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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红火蚁是一种外来物种，原来产于南美洲巴拉那河

流域。红火蚁，因其具严重危害性，被公认为一百种最

具危险性入侵物种之一。红火蚁拉丁学名为 Solenopsis 

invicta Buren，意思是“无敌的”蚂蚁，被其蜇伤后会

有火灼感，由于难以防治而得名。于 2004 年传入我国大

陆，最新公布数据，红火蚁已入侵了我国广东、广西、

福建、湖南、海南、云南、四川等 12 个省、435 个县市

区，尤其是近 5 年来，新增红火蚁发生县级行政区 191

个，较 2016 年增长了一倍，在城市公园绿地、农田、林

地及其他公共地带都有发生，并且还在迅速地扩张。红

火蚁在 2005 年 1 月 27 日被我国农业部列为全国进境植物

检疫性有害生物以及国内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

1　红火蚁在海南发生状况及原因

1.1 红火蚁在海南发生状况

海南 2012 年在文昌发现红火蚁，作为外来入侵物

种，红火蚁对农业生产、生态环境、公共安全、人体健

康危害大。2012 年红火蚁入侵海南后，海南很快对它们

进行研究并防治。中国热科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相

关专家表示，因为红火蚁繁殖速度快、传播途径广泛等

特点，加之海南地处热带，气候条件更利于红火蚁的繁

殖活动，目前，红火蚁已在全省 16 个市县出没，发生范

围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截至 2021 年 7 月，全省红火蚁

发生面积是 19.05 万亩，目前发生的市县是 16 个，仅乐

东、昌江还没有发现红火蚁，目前红火蚁发生相对面积

比较大的是文昌、海口、定安、琼海、万宁。其中最早

发现红火蚁的文昌市现在全市有 11 个镇，一个农场发现

红火蚁的疫情，涉及面积达 6.8 万亩。

1.2 红火蚁在海南泛滥成灾的原因

1.2.1 适合的环境

海南地处热带，气候属于海洋性热带季风气候，年

平均温度在 22℃ -26℃之间，气温较低的一月份，大部

分地区平均温度仍在 19℃以上；最热的七月份平均温度

在 28℃ -32℃之间。气候条件更利于红火蚁的繁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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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生存能力强

红火蚁属于杂食性昆虫，食物范围极广。调查研究

表明红火蚁主要食物是土壤中的有机物、土壤及地面的

小动物，同时还能取食作物的种子、幼芽、根系、果实，

造成农作物减产。

1.2.3 繁殖能力强

在红火蚁群体中，蚁后是专门负责产卵、繁衍后代

的关键角色，有些红火蚁巢中会有数只甚至数十只蚁后，

蚁后在交配后 24 小时内产卵。它最初产卵 10-15 枚，随

后就激增到每天产卵 1500-5000 枚，导致红火蚁数量短

时间就可以大量增加。蚁后寿命 6-7 个月，一只蚁后一

生可产卵 1200 万枚，所以蚁群规模极其庞大，每巢有

5-50 万头蚁。

1.2.4 婚飞扩散

红火蚁在繁衍后代季节，繁殖蚁会进行婚飞，飞到

90-300m 的高空后雌雄蚁进行交配，交尾完成后，雌蚁

飞行远的可到 3-5km 外，寻觅新的筑巢地点。新的蚁群

成立 4 个月以后，就开始新一轮繁殖，这样加快了红火

蚁在全省的扩散速度。

1.2.5 人为传播

红火蚁通过人为活动中运输的货物和各种交通工具

进行远距离传播。如红火蚁会随带土的植物、垃圾、土

壤、堆肥、农耕机具设备、建筑材料、包装物、货柜等

物品或运输工具而远距离传播。

2　红火蚁的危害

2.1 危害人体健康

红火蚁叮咬人体后，会将大量毒液注人人体，使人

体立刻产生刺痛感。另外酸性毒液中的毒蛋白会导致人

体产生过敏反应，不仅会使叮咬位置持续疼痛，还会在

表面形成水泡、红斑、硬肿等现象，并且容易受细菌感

染引起二次伤害，造成化脓溃烂。一些体制较为特殊的

人群被红火蚁叮咬后，过敏反应明显，伴有血压下降、

呼吸困难、支气管水肿等一系列症状，如果不及时就医，

会造成休克或直接死亡。

2.2 危害动植物及破坏生态环境

红火蚁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会捕食大量小动物，包

括蚯蚓、新孵化小鸟、小型哺乳动物以及啮齿动物等。

长此以往容易导致捕食区域的生物数量和种类大幅度降

低，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另外，红火蚁还会对植物造成不

良影响，通过取食植物根系、果实、种子等，导致作物减

产，严重甚至抑制作物健康生长。发生较严重的文昌市的

一些地区的农田，目前甚至出现了农民弃耕的现象。

2.3 危害基础设施

红火蚁入侵到户外或居家的电气设备时，会对基础

设施造成严重损害。例如：红火蚁进入计算机、供电仪

表、空调等系统后，不仅会携带大量泥土，还会啃食系

统中电线绝缘部分，容易造成电线短路或设施故障等问

题，甚至会引发小型火灾事故。

3　红火蚁的识别

3.1 体形特征识别

红火蚁长度约 3-6 毫米，比蚂蚁大。工蚁长度为

2.5-4.0mm。头、胸、触角等前部及各足为棕红色，触

角共 10 节，棒状 2 节。前胸背板前端隆起，胸和腹的连

接地方有 2 个结节，第 1 结节为扁锥状，第 2 结节为圆锥

状。腹部颜色为棕褐色，腹部形状为卵圆形，腹的末端

有螯刺伸出，这是红火蚁最危险的部分，因为螯针内有

毒液。兵蚁长度为 6-7mm，比工蚁长，与工蚁的形态相

似，身体为桔红色，腹部背板颜色略深，上颚发达，上

唇内缘中有中齿突，体表呈现光泽，体毛较为短小，腹

末的螯刺不外露。

3.2 蚁巢特征识别

红火蚁活动的主要场所是蚁巢。除了出巢觅食、婚

飞搬巢，蚁群内的所有成员的日常生命活动儿乎都在巢

穴中进行，如生殖产卵、幼虫哺育、化蛹、羽化、粮食

贮存等，是蚁群活动最为集中的场所。成熟蚁巢的高度

可达 10-30cm，直径可达 30-50cm。蚁巢外形有点呈圆

丘形，有的呈沙滩状；蚁巢内部呈蜂窝状，不松散；在

蚁巢形成初期，其外部形态与其他本土蚂蚁相似；新蚁

巢在 4 个月后，蚁丘才会有明显的突出状，并且巢体表

面没有出现开口。只有到了繁殖蚁婚飞时，蚁巢上才会

出现一些小孔，作用是供有翅蚁爬出。

4　红火蚁的综合防治

针对海南地区红火蚁发生的现状，基本上是采取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防治方针，对外加强海运的

检疫工作，对内加强岛内的防控。当前所采用的手段主

要是植物检疫、联防联控、加强监测、化学防治、物理

防治、生物防治等几个方面。

4.1 植物检疫

对于来自红火蚁疫区的农林作物产品及可能传播材

料，要加强检验检疫，避免产生新的红火蚁疫区。2017

年 11 月开始，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海南省林业厅，在

秀英港、南港、新海港成立植物检疫检查点，24 小时对

进入海南的农业、林业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进行检查

检疫、现场消杀，防止外来入侵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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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联防联控

牢抓四方面工作：高位推动，建立红火蚁联防联控

的长效机制；精心部署，组织开展红火蚁阻截防控攻坚

行动；上下联动，着力提高红火蚁的防控水平。抓住春

秋两季红火蚁活跃期，强化各级部门的联防联控，组织

广大群众开展集中防控行动，争取在 3-5 年内有效遏制

红火蚁扩散蔓延，降低红火蚁发生区的种群密度。

4.3 加强监测

同时市县的农业主管部门要联合各个乡镇农业服务

中心，乡镇各个村委会，启动协调工作机制，配合对红

火蚁的发生发展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测及防治。不是

等到群众被红火蚁袭击咬伤后上报政府才进行防治，要

防患未然。例如万宁市农技中心已成立红火蚁防控领导

小组并建立“市、镇、村”三级防控机制开展防控工

作，组织技术力量分赴疫情相对严重乡镇加强监测及进

行防控。

4.4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是消灭红火蚁最有效的方法，常用的有毒

饵诱杀、药剂浇灌、颗粒剂灭杀、粉剂灭杀。对于蚁丘

处理方法有毒饵法、粉剂灭巢法、二阶段处理法。毒饵

法，一是点施毒饵（单个蚁巢处理）：在蚁丘周围 0.3-

1.0m 范围内撒施，然后在蚁丘上撒施，此法适用于零

星出现蚁丘的区域，通常每巢施用 0.1% 茚虫威饵剂 10-

15g。二是撒施：在蚁丘普遍出现的区域应均匀撒施诱饵，

按每亩 500-1000g 均匀撒施在相应区域，根据防治效果，

2-3 周补施 1 次；粉剂灭巢法是通过干扰或破坏蚁巢，使

工蚁涌出，如何将 0.1% 高效氯氰菊酯粉剂撒施于工蚁

上，通常每巢施用 0.1% 高效氯氰菊酯粉剂 15-25g；二阶

段处理法是先在红火蚁发生区域播撒毒饵剂，10-14 天后

再以触杀性杀虫剂（粉剂）或其他方法处理单个蚁巢。

4.5 物理防治

此方法适用于特殊地区，如水源地和居民区。使用

的物理防治方法有沸水处理、挖巢水淹、机械破坏和液

氮处理等。

4.6 生物防治

在化学防治方法对入侵红火蚁仍难根治的情况下可

采用生物控制因子，将其种族数量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

水平，弱化其竞争优势，恢复本土物种的竞争优势，以

此达到对红火蚁的控制。对入侵红火蚁制约的生物因子

众多，天敌昆虫主要有寄生蚤蝇、蚁小蜂、弱茧蜂，捻

翅目昆虫以及其它蚂蚁等。另外，蜻蜓、鸟类、蜥蜴、

蜘蛛、蟾赊等对红火蚁都会造成威胁。引进天敌之前需

对引进的目标天敌进行风险评估，避免出现天敌灾害。

提倡的方法是对本地天敌资源进行调査，开发和利用本

地天敌防治红火蚁。

5　结束语

红火蚁具有可控、可治、可防性特点，这需要海南

各个市县的相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针对性采取防范措

施，及时控制红火蚁蔓延。本文结合红火蚁入侵海南后

的发展及危害展开分析，深入研究了其对动植物、基础

设施以及人体造成的不良影响，并提出做好联防联控机

制、封锁检疫处理工作、有效的综合防治，为海南能够

早日消灭红火蚁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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