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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求 助

生活遇到烦心事
扫码求助封面新闻

小区墙壁上挂满了蝙蝠。 蝙蝠生活的伸缩缝。

与一群蝙蝠做“邻居”是一种什么体
验？德阳广汉市蕴真小区的居民表示

“苦不堪言”。几年来，小区居民不仅要
防止蝙蝠飞到家里，还得化身“铲屎官”，
清理四处掉落的蝙蝠粪便。

8月15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通过现场走访，了解到当地自然资源
局、消防救援大队、动物防疫站、街道办
等多部门已经制定驱蝠方案，将于8月
20日左右进场，通过改变小区顶楼环境
的方式清理蝙蝠。

绵阳师范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中国蝙蝠研究与保护协会会员石
红艳表示，可以用蝙蝠粪便为引，转移蝙
蝠的栖息地，不仅能解决蝙蝠扰民问题，
还可以拥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蝙蝠科普教
育基地。

蝙蝠成千上万
留下的粪便让人难以忍受

8月15日下午，记者来到广汉市书
院街蕴真小区。该小区属于老小区，于
2001年建成，共有4个单元40户人家。
记者注意到，位于一二单元、三四单元之
间的墙体伸缩缝，已经被金属板封住，空
气中还飘着淡淡的粪便臭味。

一说起蝙蝠，小区的居民们忍不住
纷纷“吐槽”。

门卫谭大爷告诉记者，为了维护小
区的卫生，他每天早上都要在蝙蝠栖
息的伸缩缝墙角区铲屎，味道极其难
闻。不仅如此，停在小区的车辆也遭
受蝙蝠粪便困扰，车身上总有洗不完
的蝙蝠粪便。

“太多了，成千上万！一到晚上密密
麻麻地飞来飞去，又吵又吓人。”家住3
单元2楼的文大姐家，有一个房间挨着
墙体伸缩缝，窗台总是掉满蝙蝠粪便，平
均每周要收拾4袋。

记者根据谭大爷的指引来到小区一
单元顶楼，刚上楼便闻到一股难闻的味
道，越靠近墙体伸缩缝，味道变得越浓
烈。顶楼的隔热层中间也有不少缝隙散
发出臭味。记者屏住呼吸往隔热层缝隙
和墙体伸缩缝内望去，却并未见到蝙蝠
的身影。

“那是因为原来伸缩缝有一个水泥
挡板能够遮阳，前几天把它拆除了，蝙蝠
怕太阳晒，同时这段时间小区在安装防

护网，施工噪音很大，所以蝙蝠就飞走
了。”小区居民温大姐说。

强光照喇叭扰
多种手段都不能解决问题

广汉雒城街道一名全程参与了蕴真
小区蝙蝠治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
们与蝙蝠的“拉锯战”其实早就开始。几
年前发现有蝙蝠入侵小区后，居民就到
街道办反映。了解情况后，街道、社区跟
居民一块儿用了2盏强光灯，对蝙蝠进
出通道进行照射，但收效甚微。

眼看利用光线干扰不行，大家又用
声音来干扰蝙蝠。“我们用喇叭播放声
音，效果也不好，还有点扰民。”该工作人
员说，由于不能够随意伤害蝙蝠，治理工
作就陷入了僵局。

直到今年7月，蕴真小区的住户们
实在受不了，每家出了200元钱，买材
料把墙体伸缩缝封了，堵住了蝙蝠的
一个进出通道。“当晚，成群结队的蝙

蝠在小区上空环绕，有的还撞玻璃。”
温大姐说。

由于蝙蝠入侵给小区居民生活带来
极大影响，当地自然资源局、消防救援大
队、动物防疫站、街道办等多部门齐聚书
院社区，共同协商制定驱蝠方案。看完
现场后，大家决定先拆除伸缩缝顶上的
挡板，让阳光照射进伸缩缝。

“拆掉了还是有效果，我连续去观察
了几天，很多蝙蝠都看不到了。”一名社
区工作人员说。

记者从当地街道办了解到，借助老
旧小区改造的资金力量，他们决定于8
月20日左右对蕴真小区楼顶的隔热预
制板进行拆除，然后进行防水施工，破坏
掉蝙蝠的生存空间，再对伸缩缝上方等
蝙蝠出入通道进行封闭。

动物学家建议
利用粪便给蝙蝠重新安家

对于入侵小区的蝙蝠群，要如何清
理才较为合适，驱赶之后是否会入侵另
外的小区？对此，记者采访了绵阳师范
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中国蝙
蝠研究与保护协会会员石红艳。

石教授告诉记者，蝙蝠是世界上唯
一会飞的哺乳动物，并且大部分蝙蝠都
是白天休息夜间觅食，喜欢在阴暗又可
以遮风避雨的空间栖息，因此，如果要让
蝙蝠离开，就需要先改变蕴真小区顶楼
的环境。

“从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角度来
说，蝙蝠是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应该给
它们适当的生存空间。”石红艳说，如果
要驱赶它们，可以在远离居民小区的生
态公园、绿道等适合的地方再修建一个
蝙蝠塔，同时用蝙蝠粪便为引，让它们移
居到这里来。“这样不仅解决了蝙蝠扰民
问题，还可以拥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蝙蝠
科普教育基地。”石红艳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伍勇 宋
潇 摄影报道

近日，有网友举报达州一蚁商（售卖
蚂蚁的商人）聂某向位于宣汉县天生镇
的神龙洞投放大量蟑螂药，以达到垄断
栖息在洞内的穴胫步甲种群的目的，这
可能造成生态破坏。同时，该网友委托
朋友向当地派出所反映情况。

据了解，穴胫步甲是一种珍稀昆
虫，是研究洞穴生物生态、演化的珍贵
标本。不过，另有业内人士介绍，穴胫
步甲目前没有发现其药用或其他价
值，只是受到很多昆虫爱好者的喜欢
和收集。

8月19日上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前往神龙洞现场探访，并走访了
周边群众，采访了当地政府、派出所、林
业局等部门有关人员。

现场探访：
废弃溶洞内未发现异常

神龙洞位于宣汉县与开江县的交界
处，下方为回龙河，回龙河的一侧与神龙
洞紧邻的是开江纸槽沟电站。

要到达神龙洞，需先向下走过一段
陡峭的石梯，再通过一座木板搭建而成
的吊桥，然后通过纸槽沟电站的办公区
域，再攀爬一段二十多米长的钢梯。记

者在现场看到，神龙洞洞外左右两边，
是几间废弃多年的砖房，洞外荒草丛
生。走进洞内，地上可见一些蚂蚁等昆
虫活动的痕迹，但记者并未发现其他任
何异常。

纸槽沟电站工作人员曹某介绍，20
多年前神龙洞曾进行过开发，洞外那些
烂房子就是当年修的，后面不知为何没
有开发成功，所以就废弃了。

天生镇以及周边乡镇的群众都对神
龙洞记忆深刻，有群众证实，“当年神龙
洞还很火哟，周边很多人都去耍过。”但
当问到穴胫步甲是什么，几乎所有人都
摇头表示没听说过。

林业部门：
蚁商投药被网络好友举报

据了解，被举报人聂某系一名蚁商，
长期在某平台售卖各种昆虫等异宠。此
次事件的主角“穴胫步甲”，其在网络平
台上的报价近2000元一只，而商业对手
的报价仅200元左右一只。

宣汉县林业局工作人员万某介绍，
举报人与被举报人聂某系通过网络认
识，因对蚂蚁等相关话题有共同语言，
久而久之成为朋友。此次举报事件起

因是聂某主动向举报人透露，自己已经
将神龙洞能找到的活体穴胫步甲全部
抓完，并转移到一个平替的洞穴内。转
移完穴胫步甲后，聂某为了达到垄断穴
胫步甲种群的目的，便在神龙洞内投放
了蟑螂药。

举报人担心聂某的这一行为可能
造成神龙洞内穴胫步甲灭绝，对洞内生
态造成破坏，于是便在网络上对其进行
举报。

万某介绍，经调阅相关资料，核对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有重
要生态、社会和科研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名录》，“穴胫步甲”未列入其中，该物
种不属于保护动物。

派出所：
正在对被举报人进行调查

19日中午，记者赶到宣汉县公安局
天生派出所了解情况。该所副所长王某
表示，此事正在调查中，调查进展及有关
情况需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统一对外发
布。同时，王某透露，自己就是出警到神
龙洞现场调查人员之一。

“我们收到达州市通川区两位群众
的情况反映，高度重视，在向上汇报的同

时，赶紧同天生镇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到
现场查看。”王某说。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聂某在神龙洞
内共抓获了60多只穴胫步甲，在开江县
境内一洞穴内放生了40多只，死亡20
多只，仅卖出3只穴胫步甲的尸体，售卖
价格为340元一只。

据了解，聂某被人在网络上举报后，
于8月14日重返神龙洞，收回了投放的
蟑螂药。聂某在网上发帖称：“我承认往
洞里丢过药，如对环境有较大的影响，一
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环保意见：
短期内无法进行评估

对于举报人担心的投药可能对洞穴
内生态造成破坏的问题，当地在调查过
程中，也邀请环保部门介入进行评估。

环保部门给出的相关意见是：聂某
的行为是否对生态造成破坏，是否会导
致该溶洞内“穴胫步甲虫”这一物种减
少，导致其上游物种减少或者下游物种
增多，进而影响该溶洞内食物链的完整
性，破坏该溶洞的生态系统，短期内无
法进行评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轩

为垄断珍稀昆虫“穴胫步甲”男子洞穴投药
林业部门称该物种不属于保护动物，派出所称正在调查

成群蝙蝠“安家”居民小区住户苦不堪言
广汉一街道办拟封闭蝙蝠出入通道动物学家称驱蝠另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