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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后，毒蛇和马蜂频频出没民居
救援队4天处理蛇患2起蜂害2起

毒蛇和马蜂都是攻击性极强的动

物，遭遇了怎么办？余永贵说，如果市

民发现蛇和马蜂进家的情况，千万不

要自己处理，应及时拨打 119 或先锋

民防救援队热线 15924217808，交给

专业人员来处理。

“9月份，蛇比较烦躁，一旦咬人的

话，注入的毒素也较多。”余永贵建议，

大家平时出行尽量避开草丛，轿车内

尽量少放食物以免吸引蛇类。如果要

在田间劳作或者去野外，最好穿厚底

的长靴、胶鞋和长裤。因为蛇咬到的

部位一般在足背、脚趾和小腿。

近几年，毒蛇闯入民居的案例也

屡有发生。对此，余永贵建议，因为蛇

怕气味浓重的植物，市民可以在蛇出

没的地方放一些葛根或者撒一些硫黄

粉、雄黄粉、石灰粉，蛇闻到后会远远

躲开。另外，大家一定要保持家里的

卫生，特别是地下室、下水道的卫生，

不要乱堆垃圾，没了老鼠、蛙类，就不

会引来蛇。

如果不幸被蛇咬了，余永贵认为

早期的伤口处理、有效的自救至关重

要。第一步，可以把衣服撕下作布条，

扎在伤口上方，阻止毒素随血液循环

全身，隔二十分钟后松开布条再扎紧，

这样可避免肢体坏死；第二步，如果口

腔没有破溃、伤口，自己或者旁人可用

嘴对准伤口，把有毒的血液吸起来再

吐掉，反复多次；第三步，附近如果有

清水，可用清水清洗伤口。最后，要赶

快送医院诊治，防止病情变化。

如果不小心被蜂类蜇了，余永贵

建议应先拔除毒刺，再进行局部冲

洗。“马蜂和蜜蜂蜇伤处理的方法不一

样，大家一定要进行区分。”余永贵介

绍，蜜蜂体内的毒液呈酸性，蜇伤应选

择弱碱性液体，如氨水、小苏打水、肥

皂水、淡石灰水等。马蜂体内的毒液

偏碱性，应选择弱酸性液体，如食醋、

医用稀盐酸等。

“如果肿胀比较明显，可抬高被蜇

伤部位的肢体，受伤24小时至48小时

内局部冰敷。一旦出现咽喉部梗阻、

呼吸困难、全身冰冷、意识丧失等症

状，说明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应该马上送到医院。身上多处被蜇

伤，即使暂时没有出现意识障碍、呼吸

困难等过敏反应，也要赶快送到医院

就诊。”余永贵说。

永城入秋
比平均入秋时间早10天
还需二次判定

□记者 吕晓婷

本报讯 前天晚上，一段由市民
拍摄的闪电视频在永城火了。视频
里，一道长长的闪电从乌云中俯冲
而下，落在了南溪边的绿化带上，场
面惊险壮观。有网友发现，一个小
火球在一棵杨树的树顶炸开，树木
主干被闪电劈成了两段，树皮、木块
飞落在地。

很多人疑问，为什么会有火

球？为此，市气象台解释，我们所看

到的“火球”可能是球形闪电。雨水

具有导电性，树木被雨水打湿后导

电性会更好。一般雷电流都是上万

安培的，能量巨大，温度极高，树木

因为承受不住这样的高能量作用而

发生爆裂倒塌。

这一场雷阵雨着实有点吓人，
市气象台数据显示，17 日 20 时至

18 日 7 时，全市平均面雨量为 21.8

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为五峰书院

站，达到40.1毫米。雨量超过25毫

米的站点有 9 个，市区本站雨量为

22.2毫米。

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凉，市气

象局昨天说，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市

平均气温将保持在22摄氏度以下，

气象意义上的入秋则是连续五天气

温滑动平均小于22摄氏度，可以说

目前我市已入秋。但由于我市平均

入秋日为 10 月 4 日，这次提前超过

10日，需要二次判定。

未来几天，我市最低气温将降

到 20 摄氏度以下，最高气温最高

在 25 摄氏度。今天阴有阵雨，雨

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最低气温为

18 摄 氏 度 ，最 高 气 温 为 21 摄 氏

度。随着冷空气将雨带慢慢南压，

这场雨明天晚上才会开始减弱。

明天上午阴有阵雨，下午到夜里雨

渐止转阴到多云。21 日，多云到

阴，最低气温为 18 摄氏度，最高气

温为 25 摄氏度。22 日和 23 日，受

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我市还

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最低气温

在 18 摄氏度，最高气温在 24 摄氏

度。不过，这场雨只是下到 24 日，

25 日我们将又切换回到多云到晴

的天气。

这段时间处于季节转换时期，

昼夜温差也增大，大家要记得及时

添减衣物，出门也要带好雨具。遇

到强对流天气，不要待在空旷的环

境中，应躲避到有避雷设施的建筑

物里。

农房里发现蛇蛋、
银环蛇爬进卧室、马蜂
在阳台筑巢⋯⋯近期，
蛇患蜂患扰民事件在我
市频频发生。记者从市
先锋民防救援队获悉，
该救援队 4 天处理蛇患
2起，蜂害2起。

一般来说，盛夏才
是 蛇 类 活 动 频 繁 的 时
期。但为何这段时间蛇
又频频出没呢？为此，
记者采访了先锋民防救
援队。

“我家来了一条毒蛇，请求帮忙。”

12 日 22 时 15 分，市先锋民防救援队

接到恒丰路一位住户的求助。接到警

情后，救援队召集蜂害蛇患处理小组

队员火速赶往现场。

据住户介绍，当天晚上，卧室里有

东西在角落窸窣作响。为此，一家人

四下寻找，最终在窗户旁的墙角，发现

了一条蜷缩着的蛇。担心蛇有毒，住

户赶紧拨打电话求助。

到达现场后，救援队员发现蛇躲

在窗帘下面。通过观察，队员发现该

蛇体形较大，有 1 米多长，从外形判断

应该是银环蛇。这种蛇毒性极强，过

基峡、七白蛇、白节黑、金钱白花蛇、银

甲带、银包铁都是它的别名。

为防止意外，救援队员先将屋主

一家人劝离房间，再各自分工准备捕

蛇。队员们慢慢地靠近毒蛇，一名队

员拿着捕蛇工具，另一名队员则拿着

专用装蛇袋，迅速用钳子夹住毒蛇，并

装入袋子。接着，队员们又对房间进

行搜查，确认没有其他的蛇后才离

开。受到惊吓的求助人这才放下心

来，连声道谢。

无独有偶，14日上午，家住象珠镇

方山脚村的一位农户也向救援队求助

捕眼镜蛇。据农户反映，这条蛇不是

第一次看到了，它总是在屋顶乱爬，一

下子窜进屋顶缝隙就不见了。考虑面

对的可能是一条毒蛇，他也不知道该

如何处理。因为每天傍晚有不少孩子

在楼下玩耍，农户十分担心。

先锋民防救援队员到达现场后，

戴上个人防护装备进行捕蛇，捕获后

将它带至安全地带放生。

除了蛇患频发，市先锋民防救援

队队员应跃哲告诉记者，马蜂最近也

很活跃。11 日，救援队在火车站附近

的小区将“盘踞”在住户家中阳台窗户

外檐的蜂窝处理完毕。12 日，救援队

在同一个小区又成功处置了一起蜂害

事件。两个蜂窝的直径都有 40 厘米，

成群马蜂飞进飞出，吓得住户都不敢

开窗门。

“其实蛇胆子特别小，遇到人会马

上溜走。”余永贵是蜂害蛇患处理小组

的一员，对蛇和马蜂的习性有一定的

研究。他说，蛇对生存环境要求比较

高，平时不会主动接近人，一般情况下

不会乱闯民房。

为什么这段时间蛇会如此频繁

出没呢？余永贵表示，9 月 7 日是二

十四节气中的白露。这段时间蛇即

将入洞冬眠，所以要外出觅食，因此

出 现 比 较 频 繁 。 民 间 又 有 谚 语 说

“ 白 露 蛇 ，秋 分 蚊 ，恶 过 水 牛 公（公

牛）”，就是提醒人们，白露前后蛇特

别凶狠。

除了受季节影响外，余永贵认为

蛇出没频繁还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

小区绿化环境变好了，野生小动物、蛇

虫鼠蚁也增多了。另一方面是，今年

受疫情影响，蛇不可以交易买卖，蛇类

养殖场也很多关停了，一定程度导致

蛇的数量多了起来。

记者从市野保站获悉，通过实地

调查，我市常见的蛇类有菜花蛇（学名

王锦蛇）、乌梢蛇、银环蛇、眼镜蛇、蝮

蛇。其中菜花蛇和乌梢蛇为无毒蛇，

银环蛇、眼镜蛇、蝮蛇、五步蛇属有毒

蛇，毒性也比较强。

“五步蛇，平时比较少见，基本上

在深山里面，在我市数量也不多。常

见的毒蛇就是银环蛇和眼镜蛇。”市野

保站站长陈敏说。

至于马蜂，余永贵说，近几年这

类警情在我市持续增长。一方面是

因为夏秋交替季节正是蜂类繁殖的

旺季，另一方面可能和永康现在越来

越好的自然环境有关系，马蜂对空气

很敏感，空气质量越好，繁殖就越活

跃。

余永贵强调，马蜂领域性极强、攻

击性极强，但也不会主动伤人，除非人

类进入其警戒范围。从处理的警情来

看，马蜂最喜欢在小区阳台、屋檐下筑

巢。市民一定要多注意这几个地方，

如果发现有马蜂绕着飞，一定要警惕

了，这是马蜂在“侦察敌情”。

频繁出没 四天发生4起蜂害蛇患

遭遇毒蛇和蜂群 交给专业人员处理

白露后是蛇和马蜂觅食繁殖期

救援队员在抓捕闯进房间的毒蛇

□记者 吕晓婷

奋进新时代

，聚力强军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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