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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白蚁对矿井的危害性调查及防治方法
来

林 日 钊 韦 都 林

( 广西科学院生物研 究室 )
,

( 南宁市白蚁防治所 )

家白蚁 ( C o p协 te r 勿es fo r 杭os 砚us S h i r a k i) 是我国南方的主要害蚁之一
,

其对地 面 建

筑物及各种物品的危害性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

但危害地下纵深几十米的矿井坑道
,

至今尚未

见报导
。

白蚁侵入矿井蛀毁坑木
,

影响生产
,

严重威胁井下作业工 人的生命安全
,

具有极大

的危害性
。

为了查明白蚁对矿井的危害情况
,

我们于 1 9 8 4年 n 月中旬到东罗煤矿对矿区白蚁

的种类组成
、

井下生态环境
、

白蚁侵入矿井方式及为害情况等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

现将结

果整理如下
,

一

供参考
。

矿区 白蚁的种类组成及其分布

东罗煤矿位于南宁市以南 1 20 公 里的扶绥县境内
,

属低山丘陵地带
,

土壤为砖红壤
,

植

被单纯
,

其群落组成以马尾松
、
岚松

、

桃金娘及铁芒其为主
。

经对矿区山地
、

房屋
;、

仓卑
、

铁道
、

贮木场等地调查
,

共采 到家 白 蚁
、
土 垅 大 白 蚁

〔M acr
o t e了们 e s a二 a : da 王e宕 ( S i l v e s t r i ) 〕

、

小长鼻白蚁 〔S c
h e d o :

脑
o t er m 。: 忿a : a k a , e n s i s

( O
s h i m a

)〕
、

海南异白蚁 〔eH r o r o t。 , m e s h面” a , e n s i s ( T s a i e t H u a n g ) 〕 等四种白 蚁
。

土珑大白蚁在山地筑巢垅
,

对建筑物不产生危害
;
海南异 白蚁在矿 区内少见

,

仅在扁桃树的

树干上采到 , 大长鼻白蚁蛀食死树桩
,

种群数量不多
;

.

家 白蚁在矿 区分布最普遍
,

对各种物

品的危害性也最大
。

调查中发现
,

有家白蚁为害的建筑物
,

离矿井井 口最近的不到 10 米
,

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贮木场内的铁轨枕木和树桩里 有 大 量 家白蚁存在
,

而坑木运入矿井前
,

通常要在贮木场内堆放 3 ~ 5个月
,

这就为家白蚁上木为害提供了机会和时间
。

二
、

矿井生态环境及家白蚁的为害情况

选择遭受蚁害最严重的 6 号矿井进行调查
。

该井位于矿区中部
,

是最早开采的矿井之一
。

开有进风道和回风道两个并列的井 口
,

间距 30 米
。

进风道主要用作输送煤
、

掘煤器械及坑道

木等 ,
.

回风道是作业工人上
、

下矿井的进出 口
。

回 风 道 设 有六道 门 ( 门厚 10 厘米 )
,

门间

距 2 0米
,

门缝密闭
,

可截住回流风
,

促使井内空气定向循环流动
。

井 口 通道高2
.

4米
,

宽 3
。

3

米
,
长 2 68 米

,

均用水泥和岩石砌成
。

通道之后为纵横交错的坑道
,

坑道全部采用直径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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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厘米的马尾松圆木支撑
。

井下有通风系统
,

通道风速为 8~ 10 米 / 秒
,

坑道内 1米 / 秒
,

工

作 面 0
.

5 ~ 1
。

5米 / 秒
。

温 度 2 6 ~ 2 8
O

C
,

湿度 8 5~ 10 0 %
,

C O :
含量为 0

.

2~ 0
。

3立方米 / 立 方

米
。

井内有两段坑道遭受白蚁为害
,

均系家白蚁蛀食所致
。

其一是东南向的 I 号坑道
,

离井

口 6 6 3米
,

与地面的垂直深度为6 6米
,

坑道内积水
,

水深约20 厘米
,

湿 度 接 近 1 00 %
,

坑 木

连片受害区段长达 50 米
。

其二在 亚号坑道
,

西南向
,

距井 口 86 8米
,

与地面垂直深 度 为 73 米
,

无积水
,

湿度约 90 %
,

连片受害34 米长
。

受害坑木蚁路易见
,

横梁与直柱交汇处 有成 片泥

表
,

多数坑木 已被蛀空
,

少数横梁中间断折
,

局部出现倒塌
。

三
、

家白蚁侵入矿井途径及成灾原因分析

家白蚁能在井下革生繁殖的条件
,

除了必需有虫源外
,

还需以适宜的生存环境和充足的

食料为基础
。

1
。

坑道是家白蚊理想的栖息场所 矿井深入地下
,

基本无光照
,
温湿度适宜

,

C O三含量

适中
,

环境条件常年均较稳定
。

坑木全用松木
,

为家白蚁提供了丰适的食物来源
。

这些条件

对家白蚁的生长繁殖十分有利
。

2
。

贮木场是家白蚊的虫派甚地 家白蚁入地筑巢一般仅深入土内 1 米左右
,

根本不可

能钻入深达几十米的坑道内为害
。

地面虫体入井只能靠个体扩散和人为携带两个途径
。

但从

调查的情况来看
,

家白蚁以虫体扩散侵入井下的可能性不大
,

原因是
: ①入井的两个通道 口风

速都在 8 ~ 10 米 / 秒
,

有翅成虫的
.

飞翔能力很弱
,

且翅易脱落
,

根本无法飞入井内
。

如 果 逐

步爬行迁入
,

则需要通过 2 68 米长没有任何食物的通道
,

也是非常困难的
。

②从家白蚁
’

在 坑

道内的为害及分布来看
,

如果是扩散方式侵入
,

蚁害应 自外向内逐步蔓延发展
,

但实际情况

是 : 近井 口的坑道无蚁害
,

而在距离井 口 8 68 米和公63 米两个分隔的区段突然 出现成片的蚁害

区
。

贮木场内有大量的家白蚁存在
,

坑木堆放在贮木场内的时间又比较长
,

使其有足够的时

间侵入木段内为害
。

因此
,

我们认为家白蚁很可能事先 已隐藏在坑太内
,

并随坑木一道被携

带到井 下成为蚁源
。

四
、

矿井白蚁的防治

家白蚁属热带
、

亚热带昆虫
,

生性喜温怕冷
、

好湿怕水
、

喜阴畏光
、

喜宁静怕震动
、

喜

栖息于通风不 良和木材集 中的地方
。

矿井坑道内的生态环境与地面相比
,

更适合家 白蚁的孽

生繁殖
,

加上食料丰适
,

一旦有白蚁侵入
,

短期内即可迅速繁殖扩散
,

酿成 灾 害
。

另 一 方

面
,

矿井纵深入地
,

白蚁只能来源于地面
。

因此
,

杜绝地面 白蚁侵入井内是 防治 蚁 患 的 关

键
。

如能积极贯彻预防为主药剂防治为辅的方针
,

蚁害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

( 一 ) 预防措施

1
。

清除蚁源 为了避免白蚁随木入井
,

运抵矿 山的坑木应堆放在无白蚁的地方
,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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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贮木场有白蚁活动
,

应及时
、

彻底消灭之
。

坑木运入矿井之前
,

要进行 详 细 检 查
,

最

好对每根木头都经过防虫
、

防腐处理之后再运入井下
。

2
。

防止 白蚁个体扩散入井 对于无通风设备
,

井 口通道也靠圆木支撑的小型矿井
,

白

蚁就有可能通过个体扩散
,

从井 口逐步蔓延侵入井下为害
。

矿井附近的一些附属生产设施和

居住场所
,

如
:
变电房

、

工棚
、

仓库
、

住宅等
,

常有白蚁为害
,

这些蚁源靠近井 口
,

成为白

蚁蔓延入井的虫源
。

对于这些地方
,

每年都应定期进行 2一 3次检查
,

发现有白蚁
,

立 即施药

灭杀
,

杜绝后患
。

( 二 ) 治灭方法

1
。

消灭分飞白双成虫 白蚁在交尾期有分飞现象
,

其长翅繁殖蚁有较强的趋光性
,

矿

井昼夜灯火辉煌
,

极易招引飞蚁进入矿井
。

飞蚁趋光而来
,

在灯下飞舞配对
,

然后降落坑道

木缝隙处
,

发展成新的蚁群
。

每年四至七月雷雨前的傍晚
,

一旦发现飞蚁
,

可在灯下设置水

盆
,

上滴少许煤油
,

用来诱杀飞来的白蚁
。

次 日上午
,

再用。
.

1 %的敌敌畏水溶液 喷洒坑 道

木所有缝隙
,

杀死落地飞蚁
。

2
。

药杀井下坑木的白蚁 井下坑木裸露
,

受白蚁为害时
,

极易在段木上查到由白蚁排

泄的泥状物敷设而成的蚁路和不规则 针孔 状 通气 孔 及 分群孔等蚁巢标志
。

一般来说
,

能

找到较大自蚁排泄物泥块或通气孔
,

表明蚁巢很可能隐藏在该处
。

此时
,

可用改锥向段木内

内钻 2~ 3个孔洞
,

如发现有大量 白蚁爬出
,

即可向每个洞孔内喷入 20 ~ 30 克 灭 蚁 药
。

七 天

后
,

白蚁便会互相传递全部中毒死亡
。

如白蚁活动的各种外露迹象不明显
,

可采用敲击法
,

即用改雄敲打坑木
,

以实查空
,

多处查找出白蚁蛀空的部位
,

运用多点全面施药的办法
,

同

样可以通过部分白蚁受药
,

促使全巢白蚁中毒死亡的效果
。

带 本调查蒙尤其俄副研 究员指导
,

参加调查者尚有南宁饮路分局程永元师傅
,

在此一 并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