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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 述

（一）蝎子的种类、分布与人工饲养历史

蝎子，是节肢动物门、蛛形纲、蝎目种类的统称。据统计，蝎

子在世界各地共有 科、 属，约 种余种，我国分布有

以上，其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大、经济价值最高的为东亚钳蝎。

在我国，蝎子以长江以北地区居多，主产于山东、河南、江苏、安

徽、河北、山西等省。山东山区农村素有野外采集和饲养山蝎的

习惯，目前养殖规模大有发展，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

径之一。

世纪我国对东亚钳蝎的人工养殖，起步于 年代初期，

收效甚微。进入

但当时由于缺乏必要的有关钳蝎的生态学和生物学知识，因而

年代以后，山东省有关人员开始承担人工养

蝎的科研课题，经过十余年的观察，初步摸清了蝎子的生活习

性、生长发育规律、繁殖规律和生态要求，并开始探索无休眠期

饲养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以后，又对蝎的生活习性、食

性、生殖、生态等，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初步解决了人工

养殖的饲料、生长发育环境和冬眠解除等一系列问题。通过无

休眠养殖技术的研究，使蝎子的生长周期由野生条件下的

代，缩短至年才能完成 年左右就可完成 代，繁殖次数也由

胎，增加到每年能稳产 胎，幼蝎成活

左右。

野生条件下的每年只产

率提高到了

年代以后，随着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在山东、河南等进入



（二）蝎子的经济价值

药用价值

蝎子是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早在

次人工养蝎热潮，但由于当时地区的野生蝎主产区，出现了第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养蝎业又在我国部

大部分养殖户还没有完全掌握基本的养蝎技术，加之缺乏必要

的技术指导与服务，所以真正获得成功并坚持下来的为数甚少。

自进入

分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一些养蝎专业户的养殖经验日渐丰富，养

殖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配套完善。在山东省各地农村，涌现出

了不少养蝎技术骨干和专业户。目前，我国的养蝎业正在向着

产业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多年前，我国劳

动人民就认识到蝎子是人类防治疾病的良药，并已投入到临床

应用，这在《诗经》、《开宝本草》以及《本草纲目》中均有记载。

趸尾虫等。

蝎子由于大多取完整干燥的全体入药，故医学上称之为“全

蝎”或“全虫”，也有些地方称其为链蝎、剑蝎、主簿虫、

其味辛、性平、有毒，能镇痛、息风止痉、通经活络、消肿止痛、攻

毒散结，可应用于中风、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癫痫抽搐、风湿痹

痛、偏头痛、破伤风及瘰疬、疮疡、肺结核、破伤风、顽固性湿疹、

伍的药方有上百个，用全蝎配成的中成药有

皮炎、淋巴结核等病症的治疗，效果非常显著。目前，以全蝎配

余种，如大活络

丹、再造丸、牵正散、中风回春丸等均以全蝎为主要成分。

另据现代药理实验表明，蝎毒中的毒蛋白不仅含量高，分子

量小，热稳定性好，而且还具有独特的生理活性，对心脏病、癌

症、性病等疑难杂症也有很好的疗效。

随着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人们对全蝎药用价值的认识、对蝎

毒的提取及使用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为此，人们对蝎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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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养蝎的前景与效益分析

量也就逐年增大，以人工养殖无疑是弥补蝎子来源不足的必由

之路。

食用价值

除药用外，蝎子还可以作为滋补食品用。其中之一的蝎酒，

就是用全蝎加白酒浸制而成，并有息风镇痉、通络止痛的功效。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加之人们对自身保健意识的增强，许多

人的目光已从食用营养补品投向保健食品，而蝎子则首当其冲

地被作为美味佳肴，成为各大宾馆、酒店的一道名菜，并深受中

外宾朋的青睐。

其他用途

保健品开发：目前，以蝎子为主要原料的各种保健品应

运而生，如“中华金蝎酒”，“蝎精口服液”，“全蝎胶囊”，“中华蝎

补膏”等，市场销售情况颇好。

制作工艺品：用蝎子做成的工艺品生动、新颖、奇特，深

受现代青年人的喜爱。国内也有人将其用树脂材料包埋制成观

赏品，在美国有人将其制成圣诞礼品馈赠亲朋好友。

年代初期以前，主要从我国人工养蝎的发展历史来看，

是为了满足药材市场的需要。自 年代中期以后，除少量继续

满足中医药发展的需要外，大量全蝎产品是作为食品和保健滋

补品来消费的。

年能产两胎，每胎可产仔蝎由于蝎子繁殖较快，

条种蝎，则到第

条，所以蝎子的产量也是逐年增加，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年最少可繁殖商假如每立方米空间投养

元万条，能制成干蝎约品蝎

元，

千克。国家收购价每千克

左右，扣除各种费用（如引进种蝎、设施投资、饲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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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

个

（母）

条。胎，每胎

如按公、母

条）

月后即可得商品活蝎

扣除各种费用：

料）

元左右。鲜活蝎

纯收入最少可达

立方米空间的蝎子，年收入不低于

元；利用业余时间养蝎，一个人可管理

万元。

人工养蝎是国家“星火计划”的重点推广项目之一，国家规

定长期免征税款。人工养蝎技术，一般人通过短期学习很快就

能掌握，蝎及蝎产品不用担心销路，是比较保险的家庭副业。

因此，人工养蝎已在全国不少省、市得到迅猛的发展，被广

大农民朋友认为是一项占地小、投资省、用工少、收入可观的新

兴致富门路。

年产

人工新法养蝎经济效益分析：

采用人工新法养殖一只雌蝎

搭配，引种 条，年产仔：

条，按成活率 计，出生后仔蝎饲养

条

（千克），按一般市场回收价格 元。

条／千克＝

元／千克算，可收入

元（种苗） 元（饲

元（人工等）＝ 元。

元（建池等）

元，获纯利

目前国内市场药用干品蝎子价格一路上扬。例如，目前在

广州市场，作食疗和菜肴食用的鲜活蝎子，每千克为

元，有的药店还卖到

元；而在药材市场作药用的干品蝎子，视规格质量不同，每千克

售价高达

子在一些农贸市场仍经常短缺。从国际市场来看，随着我国改

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传统的中医学文化也迅速走向世界。

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和地区，每年从我国进口全

蝎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据有关方面预测，在今后若干年内，蝎子市场价格还会上

升。而据了解，蝎子在我国一些地方人工繁殖种苗和成蝎养殖

均已先后获得成功，并获较好经济效益。因此，各地可积极研究

开发蝎子养殖，这对满足市场需要，增加地区和养殖户经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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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需求的

入，都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致富项目。

蝎子养殖具有诸多优势便利条件。例如，立体养殖模式的

建立可以在较小的占地面积上建立养殖量较大的养殖厂；人工

投入不受其他劳动时间的影响；投资规模大小均宜；蝎子自身生

命力强，对环境的适应性强，抗逆性强，病虫害较少；对食物利用

率高，排粪量较小，维护自身生存环境的能力强；繁殖速度快，适

合于高群体数量饲养等。

总之，全蝎作为我国稀有的中药材，其产量仅能满足国内医

左右，而人们的食用量却在逐年猛增；从国际市

场看，人工养蝎也是一项大有发展前途的新兴养殖业。实践证

明，养蝎投资少，用工省，技术容易掌握，经济效益高，市场风险

性小。所以，人工养蝎大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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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蝎子的生物学特性

化的硬皮。蝎体一般可分为三部

，即头胸部、前腹部和后

毫米，雄蝎

腹部。头胸部和前腹部合在一

起，称为躯干部，呈扁平长椭圆

形；后腹部分节，呈尾状，又称为

尾部。雌蝎体长约

毫米，尾略长于躯干。体长约

节和毒针躯干的背面、尾的第

的末部呈灰褐或紫褐色，其余部

分均为橙黄色，腹面呈灰黄白色。

头胸部

东亚钳蝎图
头胸部又称前体，较短。头

与胸愈合，前窄后宽呈梯形，背面

的眼丘上有

有坚硬的背甲，其上密布颗粒状突起，并有数条纵脊。近中央处

对中眼，两前侧角各有排成一斜列的

对附肢：对螯肢、蝎子的头胸部由 节组成，故有

对步足。螯肢（图

节组成：即基节、转节、作用。触肢（图

亦称口钳，可将捕获物撕裂、捣碎，有助食

又称钳肢、脚须，由

腿节、胫节、掌节（有一不动指和可动指作捕取食物和感触之

（一）蝎子的外部形态

东亚钳蝎的整个身体极似琵琶状，全身表面为高度几丁质

分（图

个单眼。

对触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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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步足基节的颚叶包围成口前腔，口

对步足的基节间有一略呈五角形

对步足生于两侧，为行动器官。步足分 节，分别是基用）。

节、转节、腿节、膝节、胫节、跗节和前跗节，其末端有 爪和

距。步足的后一对均比前一对长，即第 对最短，第 对最长。

对步足的基节相互紧密连接形成了头胸部的大部分腹壁。螯

肢、触肢的基节和第

位于口前腔的底部。第

的胸板。

图 蝎的螯肢和触肢

左：雌蝎左螯肢中：雄蝎触肢末两节

右：雌蝎触肢末两节

节呈梯形，应的书肺相通，是外界与体内气体交换的通道。第

节腹面的左右各有或缩小。第 个圆形书肺孔，分别与相

大，在两侧有侧膜与背板相连。侧膜有伸缩性，因而腹部可舒张

个（雌性为或为 个 ）。第个，雄性 体节腹板较

列，上有丰富的末梢神经，是重要的感觉器官。栉板有齿，一般

殖孔。第 节腹面两侧各有一栉板，为短耙状，呈“八”字形排

片半圆形的生殖厣（生殖腔盖），下面为生节腹面有脊。第

节组成。背板中部有 条纵前腹部又称中体，较宽，由

前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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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针眼状开口，与毒腺管相通，能释放毒液，有麻醉动侧各有

前宽后窄，连结后腹部。

后腹部

后腹部又称末体或尾部，细长如尾状，呈橙黄色，由 节组

对白

成，能向上和左右卷曲，但不能向下弯曲。各节背面有中沟，背

面至腹面还有多条齿脊。第

节后为一袋状的尾节，内有膜上有一开口，为肛门。第

节最长，深褐色，其腹面后缘节间

色的毒腺。尾节最后方为一尖锐毒针，毒针近末端靠近上部两

物和毒死动物的作用，是御敌自卫和攻击对方的武器。

（二）蝎子的内部构造

伸缩。体腔内有生殖、消化、呼吸、循环、排泄、神经、感觉器官，

蝎子各体节由背板和腹板组成，各节有节间膜相连，能自由

并各有其不同的生理功能（图

蝎的解剖图

生殖系统

生殖系统的四周皆被消化腺的盲囊所包围。生殖器官的开

口（生殖孔）位于前腹部第

雄蝎生殖系统有精巢

节的腹面，外有生殖厣覆盖。

对，呈梯形管状。精巢形成的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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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纵管和雌蝎生殖系统卵巢呈梯形网状，由

雄蝎的生殖系统图

对横管相

连而成，其周围有圆形的卵。卵巢前方两侧由短输卵管通人膨

大的纳精囊，然后汇合到生殖腔，经雌孔通体外（图

消化系统

蝎子的消化系统主要由消化管和唾液腺组成。消化管分前

肠、中肠和后肠三部分。食道下方有团葡萄状的唾液腺，蝎子进

食时，唾液腺能分泌消化液，并将其吐出体外，在体外将食物消

化成肉糊状，而后吮吸入前肠。中肠位于前腹部中央，肠壁的上

皮细胞可分泌消化液，促进食物分解。中肠是蝎子消化食物和

吸收营养的主要器官。后肠位于后腹部中央，是食物残渣排出

一个盲囊也是附属腺（图

的精荚腺。精荚腺中有时可见到雏形的精荚。与贮精囊相连的

个小个柱状的圆柱腺和有一个与生殖腔相通的小附属腺，

通过输精管通人膨大的贮精囊，再通人生殖腔，经雄孔通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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