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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饲养““神奇神奇动物动物””有风险有风险

据《法治日报》

北京市朝阳区某花鸟市场人头攒动，一些造景别出心裁的玻璃缸被人群围得水泄不
通——他们在争先恐后地参观、挑选里面的猪鼻蛇、树蛙、鬃狮蜥、寄居蟹、竹节虫……

这是记者近日走访时看到的场景。近年来，在生活水平与消费观念双重变革的
浪潮下，宠物市场开启多元化发展的新篇，异宠（指猫、狗、鸟、观赏鱼等传统宠物之外
的另类宠物）这股新兴潮流涌入大众视野，成为不少人追捧的“神奇动物”。

哪些人热衷于饲养异宠？异宠饲养热潮背后的法律、生态以及生物安全问题该
如何解决？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赵霖是一名“90后”，他曾经饲养过一
只长尾鬣蜥（俗称变色龙）。起初，赵霖被
长尾鬣蜥独特的外形所吸引，觉得它透着
一股“酷”劲儿，便动了养它的心思。

像赵霖这样，对异宠颇有兴趣的年
轻人不在少数。记者采访北京、湖南、广
东等地多名爱宠人士发现，以蛇、蜥蜴、
壁虎等为代表的爬宠，凭借独特的外形、
相对安静省心的特质，收获了众多拥趸。

《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
报告）》显示，2024年，饲养异宠的人群持
续上升，龟、蛇、守宫是爬宠种类中的主要
类型；有数据统计，我国已有约1707万人
在饲养异宠，市场规模逼近百亿元人民
币，饲养异宠的人群以“95后”居多。

在北京市朝阳区某花鸟市场，刘康
经营着一家爬宠店。眼下正值销售旺

季，店内一片忙碌景象，刘康一边热情地
招呼着络绎不绝的顾客，一边手脚麻利
地为各类爬宠清理饲养缸。

“来店里的有不少是热爱爬宠的学
生，对这些新奇的小动物充满好奇与探
索欲。”刘康告诉记者，“一只豹纹守宫，
通常售价在几百元至数千元不等。店里
的花枝鼠、垂耳兔也卖得比较好。”

有业内人士提醒，虽然现在饲养异
宠流行，但还是应当注意不要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否则容易构成非法交易。比
如我国加入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公约附录中的三万多种动植
物均禁运、禁售。而目前市场上热门的
平原巨蜥、高冠变色龙、泰加蜥蜴、绿鬣
蜥、球蟒、红尾蚺等异宠，都属于非原产
于我国的公约附录保护动物。

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饲养异宠的
现实难题便接踵而至。

来自广东潮州的吴醒养了一只蜥
蜴，他苦笑着和记者分享，养蜥蜴的大头
支出是蜥蜴箱。蜥蜴的食物供应也非常
棘手，它们需要的活体昆虫既要保证存
活又不能过量囤货。为防止它们自相残
杀，喂食前还得用专门的营养粉拌一拌，
让蜥蜴吃得营养均衡。此外，蜥蜴对湿
度较为敏感，需要配备加湿器或除湿器，
依品种精准调控湿度，同时需准备大量
的攀爬树枝、躲避屋，并进行定期消毒，
防止细菌滋生引发呼吸道疾病。

“宁愿自己多累点也不愿让它们生
病，能够医治蜥蜴的医生不多，价格也
高。”吴醒说。

记者采访发现，当饲养异宠的过程
中遭遇重重困难，如治疗成本过高、宠物
难以驯化甚至具有攻击性等问题时，一
些饲养者便选择了弃养；记者在某二手
交易平台搜索发现，有不少人在转让蛇、

刺猬、狐狸、蜘蛛等异宠。
北京的梁女士养了好几年花枝鼠，她

告诉记者，花枝鼠的生活范围很小，不用
花很大精力饲养，但还是有很多弃养事
件。她了解的弃养原因包括：有大学生在
宿舍养了之后，因为要放假或毕业，而宠
物又很难跟着一起乘坐公共交通，直接一
弃了之；有的可能是因为花枝鼠生了病，
异宠医疗花费颇高，所以干脆直接弃养。

而随意弃养异宠很可能违法。据相
关法律规定，未经批准，擅自释放或者丢
弃外来物种的，由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捕
回、找回释放或丢弃的外来物种，并处罚
款；将从境外引进的物种随意放生或丢
弃，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涉嫌非法引
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若被遗弃
的动物在遗弃期间对他人造成损害，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规定，由动物原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
承担侵权责任。

饲养异宠成为潮流 年轻人是消费主力

饲养不易救治困难 有人选择随意遗弃

采访过程中，记者注意到，随着
异宠需求的日益增长，一条灰色的
交易产业链悄然形成。

以蛇类交易为例，因电商平台
对活体动物交易管控严格，“蛇圈”
内的交易大多转移至社交平台进
行。卖家多为个人，为规避风险，常
选择发普通快递，买家在收货时需
录制开箱视频，否则一旦出现问题，
卖家概不负责。

异宠交易产业链中，宠物疫病
防控也是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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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对他们来说十分陌
生。有受访者直言，自己在购买前
根本不知道还有检疫这回事。

一位不愿具名的异宠医生指
出：“异宠的购买渠道杂乱无章，既
没有固定的交易市场，供货途径也
模糊不清。这些动物的来源不明，
是否检疫过全然不知，身上潜藏何
种病毒更是无从判断。”该医生还透
露，当前国内在异宠类人畜共患病
领域的研究存在诸多欠缺，像它们
所携带病毒有无传染性、致病性，又
该如何防控，都需要深入钻研。

购买渠道杂乱无章 是否检疫全然不知

在异宠市场蓬勃发展的当下，
如何规范这一市场，保障生物安全、
生态平衡以及消费者权益，成为摆
在公众面前的一道紧迫课题。

湖南高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茜认
为，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发挥积极作用，
加强行业自律，规范交易流程，提高宠
物用品质量标准，打击不良代理行为，
填补检疫空白，从源头降低风险。

“网络平台作为异宠交易的重
要出口，更是责无旁贷。一方面要
依法履行监管和信息审核义务，提
升进驻门槛，强化对交易过程的监
管；另一方面要全面提升对违禁动
物类目的掌握程度，通过增设‘关键
词’审核等手段，强化异宠
商品和交易的审查管控。”
吴茜说，同时相关部门和
网络平台之间应建立顺
畅、高效的信息互通机制。

她建议，可设立黑名单
制度，向社会公开不允许交
易的异宠种类并及时更
新，增强全社会对异宠的
认知，提高对违法交易的
监督能力。

受访的业内人士一致
认为，相关职能部门一方
面要加强源头管理，在入

境货物、运输工具、寄递物、旅客行
李、跨境电商等外来物种入侵关键
渠道，强化口岸检疫监管与执法，构
筑全方位防御体系；要及时更新外
来入侵物种名单，明晰异宠饲养边
界，引导公众理性选择。在法律层
面，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
物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对非法交
易、运输、饲养、放生异宠等行为依
法追究责任，加大惩处力度，形成有
力震慑，让异宠市场在规范轨道上
稳健发展。

从源头降低交易风险 设黑名单及时更新

记者7日从教育部获悉，新修订的《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近日正式印
发。办法突出教育公平，对跨省转学、省内转学等学籍变动条件进一步做了细
化规范，对空挂学籍、人籍分离、重复学籍等问题均做出了回应。

针对当前学籍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办法第15条规定学生转学时，转入学校
应通过国家学籍系统启动学籍转接手续，转出学校及双方学校学籍主管部门予
以核办。转入、转出学校和双方学校学籍主管部门应当分别在10个工作日内
完成学生学籍转接的核办工作；转出学校须对电子学籍档案备份保留，同时保
留必要的纸质档案复印件；纸质档案复印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制定。 据新华社

教育部修订相关办法
细化规范跨省转学、省内转学等学籍变动条件

记者调记者调查查异宠买卖异宠买卖、、饲养链条发现饲养链条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