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火蚁在希腊阿拉丁语中又被称为“无敌的”蚂蚁，说是
难以防控的意思，它们栖息分布广泛，为环境破坏力较为严重的
入侵性微生物之一，因此，我们在农业园艺肥料生产上需要进行
各种综合治理防治，对这些红火蚁需要有一定的认识了解性，有
一定的综合防治防控举措，包括对所有红火蚁的生态封锁进行检
查、检疫、监测等多种防治举措。

一、红火蚁的简单介绍

红火蚁昆虫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大型群居蚂蚁昆虫，大约有
5 万～ 50 万只，它和一般的群居蚂蚁相近，但它比一般的蚂蚁稍
微大一些，体长大约 3 ～ 6mm，它们也像我们所正在学习的其他
蚂蚁一样有许多种类的分类，它们也不无一例外，包括我们负责
设备做工的蚁是工蚁，负责“保家卫国”的装甲兵是工蚁，负责
“繁殖后代”的蚁是生殖蚁，其中“权高位重”的蚁就是蚁后，
还有的就是不具有红色翅膀的雄蚁、雌蚁。

红火蚁的原产地是南美洲，大多在阿根廷、巴西等地区，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进入美国，然后逐步其他地区，广东省于
2004 年 9 月在湛江吴川市首先发现，他们主要以土堆为主要栖息
地，大多数为高 10 ～ 30cm，直径在 30 ～ 50cm慢慢形成更大的
“栖息场所”。

二、红火蚁的传播途径及蔓延情况

（一）传播途径
红火蚁本身有着较小的飞行翅膀，它们不仅是可以通过短

期意外爬行，也可根据自身上的优点劣势来进行短期远距离意外
飞行，还有一些意外上的自然传播可以扩散各种形式，例如，随
着蚁群水流的不同动向，又或者是一些受到用于蚁群筑巢环境污
染的生物垃圾、种子、草皮、土壤、农作物、肥料等一些自然实
物，由于它自身的轻小的飞行特点，红火蚁的短期爬行活动距离
在几十米之内，它们的自然传播扩散很慢，我们可以及时对蚁群
筑巢的一些相关保护物品等来进行严格安全检查，减少对间接人
的意外传播与直接人的接触，做好远距离的有效保护措施。

（二）蔓延情况
从 2018 年底以来，贵州省植保疫苗监测点对近年红火蚁疫

情进行了专项的跟踪调查，贵州省多个重点地区都相继发现了近
年红火蚁高发疫情，全省对于近年红火蚁疫情呈现零星持续扩散
的快速蔓延反应趋势。根据相关调查，截至 2020 年 5 月 1 日，
全省各区共有 6 个直辖市、15 个市和县（自治区）已经发生了这
类红火蚁感染疫情，发生的土地面积大约为 1.4 万亩，一般每亩
绿草地的小红火蚁的筑巢约为数个，严重的话会达到 50 以上，
甚至达到更多，发生的地点区域性和地点大多数也都是在城市绿
化带、公园、广场等隐蔽地区，要加强对区域性的管理，例如：
草皮、花卉等，是为了防止对红火蚁疫情的相关事物的传入。在
中国云南省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还有其他的国家的一些事件，
这些都证明了我们需要小心应对它们，对于红火蚁带给我们的危
害，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低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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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火蚁的有效防控措施

（一）物理防治
1.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可以在用于使用大型温室的各个使用大

棚中或者甚至应该是温室通风口的各处同时悬挂一些各种白色或
者甚至是一些银灰色的保温条和塑料条，这样我们可以有效率地
减少一些大型虫类的大量出入，进而我们应该可以有效率地避免
对于一些大型红火蚁的具体温度控制。

2.我们通常可以向整个蚁丘的巢直接取水灌入大量沸腾的
矿泉水，每次约隔个 5 天~6 到 7 天就可以进行一次，连续处理
3 ～ 4 次会有一定的防治作用。然而挖掘整个大的蚁丘，需要在
水中浸泡满 24 个小时以上。

（二）生物防治
利用一些红火蚁的天敌来对付红火蚁，例如采用人工释放的

里蚜小蜂，中华草灵等等天然生物的管控，如：每隔两周连续释
放小蜂共 15 只，可减少对于红火蚁的滋生。

（三）化学防治
1.毒饵法。毒饵法适用于多种类型的红火蚁发生区域，我们

需要的准备条件不再是向物理或者生物控制那么简单，我们需要
准备的材料有氟蚁腙、阿维菌素、多杀菌素等具有胃毒的药剂用
品，并且还需要毒饵的作用效果较好的药物，我们使用药剂的方
法是在蚁巢的周围 30 ～ 100cm的地面上将毒饵剂 15 ～ 30g均匀
的撒施，这样起到的防控效果会更好。

对于单个的活体蚁类和巢的毒饵处理，由于对于活体蚁类密
度较小，分布广散，数量不多，因此我们在进行投放药剂的过程
时候，一定要十分小心，不要随意惊动引诱到活体蚁类的巢，在
一个距离活体蚁类的巢 10 ～ 50cm左右的固定地点进行播撒，我
们通常需要及时进行各种环状或者也就是采用点状的撒施方式撒
饵来及时播撒这些毒饵，对于工蚁类的巢特点密度较大，是采用
点状诱饵撒施法普遍会逼诱到活体工蚁但很难及时发现没有活体
工蚁和蜂巢的虫害发生的地区，采取环状撒施式的毒饵法可以进
行前期防治。处理较小撒播面积较大区域时则也可直接用机械手
进行撒播，处理较大撒播面积较小区域时则也可用手摇式自动撤
播器进行撒施。撒施该病毒饵剂时必须要尽量覆盖所有病毒发生
的地区的所有发生地点。

2.灌巢法。适用于在没有明显危害活动蚂蚁或虫巢的疾病发
生地点区域。在红火蚁活蚁的灌巢种群密度较小且明显、但可能
对人的健康或重要公共设施等安全造成较大威胁、急需尽快进行
处理的紧急情况下，采用活蚁灌巢的方法有效防治慢性红火蚁。

将拟除虫菊醋类，有机磷类，氯基甲酸酯类等触杀作用强的
药剂，按照其商品使用说明配制成规定浓度的药液。施药时以活
蚁巢为圆心。先在蚁巢外围施 5 ～ 30cm宽的药液然后把药液直
接浇在蚁丘上或挖开蚁巢顶部将药液浇灌到蚁巢中心地带，浇灌



药液时尽可能使药液均匀渗透到 1m以下的+壤中型使整个蚁巢湿
透。灌药操作要迅速，以减少红火蚁逃逸。一般每个蚁巢用药液
量 100 ～ 150g，对较大的蚁巢要适当增加用量。在采取防治措施
时口注意不要扰动蚁丘以免惊动红火蚁，以免蚁群把蚁后转移。

在此疫情防治前对病例发生地区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防治
1 天后再对病例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分别是记录产活的蜂窝密
度、产业蚁群的数量，并对其进行了效果评估。

3.颗粒剂灭巢剂。采用以拟除虫菊酯类，有机磷类、氨基甲
酸酯类等为主要触杀措施，并且作用迅速地颗粒剂、粉末液进行
防治红火蜂疫时，先将这些药剂直接均匀撒布于蜂窝土壤表面和
附近的区域，然后马上立即进行洒水，之后的 3 天内应每天进行
洒水一次，至少要进行 3 次以上的洒水，对于所用的药剂量按商
品的使用说明确定。

使用含有氟蜂腺、苯氧威、吡丙醚、烯虫酯、蚊蝇醚等对促
进土壤植物生长发育等具有一定抑制杀菌作用，红火蚁防治用药
建议以有效化学成分的粉剂来防治，先不要破坏工蚁蜂窝，待工
蚁大批数量涌出后迅速将其中的大量药粉均匀地分散撒在或施于
其他防蚁工蜂身上，使用时的数量多少可以根据工蚁蜂窝的体积
大小及不同品牌药剂使用时的说明内容来进行判断，一般施用路
径在 0 ～ 40cm工蚁蜂窝推荐使用数量建议粉剂推荐用的药剂应在
数量的中间固定位置，小于 0 或者路径大于 40cm的工蚁蜂窝只要
使用建议推荐的最低下限的界值和最高上限的界限值即可施用的
推荐粉剂，但是施用不宜在一些有较强自然风力的恶劣大风天气
下或者同时间地进行，施用这些药物过程应该尽量做得快速。

4.二阶段处理法。二阶段首先处理蚁的方法这种是否泛指首
先在可能发生红火蜂蚁的周围区域内大量撒布一些毒性诱饵和药
剂。10 ～ 14 天后再以一种具有触发自杀性的生物杀虫剂或其他
化学手段将它采用独立的单一蜂巢外部处理的方法用来进行外部
处理单个的单一蜂巢，大面积适当地对其撒施一种不含有害物质
的一种诱捕剂或饵剂，防治疾病效率相对比较高，而且它还采用
了多种药液灭虫灌巢法，颗粒饲料剂/粒状粉末饲料剂的灭虫灌巢
法等单一蜂巢外部处理的方法，这种处理方法的防治速效性相对
比较强，将两种处理方法有机结合在一起来可以进行综合使用，
发挥各自的独特长处，为红火蚁的统一防控发挥重要作用。

四、对于防控措施的建议

施药和操作者一定要认真做好安全的防护和消毒工作，避免
受到红火蜂蜜蛰伤或致使农药过量中毒；

在进入施药地点时应该安装一个明显的告示牌以防止造成病
人、牲畜中毒或其他意外；

在大型公共场所、居民区等各种人群活动较频繁的事件发生
地区，我们要特别注意尽量选择安全、低毒的防治药剂品种，防
止对各种有益生物的危害性杀伤及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

在水源保护区、水产养殖场、饲料园、养蜂地、饲蚕区等场
所中使用的农药来防治红火蚁需要特别注意何种药剂品质防止对
其他有益生物造成的杀伤及对环境的污染。

施药前要对红火蚁的发生基数（蚁巢和工蚁数量）进行调
查，施药后要按照《红火蚁疫情监测技术规程》《农药田间药效试
验准则（二）第 149 部分：杀虫剂防治红火蚁》等技术标准进行
监测，然后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需要进行第二次药剂治。

五、结束语

在红火蚁防治的过程中，应当合理使用先进的防治技术，筛
选最佳的工作方式，根据红火蚁实际发生范围与特点，采取合理
防治方法，协调毒饵诱杀与灌注药物之间的关系，在合理分析的
情况下，针对蚁巢进行科学的防灭，并制定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
方案，避免因使用药物而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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