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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输华农林产品口岸有害生物截获概况
万　 静１ꎬ２ꎬ 马　 骏３∗ꎬ 胡学难３ꎬ 林　 莉３

１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ꎬ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ꎻ ２中澳外来入侵物种预防与控制联合中心ꎬ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ꎻ ３广东检验检疫技术中心ꎬ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２３

摘要: 【目的】口岸截获有害生物的数据分析可为进境农林产品检疫监管提供依据ꎮ 【方法】对澳大利亚自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输华农林产品及其入境口岸有害生物截获情况做综合分析ꎮ 【结果】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从澳大利亚输华农林产品货物中截获各

类检疫性有害生物 １１５ 种ꎮ 其中ꎬ粮谷中以截获的杂草种类和截获频次最多ꎬ分别达到 ５９ 种和 ３１８０１ 批次ꎻ木材及木制品

中以截获的蠹虫最多ꎬ达 ４３ 种ꎬ共 ２４５６ 批次ꎻ从水果和种苗中截获病原菌 ６ 种ꎬ共 ７９ 批次ꎮ 另外ꎬ从入境旅客携带物中共

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 ９ 种ꎬ共 ６６ 批次ꎮ 【结论】澳大利亚输华农林产品可携带的检疫性有害生物自口岸传入的风险较高ꎬ
相关部门应加强口岸检疫工作ꎮ
关键词: 澳大利亚ꎻ 农产品ꎻ 检疫性有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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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地多人少ꎬ农林资源丰富ꎬ既是先进

的农业大国ꎬ也是林业强国ꎬ农业产量和出口居世

界前列(Ａｄａｍ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农牧业是澳洲的传统

产业ꎬ 在其国民经 济 中 占 有 举 足 轻 重 的 地 位

(Ｃｈｅｎｇꎬ２００８)ꎮ 澳大利亚农业与中国有很强的互

补性ꎬ 是中国羊毛和棉花等工业用原材料的重要

来源国(司伟和周章跃ꎬ２００７ꎻ Ｈｏａꎬ２００８)ꎮ 自 ２０１１

年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的第一大目标

市场ꎬ澳大利亚是中国进口小麦、大麦、燕麦、羊毛、
棉花、油菜籽、木材等农林产品的主要来源之一(胡
伟ꎬ２００６ꎻ 农业部农产品贸易办公室ꎬ２０１４ꎻ 周海

燕ꎬ２０１４)ꎮ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

家之一ꎮ 因此ꎬ政府对进出口检验检疫工作高度重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７ꎬ ２６(１): ９８－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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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ꎬ被公认为全球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最严格的国

家之一ꎬ形成了系统完善和高效快捷的检疫工作体

系(楼军文ꎬ２００５)ꎮ 澳大利亚对所有进境植物及其

产品ꎬ如水果、种子、插条、鳞茎、球茎等ꎬ以及木材

和所有木制品、竹子等ꎬ都要实施检疫ꎮ 尽管澳大

利亚对出境植物及其产品处理设施完善ꎬ检疫监管

措施得当ꎬ但当到达入境口岸时仍能检出检疫性有

害生物ꎮ 随着澳大利亚输华农林产品贸易量的逐

年增加ꎬ带来有害生物的风险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

大(胡信国ꎬ２０１３ꎻ 王莉等ꎬ２０１２)ꎮ 本文就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澳大利亚输华农林产品及其入境口岸有害

生物截获情况做汇总分析ꎬ明确这些货物和人员交

流可传带的有害生物种类及其入境频次ꎬ目的是为

提高检疫监管效率提供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从海关系统和检验检疫有害生物数据库系统

筛选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澳大利亚输华农林产品数

据ꎬ包括粮谷、水果、木材及木制品、种苗、废止及废

旧金属的货物数量以及从货物中检出的有害生物

种类和批次ꎮ

１.２　 分析方法

对上述数据分别按年份和有害生物种类进行

归类汇总ꎬ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按货物种类仅统计截

获总批次ꎬ理清传带高风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具体

种类名单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澳大利亚输华农林产品贸易量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澳大利亚出口至中国的各类农

产品均保持稳步上升趋势(图 １－４)ꎮ 其中ꎬ水果共

计出口 ３５１８５.２ ｔꎬ２０１５ 年达 １７０４９.３ ｔꎻ粮食(含部

分饲料)出口正在向每年 ６００ 万 ｔ 迈进ꎻ近两年ꎬ木
材及木制品出口有较大幅度提升ꎬ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５３１.８ 万 ｔꎻ种苗出口量(主要为种子)走势平稳ꎬ年
均 ９００ ｔ 左右ꎮ

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澳大利亚输华水果贸易量
Ｆｉｇ.１　 Ｆｒｅｓｈ ｆｒｕｉｔ ｔｒａｄｅ ｆｒｏｍ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ｅｘｐｏｒｔ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图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澳大利亚输华粮谷贸易量
Ｆｉｇ.２　 Ｇｒａ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ｆｒｏｍ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ｅｘｐｏｒｔ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９９　 第 １ 期 万静等:澳大利亚输华农林产品口岸有害生物截获概况

 
 

 
 

 
 

 
 

 
 



图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澳大利亚输华木材及木制品贸易量
Ｆｉｇ.３　 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ｗ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ｆｒｏｍ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ｅｘｐｏｒｔ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图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澳大利亚输华种苗贸易量
Ｆｉｇ.４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ｅｘｐｏｒｔ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２.２　 有害生物的检疫截获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从澳大利亚输华农林产品货物

中截获各类检疫性有害生物 １１５ 种ꎬ包括病原菌、
昆虫、杂草和甲壳类软体动物四大类群ꎮ 其中ꎬ粮
谷中以截获的杂草种类和截获频次最多ꎬ分别达到

５９ 种和 ３１８０１ 批次ꎻ木材及木制品中以截获的蠹虫

为最多ꎬ达 ４３ 种ꎬ共 ２４５６ 批次ꎻ从水果和种苗中截

获病原菌 ６ 种ꎬ７９ 批次ꎻ截获软体动物 ７ 种ꎬ共 １７６
批次ꎮ

种苗和水果中截获的 ６ 种病原菌(含线虫)分
别为十字花科蔬菜黑胫病菌 Ｌｅｐｔ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ａ ｍａｃｕｌａｎｓ
(Ｄｅｓｍ.) Ｃｅｓ.＆ Ｄｅ Ｎｏｔ.、小麦线条花叶病毒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ａｋ 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美澳型核果褐腐病菌 Ｍｏｎｉｌｉｎｉａ
ｆｒｕｃｔｉｃｏｌａ (Ｇ.Ｗｉｎｔｅｒ) Ｈｏｎｅｙ、菜豆荚斑驳病毒 Ｂｅａｎ
ｐｏｄ ｍｏｔｔｌｅ ｖｉｒｕｓ、丁香疫霉病菌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ｙｒｉｎｇａｅ
Ｋｌｅｂ.、爪哇根结线虫 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Ｔｒｅｕｂ)
Ｃｈｉｔｗｏｏｄꎮ

从水果中截获的检疫性害虫有长尾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ｌｏｎｇｉｓｐｉｎｕｓ Ｔａｒｇｉｏｎｉ Ｔｏｚｚｅｔｔｉ、橘小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Ｈｅｎｄｅｌ)、大洋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
ｃｏｃｃｕｓ ｍｉｎｏｒ (Ｍａｓｋｅｌｌ)、具条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ｓｃｕｔｅｌ￣
ｌａｔａ ( Ｈｅｎｄｅｌ )、 昆 士 兰 果 实 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ｔｒｙｏｎｉ
(Ｆｒｏｇｇａｔｔ)ꎮ

从粮谷中截获的主要害虫有四纹豆象 Ｃａｌｌｏｓｏ￣
ｂｒｕｃｈｕｓ 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豆象(属) (非中国

种) Ｂｒｕｃｈｕｓ ｓｐｐ.、 芒 果 象 甲 Ｓｔｅｒｎｏｃｈｅｔｕｓ ｏｌｉｖｉｅｒｉ
(Ｆａｕｓｔ)、谷斑皮蠹 Ｔｒｏｇｏｄｅｒｍａ ｇｒａｎａｒｉｕｍ Ｅｖｅｒｔｓ、鹰
嘴豆象 Ｃａｌｌｏｓｏｂｒｕｃｈｕｓ ａｎａｌｉ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澳洲蛛甲 Ｐｔｉ￣
ｎｕｓ ｔｅｃｔｕｓ Ｂｏｉｅｌｄｉｅｕꎬ截获的杂草主要有刺苍耳 Ｘａｎ￣
ｔｈｉｕｍ ｓｐｉｎｏｓｕｍ Ｌ.、硬雀麦 Ｂｒｏｍｕｓ ｒｉｇｉｄｕｓ Ｒｏｔｈ、法国

野燕麦 Ａｖｅｎａ ｌｕｄｏｖｉｃｉａｎａ Ｄｕｒｉｅｕ、假高粱(及其杂交

种)Ｓｏｒｇｈｕｍ ｈａｌｅｐｅｎｓｅ (Ｌ.) Ｐｅｒｓ.、南方三棘果 Ｅｍｅｘ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Ｓｔｅｉｎｈ.、皱匕果芥 Ｒａｐｉｓｔｒｕｍ ｒｕｇｏｓｕｍ (Ｌ.)
Ａｌｌｉｏｎｉ、黑高粱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ａｌｍｕｍ Ｐａｒｏｄｉ、刺蒺藜草 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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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ｃｈｒｕｓ ｅｃｈｉｎａｔｕｓ Ｌ.、美洲蒺藜草 Ｃｅｎｃｈｒｕｓ ｃｉｌｉａｒｉｓ Ｌ.、
苍耳属(非中国种)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ｐ.、三裂叶豚草 Ａｍ￣
ｂｒｏｓｉａ ｔｒｉｆｉｄａ Ｌ.、豚草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ｉｆｏｌｉａ Ｌ.ꎮ

从木材中截获的主要害虫有长林小蠹 Ｈｙｌｕｒｇｕｓ
ｌｉｇｎｉｐｅｒｄ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南部松齿小蠹 Ｉｐｓ ｇｒａｎｄｉｃｏｌｌｉｓ
(Ｅｉｃｈｈｏｆｆ)、齿小蠹属(非中国种) Ｉｐｓ ｓｐ.、双钩异翅

长蠹 Ｈｅｔｅｒｏｂｏｓｔｒｙｃｈｕｓ 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Ｗａｔｅｒｈｏｕｓｅ)、橡胶材

小蠹 Ｘｙｌｅｂｏｒｕｓ ａｆｆｉｎｉｓ Ｅｉｃｈｈｏｆｆ、长小蠹属 (非中国

种) Ｐｌａｔｙｐｕｓ ｓｐ.、材小蠹属 (非中国种) Ｘｙｌｅｂｏｒｕｓ
ｓｐ.、双棘长蠹属(非中国种)Ｓｉｎｏｘｙｌｏｎ ｓｐ.ꎮ

从粮谷和木材中截获的甲壳类软体动物有地

中海白蜗牛 Ｃｅｒｎｕｅｌｌａ ｖｉｒｇａｔａ (Ｄａ Ｃｏｓｔａ)、非洲大蜗

牛 Ａｃｈａｔｉｎａ ｆｕｌｉｃａ (Ｆｅｒｕｓｓａｃ)、普通白蜗牛 Ｃｅｒｎｕｅｌｌａ
ｖｉｒｇａｔａ (Ｄａ Ｃｏｓｔａ)、比萨茶蜗牛 Ｔｈｅｂａ ｐｉｓａｎａ (Ｍｕｌｌ￣
ｅｒ)、盖罩大蜗牛 Ｈｅｌｉｘ ｐｏｍａｔｉａ ( Ｌ.)、花园葱蜗牛

Ｃｅｐａｅａ ｈｏｒｔｅｎｓｉｓ (Ｏ.Ｆ. Ｍüｌｌｅｒ)、散大蜗牛 Ｈｅｌｉｘ ａｓ￣
ｐｅｒｓａ (Ｍüｌｌｅｒ)ꎮ

从粮谷类货物中截获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最

多ꎬ在 １２ 万批次以上ꎬ以杂草为主ꎻ水果和原木中

截获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次之ꎬ分别为 ７０５０ 和

６５１７ 批次ꎻ种苗中截获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最少ꎬ
为 １１５６ 批次ꎮ

另外ꎬ从入境旅客携带物中共截获检疫性有害

生物 ９ 种 ６６ 批次(图 ５)ꎬ分别为芒果果核象 Ｓｔｅｒｎｏ￣
ｃｈｅｔｕｓ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 (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美澳型核果褐腐病

菌、长尾粉蚧、橘小实蝇、芒果象甲、法国野燕麦、新
菠萝灰粉蚧 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ｎｅｏ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芒
果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ｉｓ ( Ｂｅｚｚｉ)、地中海实蝇

Ｃｅｒａｔｉｔｉｓ ｃａｐｉｔａｔａ (Ｗｉｅｄｅｍａｎｎ)ꎮ

图 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从旅客携带物中检出的检疫性有害生物种类及批次
Ｆｉｇ.５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ｂ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ｓ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３　 讨论
中国与澳大利亚是世界两大重要的农产品生

产国和出口国ꎬ两国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较强ꎬ尤
其是自 ２００３ 年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以来ꎬ农产品

贸易在双边贸易中增幅较快ꎮ 有效防范检疫性有

害生物自口岸传入是中澳农林产品贸易健康发展

的前提ꎬ也是检疫监管工作的重要内容ꎮ 通过对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澳大利亚输华农林产品货物贸易及

口岸有害生物疫情截获数据分析表明ꎬ澳大利亚输

华农林产品可携带的检疫性有害生物自口岸传入

的风险较高ꎮ 其中ꎬ高风险货物为粮谷类ꎬ其次为

木材类ꎻ主要检疫性生物类群为杂草ꎬ共计 ５９ 种ꎬ
害虫 ４３ 种ꎬ以蠹虫类为主ꎻ病原菌、实蝇和粉蚧类

害虫是水果中截获频次较高的生物类群ꎬ病原菌和

线虫是种子和苗木中截获频次较高的携带物ꎮ
为了进一步提高澳大利亚输华农林产品检疫

的有效性和针对性ꎬ确保我国的农林生态和生产安

全ꎬ在口岸检疫工作中应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１)进一步加强各类输华产品的风险分析ꎬ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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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掌握货物来源地有害生物的潜在风险程度ꎬ针对

有害生物可能传入的风险路径节点制定有效的检

疫监管措施ꎻ(２)完善澳方农林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的检验检疫准入程序(楼军文ꎬ２００５)ꎬ尤其是粮谷

类杂草含量的准入标准和操作程序ꎻ(３)加强对受

关注有害生物的监测和疫情收集ꎬ提高风险预警和

疫情应急反应能力ꎻ(４)建立科学有效的口岸检疫

除害处理技术和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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