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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敏的办公室里
有两只玻璃缸，养着上
百只“进口小强”（学

名：蜚蠊，俗称：蟑螂），每当有人求看时，他就掀
开纱布，在“小强”寄居的废纸堆里，迅速捧出一
只来，笑着说是他的宠物。

不过，千万别把曹敏当成一位喜欢饲养异
类宠物的猎奇青年，他是上海外高桥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副调研员，担负着上海出入境口岸蚊
虫和蜚蠊的鉴定工作，养“进口小强”是他防止
生物入侵的方式之一。他的潜心研究，为守护
国门安全提供坚定保障。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35年伴“小强”
潜心研究守国门

征集小人物
如果你的身边有绝

不渺小的小人物，如果你
有不凡的凡人故事想与
大家分享，请与本版联
系：qnbxiaorenwu@so-
hu.com

“看，这只叫棕色母蠊，
多漂亮多可爱，这是我养的
宠物。”“任何生物都有生存
的目的和意义。这就是蟑
螂，别看它们脏，是开展科
学研究的宝贝。”

35年了，曹敏一直在和“小
强”打交道，以至于他的网名、微
博名都叫“不会飞的小强”。

走进曹敏的办公室，感觉进
入了一个属于小强的世界。除
了一盒盒从非洲和美洲尼日利
亚、安哥拉、巴西等地漂洋过海
来旅游的蟑螂标本外，书柜上还
有两只引人瞩目的玻璃缸。

他拿下一只，掀开纱布，拨
动蟑螂寄居的废纸堆，蟑螂开始
蠢蠢欲动，他捧出一只身上有花
纹的蟑螂放到手上，这是一只非
洲棕色母蠊，与它栖身一个玻璃
缸的还有其他几十只蜚蠊。棕
色母蠊在曹敏左手背上趴了一
会，迅速往他手臂上窜去，曹敏
轻扑两次，就又把它拽在了手
里，嘴角溢满笑：“看，这只叫棕
色母蠊，多漂亮多可爱，这是我
养的宠物。”

另一只玻璃缸里，则是更多
见的斑蠊等，缸里盛放着水、馒
头等供蜚蠊吃喝，有时一些快腐
烂的小水果也会被曹敏放进玻
璃缸里喂蟑螂。

饲养蟑螂，是曹敏了解全球
蟑螂生态的方式之一。目前在
他办公室安生的共有 4 个品种
100余只蟑螂，都是口岸一线人
员在进境的交通工具、集装箱中
发现截获的“进口小强”。

曹敏与“小强”结缘于35年
前，他第一天上班就被导师江
雪峰研究员带进实验室，一屋
子的架子摆满了玻璃缸，里面
栖息着蟑螂，一股难闻的味道，
还有上万只虫子爬行发出的

“呼呼”声，导师说：“这就是蟑
螂，学名叫蜚蠊，别看它们脏，
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宝贝，可得
好好地侍候它们。”

其实，曹敏从小对昆虫就很
感兴趣，天牛、蝈蝈、知了、蝴蝶
都是他童年的美好回忆。喜欢
昆虫是因为有些外形好看，并没

想到要和蟑螂打交道。
但那天起，蟑螂一词深深地

印入曹敏脑海，开启了与蟑螂为
伍，研究蟑螂的职业生涯，而这
一坚持就是35年。

曹敏一直觉得，“任何生物
都有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同样蟑
螂也是”，只是生活在人类周围
那 0.5%的蟑螂破坏了人类对蟑
螂的所有印象。其实绝大多数
蟑螂，都生活在原始森林里，有
些还有益处。

曹敏说，国内有一种名为东
方水蠊的蟑螂，就可以入药。还
可以从蟑螂身上提取一种抗菌
肽，用这种提取液修复口腔溃疡
等伤口，作用显而易见，“还比如
它们的外骨骼有‘几丁质’，也有
药用价值，如调节免疫，预防癌
症等，还可用来治疗跌打损伤。”
这么多年，曹敏一直在为大多数
蟑螂“正名”。

曹敏支起蚊帐，身坐其
中，等着蚊子“上钩”。“每小
时花15分钟抓蚊子，最后生
成数据曲线图，不但有助于
了解物种生态，还能提供蚊
媒病的预防措施。”

一开始，曹敏是在部队里研
究蟑螂，2004年从部队转业后，
他进入检验检疫局，在口岸继续
和蟑螂“杠”上了。

2012年10月的一天晚上，
曹敏在小洋山岛上加班做媒介
监测，那有一个集装箱堆场，在
门卫附近有一片小型植被绿
化。就在那，曹敏发现了那只移
动迅速的蟑螂。

在动物世界里，蟑螂可是所
有昆虫里跑得最快的。所以当
曹敏发现那只蟑螂时，它已经

“噌”一下跑出好远，凭着职业
敏感度，曹敏迅速甩出打湿的
毛巾，“啪”一下罩在了蟑螂身
上，被毛巾一砸，蟑螂就有点晕
晕乎乎。

在抓它之前，曹敏并不知道
这是一个新物种，只是出于对所
有蟑螂的兴趣。抓住后，曹敏边
观察边在脑中搜索所掌握的资
料，发现没有对照，这是国内首
次监测到，“嘿，这蟑螂可以好好

研究。”
从抓到蟑螂，到确定是“东

突厥蜚蠊”，一共花了一二个
月，曹敏去请教导师，翻找大量
资料，摸清这一蟑螂的孳生地。
为了观察生活史，曹敏将这只

“东突厥蜚蠊”单独养在玻璃缸
里，然后通过监测找到它的巢
穴，又捕获了部分进行养殖，多
的时候有百来只。

就这样，曹敏成了中国捕
获“东突厥蜚蠊”的第一人。为
了解这一蟑螂的分布与危害，
他与同事们开始对口岸的每个
场所和港区外环境进行调查，
至 2015 年底，他对“东突厥蜚
蠊”的入侵、定殖、扩散和溯源
的调查研究与风险评估研究项
目获得好评，并发表相关研究
论文2篇，检验检疫行业鉴定标
准1个。

除了“杠”蟑螂，曹敏还“杠”
起了蚊子。因为在口岸，研究蚊
虫的传病意义大于蟑螂。要知
道，由蚊子传播的疾病，每年造
成的人类死亡人数约100万人。

在浦东国际机场，为了研究
“爱发红包”的蚊子，曹敏在了解
机场环境、进出境人员密集区和
蚊媒传染病地方性、季节性的特
点后，有针对性地在机场口岸开
展了蚊蠓监测，探索引进“帐诱
法”、“诱卵器法”、“二氧化碳诱
蚊器”等蚊虫监测方法。

曹敏还放过“大招”——以
身饲蚊。在监测区域，曹敏支起
蚊帐，身坐其中，一次以15分钟
为限，等着蚊子“上钩”，一感受
到蚊子的动向马上抓捕，最多一
次，曹敏15 分钟捕获蚊虫高达
180 余只，带回到实验室，立即
对蚊虫冷冻、分类，制作标本，进
行蚊虫携带病原体检测样品的
处置。

“每小时花15分钟抓蚊子，
最后生成数据曲线图，不但有助
于了解物种生态，还能提供蚊媒

病的预防措施。”曹敏说道。
花了整整8年时间，曹敏系

统科学地对浦东国际机场蚊蠓
的种群、数量、分布和活动规律
做了调研，捕获蚊虫种群7属15
种，并首次捕获拟态库蚊、红胸
库蚊和东乡骚扰蚊等病媒昆虫，
撰写论文7篇，并在浦东机场发
现我国吸血蠓一新种，对机场口
岸突发蚊媒病的预防、控制和蚊
媒生物的控制提供了技术保障。

“如果没有大量的积
累，有时拿到新昆虫后，都
不知如何下手。”“这是一门
需要积累与沉淀的职业，只
要青年好好学，懂得付出，
我会将我所掌握的所有技
术一一传授。”

与“小强”和蚊虫打了大半
辈子的交道，曹敏的热情依旧不
减，电脑里，文件夹分门别类地
储存着蟑螂、蚊子的高清照片。

办公室的两个大书柜里，整
整齐齐排列的书籍、期刊全和专
业有关，如《有害生物治理》《病
媒生物防治》《昆虫学研究方法
与技术导论》等。书柜下侧叠放
的档案夹里，则是曹敏工作多年
来的成果材料，2007年上海口岸
蜚蠊动态监测数据表、2009年的
机场局蚊虫监测结果表等，所有
的数据他都有电脑备份，也完整
保留了原始资料，一旦要查找十
分方便。

目前曹敏能鉴别的蟑螂有
100余种，看到过的蚊子有100
来种。有时一线检验检疫人员
将截获的生物送到曹敏这里，他
可能只花了2分钟就检验完毕，
但其实2分钟背后是日以继夜的
学习和积累，通过查找素材、拍
照掌握鉴定技术，花费大量时间
分辨相似的物种，“如果没有大
量的积累，有时拿到新昆虫后，

都不知如何下手”。
曹敏也很明白这份工作的

现实意义。根据上海出入境检
验检疫的数据，就在去年，上海
截获有害生物1203种，防止生物
入侵破坏生态环境，守住国门安
全，将危险挡在国门之外就是他
的职责所在，“送来的生物，需要
我们来鉴定是否有危害，我是为
一线检疫查验人员提供技术保
障。”

作为“老法师”，曹敏在2008
年参加了总局组织的北川抗震
救灾卫生防疫工作，2009年5至
7月负责上海机场航空器抗甲流
的卫生处理，2010年 4至11月
参与世博的媒介保障，2014年至
今担负WHO上海口岸合作中心的

“口岸媒介监测与控制”的现场
验证与培训。

对于自己在该领域的专业
性和权威性，曹敏很是自信，“我
们的专业就是靠积累和沉淀，同
时也是要付出很多努力。”

如今他还成了不少青年口
中的“曹老师”。他带了7名外地
局的青年，4名上海局的青年，都
是国境口岸病媒生物专业技术
骨干，他将从生态学、形态学、控
制技术等方面做技术传授，“这
是一门需要积累与沉淀的职业，
只要青年好好学，懂得付出，我
会将我所掌握的所有技术一一
传授。”

曹敏向青年报记者展示他的宠物——“小强”。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