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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主打

今今年年““蜂蜂””狂狂 仨仨月月摘摘2255个个蜂蜂窝窝

马蜂

今年最早的“蜂警”出现在
7月16日上午。当天上午8时
许，乳山银滩度假区大庆二区
居民报警，称居民楼前有马蜂
成群出现，妨碍居民出行，但不
知蜂窝在哪里，已有好几位老
人被蜇伤。

银滩消防队员到场，发现
蜂巢建在居民楼门前的松树冠
中，这棵高大的松树位处小区
中心路，每当有人经过，立即有
成群马蜂跟随盘旋，楼里住的
多是老年人，已有几人被蜇伤。

摘除蜂窝须有专业防护头
盔、衣服，也讲究“技巧”和程
序。需要一全副武装的消防队

员压低蜂巢所在枝条，且动作
必须轻慢，另一着防化服的“主
攻”队员持网袋站好，枝条被按
压到合适高度时，要迅速出手
把蜂巢压入网袋，尽量不形成

“散蜂”。
此后，“蜂警”不断。8月17

日8时35分，荣成人和镇杜家
庄村一村民家发现蜂窝，石岛
消防出动1部抢险救援车、8名
队员赶去灭蜂。8月29日18时
14分，荣成俚岛镇金角口马道
液化气站内，一员工被马蜂蜇
伤，现场数百只马蜂盘旋，东城
区消防中队赶到现场摘除一蜂
窝。9月23日11时02分，荣成第

二机关幼儿园内发现一蜂窝，
幼儿园正常生活秩序被打断。
10月12日8时许，荣成斥山街
道办事处沟姜家一民房中发现
一蜂窝，村民报警。14日中午，
文登市葛家镇北石山头村，一
居民在家门前的杂木堆中发现
一高达60厘米的大蜂窝，两名
消防队员穿防化服，戴头盔，用
一个大编织袋从下往上迅速套
住蜂窝，然后扎紧袋口，少数散
蜂“反攻”，另一名消防队员喷
射杀虫剂，才稳住阵脚。

不算群众动手自行解决
的，7月以来，仅消防就摘除25
个蜂窝，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蜂警”同比多一倍

今年7月以来，小小的马蜂似乎有点太疯狂，全市消防因马蜂就出警25次，摘掉了大
小25个马蜂窝，最大的马蜂窝高达60厘米，出现在文登，市区也发生过多起马蜂蜇晕人
的临床病例。

按照生物学规律，秋季是马蜂造窝筑巢的“法定季节”，也是马蜂防卫本能最强的时
节，相应的，也是对居民最具威胁性的。

本报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来大明

马蜂蜇晕一爬山者

9月底，市民时先生带着妻
子、岳母去张村爬山，下山途中
遭遇一群马蜂。时先生一行小
心通过，但他突然感觉后背被
树枝捅了一下，痛感瞬间传来，
他才发现是被马蜂蜇了。时先
生的举动“惊扰”了马蜂，它们
开始主动攻击，时先生的岳母
头部被蜇伤，当场晕倒，所幸被
及时送医，才未发生危险。

最近，市立医院皮肤科也
接治了两个被马蜂蜇伤的病
号，这两人上山干活时被马蜂
蜇伤。皮肤科主任王业明介绍，
他们大都是轻微伤，一般处理
完伤口，涂抹药膏即可。王业明
介绍，马蜂体大身长毒性大，被
蜇的伤口会立刻红肿，被蜇处
有一瘀点，像被针扎了一样。被
蜇伤的人轻则身体局部红肿，

重则昏迷、呕吐。
王业明提醒，如果不小心

被马蜂蜇伤，首先要用镊子拔
出毒刺，用清水冲洗。马蜂毒素
呈碱性，冲洗伤口后，最好再用
醋等酸性液体擦拭伤口，必要
时可以擦一点激素药膏。如果
出现伤口红肿、头晕、胸闷等症
状，应及时就诊，切不可耽误，
因为严重者可能死亡。

远离马蜂 勿擅自摘除蜂窝

多次出“蜂警”，石岛消防中队队
员闫鹏介绍，7月以来，天气变热，马
蜂开始活跃，居民报警次数增多。从出
警现场来看，马蜂生存能力强，窝巢主
要构筑在平房屋
檐、楼顶出厦以及
树上。为避免马蜂
袭击，首先不要主
动刺激马蜂，一旦
发现有马蜂活动，
应主动远离。若被
马蜂追击，要保持
冷静，不要奔跑，也
不要扑打，应立即
蹲伏不动，尽快用
衣物包裹裸露在外
的皮肤，待马蜂离
去后再缓慢离开，
否则会引来更多马
蜂攻击。

哪些人易招“蜂攻”？主动攻击或
过失威胁马蜂的人；使用的化妆品中
有与马蜂信息素近似的成分，比如香
味；饮酒者；穿红或黄色衣者。

▲摘除蜂窝须全副武装。

▲文登一居民门楼上的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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