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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口岸进境粮谷外来杂草调查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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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随着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发展ꎬ外来杂草入侵我国的形势越来越严峻ꎮ 对惠州口岸进境粮谷外来杂草进行调

查与监测ꎬ能够为惠州口岸进境粮谷检疫监管工作提供参考ꎮ 【方法】通过实地调查、监测ꎬ对惠州口岸进境粮谷厂区及周

边外来入侵杂草的种类组成、分布、生活型、原产地、入侵途径和危害程度进行了分析ꎮ 【结果】惠州口岸进境粮谷厂区及周

边外来杂草有 １２ 科 ２８ 种ꎬ其中ꎬ检疫性杂草有 ４ 种ꎮ 在外来入侵杂草中ꎬ菊科植物种类最多ꎬ生活型以一年生草本为主ꎻ原
产地以美洲为主ꎬ主要以无意引入ꎬ有 ７ 种杂草较严重危害当地生态环境ꎮ 【结论】首次调查和总结了惠州口岸进境粮谷厂

区及周边外来入侵杂草的名单和类别ꎬ提出了外来杂草口岸防控的建议ꎮ
关键词: 进境粮谷ꎻ 外来杂草ꎻ 惠州口岸ꎻ 调查ꎻ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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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ꎬ进出口货物持

续增多ꎬ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形势越来越严峻ꎮ 外来

有害生物不仅破坏生态环境ꎬ威胁其他生物的生

存ꎬ还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刘志红等ꎬ２０１６)ꎮ 因

此ꎬ维护生物多样性ꎬ防范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显得

越来越迫切ꎮ 随着全球贸易形势一体化和我国养

殖业的兴起ꎬ进口粮食增加迅速ꎬ但进境粮谷携带

外来有害生物也日益增多ꎬ成为影响粮食进口的重

要因素之一ꎬ也给检验检疫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ꎮ
外来杂草不仅直接危害农林业生产ꎬ而且能传播病

虫害ꎬ不同程度地威胁入侵地的生态系统和环境ꎬ
破坏生态系统ꎬ造成生物多样性下降ꎬ甚至物种的

灭绝(李保平和孟玲ꎬ２０１１)ꎮ
外来杂草是指非中国原产ꎬ对经济和环境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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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负面影响ꎬ且尚未在我国境内正式报道的杂

草ꎬ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

物名录»中的检疫性杂草及双边议定书确定的检疫

性杂草ꎮ 随进境粮谷携带入境是外来杂草入侵我

国的一个重要途径ꎮ 全世界约有 ８０００ 种杂草ꎬ中
国约有 １１９ 科 １２００ 种杂草ꎮ 到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ꎬ我国

外来入侵杂草已经达 １８８ 种(吴海荣等ꎬ２００９)ꎬ其
中多种被列为检疫性杂草ꎬ如豚草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ａｒｔｅｍｉｓ￣
ｉｆｏｌｉａ Ｌ.、紫茎泽兰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Ｓｐｒｅｎｇ.、
毒 麦 Ｌｏｌｉｕｍ ｔｅｍｕｌｅｎｔｕｍ Ｌ.、 假 高 粱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ｈａｌｅｐｅｎｓｅ (Ｌ.) Ｐｅｒｓ.等ꎮ 加强对进境粮谷有害生物

检疫和防范外来杂草入侵已经刻不容缓ꎮ
惠州地处广东省东南部ꎬ珠江三角洲东北端ꎬ

南临南海大亚湾ꎬ毗邻深圳、香港ꎮ 近年来ꎬ惠州口

岸进境的粮谷批次多、数量大、流向范围广ꎬ其携带

的疫情复杂、种类多ꎬ应采取积极应对措施ꎬ加强进

口粮谷的检疫监管ꎬ将传入和传播风险控制到最低

水平ꎬ 进而彻底阻断外来有害生物的传入渠道和

扩散途径ꎮ 本文对惠州口岸进境粮谷加工厂及周

围外来杂草开展监测调查ꎬ防范外来杂草随农产品

贸易、交通运输等方式传入我国ꎬ并尽量减少国外

有毒有害杂草的传入ꎬ及时、准确地掌握辖区内外

来杂草的入侵状况ꎬ为今后惠州口岸进境粮谷的检

疫监管提供参考ꎬ也为建立非疫区等工作提供科学

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范围和监测区域

惠州进境粮谷加工厂主要分布在惠城区、仲恺

高新区、博罗县和惠阳区ꎬ监测进口粮食储存仓库

(包括中储粮库)及周边、进口粮食定点加工厂及周

边ꎬ包括对装卸、储存地及周边 ５００ ｍ 范围内的区

域进行监测ꎬ对农田、围墙周边及清扫垃圾(下脚

料)堆放处等进行重点调查ꎮ
１.２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 日—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ꎬ监测 ５
次ꎬ每次间隔不少于 ４５ ｄꎮ 在进境粮谷加工厂区的

内部(包括生产区、生活区、办公区等所有区域)、外
部(从非实体围墙或硬化地面向外 ２００ ｍ 区域ꎬ重
点包括农田、围墙周边、员工通道及垃圾、下脚料堆

放处等地)监测区域内踏查ꎬ逐株检查ꎮ 发现杂草

植株ꎬ即用相机采集植株图像资料ꎬ包括植株叶、

花、果、茎形态ꎬ保证采集的花和花序图片清晰ꎬ并
采集标本ꎬ填写记录ꎬ建立监测档案ꎮ
１.３　 调查工具

相机、工具箱、铅笔、放大镜、剪刀、小铲、平枝

剪、高枝剪、小锄头、小锯、纸袋、小玻瓶、采集标签、
记录本、显微镜、双筒解剖镜、指型管、标本夹、台
纸、胶水、草纸、镊子、瓷盘、标本箱等ꎮ
１.４　 外来杂草入侵性的划分

将被列入全世界最危险的 １００ 个恶性外来入

侵物种、国家环保局和中科院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一

批(２００３ 年)、第二批(２０１０ 年)以及第三批(２０１４
年)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中的物种列为甲级ꎬ未列入

甲级中的其他杂草ꎬ在调查监测中发现频率高、种
群增长较大的为乙级ꎬ其余的为丙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惠州口岸进境粮谷加工厂及周围外来杂草种

类组成

通过实地调查、采集标本、实验室鉴定、查询资

料以及专家复核ꎬ惠州口岸进境粮谷加工厂及周围

外来杂草共有 １２ 科 ２８ 种(表 １)ꎮ 其中ꎬ菊科 ９ 种ꎬ
占外来杂草总数的 ３２.１％ꎻ苋科 ５ 种ꎬ占外来杂草

总数的 １７. ９％ꎻ旋花科 ３ 种ꎬ占外来杂草总数的

１０.７％ꎻ酢浆草科和茄科各 ２ 种ꎬ占外来杂草总数的

７.１％ꎻ而马鞭草科、天南星科、雨久花科、禾本科、紫
茉莉科、大戟科和玄参科种类较少ꎬ均为 １ 种ꎮ

在这些外来杂草中ꎬ检疫性杂草只有 ４ 种ꎬ占
１４.３％ꎻ而非检疫性杂草 ２４ 种ꎬ占 ８５.７％ꎮ
２.２　 惠州口岸进境粮谷加工厂及周围外来杂草原

产地分析

通过表 １ 可以看出ꎬ惠州口岸进境粮谷加工厂

及周围监测调查的外来杂草ꎬ来自美洲的有 ２０ 种ꎬ
占外来杂草总数的 ７１.４％ꎻ而来自亚洲、非洲和欧

洲的仅占外来杂草总数的 ２８.６％ꎮ 大部分杂草来

源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地区ꎮ 惠州地处低纬度ꎬ北
回归线横贯全市ꎬ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ꎬ雨量充

沛ꎬ阳光充足ꎬ气候温和ꎬ年平均降水量 １７７０ ｍｍꎬ主
要集中在 ４—９ 月份ꎬ年平均气温 ２２ ℃ꎬ无霜期长

达 ３５０ ｄꎮ 充沛的降水ꎬ无霜期长ꎬ充足的日照量ꎬ
使惠州的农作物普遍达到一年两熟ꎬ某些区域甚至

达到一年三熟ꎮ 因此ꎬ惠州的气候条件适宜于来自

美洲等热带气候或亚热带气候地区的植物生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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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惠州口岸进境粮谷加工厂及周围外来杂草的

生活习性和引入途经分析

由表 １ 可以看出ꎬ监测的杂草主要是草本植

物ꎬ灌木和藤本植物较少ꎮ 其中ꎬ一年生外来杂草

１６ 种ꎬ占外来杂草总数的 ５７.１％ꎻ多年生的外来杂

草 １２ 种ꎬ占外来杂草总数的 ４２.９％ꎮ 草本植物可

能由于生长周期短、适应环境能力强、繁殖速度快

等特点ꎬ在生长过程中竞争优势明显ꎬ易于定植ꎮ
监测调查的 ２８ 种外来杂草ꎬ人为有意引入的

有 １０ 种ꎬ占外来杂草总数的 ３５.７％ꎻ无意引入的有

１８ 种ꎬ占外来杂草总数的 ６４.３％ꎮ 人为有意引入的

杂草主要用于饲料、观赏、景观园林等用途ꎮ 如空

心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
水浮莲 Ｐｉｓｔｉａ 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ｔｅｓ Ｌ.、凤眼莲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
ｓｉｐｅｓ (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ｓ 作为牲畜饲料而引入ꎬ红花酢浆

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ＤＣ.、紫茉莉 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 ｊａｌａｐａ Ｌ.、
马缨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Ｌ.作为观赏用途ꎬ而三裂叶

蟛蜞菊 Ｗｅｄｅｌｉａ ｔｒｉｌｏｂａｔａ Ｌ.、圆叶牵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 ｐｕｒ￣
ｐｕｒｅａ (Ｌ.)作为景观园林用途ꎮ 无意引入的外来杂

草主要是随农产品贸易进境ꎬ如交通工具、集装箱

等承载物以及农产品携带进入ꎮ 菊科植物薇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Ｋｕｎｔｈ 的种子有冠毛ꎬ能附着在

交通工具、货物承载物上ꎬ再借助风力ꎬ不断地传播

扩散ꎻ苍耳和三叶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Ｌ.的果实上

都有倒刺ꎬ很容易借助人、动物以及交通工具传播

扩散ꎮ
２.４　 惠州口岸进境粮谷加工厂及周围外来杂草危

害情况分析

由表 １ 可以看出ꎬ监测的 ２８ 种外来杂草中ꎬ甲
级的有 １３ 种ꎬ占外来杂草总数的 ４６.４％ꎻ乙级的有

９ 种ꎬ占外来杂草总数的 ３２.１％ꎻ丙级的有 ６ 种ꎬ占
外来杂草总数的 ２１. ５％ꎮ 在 １３ 种甲级外来杂草

中ꎬ薇甘菊、三叶鬼针草、空心莲子草、马樱丹、水浮

莲、凤眼莲在惠州口岸分布广ꎬ种群大ꎬ难清除ꎬ危
害大ꎮ 空心莲子草、水浮莲、凤眼莲常覆盖沟、渠、
河流等水体ꎬ造成水体缺氧、富氧化ꎬ水中鱼等生物

死亡殆尽ꎬ水体变黑、变臭ꎮ 大量的空心莲子草、水
浮莲、凤眼莲漂浮在水体上ꎬ堵塞河道ꎬ造成沟渠水

流不畅ꎬ影响农业生产ꎮ 薇甘菊、三叶鬼针草、马樱

丹常覆盖在厂区边角、墙角、园林绿化带上以及林

地、丢荒地ꎬ种群较大ꎬ难防治ꎮ 而属于丙级、乙级

的外来杂草种群较小ꎬ零星分布ꎬ较易防治ꎮ

３　 讨论
３.１　 惠州口岸进境粮谷加工厂及周围外来杂草的

现状

惠州口岸监测调查的外来杂草共有 １１ 科 ２８
种ꎮ 菊科外来杂草最多ꎬ其次是苋科ꎬ再者是旋花

科和茄科ꎬ而马鞭草科、天南星科、雨久花科、紫茉

莉科、大戟科和玄参科最少ꎮ 在这些外来杂草中ꎬ
非检疫性杂草较多ꎬ检疫性杂草较少ꎮ 菊科外来杂

草较多ꎬ可能是由于菊科杂草种子小而多ꎬ有冠毛ꎬ
借助风力传播扩散ꎬ易于定植成活ꎬ种群繁殖速度

快(黄乔乔等ꎬ２０１６)ꎮ 监测调查的甲级外来杂草

中ꎬ薇甘菊(刘志军等ꎬ２０１６)、三叶鬼针草、空心莲

子草、马樱丹、水浮莲、凤眼莲等属于恶性杂草ꎬ严
重影响生态环境和农林业生产ꎮ
３.２　 惠州口岸监测调查的外来杂草与截获杂草比较

惠州口岸监测调查的外来杂草有 ２８ 种 (表

１)ꎬ截获的外来杂草有 １４ 种(表 ２)ꎬ其中ꎬ苍耳属

(非中国种)和假高粱 ２ 种外来杂草在监测调查和

口岸截获中均出现ꎬ说明进境粮谷在口岸运输到加

工厂以及在卸料、加工、下脚料焚烧处理等还存在

薄弱环节ꎮ 因此ꎬ除了口岸加大查验截获力度外ꎬ
还要加强进境粮谷运输、卸货、加工和下脚料处理

环节的监管ꎮ

表 ２　 惠州口岸进境粮谷截获外来杂草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２　 Ａ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 ｗｅ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 ｇｒａｉｎｓ ｉｎ Ｈｕｉｚｈｏｕ ｐｏｒｔ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假高粱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ｈａｌｅｐｅｎｓｅ
刺蒺藜草 Ｃｅｎｃｈｒｕｓ ｅｃｈｉｎａｔｕｓ
法国野燕麦 Ａｖｅｎａ ｌｕｄｏｖｉｃｉａｎａ
硬雀麦 Ｂｒｏｍｕｓ ｒｉｇｉｄｕｓ
不实野燕麦 Ａｖｅｎａ ｓｔｅｒｉｌｉｓ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三裂叶豚草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ｔｒｉｆｉｄａ
豚草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ｆｏｌｉａ
多年生豚草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ｐｓｉ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宾州苍耳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ｐｅ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ｃｕｍ
苍耳属(非中国种)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ｐｐ.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西部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ｕｄｉｓ
长芒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ａｌｍｅｒｉ
糙果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ａｔｕｓ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南方三棘果 Ｅｍｅｘ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Ｓｔｅｉｎｈ

３.３　 惠州口岸进境粮谷加工厂及周围外来杂草防

控措施及建议

加强进境粮谷运输过程监管ꎬ进境粮谷加工企

业严格按照申报的运输路线调运粮谷ꎬ对擅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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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路线ꎬ按照«进出境粮食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

法»ꎬ加大处罚力度ꎮ 固定运输车辆ꎬ采用集装箱或

密封式箱体车厢运输ꎮ 运输车辆在进出港口码头

和厂区之前ꎬ必须清扫车轮和箱体ꎬ防止车轮胎纹

及箱体携带外来杂草种子和粮谷洒落ꎮ
进境粮谷加工厂卸料口周围必须围蔽或封闭ꎬ

防止在卸料过程中杂草种子借助风力ꎬ尤其是有冠

毛的种子ꎬ很容易吹到厂外生根发芽ꎬ扩散传播ꎮ
加强下脚料焚烧处理的监管ꎬ下脚料必须在厂

内进行焚烧或蒸热处理ꎬ严禁当垃圾丢弃在厂外或

移出厂外处理ꎬ并且做好记录ꎮ
在粮谷厂区出入口、卸料口、下脚料收集处以

及下脚料焚烧等环节加装视频监控ꎬ督促企业自觉

按规范进行操作ꎮ
定期对进境粮谷加工企业从业人员进行培训ꎬ

提高从业人员综合技能和疫情防控意识ꎬ加强国门

生物安全教育ꎮ 引导进境粮谷加工企业在厂区和

周围开展外来杂草监测调查ꎬ并将监测调查结果及

时上报检验检疫部门ꎮ
建立疫情预警和应急机制ꎬ进境粮谷加工企业

在车辆运输过程中发生侧翻、掉包等ꎬ必须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ꎬ防治疫情进一步扩大ꎮ

致谢: 广东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植物检疫实验室吴

海荣博士对部分外来杂草标本进行鉴定复核ꎬ特表

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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