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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台湾蔬菜有害生物口岸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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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台湾蔬菜有害生物的入境风险ꎬ阐明加强口岸检验检疫的对策措施ꎮ 【方法】对全国口岸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台湾新鲜蔬菜和蔬菜种子的入境口岸、截获的有害生物及寄主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ꎮ 【结果】入境台湾新鲜蔬菜仅有 ３ 批

次ꎬ均没有截获疫情ꎮ 入境台湾蔬菜种子截获各类有害生物 ４８ 种 ４９６ 种次ꎬ其中真菌 ４５４ 种次ꎬ病毒 ２ 种次ꎬ细菌 １ 种次ꎬ害虫

２ 种次ꎬ杂草 ３７ 种次ꎬ携带土壤 １ 种次ꎮ 【结论】入境台湾蔬菜种子携带有害生物种类繁多ꎬ但检疫性有害生物种类集中ꎬ应加

强入境台湾蔬菜口岸检验检疫的对策措施ꎬ包括加强法规宣传、了解疫情动态、强化检疫工作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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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是我国台湾的重要作物ꎬ也是重要的农业

产业之一ꎬ每年播种面积 １５.８３ ~ １７.５４ 万 ｈｍ２ꎮ 台

湾蔬菜生产水平高ꎬ产品质量好ꎬ加上精美的外观

包装ꎬ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李洪波ꎬ２０１４)ꎮ 台湾

蔬菜种植业在大陆具有很高的知名度ꎬ且亚洲蔬菜

研究与发展中心就在台湾ꎮ 大陆具有广阔和优质

的土地资源ꎬ因此ꎬ台湾蔬菜良种在大陆具有较强

的适用性和较高的引种价值ꎮ 随着海峡两岸农业

合作的不断加强ꎬ大陆从台湾引进的各类农作物优

质新品种也逐年增多ꎬ引进种子并规模种植的台湾

蔬菜种类和数量稳步增长ꎮ ２００３ 年入境台湾蔬菜

种子 ７８.４９ ｔꎬ２０１２ 年达 ２４７.９９ ｔ(段韫丹和司智霞ꎬ
２０１５)ꎮ 在从台湾引种的过程中ꎬ种子携带危险性

病虫害风险大ꎬ种子检疫是台湾蔬菜进境检疫的重

中之重(李伟丰等ꎬ２００３)ꎮ 许多真菌、细菌和病毒

是种传病害ꎬ其传播扩散主要靠种子调运ꎬ如果种

子中包含种传病原菌ꎬ则会危害植物的生长ꎬ此类

病害一旦发生ꎬ则很难根除ꎮ 台湾的病虫害疫情比

较复杂ꎬ与大陆农业疫情疫病发生情况存在较大差

异ꎮ 而台湾与大陆南方地区气候相近ꎬ很多有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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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台湾发生后ꎬ进入大陆后很容易传播蔓延ꎮ 本

文对全国口岸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入境台湾新鲜蔬菜和

蔬菜种子的检疫情况进行了分析ꎬ并对今后的工作

提出了建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通过检疫查询系统ꎬ对全国口岸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台湾新鲜蔬菜和蔬菜种子的入境口岸、截获

的有害生物及寄主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入境台湾新鲜蔬菜情况

２００６ 年ꎬ大陆对台湾的甘蓝、花椰菜、丝瓜、青
江菜、小白菜、苦瓜、洋葱、胡萝卜、莴苣、芋头、山葵

等 １１ 种新鲜蔬菜品种经检验检疫准入并实行零关

税后ꎬ只有很少部分新鲜蔬菜品种输往大陆ꎮ 经查

询ꎬ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大陆没有进口台湾新鲜蔬菜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共进口 ３ 批台湾新鲜蔬菜ꎬ其中莴苣

１ 批ꎬ甘蓝 ２ 批ꎬ共 ２８.０８ ｔꎬ货值 １.４８ 万美元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没有进口记录ꎮ 入境台湾新鲜蔬菜中没

有截获疫情ꎮ

２.２　 入境台湾蔬菜种子情况

据统计ꎬ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全国口岸

进口台湾蔬菜种子 ２７９ 批次ꎬ共计 ８０６ ｔꎬ２３６８ 万美

元ꎮ 入境台湾蔬菜种子 ３８ 个品种ꎬ分别从 １１ 个口

岸进入大陆(表 １)ꎮ 经由厦门口岸入境的台湾蔬

菜种子批次最多ꎬ达 １８６ 批ꎻ品种也最多ꎬ达 ２５ 个

品种ꎮ
２.３　 入境台湾蔬菜种子存在问题

２.３.１　 以用于大田生产为主ꎬ且种类多ꎬ批次多 　
蔬菜种子的进口必须事先办理检疫审批手续ꎬ并在

贸易合同中列明检疫审批提出的检疫要求ꎮ 入境的

台湾蔬菜种子经空港和海港进入ꎬ批量小、种类多、
批次多ꎮ 绝大多数为生产性引种ꎬ直接用于大田生

产ꎬ较少用于科学研究和品种改良等资源性引种ꎮ
２.３.２　 携带有害生物种类繁多ꎬ但检疫性有害生物

种类较集中 　 从台湾入境的蔬菜种子中检出大量

有害生物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全国口岸

从入境台湾蔬菜种子中截获各类有害生物 ４９６ 种

次ꎬ其中ꎬ真菌 ４５４ 种次ꎬ病毒 ２ 种次ꎬ细菌 １ 种次ꎬ
害虫 ２ 种次ꎬ杂草 ３７ 种次ꎬ携带土壤 １ 种次(表 １)ꎮ

表 １　 入境台湾蔬菜疫情截获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ｅｓｔｓ ｉｎｓｐ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ａｉｗａｎ ｔｏ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序号
Ｎｏ.

截获疫情
Ｐｅｓｔｓ ｉｎｓｐｅｃｔｅｄ

入境口岸
Ｅｎｔｒｙ ｐｏｒｔ

寄主种子
Ｈｏｓｔ ｓｅｅｄ

１ 向日葵黑茎病菌 Ｌｅｐｔ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ａ 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ｉｉ 厦门 Ｘｉａｍｅｎ 向日葵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ａｎｎｕｕｓ
２ 烟草花叶病毒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 厦门 Ｘｉａｍｅｎ 番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
３ 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ｇｒｅｅｎ ｍｏｔｔｌｅ

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
上海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西瓜 Ｃｉｔｒｕｌｌｕｓ ｌａｎａｔｕｓ

４ 黄瓜花叶病毒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 厦门 Ｘｉａｍｅｎ 辣椒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
５ 玉米细菌性枯萎病菌近似种 Ｐａｎｔｏｅａ ｓｔｅｗａｒ￣

ｔｉｉ ｓｕｂｓｐ. ｉｎｄｏｌｏｇｅｎｅｓ
北京 Ｂｅｉｊｉｎｇ 玉米 Ｚｅａ ｍａｙｓ

６ 链格孢菌属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ｓｐ. 厦门、福州、广州、杭州、上
海、拱 北 Ｘｉａｍｅｎꎬ Ｆｕｚｈｏｕ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ꎬ Ｇｏｎｇｂｅｉ

向日葵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ａｎｎｕｕｓ、番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
白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ｒａｐ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花椰菜 Ｔｈｙｍ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
ｃｕｓ、茄子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甘蓝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萝卜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ｒａｐｈａｎｉｓｔｒｕｍ、黄秋葵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ｅｓｕｌｅｎ￣
ｔｕｓ、青花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芥蓝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ａｌｂｏｇｌａｂｒａ、
结球白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ａｓｃａｌｏｎｉｃｕｍ、甜
椒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甜菜 Ｂｅｔ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辣椒 Ｃａｐｓｉ￣
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苦瓜 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ｃｈａｒａｎｔｉａ、黄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西瓜 Ｃｉｔｒｕｌｌｕｓ ｌａｎａｔｕｓ、青梗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ｒａｐ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蕹菜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ａｑｕａｔｉｃａ、胡萝卜 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水 苋 菜 Ａｍｍａｎｎｉ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南 瓜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７ 芸苔链格孢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ｅ 厦门、广州 Ｘｉａｍｅｎꎬ Ｇｕａｎｇ￣

ｚｈｏｕ

白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ｒａｐ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花椰菜 Ｔｈｙｍ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
ｃｕｓ、甘蓝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茄子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
萝卜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ｒａｐｈａｎｉｓｔｒｕｍ、青花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芥蓝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ａｌｂｏｇｌａｂｒａ、结球白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胡萝卜 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芥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ｊｕｎｃｅａ

８ 萝卜链格孢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ｒａｐｈａｎｉ 厦门 Ｘｉａｍｅｎ 萝卜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ｒａｐｈａｎｉｓｔｒｕｍ、花椰菜 Ｔｈｙｍ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
ｃｕｓ、青花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９ 甘蓝黑斑链格孢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ｂｒａｓｓｉｃｏｌａ 厦门 Ｘｉａｍｅｎ 花椰菜 Ｔｈｙｍ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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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

序号
Ｎｏ.

截获疫情
Ｐｅｓｔｓ ｉｎｓｐｅｃｔｅｄ

入境口岸
Ｅｎｔｒｙ ｐｏｒｔ

寄主种子
Ｈｏｓｔ ｓｅｅｄ

１０ 镰刀菌属 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ｓｐ. 厦门、福州、广州、拱北 Ｘｉａ￣
ｍｅｎꎬ Ｆｕｚｈｏｕ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Ｇｏｎｇｂｅｉ

番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菜椒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白
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ｒａｐ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茄子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长
生红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ｕｍ、甘蓝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萝卜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ｒａｐｈａｎｉｓｔｒｕｍ、黄秋葵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ｅｓｕｌｅｎｔｕｓ、
芥蓝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ａｌｂｏｇｌａｂｒａ、结球白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木瓜 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ｅ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ａｓｃａｌｏｎｉｃｕｍ、甜椒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甜菜 Ｂｅｔ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辣椒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苦瓜 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ｃｈａｒａｎｔｉａ、黄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
ｖｕｓ、南瓜子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西瓜 Ｃｉｔｒｕｌｌｕｓ ｌａｎａｔｕｓ、
豌豆 Ｐｉｓ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１１ 枝孢菌属 Ｃｌａｄ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ｓｐ. 厦门、拱北 Ｘｉａｍｅｎꎬ Ｇｏｎｇｂｅｉ 番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苦瓜 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ｃｈａｒａｎｔｉａ、
花椰菜 Ｔｈｙｍ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１２ 曲霉菌属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ｓｐ. 厦门、广州、南京 Ｘｉａｍｅｎ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番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黄秋葵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ｅｓｕｌｅｎｔｕｓ、
苦瓜 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ｃｈａｒａｎｔｉａ、菜豆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豌
豆 Ｐｉｓ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白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ｒａｐ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青仁乌
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ｍａｘ

１３ 青霉菌属 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ｕｍ ｓｐ. 厦门、福州、广州、兰州 Ｘｉａ￣
ｍｅｎꎬ Ｆｕｚｈｏｕ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Ｌａｎｚｈｏｕ

番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茄 子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
木瓜 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ｅ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西瓜 Ｃｉｔｒｕｌｌｕｓ ｌａｎａｔｕｓ、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ａｓｃａｌｏｎｉｃｕｍ、甜椒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花椰菜
Ｔｈｙｍ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豌豆 Ｐｉｓ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菜豆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１４ 弯孢菌属 Ｃｕｒｖｕｌａｒｉａ ｓｐ. 厦门 Ｘｉａｍｅｎ 番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茄子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
１５ 根霉菌属 Ｒｈｉｚｏｐｕｓ ｓｐ. 厦门、福州、广州、州兰 Ｘｉａ￣

ｍｅｎꎬ Ｆｕｚｈｏｕ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Ｌａｎｚｈｏｕ

黄秋葵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ｅｓｕｌｅｎｔｕｓ、甜菜 Ｂｅｔ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花椰菜
Ｔｈｙｍ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番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白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ｒａｐ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南瓜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１６ 长蠕孢菌属 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ｓｐ. 广州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豌豆 Ｐｉｓ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１７ 烟草甲 Ｌａｓｉｏｄｅｒｍａ ｓｅｒｒｉｃｏｒｎｅ 杭州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西瓜 Ｃｉｔｒｕｌｌｕｓ ｌａｎａｔｕｓ
１８ 果蝇科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ｉｄａｅ 南京 Ｎａｎｊｉｎｇ 青仁乌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ｍａｘ
１９ 野油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 ｖａｒ. ｒａｐａ 天津 Ｔｉａｎｊｉｎ 白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ｒａｐ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０ 反枝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广 州、 青 岛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
胡萝卜 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萝卜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ｒａｐｈａｎｉｓｔｒｕｍ

２１ 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天津、 广 州、 青 岛 Ｔｉａｎｊｉｎ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

花椰菜 Ｔｈｙｍ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萝卜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ｒａｐｈａｎｉｓｔｒｕｍ

２２ 狗牙根 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 天津 Ｔｉａｎｊｉｎ 花椰菜 Ｔｈｙｍ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２３ 荞麦蔓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ｕｓ 广州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花椰菜 Ｔｈｙｍ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菠菜 Ｓｐｉｎａｃｉ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２４ 野生向日葵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ａｎｎｕｕｓ 广州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菠菜 Ｓｐｉｎａｃｉ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黄秋葵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ｅｓｕｌｅｎｔｕｓ
２５ 光头稗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ｃｏｌｏｎａ 杭州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白苋菜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ａｌｂｕｓ、水苋菜 Ａｍｍａｎｎｉ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西瓜 Ｃｉｔｒｕｌｌｕｓ ｌａｎａｔｕｓ

２６ 牛筋草 Ｅｌｅｕｓｉｎｅ ｉｎｄｉｃａ、马唐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ｓａｎ￣
ｇｕｉｎａｌｉｓ

杭州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水苋菜 Ａｍｍａｎｎｉ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２７ 田芥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ｋａｂｅｒ、苋色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ｍａｒａｎｔｉｃｏｌｏｒ、龙 葵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ｎｉｇｒｕｍ、 芒 稷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ｃｏｌｏｎｕｍ、野葵 Ｍａｌｖ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广州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花椰菜 Ｔｈｙｍ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２８ 黄鼬瓣花 Ｇａｌｅｏｐｓｉｓ ｔｅｔｒａｈｉｔ、野黍 Ｅ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水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夏蓼 Ｐｏ￣
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ａｐａｔｈｉｆｏｌｉｕｍ、 黑 麦 草 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
ｒｅｎｎｅ、三叶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刚毛毛连草
Ｐｉｃｒｉｓ ｅｃｈｉｏｄｅｓ、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广州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胡萝卜 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

２９ 三角 猪 殃 殃 Ｇａｌｉｕｍ ｔｒｉｃｏｒｎｅ、 齿 果 酸 模
Ｒｕｍｅｘ ｄｅｎｔａｔｕｓ、普通小麦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欧洲防风 Ｐａｓｔｉｎａｃａ ｓａｔｉｖａ、爬拉藤 Ｇａｌｉｕｍ
ｓｐｕｒｉｕｍ

广州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菠菜 Ｓｐｉｎａｃｉ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３０ 野萝卜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ｒａｐｈａｎｉｓｔｒｕｍ、豆科 Ｌｅｇｕ￣
ｍｉｎｏｓａｅ

青岛 Ｑｉｎｇｄａｏ 萝卜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ｒａｐｈａｎｉｓｔｒｕｍ

３１ 携带土壤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ｓｏｉｌ 青岛 Ｑｉｎｇｄａｏ 莴苣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ａｔｉｖａ

２.３.３　 检疫问题不容忽视　 上海口岸从西瓜种子

中检出检疫性病毒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ｇｒｅｅｎ ｍｏｔｔｌｅ 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ꎬ厦门口岸从辣椒种子中检

出黄瓜花叶病毒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ꎮ 虽然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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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蔬菜种子可传带多种危险性病毒ꎬ但总体检出率

不高ꎮ
厦门口岸截获的向日葵黑茎病 Ｌｅｐｔ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ａ

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ｉｉ Ｆｒｅｚｚｉ 是种子携带传播的重要真菌病害ꎬ
可在向日葵整个生长期侵染ꎬ具有发病迅速、传播

速度快、暴发性强等特点ꎮ 检出的病原菌由于多数

不是我国对外公布的危险性有害生物ꎬ只鉴定到属

或分离到纯培养物ꎬ较少开展进一步的鉴定工作ꎮ
但是ꎬ其危险性不容忽视ꎬ如花椰菜种子感染活性

链格孢菌属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ｓｐ.孢子ꎬ容易引起幼苗瘁倒ꎮ
数据表明ꎬ在 ３８ 种入境台湾的蔬菜种子中ꎬ截

获杂草种子 ７ 种ꎬ截获率达 １８.４２％ꎮ 截获杂草籽

种类最多的是广州口岸的胡萝卜种子ꎬ一次截获 ９
种杂草ꎮ 杂草种子有很强的繁殖能力ꎬ容易随蔬菜

种子的播种而生长ꎬ一旦定殖ꎬ具有潜在风险ꎮ 龙

葵籽、荞麦蔓还对人畜有毒ꎮ 因此ꎬ在现场应注意

加强对这些品种的抽样和检疫ꎮ
青岛口岸入境的莴苣种子中混杂土粒ꎮ 检疫

中发现种子内混杂土粒的现象较为严重ꎬ土粒中可

能携带有不少植物病原菌和土壤微生物ꎬ应引起重

视ꎬ防止类似情况再出现ꎮ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加强检疫法规宣传ꎬ提高种子进口单位认识

蔬菜种子检疫是国家以相关法律为依据采取

的强制手段ꎬ以防止种子中包含的害虫、杂草以及

其他病原菌入侵造成损失ꎮ 检疫法规的宣传是一

项长期的工作ꎮ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ꎬ使客户了解

海关检疫部门的有关检疫规定和要求ꎬ在签定合同

时明确检疫及质量要求ꎬ以避免或减少经济损失ꎮ
做到既防御危险性病虫杂草于国门之外ꎬ又引进真

正优质的植物种子ꎬ促进国家农业经济的发展ꎮ
３.２　 及时了解台湾蔬菜病虫害疫情动态

及时了解最新的台湾蔬菜病虫害情报资料ꎬ掌
握疫情动态ꎬ在此基础上ꎬ根据台湾和大陆蔬菜病

虫害发生情况及其对蔬菜生产造成损失的评价ꎬ重
点关注检疫性或大陆未分布或分布未广的ꎬ可能对

大陆蔬菜生产构成严重威胁病虫害名单ꎬ使检疫工

作重点突出ꎬ有针对性ꎮ
３.３　 强化检疫工作

目前ꎬ因种传病菌种类繁多ꎬ不同病菌需要不

同的试剂进行检验ꎬ检疫周期较长ꎬ而且检疫方法

缺乏规范性ꎬ目前只针对有限的病菌进行检疫ꎮ 有

的口岸检验检疫条件较差ꎬ部分实验室仅能开展种

子的洗涤检验、分离检验、培养ꎮ 多数检验均为感

官检验ꎬ因而检出率偏低ꎮ 而对于检出的杂草种

子ꎬ应制定允许数量ꎬ如美国规定对检疫性杂草ꎬ建
议允许量为 ０ꎬ对一般性杂草有一定的允许量ꎬ建议

每个样品不超过 ２ 粒(魏亚东ꎬ２０００)ꎮ 因此ꎬ建议

各口岸加强对基层实验室设备、人员的配置ꎬ加大

投入ꎮ
３.４　 加强隔离种植场所及后续种植地疫情调查与

监测

根据国家对具有中风险的种子要求在地方隔

离检疫圃隔离种植的要求ꎬ对每一批引进的种子苗

木都应多次深入实地考核隔离圃种植地的隔离情

况ꎬ加强隔离种植期间的检疫和监管ꎮ 在作物生长

期间ꎬ按要求调查病虫害情况ꎮ 同时ꎬ将入境后种

子种植的检疫与信息化平台相结合ꎬ追踪入境后种

子种植的生产情况ꎬ实现信息化管理ꎮ 一旦发现疫

情ꎬ要详细记录ꎬ方便后续的研究、防治处理ꎮ
３.５　 加强大陆蔬菜制种技术的引进和开发利用

在引进种质资源的同时ꎬ更应重视引进蔬菜制

种技术ꎮ 用现代科学技术代替传统育种技术ꎬ使其

向高新育种技术转变ꎬ建立留种基地和良种繁育制

度ꎮ 通过国家对种业基础研究的投入ꎬ重视高端人

才ꎬ提高自行育种制种的能力ꎬ实现“育繁一体化”
(山春ꎬ２０１７)ꎮ 这样ꎬ既可减少国家资金负担ꎬ还可

大大降低危险性病虫害传入的机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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