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犬猫不再是独宠，另类市场日渐火热却缺乏规范

异宠“未知数”
带来生物安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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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
虽养眼但陪伴成本居高

青岛的肖特是一名养蛇达
人，共养了20多条玉米蛇和一对
屋蛇。他介绍称，玉米蛇是最常见
的宠物蛇，脾性温顺，基础入门品
种价格较亲民。

“相比猫狗，爬宠更安静省
心。养3年左右时间，就能让它从
七八克长成三四百克的成体，等
它繁殖看小蛇破壳，很有成就
感。”谈及自己养蛇的初衷，肖特
侃侃道来。

好看则是异宠受欢迎的另一
个原因。兼职从事狐狸领养和救
助工作的张仙，在2016年饲养了
第一只宠物狐狸，因为狐狸“看着
好看”，能给饲养者带来视觉满足
感，并且投食时，它会给主人回
应，“好像在撒娇”。

艾瑞咨询发布的《2021年中
国宠物内容价值研究白皮书》显
示，满足用户猎奇心态的异宠内
容受关注度逐渐上升，在萌宠内
容热度中占比在5%至15%之间。

但美好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短
暂的，取而代之的是养异宠带来
的烦琐，开销也不低。

肖特最主要的开销就是为宠
物蛇准备居住的蛇柜，持续性支
出就是食物。蛇的主食是鼠，冻鼠
一般通过冷冻运输寄到家里来，
需要冷藏保存，但投喂时需要解
冻。此外，蛇是变温动物，饲养者
需要准备加热垫和温控，还要定
期给蛇洗澡，清理其身上的鳞片、
异味，防止皮肤病、寄生虫产生。

雪貂饲养者吴东的饲养程序
更复杂。他为雪貂准备了很多用
品，如食盆、专属厕所和一个空间
足够雪貂活动的双层笼子；由于
雪貂怕热，在夏天需要准备凉席、
冰垫或降温的板子；如果主人离
家关闭空调，需要放置一个小风
扇；冬天则需要加绒加厚的吊床。
除去基本配置，吴东还购置了许
多玩具、专用沐浴露、化毛膏以及
可以让雪貂整个钻进去的毛巾
袋。在食物方面，除了优质主粮，
他还准备了许多互动时候投喂的
小零食以及营养膏、磨牙和清洁
牙齿的零食。

和吴东一样，越来越多的宠
物主愿意花心思为自己的宠物布
置住所。但记者采访发现，过多的
装备反而容易导致不好清理，滋
生细菌，而宠物用品生产缺乏监
管，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商家一般
凭借好的外观吸引顾客，而售后
缺乏保障。

买卖
随意定价货不对板

有需求就有市场。随着人们
对异宠的兴趣越来越高，异宠交
易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买家与
卖家之间出现了不少代理中介。

肖特告诉记者，在电商平台
上很难买到蛇，因此“蛇圈”通常
都是通过社交平台交易。卖家多
为个人，发普通快递，承担风险；
买家收货后必须录开箱视频，否
则即使出现问题卖家也不担责。

因此，这条交易链中的主要
角色是中介，一般由买卖双方信
得过的圈内人担任。交易流程大
致为：买家打钱给中介-卖家发
货-买家收到货确认无误-中介
给卖家打钱。如果出现问题或交
易纠纷，由中介判定。

“但‘爬圈’有许多不靠谱的
代理，人人都可以做代理，没门
槛。”肖特说。

他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况，一
名代理没有货源，却用一套精美
的摆拍图在社交平台大肆宣传，
坐地起价。比如白化红蛇苗市场
价为250元至350元，而这名代理
的售价是780元。

肖特发现，“爬圈”有许多代
理甚至不具备养蛇的基础知识，
靠着网络上虚虚实实的消息给买
家讲课。买家购买后，收到的宠物
蛇经常货不对板，“即使是人品过
关的代理，也无法完全保证宠物
没问题，因为代理手中没有货源。
有些还是‘代中代’，代理在自己
的下一层继续招募代理，往往一
个代理的上级有许多层”。

异宠市场为何需要代理存在？
作为实体售卖方，吴东给出的解释
是：一些商家饲养的动物大量繁
殖，却无力全部售卖，因此需要代
理。但代理和商家容易出现信息
差，双方可能在同一时间卖同一条
蛇。因此，可能蛇已经被买走了，但
代理会对买家说蛇还在自己手里，
继续给买家发送蛇的视频。

由于一些异宠买家往往通过
视频来辨别蛇的好坏，因此一些
代理往往将病蛇拍出健康的样
子。“只要买家看过视频后拍板，
就需要先交定金，等收到动物，即
使发现存在问题，定金也无法退
还。”肖特说。

此外，记者了解到，异宠价格
不稳定，在买家付了定金交易过
后依然可能出现价格上涨的情
况。在这种情况下，卖家和代理会
一直拖着不发货，拉锯战过后，大
多数买家选择退货，卖家转而以
更高的市场价卖给新的买家。

肖特告诉记者，异宠交易并
非纯粹的卖方市场，也时常发生
买家骗货的情况。买家收到货后
不确认收货，向平台举报卖家发
活体，以此威胁卖家退钱；平台介
入后一般会判处卖家退钱，买家
从而达到“白嫖”目的。

如此交易模式下，宠物疫病
成为另一大隐患。

记者从多名异宠饲养者处了
解到，他们大多通过线上交易平
台购买宠物，或是经熟人介绍一
对一售卖，“检疫”距离他们十分
遥远。对此，宠物疫病防治专业人
士颇感担忧：“异宠购买没有固定

的市场和明晰的供货渠道，动物
究竟从哪儿来、是否经过检疫、身
上是否携带病毒，都不清楚。”

一位不愿具名的异宠医生提
出，目前国内对异宠类人畜共患
病的研究尚存在较大不足，其身
上所携带的病毒是否具有传染
性、致病性，该如何防治等，都属
于知识空白领域。

运输
快递邮寄生死难料

买卖之后的异宠运输环节也
存在诸多问题。

在北京做特种动物兽医已经
5年的刘嘉奇告诉记者，所有快递
都不能邮寄活物，常见的宠物托
运包括空运和陆运，陆运有高铁、
火车、专车和汽车，空运即是飞机
的货舱。但无论什么方式，都需要
提前办理检疫证明，由专业的托
运方承办。

“由于特种动物的关注度不
及犬猫，即使有人偷偷通过快递
运输，在这个过程中出事也难引
起关注。”刘嘉奇说。

的确有商家通过快递偷运异
宠。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商家给辖
区快递站点加小费，请快递员不
要将此单过安检，并表示邮寄活
物死伤风险由寄方承担，快递点
只需要负责发出即可。

这种情况下，一些商家仅关注
是否能卖出动物，不注意邮寄的科
学性，统一发货，导致异宠出现攻
击打架甚至互相捕食的情况。

张仙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有
一次，她购买了两只体型和年龄
一致的狐狸，一只赤狐和一只雪
狐，但最终收到的是一只赤狐和
半只雪狐，“异宠大多有刻在骨子
里的捕猎意识，大小不同、品种不
同的动物并不适合放在一起，雪
狐被赤狐吃掉了”。

还有一些商家以盲盒的形式
出售狐狸，随机发送，宠物在运输
过程中备受颠簸，有的被折磨致

死，有的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张仙
曾一次性购买了3只狐狸，卖家告
诉她发宠物托运，但她去接的时
候看到一辆拉煤货车负责运输，
狐狸被放在车厢底下，运送近一
周都没有吃喝，有两只已经奄奄
一息。

而一些养殖场只有养殖相关
的资质和手续，对宠物行业了解
不足，且没有相关资质和证明，以
次充好的现象时有发生。

医疗
兽医匮乏自治盛行

从业8年的南昌德诺动物医
院异宠中心一位江姓医生说，宠
物只要被运输，就会有生病风险，
会出现中暑等应激反应，身体无
法第一时间适应突然改变的外界
环境，容易产生一系列代谢障碍。

宠物生病了得治，然而目前
异宠医院的覆盖度、专业度仍有
欠缺。

该医生介绍，异宠医生的门
槛较高，首先必须是动物医学相
关专业出身，接着才可以考职业
兽医师证。起初，国内并没有异宠
治疗的专业培训，部分平台请国
外老师来国内讲课。每接诊一种
异宠，都需要大量学习，才有可能
制定出合适的治疗方案。

根据其接诊案例来看，异宠
治疗的研究没有犬猫成熟，但异
宠的代谢非常快，是人类的四五
倍，“所以它们不能扛病，往往是
主人上午发现宠物生病，下午就
已经病危了”。

“异宠大多原本是野生动物，
善于通过伪装来保护自己。作为
宠物，它们会在主人面前强行打
起精神，假装正常进食，一旦主人
离开便立刻萎靡。”江医生说。

一些异宠饲养者也看到了这
些问题，所以他们一般会根据经验
摸索治疗。吴东的经验就是：小病
自己治，大病治了也没用。

自己怎么治？记者注意到，很

多饲养者会在网上寻医问药。某线
上问诊平台数据显示，去年“双11”
期间，针对龙猫、刺猬、乌龟等异宠
的在线咨询单量环比增长了23倍。
而寻医问药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催
生了不少胡乱支招的网络“医生”。

刘嘉奇发现，网上有很多没
有任何资质的所谓异宠医生，随
意作出诊断并且随意用药。一个
正规的特种动物医生，常规情况
下日均接诊量在5例至10例。

“宠物医院规模不一，硬件设
施存在差异，聘请的医师从业年
限不一，因此定价差距大。”刘嘉
奇说，一旦治疗失败，宠物主就会
有意见；即使治疗成功，也有人认
为价格过高而心生不满。然而国
内并没有相关的机构可以解决此
类纠纷，报案也只能调解纠纷。

弃养
难驯服有体味弃养率高

如果实在治不好或者养不起
了，怎么办？不少异宠饲养者选择
了弃养。背后原因，除了治疗花销
大以外，还因为一些异宠具有攻击
性。

比如拟鳄龟，其行为像鳄鱼，
只要看到动的东西就会主动攻
击。据鳄龟饲养者王震介绍，拟鳄
龟属于长颈龟属，一只背甲长40
厘米的拟鳄龟，脖子能伸长达40
厘米，因此攻击半径大，且伸头攻
击的速度非常快，咬住了东西就
不轻易松口。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网上宠
物店中，有不少人弃养狐狸，他们
打着“小家伙很活跃，不怕生”“雪
狐很聪明也很安静”“胖乎乎的，
手感舒服”等广告词，希望有人接
收自己的宠物。

张仙告诉记者，养殖场饲养狐
狸的成本很低，既不打疫苗也不吃
优质专用粮，只需喂一些成本低廉
的麦麸、豆粕和腐肉，且狐狸生长
周期快，打激素七八个月就能繁
殖，一窝最少五六只，这些原因导
致狐狸的售价很低，因此买的人
多，而且通常一次性购买几只。但
狐狸难驯化，如果给它套上牵引
绳，它会撕咬或尽力挣脱。

“买家多、难以驯化和有体味
这几个原因导致狐狸成为弃养率
最高的哺乳类动物。”张仙说。

前不久，张仙在社交平台上
看到有人说，“自己买的狐狸不听
话，要不然打死算了，反正这么便
宜，我再买一个乖的”。后来，此人
将狐狸打至内脏出血，连续一周
不喂食，导致狐狸死亡。

近年来，张仙遇到的异宠弃
养现象明显变多。有一段时间，她
不得不临时在自家的自建房安置
了30多只被弃养的狐狸。这些狐
狸多少都存在一些问题，如具有
攻击性会咬人。无奈之下，她将一
部分狐狸捐给了动物园和爬宠观
赏园，又将一些性格较好且月份
小点的狐狸送给有经验的人养。

“如果能够回到过去重新选
择，我不会再养异宠了。”张仙对
记者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人类驯化
异宠的过程中，大众接受度、产业
链条、法律法规需要同步建设，这
必然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无论
是饲养哪种宠物，都不能在一时
冲动之下作出决定。异宠虽可爱，
但从习性上来说未必适合作为宠
物饲养，买卖方面也有处于“灰色
地带”的部分，因此更需要喜爱者
慎重考虑，这一市场也需要更多
规范。(文中异宠饲养者均为化
名)

据法治日报

近来，“怪鱼”鳄雀鳝引发公众对于异宠的关注和热议。记者调查发现，宠物
市场如今不再仅仅是犬和猫的天下，以蛇、蜥蜴、壁虎为主的爬宠收获了不少
人的青睐，兔子、鹦鹉、龟类等动物也逐渐走进私人饲养者的视线。

然而，火爆的异宠市场给生物安全带来挑战。一些人出于猎奇、跟风饲养
异宠，却不了解其特性，一旦无法达到心理预期，就会弃养。遭弃养的异宠，有
的可能给他人带来危险，有的因为是外来物种，还可能威胁本土生态平衡。围
绕异宠的“生老病死”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记者进行了全方位调查。

雪貂

虽然绿鬣蜥在国外属于炙手可热的网红宠物，但

它实际上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I

物种，相当于我国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网络图片


	A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