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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外来物种入侵及其对策

沈吉丽
宁夏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 宁夏 银川 750004

摘� 要：随着世界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由于近些年我国的

飞速发展，受到外来物种入侵的程度愈发严重，给我国的生态、社会造成危害，外来入侵物种如果没有被及时控制和

解决，会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本文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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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物种入侵主要是指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物种通过

人为或者自然传播的方式进入到我国的生态环境中，并

在我国的生态循环中生存、循环下来，成为我国生态环

境中的主体物种，并对我国其他物种的生存造成威胁，

这样的过程就被称为外来物种入侵。外来物种所包含的

内容甚广，细菌、病毒、昆虫、植物等都有可能造成物

种入侵。入侵物种通过各种途径对当地生态造成破坏，

损害当地的经济。外来物种入侵是破坏生态环境的最主

要原因，对入侵物种的管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需要多方合作，共同努力才能保护好生态环境。

1 外来物种入侵现状

根据对相关部门所发布的信息研究中发现，我国现

存的外来入侵物种已经多达四百余种，对我国造成严重

危害的也有一百多种之多，在这其中，紫茎泽兰、飞机

草、松材线虫等所造成的危害极大。比如松材线虫病首

次被发现是在1982年，松材线虫极其微小，体长约为0.7
毫米，肉眼无法观测。松材线虫侵入树木后，会引起树

木针叶失水褪绿，然后整株枯死，也有侧枝枯死现象，

针叶不易脱落呈现红褐色，通常当年发病当年死亡，少

量翌年死亡。松材线虫病是一种毁灭性植物疫病，最快

40天就可导致树木死亡，2-3年可造成大片松林死亡，是
巨大的生态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松材线虫

可以通过人为和自然两种传播方式，传播速度快，繁殖

能力强，这种物种的入侵给我国的松属植物带来了很大

的伤害，想要防控这种疫病，要做好严格检疫、疫情监

测和信息上报工作，及时发现，及时清除[1]。

2 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

2.1  造成当地生物多样性锐减
外来物种在入侵地生存是要通过与本地物种竞争的

方式才可以活下去，因此在竞争的过程中会占据本地物

种的生存空间、与本地物种抢夺食物、通过一些手段

去抑制本地物种的生长，而且物种入侵与人们对自然环

境造成的破坏不同，外来物种的入侵所造成的伤害是持

久的，因为一旦外来物种对当地形成入侵，即使停止对

外来物种的引进，也无法彻底让外来物种消失，已经进

入我国的外来物种会通过繁衍不断的发展下去，对外来

物种进行控制和清除工作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在这个

过程中对我国本土物种所造成的伤害和灭绝是无法转圜

的。一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是长期自然发展所形成的。

由于近些年来，人们大力发展经济，破坏自然环境，截

止到20世纪末，在地球上已经灭绝了近百种生物，而造
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外来物种入侵

是第二大因素[2]。我们要认识到，能够入侵成功的外来物

种，本身的生存、繁衍能力就要比一般物种强，先天的

竞争优势让它们摆脱了原生地的制约，在入侵地疯狂繁

衍生长，侵略当地的生态环境，攻击原有的物种，抑制

原有物种的生长，最终让入侵地只存在外来物种这一单

一物种，破坏生态循环。

比如飞机草和紫茎泽兰，原产地在中美洲，最早出

现在我国的云南地区，从中缅、中越边境开始入侵，直

到现在已经遍布我国的云贵川等地区，在飞机草和紫

茎泽兰出现的地区普遍都是单一的植物群落，其他生物

被抑制生长甚至消失。外来物种入侵对当地生物多样性

所造成的破坏是很难恢复，甚至是不可逆转的，物种入

侵会加速当地物种灭绝的脚步，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紫茎泽兰的适应性很强，对当地物种入侵的危害严重，

紫茎泽兰会在很大程度上侵占农田，而且会抑制种子的

生长，是当地一些原有作物生长缓慢甚至不再生长。而

且紫茎泽兰的繁殖能力极强，它既可以通过种子进行繁

殖，也可以无性传播，传播速度快，只要接触到土地就

可以存活，它的种子落到土壤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

可以萌芽生长，因此很容易在我国泛滥成灾。最重要的

是紫茎泽兰毒性强，它的存在对人和牲畜的健康有着很

大的影响，人接触紫茎泽兰时间过长后，会头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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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甚至中毒。因此对于紫茎泽兰的防控就必须要及

时，发现一个挖一个，防止其繁衍，在挖除之后可以种

上优质牧草，因为牧草适应力强，生长速度较快，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紫茎泽兰的传播。

2.2  当地生物丧失遗传多样性
生态环境中不同物种群体之间、同一物种群体不同

个体进行遗传变异的总和被称为遗传多样性。遗传多样

性是确保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球上的生物

之所以能够丰富多彩，重要原因就是生物基因遗传的多

样性，通过基因遗传，人们可以培育品质更加优良的品

种，用来提高产量，给人们创造更加优渥的生活。但是

外来物种会导致入侵地物种减少，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

必然会造成遗传基因的锐减，从而让生物多样性受到影

响。除此之外，外来物种还会让入侵地的物种群体破

碎，出现近亲繁殖等现象，造成生物出现问题，比如生

存率低、环境适应性不强。外来物种与当地物种进行杂

交会影响新生物种的品质，造成遗传污染。例如2-4月是
我国北方外来物种虾夷扇贝的繁殖期，楷孔扇贝是4月到
6月，在这个期间可能两个物种会产生杂交，因为实验已
经证明两种贝类杂交能产生后代，如果杂交产生的后代

再与其他贝类进行繁殖，势必会对其他贝类产生更加严

重的遗传污染，当这样长期发展下去，遗传多样性受到

破坏。

2.3  破坏景观自然性
外来物种的入侵会破坏当地自然景观的完整性，对

入侵地的自然植被造成冲击，景观呈现破碎化状态。比

如原产地在美洲的仙人掌，在我国明朝末期被引入，在

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形成群落，这种群落生存力极强，

发展到现在，原来存在的天然植被已不见踪影，特别是

外来的藤本植物，会对当地原本茂密旺盛的丛林植被造

成很强的破坏。当入侵物种占据当地灌木物种的生存空

间后，其他的乔木没有生存空间，最后会导致当地只有

层次单一的低矮植被。外来物种造成当地景观破碎的同

时，也会推动生物灭绝率提升，加剧生物灭绝的速度。

2.4  入侵防治技术落后
我国部分地区除了对外来物种入侵意识薄弱之外，

对物种入侵防治技术也比较落后，缺少科学合理的理论指

导。特别是对于什么物种会对当地形成入侵、为什么会被

入侵是当地要思考的比较重要的两个问题。只有能够对

外来物种的危害有足够的了解与掌握，熟悉外来物种的

具体特征，才能制定合适的措施对外来物种进行预防、

控制、管理。部分地区无论是对外来动物物种入侵还是

外来植物物种入侵都存在很大的技术不足，理论研究较

少，理论基础薄弱，从而对入侵物种的技术控制落后。

3 入侵途径

外来物种对一个地区的入侵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种

路段进行，包括：有意引入、无意引入、自然传播和基

因交流。有意引入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效果或目

的，对其他地区或者国家的物种引入到物种无法通过自

身所到达的地域，这种行为可以是经过授权，也可以是

未授权的。有意引入是造成我国百分之五十外来物种入

侵的原因。无意引入是指人们到了某个地区，当地的物

种在人们无意的情况下，以人类为媒介，通过附着在人

们衣物上或者随身物品上等手段，被带到自身传播无法

到达的区域，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并不是有意引入的。

比如松材线虫，它的原产地是北美洲，刚开始就是通过

一些进口货物使用木质包装，松材线虫存在在这些包装

上，随着运输，到达中国。自然传播是指一些外来物

种，通过风、河流、动物等一些自然现象传播到其他地

区。比如在我国泛滥成灾的紫茎泽兰和飞机草就是通过

自然传播的方式进入到我国。基因交流更多的是存在在

植物之间。在进行基因交流的过程中，本地种会给入侵

种输入基因，也可能是入侵种输入基因给本地种，还有

一种可能是双向传递，在这个过程中，本地种可能会因

为基因交流而灭绝，即使在基因交流的过程中会有一些

杂交的后代生存下去，也可能由于各种因素被生殖隔

离，而入侵物种本身生存力就要优于本地物种，在基因

交流的过程中就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取代本地物种，在当

地形成单一的物种群。

4 对策

4.1  建立早期预警
外来物种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入侵是有一段潜伏期

的，如果人们能在最初的入侵到最后的爆发中间的这个

过程中，对入侵物种做好控制，完善早期预警的相关

工作，那么就能够更好的控制有害外来物种的入侵速度

和入侵程度。因此，国家和地方应该做好外来物种的早

期预警工作，相关单位对外来物种的入侵做好跟踪监控

工作，建立档案库，如实记录外来物种的相关资料和数

据，定时更新数据库，定期对社会公布外来物种入侵情

况，做好协同配合工作。

4.2  加大宣传，提高认识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外来物种入侵的根本

原因是人们在有意或者无意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主要是

因为人们对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程度认识不足，没有

意识到这种行为会给国家、社会以及个人造成多大的伤

害，因此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必然要加大对有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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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物种入侵危害的宣传，提高人们对物种入侵的认识。

许多人总是认为，国外的月亮比国内的圆，觉得本土物

种没有国外物种优秀，因此并不重视发现国内的优秀物

种，而去盲目引进外来物种，特别在一些生态建设上，

盲目引进外来物种后又不重视对其进行管理，造成外来

物种疯狂繁衍，入侵本地物种。因此，我们要通过加大

宣传力度，提高人们对物种入侵危害程度的认识去避免

这种局面出现。具体做法可以参考以下三点：一、进行

针对性的教育与宣传，比如交通运输行业、旅游业等相

关人员，针对这些经常性要出国的人制定宣传教育方

案，提高人们对外来物种的警惕心。二、加强生态意

识。现在是物联网时代，可以利用好网络手段，通过

新媒体等传播媒介让人们不断提高生态意识，在潜意

识中形成要保护环境的想法。三、加强专业人员的思想

教育。对于一些与外来物种入侵研究相关的专业人员，

特别是实验参与人员，要定期组织他们学习生物相关知

识，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提升人员的安全防范和应对

能力。

4.3  健全法律法规
针对外来物种问题，我国应该制定和完善法律法

规，形成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法律去规范物种引进，通过

借鉴其他国家关于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法规，去形成更

符合我国的发展现状和国情的法规，加强对外来物种的

控制，从源头去解决问题，规范相关程序，明确各个相

关机构在管理外来物种入侵过程中的角色和责任，落实

到具体部门，一旦由于人为原因造成外来物种入侵时，

要依据相关法律去追究个人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去提

高相关机构的管理力度，防止在工作中有不作为的行为

发生。因为外来物种入侵一旦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和解

决，那么所造成的后果和经济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因此

除了要做好事前控制之外，形成责任追究的相关机制也

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原有的关于物种入侵的法律法规并

不能很好的防止外来物种入侵问题，主要是因为没有让

生态破坏者承担事后修复、承担起责任的具体规定，造成

物种入侵的相关人员必须要承担起清除和补救的责任。

4.4  加强技术研究

国家和相关机构要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理论和技

术研究，对于一些会对生态系统形成威胁的入侵物种要

防止引入、控制和清除[3]。我国对外来物种的研究起步

晚，也是由于监管力度不足，才导致近些年来我国受外

来物种入侵的困扰越来越严重。我国对外来物种入侵的

研究应该着重放在物种入侵的原因、危害和措施上，做

好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对于外来的入侵物种，最理想

的做法就是能够彻底从入侵地将其清除，以避免在日后

大肆繁衍，但是依靠现在的技术手段，外来物种是很难

清理干净的，这也是未来研究应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技术

手段的重要方向。最后，要加强外来物种入侵的基础设

施研究，因为外来物种入侵问题是近十几年才被慢慢重

视起来，因此研究条件缺乏，而开展外来物种入侵相关

所需的实验条件与一般研究还不同，因此，加强基础设

施条件的建设十分关键。

结束语

我国农业经济占据国家经济的绝大部分，稳定的生

态环境是确保国家良好经济效益的前提，外来物种入侵

问题的进一步恶化会给农业带来沉重的打击，因此本文

针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根据我国的

外来物种入侵现状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希望相关的研

究人员和机构能够提高对外来物种入侵危害的认识，加

大研究力度。与此同时，国家除了要加大对外来物种控

制技术研究的投资力度，还要进一步做好基础控制设施

的建设，做好人为引进外来物种的预防工作，进一步跟

想要引进外来物种获得经济效益的人明确引进物种所要

付出的代价。总而言之，新时代做好外来物种入侵的相

关防范和控制工作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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