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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顾学玲是这样养蛇的》共十二章，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蛇的生物学习性和特征，重点介绍了蛇场
建造、立体地下大蛇房、种蛇培养、种类引进、实际饲养、科学繁殖、幼蛇养育、无冬眠养蛇、蛇伤
预防治疗以及蛇产品的制作加工等内容。
　　《顾学玲是这样养蛇的》内容新颖独特、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融科学性、实用性、趣味性和自
创性于一体，可供专业或业余养蛇人员及野外工作者参考，是人们认识蛇类、了解蛇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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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学玲，山东省青州市著名的养蛇专业户，从1992年养蛇至今。
在养蛇期间，利用空闲时间先后编写出版了多部养蛇著作。
　　顾学玲依靠自身不断的探索和逐步完善，独创了立体蛇园和立体养蛇的方法，相继吸引了《科技
苑》、《聚焦三农》、《农广天地》、《每日农经》、《百科探秘》、《生财有道》等知名品牌栏目
十多次的实地采访和拍摄，使立体蛇园的立体养蛇方法以电视银屏和网络视频的形式传播开来，为广
大爱蛇人员所认可青睐。
　　随着网络博客和电子日志的迅速普及，顾学玲也在阿里巴巴和新浪网站开通了《养蛇女人顾学玲
》、《养蛇日记》等养蛇博客，将养蛇之余和养蛇之外与蛇相关联的点滴实践体会，整理收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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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的越冬管理及打破冬眠期养殖 第七章几种常见蛇类的养殖方法 第一节人工饲养蟒蛇技术 第二节赤
链蛇的人工养殖技术 第三节蝮蛇的饲养技术 第四节王锦蛇的养殖方法 第五节棕黑锦蛇的养殖方法 第
八章蛇病害与天敌的防治 第一节几种常见的蛇类疾病 第二节蛇天敌的防治 第九章毒蛇咬伤的防治 第
一节毒蛇咬伤时的鉴别与诊断 第二节我国常见10种毒蛇咬伤的鉴别 第三节毒蛇咬伤中毒程度的估计 
第四节毒蛇咬伤的自救或急救 第五节毒蛇咬伤的治疗 第十章蛇类的综合利用 第一节蛇肉的食用价值 
第二节蛇的药用价值 第十一章养蛇放生 第十二章宠物蛇养殖 附记一养蛇“养”出好眼力是有科学根
据的 附记二虎斑游蛇与蟾蜍之间捕食时有“借毒”关系 附记三山东有大美蛇岛在烟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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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银环蛇Bungarus multicinctus 别名和地方名：银脚带、寸白蛇、竹节蛇、白花
蛇、过基甲、银包铁、银报应、白菊花、节节乌、手巾蛇、雨伞蛇、簸箕甲、洞箫蛇、寸白梨铲头、
白节黑、白带蛇、霸王鞭、笛子蛇、金钱白花蛇（此幼蛇干的中药名）。
 形态特征：体长达1米以上，头椭圆形，略大于颈部，吻端钝圆，眼较小。
体背黑白横纹相间，白横纹较黑横纹细窄，腹面白色。
背鳞平滑，背中央一行鳞片扩大，呈六角形。
肛鳞整齐，尾下鳞单行。
尾较长，尾端较尖细。
这些特征可与其他具有黑白相间环纹的蛇相区别。
 生活习性：多栖息于平原及丘陵地带多水之处。
在稀疏树木或小草丛的低矮山坡、坟堆附近、山脚、路旁、田埂、河沿鱼塘旁边、倒塌较久的土房子
下、石堆下面，山区住宅附近或菜园以及墙角根都曾发现。
系夜行性蛇类，尤以上半夜活动更为频繁，深夜或黎明前才返回洞内。
秋末中午和闷热天阵雨后的白天也外出捕食活动。
生活的最佳温度为26～30℃，11月中旬开始冬眠，至翌年4月底5月初才出蛰，爱群聚越冬。
5～8月产卵，产卵数一般5～15枚，多者达20枚，约45天孵出幼蛇，生长3年后达到性成熟。
它食性广，以鱼、蛙、蜥蜴、蛇类及鼠类为食，尤好食泥鳅和鳝鱼。
该蛇性怯，但行动敏感，人稍惊动，会采取袭击动作，并易张口咬人。
 分布：国内分布广东、广西、江西、湖南、福建、浙江、贵州、云南、四川、安徽、台湾、湖北、海
南等省（区）。
 （二）金环蛇Bungarus fasiatus(Schneider) 别名和地方名：金脚带、铁包金、佛蛇、金报应、黄金甲、
黄节蛇、金蛇、玄南鞭、国公棍等。
 形态特征：体躯较粗大，一般长1～1.6米。
头椭圆形，略大于颈部，头背黑色，有“^”形纹斜达颈侧。
体尾部有黑黄相间的宽环纹绕周身，黑环与黄环几乎等宽。
背脊显著隆起，背正中一行鳞片扩大呈六角形。
尾较短，末端钝圆。
 生活习性：喜活动于湿热地带的平原丘陵、山地的丛林中，近水域的塘边，溪沟边或山坡岩洞内和住
宅附近，系夜行性蛇类，黄昏后出洞捕食其他蛇类，偶尔吃蛇卵、鱼、蛙、鼠类等。
白天多不活动，常盘蜷着身体把头钻在身下。
此蛇怕见光线，不主动攻击人畜，性亦温顺，故少见有蛇伤病例。
但幼蛇较凶猛、活跃。
卵生，每产8～12枚，多产于落叶堆或洞穴内，雌蛇有护卵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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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顾学玲是这样养蛇的》给供相关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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