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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鳄雀鳝和福寿螺在我国属于外来物种，因缺乏有效天敌，一个被赋予了能
“吃光一片水域里所有其他鱼类”的凶残属性，一个成了稻田杀手和寄生虫携带
者，引起了一系列“生态安全恐慌”。本文以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生态入侵物种
案例为切入点，对生态入侵防治及生态恢复提出了建议，希望通过加强生物防治，
遵循生态恢复四原则，有效应对物种入侵问题，做好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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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底，河南汝州城市中央公园抽干湖水，耗时约一个月捕获鳄雀
鳝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随后,我国多个城市也陆续被报道发现了鳄雀鳝的踪迹。
一时间，人们似乎谈之色变。

鳄雀鳝到底有什么来头？为什么人们为了抓住它甚至不惜“抽干一池
水”？鳄雀鳝原产于北美洲，是一种淡水巨型食肉鱼，以长着神似鳄鱼头部的脑
袋，且生性凶猛，善捕其他鱼类而闻名。鳄雀鳝往往被作为“异宠”贩卖至其他
国家，在被作为“异宠”饲养、观赏一段时间后，又被饲养者随意抛弃，或者在
野生水域被随意放生。鳄雀鳝进入自然水体后，土著鱼类会被大量捕食，从而导
致水生生物多样性降低，危害生态安全。

外来入侵物种优选生物防治
鳄雀鳝在我国属于外来物种，因缺乏有效天敌，被赋予了能“吃光一片水域

里所有其他鱼类”的凶残属性。这也是汝州大动干戈对其围捕的重要原因。但从
生态角度来讲，如此围捕鳄雀鳝是否得不偿失？

作为鱼类，鳄雀鳝产卵数量一般都是比较多的。它们的实际繁殖能力取决于
其在自然界中的产卵数量，产卵后它的生境以及产卵期间的鱼卵和幼鱼阶段的自
然天敌等因素共同决定了鱼类繁殖的规模。鳄雀鳝在中国属于外来物种，中国的
水域环境缺乏其在原生环境中诸如美洲鳄、大型猛禽和水獭等天敌，所以倘若自
然环境接近，它在中国的繁殖水平，通常会高于它的原产国和原产区域。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在我国已经多年存在并大范围繁衍的福寿螺。40 年前，
原产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福寿螺，被辗转引入中国大陆，是作为食物引入的。
后来逃逸野外，由于其生命力顽强，能生、能吃，成了臭名昭著的外来入侵物种。
2005-2006 年，北京一个名叫“蜀国演义”的餐厅，使用福寿螺烹饪时为追求嫩
嫩的口感未将其充分煮熟，导致不少食客感染寄生虫生病。再往后，逐渐产生了
一种论调，“每只福寿螺至少有 3000 条寄生虫，最多多达 6000 条寄生虫”，并
被各大主流媒体争相引用，就连一些地方的疾控中心等令老百姓非常信赖的信息
源，也时不时以诸如“千万别吃”、“一只福寿螺多达 6000 条寄生虫”为大标
题，令人望而生畏。

那么该如何对待外来入侵物种呢？笔者认为，对于外来物种的防治，应加强



生物防治，采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自然是人类生存和良好生活的基础”，
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事实，不仅会使社会陷入某种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经济增
长模式，还会错失有效利用自然解决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防灾减灾等重大社会
挑战的机会。具体到某个具体的项目，如果不科学的、过度的人为干扰自然，则
会给生态带来负面效果。

比如，在中国十大淡水湖之一的梁子湖大规模开展水草种植活动，这种引入
全国各地各个品种草籽的方式，可能存在生物入侵、生态位调整和生态位侵占的
巨大危险。且这种大规模的人工干预，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扰动，这类活动需经过
十分审慎的科学研究之后方能进行，特别是要站在大尺度上去看——站在宏观
的、长江流域的角度上去看，研究湖泊的历史演替的规律性，审慎行事。同样，
抽干湖水进行围捕（或用电鱼和撒石灰消杀）的做法过于偏激，整个生态系统因
人为施加干预而产生诸如对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影响。自然水域里的微生物、水
草、水生生物等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抽水的过程中，管道对水生生物、整个
水域底部和堤岸都会带来较大的环境变迁和冲击，势必会破坏水中的生物多样
性。

尊重自然，除了尊重自然本身，也应该尊重自然的过程。在应对福寿螺方面，
由于近几年福寿螺在中国水域的广泛存在，已有大批的中国本地物种开始以它为
食，和福寿螺构成新的生态系统的供求关系，来实现对这一外来入侵物种的有效
防控，这是自然生态本身不断适应和调整的一个过程，人们应该给与这个过程一
定的时间和空间，尽量采取物理的、生态的解决方案，来协助这一过程不断向好
发展，比如有些地区利用福寿螺卵在水中无法存活的特点，采取将卵冲入水中的
做法，取代大量使用化学药剂，在遏制其大量繁殖的同时，也有效地减少了化学
污染。

虽然并非每一个外来物种都可以在短期内行之有效地实施生物防治，但总体
上来说，生物防治应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作为一个非常积极有效的优选方案予
以重视并考虑。

生态恢复四原则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不断深入，现在全社会各领域的生态意识均得到了

空前提升。那么包括生态入侵在内的某些已经受损的生态，我们应该如何科学有
效的恢复呢？笔者认为，应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分别为节约原则、自然原则、
有限原则和系统原则。

首先是节约原则：这也是最基本的原则。因为人类在开展生态工程建设或恢
复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每一滴水，每一度电都是有生态代价的，生态代价就是对生
态造成的负担。如果能做到节水、节电、节省人力、节省材料，就是对生态的重
大保护。节约即是最大的环保。

其次是自然原则。我们需要按照自然的规律进行生态修复。如果能基于本土
的自然长出草来，则不应种植人工草坪，如果能让自然长出树来，我们就要减少
人为种树。当今大量整齐划一、系统的铺地种树工程，看起来赏心悦目，其实是
违反自然规律的。自然原则并不等同于对自然放任不管，而是在尊重自然的同时
积极地参与自然。比如面对河流溃堤、河底暴露带来的大规模沙尘暴，则不能袖
手旁观，而应该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进行人为的参与。

第三是有限原则。以水质治理为例。对天然河湖水质的治理，一定要达到饮
用水的标准才能叫合格吗？高标准的治理不一定是科学的治理，因为它同样意味
着更多的消耗和投入，反而会增加自然的负担。因此，治理要根据其自然特征和



客观需要进行有限治理，做到适当、适度即可。
第四是系统原则。它包括系统治理和整体把握。在对一个地方进行治理和修

复的时候，要考虑到其周边的环境，再确定其治理、修复的强度以及最后的标准。
比如城中心和郊区，对有害的物种的治理强度会有所不同。同理，在生态脆弱区
或关键区的排污等环保标准也会有所差别。系统治理和整体把握，意味着要充分
考虑到对整体生态（而非某个局部）的影响。

结语
2003 年《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发布至今，已经发布了四批共 71 个物种，

鳄雀鳝尚未被列入名单中。2021 年 4 月 15 日《生物安全法》正式施行，其中明
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并
要求制定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和管理办法。2022 年，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门制定
《关于印发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总体方案的通知》，对 10 种主要的外来水生生物
进行全国性普查，其中就包含了鳄雀鳝。

随着自然原因或人为原因导致的物种流动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加大，外来物种
入侵，也会成为较常态化或频发的态势。在法律规范和约束的基础上，加强对外
来物种管理的同时，也需要通过更加契合时代发展生态原则，为做好绿水青山保
护提供更多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