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赚千元、月入过万……“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由于药用干蚯蚓价格不断
上涨，受利益驱动，一些不法商贩在部分农村地区大量组织电捕野生蚯蚓，并形成跨区域产
业链，带来土壤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降低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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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捕野生蚯蚓
危害几何？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
界各地频繁创下高温纪录。今年6月以
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明显上
升，目前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专家表
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叠加中等以上
强度厄尔尼诺事件，可能导致极端天气
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

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自然发生的
气候模式，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
海洋表面温度变暖有关。它平均每2至
7年发生一次，通常持续9至12个月。
厄尔尼诺现象会引发各地天气变化，例
如通常干旱少雨的地区可能发生洪涝，
多雨地区可能出现干旱。

据中国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3
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将维持厄尔尼诺
状态，海温指数持续上升，将在今年秋
季形成一次中等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
尔尼诺事件。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6月8
日发布警报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出
现，预计持续到冬季，可能会发展为中
度厄尔尼诺现象或强厄尔尼诺现象。

据日本气象厅气候信息科的数据，
目前热带太平洋东部海洋表层的储热
量已达到194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
纪录。东京大学大气海洋研究所教授
渡部雅浩说，预计会发展成强厄尔尼诺
现象。

由于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出现较早，
发展空间大，如发展成强厄尔尼诺，可
能会带来全球气温的新高峰。世界气
象组织 5 月 17 日发布的最新报告预
测，2023至2027年这五年内至少有一
年会打破2016年创下的高温纪录，这
一概率达到98%。欧盟气候监测机构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15日表示，
6月初的全球平均气温为有记录以来同
期最高。

厄尔尼诺带来的并非都是高温酷
暑。比如，它会导致日本附近夏季的太
平洋高压势力减弱，日照时间变短，以
西日本地区为中心容易出现冷夏。日
本筑波大学此前的一项研究曾显示，厄
尔尼诺也可能改变大气环流，使台风的
数量异常增多。厄尔尼诺形成的次年9
月以后台风的生成数量显著增加。

厄尔尼诺对全球不同地区造成的
影响也有所不同。厄尔尼诺年份的欧
洲夏季更可能遭创纪录的酷暑袭击，而
冬季受厄尔尼诺影响很难出现暖冬。
亚洲方面，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熊谷章太郎表示，虽然各地区气温和雨
量变化影响不同，但很多情况下厄尔尼
诺会给亚洲许多国家带来大雨或干旱。

今年的厄尔尼诺更为复杂。从
2020年夏到2023年初春，拉尼娜现象
已持续了近3年。日本气象信息公司

“气象图”创始人森田正光指出，从拉尼
娜转变到厄尔尼诺的过程中容易发生
集中暴雨，从现在起一直到7月份都可
能有集中暴雨。

另据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最
新预测，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与印
度洋正偶极子现象同时发生。印度洋
正偶极子也是一种海温异常现象，当其
发生时印度洋西部海面水温高于东
部。今年印度洋正偶极子现象和厄尔
尼诺同时发生可能会导致东非多雨而
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地少雨的倾
向更极端化。

新华社记者钱铮

野生蚯蚓遭遇“团灭式”电捕

蚯蚓俗称“地龙”，蛋白质含量
较高，是制作中药“地龙干”和西药

“蚓激酶”的主要来源。记者采访发
现，目前，许多地方的干蚯蚓收购价
格涨至100元每斤，一些野生蚯蚓
价格甚至更高。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
县平均海拔2200米左右，畜牧草场
面积较大，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
适宜蚯蚓的生长繁殖。

近些年，一些外地商人来到威
宁县农村地区“考察”干蚯蚓生意。

“这些商人免费发放‘地龙仪’，
教村民电捕野生蚯蚓。野生蚯蚓受

‘地龙仪’电流刺激爬上地表，之后遭
到‘团灭式’捕捉，然后被制成干蚯蚓
输送到外省中药材批发市场。”威宁
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爱说，调查发
现，一个加工点一个月可产出3万斤
左右干蚯蚓，销售额达27万元。

威宁县检察院介绍，2022年以
来，共办理了6起捕捉野生蚯蚓的公
益诉讼案件。其中一起案件中，4名被
告被法院判令承担50多万元损失费。

记者发现，电捕野生蚯蚓并非
个案，在江苏、云南、黑龙江等地均
有发生；尤其是江苏省涟水县，电捕
蚯蚓现象严重。

电捕蚯蚓害处多

电捕蚯蚓的泛滥，导致一些地
方土壤生态遭破坏，土壤板结，蓄水
保肥能力降低；此外，还会影响当地
生物多样性。

蚯蚓被称为“土壤工程师”，是
土壤健康状况优劣的“指示器”。蚯
蚓能疏松土壤，还能降解土壤中的
污染物，它吞咽土壤后排出的粪便
里有丰富的活性有机物质和氮磷钾
等多种元素。

农业专家分析认为，在评价土壤
质量等级时，其中一项重要标准就是
每平方米蚯蚓的数量。一般认为，每
平方米土壤里蚯蚓的数量大于50条
时，表示土壤处于健康状态；数量在20
条至50条时，表示土壤处于中等退化
状态；数量在4条至20条时，表示土壤
处于重度退化状态；数量小于4条，表
示土壤处于极不健康状态。

在威宁县检察院立案的电
捕野生蚯蚓公益诉讼案中，办案
团队咨询多家环保
公益组织，委托贵州
省林科院、生态环境
部环境规划院、北京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等机构的有关专家出具意见。专家意
见认为，蚯蚓种群数量的减少，使土
壤条件发生改变，导致土壤结构变
差、硬化板结、通气透水性变差、蓄水
保肥能力下降，影响生态系统功能。

“有蚯蚓生存的地方，土壤肥力
较强。蚯蚓被‘团灭’后，对土壤以
及土地上的农业产业的破坏不可估
量。”李爱介绍。

“以前我们这里经常能看到蚯
蚓的粪便，在土地上刨开干草，就能
看到很多蚯蚓。现在过度捕捉，很
少看到蚯蚓，导致我们这边土地板
结，草也没有以前长得好。”威宁县
二塘镇梅花社区马永良说。

涟水县盛产芦笋，但受电捕蚯
蚓影响，当地土壤质量下降，一些芦
笋种植户不得不花钱购买含有蚯蚓
幼虫的蚯蚓粪来改良土壤质量。

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
记评审专家库专家於方等认为，电
捕蚯蚓对食物链及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各
类土壤动物和食物链动物数量的直
接影响，如蜈蚣、蜘蛛和蚂蚁等；二
是土壤养分和活性下降对生物多样
性的间接影响——以蚯蚓为代表的
土壤动物减少或者丧失，会造成生
态系统分解受阻，腐殖质形成受阻，
可利用养分含量降低，影响当地植
被或农作物生长，进一步影响植食
性动物和鸟类的数量和多样性。

加大监管力度，加强普法宣传

记者采访参与电捕蚯蚓的村民
发现，他们对电捕蚯蚓产生的危害

认识不足，也不知道此举既破坏生
态又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国家林草局日前发布的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名录》，巨蚓科中，参状
远盲蚓、栉盲远盲蚓、威廉腔蚓、通
俗腔蚓，均属于有重要生态、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严
厉打击盗挖黑土、电捕蚯蚓等破坏
土壤行为”，对电捕蚯蚓行为划出了

“红线”。
今年5月1日施行的最新修订

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使用
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等工具进行
猎捕，禁止网络平台、商品交易市场
等为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提供展
示、交易、消费服务。

目前各大网络电商平台已纷纷
下架“地龙仪”等电捕工具。不过，
记者近期调查了解到，在一些网络
社交平台上，一些博主仍在传授如
何电捕蚯蚓，部分网络账号诱导网
民购买“地龙仪”等非法电捕设备。
另外，一些搜索词变得更加隐晦。
记者发现，搜索“地虫仪”“蚂蟥专用
机”等关键词，仍可找到销售电捕蚯
蚓工具的卖家。

威宁县森林公安局局长余金溥
等业内人士认为，林业、农业、公安
等部门应形成合力，加大对电捕蚯
蚓的监管和打击力度。贵州省德江
县煎茶镇畜牧站负责人鲁国权等建
议，可通过鼓励人工养殖蚯蚓满足
市场需求。

新华社记者李凡 汪军

全球今年恐迎来
厄尔尼诺“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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