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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与外来入侵物种管理专栏"

澳大利亚外来入侵物种管理策略

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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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澳大利亚是一个岛状大陆，海洋运输业十分发达，通过贸易、旅游、运输等途径有意或无意引进有害外来物种

的风险较大。澳大利亚政府高度重视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工作，制定了《 澳大利亚国家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策 略》，针

对外来杂草和通过压舱水载入的海洋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制定了《 国家杂草策略》、《 杂草风险评价系统》和《 压舱

水指南》等法规和技术性文件，加强了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本文 简 要 介 绍 了 澳 大 利 亚 外 来 入 侵 物 种 管 理 的 有

关策略和指南，并提出了我国在外来入侵物种管理方面的对策建议：（$）尽快建立相应 的 法 规 体 系，实 现 外 来 入 侵

物种的依法管理；（"）加强机构建设，形成多部门的协调管 理 机 制；（*）加 强 外 来 入 侵 物 种 管 理 制 度 的 建 设；（%）采

取适当的引进预防、消除、控制和恢复措施；（’）开展科学研究，为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制定教育

和培训计划，提高公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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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来物种是出现 在 其 自 然 分 布 范 围 之 外 的 物 种。有些外来物种具有入侵性，对生态系统、生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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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可引起生态系统的破坏、

生物多样性 的 下 降，甚 至 是 物 种 的 灭 绝（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

性委员会，%$$&；’’(，)***），常常导致重大的环境、

经济、健康和社会问题，造成巨大的损失，严重影响

到人类的生活（+,-.,/0 12 34, 56/17,89 :9;19 (19<
=,/3,> ?=3;19，%$$$；@/;-8/A，%$$"；王 献 溥，%$$$；汪

开治，)***）。在全球范围内，外来物种入侵是继生

境破坏之后的严重影响生物多样性的第二大威胁因

素，而对岛屿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岛屿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最重要因素（’’(，)***）。

外来物种可以被有意引进或无意引进，无意引

进的最重要媒介与国际运输途径有关，即通过贸易、

商业、旅游等活动无意引进外来物种；而有意引进则

主要是为了满足农业、林业和渔业等生产活动的需

要（B,C;9，%$D$；+=E,,FG，%$$"；’4;9, ,3 8FH ，)***）。

同时，自然生境、生态系统和土地的退化增加了生态

系统的脆弱性，为外来物种的入侵提供了更好的机

会（ 强胜，曹学章，)**%；’’(，)***）。

外来物种入侵这一全球性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

和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许多国家已制定了外来入侵物种管理的有关策略，

建立了各种指南、技术准则，并进行了相应的立法，

加强了本国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 I:(E）、国际海事组织（ I+J）等国际组织也制

定了有关外来入侵物种引进预防、消除、控制和恢复

等方面的指南等技术性文件。对国外的外来入侵物

种管理策略加以研究，可以为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

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 澳大利亚的外来物种入侵现状

澳大利亚是一个岛状大陆，进出口贸易主要通

过海洋运输途径进行。因此，除了外来杂草这一世

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外来入侵物种问题之外，澳大利

亚还面临着通过压舱水携带的海洋外来物种入侵的

巨大威胁。

%D 世 纪 以 来，澳 大 利 亚 引 进 了 大 量 的 外 来 物

种，其中包括一部分作为有用物种而有意引进的动

物和植物，但这些物种中有许多已成为危害农业和

自然保 护 的 有 害 物 种（ @,=4，%$$"；B190>8F,，%$$!；

@89,338，%$$K）。例如，在 被 澳 大 利 亚 宣 布 为 有 害 杂

草的 ))* 多种外来植物中，!"L 是作为 有 用 物 种 而

有意引进的，K%L 是作为观赏植物有意引进的，但这

些有意引进的植物以后却演化成为对生态系统结构

和功能产生危害的杂草，对农业、林业等经济生产造

成了严重影响。在海洋入侵物种方面，主要的引进

物种包括一些藻类和小型底栖生物种群，最主要的

引进途径是通过压舱水的携带而进入了澳大利亚海

域。此外，澳大利亚还引进了许多脊椎动物，一些物

种已对本土植物和动物区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兔

子、野马、野猪和狐狸等物种，最初是为满足农业、狩

猎等活动的需要而引进的，而现在却发现它们对农

业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不利影响。

#" 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政策

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已引起了澳大利亚政府、各

社会团体和广大公众的高度重视，澳大利亚对外来

物种的管理则主要体现在对外来杂草的管理和船舶

压舱水的管理。

%$$" 年，澳大利 亚 制 定 了《 澳 大 利 亚 生 物 多 样

性保护国家策略》（(1--19M,8F34 N,78/3-,93 12 59<
C;/19-,93，’71/3 89> O,//;31/;,0，%$$"），其中也涉及

外来物种的管理问题。在该国家策略中，制定了如

何对外来物种的现实影响和潜在影响进行评价的研

究计划，并指出需要建立控制和消除外来物种的生

物学和其他方法，并最大限度地减小外来物种引进

的风险。

%$$& 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农业与资源管理委

员会（ ?P/;=6F36/, 89> Q,016/=, +898P,-,93 (169=;F
12 ?603/8F;8 89> E,M R,8F89>）、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环

境与保 护 委 员 会（?603/8F;89 89> E,M R,8F89> 59C;<
/19-,93 89> (190,/C83;19 (169=;F）以 及 澳 大 利 亚 林

业部（ S1/,03/G +;9;03,/0）共 同 发 布 了《 国 家 杂 草 策

略》。该《 国家杂草 策 略》已 经 过 修 订，最 新 版 本 于

%$$$ 年颁布。针 对 外 来 杂 草 的 管 理，还 提 出 了“ 杂

草风 险 评 价 系 统 ”（ 4337：T T MMMH 8228H P1CH 86 T >1=0 T
-8/A,3U8==,00 T .;10,=6/;3G T 7F893 T M/-896H 43-F），对引

进的外来植物在野外建立种群的风险、可能产生的

影响以及控制和消除的可能性作了评估。

为了加强对海洋有害物种引进的管理，澳大利

亚检疫 与 检 验 局（ ?603/8F;89 V68/893;9, 89> I907,=<
3;19 ’,/C;=,，?VI’）于 %$$% 年 发 布 了《 压 舱 水 指

南》，这是世 界 上 第 一 部 强 制 执 行 的 压 舱 水 管 理 方

面的法规性文件。以后，这一指南经过几次修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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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应用的指南是 %&&& 年 % 月发布的（ ’(()：* * +++,
-./0, 123, -4 * 5260 * 7-88-0( * 14/59&&, ’(:）。%&&& 年 &
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于 ;<<% 年 # 月 % 日起对

所有进入澳大利亚水域的船只进行强制的压舱水管

理，对压舱水的排放、报告和检疫等方面的问题做出

了具体的 规 定（ ’(()：* * +++, -==-, 123, -4 * 5260 * .4->?
-@(/@9 * 7-88-0( * -407+>9., ’(:）。

!" #$ 澳大利亚《 国家杂草策略》

澳大利亚的《 国 家 杂 草 策 略》针 对 国 家 意 义 上

的环境和农业杂草的管理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具体描述了杂草问题的现状，讨论了目前的杂草管

理措施的不足，明确了政府、社区、土地所有者和土

地使用者的任务和责任，提出了杂草管理问题的基

本目标和策略，并将由执行委员会和政府在各个水

平上加以实施，以解决或减缓杂草入侵而导致的土

地退化。现将 澳 大 利 亚《 国 家 杂 草 策 略》中 外 来 杂

草管理的目标和相应策略作一简要介绍。

澳大利亚《 国 家 杂 草 策 略》中 规 定 了 外 来 杂 草

管理的 A 个目标，在每个目标之下又分为若干个子

目标，并针对每个子目标制定了相应策略。

目标 #：预 防 新 的 杂 草 问 题 的 产 生。其 中 包 括

了 A 个子目标：（ B）预防具有杂草化可能性的新植物

的引进；（ BB）确保对新出现的杂草进行早期检测，并

采取快速行动；（ BBB）减少杂草向新地区的传播。

针对子目标（ B）所采取的策略有：（%）加强进口

报关制度的建设，对所有拟进口的植物进行杂草化

可能性的评价；（;）发起社区教育计划，提高公众以

本地物种取 代 进 口 新 植 物 的 意 识；（A）确 保 对 新 出

现的杂草进行早期检测，并采取快速行动。针对子

目标（ BB）的策略有：（%）发起社区教育计划，提高公

众意识，并促进对新出现的杂草进行早期预报的行

动；（;）完善植物鉴别和报告机制，包括国家标本集

的汇编，以及向其他专家团体进行咨询；（A）制定相

应技术指南，对培育的植物材料进行杂草化风险评

价，或在其进入商业化应用之前进行试验研究；（!）

制定应急反应计划，对杂草类群的鉴定、报告程序和

资金机制做 出 明 确 规 定。针 对 子 目 标（ BBB）的 策 略

有：（%）向各州提供技术指南，确保杂草管理法规的

一致性；（;）促进指南的采用；（A）鼓励各 州 和 地 方

政府制定应急反应计划，对新出现的杂草采取相应

行动；（!）制定有效的规程，限制新杂草的传播。例

如卫生学实践、机械清除实践，以及对苗圃植物和种

子销售的控 制；（C）对 土 地 所 有 者、土 地 使 用 者、工

业主和公众加强有关杂草管理规程的教育，以限制

杂草的传播。

目标 !：在国 家 层 次 上 减 小 现 有 杂 草 所 产 生 的

影响。包括了 ; 个子目标：（ B）在国家层次上促进对

杂草问题的鉴别和评价；（ BB）通过综合的、费用经济

的杂草管理措施解决已建立种群的杂草问题。

针对子目标（ B）的策略有：（%）在国家层次上制

定杂草管理 的 技 术 指 南 和 相 应 规 程；（;）加 强 已 有

的专家网络建设，以保证评价杂草问题的信息易于

获得；（A）制 定 在 国 家 层 次 上 相 对 优 先 的 杂 草 问 题

的评价程序。针对 子 目 标（ BB）的 策 略 有：（%）建 立

信息收集机制，以利于杂草管理策略所需要的信息

的收集；（;）建立用于制定经济、有效的杂草管理计

划所需要的规程；（A）建立管理计划的实施、监测和

评价的规程；（!）提供技术指南，在杂草的控制中采

取统一的社区行动，进行土地的保护。

目标 %：在国 家 层 次 上 建 立 杂 草 问 题 的 管 理 体

制，提高管理能力。包括 A 个子目标：（ B）加强国家

的研究、教育 和 培 训 能 力，以 保 证 杂 草 管 理 的 经 济

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BB）鼓励在各个水平上制定

杂草管理策略计划；（ BBB）建立国家意义上的杂草管

理制度保障。

针对子目标（ B）的策略有：（%）在全国范围内对

杂草的研究、教育和培训项目进行综合协调；（;）在

杂草的综合管理中，促进和协调对土地所有者 * 使用

者和其 他 土 地 资 源 利 用 者 的 教 育 和 意 识 的 提 高；

（A）鼓励研 究 机 构 开 展 杂 草 科 学 研 究，并 在 所 有 生

态系统中采用杂草综合管理措施。针对子目标（ BB）
的策略为：提高各州、各地区制定针对不同地点的杂

草管理补充策略计划所能获得的收益。针对子目标

（ BBB）的策略有：（%）由各部委任命一个合适的机构，

对跨部门的 杂 草 管 理 问 题 和 行 动 进 行 协 调；（;）制

定《 国家杂 草 策 略》，对 杂 草 的 管 理 进 行 统 一 协 调；

（A）在国家 层 次 上 制 定 杂 草 问 题 的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建立相 应 机 制，解 决 杂 草 管 理 问 题 上 的 部 门 间

冲突。

此外，澳大利 亚《 国 家 杂 草 策 略》中 还 指 出，成

功的杂草管理需要采取统一的国家措施，由各层次

的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建立适当的法规和教育、协调

机制，与企业、土地所有者和社区开展合作。杂草问

题的解决需要由土地所有者个人、社区、企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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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各州政 府 及 联 邦 政 府 共 同 努 力，采 取 统 一 行

动。澳大利亚 的《 国 家 杂 草 策 略》中 对 各 部 门 的 任

务和责任也作了具体的规定。

!" !# 澳大利亚杂草风险评价系统（$%&）

为预防外来杂草的引进，澳大利亚建立了一套

杂草风险 评 价 系 统（ &’’() *+), -))’)).’/0），对 有

意引进的外来植物进行风险评价。该评价系统采用

问卷调查方式，需要回答关于拟进口物种的 !% 个问

题，内容涉及植物的有关信息、气候参数、生物学特

征、繁殖和传播方式等。根据对每一问题的回答给

出得分，将所有问题的得分进行累计，根据最终的得

分决定是否引进该物种。考虑到对所评价的植物可

能不能提供全部详细的信息，这一评价系统规定可

以不必回答所提出的全部的 !% 个问题，但对每一部

分需要回答的问题的最低数量作了限制，以保证这

一评价系统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将某物种的总得分与标准值相比较，根据这一

系统的阈值 得 出 结 论：允 许 该 物 种 进 口；不 允 许 进

口；或需要对这一植物进行更多的评价。通过杂草

风险评价系统可以表明生态系统受引进物种影响的

可能性，对那些可能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

的植物物种的引进需要慎重考虑。

’# 澳大利亚对船舶压舱水的管理

’" (# 通过压舱水载入的外来入侵物种的威胁

澳大利亚是一块被海水包围的独立的大陆，是

矿物和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国际贸易超过 %%1 是

通过海上运输来进行的，因此，澳大利亚是来自世界

各地的压舱水的主要进口国。2%%2 3 2%%4 年，约有

25 42 亿吨，超 过 "666 船 的 压 舱 水 进 入 澳 大 利 亚 的

!6 个港口，这 些 船 只 来 自 78 个 国 家 的 约 866 个 国

际港口。澳 大 利 亚 的 国 内 和 沿 海 运 输 业 也 十 分 发

达，2%%2 3 2%%4 年，从 事 国 内 港 口 间 运 输 的 船 只 达

!666 艘，所 携 带 的 压 舱 水 达 8! 亿 吨（ 900:：; ; <<<5
=>+)5 ?@A5 =B ; (@C) ; D=EE=)0 ; D)0F=0’?G25 90.）。

澳大利亚科学家已对澳大利亚沿海水域中 466
多种引进的海洋物种进行了鉴定，大多数物种是通

过压舱水的携带进入澳大利亚的，其中许多物种已

对澳大利亚 的 海 洋 环 境 产 生 了 危 害，对 渔 业、水 产

业、旅游业和公众健康构成了威胁。此外，这些有害

外来水生生物还可能随着国内运输船只压舱水的携

带在澳 大 利 亚 水 域 中 蔓 延（ 900:：; ; <<<5 =>+)5 ?@A5

=B ; (@C) ; D=EE=)0 ; <9GD=EE5 90.）。因此，澳大利亚政府

部门意识到，必须寻求相应的国家策略，对各部门的

行动进行统一协调，最大限度地减小有害水生生物

从国外的引进和在国内港口间转移的风险。

’" !# 澳大利亚压舱水指南

澳大利亚于 2%%2 年制定了世 界 上 第 一 部 强 制

执行的《 压舱水管理指南》。以后，这一指南又经过

多次修订，其最新版本于 2%%% 年 2 月 2 日颁布。新

指南共分 26 个部分，分别为：目的、前言、适用范围、

目标与背景、培训与教育、船舶管理程序、记录与报

告程序、强制执行与监测、压舱水管理新技术以及对

压舱水交换技术的未来发展。

《 指南》规定，澳大利亚检疫和检验局（-HIJ）是

澳大利亚压舱水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所有进入澳

大利亚水域的船舶所携带的压舱水的管理，强制性

地在每个检疫口岸对进入澳大利亚的运输船舶的压

舱水和沉积物的排放加以控制，在需要的情况下，还

可以对所有 船 只 进 行 压 舱 水 和 沉 积 物 的 采 样 和 监

测。该《 指南》是 根 据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IKL）压 舱 水

指南的技术和指导原则制定的，向进入澳大利亚的

海外船舶通告澳大利亚关于压舱水和沉积物排放的

控制要求，以最大限度地减小向澳大利亚沿海水体

引进有害水生生物和病原体的风险。所有进入澳大

利亚水域的船只都必须按照澳大利亚法律的要求遵

守《 指南 》中 提 出 的 有 关 规 定，否 则 将 受 到 经 济 处

罚。

《 指南》中还指出，可以通过减少有害水生生物

的载入、排放前进行压舱水中沉积物的去除、通过压

舱水的交换、不排放或少量排放压舱水等方法预防

和控制通过压舱水的携带引进外来有害水生生物。

)# 澳大利亚外来 入 侵 物 种 管 理 策 略 对 我 国

的启示

澳大利亚制定了有关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策略

和指南等技术性和法规性文件，对防止引进、控制和

消除外来入侵物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澳大利亚

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策略进行研究，可以对我国的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起到较好的借鉴作用。随着我国

经济 的 迅 速 发 展 和 加 入 &ML，国 际 联 系 将 更 加 密

切，与世界各地物种的相互交流将更趋频繁，为满足

农业、林业、渔业、畜牧业等生产而有意识引进外来

物种的需要将会增多，因而有意引入有害生物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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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也随之增加；同时，随着旅游、运输、贸易、交通等

途径而无意引进外来入侵物种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为了保障我国的生态安全，实现物种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我国在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方面应采取以下

几方面的对策。

!" #$ 尽快建立相应的法规体系，实现外来入侵物种

的依法管理

建立外来入侵物种管理方面的专项法规，对管

理的对象、内容、权利与责任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特别要对为满足农业、林业、养殖业等生产需要而有

意引进外来物种的行为加强立法，对已入侵的外来

物种的控制行动做出规定，并保证法律条文的有关

规定与相应的国际公约、协议的一致性，从而全面实

现外来入侵物种的依法管理。

!" %$ 加强机构建设，形成多部门的协调管理机制

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涉及

到多个部门，需要建立多部门的协调管理机制，在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下，由各部门进行分工合作，共同

实现外来入侵物种的有效管理。建议成立一个跨部

门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领导小组，对各部门的工作

加以协调，增强我国外来入侵物种管理的协调统一

性，提高管理效率。

!" &$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制度的建设

风险评价制度：科学制定并严格执行外来物种

的风险评价制度。包括对外来物种的有意引进的风

险评价，以及对可能导致外来入侵物种无意引进和

转移的贸易、旅游、运输、娱乐等活动进行风险评价。

尤其是在一些大型建设项目中，需要在环境影响评

价中增加有关外来入侵物种引进和转移风险评价的

内容，确保这些活动所引发的外来入侵物种的引进

和转移风险最小化。

引种许可证制度：完善并严格执行外来物种引

进制度。引种单位或部门必须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

拟引进外来物种的详细资料，包括生物学和生态学

特性、引种历史、原产地环境条件、经济损益分析，以

及风险评价等有关资料，由管理部门会同技术咨询

机构对这些资料进行综合评审之后决定是否引进该

物种，以及是否需要附加保障措施，对不产生危害或

只产生可接受危害的物种的引进颁发引进许可证，

杜绝外来物种的非法引进。

引种备案制度：对所有有意引进的物种实行备

案制度。引种单位或部门必须将外来物种引进的情

况在环保部门进行备案，若发现问题，可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

!" !$ 采取适当的引进预防、消除、控制和恢复措施

采取有效的口岸控制措施，加强对有害外来物

种的检疫和检验，构筑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入侵的第

一道防线（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局，%##&），这 是 减 少 外 来

入侵物种无意引进风险的最重要的环节，远比入侵

发生后采取的任何措施经济、有效。对已入侵物种

的爆发做出快速反应，将机械根除法、化学防治法、

生物防治法相结合，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并研究和建

立新的消除和控制方法，将外来物种入侵所造成的

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消除和控制措施之后要采

取适当的恢复措施，以利于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

!" ’$ 开展科学研究，为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提供科

学依据

加强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生物学特性、入侵生态

学、控制措施等方面的研究，建立入侵物种数据库，

并形成外来入侵物种信息共享机制，为外来入侵物

种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提高政策制定的

及时性和科学性，以及管理的有效性。

!" ($ 制定教育和培训计划，提高公众意识

对有关工作人员开展教育和培训工作，提高他

们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鉴定、分析和检测的能力。加

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众的生态保护意

识，自觉抵御外来物种的入侵，减少他们在旅游、贸

易、运输等活动中对外来入侵物种的有意或无意的

引进或转移，鼓励他们参加到外来入侵物种的消除

和控制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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