾经，小毒，具有活血祛风、解毒消

肿之功效，主治跌打损伤、骨折、大麻风、风湿

痛、久痢、疳积、痈疮肿毒等症[2]。虽临床运用始

载于宋，《开宝本草》[3]曰：“解生金毒”，但今，

却少见于各医师处方。故本研究通过历代本草考

证，究其之因，亦从基原、产地、采收加工、炮

制、临床运用等方面，再结合现代研究，对脆蛇

的历史沿革及研究进展作出全面的总结，为合理

应用、规范炮制及现代科学研究提供文献参考。 

1  本草考证 

1.1  异名考证 

脆蛇，始名金蛇，载于唐٠陈藏器《本草拾遗》[4]，

曰：“金蛇，味咸，平”。此后，又有银蛇、金

星地鳝等众多异名。“脆蛇”一名，首载于《本

草纲目拾遗》[5]：“稍缓则碎矣，故名曰脆”。经

本草医方古籍考证，脆蛇同物异名的现象记载诸

多，有时间变迁、地区差异等原因，亦可能有传

承誊抄的笔误因素，如《本草纲目》中“金蛇”

本引自刘恂《岭表录异》，据《岭表录异》[6]载：

“南土有金蛇，亦名蜴蛇，又名地鲜，州土出”；

《本草纲目》载：“银蛇亦名锡蛇，金、银、锡，

以色与功命名也。金星地鳝，以形命名也……[时

珍曰]按刘恂《岭表录异》云：金蛇一名地鳝，白

者名锡蛇，出黔州……据此，则地鳝即金蛇，非

二种矣。”由此可见“地鲜”与“地鳝”，“蜴

蛇”与“锡蛇”名称出现差异，但其表述均为脆

蛇(金蛇)特征。脆蛇异名及出处信息见表 1[7-19]。 

1.2  基原及产地考证 

基原与产地是影响药物临床疗效的根本因

素，我国现有蛇蜥属 1 属 2 种，脆蛇蜥与细脆蛇

蜥[20]，入药部位为干燥全体。如《中药大辞典》

详载：“蛇蜥科蛇蜥属动物脆蛇蜥 Ophisaurus 

harti (Boulenger)的干燥全体”；《四川省中药材标

准》 (2010 年版 )[1] 载：“蛇蜥科动物脆蛇蜥

Ophisaurus harti (Boulenger) 或 细 脆 蛇 蜥

Ophisaurus gracilis (Gray)的干燥全体”；《中药成

方制剂》[21]载：“蛇蜥科动物蛇蜥 Ophisaurus ha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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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lenger”的干燥全体；《中国动物药》[22]载：“蛇

蜥科动物脆蛇蜥 Ophisaurus harti Boulenger。药材，

干燥全体入药，名脆蛇”。《广西药用动物》[23]载“药

用部位，蛇蜥的干燥体，药材名叫‘脆蛇’或‘碎

蛇’”。据现代资源普查，其栖息地甚广，主要分布

于我国南方及西南等地，如四川、重庆、云南、贵

州、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西及台湾

等省[1,19]。对此，古本草亦有详细记载，如《开宝

本草》曰：“生宾、澄州，大如中指，长尺许，常

登木饮露，体作金色，照日有光”等。脆蛇基原及

产地本草考证见表 2。 

表 1  脆蛇异名及出处信息一览表 

Tab. 1  List of names and source informations of 
Ophisaurus  

异名 出处 

金蛇 《开宝本草》[3]、《本草拾遗》[4]、《证类本草》[7]、《本

草图经》[8]、《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9]、《大观本

草》[10]、《本草衍义》[11]、《绍兴本草》[12]、《宝庆

本草折衷》[13]、《本草品汇精要》[14]、《食物本草》[15]、

《本草纲目》[16] 
地鲜、蜴蛇(地 

鳝、锡蛇) 
《中药大辞典(岭表录异)》[2]、《本草纲目》[16] 

银蛇 《开宝本草》[3]、《证类本草》[7]、《本草图经》[8]、

《大观本草》[10]、《绍兴本草》[12]、《本草品汇精

要》[14]、《食物本草》[15]、《本草纲目》[16] 

金星地鳝 《本草图经》[8]、《本草纲目》[16] 

金星鳝 《圣济总录》[17]、《奇效良方》[18]、《普济方》[19]

片蛇 《中药大辞典(滇略)》[2]、《本草纲目拾遗》[5] 

蛇蜥、无脚蜥 《中药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2] 

碎蛇 《中药大辞典(中药形性经验鉴别法)》[2] 

1.3  采收加工及炮制考证 

脆蛇，采收加工之法始见于《本草纲目拾遗》[5]，

曰：“捕之者置竹筒于其迳侧，则不知而入其中，

急持之……人伺其断钳取之”或“取而干之……

待风干入药”或“脆蛇人得而腊之”。后《本草图

经》[8]和《本草品汇精要》[14]又分别载其采收时节

为“冬月收捕之”和“生无时，采无时”等。而

其炮制则首见于《开宝本草》[3]，曰：“炙令黄，

煮汁饮”。《圣济总录》[17]与《奇效良方》[18]均载

其炮制方法为醋炙，曰：“金星鳝，醋炙”，但该

法仅见脆蛇用于疗久痢一途。 

现代关于采收加工、炮制方面的记载基本趋

于统一，或酒醉死，或微火炕死，盘成圈，用时

除去杂质，切段。如《四川省中药材标准》(2010

年版)[1]记载：“春末，夏初捕捉，捕得后放入竹筒

或缸内醉死，不得久泡，或放入锅内微火炕死。

取出，将头朝内尾朝外盘成盘状，用小麻绳捆或

竹片夹住，不散开为度，再用微火炕干，干后去

掉小麻绳或竹片，加工时，应注意鲜品不能久放，

以免腐烂，不堪入药。除去杂质，用时切段。”《中

药大辞典》[2]载：“7~10 月捕捉，捕后放入瓦缸中，

用酒醉死；或放在锅内用微火烘死，以头为中心，

盘成圆盘形，用竹签固定，烘干”等。 

1.4  功效考证 

脆蛇，味辛、咸，性平，归肝、脾、肾经，

具有活血祛风、解毒消肿之功效，主治跌打损伤、

骨折、大麻风、风湿痛、久痢、疳积、痈疮肿毒

等症[2]，多见复方，亦能单味入药。现代资料记载

与古籍本草大同小异，但在用药禁忌方面则更加

详细，如《四川中药志》[24]载：“无风湿 血凝滞

及孕妇忌用”等。现代典籍与本草古籍中脆蛇的

功效主治及应用见表 3~4。 

表 2  脆蛇基原及产地本草考证 

Tab. 2  Textual researches on characters and origins of Ophisaurus 

出处 基原 产地 

《开宝本草》[3] “大如中指，长尺许，常登木饮露，体作金色，照日有光。” “生宾、澄州。” 

《本草纲目拾遗》[5] “见人辄跃起跌数段，顷复合一，色入白金光亮”……“长尺

有二寸，圆如钱，嘴尖尾秃，背黑腹白，暗鳞点点可玩。”

“稍缓则碎矣，故名曰脆。”“见寸断处皆光润如新截然。”

“《云南志》顺州府出脆蛇，《滇黔纪游》：出

滇黔土司，陈鼎《蛇谱》：脆蛇产贵州土司中，

查慎行《人海记》：脆蛇出昆仑山。” 

》证类本草《 [7] “大如中指，长尺许，常登木饮露，身作金色，照日有光。” “生宾、澄州。” 

《本草图经》[8] “大如中指，长尺许，常登木饮露，体作金色，照日有光。” “出宾州、澄州……而信州上饶县灵山乡出一种

蛇，酷似此蛇，彼人呼为金星地鳝。” 

》大观本草《 [10] “大如中指，长尺许，常登木饮露，身作金色，照日有光。” “生宾、澄州。” 

》绍兴本草《 [12] “大如中指，长尺许，常登木饮露，身作金色，照日有光。” “生宾、澄州。” 

》本草品汇精要《 [14] “色黄……气味厚于气，阴也，臭腥”  “出宾州、澄州” 

《食物本草》[15] “大如中指，长尺许，常登木饮露，体作金色，照日有光，白

者名银蛇” 

“生宾州、澄州” 

《本草纲目》[16] “大如拇指，长尺许，鳞甲上分金银” “金蛇生宾州、澄州”“出黔州，出桂州者次之。”

“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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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草古籍中脆蛇的功效主治及应用 

Tab. 3  Function indications and usages of Ophisaurus in ancient books 

出处 性味归经、毒性 功效主治 应用 

《开宝本草》[3] 无毒 解生金毒。 人中金药毒者，取金蛇四寸，炙令黄，煮汁饮，频服之，

以瘥为度。亦有银蛇，解银药毒。人中金毒，候之法：

合瞑，取银口中含，至晓，银变为金色者，是也。 

《本草拾遗》[4] 味咸、平  

《本草纲目拾遗》[5]  治色痨及惊疑丧胆诸症、箍痈疽，

去风疠、围肿毒、接断骨、大

麻风及痢。 

治色痨及惊疑丧胆诸症。肉熬膏，箍痈疽，去风疠。其

骨醋磨围肿毒，良；接断骨，《滇黔记游》：脆蛇人

得而腊之，用接断骨，价值兼金，视其上、中、下，

治头、腹、胫股，无不效；治恶疽，腰以上用首，以

下用尾，又治大麻风及痢，近人货之为夹棍药。 

《本草图经》[8]  能解金毒，亦有银蛇解银毒……

亦能解众毒，止泻泄及邪热。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

草》[9] 
 金蛇与银蛇二种，解金毒。  

《宝庆本草折衷》[13] 味咸、平，无毒 解生金毒，银蛇，解银药毒。金

星地鳝，解众毒，止泻泄及邪热。

中金药毒者，取蛇肆寸，炙黄，煮汁饮。 

《本草品汇精要》[14] 味咸，性平 金蛇解金毒，银蛇解银毒及众毒。  

《食物本草》[15] 味咸、平，无毒 主解中金药毒。银蛇，解银药毒，

解众毒，止泄泻，除邪热，疗

久痢。 

令人肉作鸡脚裂，夜含银，至晓变为金色者，是也。取

蛇四寸炙黄，煮汁频饮，以差为度。 

《本草纲目》[16] 咸平，无毒 解毒之功，不下吉利也。疗久痢。

藏器曰：岭南多毒，足解毒之

药。金蛇，白药是矣。 

 

《圣济总录》[17]  治久痢。 金星鳝散方：金星鳝醋炙，白矾、铅丹各半两，上三味，

捣罗为散。每服二钱匕，米饮调下，食前。 

《奇效良方》[18]  金星鳝散，治久痢。 金星鳝、白矾、铅丹，各半两，上为细末，每服二钱，

食前用米饮调下。 

《普济方》[19]  金星鳝散，治久痢。 金星鳝、白矾、铅丹，各半两，右捣罗为散。每服二钱

匕。米饮调下，食前。 

表 4  现代典籍中脆蛇的功效主治及应用 

Tab. 4  Function indications and usages of Ophisaurus in modern books 

出处 功效主治 应用 

《中药成方制剂》[21] 治跌打损伤、骨折疼痛 大力药酒：紫丹参 6.8 g，当归尾 1.7 g，莪术 6.8 g，续断(炒)6.8 g，地黄 10.23 g，三

七 10.23 g，三棱 6.8 g，五加皮 10.23 g，骨碎补(砂炒)5.1 g，赤芍 5.1 g，大黄 5.1 g，

乳香 5.1 g，没药 5.1 g，青皮(炒)5.1 g，制川乌 3.4 g，白芷 3.4 g，红花 3.4 g，土鳖

虫 20.45 g，茜草 27.3 g，自然铜(煅)6.8 g，脆蛇 1.4 g，牛膝 10.23 g。 

《中国动物药》[22] 治营养不良、头晕目眩 脆蛇 5 条，白酒 500 mL，浸泡 10 d 后饮，每次 5~10 mL，每日 2 次。 

治风湿痛 脆蛇去头，瓦上焙干，研细末，白开水冲服，每服 10 g，每日 2 次。 

《广西药用动物》[23] 治跌打损伤、骨折疼痛 碎蛇 15 g，红花 9 g，桃仁 9 g，当归 9 g，川芎 6 g，牛膝 9 g，三七 3 g，乳香 9 g，

没药 9 g，水煎，分 2 次服。 

治创伤出血 碎蛇、飞龙掌血(根皮)各等量。共研末，外撒伤口。 

治小儿疳积 碎蛇 1 条，去头、皮和内脏，同瘦猪肉同蒸吃，每天 1 条，共吃 4 条。 

《四川中药志》[24] 治跌打损伤、骨折疼痛 脆蛇 9 g，乳香、没药、三七各 3 g，自然铜(醋煅)12 g。共研细末，每服 3 g，白酒或

童便送服，治跌打筋伤、骨折疼痛；脆蛇 60 g，白酒 500 g，每服 9~15 g，治跌打

损伤疼痛、风湿痹痛。 

治痈疽恶疮、疥癞 脆蛇研末，醋调敷患处。 

《伤科中药与方剂》[25] 治痉挛 脆蛇配广木香、苏木、土鳖虫、地龙、秦艽、乳香、没药，外敷。 

《中国药用动物志》[26] 治创伤出血 脆蛇焙干，研磨外敷。 

《实用本草使用手册》[27] 治风湿痛 脆蛇 300 g，冬瓜 500 g 炖汤。 

《中国壮药学》[28] 治风湿痛 脆蛇 15 g，舒筋草、丢了棒各 30 g，米酒 500 mL，浸泡 7 d，每次服 20 mL。 

《土家族药物志》[29] 治大麻风 脆蛇、干蟾蜍、全蝎、苦参、苍耳草、萆薢，泡酒服。 

《中国动物志》[30] 治猪瘟 脆蛇配方水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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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代研究进展 

近年来，关于脆蛇的现代研究较少，主要集

中在基因组学方面，如郭超文等[31]研究黄山产的

脆蛇蜥的染色体组型、C-带带型和 Ag-NORs 时发

现，脆蛇蜥属于两型核型，与蜥蜴目多数动物相

似，且染色体核型相对稳定及具间期转录活性，

对脆蛇蜥的遗传进化、分类地位等的研究提供了

参考基础；祝静静等[32]对脆蛇胃肠道的转录组序

列进行检测、组装和注释，第一次揭示了脆蛇胃

肠道的转录组序列，确定其在系统发育学上的定

位，这些序列和标签为脆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资源；晏龙[33]通过结合 NCBI 中有鳞目动物线粒体

基因组全序列数据，使用贝叶斯法(BI)、 大简约

法和 大似然法分别构建了有鳞目动物的系统发

生树，重点对蛇蜥科 2 个物种(脆蛇和细脆蛇)的线

粒体基因组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脆蛇与细

脆蛇的 mtDNA 结构与典型的脊椎动物基本一致，

尚无基因重排现象。  

此外，国外亦有少数研究者对其基因进行了

部分研究，Song 等[34]发现细脆蛇蜥的基因组草图

与蜥蜴及蛇的基因组均具有相似点；Pan 等[35]发现

了脆蛇蜥完整的线粒体基因组；Zhu 等[36]通过建立

一种高通量筛选胰高血糖素钛 1 受体(GLP1R)激

动剂的方法，筛选出 A089-147 片段，该片段从干

脆蛇蜥中分离得到，经转录组分析，该活性成分

被鉴定为 Ophisaurus harti GLP1。 

物质基础研究方面，仅《中国药用动物志》[26]

和《中国壮药学》[28]指出脆蛇血清中含前清蛋白、

免疫球蛋白、可溶性低分子量的免疫复合体，其

肾中含琥珀酸脱氢酶、Na、K-腺苷三磷酸酶等。 

临床应用方面，赵鹏[37]将其用于复方“脆蛇

山药散”治疗运化失司的小儿厌食症，使之脾胃

得健，运化正常；张虹[38]应用脆蛇接骨丸于骨折

患者，发现其能够显著改善患者骨折后的临床症

状，明显缩短骨折愈合时间。除此之外，尚无其

他报道。 

其他研究方面，张含藻等[39-40]对脆蛇生态学进

行研究，结果表明脆蛇繁殖力弱且生长缓慢，对

生活环境要求较高。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及相关史料，结合

现代研究报道，明确了脆蛇名称、基原、产地、

采收加工、炮制、功效主治等方面问题。古籍中

关于其基原、产地分布及采收、炮制方法、用法

用量记载与现代研究报道基本一致，可以确定本

草文献中正统脆蛇即蛇蜥科动物脆蛇蜥或细脆蛇

蜥，在功效主治方面，现代记载除了本草古籍所

录的解生金毒、疗久痢及止泄热等外，还收录了

脆蛇可治小儿疳积、营养不良、头晕目眩及痉挛

等症，并明确了用药禁忌。 

本草文献及现代研究表明，脆蛇具有活血祛

风、解毒消肿之功效，在治疗跌打损伤、风湿痛、

久痢等病症方面，具有显著疗效。但近现代少见

于临床，其可能原因如下：①在时代变迁中，古

代本草著作被各个医术大家在彼此印证、抄录、

翻刻过程中真伪相杂或篡改，加之动物药材基原

复杂，寥寥数语不能表述明确，影响到临床应用；

②脆蛇自然资源日益减少，而人工繁殖存在难度，

供不应求，市场价格较高，导致无法大规模普及

使用；③脆蛇现代研究较少，在相关的物质基础、

质量标准、药理药效、毒理等方面均不明确，限

制了其在临床上的研究与应用。 

因此，如何系统地针对脆蛇进行有效的开发

利用和科学研究，为临床的应用提供科学的依据，

将是脆蛇今后研究的方向与重点。这些研究将对

于保护脆蛇药用动物资源、开发相关中药新药，

丰富我国现代药用动物内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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