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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民间“捕蛇高手”叫杨杰，今年
24岁，是来自陕西安康的小伙。

2017年8月，他进入剑桥社区物
业工作。他压根儿没想到，打那以后，
捕蛇竟然成了他的分内事。

“131号旁边有一条蛇！”5月10
日14：30，华泰剑桥二期业主群，有居
民上传了一张照片，一条蛇在小区主
干道上慢悠悠地爬，这一幕把胆小的
居民吓得不轻。

见状，担任物业保安队长的杨杰
顺手拿起火钳冲了出去，他赶到事发地
点，这条蛇还在原地溜达。杨杰定睛一
看，心里有底了，估摸着这是一条无毒
的乌梢蛇。

他用火钳控制住蛇的七寸，将蛇挑
起来装进袋子，交由110处理，围观居民
一片叫好。细细打量，这条蛇个头不小，
有近2米长，最粗的部位有手腕大小。

5月 1日，还有居民晒出一段视
频，有一条成年蛇在爬树，等杨杰闻讯
赶去，蛇已经不见踪影。

说起来，这不是杨杰第一次抓蛇
了。

去年夏天，他碰到最大的一条蛇，
足有两三米长。当时手头没有工具，
他随手用树枝就把蛇制服了。当时，
这条菜花蛇在主干道上晒太阳，女业
主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差点就踩到
了，回头一看，腿都吓软了。

每年这个时候，小区频频“蛇出没”

鄞州剑桥社区有个“捕蛇高手”
两年拿下10余条，最大的有两三米长

天气一热，家住鄞州区中
河街道华泰剑桥小区的毛女
士又开始慌兮兮的，她担心小
区“蛇出没”。这种担心并非空
穴来风，就在5月10日，有居民
看到长约2米的蛇在小区主干
道晒太阳，把大家吓得不轻。

幸好小区物业保安杨杰上
演了一场抓蛇的好戏。两年
多时间，他已经抓了10余条
蛇，成了远近闻名的“捕蛇
高手”。

为什么小区频频“蛇出没”？记者特
别请教了宁波雅戈尔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有野生动物出现，这说明小区的
生态环境很好。”工作人员说，随着气
温逐渐升高，又是一年当中蛇类捕食、
繁殖和生长的旺季，小区有蛇频频现
身并不意外。特别是闷热、雨水较多
的夏季，蛇就更加活跃了。

专家说，蛇大都在夜里出没，一般
不会主动攻击人类。靠近水源的蛇主
要是以鱼和蛙类为食，没有毒性。如
果碰上蛇出现在小区的主干道上，可
能是蛇出来晒太阳，这其实是它在自
我“充电”。因为蛇是变温类动物，水
泥路是它们吸收热量的最佳场所，一
般不会逗留太久，市民不必太过惊慌。

这个季节，如何有效防蛇？他建
议，市民尽量不要穿着短裤、拖鞋进入

原生植被中，尤其是竹林和靠水的地
方。在蛇可能出没的地方可以适当撒
一些硫磺或者喷驱虫药，或者放置超
声波驱蛇器，可以用来驱蛇。

一般来说，有毒的蛇以三角头居
多，而且颜色较为鲜艳，但三角形的头
部不是判断毒蛇的唯一标准。蛇有没
有毒主要是看嘴里有没有毒腺，它们是
通过尖牙把毒腺里的毒素释放出来的。

他说，如果市民不小心被蛇咬了，
首先要确定蛇有无毒性，可以从咬痕
做判断。比如，有明显的较大的咬痕，
多是毒蛇，而咬痕比较一致，一般没有
毒性。被无毒蛇咬伤，要用酒精对伤
口进行消毒；如果是有毒性的蛇，需要
用弹性绷带绑住咬伤处上一个关节的
上方，再立即送往医院救治。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叶子纯

有蛇出没，说明小区生态好

在剑桥社区物业工作两年多，杨杰
累计抓了10余条蛇。这其中，大多是无
毒的菜花蛇，仅有一次碰到毒蛇。

慢慢地，杨杰抓蛇的事越传越广，
周边小区碰上这类事，都会第一时间
向他求助。

去年9月份，华泰剑桥（三期）有
物业工作人员反映，工作人员在检修
时，发现窨井里有一条蛇，他们不敢轻
举妄动。

杨杰到现场一看，这条蛇是典型
的三角头，而且颜色鲜艳，黑中带黄，
他判断可能是一条毒蛇，同样用工具
将其制服。

很多人对蛇避之未恐不及，为什

么杨杰捕蛇这么有经验？
说起这个，他笑了。“在我们老家，

山林多，我小时候就会抓蛇了，形形色
色的蛇都见过。”他说，每年5月—10
月份，是蛇出没的活跃期。特别是在
闷热的午后或雨后放晴，这些蛇的活
动频率会更高一些。

一般来说，蛇以老鼠、蚯蚓、小昆
虫等为主食，如果这里刚好有它们需
要的食物，蛇出现的几率就会高一
些。杨杰说，在小区活动的蛇基本是
无毒的，如果居民碰到了，只要远离即
可，它们一般不会主动攻击。“每年这
个季节，我们都会将雄黄粉洒在河边，
用来驱蛇。”

闷热的午后或雨后放晴更易出现

◀杨杰麻溜地制服了一条大蛇。
通讯员 陈涛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