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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外来生物入侵挑战
促进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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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国际旅游的迅猛发展, 越来越多的外来有害

生物侵入我国; 同时, 我国快速发展的交通运输为这些外来生物在全国扩散提供了

便利条件。生物入侵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生态和社会危害, 对国家安全构成了

新的威胁。有效预防外来生物入侵, 迅速遏制已入侵生物的扩散蔓延, 是保护生物资

源和水资源, 保证农林业健康发展 ,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

的重大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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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目前, 我国

社会可持续发展

面临着多方面的

威胁, 如资源、环

境、粮食和能源

等。随着国际贸

易的不断扩大和

全球旅游业的迅

速发展, 外来物

种带来的生物入侵问题正在形成新的威胁,

这种威胁同时又加剧了资源、环境、粮食和

能源危机。生物入侵已经影响到我国的政

治、经济、环境、文化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带

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后果。

在自然界 , 因地理、地貌和气候等要素

的影响, 每一个物种都被限制在一定的区域

内生存发展, 这些物种即本地种。虽然物种

自身可发生迁移, 但如果没有人类活动的影

响, 这种自然迁移速度很慢。外来种是指在

一定区域内历史上没有自然分布而被人类

活动直接或间接引入的物种。外来入侵种是

指那些对传入地带来了生态、经济或人类健

康等危害的外来种。

有效预防外来生物入侵, 迅速遏制入侵

生物的扩散蔓延, 阻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

化 , 对保护生物资源和水资源 , 保证农林业

健康发展,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以及保障贸易出口 , 防范军事“生物入侵”,

维护国家安全等,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2 外来入侵生物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2.1 对生态安全的威胁

外来物种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是惊人

的。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 , 全球生物多样性每年为人 类 创 造 约 33

兆美元的价值。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生

物多样性大国”之一 , 拥有 30 000 多种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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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植物和至少 2 340 种陆生脊椎动物 , 占全

球物种总数的 10%—14% 。目前中国生物多

样性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威胁: 61% 的原生生

境丧失、40% 的生态系统 严 重 退 化 、15%—

20% 的物种处于濒危状态、遗传多样性大量

丧失。外来种的入侵是造成上述损失的主要

原因之一。外来生物传入一新的栖境后, 如

果脱离了人为控制逸为野生 , 在适宜的气

候、土壤、水分及传播条件下, 极易大肆扩散

蔓延 , 竞争排挤本地生物 , 危及本地濒危动

植物的生存, 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值得注意的是, 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不

同, 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的威胁是长期的、

持久的。当人类停止对某一环境的污染后,

该环境可能会逐渐恢复, 而当一外来物种停

止传入一新的生态系统后, 该物种个体并不

会自动消失, 大多会利用已逃脱原有的天敌

控制的优势 , 在新的环境中大肆繁殖和扩

散, 对其控制或清除往往十分困难。而被外

来物种排斥、竞争导致灭绝的本地特有物种

则是不可恢复的。

2.2 对经济安全的威胁

外来物种通过改变本地生态系统结构

和功能从而对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水利造

成严重的损失。据初步统计, 美国每年因生

物 入 侵 造 成 的 农 林 业 经 济 损 失 约 为 1 200

亿美元。我国有外来有害动植物 400 余种 ,

每年可造成约 1 000 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在

国际自然联盟( IUCN) 公布的全球 100 种最

具威胁的外来种中, 我国有 30 种, 是全球受

外来种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目前, 外来入侵生物占我国农林业主要

有害生物的比例在 30%以上, 其中最主要的

有: 对我国水稻产量带来 15%—20%损失的

稻水象甲; 危害 200 余种农作物及植物的美

国白蛾 ; 遍及全国 20 多个省区、危害 20 余

种蔬菜的美洲斑潜蝇; 严重危害南方水稻和

其它作物生长并传播人畜共患疾病的福寿

螺 ; 以及严重危害我国林业 , 造成大片松树

死亡的松材线虫、松突圆蚧和湿地松粉蚧

等。

对我国生物资源和农林业危害最为严

重的外来入侵植物有 : 原产南美、现广泛分

布于我国 17 个省的上千条河道、20 余座水

库、10 多个湖泊 , 对农业、水产、电力、旅游

带来诸多危害的水葫芦 ( 图 1) ; 原产南美、

现分布于 20 个省区, 对农田和水生生态系

统构成严重威胁、对粮食、蔬菜和经济作物

带来 10%—40%产量损失的水花生; 以及严

重威胁西南地区宝贵生物资源、发生面积超

过 2 000 万公顷的飞机草和紫茎泽兰。上世

纪 60—70 年代引入我国的大米草在上海、

广东、福建、浙江对当地沿海滩涂的破坏也

不容忽视。近年来被称为“植物杀手”的薇甘

菊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成为又一典型案例; 北

美一枝黄花也已成为我国南方的新入侵物

种。

图 1 原产南美的水葫芦已广泛危害我国各类水体

应对外来生物入侵挑战 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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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外来有害微生物可直接危害人类健康。

口蹄疫、疯牛病等除对畜牧业带来毁灭性打

击外 , 对人类健康也产生了隐患 ; 爱滋病在

非洲和东南亚的迅速扩展蔓延更是对人类

生存的巨大挑战。原产于北美的入侵植物豚

草花粉是人类变态反应症的主要致病原之

一, 一些外来动物如福寿螺等是人畜共患的

寄生虫病的中间宿主, 麝鼠可传播野兔热。

除危及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

外 , 生物入侵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是全方位

的。在国际贸易活动中, 外来种常常引起国

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成为贸易制裁的重要

借口或手段。近年来我国出口美国的木制包

装品因光肩星天牛问题给我国外贸易带来

了重大的经济损失。疯牛病、口蹄疫曾一度

使关系良好的国家出现紧张局面。另外, 生

物入侵还被做为“生物武器”用于政治军事

领域。国际上有报道称生物入侵已成为在

21 世纪提前爆发的“生物大战”。 生物入侵

还可对本地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例

如 ,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 各民族特别是

傣族、苗族、布依族等民族聚居地区, 周围都

有其特殊的动植物资源和生态系统, 对当地

特殊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形成具有重

要作用。但由于飞机草、紫茎泽兰等外来入

侵植物的不断竞争并取代本地植物资源, 正

在无声地削弱这些民族文化的根基。

3 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与外来生

物入侵

每个国家在对外贸易的同时都不同程

度地输出或传入动植物, 国际贸易加速了世

界范围内的物种传播。自 1978 年改革开放

以来 , 外来物种进入中国的速度( 包括已经

入侵的物种) 正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而

增长。在过去的 10 年里, 中国 GDP 增长在

世界上是最快的, 进出口总值已从 1978 年

的 206 亿 美 元 增 长 到 2007 年 的 21 738 亿

美元。国际贸易的显著增长也预示着外来生

物入侵的巨大风险。同时, 我国工业和交通

设施的快速发展 , 包括大型工程建设 , 更为

外来种扩散、种群建立和潜在入侵生物创造

了条件。

3.1 逐年增多的对外开放口岸与交通业发

展扩大了入侵种的通道

对外开放口岸的增多加速了我国对外

贸 易 , 但 也 为 外 来 种 的 进 入 增 加 了 机 会 。

2007 年 我 国 有 258 个 对 外 开 放 口 岸 , 是

1987 年的 2 倍。进出海港的货物已从 1985

年的 3.1 亿万吨上升到 2006 年的 56.0 亿万

吨 , 潜在的入侵种很可能通过货运输入我

国。国际游客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带来外来物

种。中国国际游客的数量在 2006 年已达到

了 2 221 万, 是 1995 年的 4 倍。1990—2006

年间被我国口岸截获的有害外来危险性动

植物总数增长约 10 倍。

3.2 迅速发展的交通运输业为外来入侵种

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提供了便利

我国高速公路的总长度已从 1988 年的

1 000 公 里 增 长 到 2006 年 的 45 300 公 里 。

道 路 的 改 善 意 味 着 城 市 交 通 工 具 的 增 加 ,

2006 年私人汽车拥有量已达 2 333 万辆 , 而

1985 年仅为 28 万辆。国内航班的乘客数量

在 1978 年仅有 231 万 , 2006 年已达 14 553

万。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港口城市, 从上

海出发由公路进入内地的货物已从 1980 年

的 7 284 万 吨 增 加 到 2006 年 的 33 799 万

吨, 通过其它途径运输的货物量也有相似的

增长。

由于跨省的动植物检疫系统不完善, 外

来入侵物种通过国内交通传入其它地区的

机率很大。美洲斑潜蝇 1993 年 10 月第一次

在海南三亚发现之后, 很快被列为国内检疫

性害虫。但仅过两年 , 1995 年它已入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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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 , 现在更是遍布除西藏之外的所有地

区, 每年带来数亿元的经济损失。美洲斑潜

蝇的快速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被感染

的植物( 如蔬菜) 在国内的广泛运输。

3.3 我国大型工程建设与外来物种的扩散

与入侵

大量研究表明, 生态系统受干扰后, 外

来物种更容易侵入并建立种群。伴随着高速

增长的 GDP, 我国基本建设投资迅速上升 ,

因建设大坝、高速公路、铁路、桥梁等而造成

的生态系统的破坏日益严重。三峡大坝、南

水北调、西气东输等大型工程 , 可能为生物

入侵提供了大量的有利条件。

初步调查发现, 在三峡库区内有 55 种

入侵生物,其中原产南美的苏门白洒草分布

十分广泛。水葫芦被认为是世界上入侵性最

强的植物,在三峡库区也有广泛分布 , 这种

漂浮的大型植物能很容易地从附近众多河

流、小溪和运河进入水库。水葫芦一旦覆盖

水库, 很可能阻塞大坝闸门、破坏水利发电。

20 世纪 80 年代末, 水葫芦就曾对乌干达的

欧文水力发电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水花生

在三峡地区比水葫芦分布更广, 它在陆生和

水生环境中都能形成入侵,也将对水力发电

造成威胁。在我国南方雨季,水葫芦和水花

生经常阻塞河道, 影响排洪泄洪。

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将极大地缓解我

国北方的水资源紧缺。但是如此巨大的工程

也可能为入侵种,特别是水生和半水生植物

的扩散提供便捷通道。例如,已经遍及南方

各地的水花生有可能通过运河扩散到我国

中部和北部。最近调查发现, 该草已入侵黄

河北岸地区。

近年来, 我国铁路系统的发展加速了东

西部经济和文化联系, 但是也可能会助长物

种从东部传入西部。目前我国东部入侵物种

数量明显多于西部, 但随着青藏铁路和西气

东输等大型工程的建成, 一些东部物种可能

将向西扩展。入侵植物北美一枝黄花和豚草

等很可能快速侵入西部( 图 2) 。

另外, 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加剧了水体

富营养化,导致水生入侵植物如水葫芦和水

花生的生长。迅速发展的园林绿化使我国引

进了大量的外来草种,如果没有认真的风险

评估和管理,这些外来植物通过与本地种竞

争, 可加剧水分紧缺而带来的难以想象的后

果。我国仅在 1997—2001 年短短 4 年就引

进了约 150 种景观植物物种(120 种植物属,

30 种植物科)。“宠物热”使各种外来鱼、龟等

动物现已扩散到全国各地, 这些外来动物在

逃逸或被遗弃后一旦在野外建立种群, 形成

入侵, 很可能严重危害本地动物。

4 我国防控外来入侵生物的对策

4.1 立法与管理

近年来虽然我国已开始重视外来种入

侵问题并相继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国家目前

并没有专门针对外来种的法规或条例, 应迅

速制定防止外来种入侵法和入侵种管理法,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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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制高度规范对生物入侵的管理。由于外

来入侵生物威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仅靠个

别部门是不够的, 应成立包括农业、林业、环

保、海洋、贸易、检疫、卫生、国防、司 法 、教

育、科研等国家各主管部门在内的管理协调

委员会, 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全面管理外

来种。

立法时应充分考虑到入侵种传入的各

个环节, 针对每一传入途径制定相应的法制

管理对策。尤其是对生物引种( 包括动物、植

物、微生物和转基因生物) 、交通运输、国际

贸易、旅游等加强立法监管。例如, 从国外引

进植物应制订明确的、细致的管理规程, 对

引入目的、植物种类、引入地、种植面积、可

能的扩散地区等加强监管; 引进昆虫用作生

物防治或授粉昆虫等目的时, 也应严格审查

引进这些昆虫的目的、数量、释放地区和风

险分析评价报告, 既要防止引进的昆虫对本

地昆虫带来危害, 也防止它们自身变成新的

害虫。

4.2 公众参与和教育

防止生物入侵,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应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 提高全社会防范

意识, 使全社会参与到防止生物入侵的行动

中。应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

体广泛进行宣传教育, 使公众认识到生物入

侵的危害 ; 针对不同公众群体 , 制定特定的

宣传战略, 如大量印刷、发行、赠送关于生物

入侵的科普性文章、小册子 , 或制作生动活

泼的音像制品, 向旅游者提供有关信息和行

为建议, 使他们了解人类旅游与生物入侵的

关系, 防止旅游带来新的入侵种。在检验检

疫、生物引种、交通运输、国际贸易、旅游等

重点行业的职工中 , 应进行有针对性的教

育、培训工作。对外来种容易侵入的地区, 如

岛屿、湖泊、自然保护区等地的工作人员加

强入侵种防范意识, 提高他们对早期生物入

侵的警惕性。

4.3 风险评估与预防

对于生物引种, 在引入前应进行充分、

科学的风险评估预测, 谨慎引种。不仅要考

虑当前的生态及经济问题, 还应预测未来的

风险 ; 不仅要看经济利益 , 还要注重生态效

应 ; 不仅要考虑区域利益 , 更要顾及全国性

后果。引入后应加强监测, 释放后应不断跟

踪 , 如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有效对策 , 避免

造成大面积危害。应进一步加强边境海关检

疫和阻截作用 , 阻止新的入侵种入境 ; 加强

对入境的各种交通工具如列车、汽车、轮船

和旅游者携带的行李以及各种货物的检疫

工作, 防止无意带入外来生物。

4.4 已入侵物种的控制

目前国家针对绝大多数外来入侵种尚

未制定具体的预防、控制和管理条例 , 各地

在防治时缺乏必要的技术指导和统一协调,

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 但很多入侵

种的防效并不理想。已传入的入侵物种继续

扩散, 新的危险性入侵物种不断出现并构成

潜在威胁。国家有关部门应当针对重大入侵

生物 , 组成全国性的专家指导委员会 , 指导

所有侵入地区采取迅速的控制对策, 具体方

法包括人工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农业

防治、机械防治以及将这些方法结合起来的

综合治理措施。地区之间的行动还应当协调

一致, 清除入侵种后, 需要定期复查, 防止重

新入侵。入侵植物清除后的裸地应适时种植

本地植物, 促进本地群落生态系统尽早恢复

到自然状态。

4.5 科学研究与科学对策

加强对生物入侵的研究 , 明确入侵种

类 、分 布 、机 制 , 评 价 入 侵 种 带 来 的 生 态 危

害 , 研究控制对策和具体技术 , 是我国目前

解决生物入侵的关键。没有科学的研究结果

作为指导 , 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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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研究外来种的同时, 应充分研究、了解

本地生物种类, 在诸如退耕还林还草工作中

减少引进 , 尽可能利用本地种 , 发挥本地种

的作用。

4.6 信息流通与共享

国内目前在生物入侵方面的信息很多,

但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建议成立国家生物

入侵信息中心, 建设国家层面的信息库, 有

效利用国际互联网和局域网加强信息流通,

信息共享对预防和控制生物入侵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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