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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外来淡水生物入侵现状、危害及防控策略

董　杨,申志新,王海桂,李高俊,蔡杏伟,李芳远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海南 海口　５７１１２６)

摘要: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气候条件,海南省已成为我国外来生物入侵的重灾区之一,许多外来淡水生

物在海南均有分布.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对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等海南主要河流外来淡水生物的种类和分布进行

了初步调查.经过调查发现,目前海南共有４３种外来淡水水生生物,其中鱼类３１种、爬行类２种、两栖类１种、

软体动物２种、甲壳动物３种,淡水植物４种.海南省外来淡水生物的主要入侵途径是水产养殖引种,主要危害

是捕食和竞争.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健全管理制度、加大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加强宣传等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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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物种是指在某些区域没有生存过,由于人

类活动或其它因素使其出现在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

区域以外的物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

会,２０００).海南岛河流众多,水资源丰沛,水产养殖

业发达,为外来物种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近

二三十年来,人为有意或无意引入外来物种进行养

殖、观赏或做其他用途的次数渐增,海南省天然水域

中外来物种的种类和数量逐年上升,危害性逐渐凸

显,对土著种和水生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危害(王伟

等,２００７a,２００７b;李劲松等,２００８;彭宗波等,２０１３;
刘丹等,２０１４;胡隐昌等,２０１５).关于海南淡水外来

物种入侵的相关研究较少.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作者对

海南主要河流和水库的外来物种情况进行调查,分
析了海南省淡水外来物种的种类组成、现状、入侵途

径等,对其防控提出若干策略.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采样地点

采样地点主要集中在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等

流域的不同河段、沿河城镇的农贸市场.

１．２　调查方法

通过野外捕捞(主要是铺设定置刺网和放置地

笼)、市场调查、走访渔民、查阅文献等方式确定天然

水域中外来物种的种类和分布.查阅相关数据、走
访渔业主管部门了解相关养殖外来物种的分布、养
殖规模和引种数量.

１．３　标本的鉴定、采集和处理

对野外采集的标本,按«海南外来淡水生物识别

手册»、«海南岛淡水及河口鱼类志»、«广东淡水鱼类

志»、«我国常见外来水生生物识别手册»、«禁止输入

动物鉴识手册»进行种类鉴定.根据需要选取活力

好、体表无伤的个体放置于水缸中拍照;选取体表和

鳍条完好,细部特征明显的鱼类按照大、中、小３种

规格用１０％的福尔马林浸泡固定带回标本室装瓶

保存,并在标签上记录采样点的时间地点、经纬度信

息、生境和网具等.同时选取部分外来物种测量其

生物学信息,观察性腺发育、胃和肠道内含物等.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外来淡水水生生物的现状及其种类组成

本次调查共采集和记录了４３种外来淡水生物

(表１),属于１４目２５科３７属,其中鱼类有５目１３
科２５属３１种,占外来淡水生物总数的７２．０９％;爬
行类１目２科２属２种,占外来淡水生物总数的

４６５％;两栖类１目１科１属１种,占外来淡水生物

总数的２．３３％;软体动物２目２科２属２种,占外来

淡水生物总数的４６５％;甲壳动物１目３科３属３
种,占外来淡水生物总数的６．９８％;水生植物４目４
科４属４种,占外来淡水生物总数的９．３０％.根据

最新统计,截至目前海南省的淡水鱼类共１２６种,外
来淡水生物中的鱼类占淡水鱼类总数的２４６０％.



２．２　海南外来淡水生物分类及其危害程度划分

根据外来淡水生物在天然水域的种群数量、生
态习性、现有养殖规模、危害程度等,首先将本次调

查中发现的４３种外来淡水生物划分为归化种和入

侵种,再根据危害程度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严重危害

种、中度危害种、轻度危害种、潜在危害种、养殖可控

种和无危害种(秦新生等,２００８;彭宗波等,２０１３).
归化种是指已经在自然水域中建立种群并已经

形成一定规模,能够自我繁殖,与本地土著生物生态

位相似程度低,对栖息地破坏少的种类.
表１　海南省外来淡水生物名录(４３种)

Tab．１　ListofexoticfreshwaterorganismsinHainanProvince(４３species)

种　　　　类 种　　　　类

鲈形目 Perciformes 　青鱼属 Mylopharyngodon
丽鱼科 Cichlidae 　 青鱼 M．piceus

　罗非鱼属OreochromisTilapiaSarotherodon 　鲢属 Hypophthalmichthys
　 尼罗罗非鱼Oreochromisniloticus 　 鲢 Hypophthalmichthysmolitrix
　 莫桑比克罗非鱼Oreochromismossambicus 　鳙属 Aristichthys
　 奥利亚罗非鱼Oreochromisaureus 　 鳙 Aristichthysnobilis
　 伦氏罗非鱼 Tilapiarendalli 　鲮属Cirrhinus
　 齐氏罗非鱼 Tilapiazillii 　 麦瑞加拉鲮Cirrhinusmrigala
　 布氏非鲫 Tilapiabuttikoferi 　野鲮属Labeo
　 加利略罗非鱼Sarotherodongalilaeus 　 露斯塔野鲮Labeorohita
　图丽鱼属 Astronotus 　鳅科 Cobitidae
　 图丽鱼 Astronotusocellatus 　副泥鳅属 Paramisgurnus
　丽体鱼属Cichlasoma 　 大鳞副泥鳅 Paramisgurnusdabryanus
　 马拉瓜丽体鱼Cichlasomamanaguense 鳉形目 Cyprinodontiformes
　副尼丽鱼属 Paraneetroplus 花鳉科 Poeciliidae
　 粉红副尼丽鱼 Paraneetroplussynspilus 　食蚊鱼属Gambusia
　丽鱼属Cichla 　 食蚊鱼Gambusiaaffinis
　 眼点丽鱼Cichlaocellaris 　花鳉属 Poecilia
塘鳢科 Eleotridae 　 孔雀鱼 Poeciliareticulata

　尖塘鳢属 Oxyeleotris 脂鲤目 Characiformes
　 云斑尖塘鳢Oxyeleotrismarmorata 脂鲤科 Characidae
鳢科 Channidae 　肥脂鲤属 Piaracts

　鳢属Channa 　 短盖肥脂鲤 Piaractusbrachypomus
　 乌鳢Channaargus 厚唇双冠丽鱼(♂)×粉红副尼丽鱼(♀)
太阳鱼科 Centrarchidae 　 鹦鹉鱼

　太阳鱼属Lepomis 龟鳖目 Testudines
　 蓝鳃太阳鱼Lepomismacrochirus 泽龟科 Emydidae
鲇形目Siluriformes 　彩龟属 Trachemys
甲鲇科 Loricariidae 　 红耳龟 Trachemysscriptaelegans

　口鲇属 Hypostomus 鳄龟科Chelydridae
　 下口鲇 Hypostomusplecostomus 　鳄龟属Chelydra
鲇科 Siluridae 　 鳄龟Chelydraserpentina

　鲇属Silurus 无尾目Anura
　 南方大口鲇Silurusmeridionalis 蛙科 Ranidae
鮰科Ictaluridae 　蛙属 Rana

　真鮰属Ietalurus 　 牛蛙 Ranacatesbeiana
　 斑点叉尾鮰IetalurusPunetaus 中腹足目 Mesogastropoda
鲇科 Pangasiidae 瓶螺科 Ampullariidae

　圆腹属鱼芒 Pangasianodon 　福寿螺属 Pomacea
　 苏氏圆腹鱼芒 Pangasianodonhypophthalmus 福寿螺 Pomaceacanaliculata
胡子鲇科lariidae 新腹足目 Neogastropoda

　胡子鲇属Clarias 峨螺科 Buccinidae
　 革胡子鲇Clariasleather 　Clea属

鲤形目 Cypriniformes 　 海伦峨螺Cleahelena
鲤科 Cyprinidae 十足目 Decapoda

　无须魮属 Puntius 　对虾属Litopenaeus
　 黑点无须魮 Puntiusfilamentosus 螯虾科 Cambaridae
　草鱼属Ctenopharyngodon 　 原螯虾属 Procambarus
　 草鱼C．idellus 　 克氏原螯虾 Procambarusclark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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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种　　　　类 种　　　　类

长臂虾科 Palaemonidae 　大薸属 Pistia
　沼虾属 Macrobrachium 　 大薸 Pistiastratiotes
　 罗氏沼虾 Macrobrachiumrosenbergii 茄目Solanales
对虾科 Penaeidae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vannamei 　番薯属Ipomoea
粉状胚乳目Commelinales 　 蕹菜Ipomoeaaquatica
雨久花科 Pontederiaceae 石竹目 Caryophyllales

　凤眼莲属 Eichhornia 苋科 Amaranthaceae
　 凤眼莲 Eichhorniacrassipes 　莲子草属 Alternanthera
泽泻目 Alismatales 　 空心莲子草 Alternantheraphiloxeroides
天南星科 Araceae

　　入侵种是指已经在自然水域中建立种群或正在

形成种群,能够自我繁殖,与本土土著种类生态位相

似程度高,竞争性强,对栖息地和生态系统破坏程度

高的种类.
严重危害种:指繁殖力强、种群数量多、危害程

度大的种类.
中度危害种:指可自我繁殖、有一定数量、有较

重生态危害的种类.
轻度危害种:指危害程度较轻的种类.
潜在危害种:指目前野外种群数量较少,后续可

能通过自繁产生较大种群并对生态造成较大危害的

种类.
无危害种:指从其他水域引入到当地水域的时

间较长,已经建立种群并完全融入当地水域生态系

统,与本地土著生物生态位基本无重叠,对栖息地影

响小的种类.
养殖可控种:一般指通过杂交所育的物种,自身

不能繁育后代,引进养殖后,如果逃逸到自然水域

中,不能通过自然繁殖来增加其种群数量的一种外

来物种.
根据上述的划分方法,海南现有的４３种外来淡

水生物中,归化种有１１种,占外来淡水生物总数的

２５．５８％;入侵种有３２种,占外来淡水生物总数的

７４．４２％.从危害程度上来分,现有无危害种４种,
占外来淡水生物总数的９．３０％;养殖可控种１种,占
外来淡水生物总数的２．３３％;潜在危害种４种,占外

来淡水生物总数的９．３０％;轻度危害种１５种,占外

来淡水生物总数的３４．８８％;中度危害种９种,占外

来淡水生物总数的２０．９３％;严重危害种１０种,占外

来淡水生物总数的２３．２６％.４３种淡水外来物种中

有９种属于环境保护部公布的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

单(第一批至第四批)中的物种,７种属于IUCN 公

布的世界百大外来入侵种(表２).

２．３　海南省外来淡水生物入侵的途径

根据调查,海南省外来淡水生物的入侵途径一

般可分为,作为养殖物种引进、作为观赏物种引进、
养殖逃逸、放生、其他等(沈欣军等,２００４;潘勇等,

２００６;郦珊等,２０１６).

２．３．１　作为养殖物种引进　据不完全统计,海南省

近２０年来从国内外引进的包括罗非鱼、短盖肥脂

鲤、克氏原螯虾、云斑尖塘鳢等物种约有２５种,这些

物种都是作为养殖对象引入的(刘世禄等,２００３;陈
家长等,２０１０;顾党恩等,２０１２),以罗非鱼为首的部

分物种已经成为海南省淡水养殖的主养品种(中国

渔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８),为海南省淡水渔业的发展和

转型做出了较大贡献.

２．３．２　作为观赏品种引进　在海南省观赏鱼产业

中,淡水观赏鱼所占比重较大,与海水观赏鱼大多来

源于野外捕捞不同,淡水观赏鱼已经大部分实现了

苗种的人工繁育,鹦鹉鱼、红耳龟、布氏非鲫等种类

大多是从国外引入且产量较大,所生产的淡水观赏

鱼除在岛内销售外,主要销往广州等地的大型观赏

鱼批发市场.

２．３．３　养殖逃逸　在养殖过程中由于防逃措施不

到位,造成养殖的外来物种逃逸到天然水域中,经过

自然繁殖并建立种群,海南淡水流域中的罗非鱼、麦
瑞加拉鲮、乌鳢等均属于这种情况.

２．３．４　人为放生　近年来,随着海南省民间佛教活

动的日益增多,人为自发或有组织的放生已经常态

化,放生动物来自岛内外,放生的物种有红耳龟、罗
非鱼、乌鳢等,这些放生物种某种程度上对放生地及

其周边水域的渔业生态造成了影响.

２．３．５　其他　以生物防治等其它目的引入的外来

物种,例如,食蚊鱼的引入就是为了控制蚊子和疟

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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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海南省外来淡水生物分类及其危害程度

Tab．２　ClassificationandhazarddegreeofexoticfreshwaterorganismsinHainanProvince

序号 名称 食性 分类 危害程度
中国外来

入侵物种名单

世界百大

外来入侵种

１ 乌鳢 肉食性 归化种 轻度危害种

２ 南方大口鲇 肉食性 归化种 轻度危害种

３ 革胡子鲇 杂食性 归化种 轻度危害种

４ 草鱼 草食性 归化种 无危害种

５ 青鱼 肉食性 归化种 无危害种

６ 鲢 滤食性 归化种 无危害种

７ 鳙 滤食性 归化种 无危害种

８ 麦瑞加拉鲮 杂食性 归化种 轻度危害种

９ 露斯塔野鲮 杂食性 归化种 轻度危害种

１０ 罗氏沼虾 杂食性 归化种 潜在危害种

１１ 凡纳滨对虾 杂食性 归化种 潜在危害种

１２ 莫桑比克罗非鱼 杂食性 入侵种 严重危害种 列入

１３ 尼罗罗非鱼 杂食性 入侵种 严重危害种 第三批

１４ 奥利亚罗非鱼 杂食性 入侵种 严重危害种

１５ 伦氏罗非鱼 杂食性 入侵种 中度危害种

１６ 齐氏罗非鱼 杂食性 入侵种 中度危害种

１７ 加利略罗非鱼 杂食性 入侵种 中度危害种

１８ 布氏非鲫 杂食性 入侵种 轻度危害种

１９ 蓝鳃太阳鱼 肉食性 入侵种 轻度危害种

２０ 图丽鱼 杂食性 入侵种 轻度危害种

２１ 云斑尖塘鳢 肉食性 入侵种 严重危害种

２２ 马拉瓜丽体鱼 肉食性 入侵种 严重危害种

２３ 粉红副尼丽鱼 杂食性 入侵种 中度危害种

２４ 眼点丽鱼 肉食性 入侵种 轻度危害种

２５ 鹦鹉鱼 肉食性 入侵种 养殖可控种

２６ 下口鲶 杂食性 入侵种 严重危害种

２７ 苏氏圆腹鱼芒 杂食性 入侵种 中度危害种

２８ 黑点无须魮 杂食性 入侵种 中度危害种

２９ 大鳞副泥鳅 杂食性 入侵种 轻度危害种

３０ 食蚊鱼 杂食性 入侵种 轻度危害种 第四批 列入

３１ 孔雀鱼 肉食性 入侵种 轻度危害种

３ 短盖肥脂鲤 杂食性 入侵种 严重危害种

３３ 斑点叉尾鮰 杂食性 入侵种 中度危害种

３４ 红耳龟 杂食性 入侵种 严重危害种 第三批 列入

３５ 鳄龟 杂食性 入侵种 中度危害种

３６ 牛蛙 杂食性 入侵种 中度危害种 第一批 列入

３７ 福寿螺 杂食性 入侵种 严重危害种 第一批 列入

３８ 海伦峨螺 肉食性 入侵种 潜在危害种

３９ 克氏原螯虾 杂食性 入侵种 潜在危害种 第二批 列入

４０ 凤眼莲 入侵种 严重危害种 第一批 列入

４１ 大薸 入侵种 轻度危害种 第二批

４２ 蕹菜 入侵种 轻度危害种

４３ 空心莲子草 入侵种 轻度危害种 第一批

３　讨论

３．１　海南淡水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

３．１．１　捕食　罗非鱼、云斑尖塘鳢、下口鲇等外来

鱼类直接捕食本地土著鱼类的鱼卵和幼鱼,影响本

土鱼类的生存和种群延续,降低了物种多样性,改变

了捕食地水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胡国成等,

２００７;牟希东等,２００８).

３．１．２　竞争　外来物种的入侵会与拥有相似生态

位的土著鱼类产生竞争,由此造成土著鱼类种群数

量的下降.例如,食蚊鱼引入到海南岛后,与青鳉抢

夺食物、栖息地等,造成与其生态位相近的青鳉的数

量急剧下降(胡隐昌等,２０１５).

３．１．３　传播疾病　随着外来物种的引入,像克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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螯虾一类的外来物种自身会携带诸如对虾白斑综合

症病毒等病原微生物(蔡凤金等,２０１０),放入引入地

进行养殖后,可对相关种类造成潜在危害;或者成为

真菌和寄生虫的中间宿主,对土著鱼类造成危害.

３．１．４　影响遗传多样性　外来物种进入本地生态

系统后,可能会与其同属近缘种、同种不同地理种群

等本地土著种杂交,基因的交流改变了本地土著种

的基因组成,降低了遗传多样性(高宇等,２０１７).

３．１．５　经济损失　外来入侵物种进入本地生态系

统会对土著种造成较大的影响,间接影响到土著种

的生存、开发和利用,同时凤眼莲、克氏原螯虾等淡

水外来物种的迅速繁殖还会造成水质污染、养殖设

施毁损等次生灾害,导致渔业经济的损失(胡廷尖

等,２００９).

３．２．　海南淡水外来物种管理现状

３．２．１　相关规划滞后　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对于外

来物种的引入、监管和养殖缺乏引导和相应的规划,
养殖户对于经济效益的追求使其需要不断更换养殖

品种进行养殖,在本省土著鱼类开发相对滞后的情

况下,他们往往引进在省外已经养殖成功,经济效益

较好的品种进行养殖.而养殖规划工作的滞后,造
成很多品种盲目引进、重复引进,并且在生态薄弱的

区域也进行了外来物种的养殖,养殖外来物种的逃

逸对当地的水域生态系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３．２．２　对外来物种的危害认识程度不够、防范意识

淡薄　普通百姓对外来物种的相关知识和其进入到

天然水域对本地土著物种所造成的危害认识程度不

够,防范意识差,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外来物种管理的

困难.从养殖方面来看,养殖户往往自发从外地引

入外来物种,引种前不申报,引种后无监管,管理混

乱.另一方面,养殖户引入外来物种进行养殖,防逃

设施不到位,外来养殖物种的逃逸对海南的生态系

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３．２．３　相关研究滞后　虽然省内外有部分学者对

海南外来入侵物种进行了相关研究,但主要集中在

凤眼莲、大薸等水生植物方面;水生动物方面的研究

较少且大多集中在克氏原螯虾、红耳龟等单一物种.
外来物种引种的生态风险评估、已有外来养殖品种

逃逸的影响评估、外来物种防控策略等方面的研究

相对滞后,相关方向的研究人员缺乏,无法给政府部

门提供专业支持.

３．３　海南淡水外来物种防控策略

３．３．１　建立、健全外来物种管理机制和执行机制　
通过制订«海南省外来物种管理条例»和发布海南外

来物种名录,建立外来物种引种评估审查体制,规范

外来物种的引入.同时,结合海南省各县市的养殖

规划、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湿地规划等,划定外来

物种的禁养区、限养区和养殖区,对外来物种进行区

块化管理,根据引入外来物种的生活习性和当地水

域及生态系统等各方面因素,统筹管理外来物种的

引入和养殖,严格限定不同区块间外来物种的苗种

投放和转移;在全省重要河段、外来物种养殖区、保
护区和湿地范围内设定监测点位对外来物种进行定

期监测,同时加强对养殖区域养殖品种的监管,尽量

杜绝或减少未经申报审批的外来物种的引入.

３．３．２　建立外来物种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针对

外来物种的引种、养殖和逃逸风险,在其生物学特

性、养殖风险、本地土著生物的现存量、生态位竞争

关系等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海南省现实情况的外来物

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根据制订的海南省外来物种

管理相关规章和制度,对拟引进海南的外来物种先

进行评估,评估通过后按照相关制度的要求进行引

进,做好检验和防疫措施,并在限定的区域内进行养

殖.对外来物种的养殖和逃逸情况进行跟踪监测,
建立外来物种逃逸相应的通报机制,对造成外来物

种逃逸的相关责任方给予相应的处罚,建立相应的

生态补偿机制(高增祥等,２００３;胡隐昌等,２００６;王
亚民等,２００６;刘富光,２００７;赵衡,２００７;卜跃先等,

２００８;ClareShine,２００８;窦寅等,２０１１;彭宗波等,

２０１３).

３．３．３　加大科技投入和人才培养　加大对省内科

研机构的科技投入,鼓励和引导其开展外来物种入

侵机制、外来物种生态风险评估、生态补偿、防控技

术和常规监测等方面的研究,培养专业人员,形成专

门的研究队伍.

３．３．４　加强宣传,提高公众意识　通过各种渠道,
包括张贴外来物种宣传海报、印刷外来物种防治手

册、微信公众号等向广大群众宣传外来物种的危害

性和防治的必要性,提高民众的认识,教导大家在垂

钓和日常生活中遇到外来物种应该怎么处理,同时

自觉响应政府号召,不要随便放生或丢弃外来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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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sionStatus,Harm,andaPreventionＧControlStrategyforExotic
FreshwaterOrganismsinHainanProvince

DONGYang,SHENZhiＧxin,WANGHaiＧgui,LIGaoＧjun,CAIXingＧwei,LIFangＧyuan

(HainanAcademyofOceanandFisheriesSciences,Haikou　５７１１２６,P．R．China)

Abstract:Duetoaspecialgeographicalenvironmentandidealclimaticconditions,HainanProvincehasbeＧ
comeadisasterareainChinaintermsofbiologicalinvasion．Thenumberofspeciesandbiomassofexotic
freshwaterorganismsthathaveinvadedthenaturalwatersofHainanProvinceisincreasingyearbyyear,

andharmtoendemicspeciesandtheaquaticecosystemissevere．From２０１６to２０１８,apreliminarysurvey
ofthedistributionandtypesofexoticfreshwaterorganismswascarriedoutusingfieldsurveysindifferent
sectionsofWanquanRiver,NanduRiverandChanghuaRiver．Datafromthefieldsurveyswasthenused
toanalyzethespeciescomposition,invasionstatus,routeofentryandharmtofreshwaterorganismsin
HainanProvince．Atotalof４３invasivespecieswereidentified,including３１fishes(７２．０９％),４plants
(９３０％),３crustaceans(６．９８％),２reptiles(４．６５％),２mollusks(４．６５％)and１amphibian(２．３３％)．
TheinvasionoffreshwaterexoticsinHainanhasresultedmainlyfromaquacultureandtheharmcausedby
invasivespeciesincludesareductioninthebiodiversityofnativespeciesduetopredationandcompetition,

spreadofdiseases,lossofgeneticdiversityandeconomicloss．Basedontheresults,weproposethefolＧ
lowingpreventionandcontrolstrategies:improvingmanagementsystems,enhancingscientificresearch
andprofessionaltraining,educatingthepublicanddisseminatinginformationabouttheharmcausedbyinＧ
vasivespeciesandtheimportanceofpreventingandcontrollingtheinvasionofexoticspecies．
Keywords:exoticfreshwaterspecies;invasion;preventionandcontrolstrategy;Hainan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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