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灭蟑知识课堂”走进台西一路社区

疾控专家详解灭蟑螂误区
文/本报记者 孟艳 刘玉彩 崇真 片/本报记者 张晓鹏

11日下午两点半，王毅大夫一出现在

课堂上，就引来大片掌声。

不少居民表示，早就想让专家给大家

讲讲了，蟑螂总是灭不完，来了暖气后，

大家伙又要为灭蟑螂发愁了。一位居民表

示，晚上回家一开灯，就看到小东西速度

极快地跑了，非常吓人。还有的居民表

示，住了四五年的房子没有蟑螂，忽然一

夜之间就有了，而且数量特别多，也搞不
清楚是怎么回事。

王大夫表示，其实住了四五年的房子，

并不是没有蟑螂，只是因为蟑螂非常小心敏

感，它只在夜间行动，开始数量少，市民没有

觉察。后来太多了，蟑螂窝里待不住了，都跑

到了外面，才被市民发现。一旦市民回家能

发现蟑螂在地上跑，就证明蟑螂的数量已经

非常多。

蟑螂可能是从邻居家跑来的，也可能

是市民从火车上、飞机上带回来的。王大
夫说，由于蟑螂繁殖能力强，市民灭蟑知

识缺失，方法不对，都是导致蟑螂灭不净

的原因。

蟑螂一夜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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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本报《岛城

“小强”大起底》的报道得

到不少读者关注，纷纷向

本报咨询自己在生活中的

灭蟑误区。

■11日，本报联合市

南区八大峡街道办事处共

同邀请青岛市市南区疾控

中心王毅大夫为台西一路

社区居民送上一堂精彩的

“灭蟑知识”讲座。

■疾控专家说，由于

蟑螂繁殖能力强，市民灭

蟑方法不对，都是导致蟑

螂灭不净的原因。她从居

民自身卫生、灭蟑习惯，比

如药物、方法等多个方面

进行了讲解。

家住台西一路的张女士，

看到王大夫带去的宣传单页
上有蟑螂卵鞘，立即表示，这
个卵鞘自己小时候曾经找到
一个。而旁边的孙女士则立即
表示，这个红色的东西，不是
卵鞘是蟑螂的粪便。

王毅大夫表示，这个红色
的小壳一样的东西就是蟑螂
卵，里面最多能有十万只幼
虫。张女士表示，小时候捡起
了一个，当时以为是个小红
豆，就拿着玩，可是过了一会
儿就发现这个“小红豆”在动，

张女士正奇怪的时候，就发现
“小红豆”自动裂开了，然后从
里面爬出一只只很小的虫子，

“小虫子都没有芝麻大，当时
年纪小，就是觉得好玩，出来
一只，自己用手捻死一只。”张
女士说。但是感觉怎么也捻不
完，“小红豆”里面不停地往外
出虫，害怕得她赶忙叫来了妈
妈。“当时妈妈一看也吓了一
跳，用纸包住，用火柴点着后
烧了。”张女士说，后来长大了
才知道原来这就是蟑螂卵。

王大夫表示，不少市民杀
死蟑螂后，没有及时处理蟑螂
卵，也是造成蟑螂灭不死的原
因之一。因此，市民见到有这
种小红壳一样的东西，一定要
及时清理。

本报记者 孟艳

格现场花絮

误把蟑螂卵

当成红豆

格解惑答疑

蟑螂粪迹

怎么处理？

王大夫表示，首先是居民自身卫生方

面，一定要勤打扫卫生，常晒被褥、衣物，开

窗通风，“蟑螂是敏感谨慎的小动物，它只进

懒汉的家门。”王大夫幽默的话语引得一片

笑声。

她表示，在生活中，一些老楼长年累月，

堆放的杂物太多，市民也不太清理，而且有

些老人习惯把家里的“破烂”都留着，不舍得

扔，更有甚者，还不停从外面倒腾一些东西

回家，都是觉得比较有用的。

“但是堆放东西太多，就给蟑螂安了

家。”王大夫说，居民要先把家里不常打扫的

地方打扫一遍，有些摆设物品经常变换一下

位置。“有些冰箱后面、电视机柜后面，由于

常年不打扫，都容易让蟑螂藏身。”王大夫

说。

蟑螂偏爱懒汉家门

再就是居民灭蟑习惯，王大夫拿了一
种灭蟑胶饵给市民在现场演示，如何杀虫

灭虫？听到王大夫说这种药要卖20元钱一

盒，都纷纷喊贵。“居民习惯去商场买雷达

等喷雾剂，还有居民在家门口买一两元的

药粉，但是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式。”

王大夫说，喷雾容易让蟑螂扩散，得不偿

失，而药粉对母蟑螂的卵鞘不起作用，“每

只母蟑螂卵鞘有近万只幼虫，不到几周的

时间，蟑螂就会又泛滥了。”

王大夫说，如果想要彻底灭蟑，就不要

嫌贵，100平方米的房子50元左右就可以完

全消灭。灭蟑螂需要大家行动统一，比如由

楼长负责，一栋楼集体灭蟑，这样效果会更

好。

灭蟑胶饵是疾控中心经过多次试验

的，因为蟑螂生活了几亿年，有很好的耐药

性，所以市民会觉得一种药开始管用，后来

不管用了。“实验室平时都会用蟑螂做实

验，一旦发现某种药对蟑螂失效，就会立即

试验别的药品。”王大夫说。

集体灭蟑效果更好

在讲课过程中，王大夫把携带的蟑螂

标本给市民传看，教市民如何分辨雌雄，还

有蟑螂卵。

“有些居民吃了隔夜菜拉肚子，以为是

菜变质了，其实可能被蟑螂爬过。”王大夫
说，居民家里有蟑螂的，菜一定要放在冰箱

里，不要用个盖子或者纱布盖住就了事，因
为蟑螂身体很薄，无孔不入，它会从盖子、

纱布底下钻过去，爬过菜以后，由于没有痕

迹，市民无法分辨。“但是蟑螂怕冷，4℃以
下基本不活动，放在冰箱里还是比较安全

的。”王大夫说。

讲座结束时，应不少居民要求，记者留

下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制科电话
85652248，市民家里有蟑螂烦恼，都可以拨

打电话咨询，专家会根据居民家中蟑螂数

量、品种，用适合的药物来科学灭蟑。

隔夜饭最好放冰箱

在现场有市民提出疑问，

杀死蟑螂后，也会看到黑色
的斑斑点点，是不是蟑螂的
粪便？听人说，蟑螂粪便可以
引来蟑螂，如何处理呢？

王毅大夫表示，蟑螂喜欢
群居生活，随吃随拉的原因也
是在散发自己的气味，就像狗
一样，走一段路就会撒泡尿，

用自己的尿味告诉其它狗自
己的一些信息。

有装修的市民，掀开墙角
的缝里，看到蟑螂粪便形成的
棕褐色粪迹斑点，粪迹越多，

表示蟑螂聚集也越多。而且蟑
螂粪便中有一种蛋白是引起
过敏性鼻炎及哮喘的重要物
质，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空调环
境里的老人和儿童，更容易遭
受危害。如果有过敏史的人必
须把室内的卫生搞好，彻底清
除蟑螂的壳皮、碎尸、粪便、卵
夹等。

如果蟑螂粪迹沾染在可
以扔掉的东西上，尽量扔掉，

不能扔掉的用以下方式清理。

用洗洁净或者84消毒液进行
清扫，先用带有洗洁精的湿布
进行擦拭，再用消毒液消毒。

“除掉粪迹后，空气中往往还
有蟑螂的气味，也容易让人过
敏。”王大夫教市民一种常用
杀菌的方法，在家里把醋加
热，让醋分子的气味挥发到空
气中，杀死空气中的有毒细
菌，也会把蟑螂气味去掉。“首
先要把蟑螂成功消灭，才能做
这些后续工作。”王大夫说。

本报记者 孟艳

蟑螂可能是从邻居家跑
来的，也可能是市民从火车
上、飞机上带回来的。

“有些冰箱后面、电视机柜
后面，由于常年不打扫，都容易
让蟑螂藏身。”王大夫说。

灭蟑螂需要大家行动统

一，比如由楼长负责，一栋楼集
体灭蟑，这样效果会更好。

蟑螂会从盖子、纱布底下
钻过去，爬过菜以后，由于没
有痕迹，市民无法分辨。

疾控专家向社区居民讲解蟑螂药的使用方法。

居民在观看蟑螂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