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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蜘蛛咬伤84例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杜疆军1　张学敏2　李凡3　李剑勇3　李兵兵1　李剑锋1

　　[摘要]　目的:了解新疆喀什地区毒蜘蛛咬伤临床特点。方法:收集2010-06-2015-09我院被毒蜘蛛咬伤留

观及住院病例84例,对患者人群特征、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辅助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结果:被咬

伤患者多为壮年务农者,月份集中在6~9月,患者多有头痛、头晕、胸闷、胸痛、腹痛、腹胀、皮疹等症状,其中并发

心肌炎8例(9.5%),低钾血症28例(33.3%)。出现腹胀开始时间为咬伤后2h~5d,平均(1.4±0.9)d,腹胀缓

解时间为3~10d,平均(5.4±1.7)d;皮疹开始时间为咬伤后1h~7d,平均(2.2±1.9)d,皮疹消退时间为3~
10d,平均(6.3±2.2)d。症状表现为轻症患者68例与重症患者16例,轻重症患者在年龄、性别、咬伤月份、民
族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新疆地区毒蜘蛛咬伤人群及患者临床表现具有一定的特点,病程演变

具有一定的规律,了解这些特点和规律有利于防治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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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understandtheclinicalcharacteristicsofthepatientsbittenbypoisonousspidersof
xinjiangkashiregion.Method:Collected84casesbittenbypoisonousspidersunderobservationandhospitalizedin
xinjiangzepucountypeople'shospitalfromJune2010toSeptember2015.Retrospectivelyanalyzedandsummarized
thepopulationcharacteristics,clinicalmanifestation,laboratoryandotherassistantexamination.Result:Thepa-
tientsbittenbypoisonousspidersmostlyweremiddle-agedfarmers.IthappenedmainlyinJunetoSeptember.
Manypatientshadheadache,dizziness,chestpain,abdominalpain,abdominaldistention,erythraandothersymp-
toms,including8casescomplicatedbymyocarditis(9.5%),28casescomplicatedbyhypokalemia(33.3%).Ab-
dominaldistentionstartedinthe2ndhourto5thday(average1.4±0.9day)afterbitten,abdominaldistensionre-
lievedinthe3rddayto10thday(average5.4±1.7day);Erythrastartedinthe1sthourto7thday(average
2.2±1.9day)afterbitten,erythradisappearedinthe3rddayto10thday(average6.3±2.2day).Therewereno
significantdifferencesinage,gender,bittenmonth,andnationalitybetweenthe68mildsymptompatientsandthe
16severesymptompatients(P>0.05).Conclusion:Thepopulationfeatureandclinicalmanifestationbittenbythe
poisonousspidersofxinjiangregionhavecertaincharacteristics,developmentcourseofthediseasehascertain
rules,Understandingthesecharacteristicsandrulesisbeneficialtopreventandcurethe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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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现存编入目

录的43244种蜘蛛分布在世界各地〔1〕,我国记载的

约有3000种,剧毒蜘蛛有10多种〔2〕,毒蜘蛛体内

毒腺所分泌的毒液从咬伤伤口处进入机体,毒液中

含有神经毒素、蛛毒溶血素、组织毒素,可以迅速入

血,引起一系列全身中毒表现。新疆地区目前已发

现2种剧毒蜘蛛:间斑寇蛛(俗称黑寡妇)和穴居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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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它们广泛分布于南北疆各地,对人、畜造成一定

威胁。其中间斑寇蛛在每年的7、8月繁殖季节毒

液的毒力最强,受到侵扰时也最易咬伤人;穴居狼

蛛在繁殖季节(乌鲁木齐附近5~7月,伊犁尼勒克

山区7~8月),此时其毒液的毒性也最强,容易伤

害人、畜,严重者可致死亡〔3〕。近年来新疆地区毒

蜘蛛咬伤病例仍较多,泽普县地处南疆喀什地区,
夏季农牧民被毒蜘蛛咬伤到医院急诊救治的患者

多见,为了了解被毒蜘蛛咬伤患者的人群特征及患

者常见临床表现及病程特点,本文就近5年在泽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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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医院收治的84例毒蜘蛛咬伤患者病例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0-06-2015-09 我院急诊留观室及

ICU 住院的确诊为毒蜘蛛咬伤患者84例,其中男

31例(36.9 %),女53例(63.1%);年龄14~82
岁,平均(37±15)岁;维吾尔族79例(94%),汉族5
例(6%);职业为农民 80 例(95.2%),学生 3 例

(3.6%),无业者1例(1.2%);咬伤时间在3月1
例(1.2%),4月1例(1.2%),6月19例(22.6%),
7月50例(59.5%),8月8例(9.5%),9月5例

(6.0%);就诊时间为咬伤后 0.5h~5d,平均

(9.8±19.5)h。
1.2　观察指标

观察被毒蜘蛛咬伤后患者常易出现的各种症

状、体征及辅助检查异常,包括神经系统(头痛、头
晕),心血管系统(胸闷、胸痛、心肌酶升高、心电图

异常,并发心肌炎),消化系统(腹痛、腹胀、肠梗阻、
总胆红素、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异常),血液系

统(白细胞、血小板、凝血酶原时间、部分凝血酶原

时间、纤维蛋白原异常),泌尿系统(尿素氮、肌酐异

常),皮肤(皮疹)、水电解质代谢(钾、钠、钙异常)及
血沉等。
1.3　判断标准

检测项目判断标准:凝血功能异常标准(凝血

酶原时间 >14s或 <12s,部 分 凝 血 酶 原 时 间

>36s或<21s,纤维蛋白原>4g/L或<2g/L);
肝功能异常标准(总胆红素>20μmol/L或谷丙转

氨酶>40U/L或谷草转氨酶>45U/L,排除既往肝

功 能 异 常 者 );肾 功 能 异 常 标 准 (尿 素 氮

>7.85mmol/L或肌酐>133μmol/L)。
重症患者组纳入标准,符合下列之一者:并发

心肌炎、麻痹性肠梗阻、严重皮疹[皮疹评价按照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国家癌症研究所制定的不良

事件常见术语标准(commonterminologycriteria
foradverseevents,CTCAE)对皮疹严重度进行分

级,3、4、5级为严重皮疹]、血钾<2.5mmol/L。其

余纳入轻症患者组。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结果用■x±s表示,2组间年龄比较采用方差不等

的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四格表χ2 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毒蜘蛛咬伤后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

84例毒蜘蛛咬伤患者中,出现头痛、头晕者70
例(83.3%);胸闷、胸痛者70例(83.3%),其中并

发急 性 心 肌 炎 8 例 (9.5%);腹 痛 者 71 例

(84.5%),腹胀者42例(50.0%),其中出现麻痹性

肠梗阻6例(7.1%);出现皮疹者28例(33.3%);
浮肿者15例(17.9%),浮肿患者中常见部位:双眼

睑 浮 肿 7 例 (46.7%),下 肢、足 背 浮 肿 8 例

(53.3%);发热者3例(3.6%)。实验室检查提示

84例患者中白细胞升高(>10×109/L)者57例

(67.9%);血小板异常[正常范围:(100~300)×
109/L]者38例(45.2%),均为血小板升高;凝血功

能异 常 者 35 例 (41.7%),其 中 PT 缩 短 28 例

(80.0%),PT延长6例(17.1%),纤维蛋白原增高

1例(2.9%);肝功能异常者20例(23.8%);未发现

肾功能异常者;出现低钾血症(<3.5mmol/L)者
28 例 (33.3%);血 钙 异 常 (正 常 范 围:2.1
~2.9mmol/L)2例(2.4%),均为低钙血症;血钠

异常(正常范围:135~145mmol/L)5例(6.0%),
中2 例 为 高 钠 血 症 (40.0%),3 例 为 低 钠 血 症

(60.0%)。13例患者检测血沉,其中有8例血沉>
20mm/h(61.5%);14 例 患 者 行 胸 片 检 查,均

无异常。
2.2　毒蜘蛛咬伤后患者出现腹胀与皮疹特点

出现腹胀症状42例患者中,腹胀最早出现时

间为咬伤后2h,最晚为5d,平均为(1.4±0.9)d;
腹胀缓解最早出现时间为咬伤后3d,最晚为10d,
平均为(5.4±1.7)d。皮疹最早出现时间为咬伤

后1h,最晚为7d,平均为(2.2±1.9)d;皮疹消退

最早出现时间为咬伤后3d,最晚为10d,平均为

(6.3±2.2)d。
2.3　毒蜘蛛咬伤后轻症患者与重症患者相关因素

比较

毒蜘蛛咬伤后轻症患者与重症患者相关因素

比较见表1。
3　讨论

蜘蛛咬伤在世界的一些地区多见,在巴西2005

表1　毒蜘蛛咬伤后轻、重症患者相关因素比较 例,■x±s

分组 年龄/岁
性别

男 女

咬伤月份

7、8月 非7、8月

民族

维吾尔族 汉族

轻症(n=68) 37.9±14.2 23 45 40 28 65 3
重症(n=16) 35.0±16.1 7 9 10 6 14 2

χ2/t 0.652 0.556 0.073 1.514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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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19634名被蜘蛛咬伤的报道(占人口的10/
100000),希腊1998~2010年记录中毒死亡126例

患者中蜘蛛咬伤中毒占0.8%〔4〕,在美国及澳大利

亚也每年均有多起被毒蜘蛛咬伤及死亡的病例,毒
蜘蛛咬伤后开始通常不被注意,几小时后咬伤处出

现烧灼感并逐渐加剧,出现肿胀,皮肤出现黄斑病

变,红白蓝色标志,显示红色的为血管舒张,白色的

为血管收缩,蓝色的为黄萎病,逐渐发展为一个黑

焦痂,几周后融化,留下一个坏死溃疡〔5〕。全身症

状会出现出汗、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痛、腹胀、
黄疸,横纹肌溶解、心动过速、高血压、皮疹、烦躁、
易怒,精神病,并发心肌炎〔6〕等。本文观察近5年

新疆泽普县被毒蜘蛛咬伤84例患者,常见症状为

头痛、头晕、胸闷、胸痛、腹痛、腹胀,易出现皮疹

(33.3%)、浮肿(17.9%),重症患者可并发心肌炎

(9.5%)、麻痹性肠梗阻(7.1%);实验室检查多有

白细胞升高、血小板升高、低钾血症、血沉增快、轻
度肝功能异常,但84例患者均未见肾功能异常,14
例行胸片检查患者均未见异常。

毒蜘蛛毒液中有毒物质主要为蛋白质和肽,单
一的毒液包含多达几百种可产生不同生理效应的

成分〔7〕。间斑寇蛛毒液富含神经毒素,可干扰电压

门控离子通道〔8〕,提取物为10μg/ml的毒液浓度

可以在(21±1.5)min完全阻断神经肌肉传递中分

离的小鼠神经-膈肌,100μg/ml提取物能抑制大鼠

背根神经节神经元电压激活 Na+ 、K+ 、和 Ca2+ 通

道电流〔9〕,临床上表现为肌肉麻痹,严重者呼吸麻

痹可能是致命的;溶血素是公认的毒力因子,作用

于细胞膜,造成其结构和功能的紊乱,使大量细胞

内的成分泄漏,导致细胞死亡,溶血素不仅溶解红

细胞,还损害其他多种类型的真核细胞,包括血小

板、成纤维细胞、心肌细胞、单核细胞、粒细胞、内皮

细胞等;组织毒素可以促进机体释放组胺、5-羟色

胺、缓激肽,引起疼痛、组织坏死、皮疹,可使心肌变

性、坏死,引起各类心律失常及心脏疾病而危及生

命。本研究发现临床毒蜘蛛咬伤后重症患者多为

并发心肌炎、麻痹性肠梗阻、严重皮疹、血钾过低

者,这些可能与毒蜘蛛咬伤后毒液类型、进入人体

量及机体反应性有关,而与被咬伤者年龄、性别、民
族无关(P>0.05)。

抗蜘蛛毒素是治疗蜘蛛中毒的特效药,但目前

许多医院尚未常规备有蜘蛛抗毒素,一般均给予对

症支持治疗。本文总结了毒蜘蛛咬伤后患者的常

见症状、体征、辅助检查异常情况,对特征性的腹

胀、皮疹进行了病程演变观察,同时对患者人群特

征进行分析,被咬伤者女性占63.1%,平均年龄37
岁,职业为农民占95.2%,咬伤月份多在6~9月

(97.6%),其中7月最常见(59.5%),但3、4月也

有被 咬 伤 的 个 例,患 者 就 诊 时 间 平 均 为 咬 伤

后9.8h,也有咬伤后5d因皮疹加剧而来就诊者。
被咬伤者多为在果园作业的轻壮年,提示在6~9
月农牧民、野外工作者应做好个人防护,如出现上

述临床症状体征,应注意被毒蜘蛛咬伤,及时到医

院就诊;临床医生了解毒蜘蛛咬伤后常见症状、体
征、并发症及病程演变规律,有利于临床上更好地

救治此类患者。由于本文病例数有限,且轻重症患

者在被咬伤月份上只进行了常见的7、8月与非7、8
月2组比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需我们进一步

细化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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