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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标产地也是螃蟹销售惯用
的伎俩。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

“阳澄湖大闸蟹”，推荐的商家产
品有的虽包含“阳澄”字眼，但却
内藏玄机。记者随机询问多家店
铺，绝大多数商家不能承诺提货
的螃蟹一定产自阳澄湖。一些商
家对此更是避而不答，只是称大
闸蟹配有防伪锁扣。然而，其展
示的锁扣却并非阳澄湖的“原产
地防伪扣”。

“阳澄湖大闸蟹每年产量
1500吨左右，但很多地方售卖的
大闸蟹都自称是阳澄湖大闸蟹，
加起来能够达到数万吨。”水产
品经营者孙先生表示，有些商家
会通过相关字眼鱼目混珠进行售
卖，标注产地是苏州的大闸蟹可
能来自苏州其他湖区，而并非阳
澄湖。

阳澄湖大闸蟹是苏州阳澄湖
湖区及沿湖周边乡镇（包括阳澄
湖镇度假区、太平街道、唯亭街
道、巴城镇、沙家浜镇），利用阳
澄湖水系生态养殖的长江水系中
华绒螯蟹。按照行业规范，每只

阳澄湖大闸蟹都带有一枚蟹扣，
相 当 于 其 独 一 无 二 的“ 身 份
证”。通过扫描蟹扣上的二维
码，消费者可以查询阳澄湖大闸
蟹的产地、销售企业、养殖户、生
产管理等信息。

除了产地虚标外，线上购买
螃蟹也容易出现“货不对板”问
题。记者随机选择一家线上商家
询问，若收到的螃蟹不新鲜如何
解决时，客服承诺支持录像开
箱，死蟹包赔。“去掉绳子，去掉
6%-8%的水分损耗，不足的部分
可以售后理赔。”该客服人员还
表示，重量缺失也可获得赔付。

但是，消费者陈女士向记者
反映，虽然商家在产品介绍中多
宣称死蟹包赔。但通常会要求收
到货时开箱检验，发现死蟹还需
按要求拍照片、拍视频，赶在签收
规定时间内联系客服方才视作有
效。也就是说，若消费者稍稍延
误验货，想要赔付就会难上加难。

对此，黄景禧提醒消费者，由
于相关监管仍在完善，消费者购
买时要注意规避风险。

在生产生活中，蚊子“犯事”
又“烦人”，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呢？

据悉，近年来，国家卫健委不
断加强蚊虫防制的科学化管理，
积极开展病媒生物监测，国家级
病媒生物监测点已达1097个，形
成了“三位一体”的蚊虫等病媒生
物生态学、病原学和抗药性监测
网络，为蚊虫及蚊媒传染病风险
评估、预测预警、控制规划等提供
科学依据，也为科学选择蚊虫控
制杀虫剂提供了决策依据。

其实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
中国医学昆虫学家陆宝麟就提出
了蚊虫综合防治理论。赵彤言介
绍，蚊虫综合防治是从蚊虫与环
境以及社会条件的整体观念出
发，根据标本兼治而着重治本的
原则，因地因时制宜地针对有害
蚊种综合采用化学防治、生物防
治、物理防治、环境防治的方法，
把传播疾病的有害蚊种的密度降
到不足以构成危害的水平，并在
有条件的局部地区把它清除。在
大规模灭蚊方面，与农业结合的
稻田养鱼、湿润灌溉等措施也是
当前施行的重要灭蚊方法。

“鱼在稻田里吃蚊子幼虫，蚊
子的密度就降低了；湿润灌溉避
免了大面积和长时间连续的农田
积水，蚊子就少了。”赵彤言说。
我国城镇开展的治本清源清除蚊

虫孳生地的活动，也是一种大规
模的灭蚊行动。

有报道称，某些高校和研究
机构培育并投放了一批经过特殊
处理的绝育蚊子，力图通过不育
蚊子与野生蚊子交配实现种群数
量的下降。赵彤言表示，此项研
究目前尚处在科学探索阶段和扩
大试验阶段。“科学技术在不断
发展进步，人类和蚊子的斗争是
永无止境的。”

既然如此，蚊子有可能灭绝
吗？“城市环境变迁对蚊子的存
活数量是有影响的，但是蚊子不
会因此灭绝。”赵彤言认为，人类
灭绝蚊子的可能性极小。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该如何
防蚊灭蚊呢？赵彤言表示，在居
住环境里安装纱门纱窗，是防止
蚊虫侵扰最有效的办法。此外，
根据蚊子的习性，要经常清理居
家室内外容器的积水，无积水就
无蚊虫。长期蓄水的容器可以加
个盖子，避免蚊子进去产卵。

此外，正规驱蚊水防蚊也非
常有效。但赵彤言提醒，购买驱蚊
产品时注意查看产品的批号。“我
们可以看到驱蚊水上写的都是农
药的批号，这是因为防蚊灭蚊药品
按照法律法规由我国农业部门审
批，只要有正规批号一般是安全
的，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谈到蚊子，想必大家都不陌
生。但是，“名字里带‘蚊’字的
并非都是蚊子，人们常说的会吸
血叮咬、传播疾病的‘蚊子’，是
节肢动物门昆虫纲双翅目蚊科的
一大类昆虫。”赵彤言介绍，目前
蚊子共有巨蚊亚科、按蚊亚科、
库蚊亚科等 3 个亚科，在全世界
范围内分布广泛。

有不少网友讨论，今年夏天
的蚊子变少了。实事果真如此
吗？对此，赵彤言没有直接回
答。“各地的体验可能会有不同，
在广州，今年夏天天气炎热、降
水少，蚊子的多少确实可能受影
响。”赵彤言说。

蚊子如何才能变少呢？赵彤
言解释，温度、湿度和降雨会影
响蚊子的生长发育，进而影响其
密度。所有的昆虫都是变温动
物，温度影响着昆虫的生存发
育。蚊子允许生存的温度约为
8℃ 至 40℃ ，最 适 宜 的 温 度 为
22℃至 30℃。对于蚊子来说，低
温和高温都有可能对其生存产
生不利影响。

“还有一点是，蚊子需要在水
里生存，尤其在幼虫阶段。大家
觉得‘蚊子变少了’，可能是指白
纹伊蚊少了，这是一种容器型积
水蚊子。花盆、瓶罐容易产生积
水的地方，容易孳生这种蚊子。
天气炎热、雨水少了，这些容器
里的积水变少，也就没了适宜蚊
子生存的环境。同样，降雨也会
冲走容器中的积水降低蚊虫密
度，然而随着积水再次形成，蚊
虫的密度还会恢复。”

不过，赵彤言也表示：“有时
人的感觉不一定全面、准确，不能
简单地说‘蚊子多了’或‘少了’。
可能城区里蚊子少了，乡村里蚊
子却不见少。比如，三带喙库蚊
主要生长在稻田积水中，不仅降
雨和气温是影响因素，灌溉和晒
田也可能是影响因素。”

“城市里开展的蚊虫防治项
目也会导致蚊子减少。大家感觉
蚊子少了，也有可能是人为干
预。”赵彤言表示，除了天气等自
然因素外，人为因素也会影响蚊
虫的生存。

蚊子在地球上普遍分布，目
前已有约 4000 种蚊子被发现。
赵彤言介绍，在中国，有记录的蚊
子超过 400 种，越往南的地区蚊
子种类越多样，在海南、云南等地
分布的蚊种很多；而东北、西北、
华北地区相较于南方，蚊虫的种
类较少，但绝对密度更高，尤其是
在森林、沼泽等区域。

蚊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昆
虫呢？赵彤言介绍，蚊子属于完
全变态的昆虫。“雌蚊一般在水里
产卵，卵孵化后变成幼虫。幼虫
有四个龄期，在水里以浮游生物
为食。接下来，幼虫变成蛹约两
天后，蛹会羽化成蚊飞出。”赵彤

言表示，一般来说，雄蚊的寿命很
短，只能存活一到两个星期；而雌
蚊能存活超过一个月。

一般情况下，同一批卵里先
孵出来的是雄蚊，雌蚊羽化24小
时后，开始群舞、交配。“大家可
能有过这种生活体验，在一些大
树下，看见蚊子成团飞舞，这是雌
蚊和雄蚊在群舞交配。”赵彤言
说。交配过后，雌蚊开始寻找宿
主，也就是吸血的对象。吸血完
成后，血液不断消化，卵巢不断发
育。发育成熟后，雌蚊开始产
卵。在这个过程中，交配后储存
在受精囊里的精子会释放出来，
变成受精卵。产完卵后，雌蚊再

次寻找宿主，开始第二次吸血。
之后蚊子可以不用再交配，继续
用受精囊里的精子产蚊。

“从蚊子交配后的吸血、产
卵，到第二次吸血之前，称为一个
生殖营养循环。”赵彤言说，在气
温约 25℃的条件下，蚊子 3 至 4
天就能完成一个生殖营养循环。

不过，有些蚊子并不需要吸血
就可产卵。“存活在我国北方的凶
小库蚊，以及尖音库蚊复合组的骚
扰库蚊，都是自育性蚊虫，在羽化
后不吸血就可产卵。”赵彤言表示，
并非所有蚊子都是讨厌的“吸血
鬼”，有一些蚊科昆虫本身不吸血，
比如巨蚊不仅不吸血还吃蚊子。

吸血的蚊子让人不堪其扰，
还会传播疾病。赵彤言表示，按
宿主动物分类，蚊子有嗜吸人血
的，也有嗜吸动物血的。嗜吸动
物血中还细分为鸟血、牛血等，这
在传染病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
义。“例如，嗜吸牛血的中华按
蚊，是疟疾和丝虫病的传播媒
介。”

有报道称，蚊子是地球上最
大的杀手。蚊子真有这么大的危
害吗？赵彤言表示，在全球范围
内，蚊子传播的传染病主要有寄
生虫病和病毒病两类；寄生虫病
包括疟疾、丝虫病等。2021 年，
世卫组织宣布，中国消除了疟
疾。但在世界范围内，由蚊子传
播的疟疾仍然是影响人类健康的

最大传染病。另外，蚊子还传播
一些蚊媒病毒病，如常见的登革
热和乙型脑炎。“有一些输入型疾
病的传播媒介也是蚊子，如寨卡、
基孔肯雅热等。”

近来，网络上也有人提问，蚊
子会传播新冠病毒、HIV 病毒
吗？赵彤言表示，国内外对此都
进行过相关研究，目前没有实验
结果表明蚊子能传播新冠和HIV
病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不用太
担心。

引发疾病是蚊子主要的危害
之一，但在日常生活中，蚊子吸血
带来的“痒”和声音骚扰的影响也
不容小觑。晚上休息时被蚊子叮
咬，睡眠质量会大打折扣。“尤其
是工作和居住在蚊子密度较高区

域的野外工作者，蚊子对他们的
吸血、骚扰是非常严重的。”赵彤
言说。

什么样的人“招蚊子”？赵彤
言表示，人的二氧化碳呼出量和
汗液成分影响蚊子的偏好。有的
人呼吸量比较大，容易招惹蚊子；
有的人汗液里的乳酸和氨水达到
一定配比，也容易招惹蚊子。

那么，蚊子是否只有坏处，没
有好处？其实也不尽然。“有的蚊
子是传播花粉的昆虫，在吸食花
的汁液时会发挥传粉的作用。传
粉对整个生态系统，包括农作物
生长和植物繁育，是有意义的。”
赵彤言说，“当然蚊子不像蜜蜂一
样是重要的传粉昆虫，但它在这
方面确实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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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蟹”姗姗来迟，“纸蟹”火热先行

购买大闸蟹要警惕预售陷阱

“八月十五，菊黄蟹肥”。今年中秋节虽
已过了，但“肥蟹”却姗姗来迟。据了解，今
年入夏以来的高温天气影响了江苏等地的
螃蟹养殖，目前能上市的高品质螃蟹数量较
少。同时，今年螃蟹的价格也呈现上涨趋
势。羊城晚报记者近日走访线下商超和水
产市场、进行线上调研后发现，目前市面上
的螃蟹售价相比往年上涨了约三分之一。

记者还了解到，虽然大闸蟹还未大量上
市，但“纸蟹”却火热先行。伴随着螃蟹预
售出现的蟹券蟹卡，可能存在数字游戏、货
不对板等问题。有关行业人士提醒消费者，
要增强防范意识，提高辨别能力，警惕螃蟹
预售消费陷阱。

今年入夏以来，江
苏等螃蟹产区出现连续
高温、少雨天气，导致大
闸蟹不爱“吃饭”、长得

慢。目前，大部分产区的大闸蟹未
完全成熟。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
行业协会新闻发言人姚水生表示，
预计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开捕时间
在9月23日左右。

记者还通过多方渠道了解到，
除天气原因外，今年大闸蟹的养殖
成本略有增加，“个小价高”或将成
为今年大闸蟹市场的普遍现象。
阳澄湖地区的蟹农透露，目前该地
区的大闸蟹预订价格创新高，一只
四两重母蟹要150元，一只五两重
母蟹约300元。另外，往年的预订
都是成对或成盒，今年出现了单个

售卖的情况。
针对目前的螃蟹市场，记者还

走访广州等地的商超和水产市场实
地了解了情况。在广州盒马鲜生的
水产品区，记者看到水缸中的青蟹
普遍为七两左右，售价88元一只，
单只重量相对较小的梭子蟹售价为
79.9元一斤，已经抢鲜上市的大闸
蟹按规格划分了多档价格，分别为
二两的29.9元一只、二两半的45.9
元一只和三两的89元一只。“当下
大闸蟹货源稀缺，规格不大。”盒马
鲜生超市的销售人员如是说。

当被问及在售大闸蟹的产地
时，盒马鲜生的销售人员表示，目前
售卖的大闸蟹产自苏州的洪泽湖、
大纵湖等，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未上
市。该销售人员还告诉记者：“受气
候影响，现在上市的大闸蟹大多刚

发育成熟，蟹黄不是很饱满，少部分
蟹黄还是流体而且口感可能微苦，
农历九月上市的口感会更好。”

在华南地区最大的水产综合市
场广州市黄沙水产交易市场，部分
商户的摊位上摆放着螃蟹。一位
商户表示：“我们当下售卖的大闸
蟹主要以江苏、湖北等其他产区
为主，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没有开
捕，市场里能找到的阳澄湖大闸
蟹都是只看不卖的样蟹。”

黄沙水产市场的另外一位商
户表示，今年天气炎热，大闸蟹产
量减少，加上中秋节来得比较早，
目前只有少部分大闸蟹上市，价
格相比往年上涨了三分之一左
右。记者看到，在该商户的摊位
上，二两半以上的特级母蟹标价
为80元至120元一只。

今年的大闸蟹虽然多数没能
赶上中秋节的餐桌，但有一种“纸
螃蟹”却爬上了很多消费者的餐
桌，在中秋节前后迎来销售旺季。

记者走访了解到，为了等大
闸蟹一上市就可以提货，不少消
费者会选择提前购买蟹券蟹卡。
另外，由于今年大闸蟹大量上市
时间晚于中秋节，一些消费者在
节前走亲访友时也选择了蟹券蟹
卡。一些商家看准商机，打出六
折、五折等“优惠”宣传吸引消费
者提前买券。但这些看似经济实
惠的蟹券，实际上藏着不少猫腻。

26888 型、16888 型、8888 型
……在多个电商平台，记者搜索
蟹券蟹卡商品时发现，商家普遍
以“数字+型”的格式区分卡券。

针对“888型大闸蟹”蟹券，记者在
同一电商平台随机选择了两家店
铺询问商品详情，其中一家表示
该型号蟹券内含4只三两母蟹和
4只四两公蟹，而另一家则表示该
型号蟹券内含10只二两半母蟹。

“多看几家就被绕晕了。”有
消费者表示，电商平台上，每个商
家标注的蟹券型号只与自身的产
品规格对应，没有形成统一的标
注规范，容易将同字样标注的蟹
券默认为内含螃蟹规格一致。同
时，有部分消费者反映，购买蟹券
时极易将“型号”视作实际价格，
咋一看“26888”“16888”“8888”
价格不菲，购买时发现要支付的
价格低于这些数字，误认为折扣
巨大，会冲动购买。

人和启邦显辉（横琴）联营律
师事务所律师黄景禧提醒消费者，
蟹券蟹卡属于预售商品，将商品证
券化面临兑付率可能会超过库存
的风险，加上部分蟹券蟹卡在市场
上的多次流转，无法兑付以及品质
缺乏保障都将影响消费体验。“如
果消费者确需购买‘螃蟹券’等礼
券，应增强防范意识，提高辨别能
力，尽量选择知名品牌，切莫因贪
图小便宜而选择不了解或者没听
说过的品牌。”黄景禧表示。

据悉，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近日也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为
期2个月的商品过度包装、蟹卡蟹
券等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行
动以生产企业、电商平台等为重点
对象，将有效查办各类违法案件。

蟹券蟹卡或藏有猫腻

大闸蟹预订价格上涨

警惕产地虚标货不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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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1 蚊子会被热死？

蚊子靠吸血存活？2

蚊子都是害虫？3

蚊子能完全消灭吗？4
低温高温都可能影响蚊子生存

有些蚊子并不需要吸血就可产卵

有的传播疾病有的却能传播花粉

人类灭绝蚊子的可能性极小

青壳白肚、金爪黄毛,优质大闸蟹卖相出众

日前，对于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开展全面消灭蚊子的建议》，国家卫生健康委作出答

复。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的答复称，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是健康中国建设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

作，从源头上控制有害病媒生物，降低传染病通过媒介传播风险。

消灭蚊子是不少人的愿望。但是，蚊子真的是“一无是处”的害虫吗？蚊子能被完全消灭

吗？记者采访军事医学研究院媒介生物学家赵彤言，解密了“蚊子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