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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 　概述

水蛭又名蚂蝗，属环节动物门蛭纲，俗称马鳖、马蛭
等，体表无刚毛，前后端皆有吸盘，体肌发达，体腔较小，
属高度特化的环节动物。

（一）水蛭的自然生活习性与地域分布

水蛭绝大多数生活在淡水中，少数生活在海水或咸水之
中，还有一些陆生和两栖的。它们中有以吸取血液或体液为
生的种类，也有捕食小动物的肉食种类。个体最大的约有

３０厘米长，为金线蛭，生活在长江中下游沿湖泊池岸塘中。
个体最小的寡蛭只有芝麻大，寄生在云南贡山上一种叫猫眼
蟾的两栖动物上。蟹蛙蛭是我国特有种，生活在浙江、福建
山区溪流里的溪蟹体内。长江流域乌龟的颈部、四肢上寄生
一种扬子腮蛭，当龟体离开水时间久了，这种腮蛭就会蜷缩
成一个黑团，犹如死了一般，待龟回到水中，它又恢复正常
活动。人们在稻田里常见的蚂蝗叫日本医蛭，以吸食人、
畜、青蛙的血为生。海南岛和台湾山林里生活着一些山蚂
蝗，常潜伏在草丛、树上。

除了日本医蛭吸人、畜血外，山蚂蝗也侵袭人类。云
南、贵州高山和水里生活的一种鼻蛭在人、畜吸饮生水时，
能迅速地钻进人畜鼻腔或口腔里并附着到呼吸道的壁上，有
时还能进入妇女的阴道。蛭类中大多数种类营半寄生生活，
有些品种幼年时捕食，成年后过吸血生活。蛭类吸食的寄主
往往是一类，而不是一种动物。如医蛭类的水蛭对所有脊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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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血液都喜吸食。
蛭类的口端位于前吸盘的中央，有一个可外翻的吻，吻

高度肌肉化。颚齿目无吻。口腔内具有三个呈三角形排列的
颚板，旁边有细齿，吸血后在寄主皮肤上留下 “Ｙ”形切
口。蛭类吸血后可数月内不再取食，医蛭科水蛭甚至可以生
存一年半不取食。

蛭类感觉器官发达，上皮层中具有成丛的感觉细胞，具
有触觉及化学感觉功能。身体前端２～１０个眼中具有感光细
胞，表皮中游离的神经末稍，具有温觉及触觉功能，能迅速
测出水中温度的微弱变化，从而很快找到寄主。

生物种群的存在，是自然界长期选择的结果。水流缓慢
的小溪、沟渠、坑塘、水田、沼泽及湖畔，温暖湿润的草
丛，是水蛭乐于栖息、摄食和生儿育女的场所。酸性水质及
湍急的河流没有分布。

在一定的温湿条件下，水蛭生命力旺盛，水流干涸后，
有些种类可潜入底泥穴居，损失４０％的体重也能生存。水
蛭横向切断后，能从断裂部位重新长成两个新个体。这是水
蛭特有的再生能力。

蛭类主要靠体表进行气体交换，个别种类具有鳃，如鱼
蛭科的鳃蛭，具有囊状的鳃，因是体壁的一种延伸，不具备
鳃的完善功能。

在水中，水蛭靠身体的收缩和舒展作波浪式游动。在陆
地上，依靠前后吸盘的交替附着及身体的纵肌与环肌的拮抗
性收缩作尺蠖式移行，行动敏捷。幼蛭摄食浮游生物，不吸
血时以小型昆虫、蠕虫、螺蚌的幼体为饲料，也吸食泥面腐
殖质，食性较杂。水蛭吸食人畜血液时，吸盘中首先释放出
抗凝血的水蛭素，顺利吸食寄主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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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蛭生命力较强，在环境适应的地区都有它们的踪迹，
在我国大部分省份有分布，但主要产于北纬３２°～３８°之间的
湖泊、河汊中，这个范围最适合水蛭生长，如江苏的太湖、
洪泽湖、高邮湖、微山湖，特别是淮河以南的大江大湖流域
分布很广。

在野生条件下，从孵化出的幼蛭发育至成蛭，需要３～
４年的时间。人工饲养条件下，由于饲料丰富，温湿度条件
适宜，生长发育时间可明显缩短，一般只需要１～２年。

（二）水蛭的药用价值

人们对水蛭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早在公元前２世纪的
《尔雅》中就记载水蛭有凝血作用。明朝李时珍著的 《本草
纲目》，对水蛭的药效作了详细的说明并列出不少民间处方，
用来治疗女子月闭、跌打损伤、漏血不止以及产后血晕等
症。现代中药药典中则记载水蛭的功能是破血、通经、消积
散淤、消肿解毒和堕胎等。有人还试验用水蛭治疗角膜斑翳
和老年白内障。１９８６年召开的全国活性化淤学术会议上，
水蛭被确定为３５种活血化淤的中草药之一。近几年，水蛭
在显微外科和整形外科上派上了新用途。根据水蛭对水中化
学和物理因子变化的敏感性，又利用它来研究水体污染和水
质评价、预报天气。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一些生理学家发现
水蛭是研究动物生理的极好材料。

早在１８８４年，一位名叫海克拉弗特（Ｊ．Ｂ．Ｈａｙｃｒａｆｔ）的学
者首先发现医用水蛭的提取物中含有抗凝血的物质。但直到

２０世纪的１９５７年，英国一位名叫麦克瓦特（Ｆ．Ｍａｒｋｗａｒｄｔ）
的化学家排除万难，才从医用水蛭中成功地分离出了这种具
抗凝血作用的神秘物质———水蛭素（ｈｉｒｕｄｉｎ）。水蛭素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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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蛭体内含量甚微，但神通广大，仅仅几微克就会使血液无
法凝固。水蛭叮住人体后可源源不断地吮吸人血，就是水蛭
口内释放出水蛭素的缘故。目前，从水蛭身上提取的水蛭素
在医学上已大显身手。据临床试验证明，它有缓解动脉臂痉
挛、降低血液黏度、扩张血管、畅通经脉、增加血液循环、促进
对渗出物吸收等功能。所以水蛭素用途很广，可以治疗高血
压、心肌梗死等棘手的病症。在生物化学方面，可以借助水蛭
素来进行人体凝血酶的定量分析。

美国生物化学家从一种水蛭唾液中分离出一种有助于抑
制癌细胞生长的蛋白，它能抑制癌细胞胶原酶的活性。前苏
联生理学家在医蛭唾液中发现具有生物活性的物质———前列
腺素，这是一种参与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生命过程的重要物
质，可以用来制造一系列具有优良性能的药物。据粗略统
计，已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和匈牙利
等近１０个国家公布了医蛭制剂研究的专利。此外，除活体
水蛭和利用水蛭加工成的药品可治疗多种疾病外，水蛭提取
物还可制成疗效奇佳的美容药品。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起始阶段，以水蛭配成的中
草药药方有３０余种，如 “通心络”、“维奥欣”、“欣复康溶
栓胶囊”、“韩氏瘫速康”、“脑心通”、“活血通脉胶囊”、“逐
淤活血胶囊”、“舒血通注射液”等。但尚无医蛭制剂的生产
和销售。我国人口众多，又有着丰富的医蛭资源可以利用，
因此很有必要开发和利用医蛭唾液中的各种活性物质，尽快
将医蛭各类制剂投入国内外市场。

（三）水蛭野生资源保护的紧迫性

在我国，过去水蛭作为一种中药材，从未有过匮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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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作为野生药材资源的水蛭，虽然是一种再生资源，但它
的生长强度和繁殖率不是无限的。如江苏省是水蛭产量大
省，其中洪泽湖和高邮湖一带，金湖、射阳、盐城、赣榆，
开发较早，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是全国水蛭的大商品提供
基地。江苏年产量以前一般在５０～１００吨之间，但近年普遍
反映收不到货，大约产量１５吨左右。由于数量的减少和需
求的增多，水蛭收购价格一再攀升，目前市场价已达１８０～
２００元／千克，有时甚至到了有价无货的地步。

近几年来水蛭资源日益枯竭，一是因为欧美消费市场很
大，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近几年也从我国大量进口水
蛭，造成国内水蛭市场紧缺，收购价的上扬，驱使人们大肆
滥捕。二是人们环保意识的薄弱，使水蛭生存环境遭到破坏
和污染。诸如种植者为了提高作物产量无所节制地使用农
药、化肥，河滩、沼泽地的大规模开发利用，河流受工业废
水和生活污水的大面积污染等原因，致使水蛭必需的生存环
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保护现有的水蛭野生资源已成
当务之急。而人工养殖就是要制造出适应水蛭生物学要求的
最佳生存条件，让它尽快地增重个体和更多地繁殖后代。

（四）水蛭人工养殖的必要性

随着现代医学对水蛭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国内外对
水蛭的需求量逐渐增大，而野生资源却日益枯竭，致使供需
矛盾非常突出，近几年来已成为世界性的紧俏中药材之一。
为此，国外许多国家如英国、俄罗斯等国家正致力于人工繁
育和养殖技术的研究工作。英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成立了
水蛭科学家协会，同时开设了水蛭生物制品公司。俄罗斯的
莫斯科国际医用水蛭研究中心每年饲养水蛭达１５０多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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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形成一个独特的产业。目前，该中心每年出售大批相关产
品及活体水蛭到美国、西班牙等国家。

如今心血管疾病正在上升为人类死亡的第一杀手。而由
水蛭提取的水蛭素，有望成为这一顽症的克星。医学科学揭
示，水蛭素在人类健康保健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医学上对
水蛭素的需求愈来愈多，靠自然资源的再生，目前已无法解
决这一矛盾。

在当前水蛭野生资源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原料
价格的节节上场。而由此引发药品价格的暴涨，将使许多患
者失去治疗疾病的机会，并产生诸多社会问题。为了弥补这
一自然资源的短缺，保护珍贵而有限的野生资源，人工养殖
水蛭势在必行。巨大的市场需求，为人工养殖水蛭营造了广
阔的市场前景。

水蛭的人工养殖不仅是为人类的健康保健作出贡献，而
且不失时机保护了野生种源，维护了生态平衡，这一特种养
殖业，对繁荣地方经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致富农民，都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五）水蛭人工养殖的可行性

野生条件下的水蛭，只要有基本的生活环境，都可以生
存并繁殖后代。据我国有关专家多年来的观察和研究，对水
蛭的品种、习性、食性和繁殖方式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
已摸索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饲养方案，能够确保水蛭人工养
殖成功。水蛭食性杂，生长快，如在废鱼池内稍加改造就可
以养殖，一些符合要求的低洼农田、湖滨滩地，也可进行人
工养殖。人工开挖水蛭养殖池比鱼塘要求低，土方开挖量
少，是一项投资少、效益高的农村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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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蛭养殖周期为一年半，最大个体可达６５克，平均也
在３５～５０克左右，亩 （１亩折合６６６．７平方米，后同）产
量能达到５０千克以上。就目前的市场行情，亩产值不下

９　０００元，纯收益可达４　０００元以上。
人工养殖水蛭，投资不多，养殖技术也并不十分复杂，

而见效迅速。其成品国内市场需求量大，也是出口创汇的拳
头产品。可以预料，水蛭的人工养殖作为一种在当前我国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必将在各地蓬
勃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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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蛭的形态特征与品种

（一）水蛭的形态结构和生理

１．外形
水蛭一般体长而扁平，前端较细，体呈叶片状或蠕虫状。

体形可随伸缩的程度或取食时的多少而变化。体分百余环，
有２７个体节，每个体节由５环组成。身体前后各有１个吸
盘，后吸盘较大，前吸盘较小。口位于前吸盘的中央。在小吸
盘的背面有５对眼点，从第７节开始，每节有排泄孔１对，除
第１对位于第７节第１体环外，其余部分均在各节第２体环
上，肛门位于最末两环的背面。生殖环带在１０～１３节，雌性
生殖孔位于１２节腹面，雄性生殖孔位于１１节腹面。

水蛭的头部不明显，在头背方有眼点数对，它们的数目
位置和形状是鉴别种类的依据 （图１）。

２．消化系统
水蛭的消化系统由口、口腔、咽、食道、嗉囊、肠、直

肠和肛门等８部分组成。无吻蛭目的种类口腔中具有３片
颚，颚上有许多小细齿，可咬破宿主的皮肤以吸血或取食。
咽为肌肉质，可吸宿主的血液或体液。咽壁上具有单细胞的
唾液腺，能分泌水蛭素，抑制宿主血液的凝固，以利吸血。
食道很短，其后连一发达的嗉囊，嗉囊两侧有１１对盲囊，
末１对很长，延伸到身体末端。嗉囊是贮存血液和体液的地
方，医蛭一次吸足血液后，其嗉囊中的容量可超过体重的６
倍，可供其胃肠几个月的消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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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蛭类眼的数目和排列

１．八目石蛭　２．宁静泽蛭　３．缘拟扁蛭

４．整嵌晶蛭　５．日本医蛭

３．呼吸系统和排泄系统
极少数的水蛭用鳃呼吸，绝大多数的水蛭用皮肤呼吸。

其皮肤有许多毛细血管可与溶解在水中的氧气进行气体交
换。离开水时，在潮湿环境中，其表层腺细胞分泌大量的黏
液于身体表面，结合空气中的游离的氧，再通过扩散作用进
入到皮肤血管中。

水蛭的排泄器官是由１７对肾管构成的。由于真体腔的
退化（被次生结缔组织填充），肾管被埋在结缔组织中，这与蚯
蚓的肾管游离在体腔中不同。医蛭的肾孔位于身体的腹面，
代谢废物和体内多余水分由肾孔排出体外。在干燥环境中，
即使表皮分泌大量的黏液也不能有效地控制水分的丧失。如
医蛭在相对湿度８０％、温度２２℃时，在４～５天内水分减少到

２０％，再下去就要死亡，一旦放回水中，又可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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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神经系统和感官
水蛭的神经系统与蚯蚓相似，属链状神经系统。由咽上

神经节 （脑神经节）、围咽神经、咽下神经节和腹神经索构
成。它们分枝成外围神经与身体表面或内部的感觉器官或感
受器相接触。

在蛭类头端背部有数对眼点分布 （图１），这是仅有的
感觉器官，这种眼比高等动物的结构简单得多，仅由一些特
化的表皮细胞、感光细胞、视细胞、色素细胞和视神经组
成，视觉能力较弱，主要是感受光线方向和强度。在水蛭的
体表中分布有许多感觉性细胞群，称感受器，它们由表皮细
胞特化而成，其下端与感觉神经末梢相接触。感受器在头端
和每一体节的中环处分布较多。按照功能不同，感受器可分
为物理感受器 （触觉感受器）和化学感受器两类。前者主要
感受水温、压力和水流方向变化，有些具有触觉作用或感觉
作用，后者主要感觉水中化学物质的变化和对食物起反应。

５．生殖系统
水蛭和蚯蚓相同，是雌雄同体动物，雄性部分先熟，再

异体受精，卵生。
雄性生殖器官有４～１１对球形的精巢，从第１２或１３节

开始，按节排列。每个精巢有输精小管通到输精管，输精管
纵行于身体的两侧，到第１对精巢的前方，各自膨大或盘曲
成为贮精囊，再通过射精管。两侧的射精管在中部汇合到一
个精管膨腔或称前列腺腔，经雄孔开口于体外 （图２）。卵
巢通常一对，包在卵巢囊内。卵巢囊通出输卵管，两根输卵
管汇合入阴道，或先合成一总输卵管，再进入膨大的阴道，
经雌孔通体外，总输卵管外面有的包着单细胞的蛋白腺或卵
巢腺，阴道分为受精囊或阴道囊和阴道管两部分，即总输卵
管→阴道囊→阴道管→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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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蛭类的生殖系统

医蛭科水蛭有一个阴茎。交配时，两条水蛭的腹面紧贴，

头部方向通常相反，一条水蛭的阴茎插入另一条水蛭的阴道
内。按理说，由于双方的雌、雄孔互对，可以同时互相交换精
子的。但有时是单方面的输送精子给对方的。精子与阴道囊
内的卵结合为受精卵。受精过程完成后，水蛭雌性生殖孔附
近环带部分的体壁分泌速度加快，形成卵茧环带部（生殖带）

的体壁有两种腺体，一类分泌白色泡状物质形成卵茧的外层；

另一类分泌蛋白液，使产出的受精卵悬浮于其中。在产卵茧
过程中，环带的前后端极度收缩，所以卵茧的两端较尖。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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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沿着纵轴转动，把卵茧的内表面弄得光滑，然后体壁环肌
收缩，身体变得细长，在身体和卵茧之间的空隙中产入一些受
精卵和蛋白营养液。之后，身体的前部慢慢后移，使卵茧从前
端脱下。医蛭科的卵茧多产于潮湿土壤中，椭圆形，呈海绵状
或蜂窝状。蛭类的受精卵一般在保护良好的卵茧内自然孵化
和发育。发育类型为直接发育，无变态，幼虫从卵茧内爬出后
直接进入水中营自由性半寄生生活。

图３　宽体金线蛭

（二）几种药用水蛭品种

医学蛭类的种类较多，在临床上应用的主要有宽体金线
蛭、茶色蛭和日本医蛭。其中以宽体金线蛭在中药材中用量
最大，目前我国中草药市场上经营的主要产品是它。为便于
养殖、采集和加工，在此把它们的主要区别特征简述如下。

１．宽体金线蛭
体宽大，为一种大型的水蛭。身体

扁平，略呈纺锤形，长６～１３厘米，大
的可达２０～２５厘米，体宽１．３～２厘米。
体背部具有５条由细密的黄黑斑点组成
的纵线，中央一条颜色较深而明显。腹
面淡黄色，杂有７条断续的纵行的不规
则的茶褐色斑纹或斑点，其中中间两条
略明显。体环数１０７个，环带明显，占

１５环。雄性生殖孔位于第３３～３４之间的
环沟内，雌性生殖孔位于第３８～３９环沟
内。眼的数目与排列同日本医蛭。体前
端较尖，前吸盘相对较小，颚不发达，
上具２排钝齿 （图３）。生活于水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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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茶色蛭

泊和河流中，不吸血，以水中软体动物、浮
游生物或水生昆虫为食。其主要特点是个体
大，生长快，繁殖率高，易于捕捞。我国大部
分地区有分布。

２．茶色蛭
又名柳叶蚂蝗，体比金线蛭略小，呈柳

叶形，扁平。背部棕绿色 （近于茶色而故
名），有５条细密的绿黑色斑点组成的纵线，
其中以中间一条纹最宽，比医蛭的背中纹宽
得多，此背中纹两侧的黑色素斑点呈新月
形，前后连接成两条波浪形斑纹，这是本种

图５　日本医蛭

外形上的最明显的特点。腹面浅黄色，平
坦，有不规则的暗绿色斑
点散布。其他特征近似于
宽体金线蛭 （图４）。分布于我国华北地
区以南的河流湖泊中。食性较杂，但喜
欢吸食牛血，俗称牛鳖或牛蚂蟥。

３．日本医蛭
体狭长稍扁，略呈圆柱形，体长３～６

厘米，宽０．４～０．５厘米。背面绿中带黑，有

５条黄色纵纹，纵纹的两旁有许多黑褐色斑
点分布。体分２７节，环数１０３环，环带不显
著，１５环。雄性生殖孔位于第３１～３２环沟
间，雌性生殖孔位于第３６～３７环沟间。眼

５对，成弧形排列。前吸盘的口腔内有颚３
片，半圆形，颚发达，上有一排锐利的细齿。
食道内壁具６条纵褶（图５）。广泛生活于

３１



水田、沼泽中，以人或其他脊动物的血液为食，全国各地均有分
布。其行动敏捷，能作波浪式游动和尺蠖式移行，冬季蛰伏，春
暖时活跃，再生能力很强，如将其切断饲养，能由断部再生成新
体。由于其个体小，吸活体血为生，所以不易人工大面积饲养，
在医学上多以活体使用，不用来加工药品。

医用水蛭三大品种形态鉴别表如下：
表１　三种水蛭的形态鉴别

形态 宽体金线蛭 茶色蛭 日本医蛭

生长环境 水田、河流、湖泊 水田和湖沼中 水田及沼泽中

食　　性 不吸血，吸食水
中浮游生物、小
型昆虫、软体动
物幼虫

以水蚯蚓和昆
虫幼虫为主食

主要吸食人畜
血液，也可取食
鱼类、蛙类

体　　形 体长大，略呈纺
锤形，扁平

体较宽体金线
蛭小，呈柳叶形

体小狭长，略呈
圆柱形

体　　长 ６０～１３０毫米 ２８～５８毫米 ３０～６０毫米

体　　宽 ８～２０毫米 ３．５～６毫米 ４～８毫米

背　　色 暗绿色，上有５
条细密的黄黑
色斑点相间组
成的纵线，背中
线一条较深

棕绿色或紫褐
色，有５条黄褐
或黄绿色斑纹
相间组成的纵
纹，中 间 一 条
最宽

黄绿色中带黑，
有黄 色 纵 线 ５
条，中间一条较
宽，纵纹的两旁
有密集的黑褐
色 细 斑 点 相
衬托

腹　　色 腹面浅黄色，杂
有许多不规则
的茶褐色斑点

身体两侧各有
一条黄色的纵
带

腹部平坦，暗灰
或浅黄褐色，无
杂色斑纹

眼 眼 ５ 对，列 成
弧形 眼５对

眼 ５ 对，列 成
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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