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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科学家表示怀疑，引入天敌可能就是引入了另一种入侵生物 

 

  外来物种入侵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环境安全问题，以前治理生物入侵的方
法就是用化学剂阻止和灭杀，如今，一些科学家计划采用“以毒攻毒”的方法，
就是从这个物种的原 产地引进其天敌，达到控制其给当地环境带来的破坏作
用。那么，天敌引入的方法能否如科学家们所愿，有效解决生物入侵问题呢？ 

  澳大利亚近几年就成功地对一种叫“新娘藤”的外来杂草成功地进行了生物
控制，澳大利亚有关部门引进了一种菌类和两种昆虫，都是“新娘藤”的天敌，
结果有效地控制住了这种草的生长。这种草是19世纪从南非引进到澳大利亚的，
“新娘藤”一到澳大利亚就迅速蔓延，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新娘藤”当时是作为一种园林植物从南非引进的，后来进入大自然，成为
澳大利亚南部未开垦的森林地带中最危险的杂草，在那里，“新娘藤”的茎和叶
子攀援到其他的植物上生长，使得大量的当地植物因缺乏阳光、空气和水分窒息
而死。像大部分的入侵植物一样，“新娘藤”的种子可以在没有松土的土壤里发
芽，所以这种杂草就比其他草传播蔓延得更快，尤其在没有干涉的自然环境中，
比如自然保护区中，从而引起生态变化。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生
态学家斯科特说：“由于是在自然保护区里，化学药物是被禁止使用的，所以我
们惟一的选择就是用生物控制法对其进行控制。” 

  第一部：释放叶蝉 

  澳大利亚进行的第一种生物控制就是用“新娘藤”叶蝉来对付这种植物，
1999年至2003年，澳大利亚政府释放了许多叶蝉，这是一种只有2毫米长的昆
虫，吸吮“新娘藤”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细胞，而植物就是依赖这种细胞将光转化
成能量的，所以“新娘藤”的传播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第二部：释放铁锈菌 



  2000年，澳大利亚政府又批准释放一种铁锈菌，这种菌能够在“新娘藤”的
叶子和茎上生长，吸收“新娘藤”生长和繁殖所需的养分。 

  第三部：释放甲虫 

  2002年，澳大利亚政府又释放“新娘藤”叶甲虫，这种甲虫的幼虫专门吃
“新娘藤”的小芽和叶子，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新娘藤”向新的地区攀爬蔓延。
据斯科特说，澳大利亚有1000多家公司合力实施这一生物控制计划，它们帮助培
养和释放“新娘藤”的天敌，效果显著。 

  关键词 

  生物入侵 

  生物入侵是指某种生物从外地自然传入或人为引种后成为野生状态，并对本
地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危害的现象。外来生物在其原产地有许多防止其种群恶性膨
胀的限制因子，其中捕食和寄生性天敌的作用十分关键，它们能将其种群密度控
制在一定数量之下。因此，那些外来物种在其原产地通常并不造成较大的危害。
但是一旦它们侵入新的地区，失去了原有天敌的控制，其种群密度则会迅速增长
并蔓延成灾。 

  现状 

  生物入侵威胁全球环境安全 

  外来物种入侵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据环境专家说，这是21世纪最大的
环境安全威胁之一。由于没有天敌，当一个物种从外地进入时，它们就会在新的
土地上飞快地繁殖和传播，对当地的环境和物种构成巨大的威胁，甚至是毁灭性
的打击。 

  中国：380种植物、40种动物、23种微生物正“全面”入侵 

  据中国农业部最新的统计显示，目前已经至少有380种植物、40种动物、23
种微生物正“全面”入侵我国，这些外来生物以其种群数量庞大、传播和繁殖迅
速的特点，每年给我国的农业、林业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70亿元人民币以上。外
来入侵物种在新的入侵地往往成为绝对优势群体，而当地物种则遭受毁灭性的排
斥。如紫茎泽兰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中缅、中越边境传入云南、贵州、广东、
广西、四川、西藏等省区，重灾区除了漫山遍野的紫茎泽兰外，已几乎看不见其
他植物种类，以林地牧草为基础的畜牧业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美国：遭受到的生物入侵也非常严重 

  在旧金山金门公园的一个湖中，就大量生长着原产于肯尼亚的非洲爪蛙，这
种青蛙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鱼甚至是鸟都是它们的美食，而且疯狂地繁殖，严
重破坏了那里的生态系统。对付这种青蛙惟一的方法就是杀死它们，但这一计划
将会消耗成百上千万美元。 

  美国农业部驻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的“农业研究局”生态学家克雷西达·
西尔沃说，原本生长在澳大利亚的白千层灌木给美国造成的损失也非常巨大，这
是一种常绿灌木，100多年前由澳大利亚引进，如今仅在佛罗里达州就侵占了20
万公顷的湿地。白千层灌木非常厉害，它的种子一旦到了一个新地方就快速发芽
生长，而且迅速集结在一起，挤走当地的植物，将湿地吸干。据美国农业部研究
发现，白千层灌木平均每天以6公顷的速度蔓延，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 

  专家观点 

  目前，生态学家和生物学家对生物控制法持谨慎态度，引入天敌的方法看起



来固然比使用杀虫剂更安全更有利于环保，但需要进行长期严格的研究后才能实
施。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生态学家朗斯代尔：提防引进新的入侵
物种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生态学家马克·朗斯代尔就强调说，引
入天敌是一个复杂的计划，必须非常小心地进行选择，既要让新物种的天敌控制
它们的生长，又不能对生态系统造成新的威胁。斯科特也说：“在一种新的生物
投放到自然环境之前，需要进行长期、复杂而又严格的研究过程，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够引进一个物种然后又引进一种所谓的天敌。”谁也不能保证外来物种与它
们的天敌同归于尽,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威胁。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解焱：天敌引入弊大于利 

  解焱并不支持利用“天敌引入”来对抗生物入侵，她认为这种方法是弊大于
利。 

  一是因为引进的天敌除对入侵生物有控制作用外，也对当地其他物种造成破
坏。在当地环境中，如果没有与之相抗衡或制约它的生物，这个引进物种可能成
为了真正的入侵者，打破平衡，改变或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 

  二是因为一对一的天敌太少，从生物学角度说，像薇苷菊，它没有固定的一
种天敌，而是有近百种的天敌。引入一种或几种后，并不能对控制薇苷菊产生好
的效果。 

  三是生态系统是经过长期进化形成的，系统中的物种经过上百年、上千年的
竞争、排斥、适应和互利互助，才形成了相互依赖又互相制约的密切关系，物种
间相互制约的关系非常复杂，这种复杂的关系不能靠引入天敌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