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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分析及制修订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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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制定外来入侵物种名录是进行外来入侵物种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当前我国已经制定并发布了

多个与外来入侵物种相关的名单 /名录ꎬ包括«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我国主要外来林业有害生物名

单»«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第一批)和«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等ꎮ 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生物安全法»和«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相继施行的管理框架下ꎬ有必要开展我国已有外来入侵物

种名录的梳理与分析ꎬ并与相关名录如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进行比较ꎮ 在此基础上ꎬ本文还就未来外来

入侵物种名录的制修订方法进行了讨论ꎬ针对名录的管理和应用提出了具体建议ꎮ
关键词: 检疫性有害生物ꎻ 风险评估ꎻ 制修订ꎻ 名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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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外来入侵物种名录是进行外来入侵物种

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

“国家建立生物安全名录和清单制度ꎮ 国务院及其

有关部门根据生物安全工作需要ꎬ对涉及生物安全

的材料、设备、技术、活动、重要生物资源数据、传染

病、动植物疫病、外来入侵物种等制定、公布名录或

者清单ꎬ并动态调整ꎮ”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农业农

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外来入侵物种名录ꎬ实行动

态调整和分类管理ꎬ建立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ꎬ制
修订外来入侵物种风险评估、监测预警、防控治理

等技术规范ꎮ”因此ꎬ开展外来入侵物种名录梳理和

制修订方法研究ꎬ有助于更好地依据法律法规开展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ꎬ有效防范和应对外来入侵物种

危害ꎮ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纲要目标第九条明确提

出:到 ２０２０ 年ꎬ明确外来入侵物种 (潘绪斌等ꎬ
２０１５)ꎮ 据统计ꎬ草地生境现有外来入侵植物 １８３
种(曹婧等ꎬ２０２０)ꎬ林业外来入侵昆虫种类共计

生物安全学报(中英文) ２０２４ꎬ ３３(３): ２０９－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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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 种ꎬ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外来入

侵生物发生(宋昱东等ꎬ２０２２)ꎮ 针对我国已有的外

来入侵物种已经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ꎬ如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开展的全国林业有害生

物普查(以下简称“普查”)工作ꎬ发现我国发生的

外来林业有害生物有 ４５ 种ꎬ与 ２００６ 年普查结果相

比ꎬ新发现 １３ 种外来林业有害生物ꎮ
在开展有害生物调查的基础上ꎬ我国制定了多

个与外来入侵物种相关的名单 /名录ꎬ包括«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 «全国林业检疫

性有害生物名单»«全国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名单»
等ꎮ 同时ꎬ针对外来入侵物种本身ꎬ相关部门制定

了“五名单两名录”ꎮ 本文拟通过梳理我国已发布

的各类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现状并开展比较研

究ꎬ总结和拓展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制修订方

法的思路并对其管理和应用提出建议ꎮ

１　 我国已发布的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生态环境部会同中国科学院ꎬ

先后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发布了 ４ 批外来入

侵物种名单ꎬ共包括 ７１ 种外来入侵物种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ꎬ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２０１９ 中国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ꎬ全国已发现 ６６０ 多种外来

入侵物种ꎮ ６７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来入侵物种

调查结果表明ꎬ２１５ 种外来入侵物种已入侵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ꎬ其中 ４８ 种外来入侵物种被列入«中国

外来入侵物种名单»ꎮ
全国林业有害生物普查(以下简称“普查”)统

计ꎬ本次普查共发现对林木、种苗等林业植物及其

产品造成危害的林业有害生物种类 ６１７９ 种ꎬ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包含 ４５ 种物种的«我国主要外来林

业有害生物名单»ꎮ
２０１３ 年ꎬ原农业部制定了«国家重点管理外来

入侵物种名录(第一批)»ꎬ５２ 种外来入侵物种被收

录其中ꎮ ２０２２ 年农业农村部会同自然资源部、生态

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和国家林草

局组织制定并发布了«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

录»ꎮ «名录»包含植物、昆虫、植物病原微生物、植
物病原线虫、软体动物、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

等 ８ 个类群 ５９ 种ꎬ其所列物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重点所在ꎬ该名录自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式施行ꎮ

除了国家名单 /名录ꎬ各省或地区根据各自的

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保障需求制定和发

布了地方性名单 /名录ꎮ 如«云南省外来入侵物种

名录(２０１９ 版)»收录了云南省境内发现的外来入

侵物种共计 ４４１ 种及 ４ 变种ꎬ«江苏省外来入侵物

种名录(第一批)»包含外来入侵物种 ３２ 种ꎬ其中Ⅰ
级重点管控物种 ８ 种ꎬⅡ级一般管控物种 ２４ 种ꎮ

２　 当前相关名单 /名录比较分析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ꎬ ＩＵＣＮ)在 ２０００ 年发布并在 ２００４
年更新了«世界 １００ 种恶性外来入侵物种»(Ｌｏｗ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０)ꎮ 该名单主要考虑物种对生物多样性和

人类产生的影响和物种类群的广泛性ꎬ每个属只选

１ 个种ꎮ 在«世界 １００ 种恶性外来入侵物种»中ꎬ除
我国本土物种外ꎬ在我国已分布的外来入侵物种有

３２ 种(冼晓青等ꎬ２０２２)ꎮ 这 ３２ 种中未进入“五名

单两名录”的物种有 ２２ 种ꎬ包括谷斑皮蠹 Ｔｒｏｇｏｄｅｒ￣
ｍａ ｇｒａｎａｒｉｕｍ Ｅｖｅｒｔｓ、细足捷蚁 Ａｎｏｐｌｏｌｅｐｉ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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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关、农业和林业主管部门也根据各自的

管理权限和工作需要ꎬ制定了相应的植物检疫性有

害生物的名单 /名录ꎬ这些名单 /名录与以上关于外

来入侵物种的“五名单两名录”也密切相关ꎮ 农业

农村部与海关总署 ２０２１ 年修订并发布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ꎬ其中共

包含 ４４６ 种(属)有害生物ꎬ“五名单两名录”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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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种出现在该名录中ꎮ 农业农村部依据«植物检

疫条例»制定了«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

单»ꎬ并在此基础上发布了«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

害生物分布行政区名录»ꎮ 以上名单 /名录均在定

期修订更新中ꎬ前者最新修订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后者最新修订时间为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ꎮ ２０１３ 年原

国家林业局修订并发布了«全国林业检疫性有害生

物名单»(１４ 种)和«全国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名

单»(１９０ 种)ꎮ 在这 ２ 个名单中ꎬ存在于“五名单两

名录”中的有 １８ 种ꎮ 这些有害生物名单 /名录的制

定ꎬ在一定程度上对外来入侵物种起到了管理和防

控作用ꎮ 同时ꎬ因为其与制定部门的工作权限和关

注重点更为相关ꎬ在制修订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
录时常被作为参考ꎮ 通过对不同名单 /名录的对比

可知(表 １)ꎬ这些名单 /名录中与“五名单两名录”
均有不同程度的重合ꎮ 应持续关注检疫性有害生

物ꎬ研究这些物种从进入我国到成为外来入侵物种

的发生和扩散趋势ꎬ从而更好地通过检疫手段防控

外来入侵物种ꎮ

表 １　 我国现有外来入侵物种和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 /名录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ｓｔｓ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紫茎泽兰 Ｅｕｐａｔｏｌｉｕｍ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ｍｍ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薇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空心莲子草 Ａｌｔｅｍ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ｏ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豚草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ｉｆｏｌｉａ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毒麦 Ｌｏｌｉｕｍ ｔｅｍｕｌｅｎｔｕｍ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互花米草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飞机草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凤眼莲 Ｅｉｃｈｈｏｍ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假高梁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ｈａｌｅｐｅｎｓｅ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蔗扁蛾 Ｏｐｏｇｏｎａ ｓａｃｃｈａｔｉ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湿地松粉蚧 Ｏｍｃｅｌｌａ ａｃｕｔａ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红脂大小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ｔｏｎｕｓ ｖａｌｅｎｓ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美国白蛾 Ｈｙｐｈａｎｔｒｉａ ｃｕｎｅａ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非洲大蜗牛 Ａｃｈａｔｉｎａ ｆｕｌｉｃａ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福寿螺 Ｐｏｍａｃｅａ ｃａｎａｌｉｃｕｌａｔａ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美洲牛蛙 Ｒａｎａ ｃａｔｅｓｂｅｉａｎａ 第一批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马缨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三裂叶豚草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ｔｒｉｆｉｄａ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大薸 Ｐｉｓｄａ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ｃｓ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加拿大一枝黄花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蒺藜草 Ｃｎｃｈｒｕｓ ｃｃｈｉｎａｔｕｓ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银胶菊 Ｐａｒｔｈｅｎｉｕｍ ｈｙｓｔｃｒｏｐｈｏｒｕｓ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黄顶菊 Ｆｌａｖｅｒｉａ ｂｉｄｅｎｔｉｓ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土荆芥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刺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落葵薯 Ａｎｒｅｄｅｒ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桉树枝瘿姬小蜂 Ｌｅｐｔｏｃｙｂｅ ｉｎｖａｓａ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稻水象甲 Ｌｉｓｓｏｒｈｏｐｔｒｕｓ ｏｒｙｚｏｐｈｉｌｕｓ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红火蚁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ｖｉｃｔａ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克氏原螯虾 Ｐｒｏｃａｍｂａｍｓ ｃｌａｒｋｉａ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三叶草斑潜蝇 Ｌｉｎｂｍｙｚａ ｔｒｉｆｏｌｉｉ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松材线虫 Ｂｕｒｓ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ｕｓ ｘｙｌｏｐｌｆｆｌｕｓ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松突圆蚧 Ｈｅｍｉｂｅｒｌｅｓｉａ ｐｉｔｙｓｏｐｈｉｌａ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椰心叶甲 Ｂｒｏｎｔｉｓｐａ 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ａ 第二批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０)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反枝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钻形紫菀 Ａｓｔｅｒ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ｓ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三叶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小蓬草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苏门白酒草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ｓｕｍａｔｒｅｎｓｉｓ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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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一年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假臭草 Ｐｒａｘｅｌｉｓ ｃｌｅｍａｔｉｄｅａ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刺苍耳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ｐｉｎｏｓｕｍ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圆叶牵牛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长刺蒺藜草 Ｃｅｎｃｈｒｕｓ ｌｏｎｇｉｓｐｉｎｕｓ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巴西龟 Ｔｒａｃｈｅｍｙｓ ｓｃｒｉｐｔ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豹纹脂身鲇 Ｐｔｅｒｙｇｏｐ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ｐａｒｄａｌｉｓ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红腹锯鲑脂鲤 Ｐｙｇｏｃｅｎｔｒｕｓ ｎａｔｔｅｒｅｒｉ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尼罗罗非鱼 Ｏｒｅｏｃｈｒｏｍｉｓ ｎｉｌｏｔｉｃｕｓ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红棕象甲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ｏｒｕｓ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ｕｓ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悬铃木方翅网蝽 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扶桑绵粉蚧 Ｐｈｅ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刺桐姬小蜂 Ｑｕａｄｒａｓｔｉｃｈｕｓ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ｅ 第三批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４)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长芒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ａｌｍｅｒｉ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２０１６)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垂序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光荚含羞草 Ｍｉｍｏｓａ ｂｉ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ａ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五爪金龙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ｃａｉｒｉｃａ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喀西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ａｃｕｌｅ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黄花刺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刺果瓜 Ｓｉｃｙｏｓ ａｎｇｕｌａｔｕｓ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藿香蓟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大狼杷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ｆｒｏｎｄｏｓａ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野燕麦 Ａｖｅｎａ ｆａｔｕａ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水盾草 Ｃａｂｏｍｂａ 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ａ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食蚊鱼 Ｇａｍｂｕｓｉａ ａｆｆｉｎｉｓ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美洲大蠊 Ｐｅｒｉｐｌａｎｅｔ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德国小蠊 Ｂｌａｔｔｅｌｌａ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ａ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无花果蜡蚧 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ｅｓ ｒｕｓｃｉ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枣实蝇 Ｃａｒｐｏｍｙａ ｖｅｓｕｖｉａｎａ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椰子织蛾 Ｏｐｉｓｉｎａ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松树蜂 Ｓｉｒｅｘ ｎｏｃｔｉｌｉｏ 第四批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６)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假苍耳 Ｃｙｃｌａｃｈａｅｎａ ｘａｎｔｈｉｉｆｏｌｉａ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毒莴苣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ｅｒｒｉｏｌａ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马铃薯甲虫 Ｌｅｐｔｉｎｏｔａｒｓａ ｄｅｃｅｍｌｉｎｅａｔａ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美洲斑潜蝇 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ｅ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日本松干蚧 Ｍａｔｓｕｃｏｃｃｕｓ 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ｅ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草地贪夜蛾 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ｆｒｕｇｉｐｅｒｄａ 否 Ｎｏ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否 Ｎｏ

　 　 Ⅰ:«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四批次)ꎻⅡ:«国家重点管理外来物种名录(第一批)» (２０１２ꎬ５２ 种)ꎻⅢ:«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

录»(２０２２ꎬ５９ 种)ꎻⅣ:«我国主要外来林业有害生物名单»(２０１９ꎬ４５ 种)ꎻⅤ:“世界 １００ 种恶性外来入侵物种”ꎻⅥ:«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

物名录»[２０２１ꎬ４４６ 种(属)]ꎻⅦ:«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分布行政区名录»(２０２２ꎬ３１ 种)ꎻⅧ:«全国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１４
种)和«全国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名单»(１９０ 种)ꎮ 是:在名单中ꎻ否:不在名单中ꎮ

Ⅰ: Ｌｉｓｔ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ｕｒ Ｂａｔｃｈｅｓ)ꎻ Ⅱ: Ｌｉｓｔ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２０１２ꎬ ５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Ⅲ: Ｌｉｓｔ ｏｆ Ｋｅｙ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０２２ꎬ ５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Ⅳ: Ｌｉｓｔ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Ｅｘｏｔｉｃ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９ꎬ ４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Ⅴ: " Ｌｉｓｔ ｏｆ １００ ｗｏｒｓｔ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ꎻ Ⅵ: Ｌｉｓｔ ｏｆ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２０２１ꎬ ４４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ｇｅｎｕｓ)ꎻ
Ⅶ: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２２ꎬ ３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Ⅷ: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ｓｔ ｏｆ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ｓ ｉｎ Ｆｏｒ￣
ｅｓｔｒｙ (１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ｓｔ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Ｐｅｓｔ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１９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Ｙ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ｓｔꎻ Ｎｏ: Ｎ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３　 未来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制修订建议
３.１　 加快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更新

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和全球环境变化ꎬ我国

外来入侵物种不断增加ꎮ 近 １０ 年来新发生的入侵

物种有 ５６ 种ꎬ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新增入侵物种数

的 ３０ 多倍(陈宝雄等ꎬ２０２０)ꎮ 从各个名单的更新

周期来看ꎬ平均 ３~５ 年有关部门会制定或更新外来

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ꎬ但更新 /制定的速度与实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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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需要不能完全匹配ꎮ 外来入侵物种名单或名

录的制修订和发布通常由官方主管部门开展ꎬ应具

有及时性和科学性ꎬ以指导相关防控工作并成为制

定防控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政策的科学依据(孙佩珊

等ꎬ２０１７ꎻ 王聪等ꎬ２０１４)ꎮ 因此有必要对外来入侵

物种名单 /名录的更新速度和周期进行更全面的评

估ꎬ有规律地定期更新外来入侵物种的名称和相关

信息ꎬ以保证其具备及时性ꎮ 同时ꎬ为了保证名单

或名录的科学性ꎬ应加强对外来入侵物种持续调

查ꎬ及时获知外来入侵物种的发生和危害情况ꎬ据
此经风险评估对相关名单或名录进行制修订(孙佩

珊等ꎬ２０１７ꎻ 王聪等ꎬ２０１４)ꎮ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ꎬ农业农

村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和国家林

草局发布的«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

控工作方案的通知»ꎬ要求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

和监测预警ꎬ“以我国初步掌握的外来入侵物种为

基础ꎬ在农田、渔业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各区

域ꎬ启动外来入侵物种普查ꎬ通过 ３ 年左右的时间ꎬ
摸清我国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分布范围、危
害程度等情况”ꎮ 本次普查结束后ꎬ外来入侵物种

名单应根据普查结果进行调整和更新ꎬ规范各名

录 /名单的使用场景ꎬ发挥名单 /名录应有的查询、
警示和防控意义ꎮ
３.２　 开展外来入侵物种风险评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明确规定“为确

定监督管理的重点领域、重点项目ꎬ制定、调整生物

安全相关名录或者清单” “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开展

生物安全风险调查评估ꎬ依法采取必要的风险防控

措施”ꎮ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日起施行的«外来入侵物种

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也明确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海洋)、生态环境、林业草原

等主管部门和海关应当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监测信

息共享ꎬ分析研判外来入侵物种发生、扩散趋势ꎬ评
估危害风险ꎬ及时发布预警预报ꎬ提出应对措施ꎬ指
导开展防控”ꎮ 外来入侵物种风险评估是外来入侵

物种防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ꎮ 在名单 /名
录的制修订过程中ꎬ应加强和完善对外来入侵物种

的风险研判(潘绪斌ꎬ２０２０)ꎮ
对外来入侵物种来说ꎬ并不是简单的列入名

单 /名录即完成管控ꎬ对中国已分布或未来有可能

分布的外来入侵物种应开展风险评估ꎮ 在进行风

险评估时ꎬ可参考对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评估过程ꎬ

整合外来物种截获数据、生物多样性调查数据以及

“公众科学”数据等(王聪等ꎬ２０１４)ꎬ判断其适生性

区域、危害程度ꎬ并提出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ꎬ再进

行名单 /名录的更新和调整ꎮ 同时ꎬ名单 /名录本身

应与分级管控有效结合ꎬ不同的名单 /名录对应不

同的管理场景和防控手段ꎬ特别是对于不可接收风

险等级的物种ꎬ才有必要列入国家或省级外来入侵

物种重点管理名单 /名录ꎮ
３.３　 名单 /名录制修订流程更新建议

针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ꎬ应规范定期与

不定期名单 /名录制修订条件和流程ꎮ 对定期更新

的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列表和不定期更新名

单 /名录可依次经过风险评估、专家评判、机构审核

和公众反馈四步骤ꎬ分别形成名单 /名录初表(参考

项)、备选名单 /名录(备选项)、公开初表(公开项)
和公开终表(修订项)ꎬ从而完成名单 /名录的制修

订ꎮ 还可充分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评估定殖可能性

和口岸截获及边境调查信息确定进入可能性ꎬ对自

主集成的全球有害生物数据库中的有害生物分布

数据分类别进行初筛ꎬ减少后续风险评估和专家评

判工作量ꎬ从而为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制修订

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ꎮ 专家组的组成对于名

单 /名录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ꎬ应包括分类

学专家、风险分析专家以及植保防控专家ꎮ 名单 /
名录的发布机构应注重对评估结果的把关和关注

社会、生态多种信息进行综合评定ꎬ从而更好地确

定发布和修订的时间节点ꎮ 同时ꎬ在名单 /名录的

公示阶段和实施阶段应注重对公众反馈信息的搜

集和汇总ꎬ宣传和应用阶段应统一进行流程化的全

周期管理ꎮ
３.４　 相关名单 /名录借鉴

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的制修订也应

该借鉴国际国内相关名单 /名录的内容ꎮ 如ꎬ欧洲

及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
ｎｅａｎ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ＥＰＰＯ)制定了外

来入侵植物名单(ＥＰＰＯ ｌｉｓｔ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ｐｌａｎｔｓ)
和观察名单(ＥＰＰＯ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ｉｓｔ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ｐｌａｎｔ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ｐｏ. ｉｎｔ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 ｐｌａｎｔｓ / ｉａｐ ＿ ｌｉｓｔｓ)ꎻ美国根据区域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ｉｓｔｓ)和州 (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ｓｔｓ) 进行了分级管理 (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ｆｏ.ｇｏｖ /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ｌｉｓｔｓ)ꎮ 因此ꎬ在
名单 /名录的制修订过程中ꎬ可梳理各国家、组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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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的方法ꎬ参考类似

名单的分类方法ꎬ调整我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
录的系统组成ꎮ 同时ꎬ国内外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已成体系ꎬ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制修订方法也应该被

借鉴到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制定流程中(王瑞

等ꎬ２０２２)ꎮ 并加快与国际外来入侵物种监管的技

术方法接轨ꎬ加强同国际相关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第

三方的合作ꎮ 名单 /名录的制定作为构建全球外来

入侵物种防控体系的首要环节ꎬ能促进形成有效的

国际联防联控机制ꎮ 同时ꎬ以此作为对我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路径探索手段ꎬ也能有利于提升我国在

外来入侵物种管控领域内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ꎬ促
进达成符合我国多种生物安全保障需求的外来入

侵物种管控战略ꎮ

４　 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的管理与应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和«外来入侵物

种管理办法»均明确规定了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与其

他有关部门应制定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和管理

办法ꎮ 名单 /名录将对外来入侵物种防控起到方向

标的作用ꎮ 因此需要跟踪名录的应用情况ꎬ根据实

际情况可进行定期评估和适时修订ꎮ 可参考国家

标准«限定性有害生物名录指南» (ＧＢ / Ｔ ３７８０１—
２０１９)制定相应的标准来规定制定、维护和公开外

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的程序ꎮ
为了提高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录的使用效

率ꎬ各部门之间应进行分工合作ꎬ建立合理的外来

入侵物种管理体系ꎬ完善名单 /名录体系框架建设ꎮ
同时梳理外来入侵物种同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关系ꎬ
避免重复工作造成资源浪费ꎬ并充分利用相关数据

源做参考ꎬ完善和丰富名单 /名录的制修订方法ꎬ对
海量数据进行筛选分析ꎬ保障名单 /名录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ꎮ 同时加强科普宣传ꎬ积极拓展外来入侵

物种名单 /名录的公众认知ꎬ从而提高全民防控外

来入侵物种的意识ꎬ使得名单 /名录能够在外来入

侵物种防控中发挥积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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