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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 年陕西 １ ６００ 余人遭胡蜂攻击受伤， 造成 ４１
死亡的事件［１］轰动一时， 随即蜂蜇伤便正式进入了人

们的视线。 胡蜂为何有如此大的攻击性， 损伤为何如

此凶猛， 如何防范其蜇伤， 让我们一探究竟。

１　 关于胡蜂

胡蜂， 俗名黄蜂、 马蜂， 属于群居性社会昆虫，
其繁殖和活动受气候影响较大， 每年 ５—１０ 月是筑巢

期， 其生长、 发育、 繁殖和筑巢速度加快， ９、 １０ 月

份是蜂群繁殖、 迁居的季节。 胡蜂食昆虫尸体， 也喜

甜食， 城市树木花草为胡蜂提供了丰富的昆虫和蜜源

等食物， 垃圾堆里也有大量适合胡蜂的食物， 使得原

本生长于野外的胡蜂越来越多地迁居到城市筑巢。
胡蜂对惊扰异常敏感， 常因人类接近其蜂巢受到

惊扰或受化学品气味刺激而攻击人类。 胡蜂蜇伤可发

生在身体任何部位， 以裸露部位居多。 遇到单只蜂追

赶时应安静地避开； 若被群蜂追赶， 不要疯狂地拍打

蜂群， 应用衣物等布料包裹身体裸露部位， 蹲伏不动。

２　 蜂蜇伤的临床表现及救治

蜂类尾部有刺， 可刺入皮肤并排出毒素， 毒素很快

吸收入血， 伤口处毒液残留少， 选择不同酸碱度的液体

冲洗或外敷作用有限， 紧急时可就地以清水冲洗。
初步统计蜇伤针数 ３０ 针以上者， 蜇伤后短时间

内出现喉部紧缩感、 恶心、 呕吐、 腹痛、 腹泻、 全身

皮肤风团伴瘙痒、 心慌气短、 口渴等多提示严重的过

敏反应； 数小时内出现尿液颜色改变， 如血尿、 浓茶

色尿、 酱油色尿等提示出现溶血或横纹肌溶解。 应选

择就近的诊所或卫生院立即予以抗过敏治疗， 饮用大

量清水促进尿液排出； ６ ｈ 大量饮水后尿量不增反减，
提示急性肾功能损伤， 应尽快转送上级医院。

胡蜂蜇伤目前的研究尚不透彻， 且每个地区的胡

蜂类型和毒素不同， 尚未开发出抗蜂毒血清， 目前无

特效解毒药。 蜂毒免疫治疗是对有胡蜂蜇伤过敏史患

者的有效治疗方法。 对蜂毒过敏的患者再次接触蜂毒

时会出现更严重的过敏反应， 甚至因此而导致死亡，
对于这类患者应立即就诊。

３　 蜂蜇伤死因

首先， 伤者是对蜂毒过敏的体质， 有的人即使被

单只蜂蜇伤， 也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喉头水肿而窒

息， 或是过敏性休克血压迅速下降， 致死率比较高。
过敏性反应的时间从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 第二

种， 群蜂蜇伤， 一般指被 １０ 只以上的蜂群攻击， 大

量蜂毒进入体内， 造成溶血、 横纹肌溶解、 肾功能衰

竭等， 最后出现多脏器衰竭而死亡。 还有较少的情况

是蜂蜇伤的局部位置特殊， 例如面部、 喉部等关键部

位蛰伤后局部肿胀严重， 压迫气道窒息而死。

４　 蜂蜇伤的预防

避免主动接触是预防胡蜂蜇伤最有效的措施。 因

工作等需要接触蜂巢时要完善个人防护或请求消防员

协助； 在户外运动时避免着鲜艳、 彩色、 黑色衣物，
建议穿白色、 绿色、 卡其色衣物； 避免使用香味较重

的护肤产品、 香水等； 禁饮酒； 保管好食物和饮料，
避免含糖或甜味的饮料外露或沾染衣物及皮肤。

近年来，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 人为活动密集区

树木增多， 便于胡蜂筑巢安家， 扩大繁殖， 种群数量

明显增加； 全球气候变暖， 蠕虫类昆虫也随之增加，
为胡蜂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 造成胡蜂大量繁殖。
秦巴山区为蜂蜇伤的高发地区， 夏秋季温度偏高、 干

旱少雨， 又恰为核桃、 板栗等林产品收获季节， 农民

作业时无意识惊扰胡蜂， 遭到袭击的几率增大。 在

此， 特别提醒农民朋友务必提高蜂蜇伤的防范意识，
避免蜂蜇伤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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