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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了明确全球生物安全与植物保护领域内数据库建设进展和我国数据库的建设成效ꎬ对全

球重要的外来入侵生物与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进行分类介绍和比较评价研究ꎮ 【方法】根据数据库收录

物种的地理范围、类群及数据库特色功能ꎬ对数据库进行分类ꎮ 对重要数据库的主要功能进行简要介绍ꎬ
设立多指标评价体系将我国数据库与国际优质数据库进行比较ꎬ分析我国数据库亟待提升的关键功能ꎮ
【结果】数据库分类研究将其划分为全球型、区域型、国家型、地区型、特定生物类群型等类别ꎮ 数据库比

较评价研究说明我国现有的数据库在支撑我国外来入侵生物检测监测和进出境植物检疫执法等方面起

到了重要作用ꎬ但与世界一流数据库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ꎬ其主要体现在数据质量有待提升、对现有数据挖掘不足、科普功

能较弱等方面ꎮ 【结论】建议各部门以更大力度支持我国相关数据库的建设、长期维护、优化整合与国际推广工作ꎮ 建议完

善国内现有数据库的数据和功能ꎬ提高其实用性和易用性ꎬ为相关科研工作提供有力支撑ꎬ并为科学普及、公众参与和公众

科学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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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生物安全法»对“生物安全”做了如下定

义:国家有效防范和应对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

威胁ꎬ生物技术能够稳定健康发展ꎬ人民生命健康

和生态系统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ꎬ
生物领域具备维护国家安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ꎮ
防控重大新发突发植物疫情和外来物种入侵是国

门生物安全、农业生物安全、林业生物安全的重要

组成部分(戴小枫等ꎬ２００８ꎻ 李尉民ꎬ２０１９ꎻ 赵宇翔ꎬ
２０１２)ꎮ 植物检疫和入侵生物学的研究与实践活动

是维护国门与农林业生物安全、防止有害生物传播

扩散的主要手段(陈乃中等ꎬ２０１５ꎻ 梁忆冰ꎬ２０１９)ꎮ
在植物检疫与入侵生物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

与实践活动中常常需要查询特定有害生物信息ꎬ互
联网或书籍资料中的信息较为分散ꎬ查询费时、费
事ꎮ 不同来源信息的质量不尽相同ꎬ数据的准确

性、及时性、标准化程度也存在差异ꎮ 针对这种情

况ꎬ一些国家或机构收集汇总植物有害生物和外来

入侵生物的相关信息ꎬ开发了在线的共享数据库网

站ꎬ供用户方便查询ꎮ 数据库是组织、存储和管理

数据的仓库ꎬ是进行统一管理的大量数据的集合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农业工程卷编辑

委员会ꎬ１９９４)ꎬ可视为电子化的文件柜ꎬ可实现数

据的共享、更新等功能ꎮ 与使用互联网常规搜索引

擎查询、查阅工具书、检索网络文献等方法相比ꎬ使
用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的特定行业数据库的检索

效率更高ꎮ
外来入侵生物和植物有害生物的发生情况是

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本底数据ꎬ通过建

立在线数据库可方便科学信息的共享和用户的使

用ꎮ 外来入侵生物数据库和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

收录的物种范围存在交叉ꎬ同为生物安全领域常用

的收录有害生物种的数据库网站ꎮ 外来入侵生物

通常是指已于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环境中建立稳定

种群并可能进而威胁原生生物多样性的外来种(印
丽萍等ꎬ２０１４)ꎬ目前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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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疫病、植物

有害生物等ꎬ各种类型的入侵生物均有发生(Ｘ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ꎮ 外来入侵生物数据库在入侵生物的研

究工作与政策制定上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Ｇｒｏｏｍ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ꎻ Ｐａｇａ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ꎮ 生物入侵

领域期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 在

２０１５ 年以“外来物种信息及其管理”为主题发表了

一期专刊论述外来物种数据库建设对于生物入侵

研究的重要性(Ｋａｔｓａｎｅｖａｋｉｓ ＆ Ｒａｙꎬ２０１５)ꎮ 植物有

害生物数据库是植物检疫工作中最常使用的数字

资源ꎬ收集海量有害生物信息构建数据库是开展植

物检疫工作的基石ꎬ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制定

及修订、进出境植物和植物产品有害生物风险分

析、商品进境重点植物检疫有害生物的确定、植物

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监测预警等都依赖于强健的数

据库系统支持(潘绪斌等ꎬ２０１９)ꎮ
目前ꎬ已有报道系统阐述了我国外来入侵生物

和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的建设历史、主要功能和展

望(潘绪斌等ꎬ２０１９ꎻ 冼晓青等ꎬ２０１３)ꎬ对国际上重

要的数据库进行了简要介绍(黄静等ꎬ２０１４ꎻ 潘绪

斌ꎬ２０２０ꎻ 万方浩等ꎬ２０１０ꎻ 魏巍等ꎬ２０１７ꎻ Ｋａｔｓａｎｅ￣
ｖａｋｉｓ ＆ Ｒａｙꎬ２０１５)ꎮ 目前ꎬ尚无研究对全球范围内

外来入侵生物和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进行分类、比
较和评价ꎮ 为明确我国数据库的建设成效ꎬ及与国

际一流数据库的差距ꎬ本文介绍了全球常用的外来

入侵生物和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及其主要功能ꎬ并
根据数据库收集范围和功能对其分类ꎻ设置多指标

评价体系将我国数据库与世界一流数据库进行比

较ꎬ分析关键指标ꎬ对我国数据库进行评价ꎻ从与国

际数据库的差距、我国用户实际使用需求、功能开

发难易程度等现实可行的角度分析我国数据库亟

待提升的关键功能ꎮ 提升我国此类数据库的实用

性和易用性ꎬ将为相关科研和工作提供有力支撑ꎬ
并为相关科普活动和公众科学(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张
健等ꎬ２０１３)奠定基础ꎮ

１　 分析方法
１.１　 数据库的整理

本研究通过 ２ 个途径来收集全球范围内的外

来入侵生物和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ꎮ 一是使用文

献检索网站中国知网 (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ｗｅｂ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 / )、Ｇｏｏｇｌｅ 学术搜索 ( ｈｔｔｐｓ: ∥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ｇｏｏｇｌｅ.
ｃｏｍ / )和搜索引擎网站百度 (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Ｇｏｏｇｌ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 / )检索相关

的文献和网站ꎬ对文献和网页中涉及的数据库进行

收集ꎮ 中文检索关键词为“外来物种”“入侵物种”
“植物有害生物”“植物病虫害”与“数据库”“网站”
“信息系统” 的检索词组合ꎮ 英文检索关键词为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ｐｌａｎｔ ｐｅｓｔ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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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ꎮ 二是在已获得的数据库网站中ꎬ收集涉及外

来入侵生物和植物有害生物的友情链接ꎮ
根据数据库收录物种覆盖的地理尺度、物种的

生物类群、数据库的特色功能ꎬ对数据库进行分类ꎮ
通过访问数据库网站ꎬ对数据库的功能及其使用方

法进行探索ꎬ总结介绍重要数据库的主要功能ꎬ为
数据库的比较和评价奠定基础ꎮ
１.２　 数据库的评价

对数据库进行评价ꎬ通常需要考虑数据库的收

录范围、检索功能、服务功能、数据库性能、网页交

互、收费情况、网络安全、用户使用情况等(李诗苗

和王一华ꎬ２０１３ꎻ 汪徽志和岳泉ꎬ２００８ａꎬ２００８ｂ)ꎮ 从

用户实际需求出发ꎬ外来入侵生物数据库和植物有

害生物数据库这类专业性强的数据库首先必须保

障数据的科学性ꎬ即可信度(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潘绪斌ꎬ
２０２０)ꎮ 从功能上看ꎬ此类数据库需要提供最基本

的数据查询功能ꎬ进而发展建立其他的高级与特色

功能(万方浩等ꎬ２０１０)ꎮ 作为公共数字资源ꎬ该类

数据库还应主动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任务ꎬ如建立科

普知识页面、开发公众可参与的互动功能等ꎮ 该领

域优秀的数据库需要具备充足、可靠、标准化且能

动态扩充的数据信息ꎬ完整的查询、分析、管理功

能ꎬ合理的网站界面设计ꎬ吸引用户的特色功能等

特性(万方浩等ꎬ２０１０)ꎮ
本文结合常用的数据库评价指标和外来入侵

生物、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的专业特色ꎬ以数据的

可信度、数据库功能的全面性和数据库声誉为核心

原则ꎬ首次建立用于评价有害生物物种数据库的二

级评价指标体系ꎬ包括 ３ 个一级指标(数据可信度、
数据库功能、数据库声誉)和 １４ 个二级指标(收录

物种量、物种详细信息、参考文献、更新频率、引文

格式、检索功能、分析功能、预警功能、科普功能、特
色功能、主办单位、专职管理人员和资金、成立时

间、收费情况)ꎮ 其中ꎬ物种详细信息包括物种的学

名、分类地位、形态识别特征、分布、寄主、危害特性

等ꎻ数据的准确性可通过参考文献的数量和质量进

行考察ꎻ检索功能包括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ꎻ数据

库的科普功能包括新闻报道、公众科学项目、智能

设备 ＡＰＰ 等ꎮ

２　 外来入侵生物数据库
本文根据外来入侵生物数据库收集物种覆盖

的地理尺度ꎬ将其分为全球型、区域型、国家型和地

区型数据库ꎮ 部分收录特定生物种的数据库划为

特定生物类群型数据库ꎬ如植物、水生生物、鱼类

等ꎮ 通过外来入侵生物数据库可以便捷地获取特

定国家外来入侵生物的发生情况和具体某种入侵

生物的详细信息ꎮ 一些数据库网站对各国的入侵

生物种类进行了汇总ꎬ如全球入侵种资料库、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ꎮ 如需查

询具体某种入侵生物的基本信息与分布情况ꎬ可使

用全球型数据库ꎬ如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ＣＡＢＩ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ꎮ 表 １ 列出

了具有代表性的各类型外来入侵生物数据库网站ꎮ
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是国内唯一全面收

录入侵物种的网站ꎬ包括 ７５４ 种入侵生物、２７７３ 张

物种图片ꎮ 该数据库中包含多个子系统ꎬ如入侵生

物安全性评价系统(钟艮平等ꎬ２００８)ꎬ入侵生物调

查、空间分布与远程监控系统ꎬ蓟马、实蝇、蚧类、粉
虱 ＤＮＡ 条形码系统(冼晓青等ꎬ２０１３)ꎮ 该数据库

在支撑农业入侵生物的检测、调查、监测上起到了

重要作用ꎮ

３　 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
根据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收录物种的地理范

围、类群范围和数据库的特色功能ꎬ可将其划分为

全球型、区域型、国家型、地区型、特定植物型、特定

有害生物型、新发有害生物报道型等类别ꎮ 特定植

物型数据库即专门收录某些特定类群植物有害生

物的数据库网站ꎬ如药用植物病虫害数据库、山东

省林业有害生物信息管理和查询系统、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等ꎻ特定有害生物型数据库重点收

录某些特定类群的有害生物ꎬ如植物检疫性菌物数

据库、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Ｗｅｅｄｓꎮ 部分免费开放

的全球型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已经成为全世界植

保行业从业人员广泛使用的重要工具ꎮ 一些国家

建立的国家型有害生物数据库在明确、监测、追踪

本国有害生物种类、分布和扩散的本底情况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ꎮ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及区域性植保组织均建

立了新发病虫害的报告预警制度ꎮ 表 ２ 列出了具

有代表性的各类型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网站ꎮ
中国国家有害生物检疫信息系统的数据历史

可追溯至 ２０ 世纪原农业部植物检疫所情报室用卡

片记录的国外有害生物信息(梁忆冰ꎬ２０１９)ꎬ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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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

管理ꎮ 提供有害生物信息查询、寄主病虫害查询、
检疫法律法规查询、有害生物风险评估系统、疫情

和检疫动态、各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查询等

功能(梁忆冰等ꎬ２０１８)ꎮ 由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

院建立的动植物检验检疫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包含疫情动态、口岸截获、有害生物查询、风险分析

等功能ꎬ供海关检疫部门和内部人员使用ꎮ 该系统

提供常被海关截获的重要有害生物的学名、中文

名、英文名、分布、寄主、形态、危害、生物学、检疫方

法和照片等信息ꎮ

４　 数据库的评价
４.１　 外来入侵生物数据库的比较评价

从全球范围看ꎬ常用的外来入侵生物数据库主

要由欧美发达国家建设ꎮ 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据

库是发展中国家中在功能上相对较为完善和领先

的数据库ꎬ其建立的入侵昆虫 ＤＮＡ 条形码鉴定系

统与入侵生物调查监测系统在我国入侵生物的检

测与监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冼晓青等ꎬ２０１３)ꎮ 本

研究选择全球权威数据库 ＧＩＳＤ、ＣＡＢＩ ＩＳＣꎬ欧洲

ＥＡＳＩＮ 数据库、美国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ｏｒｇ 数据库与中国外来

入侵物种数据库进行比较ꎬ如表 ３ 所示ꎮ
结果显示ꎬ与国际一流数据库相比ꎬ中国外来

入侵物种数据库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数据可信度不

高、数据库功能不全、科普功能较弱ꎮ 收录物种数

据不准确、不及时ꎬ收录了部分本土物种ꎬ如栗疫病

菌 Ｃｒｙｐｈｏｎｅｃｔｒｉａ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 Ｍｕｒｒｉｌｌ ) Ｂａｒｒ、 杨干象

Ｃｒｙｐｔｏｒ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ｌａｐａｔｈｉ Ｌ.等ꎻ收录了部分并未入侵

我国的物种ꎬ如欧洲落叶松鞘蛾 Ｃｏｌｅｏｐｈｏｒａ ｌａｒｉｃｅｌｌａ
(Ｈüｂｎｅｒ)、欧洲栗象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Ｍｉｌｌｅｒ 等ꎻ未收

录近年来新入侵生物如桉梳木虱 Ｃｔｅｎａｒｙｔａｉｎａ ｅｕｃａ￣
ｌｙｐｔｉ (Ｍａｓｋｅｌｌ)(罗心宇等ꎬ２０１８)、橘绵粉虱 Ａｌｅｕｒｏ￣
ｔｈｒｉｘｕｓ ｆｌｏｃｃｏｓｕｓ (Ｍａｓｋｅｌｌ) (虞国跃等ꎬ２０１９)、南美

番茄潜叶蛾 Ｔｕｔａ ａｂｓｏｌｕｔａ (Ｍｅｙｒｉｃｋ) (张桂芬等ꎬ
２０１９)ꎮ 未对入侵生物进行入侵性或危害程度的评

级ꎬ目前尚未建立物种详细信息页面ꎬ用户需要去

其他网站搜索物种的信息ꎬ无法实现一站式服务ꎮ
数据信息参考文献较少ꎬ数据准确性有待提升ꎻ没
有固定的更新时间ꎮ 数据库高级功能如物种空间

分布、物种调查、多媒体库、远程监控等模块暂未对

公众开放ꎬ未建立预警功能ꎮ 在科学普及方面ꎬ开

发 ＡＰＰ、鼓励公众参与已成为本领域的主流ꎬ但该

数据库仅有少量新闻报道ꎬ未开发相关 ＡＰＰꎬ无公

众科学内容ꎬ距离世界一流数据库差距较大ꎮ
４.２　 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的比较评价

欧洲建设的 ＥＰＰＯ 数据库和 ＣＡＢＩ 数据库是国

际一流的全球型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ꎬ是全球植物

保护工作者常使用的数据库资源ꎮ 中国国家有害

生物检疫信息系统收录超过 ６.４ 万种有害生物、５.８
万种寄主植物、６０ 余个国家或地区的植物检疫性有

害生物名单ꎬ近 １０００ 部检疫法律法规ꎬ总信息量超

过 １００ 万条ꎬ是国内最大的植物有害生物信息数据

库ꎮ 其有害生物信息主要来自 ＣＡＢＩ、ＥＰＰＯ 数据库

和国内外的植物保护专著ꎬ每条数据都有文献支

撑ꎬ数据质量很高ꎬ数据量以每年 ２ 万条的速度增

加(潘绪斌等ꎬ２０１９)ꎮ 中国国家有害生物检疫信息

系统与国际一流数据库的比较见表 ４ꎮ
中国国家有害生物检疫信息系统是发展中国

家中建设成效领先的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ꎬ在数据

量、数据库特色功能等方面ꎬ对比国际一流数据库ꎬ
丝毫不逊色ꎮ 该数据库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数据库

的国际声誉有待提升ꎮ 由于该数据库数据积累时

间长ꎬ需要优化与清洗数据、标准化学名、合并优化

同一物种数据ꎮ 需加强对既有海量数据信息的挖

掘ꎬ建设系统性预警潜在有害生物的功能模块ꎮ 建

议在物种详细信息页面链接 ＣＡＢＩ ＩＳＣ、ＥＰＰＯ ＧＤ
等数据库ꎬ提供更加全面、人性化的体验ꎬ满足一站

式数据检索需求ꎬ扩大使用人群、提高国际影响力ꎮ
开发类似于 ＥＰＰＯ 计算机辅助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ＣＡＰＲＡ 软件ꎬ开放风险评估应用系统ꎬ向国际推广

我国用于评估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全过程风险的多

指标综合评判法ꎮ

５　 结论与讨论
外来入侵生物数据库和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

是生物安全领域专门收集有害生物种的数据库类

型ꎬ其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高投入的工作ꎮ
我国现有的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和国家有害

生物检疫信息系统在相关领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梁忆冰ꎬ２０１９ꎻ 潘绪斌等ꎬ２０１９ꎻ 冼晓青等ꎬ２０１３)ꎬ
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建设成效突出的数据库ꎬ具
备了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实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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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来入侵生物数据库由农业农村部主管和支

持ꎬ重点关注农林水领域的入侵生物ꎬ对入侵性人

类疾病、动物疫病、非经济危害性水生入侵生物关

注较少ꎬ建议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
然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协同

主办该网站ꎬ全面覆盖各个领域的生物入侵ꎬ完善

现有数据信息ꎮ 数据库应进一步筹措资金ꎬ设置专

人专岗进行管理ꎬ稳定数据库的更新时间ꎻ与同行

研究机构和期刊合作(冼晓青等ꎬ２０１３)ꎬ及时更新

外来入侵物种ꎬ对数据库物种进行逐个确认ꎬ剔除

本土种类ꎬ保证数据的准确性ꎬ可参考我国已出版

的入侵生物编目书籍ꎻ建立物种详细信息页面ꎬ可
使用已出版书籍的信息ꎬ或链接 ＣＡＢＩ ＩＳＣ、ＧＩＳＤ 等

数据库ꎬ从而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ꎮ 对物种信

息进行标准化管理(冼晓青等ꎬ２０１３)ꎬ在物种信息

中设置外来、不明确、本土等级别选项ꎬ减少部分物

种外来入侵属性的争议ꎬ提高数据库的权威性、准
确性和科学性ꎮ 向公众开放更多功能模块访问权

限ꎬ如入侵生物国内分布、图片、风险评估等ꎻ设立

入侵生物新闻、书目、法规、科普栏目ꎬ并进行及时

更新ꎮ 探索建立我国潜在入侵生物名录(戴小枫

等ꎬ２００８)ꎮ 从用户实际需求和科普角度ꎬ应着手建

立入侵生物图像库ꎬ从而为入侵生物图片智能识别

技术鉴定基础ꎮ 探索设置公众科学项目或开发

ＡＰＰ、微信小程序等ꎬ使公众能参与外来物种的发

生上报与照片上传ꎮ 今后ꎬ应加大力度支持我国外

来入侵生物数据库的建设、长期维护与优化整合工

作ꎬ应整合分散在全国各部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

校有关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数据库ꎬ如植物、水生

生物等特定生物类群外来入侵生物数据库ꎬ建设形

成国家数据库和国家外来入侵生物防控平台(朱水

芳等ꎬ２０１９)ꎬ减少同类数据库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

浪费ꎮ 建议由国家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牵头ꎬ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开展外来入侵生

物编目、书籍出版、数据库建设与管理工作ꎬ全面覆

盖生物入侵的各个关键领域———生物多样性、农林

牧渔与人类健康ꎬ更有力地支撑国际生物入侵领域

的学术交流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性公约的

履约义务ꎮ
建议以“一带一路”植物保护合作为契机ꎬ充

实、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植物有害生物信息ꎬ建

设“一带一路国家有害生物检疫信息系统”ꎬ提升国

际影响力和话语权ꎮ 在目前海量植物有害生物信

息的基础上ꎬ加强数据的分析与挖掘能力ꎬ在广泛

收集各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世界新发植物有害

生物、海关拦截有害生物信息的基础上ꎬ大胆筛选ꎬ
结合风险评估模块建立我国潜在植物有害生物的

风险预警系统ꎬ提升我国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水

平ꎮ 提升大数据时代的植物有害生物信息收集、清
洗、分析与挖掘能力ꎬ建设完善的以植物有害生物

信息长期稳定更新的数据库为核心的风险分析与

管理流程ꎬ将有助于抵御日益严重的生物入侵ꎬ协
助国家生物安全的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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