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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外来物种入侵已经威胁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ꎬ严重影响农林牧渔业生产ꎬ威胁生态系统稳定ꎬ是当

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ꎬ开展入侵物种防控已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农业绿色发展的重

点工作ꎮ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遭受生物入侵威胁与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ꎬ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入侵我国的

外来物种有近 ８００ 种ꎬ已确认入侵农林生态系统的有 ６３８ 种ꎬ全国 ３１ 个省(区、市)均有外来生物入侵发

生并带来危害ꎬ半数以上县域都有入侵物种分布ꎬ几乎涉及所有类型的生态系统ꎮ 本文对全球主要发达

国家外来入侵物种发生情况及防控进行梳理发现ꎬ从国家层面立法开展外来入侵生物防控成为主流ꎬ制
定长期防控战略并增加投入是入侵物种防控成功的关键ꎮ 近些年ꎬ我国在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方面初步建立了工作机制ꎬ发
布了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ꎬ完成了重点入侵物种的调查监测ꎬ开展了局部地区的防控措施ꎬ积极推动立法工作ꎮ 根

据国外生物入侵防治经验与我国实际情况ꎬ本研究提出我国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对策建议ꎬ包括加强法制建设、开展本底调

查和启动重大防控工程等ꎬ为我国外来侵入生物的防控提供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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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ꎬ国际贸易、跨国旅游业

等快速发展ꎬ外来生物入侵已成为当前全球性的问

题ꎬ对各国生态环境、农业发展造成了重大负面影

响ꎬ被认作是 ２１ 世纪五大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ꎬ开
展外来生物入侵的防控已是全球各国政府关注的

主要环境问题和工作重心之一(赵彩云ꎬ２０１６ꎻ Ｃａｆ￣
ｆｒｅ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ꎻ Ｄｏｈｅｒｔ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Ｅｌｔｏｎ(１９５８)
提出生物入侵的概念:非本地生物物种由于人为因

素有意或无意进入新的区域建立其种群并可持续

生存ꎬ且进一步扩散到其他区域的过程ꎮ 我国的研

究学者也对外来生物入侵进行了定义ꎬ认为广义上

的外来入侵生物物种见于所有类群ꎬ狭义的外来入

侵生物指害虫、害螨、病原真菌、病原原核生物(包
括细菌、植原体和螺原体)、病毒类(包括病毒和类

病毒)、杂草、线虫和软体动物等(张建军和李冠雄ꎬ
２００５ꎻ Ｗａｎｇ ＆ Ｙａｎｇꎬ２０１１)ꎮ 总的来说ꎬ入侵生物

一般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适应环境能力和扩散能

力ꎬ而且在新入侵区域缺乏天敌ꎬ因而生长扩展迅

速ꎬ从而影响本地物种的生存(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ꎮ
近年来ꎬ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生物入侵危害

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ꎬ生物入侵对我国生态环境和

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危害ꎬ而且还在随着气候变化、
国际贸易等的发展不断加剧(王瑞等ꎬ２０１８ꎻ Ｑｉ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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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空心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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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ｒ ＆ Ｂｕｈｒｅｒ)Ｎｉｃｋｌｅ 等重大入侵杂草、病虫害已成为

公众熟知的入侵物种ꎬ给我国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

和生态危害(鞠瑞亭等ꎬ２０１２ꎻ 刘昊等ꎬ２０１６)ꎮ 它们

不仅导致农林渔牧业生产遭受损失、生物多样性丧

失、区域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破坏、生态系统退化ꎬ
甚至威胁到人类健康及社会安全稳定(庞淑婷等ꎬ
２０１５ꎻ Ｅａｒｌ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ꎻ Ｗａｌｓｈ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为防止外来生物入侵ꎬ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

样性ꎬ国际组织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纷纷研究并制

定了相应的对策ꎬ采取多种办法管理外来物种ꎬ包

括物种引进的风险管理、传播的监测预警和处置

等ꎬ实施了适合本国应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控措

施ꎬ取得了较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Ｇａｒｃíａ￣ｌｌｏｒｅｎｔ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ꎻ Ｈｏｌｄ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我国也需要客观

理性地借鉴国际先进经验ꎬ加强管理ꎬ严加防控ꎬ保
障国家生态安全ꎮ 本研究首先对国外外来物种入

侵的防控进行系统的梳理ꎬ其次探讨我国生物入侵

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ꎬ并总结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

原因ꎬ进而提出适合我国的生物入侵防治建议ꎬ以
期为我国的生物入侵防控工作提供参考ꎮ

１　 国外外来物种入侵发生及防控
据估计ꎬ全球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损失每年高

达 １.４ 万亿美元ꎬ接近全球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的
５％(吴金泉和 Ｓｍｉｔｈꎬ２０１０ꎻ Ｐｉｍｅｎｔｅ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数据表明ꎬ美国外来物种种类超过 ５００００ 种ꎬ其中

７３％的杂草属外来物种ꎬ扩散面积超过 ０.４ 亿 ｈｍ２ꎬ
且以每年 ８％~２０％的速度增加ꎬ仅入侵杂草每年就

造成 ２３４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ꎬ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

损失总计达 １３８０ 亿美元(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 Ｐｉｍ￣
ｅｎｔｅ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ꎻ澳大利亚 ６ 种外来入侵杂草每年

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１.０５ 亿美元ꎻ菲律宾的福寿螺每

年给水稻生产造成损失达 ２８００ 万 ~ ４５００ 万美元ꎻ
南非和印度每年遭受生物入侵的经济损失分别达

１２００ 亿和 ９８０ 亿美元(Ｐｉｍｅｎｔｅｌꎬ２０１４)ꎮ
外来物种入侵作为全球性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组

织和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ꎬ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ꎬ
国际组织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ꎬ ＩＵＣＮ)、国际海事组织(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ＭＯ)、环境问题科

学委员会(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ＳＣＯＰＥ)、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ＣＡＢＩ)等
就开始通过制定国际公约、协议ꎬ成立联合管理机构

等方式来预防和管理外来物种ꎮ 目前ꎬ已通过了 ４０
多项国际公约、协议和指南ꎬ如«实施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协议»«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植物保护公

约» «贸易技术壁垒协议»、全球入侵物种计划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ＧＩＳＰ) 等ꎮ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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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还建立了 ８０ 余个外来入侵的重要信息数据库

和网站ꎬ为发展外来入侵生物的最佳预防与管理策

略提供了技术指导ꎬ为制定防控外来物种入侵的全

球对策、组织实施国际合作项目研究和公众教育等

方面提供了平台和支撑(万方浩等ꎬ２００８)ꎮ
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外来入侵

物种防控工作ꎬ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ꎬ并投入大量财

政用于外来入侵生物的防控工作及研究ꎮ 美国先后

颁布«国家入侵物种法(１９９６)» «入侵物种法令

(１９９９)»ꎬ２０１６ 年ꎬ美国再次签署了总统令ꎬ成立了国

家入侵物种委员会ꎬ协调全国的外来入侵生物防控

工作ꎬ联邦政府投入 ２３ 亿美元ꎬ用于国内预防、控制

和根除外来入侵物种ꎮ 美国农业部收集了全球 ３０００
余种有害生物信息ꎬ实现全国范围内的限制性信息

开放和共享ꎮ 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都会编制巨额预算

用于入侵生物防控ꎬ如仅防控密西西比河泛滥成灾

的亚洲鲤鱼的预算就高达 １９０ 亿美元(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ꎮ 澳大利亚制定了«生物安全法(２０１５)»
«澳大利亚杂草战略(２０１７—２０２７)»及«澳大利亚有

害动物战略(２０１７—２０２７)»ꎬ强化对入侵生物防控的

领导和管理ꎬ推进生物入侵科学研究工作ꎮ 欧盟于

２０１３ 年重新修订了«欧盟入侵物种法案»ꎮ 日本于

２００４ 年颁布«入侵物种法案»ꎬ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发布了包

括 ９７ 种生物的外来入侵生物名录 (王运生等ꎬ
２００７)ꎮ 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南
非等也成立了由国家农业委员会(理事会)牵头的专

门机构ꎬ统一管理入侵物种问题ꎮ 总之ꎬ发达国家外

来生物入侵防控工作的总体机制、法律法规体系和

财政投入好于发展中国家ꎬ但也存在预防预警不及

时、响应滞后等问题(万方浩等ꎬ２００８)ꎮ

２　 我国外来生物入侵总体状况
对 １２４ 个国家 １３００ 余种入侵生物的对比分析

表明ꎬ我国是遭受生物入侵威胁最大和损失最为严

重的国家之一(万方浩等ꎬ２００２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ꎮ
我国外来植物的入侵地点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地

区ꎬ其次为西南地区和辽东半岛ꎮ 外来植物入侵和

扩散过程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最为显著ꎬ甚至突破一

些自然条件的限制 (姜景鹤ꎬ ２０１８ꎻ 闫小玲等ꎬ
２０１４ꎻ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ꎮ 近年来ꎬ网购热、宠物热、
不规范放生活动等新情况的出现ꎬ使得外来物种入

侵途径更加多样化、复杂化ꎬ监管和防控工作难度

进一步加大ꎬ防控形势更加严峻 (付伟等ꎬ２０１７ꎻ

Ｓ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９)ꎮ
根据我国农业部门的初步调查总结ꎬ目前我国

外来物种入侵的严峻形势ꎬ主要存在 ３ 个特点ꎮ
２.１　 入侵物种发生种类多

我国疆域辽阔ꎬ生态系统类型多ꎬ生态脆弱带分

布广泛ꎬ极易遭受生物入侵、定殖ꎮ 从脊椎与无脊椎

动物、陆生与水生植物、海洋与淡水生物到动植物细

菌、真菌等ꎬ各种类型的入侵生物均有发生(Ｘ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有

近 ８００ 种ꎬ已确认入侵农林生态系统的有 ６３８ 种ꎬ其
中动物 １７９ 种、植物 ３８１ 种、病原微生物 ７８ 种ꎮ 大面

积发生和危害严重的重大入侵生物多达 １２０ 余种ꎮ
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 １００ 种最具威胁的

外来入侵生物中ꎬ我国有 ５１ 种ꎮ 近 １０ 年ꎬ新入侵物

种有 ５５ 种ꎬ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入侵物种新增频率

的 ３０ 倍之多ꎬ且该趋势还在不断增加(冼晓青等ꎬ
２０１８ꎻ 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同时ꎬ为了水产养殖和经

济发展的需要ꎬ近 ３０ 年我国许多地区先后从国外引

进了上百种外来水生生物ꎬ如罗非鱼 Ｏｒｅｏｃｈｒｏｍｉｓ
ｓｐｐ.、豹纹脂身鲶 Ｐｔｅｒｙｇｏｐ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ｐａｒｄａｌｉｓ (Ｃａｓｔｅｌｎａｕꎬ
１８５５)、大口黑鲈 Ｍｉ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ｓａｌｍｏｉｄｅｓ ( Ｌａｃｅｐèｄｅꎬ
１８０２)等ꎬ许多物种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对我国

的水生生态系统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危害ꎬ随着养

殖逃逸及其自我扩散ꎬ部分物种已成为华南地区水

域的入侵种(刘飞等ꎬ２０１９ꎻ 朱冰涛等ꎬ２０２０)ꎮ
２.２　 入侵物种分布范围广

全国 ３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入侵生物

发生和危害ꎬ半数以上县域都有入侵物种分布ꎬ涉
及农田、森林、水域、湿地、草地、岛屿、城市居民区

等几乎所有的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图 １)ꎮ 全国

外来入侵物种发生面积超过 ０.２５ 亿 ｈｍ２ꎬ其中 ８０％
以上的入侵种出现在农田等人为干扰频繁的生境

中ꎮ 据调查ꎬ河北、江苏、广东、海南、云南等省的入

侵物种数量均在 ２００ 种以上ꎬ云南最为严重(２８８
种)ꎻ宁夏、西藏、甘肃、内蒙等省(自治区)的入侵种

数量相对较少ꎬ宁夏最少(７７ 种)ꎻ在沿边沿海地

区ꎬ天津、山东、福建、广西等 １２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入侵物种首次发现比例高达 ７４.６％ꎮ 入侵物种

更是扩散到了青藏高原腹地ꎬ２００９ 年印加孔雀草

Ｔａｇｅｔｅｓ ｍｉｎｕｔａ Ｌ. 在西藏米林县第一次被发现ꎬ２０１３
年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的种群ꎬ近期的野外调查发现ꎬ
印加孔雀草在西藏的朗县和米林县已呈暴发增长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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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土艳丽等ꎬ２０１８ꎻ 杨春蕾等ꎬ２０１８)ꎮ 由于边境贸

易不断发展ꎬ作为最内陆的新疆也面临入侵生物的

危害ꎬ农林外来入侵生物多达 ９５ 种ꎬ如刺苍耳 Ｘａｎｔｈ￣
ｉｕｍ ｓｐｉｎｏｓｕｍ Ｌ.、豚草等(郭文超等ꎬ２０１７)ꎬ以前外来

入侵生物大多分布在伊犁河谷、乌鲁木齐等地区ꎬ现
在已经扩散至全疆各绿洲农区ꎬ每年给新疆造成的

损失超过 ３０ 亿元(董合干等ꎬ２０１７)ꎮ

图 １　 我国重大外来入侵物种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３　 入侵生物危害严重

入侵生物的最大危害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ꎮ
据统计ꎬ外来入侵物种在我国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逾 ２０００ 亿元ꎬ其中农业损失占 ６１.５％(马玉忠ꎬ
２００９)ꎮ 外来入侵生物造成农产品产量下降、品质

降低、生产成本增加ꎬ如稻水象甲 Ｅｃｈｉｎｏｃｎｅｍｕｓ
ｓｑｕａｍｅｕｓ Ｂｉｌｌｈｅｒｇ、香蕉穿孔线虫 Ｒａｄｏｐｈｏｌｕｓ ｓｉｍｉｌｉｓ
(Ｃｏｂｂ) Ｔｈｏｒｎｅ 和 美 洲 斑 潜 蝇 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ｅ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造成相应农作物减产分别达 ５０％、４０％和

６０％以上ꎬ严重时甚至造成绝收(邓启明等ꎬ２００６)ꎮ
许多国家将入侵生物问题作为非关税壁垒ꎬ限制我

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ꎬ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ꎮ 外来入侵生物还导致生物多样性

下降ꎮ 外来入侵生物通过竞争排斥本地生物ꎬ降低

了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ꎮ 外来入侵物种还破坏

当地物理、化学、水文环境等ꎬ威胁其他生物的生

存ꎬ改变当地的生态系统结构ꎬ使当地生物多样性

不断降低ꎬ并严重影响当地生态环境系统的各项功

能(陈兴ꎬ２０１７)ꎮ 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中ꎬ约 ３０％的灭绝物种是由于外来物种入侵

导致的ꎮ 加拿大一枝黄花导致上海地区 ３０ 多种本

地物种消失(董梅等ꎬ２００６)ꎮ 云南大理洱海原产鱼

类 １７ 种ꎬ有意无意引入 １３ 个外来物种后ꎬ１７ 种土

著鱼类中已有 ５ 种陷入濒危状态 (万方浩等ꎬ
２００２)ꎮ 在畜牧养殖方面ꎬ普通豚草和三裂叶豚草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ｔｒｉｆｉｄａ Ｌ.所产生的花粉是引起人类花粉过

敏症的主要病原ꎬ近年来导致北方地区“枯草热”症
逐年上升ꎻ福寿螺等是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的中间

宿主(郭靖和章家恩ꎬ２０１５)ꎮ 生物入侵还会给人类

健康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ꎬ对其潜在影响范围和持

续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认识(Ｌａｖｅｒｔ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ꎮ

３　 我国已开展的主要工作
３.１　 制度建设

２００４ 年ꎬ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牵头成立环

保、质检、林业等多部门参加的外来入侵物种防治

协作组ꎬ并先后成立农业部外来入侵生物预防与控

制研究中心和外来物种管理办公室ꎮ 发布了«农业

重大有害生物及外来生物入侵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ꎬ指导湖南省出台«湖南省外来物种管理条例»ꎮ
２０１３ 年ꎬ发布«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

(第一批)»ꎬ收录了 ５２ 种对生态环境和农林业生产

具有重大危害的入侵物种ꎬ包括 ２１ 种植物、２７ 种动

物和 ４ 种微生物ꎮ 同期ꎬ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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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部会同中国科学院发布 ３ 批«中国外来入侵物种

名单»和 １ 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名

单»ꎬ共收录入侵物种 ７１ 种ꎬ其中有 ３６ 种物种和农

业部门发布的名录保持一致ꎮ 目前ꎬ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制定生物安全法ꎬ拟将外

来入侵物种防控纳入其中ꎻ农业农村部正会同生态

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积极推动出台«外来物

种管理条例»ꎬ研究制定«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

种名录(第二批)»ꎮ 这些工作为全国的入侵生物防

控提供了法律政策基础ꎬ明确了防控内容和方向ꎮ
３.２　 调查监测

多年来ꎬ农业部门牵头组织各省开展外来入侵

物种调查ꎬ建立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ꎬ收录了

近 １０００ 种外来入侵物种的数据信息ꎻ对南方 １１ 个

省区 ２０ 处重点水域水生入侵植物持续开展遥感监

测ꎬ指导地方开展应急灭除(孙玉芳等ꎬ２０１６)ꎻ在云

南、湖北、内蒙等地针对刺萼龙葵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
Ｄｕｎａｌ、少花蒺藜草 Ｃｅｎｃｈｒｕｓ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ｓ Ｂｅｎｔｈ、豚草、
空 心 莲 子 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薇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Ｋｕｎｔｈ 等设置 ５００
处入侵杂草定位监测点ꎬ定期发布全省危险性农业

外来入侵植物预警预报ꎮ 调查监测工作为入侵生

物的防控提供了数据和科学基础ꎮ
３.３　 综合防控

针对水花生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水葫芦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ｓ、豚
草、椰心叶甲 Ｂｒｏｎｔｉｓｐａ 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ａ (Ｇｅｓｔｒｏ)等入侵物

种ꎬ我国已建成 ３０ 个天敌防治基地ꎬ湖北省水花生

天敌基地防治面积约为 ３３３.３ ｋｍ２ꎬ湖南省豚草天敌

昆虫生产基地年均生产 ２ 亿头ꎬ已累计释放 ５０ 亿头ꎮ
在贵州和内蒙等地开展本土植物替代技术试点ꎬ建
成黄顶菊 Ｆｌａｖｅｒｉａ ｂｉｄｅｎｔｉｓ(Ｌ.)Ｋｕｎｔｚｅ、刺萼龙葵、少
花蒺藜草入侵杂草生态拦截和修复综合防控示范基

地 １０ 处ꎮ 针对新发和集中暴发外来入侵物种ꎬ组织

开展集中灭除行动ꎬ先后开展灭除活动 １０００ 余次ꎬ面
积达 ２ 万 ｋｍ２ꎮ 这些措施都减少了入侵生物的危害

和扩散ꎬ取得了较好效果(高尚宾等ꎬ２０１７)ꎮ
３.４　 科技支撑

农业部门组织专家开展外来生物入侵的科学

研究和防治技术攻关ꎬ发布 ４０ 种重大入侵物种应

急处置技术ꎬ制定 ２３ 项调查监测及防控技术标准ꎬ
确定 １２０ 余种入侵生物的适生性风险区域ꎬ建立

３００ 余种危险与潜在入侵物种的检测监测技术与方

法ꎬ开发了多种快速分子检测与野外监测的试剂

盒ꎬ为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提供了技术保障ꎮ

４　 我国外来入侵生物防控面临的主要困难
４.１　 法制建设滞后

我国涉及外来物种管理的法律条文散见于«农
业法»«种子法»«环境保护法»«植物检疫条例»«进
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 １８ 部法律法规之中ꎬ缺少一

部专门针对外来入侵生物防控的相关法律ꎮ 在监

管职责、风险评估、应急处置、责任追究等方面存在

大量法律空白ꎬ对非法引进、随意丢弃或放生、网络

平台交易等行为的管理缺乏充足法律依据ꎬ已有的

相关法律条文相对陈旧ꎮ
４.２　 长效投入机制有待建立

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入侵物种防控工作

的财政预算ꎬ我国目前外来入侵生物防控领域资金

投入规模小ꎬ与防控需求相比缺口巨大ꎮ 在入侵物

种普查、监测预警网络构建、综合防控工程建设、应
急物资储备、技术装备研发等方面缺乏长效稳定的

投入ꎬ严重制约防控工作ꎮ
４.３　 监测预警能力薄弱

虽然我国已经开展了针对部分入侵生物的监

测点建设ꎬ但外来入侵物种监测工作基础还是相对

薄弱ꎬ监测点数量少ꎬ布局不尽合理ꎬ监测“盲点”较
多ꎬ且监测预警仪器设备简陋ꎬ多以手查目测为主ꎬ
疫情信息搜集能力弱ꎬ极大地影响了监测预警和防

治决策的准确性与时效性ꎮ
４.４　 综合治理与应急控制能力不足

目前ꎬ外来入侵物种防治多以单一的化学防治

为主ꎬ过程费时、费工、费力ꎬ以生态调控为主的生

物综合治理和无害化防控技术尚处于研发起步阶

段ꎮ 大多数基层农业部门应急处置能力不足ꎬ专业

工作人员缺乏ꎬ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ꎬ应急基础

设施落后ꎬ防控措施难以落实ꎬ严重影响防控效果ꎮ

５　 建议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任务长期而艰巨ꎬ需加强法

制建设ꎬ开展外来入侵生物普查ꎬ推进源头预防和监

测预警体系建设ꎬ提升综合治理与应急控制能力ꎮ
同时ꎬ强化科技支撑ꎬ改善技术手段ꎬ完善数据信息

支撑体系ꎬ逐步形成系统的外来入侵生物预防、控
制、治理机制ꎬ切实保障国家经济、生态和生物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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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加强法制建设ꎬ推动防控工作法制化管理

推动形成我国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法制化和长

效化的管理体制机制ꎬ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生
物安全法»的立法调研ꎬ争取将外来物种管理列为

专章ꎮ 落实国家生物安全战略要求ꎬ会同有关部门

加快研究制定«外来物种管理条例»ꎬ争取尽快列入

国务院立法计划ꎬ并加紧该条例的制定和审核工

作ꎮ 继续完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名录ꎬ尽快发布

«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第二批)»ꎮ
５.２　 开展本底调查ꎬ强化长期性监测预警

推动由多部门联合开展的外来入侵物种普查ꎬ
全面摸清我国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规律和发生情

况ꎮ 在自贸区(边贸区)、生物多样性富集区、生态

脆弱区、粮食主产区等重点区域ꎬ针对部分重大危

害入侵物种开展重点调查ꎬ补充完善外来入侵物种

数据库信息ꎮ 开展基础性、长期性监测ꎬ合理布局

监测点形成系统性网络ꎬ探索利用卫星遥感、物联

网等信息技术进行监测ꎬ形成数据联网综合监测体

系ꎬ提升外来入侵物种动态监测预警能力ꎮ
５.３　 设立专项资金ꎬ启动外来入侵物种重大防控

工程

根据外来入侵物种发生特点和防控工作需要ꎬ
加大财政和人力投入力度ꎬ构建全国性监测预警网

络ꎬ在重点区域建设外来入侵物种生物阻截带、有
害生物天敌繁育基地、可持续综合防控示范区和应

急物资基地ꎮ 利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农业科

技创新联盟等科技平台ꎬ联合国内外科研机构及公

司ꎬ全面提升外来物种防控科研水平ꎬ为外来物种

防控科技创新与行业管理提供科技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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