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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现状及
口岸疫情截获分析

蒋小龙∗ꎬ 邵维治ꎬ 王锡云

云南瑞丽海关ꎬ云南 瑞丽 ６７８６００

摘要: 【目的】云南是外来入侵生物的重灾区ꎬ了解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现状、加强防控尤为紧迫ꎮ 【方法】从入侵云南外来有害

生物类别、入侵途径、造成的损失等方面对云南省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现状进行了阐述ꎬ对云南口岸疫情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
果】按进境检疫物上截获有害生物批次及疫情货物批次统计的国家主要为缅甸、老挝、泰国、越南、荷兰 ５ 个国家ꎻ按检疫方式

分类统计ꎬ货检截获批次最多ꎬ旅检次之ꎬ二者之和占总截获批次的 ９９％ꎻ按有害生物类别分类统计ꎬ昆虫截获最多ꎬ占总截获

批次的 ７０.０％至 ７３.９％ꎬ杂草、真菌居次ꎬ细菌、线虫、病毒、螨类、其他又次之ꎻ按货物类别统计ꎬ截获有害生物批次最多为粮豆

类ꎬ占总截获批次的 ４６％ꎮ 【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检疫监管对策与建议ꎬ以期为口岸检疫提供参考ꎬ降低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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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属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ꎬ地形地貌错综复杂ꎬ山地

约占 ９４％ꎬ平坝占 ６％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ꎬ素有

“动植物王国”“花卉之都”“药材之乡”的美誉(蒋小

龙和杜宇ꎬ２０１２)ꎮ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ꎬ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ꎬ云南与世界各国的交往、

经贸合作日益频繁ꎮ 据海关统计ꎬ２０１７ 年云南省外

贸进出口 １５７８ 亿元人民币ꎬ其中出口 ７７２ 亿元ꎬ进口

８０６ 亿元ꎬ农产品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ꎮ 贸易往来

和人员流动为有害生物的远距离扩散提供了条件ꎬ
云南已成为外来生物入侵的重灾区ꎮ 由于云南所处

的位置特殊ꎬ周边国家疫情复杂ꎬ加强疫情的检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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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云南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现状
１.１　 入侵云南外来有害生物类别

入侵云南的外来有害生物包括软体动物、昆虫、
微生物、线虫、植物ꎮ 软体动物有福寿螺 Ｐｏｍａｃｅａ
ｃａｎａｌｉｃｕｌａｔａ Ｓｐｉｘ、金苹果螺 Ｐｏｍａｃｅａ ｃａｎａｌ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ａ￣
ｍａｒｃｋ 和非洲大蜗牛 Ａｃｈａｔｉｎａ ｆｌｉｃａ Ｆｅｒｕｓｓａｃꎮ 昆虫主

要有巴西豆象 Ｚａｂｒｏｔｅｓ ｓｕｂｆａｓｃｉａｔｕｓ (Ｂｏｈｅｍａｎ)、蚕豆

象 Ｂｒｕｃｈｕｓ ｒｕｆｉｍａｎｕｓ ( Ｂｏｈｅｍａｎ)、豌豆象 Ｂｒｕｃｈｕｓ
ｐｉｓｏｒｕｍ ( Ｌ.)、 四 纹 豆 象 Ｃａｌｌｏｓｏｂｒｕｃｈｕｓ 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美洲斑潜蝇 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ｅ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
南美斑潜蝇 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 ｈｕｉｄｏｂｒｅｎｓｉｓ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柑橘大

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Ｔｅｔｒａｄａｃｕｓ) ｍｉｎａ (Ｅｎｄｅｒｌｅｉｎ)、番石

榴果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ｃｏｒｒｅｃｔａ (Ｂｅｚｚ)、橘小实蝇 Ｂａｃ￣
ｔｒｏｃｅｒａ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Ｈｅｎｄｅｌ、烟粉虱 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 Ｇｅｎｎａ￣
ｄｉｕｓ、苹果绵蚜 Ｅｒｉｏｓｏｍａ ｌａｎｉｇｅｒｕｍ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马铃

薯块茎蛾 Ｐｈｔｈｏｒｉｍａｅａ ｏｐｅｒｃｕｌｅｌｌａ (Ｚｅｌｌｅｒ)、井上蛀果

斑螟 Ａｓｓａｒａ ｉｎｏｕｅｉ Ｙａｍａｎａｋａ、西花蓟马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ｉｅｌｌａ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 Ｐｅｒｇａｎｄｅ)、澳洲大蠊 Ｐｅｒｉｐｌａｎｅｔａ ａｕｓ￣
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ｅ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等ꎮ 微生物包括真菌、细菌和病

毒共 １０ 种ꎬ其中真菌最多ꎬ有 ８ 种ꎬ分别为玉米霜霉

病 菌 Ｐｅｒｏｎ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ｐｏｒａ ｓｏｒｇｈｉ ( Ｗｅｓｔｏｎ ＆ Ｕｐｐａｌ )
Ｓｈａｗ、马铃薯晚疫病菌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ｉｎｆｅｓｔａｎｓ (Ｍｏｎ￣
ｔａｇｎｅ) ｄｅ Ｂａｒｙ、马铃薯癌肿病菌 Ｓｙｎ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ｅｎｄｏｂｉ￣
ｏｔｉｃｕｍ (Ｓｃｈｉｌｂｅｒｓｚｋｙ) Ｐｅｒｃｉｖａｌ、桉树焦枯病菌 Ｃｙｌｉｎ￣
ｄｒ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ｓｃｏｐａｒｉｕｍ Ｍｏｒｇａｎ、油橄榄孔雀斑病菌 Ｓｏｒ￣
ｇｈｕｍ ｄｏｗｎｙ Ｍｉｌｄｅｗ、棉花黄萎病菌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ｉｕｍ ｄａｈｌｉ￣
ａｅ Ｋｌｅｂ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ｉｕｍ ａｌｂｏａｔｒｕｍ Ｒｅｉｎｋｅ ｅｔ Ｂｅｒｔｈ、松疱锈

病菌 Ｃｒｏｎａｒｔｉｕｍ ｒｉｂｉｃｏｌａ Ｊ. Ｃ.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ｅｘ Ｒａｂｅｎｈｏｒｓｔ、
松针红斑病菌 Ｍｙｃｏｓｐｈａｅｒｅｌｌａ ｐｉｎｉ Ｅ. Ｒｏｓｔｒｕｐꎻ细菌 １
种ꎬ为水稻条斑病菌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ｏｒｙｚａｅ ｐｖ. ｏｒｙｚｉｃｏｌａ
(ＦａｎｇꎬＲｅｎꎬＣｈｕꎬＦａａｎꎬＷｕ) Ｓｗｉｎｇｓꎻ病毒 １ 种ꎬ为烟

草环斑病毒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ｒｉｎｇ ｓｐｏｔ ｖｉｒｕｓꎻ线虫 ２ 种ꎬ分别为

松材线虫 Ｂｕｒｓ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ｕｈ ｘｙ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Ｓｔｅｉｎｅｒ ＆ Ｂｕｈｒ￣
ｅｒ) Ｎｉｃｋｌｅ 和水稻干尖线虫 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ｏｉｄｅｓ ｂｅｓｓｓｅｙｉ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ꎮ 植物包括菊科、禾本科、含羞草科、苏木科、
苋科、茄科、蝶形花科、十字花科、伞形科、旋花科、藜
科等 ３９ 个科在内的 １４２ 种ꎬ占入侵物种的 ７０.０％以

上ꎬ其中种数最多的科是菊科ꎬ共 ２５ 属 ３４ 种ꎬ其次是

禾本科ꎬ共 １５ 属 ２０ 种ꎮ
１.２　 云南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途径

外来有害生物可通过 ３ 条主要途径入侵云南并

扩散ꎬ即人类有意引入、随人类活动无意传入和自然

入侵ꎮ 寸东义等(２０１０)对 １４２ 种外来入侵植物的入

侵途径进行分析表明ꎬ作为有用作物而有意引入的

植物有 ８９ 种ꎬ占 ６０％以上ꎮ
有意引入的植物主要有 ５ 个方面的用途:(１)作

为牧草或饲料引入ꎬ如空心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
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Ｍａｒｔ.)Ｇｒｉｓｅｂ.、赛葵 Ｍａｌｖａｓｔｒｕｍ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
ｌｉａｎｕｍ ( Ｌ.)、 凤 眼 莲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 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ｓ、臂形草 Ｂｒａｃｈｉａｒｉａ ｅｒｕｃｉｆｏｒｍｉｓ ( Ｊ. Ｅ. Ｓｍｉｔｈ)
Ｇｒｉｓｅｂ.、黑麦草 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ｒｅｎｎｅ Ｌ.等ꎻ(２)作为观赏植

物引入ꎬ如马缨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Ｌ.、紫茉莉 Ｍｉｒａｂｉ￣
ｌｉｓ ｊａｌａｐａ Ｌ.、金合欢 Ａｃａｃｉａ ｆａｒｎｅｓｉａｎａ (Ｌ.) Ｗｉｌｌｄ.、银
合欢 Ｌｅｕｃａｅｎａ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Ｌａｍ.) ｄｅ Ｗｉｔ、海滨合

欢、含羞草 Ｍｉｍｏｓａ ｐｕｄｉｃａ Ｌ.、红花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ＤＣ.、 圆 叶 牵 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 Ｌ.)
Ｖｏｉｓｇｔ、单刺仙 人 掌 Ｏｐｕｎｔｉａ ｍｏｎａｃａｎｔｈａ (Ｗｉｌｌｄ.)
Ｈａｗ.、加拿大一枝黄花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等ꎻ(３)
作为药用植物引入ꎬ如曼陀罗 Ｄａｔｕｒａ ｓｔｒａｍｏｎｉｕｍ
Ｌｉｎｎ.、土人参 Ｔａｌｉｎｕｍ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Ｊａｃｑ.) Ｇａｅｒｔｎ.、
青葙 Ｃｅｌｏｓ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Ｌ.、落葵薯 Ａｎｒｅｄｅｒ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Ｔｅｎｏｒｅ) Ｓｔｅｅｎｉｓ.、垂序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Ｌ.、
决明 Ｃａｓｓｉａ ｔｏｒａ Ｌ.、望江南 Ｃａｓｓｉａ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等ꎻ
(４)作为蔬菜引入ꎬ如刺芹 Ｅｒｙｎｇｉｕｍ ｆｏｅｔｉｄｕｍ Ｌ.、刺
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Ｌ. 等ꎻ(５)作为经济作物引入ꎬ
如蓖麻 Ｒｉｃｉｎ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Ｌ.ꎮ

无意引入是指某物种利用人类传送系统为媒

介ꎬ扩散到其自然分布范围以外的地方ꎮ 主要包括

野甘草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ｄｕｌｃｉｓ Ｌ.、飞扬草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ｉｒｔａ Ｌ.、
刺苋、野胡萝卜 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 Ｌ.、两耳草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ｕｍ Ｃ.Ｃｏｒｄｅｍ.、龙珠果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 Ｌ.等ꎮ

自然入侵植物包括紫茎泽兰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ａｄｅｎｏ￣
ｐｈｏｒａ Ｓｐｒｅｎｇ.、飞机草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Ｌ.、薇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Ｋｕｎｔｈ 在内的 ６ 种植物ꎮ 如紫茎

泽兰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从泰国经缅甸和越南扩散到

云南境内ꎮ
１.３　 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造成的损失

生物入侵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之

一ꎬ其对各国生态系统、环境和社会经济构成的威胁

日益严峻ꎮ 据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ꎬＩＵＣＮ)报告ꎬ每年全

球外来物种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 ４０００ 亿美元ꎮ 入侵

我国的外来物种有 ４００ 多种ꎬ外来入侵生物每年给我

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千亿元ꎮ ２０ 世纪ꎬ从境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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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云南并已造成危害的有害生物大约有 ３０ 种ꎬ如紫

茎泽兰、飞机草、福寿螺、非洲大蜗牛、凤眼莲、空心

莲子草、松材线虫、美洲斑潜蝇、南美斑潜蝇、西花蓟

马等(脱凌和蒋小龙ꎬ２００６)ꎮ 如紫茎泽兰的入侵给

云南省造成的农业损失每年高达 ７ 亿多元ꎬ牧业损

失每年达 ７０００ 余万元ꎮ

２　 云南口岸截获疫情分析
云南省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通道和

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ꎮ 有 ２３ 个国家一、二类口

岸ꎬ９５ 条边境通道ꎬ３００ 条非正式通道ꎮ 云南有 ８ 个

地州 ２５ 个县市处于边境地区ꎬ边境贸易形式多样ꎮ
从整个位置看ꎬ北依广袤的亚洲大陆ꎬ南连东南亚半

岛ꎬ处在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控制之下ꎬ又受西藏高

原区的影响ꎬ从而形成了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ꎬ
为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和定殖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

条件(蒋小龙等ꎬ２００９)ꎮ
２.１　 截获有害生物概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ꎬ云南出入境检验检验局共从周

边国家进境货物中截获植物有害生物 ７４２ 种 ４５０８９
次、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 ５６ 种 ５２５２ 批次、动物性致

病微生物 ６ 种 ７９２ 批次ꎬ疫情检出率保持逐年增长ꎮ
２０１６ 年ꎬ检验检疫进口动植物及其产品２.０３９７万批

次ꎬ货值 ６.６ 亿美元ꎮ 从进境植物及其产品中截获有

害生物 ５４６ 种 ２９００２ 次ꎬ其中检疫性有害生物 ５２ 种

３５０１ 次ꎮ ２０１７ 年ꎬ云南边境检疫截获细菌 ７ 种、真菌

９４ 种、昆虫 ３２９ 种、线虫 ６１ 种(杜宇等ꎬ２０１０)、其他

１６ 种、病毒 ４ 种、杂草 ５２ 种ꎬ合计 ５７１ 种 ４４０３１ 次ꎬ其
中检疫性有害生物 ５７ 种 ５０３２ 次ꎮ 传带有害生物频

率较高的货物有木材、瓜果、粮豆类、藤条和包装材

料等ꎮ
２.２　 截获疫情统计分析

２.２.１　 按货物来源国统计分析　 ２０１７ 年 １—１２ 月ꎬ
从进境检疫物上截获有害生物批次及疫情货物批次

最多的国家为缅甸、老挝、泰国、越南、荷兰(表 １)ꎮ
２.２.２　 按检疫方式统计分析　 云南边境检疫截获按

检疫方式分类统计ꎬ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货检截获批次最

多ꎬ旅检次之ꎬ二者之和占总截获批次的 ９９％ꎬ木包

装检疫、运输工具检疫和邮检占比较小ꎮ 但截获有

害生物总批次呈逐年上升趋势(表 ２)ꎮ
２.２.３　 按有害生物类别统计分析　 云南边境检疫截

获按有害生物类别统计ꎬ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昆虫截获最

多ꎬ占总截获批次的 ７０％至７３.９％ꎬ杂草、真菌居次ꎬ

细菌、线虫、病毒、螨类、其他又次之(表 ３)ꎮ 一方面

说明昆虫、杂草和真菌是进境植物疫情的主要部分ꎬ
检验检疫执法人员在查验过程中应将昆虫、杂草和

真菌的检测作为工作重点ꎻ另一方面因有害生物如

线虫、螨类和其他生物危害频次限制ꎬ以及口岸条件

限制ꎬ大部分实验室难以开展细菌和病毒的检测ꎬ只
能通过其他有资质的实验室来完成该类有害生物的

检疫ꎬ自身技术力量的不足和送检样品偏少导致该

类有害生物检出率低ꎮ

表 １　 主要货物来源国截获情况(２０１７年 １—１２月)
Ｔａｂｌｅ １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来源国
Ｏｒｉｇ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疫情货物批次
Ｎｏ. ｏｆ ｃａｒｇｏ ｉｔｅｍ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ｑｕａｒａｎ￣
ｔｉｎ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截获有害生物批次
Ｎｏ. ｏｆ ｐｅｓｔ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缅甸 Ｍｙａｎｍａｒ １３８７３ ２６５５８
老挝 Ｌａｏｓ ４９８２ ６４９５
泰国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３５１８ ３８３９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２７４１ ３６３３
荷兰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１４３０ ２９９９
智利 Ｃｈｉｌｅ １２８ ２３３
新西兰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４４ ８３
拉脱维亚 Ｌａｔｖｉａ ２２ ３４
美国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１ ２３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１２ １９
爱沙尼亚 Ｅｓｔｏｎｉａ ９ １６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８ １６
孟加拉国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１０ １０
加拿大 Ｃａｎａｄａ ５ ６
巴基斯坦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５ ５
埃塞饿比亚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１ ４
丹麦 Ｄｅｎｍａｒｋ ３ ４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１ 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
黎巴嫩 Ｌｅｂａｎｏｎ ２ ２
哥伦比亚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１ １

　 　 从截获的检疫性有害生物批次来看ꎬ共截获 ５７
种 ８５３９ 批次ꎮ 南亚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ｔａｕ (Ｗａｌｋｅｒ)、
四纹豆象、巴西豆象、橘小实蝇、瓜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ｅ (Ｃｏｑｕｉｌｌｅｔｔ)、灰豆象 Ｃａｌｌｏｓｏｂｒｕｃｈｕｓ ｐｈａｓｅ￣
ｏｌｉ ( Ｇｙｌｌｅｎｈａｌｌ )、 微扁谷盗 Ｃｒｙｐｔｏｌｅｓｔｅｓ ｐｕｓｉｌｌｏｉｄｅｓ
(Ｓｔｅｅｌ ａｎｄ Ｈｏｗｅ)、番石榴果实蝇、瘤背豆象属(四
纹豆象和非中国种)、橡胶材小蠹 Ｘｙｌｅｂｏｒｕｓ ａｆｆｉｎｉｓ
Ｅｉｃｈｈｏｆｆ 占据货检、旅检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截获批

前十位ꎬ合计 ７２１９ 次ꎬ占总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截获

批次 ８５％ꎮ 从木包装上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双钩

异翅长蠹 Ｈｅｔｅｒｏｂｏｓｔｒｙｃｈｕｓ 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Ｗａｔｅｒｈｏｕｓｅ) ７０
次、似筒长小蠹 Ｐｌａｔｙｐｕｓ ｐｓｅｄｏｃｕｐｕｌａｔｕｓ Ｃｈａｐｕｉ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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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赤材小蠹 Ｘｙｌｅｂｏｒｕｓ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ｕｓ (Ｆ.) (Ｘ. ｃｏｎｆｕｓｕｓ
Ｅｉｃｈｈ.) ６ 次ꎬ从运输工具上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双

钩异翅长蠹 ２ 次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从美国邮寄至昆明

的生咖啡豆上邮检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咖啡果小

蠹 Ｈｙｐｏｔｈｅｎｅｍｕｓ ｈａｍｐｅｉ (Ｆｅｒｒａｒｉ) １ 次ꎮ

表 ２　 按检疫方式统计截获情况(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
Ｔａｂｌｅ ２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份
Ｙｅａｒ

检疫业务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有害生物种类
Ｐ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次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货物批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２０１６ 货检 Ｃａｒｇｏ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３９９ ２６６９６ １５３３９
旅检 Ｔｒａｖｅｌ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２５０ １７９９ １３６３
木包装检疫 Ｗｏｏｄ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１５ ２３９ １１７
邮检 Ｐｏｓｔ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１６ １５
运输工具检疫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３０ ６９ ４１

２０１７ 货检 Ｃａｒｇｏ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４３２ ４１５８４ ２４８２０
旅检 Ｔｒａｖｅｌ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２４５ ２２１９ １８７６
木包装检疫 Ｗｏｏｄ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１４ ８２ ４５
邮检 Ｐｏｓｔ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１２ １５ ４
运输工具检疫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５ ５ ３

表 ３　 按有害生物类别截获情况(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Ｔａｂｌｅ １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ｂｙ ｐｅｓ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年份
Ｙｅａｒ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检疫性种类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检疫性种次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

非检疫性种类
Ｎｏｎ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非检疫性种次
Ｎｏｎ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

种类数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次数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ｉｍｅｓ

２０１６ 昆虫 Ｉｎｓｅｃｔ ３８ ３４１５ ２８６ １６９９３ ３２４ ２０４８０
真菌 Ｆｕｎｇｕｓ ０ ０ １０３ ５３０７ １０３ ５３０７
杂草 Ｗｅｅｄ ４ ６４ ４１ １４６７ ４５ １５３１
线虫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６ ２２ ３５ １１１８ ４１ １１４０
病毒 Ｖｉｒｕｓ ２ ５ ２ ２２４ ４ ２２９
螨类 Ｍｉｔｅｓ ０ ０ １０ １８７ １０ １８７
其他 Ｏｔｈｅｒ １ １ １１ ７１ １２ ７２
细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０ ０ ７ ５５ ７ ５５

２０１７ 昆虫 Ｉｎｓｅｃｔ ３９ ４８７８ ２９０ ２７６６４ ３２９ ３２５４２
杂草 Ｗｅｅｄ ４ １１４ ４８ ５３１６ ５２ ５４３０
真菌 Ｆｕｎｇｕｓ ０ ０ ９４ ３２８８ ９４ ３２８８
线虫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１０ ２９ ５１ ２４５８ ６１ ２４８７
病毒 Ｖｉｒｕｓｅｓ ２ ８ ２ ９５ ４ １０３
螨类 Ｍｉｔｅｓ ０ ０ ８ ９６ ８ ９６
其他 Ｏｔｈｅｒ １ ２ １５ ４４ １６ ４６
细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１ １ ６ ３８ ７ ３９

２.２.４　 按货物类别统计　 云南边境检疫截获按货

物类别统计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１２ 月ꎬ截获有害生物批次

最多为粮豆类ꎬ占总截获批次的 ４６％ꎬ其次依次为

水果类、其他植物产品类、种苗类、蔬菜类、棉麻烟

糖茶油类、其他木材类等ꎻ截获疫情货物批次最多

的为粮豆类ꎬ占总截获批次的 ３５％ꎬ 其次依次为水

果类、其他植物产品类、蔬菜类、种苗类、棉麻烟糖

茶油类、其他木材类等(表 ４)ꎮ

３　 防控对策及建议
３.１　 扩大动植物检疫法律宣传

开展国门生物安全主题教育ꎬ编制专题科普材

料ꎬ扩大国门生物安全的社会影响力ꎬ提高检疫风

险意识ꎬ通过绿蕾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ꎬ
加强把关查验ꎬ严厉打击非法携带、邮寄植物种子

种苗及其他检疫物进境行为(蒋小龙等ꎬ２００９)ꎮ
３.２　 增强口岸动植检把关服务履职能力

引入图像自动识别、智能低温探测等新型设

备ꎬ加强进境农产品指定口岸综合管理ꎬ推动指定

口岸从注重建设向注重管理方向转变ꎬ提升口岸基

础能力ꎮ 有针对性地开展外来入侵生物的预警和

风险分析ꎬ加强技术力量ꎬ引进远程检测鉴定、分子

检测和免疫学鉴定等技术方法(蒋小龙等 ２０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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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货物类别截获情况(２０１７ 年 １—１２ 月)
Ｔａｂｌｅ ４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ｇｒｏｕｐｅｄ ｂｙ ｇｏｏｄ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货物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ｇｏｏｄｓ

疫情货物
批次

Ｎｏ. ｏｆ ｃａｒｇｏ ｉｔｅｍ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ｑｕａｒａｎ￣
ｔｉｎ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截获有害
生物批次
Ｎｏ. ｏｆ ｐｅｓｔ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粮豆类 Ｇｒａｉｎ ｌｅｇｕｍｅｓ ９４１１ ２０２４１
水果类 Ｆｒｕｉｔ ５５１２ ６２５４
其他植物产品类 ３４９１ ５０１４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种苗类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２２６６ ４１３２
蔬菜类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２５３２ ２８７２
棉麻烟糖茶油料 １８３３ ２４２６
Ｃｏｔｔｏｎꎬ ｆｌａｘꎬ ｓｕｇａｒꎬ ｔｅａ ａｎｄ ｏｉｌ
其他木材类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ｏｄ ｔｙｐｅｓ ５５６ １３９５
ＮＵＬＬ ４３７ ４５８
原木类 Ｌｏｇｓ １６７ ４２８
粮食类加工品 ３２８ ３５２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木制品 Ｗｏｏｄ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１１３ １９１
粮食类木薯干 Ｄｒｉｅｄ ｃａｓｓａｖａ ８２ １０８
栽培介质类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ｕｍ ５１ ７２
矿产品类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３０ ３６
动物产品类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１６ １６
其他类 Ｏｔｈｅｒ ｃｌａｓｓｅｓ ７ １１
竹木藤草类 ７ ９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木包装类 Ｗｏｏｄ ｐａｃｋｉｎｇ ７ ７
原料及制品类 １ ３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运输工具(汽车) ２ ２
Ｃｏｎｖｅｙａｎｃｅ (ｔｒｕｃｋ)
特殊生物类(土壤) １ １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ｓｏｉｌ)

３.３　 加强检疫监管、完善准入机制

科学划定动植物卫生适当保护水平ꎬ大力推进

疫情疫病区域化、生物安全隔离区等疫情管理模式

应用ꎮ 加强跨部门应急处理演练ꎬ实现突发事件快

速科学应对ꎮ 提升查验水平ꎬ优化安全风险监控计

划ꎮ 积极开展已入侵生物的监测分析和提高其防

治手段(蒋小龙等ꎬ２００２ꎬ２０１１ꎻ 张永科等ꎬ２０１２)ꎮ
３.４　 建立预防与风险预警机制

对于生物引种ꎬ在引入前应进行充分、科学地

评估、预测和测验ꎬ谨慎引种ꎮ 生物引进不仅要考

虑到当前ꎬ还应预测将来ꎻ不仅要看经济利益ꎬ还要

看生态危害ꎻ不仅要考虑地区性问题ꎬ更要考虑全

国性问题ꎮ 引入后应加强观测ꎬ释放后应不断跟

踪ꎬ如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有效对策ꎬ避免造成大

面积危害ꎮ 完善早期风险预警和应急反应机制ꎬ根

据有害生物发生、流行及截获情况ꎬ及时发布预警

通报并采取严格检疫处理、限定入境口岸、限制入

境、禁止进境等措施ꎬ必要时可封锁口岸ꎬ严防有害

生物传入和扩散ꎻ制定和完善国家重大外来有害生

物应急预案ꎬ一旦发现重大外来有害生物侵入ꎬ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ꎬ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控制和扑灭外

来有害生物(蒋小龙等ꎬ２０１１)ꎮ
３.５　 加强科研ꎬ防控外来生物入侵

加强对生物入侵的研究ꎬ明确入侵种类、分布、
机制ꎬ评价入侵种带来的生态危害ꎬ研究控制对策

和具体技术ꎬ是我国目前解决生物入侵的关键ꎮ 应

加速有害生物风险评估(ｐ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ＰＲＡ)体
系的建立(马平等ꎬ２０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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