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对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外来物种入侵风险加大。为提升外来物种入侵综合防控能力，今年以来，农业

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在全国各地组织开展了系列科普宣传灭除活动。今天，正值首个“全国生态日”，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三裂叶豚草、刺苍耳、齐氏罗非鱼等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措施，共同为我国粮食安全、生物安全、生态安全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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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外来入侵物种防范外来入侵物种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空心莲子草又名水花生，原产于南美洲，该入侵种可水陆
两栖生长，抗逆性极强，主要通过无性繁殖方式传播扩散，现已
成为四川省内分布区域最广、危害最重的外来入侵恶性杂草。
近二十余年来，四川省将水花生作为重大危害外来入侵有害生
物进行研究管控，在重点区域连年开展大面积集中灭除行动，
并大力推行绿色综合防控。

按照“一种一策”的要求，四川省因地制宜，在水花生发生危
害的各类生境进行全方位“围剿”。针对水域发生的水花生，采取
生物防治手段，人工繁育并释放专食性天敌莲草直胸跳甲，天敌
成虫及幼虫可取食水花生叶片和生长点，老熟幼虫钻入茎秆中化
蛹造成创口，导致水花生感染其它病原微生物，释放密度在每公
顷3000头时，天敌对水花生的平均防治效果在80%到98%之间。
针对果园生境的水花生，采取物理防治手段，利用黑色塑料膜或
黑色地布覆盖地表，隔绝光照；或采取生态控制措施，即种植蛇
莓、姬岩垂草、箭筈豌豆等高密度低矮草本植物，覆盖地表后自然
抑制水花生生长，同时兼具调节果园小气候、防止水土流失等功
效。针对危害耕地生境的水花生，目前主要采取化学防治方法。
针对荒地、荒坡的水花生，则利用草甘膦或草铵膦混用氯氟吡氧
乙酸等化学除草剂对其进行高效灭除。

四川：“组合技”全方位防治水花生
2021年秋，加拿大一枝黄花在湖北武汉等地爆发，湖北省

农业农村厅向县市区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迅速开展加拿大一
枝黄花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公开热线服务电话回
应社会关切与举报，建立了周报制度。据统计，湖北省共公开
196部热线咨询服务电话，出动防除行动 2847次，发动人员 20
多万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23万份，构建了外来入侵物种群防群
治的工作机制，加拿大一枝黄花防控率达到92%。

“对照电子地图作战，防治工作就能做到精准定位、逐点清
除。”湖北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站站长樊丹说。武汉市根据市民
提供的有效线索，在行政区划图上，把加拿大一枝黄花生长的地
块坐标、面积一一标注，并逐一编号，制成电子地图，然后对照点
位，采用药物防除、人工铲除等方式进行销号式处理。

湖北坚持因时施策，春季，针对加拿大一枝黄花幼苗喷施
内吸传导型除草剂，斩断其无性繁殖；秋季，种子成熟后，将花
穗套袋后再铲除、运输，防止种子飘散。湖北坚持因地施策，零
星植株人工连根拔除，集中晒干无害化处理；连片发生、地势平
坦的地块，采取机械翻耕拣除残根残茎；非耕地采用灭生性化
学除草药剂进行定向喷雾。

湖北：群防群控“围剿”加拿大一枝黄花
宁夏回族自治区素有“塞上江南”之美誉，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生态屏障作用。随着农业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持续推进，宁夏
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初步掌握了外来入侵物种发生情况，刺苍
耳、反枝苋、野燕麦等物种在宁夏发生面积较大、分布范围广。

以刺苍耳为例，其原产于南美洲，适应性好，繁殖能力强，
很容易在新的环境中占据领地，严重影响当地植物群落结构。
刺苍耳在宁夏 11个县（区）均有分布，发生面积万余亩，主要危
害玉米、小麦、西瓜、果树等。此外，由于刺苍耳全株带毒，且植
株具硬刺，对入侵地的牧业生产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农
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
农村厅组织召开全区农业外来入侵物种（刺苍耳）灭除现场会，
宣传刺苍耳等重大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传播途径、防治措施
等，宁夏刺苍耳累计防治率达到92.7%。

近年来，除刺苍耳外，宁夏坚持边普查边防控的原则，对普
查过程中发现的新发、重大外来入侵物种，及时应对、全力扑
杀；对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生态安全的恶性入侵物种，进行精准
治理和集中灭除，将外来入侵物种对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
的危害总体控制在较低水平。

宁夏：刺苍耳入侵趋势有效缓解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
以绿为底 林下生“金”

“原来这片经济林是一片沙窝地，我们依托植被恢复项目，
打造高标准经济林示范园区，发展林下经济。在防风固沙、恢
复生态的同时，又能产生经济效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后旗新红林业管护中心主任郝剑明告诉记者。

夏日，新红林场草木葱茏、生机盎然，林业技术人员正忙着
查看甘草、荆芥等中药植物的长势，林场职工正加紧对新栽植
的经济苗木进行精心管护。

今年，乌拉特后旗新红林业管护中心创新发展思路，依托
现有林地，通过种植甘草、荆芥、毛知母、板蓝根、雪菊等中药
材，做活“林”经济，提升“林”效益。在总面积 816亩的经济林
示范园区，苗木分区栽植、林相整齐、花期错开、熟期续至，赏
花、赏叶、赏果各有其时，集观赏、采摘、科教多种功能于一体。

盛夏时节，在巴音前达门苏木的万亩梭梭接种肉苁蓉基
地，一排排梭梭幼苗在戈壁滩上生机盎然。工人们忙着挖坑、
浇水，种植梭梭，接种肉苁蓉。巴音前达门苏木巴音查干嘎查
党支部书记宝玉表示，今年基地新增人工种植梭梭5000亩，共
有1.8万亩，明年春季和秋季采收后，总收益将达到420万元。

乌拉特后旗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梭梭林资源，在巴音前达
门苏木、潮格温都尔镇、获各琦苏木建立 4个万亩梭梭接种肉
苁蓉基地和 1个人工接种肉苁蓉项目试验基地，总面积近 4.6
万亩。“项目实施后，我们这里的荒漠化土地治理有了起色，越
来越多的牧民了解到生态产业带来的好处，以放牧为生的传统
观念也在慢慢改变，6000亩梭梭林还可嫁接苁蓉，总收益比前
两年要高！”宝玉告诉记者。

乌拉特后旗属于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中国“两屏三
带”关键区，肩负着防止巴音温都尔沙漠南下、乌兰布和沙漠东
移，建设和恢复阴山生态，保护河套平原和黄河生态安全的重要
使命。近年来，乌拉特后旗着眼“林绿民富”，大力发展经济林产
业，并以阴山为轴线，根据自然条件布局建设山前、山后两个经
济林集中发展区域。山前河套平原主要以梨、桃、李、杏等杂果
种植及沙冬青、蒙古扁桃、酸枣等原生树种苗木繁育为主，山后
干旱荒漠区域主要以梭梭接种肉苁蓉和白刺接种锁阳为主。

“我们以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为目标，延伸林草产业链
条，增加林草产业产品供给，提高森林资源利用水平，让‘绿水
青山’成为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为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
屏障作出应有贡献。”乌拉特后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苏俊说。

按照“北封南造西飞东护”的布局，乌拉特后旗先后组织实
施了“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规
模化防沙治沙、封禁保护、退化草原生态修复、草原鼠害防治等
重点林草生态建设项目，累计完成国家投资5.1亿元，完成生态
建设面积347.23万亩。

乌拉特后旗西补隆林业管护中心位于乌兰布和沙漠东缘，
这里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得天独厚，是酸枣的天然适生区，栽
植的树苗一年即可长成树形，两到三年即可丰产。

“酸枣树不仅可以防沙治沙，而且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高，
枣叶、枣仁、枣果都可以进行深加工售卖，每亩大约能收益
2000多元，今年已经栽种了 1000亩，下一步，我们还将扩大现
有经济林的种植规模，继续发展林下经济，让‘材’生财。”乌拉
特后旗西补隆林业管护中心主任杜永军说。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山东肥城
塌陷地上重塑“绿水青山”

走进山东省肥城市湖屯镇东湖西村立体种养基地，只见或
粉或白的“太空莲”竞相开放，大颗饱满的莲蓬点缀其中，小龙
虾在池塘内游动捕食，勾画出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该基地早期因煤炭开采形成塌陷坑塘，地势高低不平，无
法有效利用，经采煤塌陷地治理项目平整后，形成了面积约70
亩、深度1.5米左右的池塘。

“按常规经验，莲藕种植每亩收益在 3000元左右，且有较
高技术要求，采摘困难。我们村种的‘太空莲’不结莲藕，可采
莲蓬，仅靠卖莲子每亩地收益可达到 6000 元，再加上龙虾养
殖，整个基地一年可为东湖西村增收 50余万元。”东湖西村党
支部书记刘太余说。

湖屯镇曾是肥城煤炭主产区，原有5处煤矿，多年来形成2
万余亩采煤塌陷区，成为环境“痛点”和生态“伤疤”。

塌陷地变良田，得益于肥城市实施的采煤塌陷地综合整治
工程。采煤塌陷地复垦不仅促进了当地可持续发展，更让村集
体得到了实惠。

“整治后的耕地由大户承包，每亩承包费达到 1000元，比
其他地块每亩承包费高 200元至 300元。塌陷地整理后，我们
村集体经济单承包费每年多增收 6万余元。”湖屯镇董二村党
支部书记赵鹏说。

肥城市按照因地制宜、分类实施原则，采取土地复垦、产业
治理、生态修复三种治理模式，坚持“宜耕则耕、宜渔则渔、宜林
则林”的治理思路，科学策划实施采煤塌陷地治理项目，恢复矿
区生态环境，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2022年以来，肥城市综
合治理采煤塌陷地面积约14860亩，恢复耕地3600亩。

走进位于石横镇南大留村老泰临路段的艾草基地，沁人心脾的
清香扑面而来，使人精神愉悦，神清气爽。放眼望去，一片蓬勃葱郁，
微风吹来，涌动起绿色的波浪，艾叶背面的绒毛在阳光下闪着白光。

土地下沉、地表塌陷，或常年积水，或杂草丛生……这曾是
南大留村采煤塌陷地令人痛心的惨况，当地群众每每看到这场
景就会扼腕叹息。

多方考察后，南大留村引进适合塌陷地种植的艾草项目，
以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方式整合流转 1000亩土地，成立金宏康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购置生产加工设备20余台套，建成集艾草
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通过‘公司+集体+农户’的产业化运作模式，南大留村以
土地入股占股 25%，每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8万余元，在
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同时，让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真正做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南大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张晓光说。

昔日，最值得骄傲的是“黑色经济”；而今，引以为豪的是“绿色
产业”。现在，华电肥城采煤沉陷区老城“智慧农业+200兆瓦光伏
示范项目”一期实现并网发电，板上发电、板下养殖、农光互补，不
仅可以实现阳光、土地资源的立体高效利用，为农作物提供适宜的
生长环境，而且还可以通过光伏板阵列的遮阳效果，抑制水面藻类
繁殖，达到改善水质、降低水温，促进鱼虾生长的功效，在本区域内
实现“光扶农、光促农、光富农”。据了解，该项目全部建成投运后，
年可发电3亿度，替代标煤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8万吨，带动8个
村1200余人就业，村集体经济年增收400万元。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浩

“今天学到不少知识，我要把宣传知识手册带回去给孙子也学习学习，让他了解我们周围的外
来入侵物种！”近日，以“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为主题的省外来物种入侵防控行
动启动仪式暨科普宣传活动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公园广场举行，市民彭岚女士在观看科普内容
后说道。

在彭岚身后的电子屏上，不断播放着贵州省外来入侵物种的介绍和工作人员挥舞镰刀锄头、
灭虫抢粮的画面，科普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看。

今年上半年，贵阳市环城快铁花溪南站旁一处荒废近50亩的土地，成了三裂叶豚草肆意生长的
“乐土”。三裂叶豚草原产于北美洲，是一年生粗壮草本植物，入侵自然生态系统后会抑制本土植物
的生长，破坏生物多样性。它的花粉是人类“枯草热病”和哮喘的重要过敏原，极大危害人类健康。

“4月下旬这里只长出二三十厘米的小苗，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已经长到2米多高，生长速度
令人咋舌！”贵州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高级农艺师寇冬梅介绍。赶在开花前期，花溪区农业
农村局组织人力集中灭除三裂叶豚草。随着割草机“嗡嗡嗡”的声响，一片片三裂叶豚草应声倒
地，被覆盖得密不透风的土地慢慢显出原本的样貌。

近期，在铜仁市石阡县鸳鸯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省市
县三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生态环境、林业、自然资源等
部门开展了外来入侵物种绿太阳鱼集中灭除行动。
绿太阳鱼原产于美洲，形似鲫鱼，生性凶猛，繁殖能
力极强，不论成鱼还是幼鱼都能把同水域的其它
鱼类吃光，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
威胁。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一网下去，捞起来
的绿太阳鱼占比高达60%以上。工作人
员对捕捞到的一万余条绿太阳鱼进
行了集中无害化处理，并放生了本
地活鱼。铜仁市农业环境监测
站蔡大兴介绍，铜仁市计划将
在未来2年到3年内有效遏
制绿太阳鱼。

贵州：“科普+治理”遏制外来入侵物种
“福寿螺是一种严重危害农业生产的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它不仅繁殖快、食量大、

食性杂、缺乏天敌，还可以随水流扩散传播……”近日，在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福寿螺防控培训
班上，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所长、研究员黄水金向乡镇农技员和农民讲解外来入侵物种福
寿螺的危害。

“以往福寿螺防控只关注水田，忽视了河道、沟渠的协同治理。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开展
统防统治新技术模式试验，对上下游、渠两岸、田内外进行统一防控、协同治理。”黄水金介绍。

在余江区高标准农田灌溉沟渠，一场不同鸭群数量防控福寿螺的对比试验正在进行。江西省
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孙杨博士介绍：“有的农田灌渠临近水质考核断面，我们正在试验用最少的鸭子
防除灌渠内的福寿螺，最大程度避免对水质的影响。”同时，部分田块正在开展“旋耕+药剂协同作
业”试验，孙杨介绍，在旋耕机上加装施药器械，整地的同时可以将灭螺药剂均匀喷施，对福寿螺的
最高防控效果接近99%。

今年 5月份，上饶市农业农村局在全市同步组织开展了福寿螺防控现场会，当地通过养鸭
灭螺、稻鳖综合防控、人工除卵、药物防治、饲料化利用等措施取得了很好的防控成效。农技员

仇俞平特别介绍了一个“土办法”，利用制取山茶油的副
产品——茶麸（茶枯饼）这一天然物质，撒施田间灭

螺，防控效果可以持续半个月，而普通的化学药剂
只能持续一周左右。

在福寿螺繁殖盛期，一些公园湿地和灌渠岸
壁常出现密密麻麻的粉红色卵块。“植株上、岸

壁上的福寿螺卵块鸭子不太爱吃，人工摘
除也有难度，我们正在试验用高压水枪

把卵块冲进水里，降低螺卵的孵化率，
压低福寿螺种群基数。”南昌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副教授简少卿介绍。
据统计，去年江西省采取

多元化防控措施共治理福
寿螺 136万亩，有效遏制

其扩散蔓延。

江西：标本兼治防控福寿螺

8 月初，
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珠江水产
研究所联合多家单

位举办了第一届“看鱼
杯”全民垂钓外来鱼类比

赛，齐氏罗非鱼是渔获物中
最主要的种类。

齐氏罗非鱼是我国目前危
害最大、分布最广泛、存量规模最

大的外来入侵鱼类之一，已入侵我国
南方的河流、湖泊、沟渠等各种水体。

它的入侵不仅影响渔业生产和渔民收入，
也对水生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严重威胁。由

于对水草的捕食和挖掘行为，齐氏罗非鱼也给
南方湖泊水环境治理工作带来了极大困扰。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和珠江水产研究所在广州建立了防治技术
试验示范基地，集成拦截、诱集和诱捕技术，应急性杀灭技术和生物调控技术在内的
多项齐氏罗非鱼防治技术，并在湖泊与外界水源交换的出入口、严重爆发区域和早期
入侵水域等不同场景进行了应用，取得了良好治理效果。

去年，另一种外来入侵鱼类鳄雀鳝频频登上新闻热搜，引发了全社会广泛关注。
鳄雀鳝是一种凶猛的捕食者，一旦泛滥成灾，将会对渔业生产和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影
响。由于价格低廉，消费门槛低，鳄雀鳝通过线下和线上贸易，并随着人为弃养和放
生进入自然水域，导致其在全国呈现“多点开花”的状态。

珠江水产研究所外来物种与生态安全团队从源头控制、养殖生产、贸易管理、人为
放生和弃养等方面协助相关管理部门进行了积极的科普宣传，促进全社会参与到鳄雀
鳝引种、放生和清除等阶段当中。目前，人为放生和丢弃鳄雀鳝的现象显著降低。

此外，豹纹翼甲鲶也是南方地区入侵较为严重的物种，它就是我们常说的清道
夫。为遏制豹纹翼甲鲶在自然水域的扩散蔓延，珠江水产研究所通过长期研究，掌握
了水体环境条件对豹纹翼甲鲶分布和扩散规律的影响，并在实验室条件和野外环境
条件下，筛选了诱捕药剂，对效果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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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鸟啼鸣，冬赏千里雪
原冰上捕鱼，这里是吉林
省重要产粮大市——白城
市。然而，美丽富饶的地方却有
一些“不速之客”。白城市是外来
物种入侵较为严重的地区，刺萼龙
葵、长刺蒺藜草、反枝苋、曼陀罗等入侵
面积较大。

以刺萼龙葵为例，刺萼龙葵为茄科茄属
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北美洲。它全株带刺
且果实含有神经毒素茄碱，牲畜误食后可引起中
毒死亡。刺萼龙葵繁殖力强，单株结实量可达 1万粒到 2万粒，其种子具有物理休眠
和生理休眠混合休眠特性，若防控不及时，其蔓延会对农牧业生产和生物多样性造成
重大危害。

为将刺萼龙葵尽早扼杀，吉林采取“三步走一示范”的策略进行防控。
第一步，以最优的方式开展调查。省农业农村部门定期向当地居民调查了解刺萼

龙葵发生、危害情况，分析可能发生地点和传播扩散情况。围绕发生地点、发生面积、入
侵生境等开展全面调查，对重点发生地块进行GPS定位、照相、填写调查表并逐级上报。

第二步，以最适的方案推进灭除。省农业农村部门根据刺萼龙葵不同季节的生
长特性，分别下发了相关方案，指导防控工作，助力“一种一策”精准治理。

第三步，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灭除。各县（市、区）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刺萼龙葵发
生及防控台账，加大对以前没有发生区域和与内蒙古毗邻区域的彻底排查，做到发生
一株就严格上报和铲除。

“一示范”，即提高替代控制技术。刺萼龙葵在幼苗期生长较为缓慢，若将竞争能力强
的本土植物种植于刺萼龙葵入侵地，便能抑制其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控制其扩散蔓延。实
践表明，替代控制有效地阻止了刺萼龙葵的生长，减少了土壤中刺萼龙葵种子库储量。

目前，刺萼龙葵在吉林省入侵面积逐年减少，年综合防控率达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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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字由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提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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