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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灭治服务企业服务区域及联系方式
（武汉房地产业协会白蚁防治专业委员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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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灭治企业名称

武汉新科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武汉春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升华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湖北时代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武汉山甲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武汉市安居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湖北楚天蕙兰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武汉禾幸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正名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武汉禾楷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罗氏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武汉拓世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武汉超科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武汉百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湘林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武汉市佳益速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灵致环境防治有限公司
武汉安尔特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武汉市土栖白蚁防治研究院

武汉市东西湖城投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湖北木括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新前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洁美佳誉物业保洁有限公司
武汉立新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湖北胜球白蚁防治研究有限公司

武汉中之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科迅力量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武汉克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奥卫灭鼠消杀服务有限公司
标冠环保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武汉旭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华军睿环保有限公司

服务区域
中心城区、东湖高新区、武汉经开区、长江新区、江夏区、
新洲区、黄陂区

武汉经开区、盘龙城片区

中心城区、东湖高新区、武汉经开区、江夏区、蔡甸区、盘
龙城片区
武昌区、洪山区、青山区
武昌区、洪山区、东湖高新区

东西湖区、江岸区、青山区、武昌区、洪山区

武汉经开区、汉阳区、盘龙城片区

江岸区、洪山区

蔡甸区、武汉经开区

武汉经开区、蔡甸区、汉阳区、东西湖区

东湖高新区、青山区、东湖风景区

黄陂区

中心城区、东湖高新区、武汉经开区、东西湖区、蔡甸区、
江夏区、盘龙城片区
东西湖区、江岸区、黄陂区
武昌区、洪山区

江夏区、东湖高新区

洪山区、武昌区、汉阳区、蔡甸区
武汉经开区、汉南区
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洪山区、东湖高新区、江夏区、
黄陂区、汉南区
东西湖区、硚口区

中心城区、东湖高新区、武汉经开区、长江新区、新洲区、黄陂区

长江新区、东湖高新区

洪山区、东湖高新区、蔡甸区
武汉经开区、蔡甸区

东西湖区、江岸区、武昌区

江岸区、江汉区、洪山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

洪山区、武昌区、青山区、江岸区、硚口区

武昌区、洪山区、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东湖高新区、武汉经开区、江夏区
武昌区、江汉区
汉阳区、江岸区
武汉经开区、汉南区、蔡甸区、汉阳区、洪山区、江夏区、
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长江新区、武昌区
武汉经开区、汉南区、蔡甸区、汉阳区

联系电话
15071450061
17612700844
027-81339266
13986062698
027-88770392
13871596682
15392896036
13971268788
13886102151
13554048147
027-87279993
13986104411
13995619663
027-69810699
027-84977858
13667215875
027-86373285
13018017879
18086074105
13886011697
18942157733
18186021201
13971580202
027-81612788
17771783218
18971257048
13720205596
18607152150
027-87557170
18802787981
027-83399619
13419615149
18302726499
027-87888806
13317195528
027-82297620
18971226137

400-007-0027
15089958989
17762394119
13397129527
027-61888116
15727028222
13387660598
13317194361
13886033215
18271969566
13707104455
18086007379

武汉市白蚁防治机构服务区域及联系方式
服务区域

江岸区 硚口区 江汉区
武昌区 洪山区 青山区
汉阳区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东湖风景区
化工新区
长江新区
蔡甸区及其开发区
江夏区及其开发区
黄陂区及其开发区
新洲区及其开发区
东西湖区及其开发区
汉南区

白蚁防治机构
汉口白蚁防治站
武昌白蚁防治站

汉阳白蚁防治站

东湖白蚁防治站

武汉长江新区住建局物业管理和房屋安全科
蔡甸区房屋安全服务中心
武汉市江夏区房屋安全管理中心
黄陂区房产交易管理所（白蚁防治所）
新洲区白蚁防治所
东西湖区房屋安全管理站（东西湖区白蚁防治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保障管理站

办公地址
江岸区中山大道997号
武昌区中山路195号

汉阳区赫山路昌家湾68号

江岸区发展大道369号

汉口北大道208号
莲花湖大道231号
江夏大道189号
前川黄陂大道146号
邾城街衡州大道168号
东西湖区五环大道53号
纱帽正街324号

服务电话
82818146
88227167

84878773

82804166

85998535
84948032
87954556
85914444
86917929
83250881
84755085

白蚁“家庭”成员的分工？
蚁 王 、

蚁后负责繁
衍后代，兵
蚁抵御外界
的侵扰，而
工蚁担负着
外出取食抚
喂蚁王、蚁后、兵蚁、幼蚁的重任，它也是造成
危害的“主力军”。

如何区分辨识白蚁和蚂蚁？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居民常常将黑蚂蚁

的繁殖蚁误认为白蚁，其实两者在外形特征
上有着明显差异。

怎样寻找家中白蚁踪迹？
分飞期白蚁繁殖蚁大量飞出，这时居民

可以通过查看家中有无繁殖蚁集中分飞后脱
下的翅膀，来判断家中是否发生蚁害；未飞出
的白蚁工蚁和兵蚁则隐蔽性较强，居民可以
通过观察家中有无蚁路痕迹来判断家中是否
发生蚁害。如在纱窗外发现繁殖蚁或脱落的
翅膀等，则可初步判断白蚁是从室外飞入。

容易滋生白蚁的地方主要有：门框、窗
框、踢脚线和墙裙、木地板与墙的交界处、固
定的木质家具贴墙部分，以及厨房、厕所等阴
暗潮湿的地方。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方法可以预防白蚁？
居民在对低楼层（一层或二层）的房屋进

行装修时，建议尽量少用固定木质装修材料，
如选择非木质纤维类地砖和成品柜子，不做
接地固定木装饰等，以减少白蚁的食物来
源。除此之外，在居住使用过程中，做好防
潮，保持通风，不给白蚁提供适宜的生存条
件。日常打扫房间时，建议使用“84”消毒液
等清理地面，对白蚁可以起到一定的驱避作
用，在白蚁分飞期，注意关好纱门纱窗，避免
室外繁殖蚁飞入“安家”。

武汉市白蚁防治管理办公室咨询投诉电话：85482292

根据武汉市中长期气象预报，结合以往年度白蚁活动规
律，经行业专家综合研判：我市今年将于4月上旬进入白蚁分
飞期，持续至6月底结束。在此期间，散白蚁分飞时段主要在
4月中旬至5月上旬，高峰期预计为4月15日、22日前后；家
白蚁分飞时段在5月至6月，高峰期预计为5月22日前后；黑
翅土白蚁分飞时段也在5月至6月，一般在雷雨中或大雨后
的傍晚集中分飞。敬请广大居民了解掌握白蚁防治相关政
策和常识，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并做好预先防范处置和
灭治服务配合工作。

了解白蚁，遇见分飞别恐慌
白蚁，俗称“白蚂蚁”，属最古老的群居社会性昆虫，在地

球上生存时间超过1.3亿年，是“世界五大害虫”之一，喜在阴
暗潮湿环境里生存，偏好啃食含纤维素类物质，如木门框、地
板、木质家具、书籍、衣物等，它分泌的蚁酸还会侵蚀水泥、钢
筋等，会对房屋的住用安全造成一定危害。但白蚁不属于病
媒昆虫，不会叮咬人，不具有毒性，也不会传播疾病。

白蚁“家庭”由蚁王、蚁后、兵蚁、工蚁、繁殖蚁组成，当气
候条件适宜时，长出翅膀的繁殖蚁会集中飞离原群体，脱翅
后雌雄追逐配对，并在适宜的环境下生存繁衍，即为白蚁的

“分飞”，民间也有“婚飞”说法，这一现象是房屋建筑或周边
树木受到白蚁侵害的表征之一，也是发现蚁患并有效施治的
重要时段。

武汉市的白蚁种类主要有黑胸散白蚁、家白蚁和黑翅土
白蚁。黑胸散白蚁为土木两栖性白蚁，主要栖息于房屋建筑
内，巢穴和群体数量相对较小且分散，因其有取水需要，多见
于房屋建筑的一层或架空层，三层以上较少见其筑巢；家白
蚁同为土木两栖性白蚁，栖息于房屋建筑内或林木中，巢穴
和群体数量中等且集中，其危害较大但相对少见；黑翅土白
蚁为土栖性白蚁，主要栖息于户外植被覆盖区域，巢穴多筑
于地下土壤之中且群体数量较大，是危害堤坝、园林、农作物
的主要虫害之一。

我市自1989年在全省率先实施并持续开展新建房屋白

蚁预防工作以来，已累计对5.31亿平方米房屋建筑实施白蚁
预防，城市房屋白蚁危害总体上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作为自
然界中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昆虫，历经上亿年的优胜劣汰，
使其极具隐蔽性和适应能力，尚难以将其完全灭绝。

发现蚁患，专业施治有渠道
当房屋建筑内疑似发现白蚁繁殖蚁时，居民可检查所在

房间的木质门框、地板、踢脚线及家具等是否有蚁害侵蚀迹
象，以判断蚁患是否出自室内。若初步判断室内存在蚁患，
可根据相关政策规定联系白蚁防治机构或白蚁灭治服务企
业提供灭治服务，并请尽量保持原状；若确定白蚁繁殖蚁是
从室外飞入，可直接清扫、消杀，并提醒所在小区物业服务企
业及时检查房屋建筑周边环境及树木蚁害状况，由其联系白
蚁防治机构或白蚁灭治服务企业集中提供灭治服务。

根据我市白蚁防治的政策规定，已实施白蚁预防的新
建、改建、扩建房屋的白蚁预防包治期限为15年。对于包治
期限内的房屋建筑，居民可通过所在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或

自行联系白蚁防治机构预约上门免费服务（详见“武汉市白
蚁防治机构服务区域及联系方式”表）；对于低保户、困难残
疾人家庭，也可凭相关证明向所属区域的白蚁防治机构申报
预约免费服务。在白蚁分飞期，由于居民对白蚁返治服务的
需求量激增且较为集中，为保证服务质效，还请广大居民及
时预约、耐心等待，白蚁防治机构工作人员将按照预约时间
和路途顺序尽快上门服务。

对于未实施白蚁预防的房屋或超过包治期的房屋，武汉
房地产业协会推荐了一批白蚁灭治服务企业，居民可自行联
系，由企业提供有偿灭治服务，收费标准由居民与企业双方协
商议定（详见“白蚁灭治服务企业服务区域及联系方式”表）。

施治前后，处置配合须得当
专业人员上门施治前，居民可自行按如下步骤先行处理：

一是采取拍、打等方式扑杀飞出的繁殖蚁，清扫归拢到垃圾桶
后用开水淋烫或用杀虫剂予以消杀；二是仔细找寻繁殖蚁飞出
的分飞孔（一般在门窗框或台阶、踢脚线等隐蔽部位），用不干
胶封闭分飞孔，或在下方放置一盆清水用以淹灭后续飞出的繁
殖蚁，但不要在分飞孔附近直接喷洒杀虫剂，以免惊扰蚁群致
其转移，进而影响专业人员施治效果。专业人员施治时，居民
应配合腾出施工作业场地，并对检查、施药过程中必要的轻微
损坏（如开孔）予以认可，按照施工人员的指导做好相关安全防
护；施治完成后，可适当进行清扫，须注意保持施药区域干燥，
以免药剂结团、惊扰蚁群，进而影响药剂传递效果。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由于白蚁筑巢极具隐蔽性，房屋建
筑内及地下管线密布的户外区域均难以采用极具破坏性的

“挖巢”方式施治，专业人员主要通过向分飞孔、蚁路等处尚
在活动的工蚁和兵蚁身上适量喷洒药剂，使其短期保持存活
状态并将药剂带入蚁巢，最终引发蚁群慢性中毒而“团灭”，
而所施药剂约需10天时间传递和起效，在此期间往往仍会出
现繁殖蚁分飞的现象。此外，白蚁种群成熟期一般长达
3—5年，有的居民家中可能潜藏有多个蚁群，故在施治后仍
需持续观察数年并及时施治，以确保蚁害得到有效控制。

白蚁分飞期将至，蚁害施治正当其时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130号）

第八条 白蚁预防包治期限不得低于15
年，包治期限自工程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

第十二条 原有房屋和超过白蚁预防
包治期限的房屋发生蚁害的，房屋所有人、
使用人或者房屋管理单位应当委托白蚁防
治单位进行灭治。

房屋所有人、使用人以及房屋管理单
位应当配合白蚁防治单位进行白蚁的检查
和灭治工作。

《武汉市房屋安全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及其

地下建筑物、构筑物，装饰装修非住宅房屋
以及新建住宅区内种植花草树木前，应当
委托白蚁防治单位实施白蚁预防处理。

有蚁害房屋的房屋安全责任人应当及
时委托并配合白蚁防治单位进行白蚁的检
查和灭治工作。

白蚁预防、蚁害治理的质量保证期内发
生白蚁危害的，原防治单位应当免费灭治。
《武汉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办法》

（武汉市政府令第177号）

第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房屋的白蚁
预防包治期限为15年，装饰装修房屋的白
蚁预防包治期限为5年。

第十三条 原有房屋和超过白蚁预防
包治期限的房屋发生白蚁危害的，责任人
应当及时委托白蚁灭治经营者进行灭治；
责任人不及时委托灭治的，由房产行政主
管部门组织白蚁灭治经营者进行灭治，白
蚁灭治费用由房屋所有权人承担。

前款所称责任人是指房屋所有权人，
所有权人与房屋使用人、管理人对白蚁灭治
责任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由
使用人、管理人代所有权人先行承担。

《市房产局房改办关于为低保户和困
难残疾人家庭提供优惠政策的通知》

（武房字〔2006〕2号）
对低保户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免费提供

灭治白蚁服务。享受优惠政策的条件为：
（一）低保户家庭
纳入低保1年以上的低保户家庭。
（二）困难残疾人
指纳入低保范围的残疾人或一户多残

家庭、二级以上重度残疾人。

政策摘录 白蚁防治小知识

白蚁防治专业技术人员对居民家中蚁患门框进行检查灭治。

翅膀（繁殖蚁）

翅膀长，是身体
的两倍，且容易
脱落

略微超过身体，
不易脱落

腰节

无腰节，胸
腹为长椭圆
形整体

有腰节，胸
腹之间为很
细的腰节

繁殖蚁
大小一致，
常见的黑胸
散白蚁大小
如米粒
有大有小，
大 的 如 苍
蝇，小的如
米粒

白蚁

蚂蚁

故事

美文

我
在
小
区
有
块
﹃
地
﹄

一日

4月6日，之前和我住同一个小区的同事
给我发来几张照片，把我的思绪瞬间拉回到

住在虹顶家园的日子。
之前，我住在华锦社区虹顶家园，这个小区有一点

我非常欣赏：它倡导业主参与小区绿化建设，在划定的
区域范围内进行土地“领养”，自行种植花木，这样既美
化了小区，又让业主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小花园”，还增
强了业主的参与意识与集体归属感，可谓一举多得！

于是，和我同住小区的同事认领一块地，种上了喜
爱的植物。我对种植也颇有兴趣，经常会去帮忙。我
还留意到有邻居种了月季花、绣球、杜鹃……一时间，
小区热闹非凡。

除了共同体会种植的快乐，业主群里的氛围也格
外温馨。大家三不五时就在群里分享自己的种植经
验，交流种植心得，有时相互之间还会帮忙拍照，晒晒
自己的种植物长势如何。

这份快乐一直持续到去年年底，我搬离这个小区，
但我对这块土地常常挂怀，只能经常询问同事植物的
近况。这不，今年清明假期，我又给她发消息：

“现在哪些花开了？”
“过两天你方便时拍张照片我看看！”
“我想那块地了！和那小区的环境，还是有感情了

啊。”
收到图片，看到有些种下的花已经在春天绽放，我

像个吃到糖果的孩子一样开心不已。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平心静气

夕阳沉落，城市剪影镀上金边闪烁，
矫健步伐，踏着光影交织的诗册，
时光在脚下，流成繁花似锦的江河。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温暖

追光
逐影

（整理：沈欣）

长江日报讯 4月9日，《武汉文脉》融
合出版工程第一批编纂出版成果发布，首
批7种21册图书面世，标志着武汉有史以
来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出版工程
取得阶段性成果。《武汉文脉》顾问何祚
欢、严昌洪，总编辑马敏、刘玉堂、涂文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萨仁高娃、湖南
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等省内外专家
学者参加首批成果的发布。

据介绍，《武汉文脉》是2024年6月正
式立项实施的融合出版工程，旨在全面摸
清武汉地方文献家底，梳理城市文化发展
脉络，建立完整的历史文献资料数据库，
以彰显城市人文精神，提升文化软实力。
该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对武汉地方文献
资源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形成武汉历史文
化资源数据库和融合出版产品，其中编纂
出版纸质图书不少于500册。

在武汉城市发展几千年连绵不断的
文明史中，文化典籍作为重要载体，在弘
扬优秀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产生了深
远影响。《武汉文脉》首批推出图书共7种
21 册，以武汉地区旧方志为主。分别从
人们熟知的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汉口地
域范围出发，依据历史上武汉所属府、县
等不同级别区划选择不同时期的旧方志
进行影印出版。汉水入江口是否在成化
年间发生过改变？汉口是怎么形成的？
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书中找到参考。

“《武汉文脉》整体采用了16开精装
圆脊，选用中国传统色中的青绿色，灵感
来源于城市之根盘龙城青铜色，也与长
江文化中的绿水青山相合。”《武汉文脉》
整体装帧负责人、著名设计师姜嵩介绍，
封面“武汉文脉”四字采用了苏轼书法集
字，又采用烫金工艺，整体具有历史厚重
感与书卷气。书脊中间横隔纹为盘龙城
青铜器纹饰。丛书扉页又使用了今天黄
鹤楼剪影，与盘龙城纹饰形成呼应，象征
着文脉古今传承。封底为西泠印社知名
篆刻家刻制“武汉文脉”印章，因公元223
年孙权筑城武昌，而采用了汉印风格。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是
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首批
出版的《武汉文脉》多为方志，历史悠久，
完整地记述了地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
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被称为“地方百科
全书”，更是深入了解地方文化遗产中的
璀璨瑰宝。《武汉文脉》将立足于武汉发展
新起点，系统挖掘整理城市文化，体现“盛
世修典”的武汉担当、武汉作为。

据了解，《武汉文脉》项目今年计划推
出成果涉及甲、乙、丙三编，同时也将统筹
考虑相关数字化工作。（叶飞艳 朱金波）

4月9日，在《武汉文脉》融合出版工程
第一批编纂出版成果发布活动现场，专家学
者认为，《武汉文脉》的出版具有深刻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武汉文脉》首批推出图书
共7种21册，以武汉地区旧方志为主。

盛世修典，彰显文化自信。“《武汉文
脉》第一批问世的成果之所以选择整理、
出版旧志，乃是因为方志是我国古代文化
的瑰宝之一，编修方志是我国的优秀历史
传统。”《武汉文脉》总编辑、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马敏介绍，作为现存武汉历史文化典
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武汉文脉》推出
的这些旧志文献系统记述了武汉各地千
余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迁，政治、经济、文化
及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存史资治、内
容丰富，开发利用、无可替代，对认识、研
究和促进武汉的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和社
会管理等，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武汉文脉》顾问、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严昌洪介绍，《武汉文脉》首批推出的图书
很有代表性，地域兼顾武汉三镇，时间涵
盖清代到民国，内容涉及本地历史地理、

文教设施和山水名胜。“我们可以通过所
收录的历史文献，了解我们生于斯、长于
斯、工作于斯的武汉，它蕴含的文化底蕴
如此深厚，延续的文脉如此绵长。”

“编纂《武汉文脉》，挖掘地方特色资
源，揭示历史文化底蕴，在展现中华文化
多姿多彩的同时，又可以激发武汉各界人
士的共同记忆和情感，为地方文化建设提
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是顺应时代和担当
文化使命之举。”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
馆长萨仁高娃看来，《武汉文脉》是打造地
方文化名片、凝心聚力的有效手段，是国
家古籍保护传承事业的重要组成，也是构
建历史记忆、增进文化认同的必要途径。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认为，
问津书院是武汉古代文脉的一个重要载
体和体现，为名重一时的讲学之地，在元、
明、清三朝就已经成为鄂东文人的摇篮。
此次《武汉文脉》中推出的《问津院志》是
湖北现存唯一一部完整的书院志书，为读
者了解湖北古代书院相关方面内容提供
了第一手资料。

《武汉文脉》总编辑、湖北省社科院原
副院长刘玉堂说：“《武汉文脉》对挖掘武
汉文化、提炼武汉精神、促进武汉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首批书籍主要为方志，这是武汉
地方文脉的‘根’。”

为让读者能更好地了解图书内容，
《武汉文脉》邀请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主任周荣教授负责组织相关学者，为每种
图书撰写提要，以揭示作者生平、纂修始
末、内容特点及版本源流等，最大限度地
再现所收各书的原始面貌与完整信息。
最终形成的文本与传本可靠的图书内容
一起，出版后可谓化身千百，继绝存真，具
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和学术研究价值。严
昌洪认为，各书提要于编志缘起、修纂经
过、内容概要等一一说明；还对志书编纂
者的简历、本地沿革、该书特色、史料价
值、版本源流、著录情况、各处评价、庋藏
地点等一一介绍，言简意赅，其实是一篇
很好的“导读”，对读者了解手中的图书大
有裨益。 （叶飞艳 朱金波）

“盛世修典”的武汉担当武汉作为

《武汉文脉》首批成果发布

《武汉文脉》融合出版工程首批成果正式发布。 马波 摄

专家学者谈《武汉文脉》

挖掘地方文脉之根
为武汉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武汉文脉》
分为三编

“文献编”。收录武

汉旧籍，以方志和武汉

籍人士著述为主，兼采

外籍人士以武汉为研究

对象的著述

“史料编”。收录有

关武汉地方史料类文

献，分门别类，系统反映

武汉历史整体社会面貌

“研究成果”。收录

今人研究武汉的重要著

述，以及组织当代学者

研究、撰写的专题成果

甲编

乙编

丙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