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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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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系统分析了近年来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和我国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标准的制定情况及标准体

系建设现状ꎮ 分析结果表明:在国际上以 ＣＢＤ、ＷＴＯ￣ＳＰＳ 等国际规则为依据ꎬ审定通过 ４４ 个国际植物检

疫措施标准(ＩＳＰＭｓ)ꎻ南美洲植保委员会(ＣＯＳＡＶＥ)、欧洲地中海植保组织(ＥＰＰＯ)、北美植保组织(ＮＡＰ￣
ＰＯ)制定了 ４００ 多个地区标准ꎻ我国现有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相关标准 ６２０ 余项ꎬ尤其“十三五”期间ꎬ新制

定标准 ２６９ 项ꎬ其中ꎬ国家标准 １０５ 项、行业标准 １１８ 项、地方标准 ４６ 项ꎮ 这一系列标准的制定发布ꎬ确
保了我国农业生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ꎬ但仍存在外来物种风险等级划分、检测鉴定、调查监测、
综合防控等技术标准不健全等突出问题ꎮ 构建涵盖外来物种引入、风险评估、早期监测预警、灭除与控制及生态修复全过

程标准体系ꎬ满足我国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需要ꎬ有利于提高行业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ꎬ指导全国科学开展外来入侵物

种防控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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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是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ꎬ是维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生产安

全的重要举措ꎮ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
国际旅游等快速发展ꎬ外来物种入侵已成为威胁我

国生态环境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风险因

素(赵彩云ꎬ２０１６ꎻ 国家生态环境部ꎬ２０２０)ꎮ 一方

面ꎬ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增强ꎬ许多国

际协议特别是 ＷＴＯ 的 ＴＢＴ / ＳＰＳ 协议ꎬ变成了一面

盾牌ꎬ在保护各国人民身体健康的同时ꎬ也为各国

在商业贸易活动中设置“绿色壁垒”、保护本国或地

区相关行业和企业的利益提供了“合理”理由(刘霄

泉ꎬ２０２１ꎻ 徐媛媛ꎬ２０２１)ꎮ 发达国家纷纷建立更加

严格的农产品准入制度ꎬ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成为各

国设置绿色壁垒的主要技术武器(玉文凯ꎬ２０２１ꎻ
徐明辉ꎬ２０２１)ꎮ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ꎬ迫切需要加大

力度加速与农产品贸易相关的外来入侵物种标准

体系的制定工作ꎬ以保护我国农产品贸易利益ꎬ促
进我国农业持续发展(丁超超ꎬ２０２１)ꎮ 另一方面ꎬ
近年来ꎬ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农业结构调整及环境

污染等因素综合影响ꎬ入侵我国的外来有害物种扩

张进一步加剧ꎬ每年给我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ꎮ
国内外的实践范例不断证明ꎬ强化早期监测和末端

综合治理是预防和控制外来入侵物种扩散危害的

主要技术手段ꎬ积极开展外来入侵物种监测评估工

作ꎬ可以以相对较小的成本将各种不利后果降到最

低(孙玉芳等ꎬ ２０１６ꎻ 万方浩等ꎬ ２０１０ꎻ 王瑞等ꎬ
２０１８ꎻ Ｎａｔａｌ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ꎬ研究推广生态治理措施

可以实现持续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危害的目的(余细

红和李韶山ꎬ２０２１)ꎮ 参照国际技术标准和规范ꎬ结
合我国实际情况ꎬ亟需构建涵盖外来物种引入、风
险评估、早期监测预警、灭除与控制、生态修复等领

域的标准体系ꎬ完善外来动植物疫病诊断和防治技

术标准ꎬ为科学防控提供技术支撑ꎮ

１　 国际外来物种管理标准的制定情况
１.１　 国家组织制定标准

在国际上ꎬＷＴＯ / ＳＰＳ 协定指定联合国粮农组

织(ＦＡＯꎬ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 / ｈｏｍｅ / ｅｎ / )和国际植

保公约(ＩＰＰＣꎬ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 / ｚｔｚｌ / ｇｊｚｗｂ￣
ｈｇｙ)统一制定植物检验检疫领域的国际标准ꎬ生物

多样性公约(ＣＢＤ)也采纳了多数国际植物检疫性

标准ꎬ指导全球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ꎮ 为落实 ＳＰＳ
协定和 ＩＰＰＣ 有关精神ꎬＦＡＯ 和 ＩＰＰＣ 成立了植物

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ＩＣＰＭ)着手制订和审定通过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ＩＳＰＭｓ)ꎮ 随着植物检疫措

施国际标准的逐步建立ꎬ要求各国在制定检疫措施

时必须尽量采用已有的国际标准ꎬ使制定的检疫措

施具有相同的基础和科学依据ꎬ从而在更大程序上

促进农产品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ꎬ并避免各国不恰

当地使用贸易壁垒等措施所造成的矛盾ꎮ 从 １９９３
年以来ꎬＩＰＰＣ 秘书处已发布了 ４４ 个国际植物检疫

措施标准(肖冰ꎬ２００３)ꎬ这些国际标准旨在保护全

球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粮食安全ꎬ保护全球环

境、森林和生物多样性ꎬ促进国际经贸发展ꎮ
１.２　 区域性组织制定标准

国际植物检疫标准的制订日益受到国际社会

和各国的重视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ＩＰＰＣ 还将会发

布更多的国际植物检疫标准ꎮ 除 ＩＰＰＣ 外ꎬ一些区

域性的植保组织ꎬ如北美植保组织、加勒比植保组

织等也都根据本地区特点制定了一些适合本地区

的植物检疫标准ꎮ 目前ꎬ南美洲植保委员会(ＣＯ￣
ＳＡＶＥ)、欧洲地中海植保组织(ＥＰＰＯ)、北美植保组

织(ＮＡＰＰＯ)已经制定了 ４００ 多个地区标准ꎬ提高

了检疫整体水平ꎬ增强了在国际贸易检疫纠纷中的

协调作用ꎮ 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欧盟、日本、美国等

加紧制定完善预防与控制外来物种入侵的标准体

系ꎬ除了保护本国农林牧渔业等免遭外来入侵物种

危害外ꎬ更多是用作国际农产品贸易的谈判中的筹

码ꎮ 亚太地区植保组织(ＡＰＰＰＣ)目前还没有自己

的地区标准ꎬ但已经启动了地区标准的制订程序ꎬ
这将对今后亚太地区国家植物检疫和贸易产生重

要影响(Ｓｔａｒｆｉｎｇｅｒ ＆ Ｓｃｈｒａｄｅｒꎬ２０２１)ꎮ

２　 国内外来物种管理标准的制定情况
为保护我国农业生产安全、生态安全和生物多

样性ꎬ提高农产品质量、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ꎬ充
分利用 ＷＴＯ 的 ＴＢＴ / ＳＰＳ 协议ꎬ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我国

加大力度加速对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

标准体系的制定工作ꎬ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科技支

撑ꎮ 以 ＣＢＤ、ＷＴＯ￣ＳＰＳ 等国际规则为依据ꎬ以公益

性、区域性、层次性为原则ꎬ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外

来入侵物种监测防控标准体系ꎬ先后于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修订农业行业标准规划ꎮ 截至目前ꎬ不完全

统计现行的与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相关标准有 ６２０
余项ꎮ 在“十三五”期间ꎬ针对外来物种管理标准体

系建设ꎬ制定了外来物种管理的各类标准 ２６９ 项ꎬ

８８ 生物安全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第 ３１ 卷　

 
 

 
 

 
 

 
 

 
 

 
 

 
 

 
 

 
 

 
 



以确保国内农业生产安全和生态安全ꎮ
２.１　 国家标准制定

“十三五”制定了昆虫、病原菌、病毒、线虫、杂
草外来物种的检验检疫、监测和基础国家标准 １０５
项ꎮ 其中:昆虫类检疫、监测国家标准 ２３ 项 (表

１)ꎬ占 ２１.９％ꎻ病原菌 /病毒类检疫、监测国家标准

５６ 项(表 ２)ꎬ占 ５３.３％ꎻ线虫类检疫、监测国家标准

５ 项(表 ３)ꎬ占 ４.８％ꎻ杂草类检疫国家标准 １１ 项

(表 ４)ꎬ占 １０.５％ꎻ基础类检疫国家标准 １０ 项(表

５)ꎬ占 ９. ５％ꎮ 病原菌 /病毒类制定的标准数量最

多ꎬ依次为昆虫类、杂草类、基础类和线虫类ꎮ
分析“十三五”期间制定的外来物种国家标准

情况:２０１６ 年制定 ２４ 项ꎬ占 ２２.９％ꎻ２０１７ 年制定 １７
项ꎬ占 １６.２％ꎻ２０１８ 年制定 ６０ 项ꎬ占 ５７.１％ꎻ２０１９ 年

制定 ２ 项ꎬ占 １.９％ꎻ２０２０ 年制定 ２ 项ꎬ占 １.９％ꎮ 总

体上看ꎬ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ꎬ标准制定数量总体呈上升

趋势ꎻ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ꎬ标准制定基本停滞ꎬ这一情况

可能与该期间国家机构改革、职能调整有关ꎮ

表 １　 昆虫类检疫、监测国家标准列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ｓ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番木瓜长尾实蝇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２７１７－２０１６ 大洋臀纹粉蚧和柑橘臀纹粉蚧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５３４０－２０１７
李叶蜂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１８－２０１６ 小条实蝇属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７７２－２０１８
荷兰石竹卷蛾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２５－２０１６ 材小蠹(非中国种)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７７７－２０１８
琉球球壳蜗牛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１６－２０１６ 白条天牛(非中国种)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１３－２０１８
花园葱蜗牛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２２－２０１６ 欧洲榆小蠹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３０－２０１８
螺旋粉虱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２８－２０１６ 马铃薯线角木虱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４２－２０１８
八点楔天牛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０３４－２０１６ 咖啡黑长蠹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３７－２０１８
斜纹卷蛾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２３－２０１６ 斑翅康瘿蚊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３６－２０１８
阔鼻谷象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０３７－２０１６ 角胸长蠹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３４－２０１８
苹果瘿蚊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０２０－２０１６ 蠕虫尹氏蜗牛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２５－２０１８
柑橘木虱(亚洲种)监测规范 ＧＢ / Ｔ ３５３３４－２０１７ 实蝇诱剂监测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２８－２０１８
合毒蛾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５３４１－２０１７

表 ２　 植物病原菌 /病毒类检疫、监测国家标准列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ｉｓ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ａｎｄ ｖｉｒｕｓｅｓ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水仙黄条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０３５－２０１６ 番茄花叶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７７１－２０１８
水仙迟季黄化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１５－２０１６ 亚洲梨火疫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５２－２０１８
李属坏死环斑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１４－２０１６ 黄瓜细菌性角斑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５３－２０１８
梨疱状溃疡类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２０－２０１６ 辣椒细菌性斑点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５１－２０１８
甘蔗线条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２７－２０１６ 辣椒轻斑驳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７８０－２０１８
玉米褐条霜霉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２１－２０１６ 兰花褐斑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４７－２０１８
杨树叶锈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２４－２０１６ 柑橘顽固病螺原体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４５－２０１８
葡萄藤猝倒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１９－２０１６ 十字花科细菌性黑斑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４４－２０１８
桃树细菌性溃疡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０１９－２０１６ 梨衰退植原体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４３－２０１８
小麦基腐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１７－２０１６ 玉米内州萎蔫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４０－２０１８
玉簪属植物 Ｘ 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５３３０－２０１７ 松纺锤瘤锈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３１－２０１８
柑橘黄龙病监测规范 ＧＢ / Ｔ ３５３３３－２０１７ 松针红斑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２４－２０１８
番茄亚隔孢壳茎腐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５３３１－２０１７ 瓜类果斑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２２－２０１８
苹果皱果类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５３３６－２０１７ 花生黑腐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２１－２０１８
大豆茎褐腐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５３３８－２０１７ 冷杉枯梢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１８－２０１８
苜蓿疫霉根腐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５３２９－２０１７ 蓝莓果腐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１５－２０１８
玉米褪绿矮缩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５２７１－２０１７ 草莓枯萎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１０－２０１８
葡萄 Ａ 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５３３２－２０１７ 可可丛枝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０９－２０１８
葡萄黄点类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５３３７－２０１７ 木薯细菌性叶斑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０８－２０１８
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监测规范 ＧＢ / Ｔ ３５３３５－２０１７ 榅桲锈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０１－２０１８
柑橘溃疡病监测规范 ＧＢ / Ｔ ３５２７２－２０１７ 芹菜枯萎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７７９－２０１８
香蕉枯萎病监测规范 ＧＢ / Ｔ ３５３３９－２０１７ 柑橘斑点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７７５－２０１８
番茄花叶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７７１－２０１８ 杨树(细菌性)枯萎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０７－２０１８
燕麦花叶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７７８－２０１８ 五彩苏类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４９－２０１８
马铃薯 Ｙ 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１６－２０１８ 藜草花叶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７５２－２０１８
马铃薯 Ｘ 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３３－２０１８ 鳄梨日斑类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４８－２０１８
马铃薯 Ｍ 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４６－２０１８ 桃丛簇花叶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４１－２０１８
番茄严重曲叶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５０－２０１８ 澳洲葡萄类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７７０－２０１８

９８　 第 １ 期 付卫东等: 我国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标准体系建设现状及建议

 
 

 
 

 
 

 
 

 
 

 
 

 
 

 
 

 
 

 
 



表 ３　 植物病原线虫类检疫、监测国家标准列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ｉｓ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香蕉穿孔线虫监测规范 ＧＢ / Ｔ ３３０３６－２０１６ 胼胝拟毛刺线虫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２６－２０１６
最大拟长针线虫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２７６６－２０１６ 松材线虫分子检测鉴定技术规程 ＧＢ / Ｔ ３５３４２－２０１７
甘蔗线条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１２７－２０１６

表 ４　 外来杂草类检疫、监测国家标准列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ｉｓ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ｅｘｏｔｉｃ ｗｅｅｄｓ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野莴苣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７５１－２０１８ 北美刺龙葵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１９－２０１８
刺蒺藜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７５３－２０１８ 黑高粱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３２－２０１８
铺散矢车菊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７５４－２０１８ 欧洲山萝卜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３５－２０１８
蒜芥茄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７７４－２０１８ 豚草属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３９－２０１８
刺黄花稔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１１－２０１８ 墙藜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３８－２０１８
飞机草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１７－２０１８

表 ５　 植物进境检疫基础类国家标准列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Ｌｉｓｔ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ｅｎｔｒｙ ｐｌａｎｔ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实验动物 引种技术规程 ＧＢ / Ｚ ３４７９２－２０１７ 进境玉米种子疫情监测规程 ＧＢ / Ｔ 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９
竹制品检疫处理技术规程 ＧＢ / Ｔ ３６７７３－２０１８ 进境百合种球疫情监测规程 ＧＢ / Ｔ ３８３６２－２０１９
引进马铃薯种质资源检验检疫操作规程 ＧＢ / Ｔ ３６８５７－２０１８ 国际贸易业务流程规范 检验检疫电子证书 ＧＢ / Ｔ ３９３２６－２０２０
进境植物隔离检疫圃的设计和操作 ＧＢ / Ｔ ３６８１４－２０１８ 数据交换

进境木材检疫处理区建设规范 ＧＢ / Ｔ ３６８２７－２０１８ 国际贸易业务数据规范 检验检疫电子证书 ＧＢ / Ｔ ３９４５９－２０２０
进出境瓜类种子检疫规程 细菌 ＧＢ / Ｔ ３７２７９－２０１８ 数据交换

２.２　 行业标准制定

“十三五”期间ꎬ农业、林业、环保、海关等有关

行业部门制定了外来入侵行业标准 １１８ 项ꎬ按行业

统计ꎬ其中:农业行业标准 １６ 项ꎬ占 １３.６％ꎻ林业行

业标准 １１ 项ꎬ占 ９.３％ꎻ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８６ 项ꎬ占
７２.９％ꎻ环境行业标准 ２ 项ꎬ占 １.７％ꎻ认证认可行业

标准 ３ 项ꎬ占 ３.５％ꎮ 按年度统计ꎬ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ꎬ
制定行业标准数量依次为 ４５、４１、５、８、１９ 项ꎮ 标准

内容包含外来物种的检疫鉴定、监测、评估、防治、
基础、管理等方面ꎮ
２.２.１　 基础类行业标准　 制定基础类行业标准 １１
项(表 ６)ꎬ其中: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７ 项ꎻ农业行业

标准 ３ 项ꎻ林业行业标准 １ 项ꎮ 标准内容包括水生

动物、种苗引进、隔离检疫、产地检疫、监测评估中

心建设、线虫标本制作等ꎮ
２.２.２　 检疫鉴定类行业标准 　 制定了检疫鉴定类

标准 ６４ 项(表 ７)ꎬ其中: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５６ 项ꎻ
农业行业标准 ２ 项ꎻ林业行业标准 ６ 项ꎮ 标准内容

包括:外来入侵昆虫类 ２９ 项ꎬ占 ４５.３％ꎻ病原菌 /病
毒类 ２６ 项ꎬ占 ４０.６％ꎻ杂草类 ９ 项ꎬ占１４.１％ꎮ
２.２.３　 监测、评估、防控类行业标准　 制定了监测、
评估、防控类行业标准共 ２２ 项(表 ８)ꎬ其中农业行

业标准 １１ 项、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５ 项、林业行业标

准 ４ 项、环境行业标准 ２ 项ꎮ 包括监测类行业标准

１０ 项(昆虫 ６ 项、杂草 ４ 项)、评估类行业标准 ５ 项、
防控类行业标准 ７ 项(昆虫 ３ 项、杂草 ４ 项)ꎮ

表 ６　 基础类行业标准列表
Ｔａｂｌｅ ６　 Ｌｉｓｔ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管规程 ＳＮ / Ｔ ４９１５－２０１７ 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监测评估中心建设规范 ＮＹ / Ｔ ３６１３－２０２０
植物隔离检疫圃分级标准 ＳＮ / Ｔ １６１９－２０１７ 境外引进农业植物种苗隔离检疫场所管理规范 ＮＹ / Ｔ ３２６６－２０１８
进出境加工蔬菜检疫规程 ＳＮ / Ｔ １１２２－２０１７ 国(境)外引进种苗疫情监测规范 ＮＹ / Ｔ ３０４２－２０１６
出入境动物检疫实验室生物安全分级技术要求 ＳＮ / Ｔ ２０２４－２０１７ 林业植物产地检疫技术规程 ＬＹ / Ｔ １８２９－２０２０
采用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规范 ＳＮ / Ｔ ４６２７－２０１６ 线虫标本采集分离保存规范 ＳＮ / Ｔ ４６４３－２０１６
进境邮寄物动植物检疫操作规程 ＳＮ / Ｔ ４７１７－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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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植物检疫鉴定类行业标准列表
Ｔａｂｌｅ ７　 Ｌｉｓ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昆虫类:２９ 项

蜂房小甲虫检疫技术规范 ＳＮ / Ｔ ４０７８－２０２０ 小麦孢囊线虫鉴定和监测技术规程 ＮＹ / Ｔ ３５３３－２０２０
菜豆象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１２７４－２０２０ 锈色粒肩天牛检疫技术规程 ＬＹ / Ｔ ３０７５－２０１８
墨西哥棉铃象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１２６４－２０２０ 扶桑绵粉蚧检疫技术规程 ＬＹ / Ｔ ２７７８－２０１６
蜜蜂欧洲幼虫腐臭病检疫技术规范 ＳＮ / Ｔ １６８２－２０２０ 桉树枝瘿姬小蜂检疫技术规程 ＬＹ / Ｔ ２７８１－２０１６
截获秀粉蚧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５２１０－２０２０ 锈色棕榈象检疫技术规程 ＬＹ / Ｔ ２６０７－２０１６
刺桐姬小蜂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２５８８－２０１９ ＤＮＡ 条形码方法 第 １ 部分:检疫性乳白蚁 ＳＮ / Ｔ ４８７６.１－２０１７
落叶松种子小蜂与黄连木种子小蜂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２４７１－２０１９ 齿小蠹属(非中国种)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８６７－２０１７
椰子缢胸叶甲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１１４９－２０１９ 墨西哥斑皮蠹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７２５－２０１６
木薯单爪螨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１１４８－２０１９ 星天牛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６４１－２０１６
椰心叶甲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１１４７－２０１９ 石榴螟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６４０－２０１６
大家白蚁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１１０５－２０１９ 南部松齿小蠹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５５３－２０１６
松突圆蚧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１２７７－２０１７ 榕树粉蚧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４８２－２０１６
斑翅果蝇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８６９－２０１７ 舞毒蛾性诱监测技术指南 ＳＮ / Ｔ ４７２０－２０１６
材小蠹属(非中国种)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８６６－２０１７ 八种果实蝇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７９６－２０１７
寡鬃实蝇(非中国种)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８６８－２０１７
病原菌、病毒类:２６ 项

牡蛎疱疹病毒病检疫技术规范 ＳＮ / Ｔ ５１８２－２０２０ 松疱锈病菌检疫技术规程 ＬＹ / Ｔ ２７８０－２０１６
柑桔溃疡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２６２２－２０１９ 燕麦花叶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５０１０－２０１７
仙台病毒病检疫技术规范 ＳＮ / Ｔ ５１１０－２０１９ 小麦叶疫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７３３－２０１６
鲑鱼甲病毒病检疫技术规范 ＳＮ / Ｔ ４９１４－２０１７ 香蕉细菌性萎蔫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７３２－２０１６
基因条形码筛查方法 第５部分:检疫性拟茎点霉 ＳＮ / Ｔ ４８７７.５－２０１７ 冷杉枯梢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７３１－２０１６
基因条形码筛查方法 第 ４部分:检疫性茎点霉 ＳＮ / Ｔ ４８７７.４－２０１７ 菊基腐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７３０－２０１６
基因条形码筛查方法 第 ６部分:检疫性嗜酸菌 ＳＮ / Ｔ ４８７７.６－２０１７ 雪松疫霉根腐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７３４－２０１６
基因条形码筛查方法 第 １０部分:检疫性疫霉 ＳＮ / Ｔ ４８７７.１０－２０１７ 瓜蔓枯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６４９－２０１６
亨德拉病检疫技术规范 ＳＮ / Ｔ ４８８０－２０１７ 柑橘黑斑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６４８－２０１６
来檬丛枝植原体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８７５－２０１７ 草莓疫霉红心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６４７－２０１６
大豆拟茎点种腐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８６５－２０１７ 瓜炭疽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６５０－２０１６
蛙脑膜炎败血金黄杆菌病检疫技术规范 ＳＮ / Ｔ ４８２７－２０１７ 甜菜霜霉病菌监测技术指南 ＳＮ / Ｔ ４７２１－２０１６
烟草环斑病毒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 ＳＮ / Ｔ １１４６.２－２０１７ 马铃薯黄化矮缩病毒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１１３５.２－２０１６
杂草类:９ 项

油菜种子产地检疫规程 ＮＹ / Ｔ ３５４０－２０２０ 薇甘菊检疫技术规程 ＬＹ / Ｔ ２７７９－２０１６
列当属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１１４４－２０２０ 土荆芥监测与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５２１５－２０２０
进出境大蒜检疫规程 ＳＮ / Ｔ ４５５２－２０１６ 进境牧草种子检疫规程 ＳＮ / Ｔ ４６５７－２０１６
粗刺曼陀罗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４６８－２０１６ 加拿大一枝黄花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 / Ｔ ４６３３－２０１６
茶叶替代品(花草类)检验检疫规程 ＳＮ / Ｔ ４５８１－２０１６

表 ８　 监测、评估及防控类行业标准列表
Ｔａｂｌｅ ８　 Ｌｉｓ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ꎬ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监测类:１０ 项

菜豆象监测规范 ＮＹ / Ｔ ３２５４－２０１８ 松毛虫监测预报技术规程 ＬＹ / Ｔ ３０３０－２０１８
外来入侵植物监测技术规程 大薸 ＮＹ / Ｔ ３０７６－２０１７ 蜜柑大实蝇监测规范 ＮＹ / Ｔ ３１５５－２０１７
口岸外来林木害虫诱捕监测指南 ＳＮ / Ｔ ４７９７－２０１７ 外来杂草监测技术指南 ＳＮ / Ｔ ４９８１－２０１７
外来入侵植物监测技术规程 银胶菊 ＮＹ / Ｔ ３０１７－２０１６ 马铃薯甲虫检疫监测技术指南 ＳＮ / Ｔ ４９８４－２０１７
舞毒蛾性诱监测技术指南 ＳＮ / Ｔ ４７２０－２０１６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 ＨＪ７１０.１２－２０１６
评估:５ 项

外来草本植物安全性评估技术规范 ＮＹ / Ｔ ３６６９－２０２０ 生态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 ＨＪ １１１１－２０２０
草地植被健康监测评价方法 ＮＹ / Ｔ ３６４８－２０２０ 林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准则 ＬＹ / Ｔ ２５８８－２０１６
检验检疫实验室病原微生物风险评估指南 ＳＮ / Ｔ ４４９４－２０１６
防控类:７ 项

替代控制外来入侵植物技术规范 ＮＹ / Ｔ ３６６８－２０２０ 竹卵圆蝽综合防治技术规程 ＬＹ / Ｔ ３０３１－２０１８
少花蒺藜草综合防治技术规范 ＮＹ / Ｔ ３０７７－２０１７ 蔗扁蛾防治技术规程 ＬＹ / Ｔ ２８４５－２０１７
蔬菜蓟马类害虫综合防治技术规程 ＮＹ / Ｔ ３０１７－２０１６ 水葫芦综合防治技术规程 ＮＹ / Ｔ ３０１９－２０１６
飞机草综合防治技术规程 ＮＹ / Ｔ ３０１８－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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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　 管理标准　 “十三五”期间制定了管理类行业

标准 ２１ 项(表 ９)ꎬ其中: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１７ 项ꎬ占
８０.９５％ꎻ农业行业标准 １ 项ꎻ认证认可行业标准 ３

项ꎮ 包括信息服务、检验检疫实验室管理认证、标本

制作等ꎮ

表 ９　 管理类行业标准列表
Ｔａｂｌｅ ９　 Ｌｉｓ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号 Ｎｏ.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规范 ＳＮ / Ｔ ４９０８－２０１７ 水生物检疫检验员 ＮＹ / Ｔ ３１２２－２０１７
检验检疫信息系统 ＪＡＶＡ 编码规范 ＳＮ / Ｔ ４８９９－２０１７ 植物检疫核酸标准物质研制规范 ＲＢ / Ｔ １６３－２０１７
检验检疫 ＩＴ服务管理规范 第 ６部分:发布管理 ＳＮ / Ｔ ４６５１.６－２０１７ 实验室能力验证技术要求 植物检疫 ＲＢ / Ｔ １８４－２０１７
进境动物源性中药材指定企业检疫技术规范 ＳＮ / Ｔ ４８９４－２０１７ 同线同标同质 检验检疫机构监管指南 ＲＢ / Ｔ １５５－２０１７
有害生物标本、菌种、毒株编码规范 ＳＮ / Ｔ ４９９４－２０１７ 检验检疫实验室风险管理通用要求 ＳＮ / Ｔ ４９０９－２０１７
检验检疫实验室量值溯源参照物管理要求 ＳＮ / Ｔ ４８３４－２０１７ 检验检疫信息系统开发技术规范 ＳＮ / Ｔ ４４６７－２０１６
检验检疫实验室管理 第７部分:实验室命名规则 ＳＮ / Ｔ ２２９４.７－２０１６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制修订质量控制指南 ＳＮ / Ｔ ４６００－２０１６
检疫性有害生物凭证标本确定与管理规范 ＳＮ / Ｔ ４６２８－２０１６ 检验检疫实验室危险品管理规范 ＳＮ / Ｔ ４４９５－２０１６
植物病原菌及病害标本采集保存规范 ＳＮ / Ｔ ４６３０－２０１６ 杂草凭证标本采集、制作与保存规范 ＳＮ / Ｔ ４７１５－２０１６
检验检疫信息化标准化工作指南 ＳＮ / Ｔ ４７１１－２０１６ 检验检疫信息系统数据库命名规范 ＳＮ / Ｔ ４７４１－２０１６
检验检疫 ＩＴ 服务管理规范 第 １ 部分:总则 ＳＮ / Ｔ ４６５１.１－２０１６

２.３　 地方标准制定

“十三五”期间制定了有关外来入侵物种地方

标准 ４６ 项ꎬ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ꎬ制定标准数量依次为

９、４、 １３、 １１、 ９ 项ꎮ 其中:检验检疫类 ３２ 项ꎬ占

６９.６％(昆虫 １７ 项、病原菌 /病毒 ７ 项、杂草 ７ 项、线
虫 １ 项)ꎻ监测类 ３ 项ꎬ占 ６. ５％ꎻ评估类 １ 项ꎬ占
２.２％ꎻ防控类 ７ 项ꎬ占 １５. ２％ (昆虫 ４ 项、杂草 ３
项)ꎻ基础类 ３ 项ꎮ

３　 存在问题
３.１　 风险评估

风险预防是外来入侵物种管理的核心内容ꎬ建
立科学完善的外来物种风险分析技术标准是外来

物种管理重要技术环节ꎮ 我国风险分析指导观念

仍停留在旧有的“损害预防原则”上ꎬ尚未统一到

“风险预防原则”上ꎬ因为在很多情况下ꎬ现有的科

学水平尚无力作出准确的推测ꎮ 与此同时ꎬ以科学

推测为依据进行防范ꎬ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为时已

晚”ꎬ不足以应对外来物种带来的实际危害ꎮ
３.２　 基础工作

我国开展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标准建立工作起

步晚、基础薄弱、标准体系建立不全ꎮ 对国际标准、
准则及处理国际贸易与外来入侵物种管理规定的

认识存在着明显分歧ꎬ影响我国开展对国外农产品

风险评估及官方评议的准确性和可行度ꎬ如对外来

入侵物种概念至今尚无官方统一定义ꎮ
３.３　 标准管理

我国现有从事外来入侵物种管理标准制(修)

定(订)的专业性机构主要由农业农村部、林业草原

局、海关总署和环境保护等部门自主设立ꎬ而非设

立跨部门的外来入侵物种标准制定专业机构ꎮ 在

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方面有着先进经验的欧美国家ꎬ
其标准制定机构均为跨部门、综合性的专业机构ꎮ
由不同行业职能部门设置的专业机构ꎬ由于受视

野、职权所限ꎬ不能胜任对外来物种入侵危害可能

性进行综合分析ꎮ
３.４　 标准体系

近年来ꎬ我国已制定发布了几十项有关外来物

种入侵风险评估、种群调查监测、根除与综合防控

方面的行业标准ꎬ初步构建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标

准体系框架ꎮ 实践证明ꎬ已发布实施的标准具有可

操作性ꎬ并已经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ꎮ 但我国开展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标准基础薄弱ꎬ同时网购热、宠
物热、不规范放生活动等新情况的出现ꎬ进一步加

大了外来物种监管的难度ꎬ需要针对外来物种入侵

防控新形势ꎬ补足物种监管方面的标准规范ꎮ

４　 建议
通过未来 ５~１０ 年建设ꎬ基本构建起结构清晰、

层次分明、内容完善、重点突出ꎬ涵盖外来物种引

入、风险评估、早期监测预警、灭除与控制及生态修

复全过程和满足我国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需要

的标准体系ꎮ
４.１　 建立完善国家外来物种管理基础标准体系

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指导性原则ꎬ结合我国

实际ꎬ重点制定外来入侵物种概念和定义、入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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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名录制定、风险评估方法和程序、外来物种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疫情报告、调查统计分析、经济和生

态影响评估等方面基础性、指导性、程序性系列基

础性规范ꎬ完善国家外来物种管理体系ꎮ
４.２　 建立完善外来入侵物种监测预警技术规程

重点开展对国家重点管理入侵物种ꎬ如水盾草

Ｃａｂｏｍｂａ 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ａ Ｇｒａｙ、狐尾藻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ｖｅｒ￣
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ｕ Ｌ.、互花米草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Ｌｏｉｓｅｌ.、刺
果瓜 Ｓｉｃｙｏｓ ａｎｇｕｌａｔｕｓ Ｌ.、假臭草 Ｐｒａｘｅｌｉｓ ｃｌｅｍａｔｉｄｅａ
Ｃａｓｓｉｎｉ 等空间分布调查、监测ꎬ结合扩散、蔓延、定
殖和生态适应性研究以及对新生环境的适应能力

和与本土物种的竞争关系研究成果ꎬ根据外来植物

的侵染力、潜在栖息地的可侵入性和不同阶段的可

能入侵机制ꎬ制定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技术规程ꎬ
为外来入侵物种管理部门制定防控预案、应急处置

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ꎮ
４.３　 构建全程外来入侵物种综合防治技术规程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ꎬ通过文献和实地调研的方

法ꎬ获取国家重点管理入侵物种ꎬ如水花生 Ａｌｔｅｒ￣
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Ｇｒｉｓｅｂ.、大薸 Ｐｉｓｔｉａ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ｅｓ
Ｌ.、豚草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ｉｆｏｌｉａ Ｌ.、假高粱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ｈａｌｅｐｅｎｓｅ (Ｌ.) Ｐｅｒｓ.、长芒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ａｌｍｅｒｉ Ｓ.
Ｗａｔｓｏｎ 等入侵植物的先进防治技术ꎬ包括化学防

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综合开发利用等ꎬ评价各

种防治措施的效果、成本、控制时间等具体指标ꎮ
结合入侵物种在我国的发生地区、各地的地理地形

信息、目前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状况等ꎬ制定适合

不同地区、不同生境的综合防治技术规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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