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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因外来生物入侵而引发的生物灾害和生物安全问
题，已成为全球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据美国、印度和南非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称，他们每年因外来生物入侵而造成的，不包括无法计算的
隐性损失在内的经济损失分别达1380亿美元、1200亿美元和980亿美元。
在我国，仅烟粉虱、紫茎泽兰、松材线虫病等儿种外来入侵生物，每年给农林牧渔业生产造成的直接
经济损失就达574多亿元。
　　目前在我国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发现了外来入侵生物。
据统计，入侵我国的外来生物已达400余种。
近十年来，新入侵我国的外来入侵生物至少有20余种，平均每年递增1～2种。
更值得我们引起重视的是，其中有些外来入侵生物是被当作有益生物而有意引进的——在我国目前已
经造成危害的107种外来入侵生物中，有62种最初是被当作有益生物引进的，例如：号称“植物杀手”
的“一枝黄花”，最初被当作庭院观赏植物引入的；严重破坏沿海生态、外号“食人草”的大米草，
是从英、美等国引进以保护滩涂的；现在南方稻区肆虐，为害水稻的福寿螺，是作为可食用的动物蛋
白资源而引进的⋯⋯　　这些现象的出现，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因为人们对新生物资源的兴趣和追
求，而使有害生物入侵“有机可乘”，但从更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则是由于我们缺乏起码的生态学知
识，缺乏起码的法制观念，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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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因外来生物入侵而引发的生物灾害和生物安全问
题，已成为全球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据美国、印度和南非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称，他们每年因外来生物入侵而造成的，不包括无法计算的
隐性损失在内的经济损失分别达1380亿美元、1200亿美元和980亿美元。
在我国，仅烟粉虱、紫茎泽兰、松材线虫病等儿种外来入侵生物，每年给农林牧渔业生产造成的直接
经济损失就达574多亿元。
　　目前在我国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发现了外来入侵生物。
据统计，入侵我国的外来生物已达400余种。
近十年来，新入侵我国的外来入侵生物至少有20余种，平均每年递增1～2种。
更值得我们引起重视的是，其中有些外来入侵生物是被当作有益生物而有意引进的——在我国目前已
经造成危害的107种外来入侵生物中，有62种最初是被当作有益生物引进的，例如：号称“植物杀手”
的“一枝黄花”，最初被当作庭院观赏植物引入的；严重破坏沿海生态、外号“食人草”的大米草，
是从英、美等国引进以保护滩涂的；现在南方稻区肆虐，为害水稻的福寿螺，是作为可食用的动物蛋
白资源而引进的⋯⋯　　这些现象的出现，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因为人们对新生物资源的兴趣和追
求，而使有害生物入侵“有机可乘”，但从更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则是由于我们缺乏起码的生态学知
识，缺乏起码的法制观念，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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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集双，土家族，1962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生态学博士，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外来入侵
生物控制省级研发中心主任，浙江省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专家组组长；主要从事植物病毒病害和外来入
侵生物诊断与综合利用研究，近年来主持这一领域国家863项目、浙江省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20余项，完成发明专利15项；.现为浙江理工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
　　姜永厚，1971年生，博士，助理研究员，浙江大学昆虫学专业毕业。
研究生期间从事昆虫群落生态学和转基因植物的环境安全性研究，参与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973项目4项，发表论文十余篇；现工作于浙江理工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主要从事教学和动物病毒的分子检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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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动植物引种中带入如毒麦是随小麦引种传人我国的，它与小麦的形态极为相似，很易混杂于引种
的小麦中。
　　旅游者带入我国海关多次从入境人员携带的水果中查获地中海实蝇、橘小实蝇等；北美车前也可
能是黏附在旅游者的行李上而传人我国的。
　　自然入侵是指由于风力、动物携带等引起的入侵，这种入侵多发生在相互接壤的邻国或相邻地域
之间。
尽管自然入侵不是人为因素导致的，但也多少与人活动有关，因为入侵地须具有足够的可入侵性，入
侵地往往是一些生态空位，而这些生态空位往往是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发、滥用资源，造成原有生态平
衡破坏或生境改变而形成的，例如紫茎泽兰是从中缅、中越边境自然扩散人我国的，而薇甘菊可能是
通过气流从东南亚传人广东；稻水象甲也可能是借助气流迁飞到祖国大陆，借助风、空气、水流等大
自然的力量，一点点向四处扩张。
　　此外，有的入侵生物并不是只通过一种途径传入，可能有两种或多种途径交叉传人，在时间上并
非只有一次传人，可能是两次或多次传人。
多途径、多次数的传人加大了外来生物定植和扩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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