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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墙土栖白蚁剖巢技术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任务来源： 

成果摘要： 

    1991年淮河发生特大洪水，安徽省寿县古城墙外水位最高达24.46m，其东北角1 200m堤段严重渗水，汛情十

分紧急，经加做砂石导滤方得缓解，但渗水原因一直不清。1992年6月在对该段城防堤加固施工时发现了白蚁，经

鉴定为黑翅土白蚁，这是安徽省淮河堤防首次发现的土栖白蚁危害。1992年6月，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局组织有关

单位进行了现场剖巢，发现了城墙堤防黑翅土白蚁营巢与正常均质土坝土栖白蚁营巢有着明显不同，即营巢的位

置不同、主巢腔与分群孔的相对位置特殊及蚁道分布特殊。 由于城墙堤防构造不同于一般堤防，因此形成了黑翅

土白蚁营巢的特殊性，对于这类堤防，土栖白蚁蚁巢的开挖解剖应主要掌握以下技术要点： (1)要正确判断蚁害

存在的可能性。古城墙堤防蚁害的确定基本符合于一般土栖白蚁的生态学特性，在其附近有蚁害源的情况下，如

果城墙堤防本身帮土的酸碱度、土壤湿度等条件适宜于黑翅土白蚁生长，则应通过寻找泥被、泥线、分群孔和开

挖土壤剖面判别蚁道等方法来查找有无蚁迹，从而正确确定有无蚁害。 (2)准确确定主蚁道的位置。确定土壤中

黑翅土白蚁蚁巢的关键是确定主蚁道的位置，就城墙堤防而言，其确定方法大体有以下两种：①开挖探测沟法，

开沟的方向应与堤防纵轴线垂直，且应从堤脚开始沿堤坡向上开挖(一般堤防为平行开挖)，发现蚁迹即可确定蚁

道，不必再向上开挖。探测沟的宽度一般为0.5m～0.8m，深1.0m～1.5m。②据分群孔位置开挖法。在分群孔以下

0.5m～1.5m处开挖一条平行于坝轴线的探测沟，沟宽0.5m、深1.0m～1.2m，以分群孔几何中心点向两侧开挖的长

度一般为3.0m～4.0m，发现蚁道即可。 (3)追巢。发现蚁道以后，无论蚁道多么细小都不可放过，特别对白蚁活

动频繁的蚁道，尤其是兵蚁活动繁忙酸性味浓的蚁道不可放过。在追巢过程中，如果发现串联的副巢且其中有多

条蚁道，则一般朝着蚁道口径大的一端追巢。城墙堤坝土栖白蚁的主蚁道由于延伸较长，因此追巢过程中必须填

充探条，以防工蚁为保家护命用泥土抢堵暴露出来的蚁道，失去追踪的方向。主蚁道在延伸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形

态或口径大小的变化，这都不能放弃，应延追不舍。当主蚁道接近主巢时则一般蚁道开口方向较多，变化复杂，

很难判断，一般情况下蚁道口径较大，道内土壤潮湿酸味浓，朝坝下延伸的即为主蚁道的方向，应继续追挖，当

接近主巢时，用重物敲击四壁，可发出“空空”的闷声，则主巢可望在即。 (4)解剖巢腔。黑翅土白蚁在城墙堤

坝中的营巢，从解剖状态看，没有较为明显的卫星副巢与主巢的区别，副巢和主巢基本相联成一个整体，构成一

个完整的巢腔，但保护王室四周泥骨架十分发达，幼蚁较多，这是确定主巢的标志。同其它堤防土栖白蚁营巢情

况类似，城墙土栖白蚁巢体也有空腔，数量约占副巢总数的1/5～1/6，巢体内工蚁的比例大于兵蚁。 (5)其他应

注意的问题。在城墙堤坝土栖白蚁开挖解剖的过程中，除上述技术外，尚应注意开挖速度和保证安全。由于蚁王

体积小，迁徙速度快，因此在开挖过程中应尽量加快速度穷追主巢，以防蚁王逃遁。另一方面，由于城墙土栖白

蚁落巢较深，因此在开挖过程中要注意安全保护，特别是接近主巢时，由于巢体上堆土甚厚，更须注意。一般情

况下，开挖主巢时的剖面开口应呈拱形，以最大限度增强土体四壁的撑力，另外，开挖面的上方应划出警戒线严

禁人群站立或置放其它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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