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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植物有害生物入侵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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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外来植物有害生物传入我国蔓延危害的主要特点、发展态势及潜在风险。我国

防范外来植物有害生物入侵，主要存在管理体制、法规制度、检疫手段和技术、人员素质和资金

投入等诸方面问题。加强植物检疫职能、整合检疫管理力量、构建快速反应机制、确保安全服

务贸易等是有效防范外来生物入侵的重要组织步骤；完善植物检疫立法和管理体制、重视技术

标准研制和采用国际标准惯例、加快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和重新确定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改进

植物检疫检验手段和技术、加强非疫区和非疫生产基地建设、设立植物检疫专项基金、加强国

际合作与交流等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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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外来植物有害生物跨国界传播问题日益
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其治理给予了高度关注。

一般认为，防范外来植物有害生物入侵，一是严格

口岸检疫防止其传入国境，二是加强监测预警以

便及早发现，三是一旦发现传入采取有效措施控

制扑灭。我国加入 ＷＴＯ为国内农业和其他各行
各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但日益频繁的贸易

交往和物流对我国防范外来植物有害生物入侵、

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负面影响和危害提出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１］。我国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防范外

来植物有害生物入侵给予了高度重视，国家财政、

植物保护工程、重大基础科学研究（９７３）和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等项目给予了倾斜，大批
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科技工作者启动了相关研究

工作。作者以外来植物有害生物传入我国蔓延危

害的严峻形势和我国植物检疫管理体系的现状为

背景，就我国防范外来植物有害生物入侵的主要

问题进行评述，并提出应对外来植物有害生物入

侵的对策和建议。

１外来植物有害生物入侵的现状
１．１危害现状与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植物、植物产品的进出口

数量迅速上升，国内地区间农产品调运日趋频繁，

一些危害性极大的有害生物相继传入国内。１９８７
年福建漳州发现香蕉穿孔线虫 Ｒａｄｏｐｈｏｌｕｓｓｉｍｉｌｉｓ
传入（１９９２年该虫疫情被扑灭）；１９８８年河北唐
山发现稻水象甲 Ｌｉｓｓｏｒｈｏｐｔｒｕｓｏｒｙｚｏｐｈｉｌｕｓ传入；
１９９４年海南、广东发现美洲斑潜蝇 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ｓａｔｉ
ｖａｅ传入；２０００年广东发现椰心叶甲Ｂｒｏｎｔｉｓｐａｌｏｎ
ｇｉｓｓｉｍａ传入；２００１年广东、福建等地又发现香蕉
穿孔线虫传入等［２，３］。

我国外来植物有害生物的传入蔓延和发生危

害呈现六大特点：一是传入数量上升，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１种，８０年代２种，９０年代上升到１０种；二
是传入频率加大，８０年代前８年传入１种，９０年
代以后，从每３年传入１种，到每２年传入１种，
每年传入１种，１年传入多种。外来植物有害生
物传入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频率越来越高；三是

扩散蔓延迅速，稻水象甲自１９８８年在河北唐山首
次发现传入后，该虫已扩散蔓延到１０个省（市）。
美洲斑潜蝇自１９９４年在海南、广东首次发现传入
后，该虫已扩散蔓延至３０个省（区、市）；四是危
害范围扩大，１９９４年海南、广东等地发现美洲斑
潜蝇传入，危害面积只有２８０ｈｍ２，目前该虫危害
面积已达２７３万ｈｍ２；五是经济损失严重，例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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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穿孔线虫可造成４０％ ～８０％的产量损失，严重
时造成绝收；美洲斑潜蝇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４８亿元人民币；六是防除成本巨大，１９８８～１９９６
年仅国家财政投入用于外来植物有害生物封锁控

制的农业专项经费就达２８００万元人民币。
１．２发展态势及风险
１．２．１贸易放开，风险加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特别是加入 ＷＴＯ和全面对
外开放，进出口农产品贸易日益频繁，从境外引进

植物种质资源和种苗繁殖材料的种类、批次、数量

增加，国内地区间植物、植物产品的调运更加频

繁，大大增加了外来植物有害生物传入蔓延和发

生危害的风险［４］。全国农业植物疫情三年普查

结果表明，新发现１７种外来植物有害生物，除稻
水象甲、香蕉穿孔线虫等检疫性有害生物外，还有

目前对其发生范围和危害特点并不十分清楚的新

病虫，发生危害涉及多个省（区、市），危害寄主多

达３００余种植物。仅香蕉穿孔线虫就有２９个市
县发生，每年导致经济损失１．２亿元人民币。
１．２．２生态复杂，控制困难：为扑灭１９８７年传入
的香蕉穿孔线虫，采取了销毁病株、土壤消毒、土

地休耕等措施。为控制１９８８年传入的稻水象甲，
采取了“治内控外的策略”，发生区实施压低虫源

控制危害，同时设检查站封锁发生区，严禁带虫物

品外运。对其他新发和突发的外来植物有害生物

也采取了封锁控制措施。多年实践证明，我国幅

原辽阔，生态环境复杂，外来植物有害生物一旦入

侵和定殖，很难彻底扑灭和封锁控制。改革开放

以来，尽管对国内新发和突发的多种外来植物有

害生物实施了有效检疫措施，但除１９８８年传入的
香蕉穿孔线虫疫情被扑灭外，其他外来植物有害

生物均未能彻底封锁、控制和扑灭。

１．２．３新发疫情，影响经济：外来植物有害生物
入侵造成的新发和突发疫情不仅导致农林业生产

巨大损失，而且严重影响经济贸易发展。一是阻

碍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二是由于国内已有

疫情发生分布，也不能阻挡国外农产品冲击我国

市场。日本曾以水稻疫情禁止我国北方稻草及稻

草制品出口日本，美国曾以桔小实蝇疫情禁止我

国鸭梨出口美国，菲律宾以苹果蠹蛾疫情禁止我

国水果出口菲律宾。我国加入 ＷＴＯ后，对外交
往和农产品贸易增多，国外利用植物疫情作为非

关税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

场的问题日益突出，境外农产品冲击我国市场的

势头也日益迅猛，外来植物有害生物入侵严重影

响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

２我国防范外来植物有害生物入侵
存在的问题
２．１管理问题
２．１．１管理体制：“九五”期间，我国境外引进植
物种子、苗木的批次、数量分别比 “六五”期间增

长４９、１７和４３０倍；国内地区间植物种子、苗木和
农产品调运检疫的批次、数量分别比“六五”期间

增长８９、１５、５和６倍；引进和调运呈现多主体、多
渠道、多用途、分散性的特点，防范外来植物有害

生物入侵任务越来越重，责任越来越大。我国实

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与国内植物检疫分立的体

制，且国内植物检疫由农业、林业系统分别管理，

条块分割、职能交叉，难以发挥整体优势和一致对

外。农业部承担主管全国植物检疫工作，起草检

疫法律法规，签署政府间协定，制定有关标准，组

织国内植物检疫，发布疫情并组织扑灭等重要职

能，但没有设立专门机构管理检疫工作。地方各

省、地、县植物检疫机构有植保站、森保站、森林病

虫防治站、植保植检站、植物检疫站、农技中心、执

法大队等，机构名称不一，执法主体不明，检疫人

员不专，管理体系不一，不适应防范外来植物有害

生物入侵的新形势［４］。

２．１．２法规制度：我国植物检疫法规制度如进出
境动植物检疫、农业和林业植物检疫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自成一体，法律、法规和规章不衔接、不配

套的问题未能及时解决。《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法》和《植物检疫条例》没有对农业部、国家林业

局、国家质检总局的植物检疫职能变化做出相应

调整，也没有就防范外来植物有害生物的相关工

作和措施做出法律法规规定。

２．１．３基础工作：外来植物有害生物的基本调查
严重滞后，国内植物有害生物发生和分布的“家

底”不清。植物检疫机构在实施检疫控制、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和对外交涉谈判等方面缺乏基本数

据和决策依据。

２．２技术问题
２．２．１检疫手段：我国国内植物检疫手段落后，
缺乏必要的检疫检验设施和仪器设备，植物检疫

人员主要是凭经验眼查目测实施植物检疫和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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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不能保证检疫的准确性，漏检导致植物检疫

性有害生物传播蔓延，常常引起贸易和检疫纠纷。

２．２．２检疫技术：我国对外来植物有害生物研究
很少，导致对其检疫检验技术与方法出现空白或

薄弱基础。同时由于国内植物检疫长期在计划经

济体制下封闭运行，缺乏对外合作与交流，现有的

检疫技术与方法落后于发达国家。

２．２．３检疫人员：我国现有国内农业植物检疫机
构２５００余个，专职农业植物检疫员１万余人，具
有高级技术职务人员占１１．２６％，中级技术职务
人员占４８．５２％，初级技术职务人员占４０．２２％；
在这些人员中，每年调离和新增补检疫人员在

４０％左右，专业队伍缺乏稳定性。
２．３资金问题

我国国内植物检疫没有固定事业经费，外来

植物有害生物的控制经费也没有稳定的专项经费

预算，资金的缺乏导致我国疫情监测预警和控制

体系未能完善和发挥应有的作用，封锁控制扑灭

工作和措施难以落实。没有专项资金保证，往往

使入侵生物得不到及时根除；当入侵生物疫情扩

散、丧失有力根除时机后，再花费大量资金也难以

做到根除，从而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３入世对我国植物检疫的影响
３．１防止外来植物有害生物入侵的压力

随着现代交通工具和国际农产品贸易的迅速

发展，危险性植物有害生物远距离传播蔓延的机

会大大增加，植物检疫作为一项防患于未然、保护

国内农林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贸易发展重要而有

效的预防措施，得到了各国的认可和重视。我国

加入ＷＴＯ后，要求国内植物检疫适应对外开放
和日益增加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国内植物检疫和

后续监管任务繁重，防范进境种苗、其他繁殖材料

和农产品大量增加传入植物有害生物的责任

重大。

３．２植物检疫技术标准国际化的压力
为充分发挥植物检疫作用，减少或限制其负

面影响，ＷＴＯ和 ＦＡＯ等国际组织制定了一系列
与植物检疫有关的协定和技术标准，如《动植物

检疫和卫生措施协议》（ＳＰＳ协议）、《技术性贸易
壁垒协议》、《进口许可程序协议》等［５］，指导、规

范和调整植物检疫与农产品贸易的关系，实施植

物检疫要求遵循国民待遇、一致性和非歧视原则，

国内植物检疫技术措施国际化和标准化，科学、公

开、透明，这对我国国内植物检疫工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３．３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压力
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贸易非关税壁垒

取消，对农产品进境的禁止性措施也减少。防范

外来植物有害生物入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技

术性贸易壁垒（ＴＢＴ）使用。植物检疫也必须研究
和考虑如何运用国际植物检疫原则、标准和惯例，

提升植物检疫对贸易的影响力，保护国内农产品

市场免受国外农产品的冲击。

３．４开拓海外农产品市场的压力
我国加入 ＷＴＯ后，国内规划发展优势农作

物产业带、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一方面要通过强

化植物检疫措施，努力促使出口农产品不带检疫

性有害生物，满足进口方的检疫技术要求，增强农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保证出口农产品贸易的顺利

进行。另一方面利用国际检疫原则、标准和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防止进口国家滥用检疫技术性贸

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实行检疫封锁。

４可供借鉴的国外经验
４．１加强植物检疫职能

ＷＴＯ１４６个缔约方，ＦＡＯ１９０余个成员国，不
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把植

物检疫作为一种国家需要和国家利益，视之为政

府职能给予高度重视。美国等每年国会财政预算

大量经费，用于外来植物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疫情

调查、监测和封锁控制扑灭工作。美国农业部与

各州政府执行一项“农业有害生物调查合作计划

（ＣＡＰＳ）”，建立“全国农业有害生物信息系统
（ＮＡＰＩＳ）”，开展疫情监测、风险分析和除治行
动［６］。

４．２确保安全服务贸易
外来植物有害生物入侵严重影响农林业生产

和生态环境，世界各国均重视和加强外来植物有

害生物预防与管理的国家能力建设、研究能力建

设和植物检疫隔离、疫情监测预警、封锁控制体系

建设，植物检疫承担起防范外来植物有害生物、保

护生产安全和生态环境的职能。许多国家加入

ＷＴＯ后，为防止外来植物有害生物入侵，对进口
农产品制定了严格的植物检疫标准，同时为保护

本国农业和贸易，还以“疫情”为由限制别国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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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口，植物检疫服务本国贸易的宗旨非常明确。

植物检疫成为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最常用、最有

效的非关税技术性贸易壁垒。

４．３整合检疫管理力量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ＦＡＯ从机构等方面对南美洲、

非洲和亚洲２０多个欠发达国家的植物检疫能力
进行了评估，主要问题是机构职权过于分散，各个

部门之间、农业部门内部、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均

不同程度存在职责不清、管理分散等问题，也存在

人员配备普遍不足或１人承担多种工作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ＦＡＯ开始从技术援助入手，促进
这些国家改进检疫管理体制。有效防范外来植物

有害生物入侵迫切需要整合我国植物检疫的管理

力量。

４．４构建快速反应机制
发达国家重视建立国内外疫情调查收集和风

险分析机制，建立疫情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并随

时更新，建立快速的信息沟通和反应机制［６］。通

过加强国际合作和国内的交流，检疫机构借助掌

握的信息资源，组织对国内突发和新发、定殖未稳

的外来植物有害生物进行调查监测、封锁控制和

疫情扑灭。

５对策与建议
５．１完善植物检疫立法

我国加入ＷＴＯ后最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国内
植物检疫立法，与市场经济和国际规则接轨。一

是在现有《植物检疫条例》基础上调查研究，起草

《植物检疫法》，理顺管理职责，对国内植物检疫

机构和管理体制、国外农产品的准入程序、禁令发

布和解除程序、风险分析程序、非疫区建立等，做

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二是按照 ＷＴＯ的有关规
则，保证国内检疫措施标准与有关国际标准的一

致性；三是研究和跟踪国际检疫规则，趋利避害，

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维护国家利益。

５．２改革植物检疫体制
ＷＴＯ各缔约方和 ＦＡＯ各成员国不论国家大

小和发达程度，植物检疫始终是农业部门的重要

工作。植物检疫管理机构职责明确，没有多部门

交叉、重复现象。我国植物检疫体制分农业、林业

和口岸管理，情况比较复杂，尚未与国际接轨。我

国是农业大国，加强植物检疫管理，对防范外来植

物有害生物入侵，确保农业、林业生产安全至关重

要。借鉴国外的通行做法，深化我国植物检疫管

理体制改革应考虑在种植业（农业和林业）管理

部门中设立集中统一的植物检疫机构，统一实施

植物检疫，入境植物经口岸检疫后要向地方检疫

部门通报备案，由地方检疫部门负责跟踪检疫的

工作，充分发挥把关、服务、监督、管理的功能。

５．３加强对外合作交流
为适应加入 ＷＴＯ的新形势，我国应把植物

检疫调查研究作到国外去，并接受外方咨询和来

华进行检验、检测活动。积极派员参加有关国际

组织及其附属机构的活动，了解和掌握国际植物

检疫动态，参与有关国际协定、标准、规则的制定、

修改和审查，充分表达我国的意见，维护我国的权

益，提高我国的涉外检疫能力。

５．４加大检疫设施建设投资力度
在动植物保护工程中加强植物有害生物风险

分析中心、国家和区域植物检疫隔离场、重点植物

检疫实验室建设，装备检疫检验基本仪器设备，健

全外来植物有害生物疫情监测预警体系，提高国

内植物检疫机构对外来植物有害生物的早期监

测、鉴定、诊断、风险分析和快速反应，以及应急处

理水平。

５．５加快技术标准研制与国际化
成立专家小组跟踪国际标准制定动态，参与

国际标准制定，强化我国在标准制定方面的发言

权，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促进国际标准在我国的

实施，加强适合我国的检疫措施标准的研制。重

点抓生产环节检疫管理，采取系统措施降低外来

植物有害生物传入的风险，确定适当的检疫保护

水平，加大官方控制力度，科学确定检疫管理的范

围，认定与监管非疫区和低度流行区。

５．６重新确定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重点检疫是我国植物检疫现状和发展水平需

要，但应提高水平和丰富内容，灵活地增加或减少

名单，按风险大小实行动态管理。建立我国植物

有害生物疫情信息管理系统，对重大植物检疫性

有害生物常年调查监测，摸清国内疫情家底，编制

疫情发生分布资料。针对进口植物种苗和农产

品，以及出口优势农产品进行风险分析，为封锁控

制外来植物有害生物、促进农产品出口和限制国

外农产品进口提供科学依据。

５．７开展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ＷＴＯ有关协议规定各缔约方采取植物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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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应以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为依据［７］。发达国

家还利用风险分析实行贸易保护。我国应加快有

害生物风险分析步伐，以充分、有效地利用有害生

物风险分析打开国外市场、保护国内市场和解决

检疫争端，为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服务。

５．８建立非疫区和非疫生产点
按照ＦＡＯ《建立非疫区的要求》和《建立非疫

产地和非疫生产点的要求》国际标准［８，９］，在植物

疫情调查基础上，认定优势作物和优势农产品非

疫区，建设一批具出口潜力优势的农产品非疫区

和非疫生产基地，完善植物检疫服务体系，增强农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对外检疫谈判，消除外方

的检疫技术壁垒，确保我国按国际市场需求生产

和出口农产品。

５．９设立植物检疫专项基金
我国的植物检疫，特别是国内植物检疫基础

薄弱，植物有害生物种类和分布、检验检测和处理

方法、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发生危害规律等尚缺乏

系统、深入的研究。一些局部发生的外来植物有

害生物因没有经费支持，难以早期发现和迅速、彻

底的铲除。迫切需要国家设立植物检疫专项基

金，确保全面、系统地开展植物检疫和外来植物有

害生物预警控制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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