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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养蛇学》阐述了蛇类的解剖和生理，讲述了中国养蛇简史；介绍了中国的蛇类及常见蛇种
，蛇的营养和饲料，蛇的人工配合饲料的制作与蛇类食性的驯化；提供了蛇场的设计和施工方案以及
蛇场的四季工作历；介绍了蛇类的越冬、繁殖和疾病防治方法，分析了蛇种的采集、装运方法及幼蛇
人工饲养的窍门；推荐了关于蛇与蛇毒的综合利用的思路和方法；提出了养蛇业在新技术“武装”下
如何起跑、谋求更大发展的理论和方法；针对抗蛇毒血清的研制及其应用-申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变
剂型等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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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兴淮，教授，博士生导师，1940年生于四川，1960～1965年就读于四川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分配至
东北林业大学从事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营养饲料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先后任实验室主任、教研室主
任。
并担任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养殖委员会常委兼办公室主任、中国动物营养研究会特产动物营养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动物学报》及《野生动物》杂志编委等职，学科带头人，黑龙江省六、七、八
、九届政协委员、提案委员。
主编全国高等林业院校统编教材2部，主编、主译或合著专业著作16部（册），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
。
先后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
项。
曾多次获东北林大科研先进工作者奖、工作优秀一等奖、园丁奖，受到当时的国家教委、农业部、林
业部联合表彰奖励，1992年被评为林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蔡淳治，1974年生于湖北省武穴市，1992年入伍，1996年退伍。
国内无公害蛇类养殖行业带头人。
蛇伤治疗专家。
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蛇伤与蛇毒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外科蛇伤及蛇毒
医学专业委员会蛇蜂蝎产品开发研究会主任委员、亚洲蛇伤学会蛇蜂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山东省湖
北商会常务副会长、烟台慈善家协会名誉理事、烟台母亲教育中心名誉理事、烟台菊福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湖北隆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从事蛇类养殖近20年。
专门从事蛇类研究、繁殖、加工、贸易及产品开发，大力发展无公害养蛇和开发山林中草药，建立了
一支从事蛇类养殖、研究、产品开发及蛇伤防治的专业队伍，掌握了五步蛇、棕黑锦蛇、王锦蛇等蛇
种的人工孵化繁殖及饲养技术，蛇类养殖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他领导的公司立足当前实际，采取“农户+基地+公司”的产业开发模式，以发展蛇类养殖、保健品开
发、蛇制品提取与研究、肉蛇销售一条龙式的产业形式，积极响应国家打造“新农业、新农村、新农
民”的号召，以适应市场对蛇制品需求量的增大，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加快农业产业化讲程
。
 劳伯勋，笔名尹剑华。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秦牧创作研究会常务理事，蛇类学教授，中国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养殖委员会爬行动物委员会顾问、中国《蛇志》顾问。
童年常捧读法布尔讲昆虫故事的书，爱听成人讲野生动物的见闻，并常到田野山林观察各种野生动物
的生活，并带回小动物在家饲养，做观察日记，从而对动物的兴趣越来越深。
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先后在上海科技大学、华北化工学院、杭州浙江医科大学、广州暨南
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
由于对动物的酷爱，在从事蛇毒特生化的研究中接触到毒蛇，进而对养蛇发生浓厚的兴趣并全身心投
入其中。
科普创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除在报刊电台发表科学小品外，还参加我国第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动
物部分的编写工作。
科普书出版过多种，除《有毒动物》在中国台湾出版外，其余均在大陆出版。
初时出过一些花方向的书，后来专写蛇。
出版过《蛇类的养殖及利用》《蛇国探秘》。
 温爱国，1959年11月出生于福建建阳，曾当过两年知青。
1979年参加工作，先后当过仓库管理员、部门经理、团支部书记、团委委员，1990年从事蛇类的养殖
和研究，曾任福建武夷山市武夷蛇类研究所所长、福建武夷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夷蛇园总
经理、武夷蛇博园园长、武夷蛇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武夷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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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在中央党校全国第三期非公有制经济理论与实务高级培训班学习，被称赞为“武夷蛇王”“
蛇博士”。
得到中央电视台的《致富经》《科技苑》《财富故事会》《理财在线》《走遍中国》《百科探秘》《
乡约》《状元360》《每日农经》《快乐汉语》等栏目及福建、台湾、香港、澳门等多家电视台专题报
道。
多年来，从事养蛇与研究及文化交流，2009年举办首届“海峡蛇文化与生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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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养蛇简史
第一节 古代养蛇的记载及其探究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养蛇历程
第二章 中国的蛇类及常见蛇种
第一节 蛇类的起源和演化
第二节 蛇类的生物学特征及其分类
第三节 毒蛇和无毒蛇
第四节 几种改动较大的中文蛇名
第五节 常见的主要蛇种
第六节 中国蛇类名录及地理分布
第三章 蛇的营养与饲料
第一节 蛇类的食性及其影响因素
第二节 蛇的消化系统及消化生理特点
第三节 蛇饲料的营养物质及其营养功能
第四节 人工养蛇的饲料及其加工利用
第四章 蛇的食谱、人工配合饲料的制作和蛇类食性的驯化
第一节 蛇的食谱及其拓展
第二节 人工配合饲料及其制备
第三节 蛇类食性的驯化
第五章 蛇场蛇窝的设计和施工
第六章 蛇场四季管理工作历
第七章 种蛇的采集
第八章 蛇的装运须知
第九章 蛇的越冬和地温
第十章 蛇类疾病的防治
第十一章 蛇类的繁殖
第十二章 从幼蛇的人工饲养开始
第十三章 养蛇业在奋进中的思考--以广东“大东洋”的经验为例
第十四章 蛇类的解剖和生理（上）
第一节 蛇类的外形及皮肤的生理性变化
第二节 蛇的运动系统
第三节 蛇的呼吸系统
第四节 蛇的消化系统
第五节 蛇的能量代谢与体温调节
第十五章 蛇类的解剖和生理（下）
第一节 蛇的血液循环系统
第二节 蛇的泌尿生殖系统
第三节 蛇的内分泌系统
第四节 蛇的感觉系统
第五节 蛇的神经系统
第十六章 蛇和蛇毒的综合利用
第一节 蛇的综合利用
第二节 蛇毒的采取、干燥和贮存
第十七章 抗蛇毒血清的研制与临床应用
第一节 抗蛇毒血清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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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抗蛇毒血清的应用
第十八章 毒蛇咬伤的诊断、治疗和护理
第一节 毒蛇咬伤的诊断、鉴别诊断和快速诊断
第二节 毒蛇咬伤的治疗
第三节 毒蛇咬伤的护理
第四节 蛇毒被喷人眼的自疗
毒蛇身上做学问（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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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提高饲料蛋白质利用率的方法 （一）蛋白质饲料中的一些重要的必需氨基酸 1.
蛋白质的营养作用 （1）动物的肌肉、神经、结缔组织、皮肤、血液等，均以蛋白质为基本成分。
蛋白质也是动物体内各种酶、激素、抗体等活性物质的组成成分。
 （2）动物体组织器官的蛋白质不断更新，历时6～7个月，就有半数蛋白质被更新。
因此，对动物应提供足量的蛋白质。
 （3）畜禽需要的热能，约70％由碳水化合物提供。
因蛇对碳水化合物的利用能力差，主要由蛋白质提供，脂肪辅之。
多余的蛋白质会转化为脂肪贮存。
 （4）蛋白质是构成蛇肉等的主要成分。
 2.主要氨基酸的营养功能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故氨基酸的营养功能就是蛋白质的营养功能。
 由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是维持动物机体的氮平衡，构成各种酶、免疫物质、抗体和激素的原料，参
与调节动物各种生理机能，维持毛细血管正常渗透压，分解供热，补充代谢消耗及促进动物生长发育
、繁殖等。
 动物体内的氨基酸有20多种，兹介绍其中的必需氨基酸的营养生理功能于下。
 （1）赖氨酸。
赖氨酸是合成机体蛋白质最重要的氨基酸之一。
动物机体不能合成赖氨酸，它经生化反应脱—NH2之后，不能复原，也不能由其他氨基酸替代。
它是动物脑神经细胞、生殖细胞核蛋白的组成成分，也是血红蛋白不可缺少的成分。
 若饲料中长期缺乏赖氨酸，则幼年动物生长停滞，氮平衡失调，皮下脂肪减少，机体消瘦，骨骼钙化
失常。
在饲料中适当添加赖氨酸能改善肉质，提高瘦肉率。
在配制饲料时，务必注意赖氨酸的平衡。
 （2）蛋氨酸。
又称甲硫氨酸，是动物必需氨基酸中唯一含硫的氨基酸。
它参与机体内甲基（—CH3）的转移和为胆碱、肌酸、肾上腺素等多种物质的形成提供甲基；参与肝
脏内磷脂的代谢；用于合成胱氨酸；是血红蛋白的主要成分。
 若蛋氨酸缺乏，则胆碱、肌酸、肾上腺素等多种物质的合成受阻，动物发育不良，肌肉萎缩，体重下
降，肾上腺功能遭破坏，蛇皮质量差。
 （3）色氨酸。
它是一种杂环氨基酸，它可促进核黄素发挥其作用，有助烟酸、血红蛋白的形成。
动物缺乏色氨酸，则生长停滞，机体脂肪沉积减少，体重下降，造血功能紊乱，红、白细胞减少，雄
性动物睾丸萎缩。
 （4）苏氨酸。
它是一种带羟基（—OH）的氨基酸，在磷蛋白分子中可与磷酸结合，有运载磷酸的作用。
如果饲料中长期缺乏苏氨酸，幼龄动物体重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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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养蛇学》作者劳伯勋、邹兴淮、温爱国、蔡淳治，从蛇类养殖场的场区建设、不同种类蛇的饲
养管理、卫生防疫、蛇毒的制取和研发、食用蛇类的屠宰与加工、蛇皮的鞣制和精制、蛇类生产记录
和档案信息管理、蛇类养殖福利等方面一一给予解答；同时《中国养蛇学》不局限于蛇类养殖技术的
介绍，更从科学研究和资源保护的角度，对珍稀濒危蛇类的救护、蛇类栖息地的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的论述。
《中国养蛇学》对规范我国蛇类的繁育利用行为，改善蛇类饲养条件、保证养殖蛇类福利、提高蛇类
养殖的生产水平和蛇类产品质量、促进蛇类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极具参考价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理论
与实用价值兼备的指导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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