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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红火蚁，我们在行动 

一、红火蚁长什么样儿？ 

简单回答红火蚁是长得和普通蚂蚁很像，但是有毒

又很危险的外来蚂蚁。头和身体的颜色为铜棕色，

腹部的颜色较深；体型很小，在一个蚁巢内个体大

小相差悬殊，从3毫米-6毫米不等，这是红火蚁的一

个显著特点。 

二、红火蚁的家是什么样儿？ 

它们的家为圆形的小丘，简称蚁丘。蚁丘一般很明

显，通常可以在开阔区域内发现，例如草坪、牧

场、公路旁和不常耕作的农田。它常常被建在地上

的一些物品旁边或其下面，例如木材、原木、岩

石、砖、铺路材料等等。蚁丘高达30厘米-40厘米，

直径30厘米—50厘米,内部呈蜂窝状，在蚁丘上没有

明显的入口或出口。  

三、红火蚁和普通蚂蚁有什么区别？ 

最明显的区别是红火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一旦它们的

家受到惊扰，蚁群会倾巢而出攻击入侵者，很勇敢的用

尾部番针攻击入侵者，但是普通蚂蚁当它们的家受到干

扰时，会四散奔逃，畏惧入侵者，不会攻击入侵者。 

四、为什么要防控红火蚁？ 

1.红火蚁危害公共卫生 

红火蚁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最具有破坏力

的入侵生物之一，一旦扩散蔓延，就会给入侵地带来严

重的灾害。 

2.红火蚁危害农业生产 

红火蚁取食作物，侵袭牲畜，破坏农田牧场、灌溉系

统，威胁农业生产安全。 

3.红火蚁危害公共安全 

在空调等电器设备和水利、通讯等公共设施内、外筑，

导致停电甚至火灾等事故。 

4.红火蚁危害生态环境 

红火蚁攻击陆地昆虫、爬行动物、鸟类和小型嘴乳动

物，破坏生物多样性，造成生态灾难。 

五、我们做了些什么？ 

石林地区发现多处红火蚁踪迹，甚至还出现红火蚁伤人

事件。思力中心为石林县各行政村技术人员提供红火蚁

防控技术培训，通过观看相关视频、课件讲解、施药技

术展示等方式详细的介绍了红火蚁的主要来源、具体危

害和识别防控等方面的知识和内容。 

此外，为了更好的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专业、有效的红

火蚁识别防控技术和建议，思力中心也经常组织户外学

习，传播红火蚁的快速识别技巧，以此提高社区居民识

别与防控的能力，以便更好的为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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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墨江高山传统紫米植保

技术培训简报 

为提高云南墨江高山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保护，工作人员

深入了解墨江紫米的种植工作，紫米种植历史，并对墨

江癸能村紫米种植合作社进行田间植保技术培训，以期

提高高山传统紫米的种质资源保护和推动传统紫米的可

持续发展。 

经过实地调查发现，高山传统紫米植株高，分蘖能力

弱，穗子小，病虫害多，需要精细化种植和管理。为此

工作组通过田间病虫害的识别和防控技术进行一对一培

训，协助种植户认知各种类型的病害虫害，特别是危害

较为严重的稻瘟病，并寻找白穗发生的原因。最终基于

农户常年的种植经验以及实地培训，帮助他们更为系

统、科学地认识了病虫害发生的原因，学习了农业防

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的绿色防控技术，摒弃了对化

学农药的依赖，保证了高山传统紫米种植安全和品质，

有效保护了紫米种植的生态环境，提高了林业和农业混

合生态系统下的高山传统紫米种植水平。 

同时技术人员还带领合作社农户到栖马村委会详细了解

明子山小组千亩连片种植发展情况，了解当地种植的品

种并进行实地考察，总结了墨江高山传统紫米的种植文

化和现存问题，并提出农户、社区和政府相结合的种植

管理模式，制定了相应的种植保护技术规程，形成完整

的生产保护链，以期推动墨江高山传统紫米资源的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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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笙伴我成长 

 

时间回到2019年3月，我们来到了依山傍水的苗寨李四冲村，这

个村寨与别村不一样，它仅有15户，但其农耕文化保护相对较

好，这里不仅有男耕女织的历史文化缩影，还有极具辨识度的苗

族芦笙文化。如今已是2021年，今天就由故事的主人公-何钦，为

我们讲述他与芦笙的故事，感受他在这两年来的成长。 

 

 

 

我叫何钦，今年六月刚结束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大考—中

考。回想起，这一路走来的时光，除了努力学习，给予

我前进动力的是苗族的传统乐器—芦笙，在民间我们苗

族有句古话：“芦笙不响，五谷不长”，可见芦笙与农

耕文化息息相关。在我的生活中，芦笙自小就陪伴我成

长，因为无论是在节日当天还是农闲之际，它美妙的声

音总回响在我的耳畔，同时也促使我更加用心地向爷爷

学习吹奏芦笙、了解苗族传统文化，争做苗族文化传承

人。 

时光如流水，我上了初中，学业压力也随之增加，为此

用于学习芦笙技艺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记得在2019年3

月，一群来自思力中心的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李四冲

村，是他们再次点燃了我学习芦笙的热情，同时给我和

我的小伙伴们提供了学习苗族古歌、苗族服饰图案绘、

扎染蜡染体验等课程，并于2019年6月带我们去参加在

昆明举办的苗族花山节，节日当天我们表演了苗族芦笙

舞，也正是这次演出让我更加坚定——继承和发扬苗族

的传统农耕文化，并将芦笙文化传扬出去。 

2021年8月，我已成功被昆明艺术学校录取，并将继续

在校研习芦笙文化。如今，在校园迎新晚会上我总能自

豪的向我的老师们、同学们介绍我们苗族的传统农耕文

化，以及更加自信的表演芦笙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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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普进乡村——认识开花植物，喜迎COP15 

  

    为迎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今年在昆明举办，进一步丰富乡村儿童的动植物科普知识，激

发孩子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和探索科学的兴趣，思力中心于7月22

日在富民县小水井苗族村开展了“认识开花植物，喜迎COP15主题活

动”，让孩子们从观察身边的自然开始，培养他们热爱自然、热爱家

乡、保护家乡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此次活动由思力中心的4位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从家门口开始去认识自然界里的生物多样性，

去认真观察乡村环境中随处可见的开花植物，通过观察完成花朵的自然观察笔记，学习到了植物开

花的意义、认识了花朵的结构。活动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进行着，其中一个孩子兴奋地说：“原

来我们的村子有这么多种类的花朵，还有这么多昆虫在为它们传粉，真的好神奇呀”！ 

本次活动不仅让乡村孩子们增长了见识，认识到了自己村子里多种多样的动植物，还建立了孩

子们与乡土的联结，为保护农村社区的生物多样性开启了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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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创立于 2002年，主管部门为云南省科技厅，主要从事化学农药风险控

制、生态农业、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种质资源社区保护、农业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研究和科学普及，以

期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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