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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与应对策略研究

韦琦 杨洪兰

摘要：生态安全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一样，都是事关大局、对国家安全

具有重大影响的安全领域。外来物种入侵对全球生态已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外来物种

入侵研究是生态安全领域研究的重要方面。本文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进行了深入

探讨，同时提出了有效的应对策略。通过分析外来物种入侵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

和人类健康等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从监测预警、国际合作、宣传教育、生物控制和物

种管理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以期能为生态安全规划和部署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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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

速，外来入侵物种已成为全球需要共

同面对的重大生态安全问题之一。控

制外来物种入侵作为昆明-蒙特利尔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核心目标之

一，对支撑至少有效恢复 30%的生态

系统等具体指标的实现意义重大。

《自然》杂志 2021 年公布的研究数

据显示，1970 年至 2017 年间全球生

物入侵造成的经济损失累计约 1.288

万亿美元，年均 268 亿美元 [1]。中国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

家之一，也是受外来物种入侵影响最

严重的国家之一。截至 2019 年，入

侵我国的外来物种已超 2000 种，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物种超过 700 种。

2000 年以来，中国每年新发、突发

的外来入侵物种有 5 到 6 种，并且传

入速度还在不断加快。随着全球化进

程的加速，入侵物种扩散蔓延大有加

剧恶化之势，严重威胁我国生态安全，

严重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

展。入侵物种通过竞争、捕食、疾病

传播等方式，对本地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探讨

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及应对策略，对

于保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

境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外来入

侵物种防控还是以被动性防控为主，

主要采用检测后处理或监测后治理，

绝大多数处理手段都是被动性防控

[2]。探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应对策略

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精准系统的应

对策略对我国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具

有重要作用。

http://www.baidu.com/link?url=3FrJ97Sp2ERyajXKWUcIcf3G3pv3RiWr21bkm_vOkHFHNVejs67U69kjI1_KcZWMDGq1KzxCFVFMCYIudaBQfj4W2HXkKQnV5d3-Tkrl3vQNzsUQgetkgXaJNmVhmWZNwtU9wG2DLn1chwLZGekhdbG1jpZjF9CrWsjZGXNNoVgi-iUSTrwg-GJxnSUsb2gxcI99UwCcXb9dLzeZ34iwCQ_YpQnHwpO8RdrdJmdP5GjQa6rYACgAxA-I9s9ryJo20hqcoAcS0a_lUNsO7BEMY_
http://www.baidu.com/link?url=3FrJ97Sp2ERyajXKWUcIcf3G3pv3RiWr21bkm_vOkHFHNVejs67U69kjI1_KcZWMDGq1KzxCFVFMCYIudaBQfj4W2HXkKQnV5d3-Tkrl3vQNzsUQgetkgXaJNmVhmWZNwtU9wG2DLn1chwLZGekhdbG1jpZjF9CrWsjZGXNNoVgi-iUSTrwg-GJxnSUsb2gxcI99UwCcXb9dLzeZ34iwCQ_YpQnHwpO8RdrdJmdP5GjQa6rYACgAxA-I9s9ryJo20hqcoAcS0a_lUNsO7BEMY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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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

（一）威胁当地生物多样性

外来入侵物种可能会破坏当地

的生态平衡，威胁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外来入侵物种通过占据本地物种的

生态位，排挤本地种，改变种群、群

落或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生

态系统的单一或退化，并直接或间接

影响本地种的遗传多样性。具体威胁

如下：

1. 生态位竞争加剧

外来物种进入新环境后，可能会

占据与本地物种相似的生态位，导致

资源（如食物、栖息地、水分等）的

竞争加剧。这种竞争可能使本地物种

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以维持其种群

数量，从而导致其种群数量下降甚至

灭绝。以加拿大一枝黄花为例，加拿

大一枝黄花作为我国重点管理的外

来入侵物种，原产于北美，1935 年

作为观赏植物引进我国，20 世纪 80

年代扩散蔓延成为杂草。目前在浙江、

上海、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江

西等地已对生态系统形成威胁。该花

繁殖和生长能力极强，一株一年能生

产两万粒以上的种子，随风飘到哪里

长到哪里，缺乏天敌制约，适应性很

强，严重压缩本地植物、农作物生存

空间，导致资源竞争加剧。

2. 捕食与被捕食关系改变

外来物种可能会成为本地物种

的新捕食者，或者成为本地捕食者的

新猎物。当外来物种作为捕食者时，

它们可能大量捕食本地物种的幼体

或成年个体，导致本地物种种群数量

减少。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以入侵新

西兰、澳大利亚的物种亚洲桨蟹为例，

亚洲桨蟹原是亚洲中部及东部的原

生物种，亚洲桨蟹体积不大，攻击性

极强，对当地水中的海洋生物构成严

重威胁。不仅与当地螃蟹（如：兰花

蟹）竞争，还可吞食海湾中的各种贝

类和其他软体动物，直接改变了当地

捕食与被捕食关系，威胁当地生物 [3]。

当外来物种作为被捕食者时，它们可

能会消耗大量捕食者资源，降低本地

物种被捕食的压力，影响生态系统平

衡。

3. 疾病与寄生虫传播

外来物种可能携带新的病原体

或寄生虫，对本地物种构成威胁。本

地物种可能因缺乏对新病原体的抵

抗力而大量死亡，从而破坏生态平衡。

以非洲大蜗牛为例，非洲大蜗牛是我

国首批 16 种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也

是中国国家进出境二类检疫性有害

生物，是许多人畜寄生虫和病原菌的

中间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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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遗传侵蚀

外来物种与本地物种之间的杂

交和基因渐渗可能直接导致遗传侵

蚀 [4]。杂交后代可能不具备本地物种

的适应性特征，从而降低其生存能力。

此外，杂交还可能导致本地物种基因

库的污染，使其逐渐失去原有的遗传

特性。例如中国大豆，中国是大豆的

起源地和品种多样性集中地，有 6000

多份野生大豆品种，占全球的 90%以

上，近些年来，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兴

起，转基因大豆悄然种植，如果种植

转基因大豆外溢，野生大豆基因受到

污染，中国大豆的遗传多样性也会丧

失，其损失不可限量 [5]。除杂交和基

因渐渗导致的直接影响外，外来入侵

物种对基因多样性的影响也可以是

间接的,如通过改变自然选择模式或

本地种种群内或种群间的基因交流

[6]。

5. 生物群落结构改变

外来物种入侵可能改变生物群

落的结构和功能。一些关键物种的消

失可能导致生物群落崩溃，进而影响

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此外，

外来物种可能通过占据新的生态位、

改变食物链和营养级结构等方式，对

整个生态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入

侵我国的鳄雀鳝为例，鳄雀鳝原产于

美洲，性格凶猛，在水中无天敌，进

入养殖水域会捕食养殖种，进入自然

水域改变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严

重影响本土种生存。

6. 经济与生态服务损失

外来物种入侵可能导致当地生

态系统的经济价值下降。例如，渔业、

农业和旅游业等产业可能因生态系

统破坏而受损。此外，外来物种还可

能破坏土壤结构、水质和空气质量等

生态服务，对人类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以入侵我国的水葫芦为例，水葫芦又

叫凤眼蓝、水浮莲，是一种原产南美

洲的水面浮生植物。水葫芦根系发达，

会迅速繁殖，到一定的数量时会限制

水体的流动，同时还会覆盖水面，导

致水体会因为无法受到阳光的照射

而发臭，水葫芦会减少水中的溶氧含

量并抑制浮游生物的生长，导致水下

的动物(如鱼类)会因为难以呼吸而

出现大量死亡的现象，而死亡的动物

腐烂后会严重污染水质，会对环境、

运输、水产养殖、旅游等造成严重经

济损失 [7]。

7. 生物入侵的累积效应

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往往具有

累积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物

种可能逐渐适应新环境并扩散到更

广泛的区域。以入侵我国的红火蚁为

例，红火蚁原产于南美洲的巴西、巴

拉圭和阿根廷的巴拉那河流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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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红火蚁入侵了我国 11 个省份的

281 个县。然而，到了 2023 年，这

一数字已跃升至 12 个省份的 625 个

县，短短 7 年内新入侵了 344 个县市

区，其扩散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8]。红

火蚁入侵具有明显累积效应。此外，

一些入侵物种可能与其他外来物种

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生物入侵网络，

进一步加剧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二）破坏生态环境，威胁农业生产

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农业损失

是不可估量的，以薇甘菊为例，薇甘

菊被称为“生态杀手”，一旦扩散开

来，就能迅速覆盖农田，导致农作物

无法生长，1 株薇甘菊就能毁掉 1 亩

农田，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9]。除此之外，像福寿螺、烟粉虱等

等，这些外来入侵物种会直接导致农

作物减产、质量下降，严重威胁我国

粮食安全。

（三）危害人类健康

外来入侵物种除了会对生态环

境造成危害外，某些外来物种，还可

能会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例如我们熟

知的杀人蜂，还有引发人类的过敏反

应的豚草等植物的花粉 [10]。

二、应对策略研究

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是显而易

见的，防控就显得至关重要。一般而

言，由于入侵物种的源头都是在境外，

通常防控上采取以防为主，以治为辅

的策略。要实现精准防控，可以在防

控策略上下功夫，采取全流程的精准

防控策略，主动出击，防控并存。具

体如下：

（一）源头：建立完善的监测预警机

制

入侵源头是外来物种的发源地，

也是入侵全程防控最易被忽略的部

分和最难防控的环节。但随着外来入

侵物种的不断扩散，很多已经被侵入

定殖的区域会转换为新的外来物种

入侵源头，即发生桥头堡效应 [11]。例

如草地贪夜蛾原产于美洲，2016 年

入侵非洲，进一步以非洲为桥头堡入

侵亚洲，2018 年传入印度和斯里兰

卡等亚洲国家，之后以南亚为桥头堡

在 2019 年传入中国 [12]。基于此，源

头管理上，应建立完善的监测预警机

制，主动出击，及时了解外来物种的

入侵的新动向、新情况，对高风险物

种进行重点监测和预警，建立名目和

清单，建立地区分区管理制度。此外，

对预警重点地区中的进口品进行清

单重点检疫。

（二）过程控制：建立应急响应机制

对于已经外溢的高风险外来入

侵物种，则需要建立应急响应机制，

尽快降低入侵物种种群密度，防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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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繁殖。应建立高效、精准、严密的

入侵物种防控体系，建立最严格的目

标责任清单和响应机制。

（三）后期：联防联控、信息共享

对于已经大量外溢的高风险外

来入侵物种，并在入侵地区长久生存，

将其从生态系统中完全移除已经是

不太可能实现的，应该建立联防联控

机制，对外发布，实现信息共享，最

大限度的延缓和防止区域二次外溢，

最大可能地将其防控在一个固定区

域，并降低其对环境的影响。探讨通

过生物控制等方法，如引入天敌等，

研究入侵物种控制的方法和补救措

施。同时，应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宣

传和教育。

三、结论

外来物种入侵对生物多样性、生

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我们应该采取一系列的综合措

施来应对这一问题。在源头方面，应

该建立完善的监测预警机制，在过程

控制中，应该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在

后期防控，应该建立联防联控机制、

实现信息共享。当前，传统生物安全

问题和新型生物安全风险相互叠加，

境外生物威胁不断加剧，很多入侵物

种表现出新的特点，这要求我国不断

提升生物入侵防控策略，以主动、系

统、精准、高效地防范外来生物入侵。

但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地方对于

外来入侵物种通常采用“一刀切”的

做法，动辄开展全民扑杀运动，恨不

得将外来入侵物种彻底赶尽杀绝。总

体来说，对于外来入侵物种，如果它

不影响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不会给生

态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们都应该

“让自然、给自然、以自然”，亦即

“你别管它”，让它自然地淘汰、进

化和演化，自然地生存发展就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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