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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物种入侵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黄　莉
（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　广州　５１０３００）

　　摘　　　要：海洋外来物种入侵已成为威胁海洋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我国海

洋生态环境构成严重损害。文章对外来物种入侵的由来、入侵的现状与危害以及对我国海

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概述，并提出防治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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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近岸生态系统受损，服务功

能退化，主要原因有陆源污染物长期大量排放、

过度捕捞和不当开发。随着海洋运输业的繁荣

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外来物种

入侵已经与上述问题构成威胁海洋生态环境的

第四大问题。如不采取措施，外来物种入侵问

题会在更大范围构成对海洋生态环境的长期威

胁。本文仅对我国海洋外来物种入侵的由来、

现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及防控对策做如

下分析。

１　海洋外来物种入侵的由来及其现状

１１　海洋外来物种入侵的由来

外来物种，指出现在过去或现在的自然分

布范围以及潜在扩散范围外的种、亚种或以下

的分类单元，包括该物种所有可能存活繁殖的

部分、配子或繁殖体。当外来物种在自然或半

自然生态系统中形成了自我再生能力，可能或

已经对生态环境、生产和生活造成明显损害和

不利影响的外来物种则称之为外来入侵物种［１］。

当入侵物种成功变为生物学优势，造成本土物

种数量减少，甚至灭绝，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结

构缺损，组分改变时，我们就称这种过程为外

来物种入侵。

海洋外来物种成功入侵，主要源于人为因

素。入侵途径大致有３种：① 人们为获取短期

经济利益，有意引入生存能力强、产量高或具

备抗单种灾害能力的生物物种，用养殖、放流、

培育域外生物物种；② 通过往来世界各大洋的

海运船舶压载水携带的外来物种；③ 随出入境

人员携带生物种类。据评估，一艘载重１０万吨

的货船携带的压载水达５万～６万ｔ，每年全球

船舶携带的压载水大约有１００亿ｔ，每天全球在

压载水中携带的生物有７０００多种；每过９个星

期，一种新的海洋生物入侵者就会被释放出来。

全球已确认有５００种左右的生物物种是由船舶

压载水传播的。这些外来海洋生物一旦入侵到

新的适宜生存的海域，就可能发生不可控制的

“雪崩式”大量繁殖，疯狂掠夺当地生物的食

物，造成有害寄生虫和病原体的大面积迅猛传

播［２］。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人员往

来频繁，由出入境人员携带生物种类入境的情

况越加严峻。

１２　海洋外来物种入侵的现状及危害

外来物种入侵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给世

界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

统计显示，每年因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的经济损

失高达数千亿美元［３］。外来物种入侵对我国生

态系统、物种和遗传资源造成的间接损失每年

达千亿元以上。目前我国有４８８种外来入侵物

种，在全球１００种最具威胁的外来物种中，我

国有５０余种，其中能造成严重危害的有１１种。

我国海洋外来物种入侵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后期。据统计，２００１年以前，从国外引进的海

洋鱼类１０种、虾类２种、贝类９种、藻类４种，

无意中带入了几百种外来海洋生物［４］。其中危

害大、分布广的是大米草。大米草具有较强的

入侵性，对红树林、芦苇和滩涂底栖生物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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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具有较大影响。经４０多年的引种、驯化和栽

培，大米草分布已遍布我国大部分沿海滩涂，

北起辽宁锦西，南至广西北海，在全国１００多

个县市的约１５０００ｋｍ的沿海滩涂均有分布，从

１９６３年的７００ｈｍ２，到目前的１０万～１３万ｈｍ
２，

其中江苏省沿海滩涂大米草面积约占全部大米草

面积的一半。

其他海洋外来入侵物种还有空心莲子草、

沙筛贝、日本盘鲍、海湾扇贝等。在引进这些

外来物种时，无意间带来了包括有毒有害的赤

潮藻类和病害生物。我国山东至少有外来入侵

生物３０余种
［５］。其他省份也都有类似的情况。

但是，目前我国尚未对海洋外来物种入侵种类

和分布情况进行全国性的调查。

２　海洋外来物种入侵对海洋生态环境的

影响

　　人们引入外来物种的初衷大多是为抵御风

浪、保滩护岸，或是产量高、抗逆性和繁殖力

强、经济效益好，但是一些外来物种却凭借超

强的繁殖能力，形成野外种群，且种群扩散、

漫延，挤占本土生物生活空间、抢夺食物，破

坏本海域生态系统结构，影响群落生物多样性，

生物生境破碎化。外来物种入侵对海洋生态环

境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侵占生物生存空间　改变生态结构

外来入侵物种，凭借其超强的繁殖能力，

挤占其他物种生存空间，切断生物食物链，造

成生态结构变化。例如，大米草疯狂漫延，会

严重影响沿海水域的水体质量和生物多样性，

给沿海滩涂、海洋渔业、养殖业、运输业等产

生严重损害。以福建霞浦县东吾洋沿海滩涂为

例 （图１），１９８３年引入大米草，之后成为优势

植物，使原来生活在这里的２００多种生物消亡

了９０％，使近岸红树林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滩

涂鱼虾贝藻等海洋生物大量死亡。而黄河三角

洲沿海滩涂，由于大米草竞争取代本土植物，

形成密集的单一米草群落，从而使涉禽栖息地

和觅食的生态丧失，导致涉禽种群数量减少，

贝类、蟹类、鱼类等其他生物栖息地也同样遭

到毁灭性破坏，使贝类、蟹类、鱼类等多种生

物物种窒息死亡，底栖动物群落的改变，也会

间接影响涉禽种群的数量［６］。另外，大米草根

系发达，从而堵塞航道，影响船只航行和进口

港口，破坏输油、输电管线，也影响滨海旅游。

图１　中国福建霞浦县湿地种植的海草

２２　造成遗传污染　引发生态灾害

外来海洋生物物种还可能与本土生物杂交，

造成遗传污染。我国曾发生过海水养殖对虾、

栉孔扇贝大规模病毒病害甚至死亡的情况，科

学界认为很可能是因大规模引进外来养殖贝，

或与引种带来的病毒有关。例如，从日本引进

的虾夷马粪海胆，从养殖网中逃逸到自然海域

环境中，能够咬断大型海藻根部而破坏海藻床；

同时，它在自然生态中繁殖起来，与本土光棘

海胆争夺食物与生活空间，对本土海胆生存构

成威胁。外来海洋物种入侵的同时携的带病原

生物，容易引起病毒流行，甚至可能对人类健

康构成威胁。我国由船舶压舱水带来的外来赤

潮生物，已发现１６个藻种，外来有毒赤潮藻

类，是赤潮发生频数及风险增加的原因之一。

２３　造成湿地功能丧失　经济损失巨大

据初步统计，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系

统、物种和遗传资源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达到１２００亿元
［７］。在直接经济损失的背后，隐

藏着湿地重要服务功能的丧失。按目前的估算，

以我国滨海湿地损失５１％计算，由此每年导致

的经济损失约４６０亿美元。

３　海洋外来物种入侵的防治对策

海洋外来物种入侵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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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期的、严重的，对其进行科学有效的防治

是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需加以统筹

规划，全面实施。但是，由于海洋外来物种入

侵工作涉及面广，目前还缺少全国性的海洋外

来物种入侵的调查、风险评估标准、机制及法

律体系缺失，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在以下方面

开展工作。

３１　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管理职能

针对海洋外来物种入侵的预防与控制加快

制定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实际的法律法规，确

定指导原则和行动指南，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

和控制外来海洋物种入侵的国家体系。

３２　建立监测管理体系，提高监管能力

组织制定预防和控制海洋外来物种入侵的

方针、政策、方法、规划和应急方案，开展外

来物种普查和风险评估等相关业务。加强各部

门各层次的监测能力，部门间责任分明，分工

合作，加强对专业人员的系统培训，进行实时

监控，形成快速有效的立体网络监测体系。

３３　建立国际型研究机构，加强研究能力建设

建立外来海洋物种信息系统，加强海洋有

害外来物种研究机构建设，全面掌握海洋外来

入侵种的综合信息，编制入侵种目录，及时了

解我国海洋有害外来物种的历史、分布和维护，

建立与国际研究机构交流合作，共建海洋外来

入侵种数据库和信息系统。

３４　加强科普教育，提高防范意识

通过多种途径宣传海洋外来物种入侵的危

害性，让社会各界和公众认识外来入侵物种对

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及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同

时，尽快将有害海洋物种名单公布，严厉打击

违法者，利用宣传教育和惩戒警示，提高全面

物种意识和预防海洋有害物种入侵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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