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话说：“六月蜂七月蛇，八月马
蜂惹不得。”这里指的是农历八月，即
阳历9月左右。但其实从6月到9月，
都是马蜂“侵宅”的高发期。阳台角落、
树冠下、屋檐下等能遮光避雨的位置
都是马蜂筑巢的选择。乐建仁告诉记
者，每年9月份是马蜂繁殖、迁居的季

节，此时的马蜂极具攻击性，且是毒素
最强的时候。

和马蜂的暴躁不同，蜜蜂就显得
温顺多了。曾在8月20日前往鄞州区
白云禅寺“收服”蜜蜂的养蜂人朱浩然
告诉记者，这些迁巢的蜜蜂基本都属
于中华蜂。中华蜂又称中蜂、土蜂，是

中国本土独有的蜜蜂品种，小区中出
现的中蜂蜂巢一般来自附近养蜂人养
殖的蜜蜂出逃。

朱浩然说：“中华蜂一般是春秋两
季出逃比较多，这是蜂王外出交尾的
季节，如果遇到袭击，蜂王就会带领蜂
群迁徙别处。”

夏季马蜂很狂躁 春秋蜜蜂爱出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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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清楚这个是蜜蜂窝还是马蜂窝，应该找哪里
来处理？”8月19日，家住镇海区庄市街道芳辰丽阳小区的居
民王女士打进本报热线，反映居民楼前的树上发现了一个蜂
窝，蜂群聚集在树干上已有三四天。

近日，各地发生多起蜂群扰民事件，忙坏了消防员。有
志愿者还专门成立了捉蜂队，甚至有物业请来专业养蜂人进
行“收服”。

马蜂和蜜蜂该如何区分？又该分别采取何种应对措施？

蜂群扰民
不要擅自捅蜂窝
不慎被蜇需密切观察

“马蜂的危险性不容小觑，全国
各地消防员因摘取马蜂窝受伤的事
例不在少数。”洪塘消防救援站政治
指导员陈泽斌说，在处理马蜂窝时，
他们会先划出隔离区，疏散附近人
员，并嘱咐居民关好门窗，再着全套
防蜂服或防化服，佩戴空气呼吸器
进行摘除。摘除措施主要有袋装
法、火攻法和水攻法三种，他们会根
据不同场景选择合适的方式。

陈泽斌告诉记者，今年遇到的
最大的马蜂窝，位于宁波工程学院
东校区靠近学生宿舍的树上，大概
有1米长，0.5米宽。一开始消防员
尝试了各种方式，但是树的高度太
高，担心马蜂窝掉落，马蜂乱飞造成
人员伤亡。最后只好等学生放暑假
了，消防车开到路边，远距离用消防
车水炮击落。

“市民朋友在发现蜂窝后，千万
不要擅自行动，尤其是不要在没有
防护的情况去处理，应第一时间报
警求助。”最后，消防员们还分享了
他们不慎被蜇后的处理方式。

1. 马蜂毒呈弱碱性，可用食醋
或 1%醋酸或无极膏擦洗伤处。蜜
蜂毒液为酸性，因此可用肥皂水或
氨水清洗。

2.马蜂蜇人后不会有毒刺留在
身上。如果是蜜蜂蛰的话就要把伤
口残留的毒刺可用针或镊子挑出，
但不要挤压，以免剩余的毒素进入
体内。

3. 用冰块敷在蛰咬处，可以减
轻疼痛和肿胀，如果疼痛剧烈可以
服用一些止痛药物，但不可用红药
水或碘酒搽抹，这样反而会加重肿
胀。

5. 如果有蔓延的趋势，可能有
过敏反应，可以服用一些抗过敏药
物，如苯海拉明、扑而敏等。

6. 密切观察半小时左右，如果
发现有呼吸困难、呼吸声音变粗、带
有喘息声音，要立即到最近的医院
进行救治。 记者 陶倪

【消防提醒】

“小心一点，下午马蜂比较暴躁，
一定要稳。”“再喷一点杀虫剂，不然马
蜂还会回来！”……

8月21日下午，一支3人组成的捕
蜂志愿者队伍来到北仑区明州路与珠
江路交叉口的加油站，这里有一个直
径40厘米左右的马蜂窝，队长乐建仁
身着专业防护服，手持网袋和割刀，攀

上梯子，稳准狠地一把割掉了筑在墙角
凹陷处的马蜂窝，并塞进了网袋密封。

乐建仁是北仑区的一位公交驾驶
员，因为亲戚有养蜂的经验，他学到了
不少相关知识，并自己购买了专业的
设备。2021年9月，他组建了北仑红
十字仁义捉蜂队，至今已摘除马蜂蜂
巢38个。

乐建仁告诉记者，每年八九月份，
是他们这支捉蜂队最忙的时候，当天
的行动是今年夏季以来的第5次了，
仅8月就已经处理了3起。

同天，在江北区，一上午就有两起
马蜂“扰民”的警情。据江北消防大队
出警数据，从今年4月份至今，他们一
共处理了223个蜂窝。

阻止蜂群扰民 最近他们都忙坏了1

如何分辨蜜蜂和马蜂？对此，记者
采访了中国国家地理·梦巴格创始人、
《博物》《人与自然》撰稿人、自然讲师
朱卓青。他表示，大家口中的“马蜂”，
实际上是胡蜂科这一类昆虫的总称，
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叫法。胡蜂科下分
很多亚科，包括马蜂亚科、胡蜂亚科、
蜾蠃亚科等，它们的体型较大，且较为

粗壮，色多为黑、黄、棕色相间或为单
一色；而蜜蜂体型偏短和圆，全身被黄
褐色或黑褐色绒毛，腹部近椭圆形并
有环状色带。二者从外观上来说，还是
很容易分辨的。

此外，还可以从二者的巢穴来分
辨。马蜂窝的颜色大多为灰褐色，这是
因为马蜂筑巢使用的材质是树皮的草

茎，搅碎成纸浆后一点一点来筑巢；而
蜜蜂的窝更高级一些，使用的是蜜蜡，
呈黄色，因此，从无论从颜色上，还是从
经济价值上来看，马蜂窝都略逊一筹。

朱卓青还提醒，蜜蜂和马蜂的毒
性也不能相提并论，蜜蜂的毒性相对
较弱，马蜂的毒性较强，尤其是被大型
马蜂蜇后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

蜜蜂马蜂长相不同 毒性也大相径庭3

马蜂蜜蜂分不清楚？

先别急着捅老巢！

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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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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