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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现场>>

蛇闯入村民小院
15日下午2点多，记者又一次

来到福山区回里镇西道平村，走
访了村里比较容易出现蛇的草
堆、角落，但一个小时过去了，仍
没有发现有毒蛇的踪影。

正在记者进行采访时，听到
村民称刚刚有一条蛇进了住户
家，被打死了。随后在垃圾箱附
近，记者看到了这条蛇，长约半
米，土黄色，背部有黑色斑点。

“这条蛇跑到我家院子里
了，被我发现后用铁铲打死了。”
一名六旬老人说，这蛇没有毒，
不是所说的“蹦虫”。

老人说，他见过“蹦虫”，是
黑灰色的，尾巴是圆形，又粗又
短，与他打死的这条蛇不一样。
老人的说法得到了村民的证实，
村民说，这确实不是伤人的毒
蛇。

恐慌持续>>

治蛇伤要花三四千元
村子里的信息相对闭塞，没有

人想到要报警，当得知可以通过报
警让警方介入时，一名村民笑着
说，“怎么可能，警察是抓贼的，又
不是逮蛇的。”提起毒蛇，村民们仍
然感到害怕，每次出门都小心防
范。

据介绍，“蹦虫”有剧毒，多生

活在回里镇旺远村附近的山体上，
活动范围集中在半山腰到山前一
带，与村民们的活动范围重叠。

“妇女担心被毒蛇咬都不敢上
山，偶尔有胆大的也穿着厚衣服、厚
裤子、水靴上山喷药。前几天那个被
咬的人，家里花了三四千块呢，大家
挣钱都不容易。”在道平村的一家商

店里，几位妇女说道。
现在玉米、花生都是除草的时

候，但田里很少看到人影。一位坐
在村头乘凉的老人说，村里的男人
上山都穿水靴，花生地里的草都长
得像花生一样高了，他们偶尔去拔
草，也只是把高于花生的几根草拔
掉，大家都不敢贴着地皮拔草。

14日，本报记者曾与中华蛇方
协会主任委员蔡淳志一起前往道平
村，他带着黑眉蝮蛇的标本让村民
辨认。不过，村民有的说是这种蛇，
有的予以否认。

难道当地还有别的毒蛇种类？
15日中午，记者联系上了烟台楚天
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唐
作安给了另外一种答案。“在烟台的
蓬莱、长岛、龙口、栖霞、福山等地，
还生存着一种毒蛇叫做庙岛蝮蛇，
也是近年来才发现。”

“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毒蛇
增多，可能很大原因是当地生态环
境的改善，比如使用农药次数的降
低改善了整个食物链。下游的食物
链丰富了，蛇的数量就会增多。”

格专家解释

毒蛇增多

可能是环境变好

“医院每次会储备抗毒血清50

支。”毓璜顶医院急诊ICU副主任于
卫说，现在库里剩了20多支。

于卫说，每年4-11月，是毒蛇出
洞咬伤人的高发期，有时医院一天
就接收六七名被咬伤的病人。

毓璜顶医院药品采购中心赵主
任称，蛇毒血清保存条件很严格，温
度要保持在2-8℃，平常用量少，保
质时间短，长期存放会影响其使用
寿命，因此医院存量不会很多。

“库存量能满足应用，如果出现
多位村民同一天被咬伤的情况，可以
从周边医药公司临时调。”于卫说。

毓璜顶医院：

抗毒血清还剩20多支

“进屋就关门，临睡前要看
看家里有没有毒蛇。”西道平村
的一名妇女告诉记者，有时候
睡觉都会做有关蛇的噩梦，毒
蛇一天不除，村民的日子就难

得过安稳。
走访中，有一位村民认出

了记者。他说：“现在大家都很
担心毒蛇，希望有关部门能早
日除掉毒蛇。”该村民说，他现

在就连洗澡的时候，都拿着棍
子以防万一。

“你都来了三次了，还不能帮
我们解决吗？”一位小卖店的妇女
也希望毒蛇能早日被清理。

村民犯愁>>

睡觉前先看是否有蛇

本报连日来
刊登了有关福山
区回里镇旺远村
附近有毒蛇出没，
连续多名村民被
毒蛇咬伤的消息，
引发了不少市民
关注。15日，记者
再次来到闹“蛇慌
"的道平村，发现
村民们的恐慌还
在继续。

蛇进院落被当场打死
经辨认并不是伤人毒蛇，但当地“蛇慌”还在继续
本报记者 宋佳 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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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的蛇被扔到了路边。 本报
记者 张琪 摄


	J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