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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入侵 已经被公认是造成生物 多样性丧失的重要 因素之一
,

它对生 态系统 的结构和功能

的严重影响 已 经引起全世界的高度 重视
。

外来水 生生物是 生物入侵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
,

从生物入侵

的基本概念及入侵物种的传播途径着手
,

分析我国水生外来物种及其对水生生态 系统和渔业 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
。

关键词 水 生生物 入侵 潜在危 害

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国际
、

国内贸易往来越来越频

繁
,

现代先进的交通 工具 及观光旅游与生态旅游事业

的蓬勃发展等
,

为生物人侵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

人类开始意识到化学污染

对环境的巨大影响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巨大威胁
,

而生

物人侵对生态系统及人类健康的影响
,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

一些学者对外来物种

的种类
、

入侵机制及其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进行了

研究
,

其中也包括外来水生生物的人侵
。

笔者从生物人

侵的基 本概念 出发
,

阐述外来物种的传播途径
,

重点

分析我国外来水生 生物种类现状及其对水生 生态系

统和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

1 生物入侵的基本情况

1
.

1 生物人侵的概念 生物人侵 (B iol
o
gi

e al In v as io n
)

指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将一个物种从原生存地引人到

另一个新的环境
,

该物种在新环境中生长
、

繁殖
,

并迅速

建立起种群
,

并对人侵地 的生物多样性
、

农林牧渔业生

产以及人类健康造成经济损失或生态灾难的过程
。

1
.

2 生物人侵的途径 外来物种可通过 3 种途径成

功 入侵
: 一是 引人用 于农林牧渔 生产

、

生 态环境改造

与恢复
、

景观美化
、

观赏等目的的物种
,

然后演变为入

侵种 (有意识地引进 ); 二 是随着贸易
、

运输
、

旅游等活

动而传人的物种 (无意识地引进 ); 三是靠 自身的扩散

传播力或借助于 自然力量而传人 (自然人侵 )
。

外来入

侵种通过 以上 3 种途径
,

成功的人侵到其他地 区
。

当外

来人侵物种种群数量达 到一定规模时
,

将影响土著种

的生存
,

并破坏当地 的生态平衡
,

降低生物多样性
。

,
.

3 我国生物人侵现状 据有关部 门调查
,

截止到

200 3 年
,

我 国外来人侵生物有 283 种
,

其中微生物 19

种
,

占 6
.

7 % ; 水生植物 18 种
,

占 6. 4 % ; 陆生植物 17 0

种
,

占 60
.

1% ; 水生无脊椎动物 25 种
,

占 8
.

8% ; 陆生

无脊椎动物 33 种
,

占 11
.

7% ; 两栖类
、

爬行类 共 3 种
,

占 1
.

1% ; 鱼类 10 种
,

占 3 .5 % ; 哺乳类 5 种
,

占 1
.

8%
,

见图 1
。

这些外来人侵生物严重影响了生态系统的结

构和功能
,

危及农业 (种植业 )
、

林业
、

畜牧业和水产养

殖业的发展
,

应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

近年来我国外来入住生物分布状况

2 我国水生生态系统中的外来物种

在水生生态系统中
,

浮游生物
、

高等水生维管束植

物
、

水生动物等分别处于不同的生态位
,

发挥的功能和

作用各不相同
。

浮游植物
、

高等水生维管束植物是生产

者
,

产生营养物质和能量 ;浮游动物和水生动物是消费

者
,

利用营养物质和能量
,

转化为自身需要的物质 ;水生

细菌分解粪便
、

残饵及尸体
,

属 于分解者
,

它们是生态系

统中不可缺少 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近年来
,

我国有意识或

无意识的从国外引进的物种主要有 以下几类
:

2
.

1 水生植物 水生植物包括 浮游植物和水生 维管

束植物
。

洞刺角刺藻(以
a e ro e

~
e o n e 。石e

orn is)
、

新月圆

柱藻(吸脾加如th ec o cl os t丽
u
m)

、

微型原 甲藻(尸印川
〔
·

en
-

如m m 初l’m
u。)

、

反屈原 甲藻(P.
s
igl

刀o ides )
、

斯氏梨形藻

(S
c
句叩

日‘动
日
的

c 石of
dea )

、

方格直链藻伽陇Z
Os iar cs nc

e
lla

-

te)
、

柔弱菱形藻(川tzs 动抽 de 万c8 tis s
J’m a)

、

微缘羽纹藻(p
-

勿 n以耐a 对万山s
)

、

波罗 的海 甲藻(P. bal “cu m )
、

冰河星杆

藻 (Al
ex
an 面m ca ten

c lla )和 多 甲 藻 (Pe 万di nJ’u m p e ra 记i
-

肠朋e) 等 11 种藻类
,

由轮船的压舱水带人我 国
。

这些

藻类中
,

大部分是广布性种类
,

对海洋生态环境适 应性

强
,

分布广
。

有些藻类在我国沿岸海域引发赤潮
,

严重影

响我国海水养殖业 的发展
。

近年来 由于 赤潮的发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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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导致我国沿海一些育苗场
、

养殖场损失惨重
。

同时
,

有些

赤潮藻类产生毒素
,

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与安全
。

在高等水生维管束植物中
,

外来人侵物种主要有

空心莲子草(A lt o an th era 户“ox
c
而des )

、

互花米草(即
-

a找万刀。 砍。沮帅)
、

水葫芦(Ei ch hom 扭
~ siP es )

、

大米草

(5
.

朋砂jcs )等
。

凤眼莲原产于南美洲
,

我国最初引进时
,

对改善水域环境起到一定的作用
,

但是由于凤眼莲的
“

疯长
” ,

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
、

经济和生态问题
。

云南

滇池土著物种逐年减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大米草

原产于美国东海岸
,

上世纪 60 年代引人我国后
,

表现

出良好的滩涂改良作用
,

但它会严重排挤其他物种
,

干

扰甚至威胁了当地 生态系统
。

由于大米草的引入
,

福

建霞浦县沿海滩涂原来的 2(X) 多种生物减少为 2 0 多

种
,

并导致近岸海洋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破坏
,

滩涂的鱼

虾贝藻等海洋生物大量死亡
。

以上 2 个典型的例子充

分说明
,

在一 个生态系统中
,

一个外来物种如果不 及

时加强管理
,

严格控制其生长和繁殖
,

那么
,

等到这个

物种蔓延开来
,

这个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将大幅度降

低
,

生态系统的功能也会逐渐减弱
。

2. 2 鱼类 我国的鱼类外来物种有 2 个来源
:
一是水

产养殖品种的引进 ;二是观赏鱼的引进
。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

我国引进的鱼类有
:尼罗罗非鱼(ore oc 为一~

is

n社o ti e u s
)
、

斑点叉尾鲍(介回
u o s p u n e ta ru s

)
、

大 口黑妒(M
-

ic仰teru
s s习m 厉de s)

、

大 口胭脂鱼 (Ic “
O bu s c ee yp加ell

u
s)

、

虹缚 (on
c o动”

c五us my kiss)
、

短盖 巨脂鲤 (Co
一105 5

,
。

bra
c石即om

u
m)

、

革胡子姑 (口耐
a s laZ erB )

、

露斯塔野绞

(腼
e o

励万ta )
、

大妓坪(Sc oPh th alm
u s m

axzzn
u s
)
、

红鳍东方

纯(凡即 。石亦韶)
、

眼斑拟石首鱼(& J’a 朗op
s oc ella

tus )
、

欧

洲鳗鲡 (E
um pe a e

的
、

美洲条纹狼妒和尖吻妒 (肠tes

n il o
tic us )等

。

在这些引进的鱼类中
,

大部分种类已经成为

我国内陆和沿海的主要养殖对象
,

并且产生了 良好的社

会效益
、

经济效益
,

但是
,

这些养殖种类一旦逃逸到自然

水体中
,

适应了环境并能 自然繁殖后代
,

逐渐演变成为

人侵物种
。

如来自非洲的尼罗罗非鱼在我国云南
、

广西

就存在 自然种群
。

食蚊鱼 (命m 加sia 川玉n
is) 是 出于生物

防治的目的引进 的
,

191 1 年引人我国台湾
,

1924 年引

人我国大陆
,

并在很多省市自然繁殖
。

2. 3 甲壳类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我国虾类养殖发

展 迅速
,

从 国外引进的优良品种有 日本对虾(凡
月ae us

少撰p o n icu s)
、

南美 白对虾(P. v8n
n

am el’)
、

澳洲 龙虾(以~
q u a

面
c ‘n a tus )

、

罗 氏 沼虾 (Ma
c找山ra 动fum ros en 加面j)

、

斑节 对虾(P. m on 以fo
n 凡劝“c ius )

、

南美蓝 对虾 (P.
s

trl
-

万功s

喻)等
,

其中
,

日本对虾
、

南美 白对虾
、

罗 氏沼虾已

成为我国主要养殖品种
。

日本对虾主要分布于 日本北

海 道至黄海南部
,

中国浙江
、

福建
、

广东和 台湾 4 省及

菲律宾
、

新加坡
、

印度
、

澳大利亚北部和非洲东部
。

我

国 自 199 3 年起在南方沿海一带大规模养殖
,

并不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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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引进亲虾和苗种
。

南美白对虾原产于美洲太平洋

海域
,

以厄瓜多尔海域分布最集中
。

我国于 19 98 年开

始从厄瓜多尔等国家引进南美白对虾
。

199 3 年
,

我国

对虾养殖病害爆发后
,

南美白对虾逐渐成为我国重要

的养殖虾类之一
。

2. 4 贝类 我国引进的贝类主要有
:
海湾扇贝(A卿oP

e ,

ct en 俪山朋s)
、

虾夷扇贝(Pa tin oPe ct en yes
soe ns is)

、

长牡

蜘 (C抽
sos trea 夙邵

s
)
、

红 鲍脚目万
。公 刊血sc en s)

、

绿鲍 (H.

Iu lge
n s
)
、

象拔蚌(几
刀
op ea 助nj pea) 和硬壳蛤卿陇祀en 耐a

m e rc en
a万a Li nn ae us )等

。

海湾扇贝原产于美国大西洋沿

岸
,

19 81 年引人我国
,

在山东
、

辽宁
、

河北等北方沿岸海

域大规模养殖
,

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我国北方海水养殖

的支柱产业
。

虾夷扇贝原产于 日本北海道
、

本州北部及

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水域
,

20 世纪 80 年代初
,

我国辽 宁

和山东先后从日本引进
,

进行人工育苗和养殖试验
,

并

取得了成功
。

长牡蜗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海域
,

北至萨

哈林岛
,

沿俄罗斯的远 东
、

朝鲜半岛
、

日本群岛和中国

的近岸
,

南至东南亚各国
。

我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从

日本多次引进该品种
,

目前已成为我国辽宁
、

山东
、

福

建
、

广东等沿海省市养殖的重要种类
。

2. 5 其他 来自国外的其他物种还包括
:
福寿螺(A m

-

p ul l初
。
户邵

s
)
、

指甲履螺(C哪jdul o o n群)
、

华美盘管虫

(场如万des el 侧笋n
s)

、

纹藤壶 (B习朋us a

呷为itri te)
、

象牙藤

壶(B
.

eb om eu s)
、

苔醉虫田理
。加日

)和玻璃海鞘(Ci on , in tes
-

tin aIJ’s )等
。

这些物种虽然不像凤眼莲
、

大米草等水生植

物那样严重破坏生态系统
,

但是
,

这些物种的出现对土

著种的生存产生一定的影响
。

在台湾
、

福建
、

广东
、

广西

和海南等省
,

由于福寿螺养殖效益不佳而放弃管理
,

导

致其迅速蔓延
,

进人农田
、

水沟
、

池塘
,

逃逸为野生
,

严

重影响珠江三角洲部分地 区的生态环境
。

3 我国外来入傻水生生物的危容

人侵物种通过改变环境条件和资源 的可利用性

而对本地物种产生致命影响
,

不仅使生物多样性减少
,

而且使生态系统的能量 流动
、

物质循环等功能受到影

响
,

严重者会导致 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演
。

3
.

1 人侵物种与土著生物争夺生活空间
,

影响土著种

的生存 当人侵物种被引人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
,

其

基础生态位就有可 能实现
,

而这种基础 生态位在原产

地的生态位幅度范围内是无法实现的
。

外来人侵种对

各种环境因子的适应 幅度较 广
,

对环境有较强的耐受

幅
,

具有更宽的生 态幅
,

在一些 环境中对 土著种产生

竞争优势
,

或者占据土著种不能利用 的生态位
。

凤 眼莲在 河道
、

湖泊
、

池塘中的覆盖 率往往达 到

100 %
,

严重降低水中溶解氧
,

导致水生动物死亡
。

云南

滇池 曾有 16 种水生植物
,

但是由于凤眼莲的大肆
“

疯

长
” ,

使大多数本地水生植物失去生存空间而死亡
,

上世

纪到 90 年代只剩 3 种
。

福建东山和厦门沿海出现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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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美洲的海洋贝类
—

沙筛贝(崛“2叩
5 15 5

斌的

占据这些海域的浮筏
、

桩柱等所有养殖设施的表面

物 学 通 报

当地原有数量很大的藤壶田习胡 us sP .)
、

牡砺(Cra ss os t 卜

ea sP .)等都排挤了
。

因争夺饵料
,

养殖的菲律宾蛤仔(R
“ -

山taP es philiPP in o m)
、

翡翠贻贝(凡m 。 ‘八方s
)等产量大

幅度下降
。

我国引进的虾夷马粪海胆(S腼gl oc en tyo tus

勿t二
e di us )

,

逃逸到 自然海域 中
,

能够咬断海底大型海

藻根部而破坏海藻床 ; 同时
,

它在 自然生态系统中繁殖

起来
,

与土著光棘球海胆 (s tro n

gl oc en t 、tus o u d us )争夺

食物与生活空间
,

对土著海胆生存构成了严重危害
,

严重

干扰了本土海洋生态系统平衡
。

3. 2 破坏遗传多样性
,

造成遗传污染 从遗传学的角

度来说
,

杂交种具有较大的遗传多样性
。

遗传多样性是

进化和适应的基础
,

种内遗传多样性越丰富
,

物种对

环境的适应能力就越强
。

在我国引进的海洋生物中
,

开

展 了不 同程度和范围的杂交育种
,

使生物遗传污染问

题非常严重
。

从美国引进的红鲍和绿鲍与我国土著种

皱纹盘鲍伍防方
。tis dis cu

s五an
n
劝进行杂交 ; 虾夷 扇贝

(Pa tin op ec ten ye ss o
en

s
is) 与我国土著种栉孔扇贝(C

一hla,

川ys fa rr e
川杂交

,

产生 的后代如果在 自然生 态环境中

再成熟繁殖
,

与皱纹盘鲍和栉孔扇贝更易于杂交
,

使得

土著贝类遗传基 因被人侵物种
“

稀释
”

或遗传同化
,

最

终导致遗传上
“

纯净
”

土著贝类不复存在
。

3. 3 带人病原生物 当一个人侵种携带着病原体或

寄生虫侵人到新的栖息环境时
,

疾病可以在对病原体

和寄生虫更为敏感的土著种中发生并流行
,

入侵物种

因失去竞争对手而得到扩散
,

这样
,

该人侵种与其携

带的病原体和寄生虫都发生 了成功的人侵
。

19 87 年
,

我

国引进美国青蛙的同时
,

也引进 了其携带的虹 彩病

毒
,

虹 彩病毒对美国青蛙本身不产生危害
,

但对人侵

水域的鱼类构成严重的威胁
。

19 93 年因从台湾等虾病

流行地区引进 了带病毒的苗种
,

导致我国大规模爆发

虾病 ; 19 96 年起
,

我 国北方传统优势贝类养殖品种栉孔

扇贝也开始大规模死亡
,

这很可能与当时大规模引进

外来养殖 贝类有关 ; 2(X) 0 年
,

由于帕金虫的无意引人
,

导致我 国北方滩涂养殖菲律宾蛤仔大规模死亡
。

3. 4 导致 土著种 的进 化和 习性 的改变 人侵物种与

土著种之 间的生态作用可 以是直接的
,

也 可以是间接

的
,

导致土 著种 的种 群生物学变化
。

随着新物种 的引

人
,

它在新 的生 物
、

非生物环境中发生新的进化
,

土 著

种也会发生新的进化来应对人侵种
。

遗传漂变 和 自然

选择可 以导致人侵种快速进化
,

作为对生 物人侵的结

果
,

土 著种也 会迅 速发生进化方面 的变化
。

外来人侵

种通过 对 土著种捕食的威胁
,

实际捕食
、

生 境适合度

的改变以及竞争食物和空间
,

改变了土著种 的行为习

性
,

并最终导致土著种的生活力降低
。

斑贻 贝引人北美

内陆河流和湖泊
,

尼罗河河妒人侵东非维多利亚湖
,

都

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

目前
,

在我国这种危害还未表现出

来
,

估计几十年或更长时间以后 可能会表现 出来
,

有关

部门应引起注意
。

3. 5 引发赤潮 我国沿岸海域近些年来赤潮灾害不

断加剧
,

除了环境污染影响以外
,

外来赤潮生物的人

侵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

19 97 年秋至 19 98 年春我国东

海海域及南海粤东海域爆发大面积赤潮
。

据鉴定
,

引起

赤潮的藻类是球形棕囊藻(外ae
o

cys tJ’s 砂ob os a)
,

这是我

国首次发现棕囊藻赤潮
。

外来赤潮生物一旦引发赤潮
,

将导致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几乎彻底崩溃
,

对

海域原有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构成极大威

胁
。

4 总结与展望

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 日益频繁和交通 的便利
,

原

有的地理阻隔因素在逐渐消除
,

世界各地间物种的交

流和渗透在 日益加剧
,

外来人侵物种的风险也随之增

加
。

人们对外来物种可能导致的生态和环境后果缺乏

足够的认识
,

对外来物种的引进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

性
,

往往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
。

有些地方盲 目认

为外来的物种比本地物种好
,

不注意挖掘土 著优良品

种
,

热衷于从国外引种
,

增加了人侵物种的风险
。

我国是水产养殖大国
,

除了主要养殖品种外
,

还有

一些经济价值高的鱼类没有被开发 出来
。

今后一段时

间
,

相关部门应加强我 国土 著鱼类的开 发研究
,

对 已

经引进的外来水生生物进行跟踪调查
,

建立完善的档

案管理制度
,

科学合理的评价这些物种潜在的风险
,

尽

盆减少外来人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系统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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