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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蚯蚓遭“灭绝式”电捕
价格近年涨5倍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专家担忧某些种类会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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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午能电一二十斤
可卖一二百块钱

近年来，随着地龙仪的使用，
多地掀起了电击蚯蚓的热潮。这种
随处可见的“公共资源”，成为一些
人积累财富的手段。在广西，作为
中药材的“广地龙”遭遇尤甚。

7月底，记者来到广西玉林市
陆川县。在当地农户指引下，记
者在大桥镇找到一家木匠铺，女
主人小青是电击、倒卖地龙的小
商贩。小青介绍，她已经“入行”
七八年了，每到大雨过后，都会
拿着地龙仪到很远的地方搜寻
蚯蚓踪迹，目前，小青家里有七
八斤干蚯蚓等着售卖。

“我们这边都是用电打的，现
在收的干蚯蚓120元/斤，等到八九
月份可能卖到130元/斤。”小青说，
与出门打工相比，电击蚯蚓赚钱要
多些，工作时间也随意。她花500多
元购买了地龙仪，一般情况下，仅
仅一个上午，就能捉到十几斤湿蚯
蚓，能卖100多元，有时候甚至可以
收获二十多斤，卖200多元。

玉林中药港商户陈志明向记
者展示了地龙仪的效果：将地龙
仪插到地上后，不到两分钟时
间，十多条蚯蚓从地下爬了出
来，有些小蚯蚓不停在地上翻
跳，想要远离地面。陈志明说，地
龙仪电击的范围有四五平方米，
如果土地太干，蚯蚓被电击出来
后很容易暴晒死亡。野生蚯蚓经
过多年捕捉，已经变得稀少，尤
其是电击工具“地龙仪”出现后，
数量更是急剧下降。

“地龙”随便打也没人管
因为不是保护动物

在玉林，捕捉蚯蚓已经形成
了完整的产业链。不少收购商骑
着摩托车到农村走街串巷进行
收购，然后贩卖到玉林中药港，
再经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在陆川县乌石镇，记者找到
了收购蚯蚓的陈先生，他是中药
港商户陈志明的弟弟。

陈先生说，当地地龙收购行
业一直存在，记得上世纪九十年
代，干地龙卖1元钱/公斤。地龙仪
出现后，当地蚯蚓开始大幅减
少。据陈先生介绍，近年来，干地
龙的收购价格已经从每公斤四
五十元涨到了200多元。

陈先生听说，现在广东、海

南不让电了，“但广西没有”。公
开资料显示，2020年，广东省修
改了该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
例，明文禁止使用电击、电子诱
捕装置猎捕野生动物，同时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制
造、出售规定的猎捕工具。

据了解，我国有600多种蚯
蚓，其中被收录进《中国药典》的
只有四种，即钜蚓科动物参环毛
蚓、通俗环毛蚓、威廉环毛蚓和
栉盲环毛蚓。前一种蚯蚓干燥体
习称“广地龙”，后三种干燥体习
称“沪地龙”。根据《中国药典》介
绍，地龙主要用于缓解高热神
昏，惊痫抽搐，肢体麻木，半身不
遂，肺热喘咳，高血压等症状。

在玉林市最大的地龙批发
地——— 银丰国际中药港，专业收
购地龙的商家有十多户，收购价

格普遍在200元/公斤以上。除了
当地生长的广地龙外，还有海南
运输过来的。

商户王勇告诉记者，这里的地
龙多是周边乡镇用地龙仪电击出
来的，收购回来后拿到中药港做批
发。“地龙可以随便去打，也没有人
管，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保护动物。”
王勇说，经过这几年电击，陆川县
和博白县已经捉得差不多了，现在
电击地龙要开车走到很远的地方，

“原来一天捉100多斤，现在捉20斤
就已经很不错了。”

野生蚯蚓
最终流向药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玉林中
药港收购的野生蚯蚓最终都流
向了各地的药厂。

当记者拨打相关药企的电
话，询问地龙药材的来源时，公
司办公室人员和药店人员均表
示并不清楚。而在安徽亳州一家
地龙养殖合作社，对方称同时在
收购野生蚯蚓，并表示其本身就
是一家药企。“药厂主要提取蚯
蚓里面的蚓激酶，现在蚓激酶每
公斤卖到20多万元。”据一收购
商介绍，随着现在高血压和心脑
血管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对蚓激
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他不会
收购附近农户电击的蚯蚓，因为
规格有大有小，里面可能重金属
超标。另外，捕猎野生蚯蚓与环
保要求相违背，这种涸泽而渔的
办法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据了解，蚯蚓在生态系统中
具有重要作用，大量捕杀蚯蚓不
仅容易造成单个品种灭绝，也会
使土壤失去活性，对人类生活和
其他动植物生长造成影响。

对此，多位专家学者表示，
目前法律法规对野生蚯蚓的保
护还属于滞后状态。在遇到电击
野生蚯蚓等行为时，除了一些地
方有专门的约束法条之外，往往
难以找到合适的法律依据对当
事人进行惩罚。他们建议，采取
加快立法、动态调整野生动物名
录、加大公益诉讼力度等措施，
保护野生蚯蚓。（文中人物均为
化名） 据成都商报

近段时间，全国多地出现的
电击蚯蚓现象引发关注。记者近
日在广西玉林相关县城、村镇走
访时，多人告诉记者，野生蚯蚓

（即地龙）经过多年捕捉，已经变
得稀少，尤其是电击蚯蚓的工具

“地龙仪”出现后，野生蚯蚓的数
量急剧下降。而地龙的收购价格，
从上世纪90年代每公斤1元钱，涨
到七八年前的每公斤40至50元，
再涨到现在的每公斤200多元。

不仅在广西，据媒体报道，河
南、云南、贵州、福建等其他地方
也存在电击蚯蚓的现象。专家担
心，照这样下去，某些种类的野生
蚯蚓未来几年可能面临灭绝，这
对生态的破坏或许是不可逆的。

▲陈志明正在附近菜地演示地龙仪的作用。

不到两分钟，野生蚯蚓顶着烈日爬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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