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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引发洞庭湖鼠患，
这种生态改变带来自然灾害

的例子并不少见，由于最近
的气候异常，在我们身边就
经常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生态
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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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市民反映，最近家

里厨房、书桌上常常爬着一
种黑色小怪虫，南京一个绿
化出众的小区更是明显。李
先生家住二楼，他告诉记者，
这两天经常能在家里的角落
中发现这种黑色小虫子，不

到一个厘米长，也不怎么咬
人，虫壳有点硬。

江苏省生态学会的王长
军研究员听了记者的转述
后，由于没有亲眼看见，一时
还难以判断。他认为，这种小
虫子是由于近期天气反常，
异常闷湿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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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了，这两天蚊子

少多了！”不少市民发现，蚊
子不像前段时间那样密集
了。专家却提醒说，这其实是
个假象，是连续的暴雨驱走
了蚊子。只要出梅，这些躲起
来的蚊虫将重新出山。

从监测的情况来看，今

年的蚊子密度比去年上升了

好几倍。这和气候变暖有很
大关系，暖冬导致蚊虫的繁

殖基数增高。另外，环境的变
化，还让一些农村生长的蚊
种，转移到了城市。比如，江
苏省内监测发现，三带喙库
蚊和白纹伊蚊是主要生长在
农村的蚊子，今年五月，城区
内的三带喙库蚊的监测密度

为5个点，而去年同期密度
为 0，白纹伊蚊在城区内的
密度也比去年同期明显上
升，这和城市不断向郊区扩
张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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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市民诧异的是，近些

天来，小蜘蛛的数量也猛增，

一些新小区也不能避免。毛
女士住在中山东路，房子刚
刚装修不到一年，她说，自己

家厨房的阴暗处，居然结了
一张网，上面有个米粒大小
的蜘蛛正在乱爬。专家说，蜘
蛛是蚊子的天敌，今年蚊子
是往年的3倍，这让与蚊子
同处一条生态链的蜘蛛有了
快速繁殖的条件。

不仅是蜘蛛，蚂蚁似乎也
比往年多了不少。专家说，蚂
蚁喜欢干燥，连日的暴雨让它
们抱头鼠窜，所以市民家往往
就成了它们的临时避难所。

ABCD !EFGH

IJ5

夏季里，惹人厌的还有

洋辣子。胳膊一旦沾上它的
毛毛，就有一个大肿包。专

家说，前段时间干燥少雨，
再加上气候变暖，这非常有
利于洋辣子的繁殖。江苏省
生态学会的王长军研究员
告诉记者，今年洋辣子确实
挺多，估计是常年 2~3倍都
不止，但前几天连续的暴雨

将洋辣子冲到地面上了，死
了不少。

家住孝陵卫的李先生，
发现从自家门口树上居然落
下了15条洋辣子。在李先生
家门口，王长军发现今年第
一代洋辣子对树木损害不

小，这棵梧桐树叶子有的呈
网状，有的已呈锯齿状，大约
30%的叶子都被“咬伤”了。
王长军告诉记者，洋辣子学
名叫刺蛾，在南京非常普遍，
几乎所有的树叶都会吃。今
年由于春旱，第一代洋辣子

大约在 6月中下旬就出现
了。经过长年观察，南京地区
的洋辣子喜新厌旧，喜欢啃
嫩树叶。同时，南京洋辣子还
有 “恐高症”，10米以上的
树木往往很少能看到它们的
踪影。

“若不是暴雨，今年洋
辣子要成灾的！”王长军说，
当前正值第二代洋辣子出
生，幸好来了几场暴雨，大量
的虫子在暴雨中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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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的老鼠增多，并不

是老鼠的繁殖力增强了，而是
由于洪水引起的，大量老鼠纷
纷逃离栖息地，越过湖边的堤
坝，侵入农田、村庄，生态的变
化带来了鼠患。”江苏省疾控中
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制科的专
家张爱军说，“在江苏，只要不

出现大面积的水患，就不太可
能发生这样的鼠患。”

张爱军介绍，南京、无锡、
徐州三市是江苏的三个国家监
测点，在这些地方监测到的老
鼠平均密度逐年下降，2004年
为 1.68%，2005年为 1.16%，

2006年为0.79%。从今年的监
测情况来看，江苏目前的老鼠
密度并没有异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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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媒

介生物科郑一平主管医师说，
外地田鼠成灾，而南京还没有

这种老鼠，市民不必担心。而且
老鼠不同于蚊子，当前还未发
现农村的老鼠流窜到城市的现
象。南京目前设立了三个点，日
夜监测老鼠的密度，从近些日
子来看，前不久的暴雨并没有

带来老鼠增多的现象。
据介绍，南京地区常见的

老鼠有5种，分别为褐家鼠（沟
鼠）、黄胸鼠（屋顶鼠）、小家鼠
（米鼠）、黑线姬鼠、��，其中
优势鼠种为褐家鼠，约占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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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字楼里上班，怎么

经常发现有老鼠啊？”陈小姐很
是不解。不少市民也感到现在
的老鼠越来越多。

专家说，随着南京高楼越来
越多，老鼠也学会爬楼拓展地盘
了，比如南京最多的褐家鼠，在
一些居民楼中也发现过不少，这

些老鼠是通过家中的下水道和
马桶，从楼下潜入楼上的。新建
小区里日益增多的太阳能水管，
也给老鼠们住进楼房提供了有
利条件。有的家庭在装空调时墙
孔开得较大，也为老鼠留下了入
侵通道。如果家有柜式空调，空

调底部的隐蔽空间，很多老鼠都
选择这个地方娶亲生子。另外，
随着城区的改造和建筑工地的
增多，老鼠失去了原先的栖息
地，它们只好纷纷出洞寻找新
家，这也就给市民造成了老鼠增
多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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