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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身材 危害
红火蚁为何那么毒

春暖花开，大家都开始踏青旅行。如果在路上看到微微凸
起的小红土堆，一定要注意，这里面，可能藏着一种叫作红火蚁
的物种。大家可能对这种小蚂蚁很陌生，但它是攻击性极强、
能致命的毒虫。

武隆区新认定一批
创新示范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黄河春）近日，从武
隆区2021年科技特派员工作会上获悉，该
区新认定一批区级科技专家大院和创新示
范基地。

根据《武隆区农业科技专家大院认定与
管理办法》《武隆区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
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认定武隆区仙女
山高山水果、羊角苕粉加工为科技专家大
院，认定武隆区中蜂养殖、蛋鸡养殖、渝东黑
山羊养殖为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并给予科技
专家大院和创新示范基地一定经费补助。

新认定的科技专家大院和创新示范基
地将依托建院建地单位，围绕特色农业产
业发展，进一步开展产业技术指导和培训，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和示范引领作用，助力
当地农业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实现有效衔接。

黔江区科协
四届五次全会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何云莲）为扎实抓好
科协工作，为黔江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应
有力量，近日，黔江区科协成功召开四届五
次全会，传达重庆市科协五届八次全委会
及其他会议精神。

与会同志倍感振奋、倍受鼓舞，表示一
定把思想统一起来，把力量凝聚起来，把责
任担当起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助
力黔江“十四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以优
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黔江区科协四届委员会委员、各乡镇
街道科协主席、农技协负责人等100余人参
加了会议。

合川区老科协
开展粮食安全战略调研

本报讯（通讯员 谌永恒）近日，合川区
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组织专家学者到合
川区云门街道开展粮食安全战略调研。

调研活动中，合川区老科学技术工作
者协会调研组在会长刘六国带领下，先后
到云门街道水韵乡间休闲观光农业园、祥
飞蚕桑有限公司、白果院子、大碑村赵家长
田等地进行实地调研。

调研组表示，将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
员的经验技术优势，结合实地调研情况，积
极建言献策，为助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贡
献智慧和力量。

为充分发挥土壤生态环境专家咨询委员会智库作
用，科学谋划“十四五”时期土壤、地下水、农业农村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生态环境部近日在北京召开土壤生态环
境专家咨询委员会年会暨“十四五”土壤和农村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咨询会。

与会专家委员听取了“十四五”土壤和农村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汇报，认为规划指导思想明确、问
题分析精准、目标任务清晰，对“十四五”期间土壤、地下
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专家们围绕进一步提升规划质量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
了一系列重要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肯定了“十三五”土壤、地下水、农业农村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指出三个领域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希望各位专家委员围绕

“十四五”规划编制、提供政策建议与技术支撑、加强科
技攻关、推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及时解疑释惑凝聚
社会共识等方面进一步贡献智慧，提升工作的专业化、
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支持落实三个治污要求、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会议要求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工作机
制，为专家委员履职尽责提供便利、创造条件，切实发挥
好专家委员会的支撑作用。

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土壤生态环境专家咨询
委员会工作总结》和《2021年土壤生态环境专家咨询委
员会工作要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生态环境部有
关司局及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隆辉燕）近日，长寿
区老科协组织长寿经开区创新中心及经开
区科协委员代表一行20余人，前往重庆川
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进行走访调研。

调研过程中他们听取了重庆川维石化
工程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运行情况的汇报，
尤其对“1.5万吨天然气制乙炔”“乙炔裂解
废炭黑综合利用”“有机废气安全收集处
理”“3D设计与工程安全”等科技创新项目
的介绍，同时该公司也谈到了企业在科技
进步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困难。

区老科协将进一步加强走访调研工作，
更多关注企业需求，积极搭建园区企业资源
共享平台，推动园区企业间相关信息的交流
互通，全力助推园区企业发展。

如何快速判断红火蚁巢

红火蚁又名入侵红火蚁、外来红火蚁、赤外来火蚁，
是一种严重危害农业和人类健康的昆虫。它取食农作
物、叮咬人体、危害公共设施和其他生物，具有很强的繁
殖力和攻击性，是许多国家的进境检疫对象。尽管这种
蚂蚁身形很小，由于其独特的危害性，因此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

红火蚁是膜翅目蚁科的一种社会性昆虫，具有筑巢
群居的生活习性。蚁巢出口处一般会有泥沙堆积，地面
上形成肉眼可见的明显“蚁丘”。一个成熟的红火蚁群
体会在蚁巢上方堆积高达45厘米、直径50厘米的明显
蚁丘。我国的土著蚂蚁一般都不会形成如此明显的蚁
丘，这是简便而快速辨认红火蚁的一个方法。

不过，红火蚁未成熟的蚁丘并不明显高耸，容易与
其他种类的蚁丘混淆从而造成误判。但是，红火蚁对入
侵者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一旦蚁巢遇到惊扰，蚁群会倾
巢而出攻击入侵者。惊扰蚁丘后看是否立即有大量蚂
蚁涌出形成攻击之态，也是判断蚁巢是否是红火蚁的一
种方法。

红火蚁原产自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巴
拿马运河一带。它自1918年至1931年入侵美国阿拉巴
马州以来，每年以近200公里的速度扩散。近年来，红
火蚁在世界范围内呈快速扩散趋势。

和其他蚂蚁一样，红火蚁喜欢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筑
巢，杂草丛生的荒地、山

坡、田埂、靠近水源的
地方、堤坝、路边、

草坪、公园、学
校、绿地、绿
化带、房屋
墙角、庭院
附 近 的 垃
圾堆等场
所 通 常 都
可 以 见 到
红火蚁的身
影。

在一个成
熟 的 红 火 蚁 巢

中，工蚁数量可达

到几十万只。分为具有生殖能力的雌蚁、雄蚁和工蚁
（发育不全、无生殖能力的雌蚁）。其中的工蚁又可分为
一型至多型，多型时包括大型工蚁（兵蚁）和小型工蚁。
工蚁有腹柄结2个；触角一般10节，末2节成锤棒状；唇
基两侧有纵脊向前延伸成齿。雌蚁和雄蚁有单眼，雌蚁
触角一般11节，雄蚁触角一般12节。

不过，未成熟的红火蚁巢群，其蚁丘并不明显，很难
与其他蚁种的巢群区别开来，需结合形态分类特征进一
步鉴定。

小身材却有大危害

红火蚁危害人类健康。红火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当它攻击人类时，对人的健康会造成严重危害。

儿童、老人和过敏体质者是受红火蚁威胁的“高危
人群”。红火蚁主要通过大颚叮咬和尾部的螫针蜇刺人
的皮肤，危害人类健康。蜇刺时，红火蚁不像蜜蜂蜇人
只蜇一次，它们能够叮咬蜇刺多次。发动攻击时以其大
颚紧咬皮肤，以尾部的螫针连续蜇刺皮肤7~8次，形成
一个环形刺痕；并会继续向前叮咬蜇刺，形成一连串的
刺痕。

在蜇刺时，其刺囊中的毒液通过螫针注入皮肤。毒
液中含有的高浓度毒素会引起剧烈的灼痛感，这种灼痛
可以持续1小时左右。接下来的4小时里，被叮咬蜇刺
的红肿处会出现水疱，几天内变为白色脓疱。脓疱破裂
后常引起二次感染。伤口一般10天左右方能愈合，而
且常会留下永久性疤痕。叮咬处出现水疱是红火蚁叮
咬区别于其他蚂蚁叮咬的重要特征。过敏体质者被叮
咬蜇刺后，还可能出现脸红，荨麻疹，面部和喉咙发胀，
胸部疼痛、恶心、大量出汗、说话含糊、呼吸衰竭、休克甚
至导致死亡。

此外，它们还捕食经济昆虫蜜蜂，取食能改良土壤
的有益动物蚯蚓。红火蚁也取食农作物，给农业生产造
成损失。它们还能破坏灌溉系统和影响收割工作。红
火蚁还可危害大量公共设施和电子设备。它们经常在
空调、计算机、交通信号机箱、电话总机箱、机场着陆灯、
油井或水井的电泵和供电仪表等电子设备中滋生，咬坏
绝缘层或携带泥土进入设备中，造成电路短路。也就是
说，危害社会经济。

它还危害原有环境生态。红火蚁是一种入侵性很
强的物种。它入侵新地域后，适应能力极强，种群能够
在较大范围内迅速扩散，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对原有
环境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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