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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明确全球变化背景下我国外来动物物种的发生规律ꎬ进一步掌握我国生物入侵现状及发生

动态ꎮ 【方法】利用公开数据库等系统收集和整理我国外来动物的物种组成、可利用性、原产地及国内分

布地等信息ꎮ 【结果】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我国已有外来动物 ８４４ 种ꎬ隶属 ８ 门 ２２ 纲 ８７ 目 ２９１ 科 ５９１ 属ꎬ脊索动

物门、节肢动物门、软体动物门是我国外来动物物种组成数量最多的 ３ 大类群ꎮ 我国外来动物中ꎬ有益物

种的数量多于有害物种的数量ꎬ还有少部分中性物种ꎮ 不同分类阶元外来动物的可利用性不同ꎬ脊索动

物门中有益物种的数量更多ꎬ节肢动物门中有害物种的数量更多ꎮ 我国外来动物主要来源于亚洲、北美

洲、欧洲ꎬ外来动物的国内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外交流程度相关ꎬ东南沿海地区数量多ꎬ西北内陆地区数量少ꎬ与
他国相邻的广西和云南也有数量较多的外来动物ꎮ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间记录的典型外来动物也符合此分布模式ꎮ 【结论】我国

外来动物数量众多ꎬ组成多样ꎬ表现出不同的可利用性ꎬ其来源及分布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格局ꎬ在全球变化背景下ꎬ应警惕

外来物种的跨境入侵风险ꎮ
关键词: 生物入侵ꎻ 外来动物ꎻ 组成结构ꎻ 分布格局ꎻ 跨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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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入侵是指生物由原生存地经自然或人为

的途径侵入到另一个新环境ꎬ对入侵地的生物多样

性、农林牧渔业生产以及人类健康造成经济损失或

者生态灾难的过程(万方浩等ꎬ２００２)ꎮ 目前ꎬ生物

入侵已成为 ２１ 世纪五大环境问题之一ꎬ开展入侵

生物的防控和研究工作也已成为全球各国政府关

注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Ｄｏｈｅｒｔ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生

物入侵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入侵地造成巨大的经济

损失ꎬ据统计ꎬ全球每年因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经

济损失高达 １.４ 万亿美元ꎬ接近全球国民生产总值

的 ５％(吴金泉和 Ｓｍｉｔｈꎬ２０１０)ꎬ且随着全球化进程

的发展ꎬ这个数值还会继续增加ꎮ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ꎬ跨国和跨区域的经济贸易往来以及交通运输网

络建设使得越来越多的外来物种通过有意或无意

的途径进入我国ꎬ致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遭受生物入

侵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Ｗａｎ ＆ Ｙａｎｇꎬ２０１６)ꎮ
入侵我国的外来物种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经
济以及社会危害ꎬ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经济损失ꎮ 在

我国ꎬ每年由入侵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２００
亿元ꎬ其中 ６１.５％发生在农业上(马玉忠ꎬ２００９)ꎮ
此外ꎬ生物入侵给我国带来的生态和社会危害也不

容忽视ꎮ 如:松材线虫 Ｂｕｒｓ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ｕｓ ｘｙ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Ｓｔｅｉｎｅｒ ＆ Ｂｕｈｒｅｒ)Ｎｉｃｋｌｅ 是我国一种重要的检疫性

外来入侵物种ꎬ松树一旦感染就无法治愈ꎬ给我国

森林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赵捷等ꎬ２０１７)ꎻ
入侵红火蚁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ｖｉｃｔａ Ｂｕｒｅｎ 具有很强的攻

击性ꎬ对儿童、老人和过敏体质者具有重大的威胁ꎬ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陈晓燕等ꎬ２０１４)ꎮ

作为外来生物类群的一个子集ꎬ入侵生物的类

群非常庞大ꎬ广义上来讲ꎬ几乎所有的外来生物类

群都可以发展成入侵生物ꎬ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

等ꎻ狭义上的外来生物类群则是指害虫、害螨、病原

真菌、病原原核生物、病毒类、杂草、线虫和软体动

物等(张建军和李冠雄ꎬ２００５)ꎮ 其中ꎬ动物是入侵

生物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类群ꎮ 由于很多动物

具有食用、药用、观赏等经济价值或者是具有体积

小、寄主多样等特性ꎬ极易被有意引入或者无意携

带进入国内变成外来种ꎬ若缺乏科学和有效的管

理ꎬ则会进一步在国内定殖、扩散ꎬ进而建立种群ꎬ
最终演化成入侵种ꎬ从而给侵入地的生态系统或经

济生产带来威胁ꎮ 因此ꎬ对外来种进行科学评估、

合理管控对预防生物入侵至关重要ꎮ
我国科学家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就逐渐重

视对生物入侵的研究ꎬ近 ３０ 年的努力也取得了很

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鞠瑞亭等ꎬ２０１２)ꎮ 本文基于生

物入侵领域的研究基础ꎬ利用各公开的数据库以及

已发表的文献等资料ꎬ聚焦中国外来动物ꎬ通过数

据收集和整理ꎬ对我国外来动物的组成、利用情况、
原产地以及分布进行系统的分析ꎬ以期完整地掌握

我国外来动物的物种组成分布规律和发生动态ꎬ警
惕外来动物的跨境传播风险ꎬ防范外来动物入侵ꎬ
为口岸检验检疫和监测预警提供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基于中国国家有害生物检疫信息平台(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入侵

物种纲要数据库(ＣＡＢＩ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
ｕｍꎬ ＣＡＢＩ￣ＩＳＣ)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ｃａｂｉ. ｏｒｇ / ｉｓｃ / )、全球

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ꎬ ＧＢＩＦ)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ｂｉｆ.ｏｒｇ)以及全球入

侵种资料库(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ＧＩＳＤ)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ｕｃｎｇｉｓｄ.ｏｒｇ / ｇｉｓｄ / )等公开数据库ꎬ公
开发表的期刊、图书专著等资料以及政府公告中关

于中国外来物种的信息ꎮ
１.２　 分析方法

初步收集中国外来动物名单ꎬ确定其拉丁文学

名、中文名、英文名、分类地位、原产地、分布地、可
利用性等信息ꎬ创建易于查找、分析和检索的 Ｅｘｃｅｌ
基础数据集ꎮ 中国外来动物名单主要通过 Ｓｅｅｂｅ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的文献进行收集ꎬ辅以 ＧＩＳＤ 以及公开

发表的其他文献进行补充与核对ꎬ去重复后确定最

终名单ꎮ 中文名和英文名主要借助中国国家有害

生物检疫信息平台、中国生物志库动物(ｈｔｔｐ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ｎ / ｂｉｏｌｏｇｙ / ｖ / ｂｏｔａｎｙＩｎｄｅｘ /
１２２ / ＤＷ.ｈｔｍｌ)以及 ＣＡＢＩ￣ＩＳＣ 进行补充ꎬ其高级分

类阶元统一利用 ＧＢＩＦ 进行界定ꎮ 对于原产地和分

布地信息ꎬ以 ＧＩＳＤ 为主ꎬ同时进一步利用中国知

网、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等进行文献查询ꎬ对外来动物的

原产地和国内分布地进行收集和补充ꎮ 将原产地

划分为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
南极洲 ７ 个大洲ꎬ分布地按照中国 ３４ 个省级行政

区进行划分ꎬ对收集到的分布信息进行整理ꎮ 最

后ꎬ基于外来物种的生态、经济以及社会价值ꎬ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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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来入侵生物(修订版)» (徐海根和强胜ꎬ
２０１８)、中国知网等进行信息查询ꎬ辅以«国家保护

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ꎬ２０１７) 等公开信息ꎬ对外

来动物的可利用性进行界定ꎬ即根据是否有对该种

可为人类所用的相关记录及描述ꎬ将其界定为有

益、有害、中性 ３ 种类型ꎮ 外来动物的所有信息都

利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整理和汇总ꎬ最后利用 Ｏｒｉｇｉｎ Ｐｒｏ
２０２１ 进行制图与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中国外来动物的物种组成

由表 １ 可知ꎬ中国外来动物的物种组成多样ꎬ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共收集到中国外来动物 ８４４ 种ꎬ隶
属 ８ 门 ２２ 纲 ８７ 目 ２９１ 科 ５９１ 属ꎬ外来动物种的数量从

多到少依次为脊索动物门、节肢动物门、软体动物门、
环节动物门、线虫动物门、苔藓动物门、刺胞动物门、棘

皮动物门ꎮ 各分类阶元所包含的种的数量差异较大ꎬ
其中ꎬ脊索动物门外来动物数量最多(４７７ 种)ꎬ其次为

节肢动物门(２５０ 种)、软体动物门(５５ 种)ꎬ棘皮动物门

外来动物数量最少(２ 种)ꎻ外来动物科、属的组成与种

的组成类似ꎻ从外来动物目的构成来看ꎬ脊索动物门所

包含的外来动物目的数量最多ꎬ为 ４５ 个目ꎬ软体动物

门和节肢动物门分别为 １６ 和 １３ 个目ꎬ线虫动物门所

包含的目的数量最少ꎬ为 １ 个目ꎻ在外来动物纲的组成

上ꎬ脊索动物门包含的纲的数量最多ꎬ为 ６ 个纲ꎬ节肢

动物门包含 ５ 个纲ꎬ软体动

物门、环节动物门、苔藓动物

门、刺胞动物门、棘皮动物门

均包含 ２ 个纲ꎬ线虫动物门

包含的纲的数量最少ꎬ为 １
个纲(扫描右侧二维码ꎬ查看

详情)ꎮ

表 １　 中国外来动物的物种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组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脊索动物门
Ｃｈｏｒｄａｔａ

节肢动物门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

软体动物门
Ｍｏｌｌｕｓｃａ

环节动物门
Ａｎｎｅｌｉｄａ

线虫动物门
Ｎｅｍａｔｏｄａ

苔藓动物门
Ｂｒｙｏｚｏａ

刺胞动物门
Ｃｎｉｄａｒｉａ

棘皮动物门
Ｅｃｈｉｎｏｄｅｒｍａｔａ

合计
Ｔｏｔａｌ

纲 / 个 Ｃｌａｓｓ ６ ５ ２ ２ １ ２ ２ ２ ２２
目 / 个 Ｏｒｄｅｒ ４５ １３ １６ ３ １ ３ ４ ２ ８７
科 / 个 Ｆａｍｉｌｙ １４４ ８６ ３２ ６ ６ １１ ４ ２ ２９１
属 / 个 Ｇｅｎｕｓ ３１６ １９０ ４５ １３ ８ １２ ５ ２ ５９１
种 /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４７７ ２５０ ５５ ２９ １３ １３ ５ ２ ８４４

２.２　 中国外来动物的可利用性

基于外来动物的生态、经济以及社会价值ꎬ并
考虑其对经济、社会以及人类健康带来的危害ꎬ对
收集到的 ８４４ 种外来动物的可利用性进行定义ꎮ
结果(图 １)表明ꎬ在所有外来动物中ꎬ４５.０２％的物

种可被定义为能被人类利用的有益物种ꎬ３３.５３％
的物种被定义为对人类社会有危害的有害物种ꎬ
２１.４５％的物种被定义为中性物种ꎮ 不同分类阶

元的外来动物可利用情况不同:在脊索动物门中ꎬ
７０.６５％的物种为有益物种ꎬ仅 ２.９４％的物种为有

害物种ꎻ而在节肢动物门中ꎬ仅 ６.４０％的物种可为

人类所利用ꎬ８８.００％的物种为有害物种ꎻ在软体

动物门和苔藓动物门中ꎬ有害物种的比例分别为

５０.９１％和 ６１.５４％ꎻ目前收集到的棘皮动物门物种

均为可为人类利用的物种ꎻ在线虫动物门中ꎬ超过

９０％的物种为有害物种ꎬ未发现有益物种ꎻ而在刺

胞动物门中ꎬ２０％的物种为有益物种ꎬ未发现有害

物种ꎮ

图 １　 中国外来动物的可利用性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ｎ￣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３　 中国外来动物的原产地结构

８４４ 种外来动物中有 ３４３ 种(大部分为单一原

产地ꎬ少量为多重原产地)可查询到其原产地信息ꎬ
其中ꎬ原产于亚洲的物种数量最多(１６２ 种)ꎬ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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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次之(１０２ 种)ꎬ随后依次是欧洲、非洲、南美洲、
大洋洲ꎬ未发现原产于南极洲的外来动物ꎮ 脊索动

物门的外来物种原产地也表现出相同的结构ꎮ 在

节肢动物门中ꎬ来源于亚洲的外来物种数量最多ꎬ
随后是北美洲和非洲ꎬ来源于大洋洲的外来物种数

量最少ꎮ 软体动物门外来动物原产地表现出了不

同的结构ꎬ来自北美洲和欧洲的外来动物数量仅次

于亚洲ꎬ随后为南美洲、非洲、大洋洲ꎮ 在线虫动物

门中ꎬ来自欧洲的物种最多ꎬ其次是亚洲ꎬ之后是北

美洲和大洋洲(表 ２)ꎮ

表 ２　 部分中国外来动物的原产地结构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ｒｔ ｎｏｎ￣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种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脊索动物门

Ｃｈｏｒｄａｔａ
节肢动物门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
软体动物门

Ｍｏｌｌｕｓｃａ
线虫动物门

Ｎｅｍａｔｏｄａ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亚洲 Ａｓｉａ ６４ ８０ １２ ３ ３ １６２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３５ ２７ ６ ５ １ ７４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６ ３４ ２ ０ ０ ６２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４０ ５２ ８ ２ ０ １０２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３ ２３ ４ ０ ０ ４０
　 　 大洋洲 Ｏｃｅａｎｉａ ６ １４ １ ２ １ ２４

２.４　 中国外来动物的国内分布格局

外来动物的分布遍布全国ꎬ广东、台湾、福建等

东南沿海地区是外来动物的主要分布地ꎬ西藏、青
海、宁夏等西北内陆地区外来动物的数量相对较少ꎮ
相比河北、江西、四川、湖南、安徽、贵州、湖北、陕西、
山西等内陆省份ꎬ山东、海南、浙江、江苏、辽宁等沿

海省份有较多的外来动物分布ꎮ 与他国相邻的广西

和云南也有较多的外来动物分布ꎮ 脊索动物门、节

肢动物门、软体动物门、线虫动物门也表现出了类似

的分布情况ꎬ沿海地区的外来动物数量较内陆地区

多ꎮ 此外ꎬ除在沿海省份和西北内陆省份有较明显

的分布趋势之外ꎬ外来动物在其他内陆省份的分布

较平均ꎬ在节肢动物门中表现较为明显(图 ２)ꎮ 近几

年ꎬ新入侵我国的番茄潜叶蛾 Ｔｕｔａ ａｂｓｏｌｕｔａ (Ｍｅｙ￣
ｒｉｃｋ) 和 草 地 贪 夜 蛾 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ｆｒｕｇｉｐｅｒｄａ ( Ｊ. Ｅ.
Ｓｍｉｔｈ)等的国内分布也符合上述趋势(表 ３)ꎮ

图 ２　 中国外来动物的国内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ｎｏｎ￣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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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间记录典型外来动物的国内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ｎｏｎ￣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物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国内首次记录时间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ｃｏｒ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国内分布情况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菊方翅网蝽 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 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２０１０ 年 上海、浙江、台湾、江西、湖北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ꎬ Ｔａｉｗａｎ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ꎬ Ｈｕｂｅｉ
早熟禾拟茎草螟 Ｐａｒａｐｅｄｉａｓｉａ ｔｅｔｅｒｒｅｌｌａ ２０１１ 年 上海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木瓜粉蚧 Ｐａｒａｃｏｃｃｕ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ｓ ２０１１ 年 海南、广东、广西、云南、台湾 Ｈａｉｎ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Ｔａｉｗａｎ
甘蓝粉虱 Ａｌｅｙｒｏｄｅｓ ｐｒｏｌｅｔｅｌｌａ ２０１２ 年 北京、新疆、台湾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ꎬ Ｔａｉｗａｎ
海枣异胸潜甲 Ｊａｖｅｔａ ｐａｌｌｉｄａ ２０１２ 年 海南、广西 Ｈａｉｎ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椰子木蛾 Ｏｐｉｓｉｎａ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 ２０１３ 年 台湾、海南、广东、广西、云南、福建 Ｔａｉｗａｎꎬ Ｈａｉｎ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Ｆｕｊｉａｎ
番茄潜叶蛾 Ｔｕｔａ ａｂｓｏｌｕｔａ ２０１７ 年 新疆、贵州、云南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Ｙｕｎｎａｎ
草地贪夜蛾 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ｆｒｕｇｉｐｅｒｄａ ２０１９ 年 广东、广西、台湾、福建、云南、山东等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Ｔａｉｗａｎꎬ Ｆｕｊｉａｎꎬ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ｅｔｃ

３　 讨论
中国外来动物的组成多样ꎬ涉及多个分类阶

元ꎬ目前收集到外来动物种类已达 ８４４ 种ꎬ同时ꎬ中
国外来动物各分类阶元所包含的外来物种数量差

异较大ꎮ 多样的组成可能与我国多样的地理特征

相关ꎬ复杂的地形与地势环境加之多样的气温和降

水组合形成了复杂的生境类型和多样的生态系统ꎬ
为外来动物提供了丰富且多样的适宜其定殖的生

境ꎬ丰富的物产资源和多样的土著种资源也能使外

来动物在传入新生境后迅速获取食物资源和建立

种间关系ꎬ有助于其繁殖和扩散ꎮ
各分类阶元所包含的外来物种数量差异较大ꎬ

脊索动物门是外来动物的优势类群ꎬ贡献的外来动

物数量最多ꎬ其中ꎬ辐鳍鱼纲和鸟纲所占比例高达

８５.９５％ꎮ 绝大多数的外来鱼类是被作为水产鱼类

和观赏鱼类人为引入的ꎬ比如尼罗罗非鱼 Ｏｒｅｏｃｈｒｏ￣
ｍｉｓ ｎｉｌｏｔｉｃｕｓ Ｌ.、虹鳟鱼 Ｏｎｃ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ｍｙｋｉｓｓ Ｗａｌ￣
ｂａｕｍ 等ꎻ此外ꎬ由于很多鸟类具有极高的观赏价

值ꎬ常被作为宠物从他国有意引入 (徐海根等ꎬ
２００４)ꎮ 因此ꎬ人类的有意引入是导致此现象的主

要因素ꎮ 节肢动物门贡献的外来动物数量位列第

二位ꎬ其中ꎬ昆虫纲(２１６ 种)占比高达 ８６.４０％ꎬ是节

肢动物门中数量最多的类群ꎬ仅次于辐鳍鱼纲(２３１
种)ꎬ在中国外来动物中数量位列第二位ꎮ 昆虫纲

成为外来动物的主要类群主要与昆虫的生物学特

性有关ꎬ昆虫体积小、食性复杂、有翅能飞、繁殖能

力强、适应性强且抗逆性强ꎬ同时容易藏匿ꎬ在口岸

截获的入侵昆虫上也往往具有以上特性ꎬ为其跨境

的传播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施宗伟和姚文国ꎬ
２００４)ꎮ 作为变温动物ꎬ气候变暖也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昆虫的跨区域传播ꎮ 软体动物也是外来动

物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类群ꎬ从数量上看ꎬ其仅次于

节肢动物门ꎬ是外来动物第三大类群ꎮ 从影响上来

看ꎬ很多软体动物对生态、经济和社会具有极大的

危害力ꎬ例如非洲大蜗牛 Ａｃｈａｔｉｎａ ｆｕｌｉｃａ Ｂｏｗｄｉｃｈ、福
寿螺 Ｐｏｍａｃｅａ ｃａｎａｌ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ａｍａｒｃｋ)等ꎬ容易发展

为入侵种ꎬ造成极大的生态破坏和经济损失ꎬ因此ꎬ
在检疫和防控过程中应警惕软体动物这一类群ꎮ
黄顶成和张润志(２０１１)研究表明ꎬ节肢动物门、脊
索动物门、软体动物门是外来入侵动物的三大主要

类群ꎬ本研究中ꎬ这三大类群也是外来动物的主要

类群ꎬ但脊索动物门为第一大类群ꎮ 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ꎬ尤其是自 ２００１ 年我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ꎬ海洋产品频繁的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宠物贸

易可能是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ꎮ 本研究发现ꎬ
各分类阶元的外来动物数量还在不断增多ꎬ目前ꎬ
各分类阶元外来动物尚未饱和 ( Ｓｅｅｂｅｎ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ꎬ我国外来动物在各分类阶元数量上较大的

差异可能造成潜在的物种跨境传播风险ꎬ可以预

测ꎬ随着全球变化的发展ꎬ外来动物的数量还将继

续增加ꎬ其隐藏的生物入侵威胁也将日趋严重ꎮ
本研究发现ꎬ在收集到的外来动物中ꎬ有益物

种的数量要大于有害物种的数量ꎬ还有一部分为中

性物种ꎬ仅作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ꎬ承担相应的

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角色ꎬ未对人类社会有明显影

响ꎮ 在脊索动物门中ꎬ有益物种的数量远大于有害

物种的数量ꎬ这主要是由于在脊索动物门中ꎬ占比

较大的辐鳍鱼纲和鸟纲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观赏

价值ꎻ在节肢动物门中ꎬ有害物种的数量远大于有

益物种的数量ꎬ这主要是由于节肢动物门昆虫纲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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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物种都会对经济、生态或者人类健康尤其是

农业生产造成危害ꎮ 由此可见ꎬ人类有意引进的物

种往往具有较高的价值ꎬ但在外来动物中ꎬ并非所

有物种都会发展为入侵种ꎮ 同时ꎬ有研究表明ꎬ在
我国外来入侵动物中ꎬ由于有意引进导致入侵的物

种占外来入侵动物总数的 ２５％(徐海根等ꎬ２００４)ꎮ
因此ꎬ在今后对于外来动物的管理中ꎬ一方面ꎬ要加

强对外来种的检疫防控和对有意引进的外来种的

科学评估和管理ꎬ合理评估其跨境风险ꎬ尤其是警

惕节肢动物门和线虫动物门等对生态、社会以及人

类健康影响较大的类群ꎬ以尽可能降低外来种对我

国造成的生物入侵威胁ꎻ另一方面ꎬ在对外来入侵

物种的防治过程中ꎬ也可以考虑利用外来种独特的

优势或者生物学特性ꎬ开发其经济、生态或社会价

值ꎬ以尽可能减少损失ꎮ
亚洲、北美洲、欧洲是我国外来动物的主要原

产地ꎮ 中国属于亚欧大陆的一部分ꎬ一方面ꎬ相对

较少的自然阻隔促进了外来动物的自然扩散ꎻ另一

方面ꎬ中国与邻国愈加广泛和频繁的商品贸易也有

利于外来动物的有意和无意传入ꎮ 北美洲成为我

国外来动物的第二大原产地可能有 ２ 个原因:其
一ꎬ中国和北美洲两个区域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相同

的纬度带ꎬ两者在气候环境上匹配度较高ꎬ因而来

源于北美的外来动物较容易适应其在中国的新生

境ꎻ其二ꎬ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ꎬ中国与北美的

贸易活动不断增多ꎬ频繁的跨国贸易和交通往来为

外来动物的传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ꎮ 对于欧洲ꎬ国
际贸易、交通运输以及人员跨国旅游是其成为我国

外来动物主要原产地的主要原因ꎮ 由于较极端的

气候条件和极少的跨区域交流ꎬ中国暂没有原产于

南极洲的外来动物ꎮ 由此可见ꎬ跨境交流是外来动

物传入的一条不可忽视的途径ꎮ 随着全球化进程

的快速进行ꎬ经济一体化程度逐渐加大ꎬ交通运输

更加网络化ꎬ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ꎬ更加

广泛的跨境国际交流也会给中国带来更加严重的

生物入侵风险ꎮ 因此ꎬ在今后跨国交流中ꎬ应加强

对外来物种的检疫ꎬ尤其要关注以往交流较少的国

家以及与中国地处同纬度或者具有相似气候类型

的国家ꎮ
本研究发现ꎬ在外来动物的国内分布上ꎬ东南

沿海地区较西北内陆地区有更多的外来动物数量ꎬ
这与吴晓雯等(２００６)的研究一致ꎬ我国外来入侵物

种的密度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ꎮ 外来动

物的此分布格局与我国土著种的多样性、气候适宜

性、人口和交通密度、人类活动强度和经济发展水

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也基本一致(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这个分布格局也在局部区域上验证了生物入侵与

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ꎬ经济越发达、商品贸易越频

繁的地区更容易有外来物种的传入ꎬ有更大的生物

入侵威胁ꎮ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的研究系统地说明

了入侵种传入中国后在沿海经济发达省区首先登

陆的趋势比内陆省区强ꎮ 广西和云南两地有较多

的外来动物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跨国交流是造

成外来动物传入的重要因素ꎬ作为内陆省份ꎬ广西

和云南与多国相邻ꎬ相比于其他内陆省份有更多的

跨国交流机会ꎬ因而其省内有更多的外来动物ꎬ相
应其外来物种入侵的可能性也更大ꎮ 随着国内区

域发展新格局的形成ꎬ东部沿海地区更加快速发

展ꎬ也带动中西部地区协同发展ꎬ鉴于外来动物的

分布格局ꎬ不仅要重点关注东南部经济发达的沿海

地区及码头、港口等重点区域对外来物种的检疫和

防控ꎬ也要加强中西部地区检疫防控措施ꎬ尤其是

与别国相邻的省份和区域ꎮ 同时ꎬ还要加强省与省

之间的检疫ꎬ以尽可能早地遏制外来物种的国内传

播和扩散ꎮ

４　 展望
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

紧密ꎬ商品以及人员交流也更加频繁ꎬ可以预见ꎬ全
球变化背景下的生物入侵威胁会愈加严重ꎮ 尽管

可能受到数据的限制ꎬ已有的数据仍能表现出具有

一定意义的物种组成和分布格局ꎮ 中国是世界上

遭受外来生物入侵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ꎬ也是积极

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国家ꎮ 在未来外来入侵物

种的防控工作中ꎬ我们应当结合入侵种防控的具体

实践以及生物入侵的发展和需求ꎬ制定更加有效的

应对和管理外来物种的方案ꎬ多层次全方位关注生

物入侵ꎮ 具体包括以下 ４ 个方面:首先ꎬ在外来物

种的引种过程中ꎬ要进一步加强检疫管理工作ꎬ一
方面要提高外来有害生物的检疫水平和效率ꎬ守好

国门关ꎬ将入侵物种的无意引入遏制在国门外ꎻ另
一方面要重视对外来物种的科学引进ꎬ做好引种前

的风险评估和引种后的科学管理ꎬ防止其发展为入

侵种ꎮ 其次ꎬ由于新入侵种的发生不仅来自于新物

种的引进ꎬ还来自于已有外来物种的发展和扩散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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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建立详细的外来物种清单对于一个地区内外

来物种的管理至关重要ꎬ未来要开展外来物种清单

的制定和基础数据的收集工作ꎬ建立相对完善的数

据库并及时更新数据ꎬ摸清底数ꎬ及时了解和掌握

我国外来物种发生动态ꎮ 第三ꎬ基于更加完善的数

据库ꎬ在全球变化背景下ꎬ要更加关注人类活动对

生物入侵的影响ꎬ探索经济贸易、交通、土地利用程

度等人类活动与生物入侵之间的关系ꎬ为外来物种

入侵的早期预警以及相关部门进行决策提供理论

支持ꎮ 最后ꎬ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和国际的交流与合

作ꎬ国内各省份要重视对外来物种及相关数据的记

录及收集工作ꎬ同时各省份相互配合ꎬ确保外来物

种相关信息的交流ꎬ共同防范外来物种入侵ꎻ在全

球水平上ꎬ要加强多国合作ꎬ建立外来物种数据库ꎬ
共同探索外来物种入侵的全球模式ꎬ全面提升对外

来入侵物种的防控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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