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发平 文/图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
育一方人。每年到了谷雨
时节，在巢湖市大山深处，
总会有这样一组人群，她
们或三人结伴，或五人成
行，穿戴严严实实，扛着一
把铁锄翻山越岭，行走在
崎岖的山路和荆棘密布之
中，寻找和捕捉蜈蚣。她
们就是当地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的女“药农”，几代
人传承下来每年都在这个
时节通过捉蜈蚣，卖给药
贩子补贴家用。5月14日
上午，在巢湖市牛角山上，
50 岁的佘德秀等 3位女
“药农”向市场星报、安徽
财经网记者讲述起她们捉
蜈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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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心乐为良药，神伤致骨枯。
——谚语

巢湖有个女子“蜈蚣队”
几代传承，每年谷雨时节捕蜈蚣可挣上万元

佘德秀，今年 50 岁，是巢湖市夏阁镇村民。
如今，她虽然搬到城里来住，但是每到捉蜈蚣的
时节，她总是闲不住，和昔日村民们一起上山去
抓蜈蚣。她说，自己本来就是农民，不怕辛苦，能
抓点蜈蚣回来，可以补贴些家用。

“靠山吃山，蜈蚣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中药
材。”佘德秀说，他们的祖辈开始，每年谷雨后，村
上的人们就开始在深山中寻找和捕捉蜈蚣，抓回

来后，一般都是将蜈蚣卖给药店或药贩子，有时
要转几道贩子。

“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捉到90条。”张松兰虽然
66岁了，但她也加入捉蜈蚣的队伍。她说，现在每
条蜈蚣能卖两块几毛钱。但是，到芒种时节后就
捉不到了。捉蜈蚣是个季节性的活儿，一个季节
下来最多的能够挣万把块钱，所以从祖辈开始，捉
蜈蚣便成为当地农民补贴家庭收入来源之一。

补贴家用 一个季节可挣万把块

结伴同行 一天跑遍几座山头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一般都会三五个人一起结伴同

行。”张松兰说，因为周围山高谷深，她们担心会遇到意想
不到的情况，有时也会害怕，所以大家翻山越岭捉蜈蚣总
是几个人一道，即使遇到突发情况，彼此也有个照应。

佘德秀说，她们每天早上六七点出来，下午三点钟就
结束。有时能抓到蜈蚣，她们只跑一座山头。如果收获不
理想，大家一天会跑几座山头。这么多年来，她至少跑遍
一百座山头。

她还告诉记者，以前她们都在家门口小黄山上找蜈
蚣，如今她们捕捉范围扩大了，可以说是找遍了市区周边
的大山。这么多年来，大家行走在深山里，还真没有遇到
什么危险。

几代传承 村上老幼皆会捉蜈蚣
“不害怕，习惯了。”说起对蜈蚣有没有恐惧感，三位女

“药农”都说，她们自幼就会抓蜈蚣，这是几代人的传承。如
今，在他们那儿，十几岁的孩子也敢抓蜈蚣，大家并不害怕。

张松兰告诉记者，她们也会有不小心被蜈蚣咬到的时
候，会红肿，很疼痛，但不致命，两天一过就没事了。她还开玩
笑说，“人体本身就有毒素嘛，这被咬了不是以毒攻毒吗？”

佘德秀说，为了防止被咬，她们都是戴着厚厚的手套
去抓蜈蚣，捉到后放在一个矿泉水瓶中，瓶盖上用针头扎
几个孔，保持空气流通。另外，捕捉蜈蚣的技巧也是有讲
究的，捕捉只要不靠近牙爪能触及的位置，就不会被咬。
不过，没有捉过蜈蚣的非专业人士，还是不要冒这个险。

当日中午11时30分，为了不打扰三位女“药农”捉蜈
蚣，记者没有继续与她们同行。牛角山上，数座山峰耸立，
树木丛生，三位女“药农”头顶烈日，在崎岖的山路两边左
顾右盼，不时用铁锄捣鼓着两边的荆棘。渐渐地，她们的
背影模糊在远处的山谷中……

女“药农”在寻找蜈蚣

三位女“药农”相互展示捕捉成果 女“药农”的收获 女“药农”介绍如何捉蜈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