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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热线·互动

阅读提示

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外来入侵物种，可拨打12345市民热线
反映问题，相关负责部门会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处理。

□ 记者 俞文斌

秋季是外来入侵物种——“加拿大一枝黄花”

开花、成熟的季节。近段时间，许多市民向晚报反

映，在我市各地发现了“加拿大一枝黄花”，希望帮

忙联系有关部门及时进行处理。

记者从莲都区农业农村局植保与动物检疫中

心了解到，近段时间正是“加拿大一枝黄花”防控的

关键时期，农业部门对各地农田生态领域和渔业水

域进行相关清理，减少其存活数量。

颜色艳丽的黄花
竟是外来入侵物种

“请问这个是不是‘加拿大一枝黄花’？”日前，

市民麻秀芬女士向晚报记者发来照片，称莲都区下

圳村的防洪堤两侧，发现了疑似“加拿大一枝黄花”

的物种。

上周末，麻女士和女儿一起回下圳村。她们在

村边防洪堤上散步时，注意到两侧开了许多黄花，

颜色非常艳丽。处于好奇，麻女士的女儿用手机拍

照识别，在网上搜索黄花的名称显示是“加拿大一

枝黄花”。

“之前看到晚报有报道过，‘加拿大一枝黄花’

是外来入侵物种，对周边生态的危害很大。”麻女士

请记者找专家确认一下黄花的真实身份。“如果真

是外来入侵物种，请有关部门尽快清理，避免蔓

延。”

记者立即联系上莲都区农业农村局植保与动

物检疫中心主任季俊。季俊通过照片确认，麻女士

发现的植物确实是外来入侵物种“加拿大一枝黄

花”。

“‘加拿大一枝黄花’每年九、十月开花，十二月

种子成熟。现在是最为鲜艳和明显的时节，也是防

控的最关键时期。”季俊说，这段时间农业部门正对

市民发现的“加拿大一枝黄花”进行清理。麻女士

反映的莲都区下圳村防洪堤两侧的“加拿大一枝黄

花”，已经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确认并进行了清理。

除了莲都外，这段时间我市多地都有发现“加

拿大一枝黄花”的身影。青田县农业农村局土肥植

保站工作人员饶汉宗介绍，今年青田县已在方山、

仁庄、高湖等多地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当地已

经组织工作人员清理。

也有网友通过晚报微信向记者反映，在丽水经

开区、缙云、云和、龙泉等地也发现了疑似“加拿大

一枝黄花”的物种。

它是生态杀手
逼迫周围植物慢慢死亡

“加拿大一枝黄花”威胁有多大？

季俊介绍，“加拿大一枝黄花”别名黄莺、麒麟

草，是桔梗目菊科植物，原产于加拿大、美国、墨西

哥等地。由于它的花颜值颇高，在上世纪 30 年代

被作为观赏植物引入中国。

这种看起来很美的植物，在本地却产生了极大

的破坏力，成了恶性杂草。“加拿大一枝黄花”可以

长到 2米多的高度，最高可达 3米，矮小的植物无法

同它竞争。它不仅会遮挡矮小植物的阳光，根部更

会霸道地吸取土壤中的养分，夺取其他植物的生存

资源。在我国，“加拿大一枝黄花”因缺乏天敌，成

了疯长的“霸王花”。

此外，“加拿大一枝黄花”还有着超强的繁殖能

力，每一株花都可以长出上万颗种子。这些种子落

地之处，很快就生长蔓延。因危害巨大，其早已被

列入我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它的根系很深，难以

被彻底清除，通过循环清理的办法，可以挤压其生

存空间，减轻对周边生态的损害。”季俊说。

发现外来入侵物种
可拨打12345联系部门清除

市民如果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外来入侵

物种，该如何处理？季俊介绍，秋季是铲除“加拿大

一枝黄花”的好时机，它以种子和地下根茎繁殖，可

通过物理防治和化学防除的方式进行铲除。

物理防治主要通过连根拔除之后再进行焚

烧。“加拿大一枝黄花”一般于每年 3月上旬萌芽出

土，4-9月为生长期，10月中下旬开花，11月底至 12
月中旬种子成熟。为有效减少种子传播源，可在

“加拿大一枝黄花”种子还未成熟的时候，迅速将其

连根拔除，并将遗留在土壤中的根茎等无性繁殖器

官拣除，带出田外集中焚烧销毁，做到斩草除根。

化学防除是控制“加拿大一枝黄花”最经济有

效的手段。在其出苗季节和开花前后，用草甘膦等

灭生性除草剂及其复配剂防除，利用其内吸传导特

性杀死地下部分，防除效果较好。

“市民看到有单株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可以直

接进行拔除，但是拔除的植株不能随意丢弃，以免

造成蔓延扩散。”季俊告诉记者，市民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外来入侵物种，可拨

打 12345市民热线反映问题，相关负责部门会第一

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处理。

我市多地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
它是“生态杀手”，会逼迫周围植物慢慢死亡，当下正是防控关键时期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杜望 谢璐涛 徐奕

本报讯 日前，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接诊了一

例特殊的患者，市民小李（化名）拿剧毒蛇竹叶

青当宠物，结果手指不慎被咬伤，导致整只手一

直肿到肘部。

小李家住市区，今年 23 岁，是一名挖掘机

驾驶员。前不久，他在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一个

博主在卖宠物蛇。出于好奇，他花 180 元买了

一条竹叶青。

10月 27日，小李收到了订购的竹叶青。这

条蛇重 20 克左右，长约 20 厘米，通体呈翠绿

色。小李对其十分喜欢。谁知第二天，他手里

把玩这条毒蛇时，右手手指就被咬了一口。当

时，小李看到伤口不是很深，就用小刀切开伤

口，挤出毒液。经过简单处理，伤势没有进一步

恶化。

30日晚上 12点左右，小李在把玩竹叶青的

时候，左手食指再次被咬伤。当时，他就感到伤

口有一种火辣辣的疼痛感，但因为有上一次的

经历，他也没太在意，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就去

休息了。到了次日凌晨 2 点左右，他被左手剧

烈的疼痛惊醒，发现整只左手已经肿到了肘

部。于是，他急忙赶往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治疗。

医院急诊科医生赖林杰告诉记者，竹叶青

咬人时虽然排毒量小，很少致人死命，但如果不

及时治疗，还是会造成伤残。

接诊后，赖林杰立即为其注射了抗蛇毒血

清，并进行了对症治疗。经过治疗，目前小李的

症状得到了缓解，但仍需继续接受一个星期的

治疗。

截至目前，小李的治疗费用已近6000元。对

此，小李很懊悔，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

去尝试养有毒有害的宠物，以免造成自身伤害。

赖林杰告诉记者，在临床过程中，经常会接

诊一些被宠物咬伤的患者，主要包括猫、狗、仓

鼠、兔子等。他说：“近几年兴起了一股‘异宠’

风，蜥蜴、壁虎、蛇等为主的宠物收获了不少人

的青睐。有些异宠有毒有害，我们常接诊到一

些被这类宠物咬伤的患者。”

赖林杰特别提醒市民：不是什么动物都能

作为宠物。一方面，异宠未经过人类长期的驯

化，一些仍具有攻击性，对人的生命安全存在潜

在威胁；另一方面，某些异宠携带的寄生虫、细

菌和病毒，可能给饲养者带来健康风险。此外，

不少卖家没有相关资质，打着售卖异宠的幌子

非法贩卖野生动物，其中不乏非法入境的外来

生物。消费者如果购买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即便是作为宠物饲养，也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

市民网购毒蛇当宠物

手指被咬进了急诊抢救室

被毒蛇咬伤后小李的手肿成了馒头。

““加拿大一枝黄花加拿大一枝黄花””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加拿大一枝黄花加拿大一枝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