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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到目前为止，我国已从国外引进了鱼类 $# 种、虾类 " 种、贝类 + 种、棘皮动 物 $ 种、藻 类 % 种 进 行 海 水 养 殖；

引进了抗盐植物 " 种进行盐碱地栽培；海洋水族馆业的发展，引进了数百种观赏性海洋生物；航运业中的船体附着

及压舱水排放，无意中带入了几百种外来海洋生物。首 先，外 来 海 洋 入 侵 生 物 与 土 著 海 洋 生 物 争 夺 生 存 空 间 与 食

物，危害我国土著海洋生物的生存。其次，海洋外来生物通过与亲缘关系接近的物种进行杂交，降低我国海洋土著

生物的遗传质量，造成遗传污染。再 次，外 来 海 洋 生 物 可 能 带 来 病 原 生 物，对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造 成 巨 大 的 危 害。此

外，近些年来，我国沿海赤潮越来越严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外来生存能力较强的赤潮生物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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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是一个濒海大国，大陆海岸线 ?J KKK =1，

拥有面积在 "KK 1H 以 上 的 岛 屿 L"KK 个，可 管 辖 的

海域面积约 @ KKK KKK =1H ，相当于我国陆地国土面

积的 ? M @。据不完全统计，海洋生物已鉴 定 的 有 HK
HNJ 种，大大超过全球海 洋 生 物 总 种 数 的 ? M ?K。它

们隶属于 " 个生物界，!! 个 门，其 中 栉 水 母（>-(64A
3.4%*）、毛颚动物（>.*(-456*-.*）、棘皮动物（O).&64A
7(%1*-*）、半 索 动 物（ P(1&).4%7*-* ）和 尾 索 动 物

（Q%4).4%7*-*）等 ?H 个 门 类 是 淡 水 或 陆 地 生 境 中 所

没有的。中国海 域 横 跨 @J 个 纬 度，@ 个 温 度 带，珊

瑚礁生态系、红树林生态系、河口生态系等具有独特

的生态特征。因此，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在世界生

物多样性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由于大规模海水

养殖、作为鲜活水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以及水

族馆饲养业中观赏鱼、无脊椎动物和藻类广泛交流、

海运（ 尤其是船舶压舱水）等，业已导致大量海洋生

物全球范围的广泛传播。估计通过船舶压载水舱迁

移的动植物每日在 @KKK 种以上，通过大型喷气式飞

机迁移的海水养殖及水族馆饲养动植物每小时达数

百种（>*%2-46，?##L）。我国海洋生态系统位 于 西 太

平洋沿岸，也同样受到外来生物的入侵危害，并有不

断加剧的趋势。

)* 外来的海水养殖生物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引进了至少 ?K 种鱼类、H
种虾类、# 种贝类、? 种棘皮动物、! 种藻类进行海水

养殖。但能形成养殖产业化规模并带来巨大经济效

益的并不多，而多数引种失败的外来海洋生物可能

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带来潜在的巨大隐患。

)+ )* 外来海水养殖鱼类

目前，我国海水鱼类养殖是继海带、对 虾、扇 贝

养殖之后而掀起的第四次海水养殖浪潮。不仅大力

开发了我国土著海水鱼类养殖，也大批量地引进外

来鱼类进行养殖。迄今为止，能形成养殖规模的主

要有如下一些种类。

大菱鲆（!"#$%&%’()*+ )’,-)*+）分布于大西洋

东侧欧洲沿岸，自北欧南部直至北非北部均有分布，

黑海和地中海也有分布。为底栖肉食性鱼类，平时

游动较少，性格温驯。在欧洲和西亚沿岸的年总捕

捞量不超过 ?K KKK -。大菱鲆最高致死温度为 HJ R
@KS ，最低 温 度 为 ? R HS ，最 高 生 长 温 度 为 H? R
HHS ，最低生 长 温 度 为 NS ，最 适 生 长 温 度 为 ?! R
?NS 。对盐度 的 适 应 范 围 为 ?H R !K。它 是 一 种 冷

水性养殖品种，经济价值高，饵料转化率高，适宜工

厂化高密 度 养 殖（ 姚 善 成 等，?##J）。英 国 自 HK 世

纪 "K 年代就开始养殖大菱鲆，我 国 于 ?##H 年 引 进

养殖。目前主要在山东威海和辽宁大连地区进行人

工养殖，并从欧洲大批量进口种鱼和鱼卵用于人工

育苗。

眼斑拟石首鱼（ !"-’./#$+ #".((’&*+）俗称红鱼、

红鼓鱼、斑尾鲈、海峡鲈、黑斑红鹿、大西洋红鲈等，

一般称为 美 国 红 鱼。 主 要 分 布 于 美 国 的 得 克 萨 斯

州，适温 范 围 较 广，生 存 温 度 H R @@S ，?KS 以 上 可

以正常生长，?J R H"S 生长速度最快。它 是 溯 河 性

肉食性鱼类，耐盐能力较强，在海水、半咸水和淡水

中均能生长；雄性 ! 龄可达到性成熟，雌性 " 龄以上

成熟。HK 世纪 #K 年 代 初 引 进 我 国 以 后，在 山 东 等

沿岸进行了大规模的网箱养殖，取得了很大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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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姚善成等，&%%’）。

虹鳟（ !"#$% &"’()*+(’’）属 于 冷 水 性 肉 食 性 鱼

类，原产于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 年首次从美

国西部的自然水域移植到东海岸开始人工养殖，目

前红鳟养殖已遍及世界五大洲，成为当今世界上养

殖分布最广的鱼类之一。虹鳟成鱼生存温度为 # )
*#+ ，生长温度为 * ) ,!+ ，最适温度 &, ) &’+ 。它

是广盐性鱼类，既能在淡水中生活，又能在半咸水和

海水中生长，在海水中比在淡水中生长快、疾病少。

我国的养鳟业始于 &%-% 年，由朝鲜赠送我国一批鱼

卵和鱼种。&%’* 年从美国引进道纳尔逊优质虹鳟，

以后又相继引进美国西雅图和日本北海道虹鳟。目

前在 我 国 沿 海 形 成 了 一 定 的 养 殖 规 模（ 王 武，

,###）。

欧洲鳗（,*&-’##" "*&-’##"）分 布 在 大 西 洋 东 海

岸，欧洲鳗苗的主要产地有纽芬兰、丹麦、法国、意大

利等，在 西 欧 沿 海 的 资 源 量 极 为 丰 富，总 产 量 达

&### . 以 上，其 中 法 国 欧 鳗 苗 的 产 量 就 达 -## . 以

上。欧洲鳗摄食 温 度 为 ’ ) *&+ ，最 适 生 长 温 度 为

,, ) ,"+ ，,-+ 左 右 时 生 长 最 快；当 温 度 上 升 至 ,%
) *&+ 时，摄 食 量 明 显 下 降；当 温 度 上 升 到 *, )
*!+ 时，, ) ! 天 内 相 继 死 亡。近 些 年 来，由 于 我 国

鳗苗（ 日本鳗）资源量衰退，造成鳗苗供应缺口越来

越大，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引进欧洲鳗

苗，发展欧洲鳗的养殖。但欧洲鳗不如日本鳗养殖

成功，生 长 速 度、抗 病 力 等 都 不 如 日 本 鳗（ 王 武，

,###）。

红鳍东 方 鲀（.-&- (-/(’0+1）属 于 洄 游 性 近 海

底层鱼类，栖息于沿岸砂质海底。冬季移栖深水，在

济州岛以南海域越冬，每年春季洄游到黄渤海沿岸

有礁石和沙砾的海区产卵。它是一种凶猛肉食性鱼

类，在人工养殖密度过大或饵料不足时，会引起个体

间的相互残 杀。适 宜 生 活 水 温 % ) ,’+ ，最 适 生 长

水温 &" ) ,*+ ；盐度适应范围较广，幼鱼在盐度 ’ )
,# 范围内成活率最高；幼鱼在盐度 ’ ) ,! 范围内成

活率 最 高，在 &, ) *, 范 围 内 生 长 最 快（ 王 武，

,###）。红鳍东方鲀味道极美，在日本有“ 拼死吃河

鲀”之说（ 王 武，,###）。近 些 年 在 我 国 北 方 沿 岸 开

展了大规模的养殖，产品几乎全部出口日本。同时

也从日本大批量进口红鳍东方鲀卵和种鱼，进行人

工育苗和养殖。

罗非鱼类广泛分布于整个非洲大陆的淡水和沿

岸海域，是当地主要经济鱼类。具有生长快、养殖周

期短、食性广、饵料要求低、病害少、适应性广、繁殖

能力强、苗种易于解决等特点，是良好的养殖对象。

近 -# 年来，广泛移殖世界各地。联合国粮食和农业

组织曾多次专门发表“ 罗非鱼及其养殖”报告，认为

在解决食物问题上，罗非鱼能起到增加蛋白质来源

的作用，各国应引起重视。&%-( 年我国大陆从越南

引进莫桑 比 克 罗 非 鱼（ .’&/’#0"( 0#((102",1）、&%(’
年从苏丹引 进 尼 罗 罗 非 鱼（ .3 -"4#)",5(），&%’* 年 从

美国引进奥利亚罗非鱼（.3 15’&5(）。罗非鱼是暖水

性鱼类，在水温 &" ) !#+ 范 围 内 均 能 存 活，生 长 适

温 ,! ) *,+ ，经驯化可以适应盐度 *, 的海水，但在

盐度 ,&/ - 以上的海水只能生长而不能繁殖。目前

罗非鱼主要在南方沿岸和北方沿海发电厂余热海水

中养殖（ 王武，,###）。

此外，目前我国又引进了美洲条纹狼鲈（6#’#-&
(171)"4"(）（ 又 称 条 纹 石 鲈、海 浪 鲈、线 鲈 ）、尖 吻 鲈

（81)&( ,14,1’"9&’）等海水鱼类进行试验养殖。

!" #$ 外来海水养殖虾类

海水虾类养殖是我国 ,# 世纪 ’# 年代海洋渔业

经济的支 柱 产 业，中 国 对 虾（ :&-1&5( ,/"-&-("(）、日

本对虾（:&-1&5( ;1<#-",5(）和凡纳对虾（:&-1&-( %1-=
-10&"，又称南 美 白 对 虾）是 世 界 上 三 大 养 殖 虾 类。

除了中国对虾为土著种以外，其余 , 种对虾已经从

国外引进。

日本对 虾（2+*"+-1 3"0%*’4-1）俗 称 斑 节 虾、花

虾、花尾虾、车虾。从日本北海道至黄海南部，中国

浙江、福建、台湾、广东 ! 省以及菲律宾、新加坡、澳

大利亚北部、印度、非洲东部以及红海均有其分布。

体长 &, ) ,# 01，最大体重可达 %- 2。肉味鲜美，离

水存活时间长，适于活体运输，是世界上重要海水养

殖种类之一，经 " 个月的养殖体重即可达到 ,# 2 以

上（ 陈 宗 尧，王 克 行，&%’(）。自 &%%* 年 以 来，我 国

北方沿岸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养殖，并不断从南方沿

岸及日本运进大量亲虾和苗种到北方进行育苗和养

成。

凡纳对 虾（ 2+*"+-1 5"**"$+’）俗 称 南 美 白 对

虾、白对虾、白虾。原产于中美洲太平洋沿岸（ 秘鲁

北部和墨西 哥 桑 诺 拉）水 域，以 厄 瓜 多 尔 沿 岸 分 布

最集中。栖息于泥质海底，水深 # ) (,1，适 宜 温 度

,* ) *!+ ，最 适 温 度 为 ,’ ) *,+ ；适 宜 盐 度 为 - )
!#，最适盐度为 &# ) ,-。南美白对虾生长快，&##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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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体长可达到 #% &’；繁殖时间长，全年可进行育

苗生产；离水存活时间长，可活虾销售；饵料质量要

求较低，抗病力强，肉鲜味美，是世界上重要海水养

殖虾类之一。%( 世 纪 )( 年 代 厄 瓜 多 尔 开 始 养 殖，

其产量占世界虾总产 量 # * + 左 右。我 国 于 #,-- 年

开始多次从厄瓜多尔等国家引进南美白对虾。#,,+
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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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抗病能力较强，但苗

种生产技术目前尚不成熟，人工育苗产量较低，难以

满足需求（ 王广军，%(((）。

!" #$ 外来海水养殖贝类

%( 世纪 -( 和 ,( 年代以来，以扇贝为代表的海

水贝类养殖成为我国海洋渔业的支柱产业之一，我

国对海水贝 类 养 殖 品 种 进 行 了 大 规 模 的 开 发 和 引

进。

海湾扇贝（!"#$%&’(&) *""+,*+)-）原属于美国大

西洋沿岸的一种采捕贝类，雌雄同体，生长快，当年

的苗种即可生 长 达 到 " &’，生 态 适 应 性 较 强，耐 温

范围 # . +#/ ，耐 盐 范 围 %#0 . +10 。 经 #,-# .
#,-% 年 + 次引种试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 张福绥

等，#,-"）。而 后 在 山 东、辽 宁、河 北 等 北 方 沿 岸 海

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浅海浮筏及池塘底播养殖，成为

%( 世纪 -( 年代我国北方海水养殖的支柱产业。然

而，到了 ,( 年代初，海湾扇贝养殖病害开始严重流

行，又从 加 拿 大 重 新 引 种 复 壮（ 张 福 绥 等，#,,)）。

由于局部海域养殖密度过高、环境污染等问题，海湾

扇贝养殖病害一直比较严重，但目前仍然是我国北

方浅海浮筏养殖种类。为了我国南部沿岸海域扇贝

养殖业的发展，#,,# 年从美国大西洋沿岸南部海域

引进了墨西哥湾扇贝（!"#$%&’(&) *""+,*+)- ’$)’&)("*.
’/-），它是海湾扇贝的一个亚种，更适合于水温较高

的南方海域，在福建和广西沿岸海域进行了一定规

模的养殖（ 张 福 绥，#,,)）。目 前，在 辽 宁 山 东 等 北

方沿岸海域也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养殖。

虾夷扇 贝（ .+(*)$%&’(&) /&--$&)-*-）肉 质 细 嫩、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国际市场上备受青睐的海珍

品之一。它是扇贝中个体最大的，壳高可达 %( &’，

体重可达 ,(( 2。生 长 速 度 快，自 附 着 起 养 殖 #) .
%+ 个月，其平均 壳 长 可 达 #( &’ 以 上，平 均 体 重 可

达 #!1 2。虾 夷 扇 贝 为 冷 水 性 贝 类，原 主 要 产 于 日

本、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水域、日本北海道及本州北

部。分布于底质坚硬、淤沙少的海底。自然分布水

深 " . "( ’，生长温度范围 1 . %(/ ，#1/ 左右为最

适宜生长温度，低于 1/ 生长缓慢，到 (/ 时运动急

剧变慢直至停止；水温升高到 %+/ 时生活能力逐渐

减弱，超过 %1/ 以 后 运 动 很 快 就 会 停 滞。%( 世 纪

-( 年代初我 国 辽 宁 和 山 东 都 先 后 从 日 本 引 进 虾 夷

扇贝进行人 工 育 苗 和 养 殖 试 验，并 取 得 了 成 功（ 张

福绥，#,-!）。目 前 虾 夷 扇 贝 已 成 为 我 国 北 方 长 山

列岛海域底播增殖和浮筏养殖的主要种类，成为当

地渔业经济的支柱产 业，年 产 量 %(( ((( 3 左 右，产

值 1 亿元人民币。

长牡蛎（0"+--$-("&+ #*#+-）生 长 快、个 体 大、出

肉率 高、抗 病 力 强，经 济 价 值 高，全 世 界 年 产 量 为

- 4 #(, 3 左右，居 各 类 经 济 贝 类 产 量 首 位。它 多 附

着在岩石等坚硬的物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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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态适应性广，

温度从 冰 点 至 !(/ 、盐 度 从 #( 至 !( 的 海 域，均 有

其分布。许多沿海国家都相继开展了对它的养殖，

其养殖海域从加拿大到巴西，从欧洲到大洋洲，已遍

布除非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引种方式是从日本运进

稚贝，逐渐驯化以适应各自的海况，在这些地区目前

都已形成较为稳定的产业（ 齐钟彦，#,,-）。我国为

了改良养殖长牡蛎品种，从 %( 世纪 -( 年代初开始，

也多次从日本引种，目前已成为我国辽宁、山东、福

建、广东等沿海省市浮筏养殖的重要种类。

除上述 + 种贝类以外，其他外来的贝类目前尚

未达到规模化养殖的程度。-( 年代中期，我国从美

国引 进 红 鲍（ 0+1*$(*- "/2&-’&)-）和 绿 鲍（ 0+1*$(*- 2/1.
#&)-），进行了 人 工 育 苗 试 验，并 与 我 国 当 地 皱 纹 盘

鲍（0+1*$(*- ,-’/- 3+))+*）进 行 杂 交 育 种。由 于 这 %
种鲍鱼属于亚热带种类，对我国北方海域生态条件

难以适应，所以未能实现规模化养殖生产；在我国南

方沿岸海域，由于不适应藻类食物，也无法开展大规

模养殖。上世纪 ,( 年代末，我国北方先后从美国引

进象 拔 蚌（ 象 鼻 贝 ）（ 4+)$%&+ +5"/%(+）和 硬 壳 蛤

（6&"’&")+"*+ 7&"’&")+"*+），从 法 国 挪 威 引 进 欧 洲 大

扇贝（4&’(&) 7+8*7+），目前正处于人工育苗和养殖

试验阶段。

此外，近几年来，由于海水养殖盲目发展导致的

目前我国土著皱纹盘鲍和栉孔扇贝种质资源被严重

破坏，养殖病害连年爆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

北方一些沿海省市（ 大连、烟台等）从日本和韩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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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大批的皱纹盘鲍和栉孔扇贝，与土著种进行杂

交，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目前北方皱纹盘鲍和

栉孔扇贝养殖的病害问题。

!" #$ 外来棘皮动物

虾夷马粪海胆（!"#$%&’($)*%"#$"+, -%"*#.*/-+,）

是我国目前引进的唯一用于海水养殖的棘皮动物，

它原产于日本北海道沿海，是该海域渔业增殖的主

要对象之一。由于其性腺色佳味美，是日本市场上

最受青睐的 海 珍 品 之 一。&%’% 年 我 国 引 进 虾 夷 马

粪海胆 ()) 个，以后开展了试验养殖和育苗，现已在

大连、烟台等沿岸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养殖，产品几乎

全部出口日本，仅大连地区 #))) 年出口量就为 *))
+ 左右。虾夷 马 粪 海 胆 以 大 型 海 藻 等 为 食，抗 逆 能

力强，生长速度快，从苗经 &! 个月的养殖即可达到

壳长 ( , " -. 的商品规格（ 王子臣，常亚青，&%%/）。

!" %$ 外来海水养殖藻类

以海带养殖为代表的藻类养殖是我国 #) 世 纪

") 和 /) 年代 的 海 水 养 殖 的 支 柱 产 业，而 海 带 入 侵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海带（01.-%1#-1 213$%-)1）在 &’") 年 && 月（ 中

俄《 北京条约》）之前，我国没有天然海带的分布区。

海带是 舶 来 品，人 们 承 认“ 海 带 不 是 我 国 的 原 产

物”。&%#/ , &%#’ 年，在 大 连 寺 儿 沟 沿 岸 海 域 发 现

了海带。一般认为我国的海带是无意中被传播而来

的，主要是从日本北海道及朝鲜通过船舶等附着带

来而繁殖起来的（ 李宏基，&%%"）。海带是营养价值

和经济价值都比较高的一种海藻，是营养丰富的特

殊蔬菜，含有一般蔬菜缺少的碘。海带的一生是由

大型的孢子 体（ 即 商 品 生 产 对 象）世 代 与 微 小 的 配

子体世代相互交替而组成的。孢子体个体大，是人

工栽培的对象，占生活史中时间长。配子体世代是

人工育苗的对象，生产上都是在室内恒温流水条件

下进行的（ 曾呈奎等，&%’(）。目前我国海带养殖主

产区为大连沿岸的黄海海域及烟台沿岸海域，除了

吊筏养殖以外，在这些海域岩礁海底也有自然种群，

是自然海藻床生物群落的重要组成物种。由于养殖

群体退化等原因，近些年来海带养殖病害比较严重，

大连和烟台地区的海带生产单位从日本大批量引进

种菜进行人工育苗，当年的苗种抗病力较强，到第二

年则病害十分严重。

裙带菜（4%/1#-1 3-%%1"-5-/1）在 我 国 自 然 分 布

在浙江省舟山群岛的嵊山岛。而现在生长在大连和

青岛地区的裙带菜则是在 #) 世纪 () 年代先后从日

本和朝鲜移植过来的（ 曾呈奎等，&%’(）。裙带菜适

宜生长在风浪不大，水质较肥的海湾内高潮线 & , (
. 深处的岩礁上。它是北太平洋西部所特有的暖温

带海藻，目前在我国大连、烟台、威海、荣成、青岛和

浙江嵊山岛沿岸均有分布，日本北海道、本州和九州

及朝鲜沿岸也有分布。我国从 #) 世纪 ") 年代就开

始了养殖，裙带菜现在是我国仅次于海带的第二种

大规模养殖海藻，产品大部分销往日本和韩国。由

于多年的养殖，也出现了类似海带养殖中出现的问

题，生长缓慢、抗病力差。目前，大连和烟台地区的

裙带菜生产单位从日本大批量引进种菜进行人工育

苗，当年的苗种抗病力较强，两年以后，溃烂等病害

也十分严重。

巨藻（61)#$)’,"-, 3’#-5*#1）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海

藻之一，成体（ 孢子体）长 /) , ’) .，重达 &’) 01，多

年生。生长速度快，日生长 *) -.，一年可达 () .。

主要分布于北太平洋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海域。

产量高，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既可食用，又可作家畜

和鱼类饲料，也可提取褐藻胶、碘、甘露醇和氨基酸

等物质。我国曾在 #) 世纪 ’) 年代引种 养 殖 巨 藻，

但 长 势 不 如 原 产 地，以 后 再 没 进 行 养 殖（ 严 宏 谟，

&%%’）。

甘草麒 麟 菜（7+)8*+.1 1.19+,1*%,-,）是 产 于

日本的经济藻类，广东省等曾引进并开展养殖。

&$ 外来盐碱植物

大米草（!31#"-%1 1%&(-)1）为 禾 本 科 植 物，多 年

生草本，具 根 状 茎，株 高 #) , &() -.，盐 生 植 物，在

丹麦、德国、荷兰、法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

国等地分布，我国 &%"* 年从英国引种，现 广 泛 栽 培

于全国沿海各省市盐碱滩涂（ 严宏谟，&%%’）。大米

草对防止盐碱地沙漠化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

近岸滩涂的大量繁殖，对滩涂渔业资源等构成了一

定的危害。

海蓬子（!1(-)$#%-1 :-&*($;--）是 美 国 于 &%/’ 年

开始在墨西哥湾盐碱地上栽培的耐盐植物，耐盐程

度可达 (2 ，其鲜嫩的叶子加工后称为“ 海莴苣”，很

受欧美市场 青 睐。#) 世 纪 %) 年 代 左 右，我 国 从 美

国引进了海蓬子，在海南和山东东营盐碱地进行栽

培，但海水灌溉后土地盐碱化严重的问题难以解决，

目前仍然处于试验栽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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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海洋水族馆生物

近些年来，我国已建成的海水水族馆 " 个，海淡

水水族馆 %& 个，主 要 分 布 于 我 国 沿 海 城 市（ 王 炜，

&’’’）。这些水族馆不仅引进了海豹、海狮、南极企

鹅等大型观赏性和娱乐性珍稀海洋动物，同时通过

与国外水族馆交换等途径，也引进了多种观赏性海

洋鱼、贝、虾、藻类及哺乳动物。这些观赏性生物在

普及科学知识和保护自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教

育作用，但若对这些外来海洋生物管理不当，对我国

土著海洋生物会产生很大的不良影响。国外在这方

面就有过教训，如从亚得里亚海引到法国水族馆的

绿藻（!"#$%&’" (")*+,$*"），俗 称“ 卡 拉 帕 出 租 车 草”，

通过释放孢子到法国当地海洋生态系统中，形成了

优势种群，使土著海洋植物大规模消亡。

#" 外来有害赤潮生物

我国沿岸海域有害赤潮生物有 &" 种左右，包括

链状亚 历 山 大 藻（ -$%)"./&*#0 1"(%.%$$"）、股 状 亚 历

山大藻（ -2 1,$,&(*1#$"）、塔 马 亚 历 山 大 藻（ -2 ("0"3
&%.4%）、强 壮 前 沟 藻（ -0’5*/*.*#0 1"&(%&"%）、克 氏 前

沟藻（-2 6$%74**）、倒 卵 形 鳍 藻（8*.,’594*4 +,&(**）、渐

尖鳍藻（82 "1#0*."("）、尖锐鳍藻（82 "1#("）、具尾鳍

藻（82 1"#/"("）、圆 形 鳍 藻（ 82 &,(#./"）、短 裸 甲 藻

（:#*."&/*" +$"11*/" ）、长 崎 裸 甲 藻（ :90.,/*.*#0
7&%;%）、血 红 裸 甲 藻（ :2 &5,07,*/%4）、利 马 原 甲 藻

（<&,&,1%.(&#0 0*1".4）、微 形 原 甲 藻（ <2 0*.*.#0）、

塔马拉原膝沟藻（<&,(,=,.9"#$") ("0"&%.4*4）。这些

有毒的藻类中，绝大部分是广布性种类，对海洋生态

环境适应 性 强、分 布 广（ 赵 冬 至，%(((）。它 们 主 要

是通过海运压舱水等途径在全世界各沿岸海域进行

传播。

$" 外来海洋生物的危害

当前，海洋外来生物入侵连同海洋污染、渔业资

源过度捕捞和生境破坏，已成为世界海洋生态环境

面临的四大问题之一。

$% &" 与土著生物争夺生活空间，破坏生态环境

%( 世纪 )( 年 代，为 了 保 滩 护 堤、促 淤 造 地、开

辟海上牧场，闽东沿海开始种植大米草。但事实证

明，大米草盐分高、纤维粗，不适于作饲料，加之大米

草繁殖力极强，根系发达，草籽可随海潮四处漂流蔓

延，时至今日，它已占据闽东约 &% 万亩的滩涂，导致

近岸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红树林，赶走了滩涂鱼虾

贝等海洋经济生物，原来生活在这里的 %(( 多种生

物现仅存 %( 多种。大米草的迅速蔓延还使一些港

湾航道淤塞，影响水交换，导致水质下降。目前，大

米草还在 以 每 年 数 千 亩 的 速 度 蔓 延。&’’% * &’’#
年，在福建东山和厦门马峦湾相继发现一种原产于

美洲 的 海 洋 贝 类———沙 筛 贝（ >=(*$,’4*4 4"$$%*），目

前，这些海域的浮筏、桩柱等所有养殖设施表面几乎

全被它占据，把 当 地 原 有 数 量 很 大 的 藤 壶（?"$".#4
+,- ）、牡蛎（!&"44,4(&%" +,- ）等都排挤了。因争夺饵

料，养殖的菲律宾蛤仔（@#/*("’%4 ’5*$*’’*."&#0）、翡

翠贻贝（<%&." ;*&*/*4）等产量大幅度下降。此外，我

国北方从日本引进的虾夷马粪海胆，从养殖笼中逃

逸到自然海域环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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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 .#/#4）争夺

食物与生活空间，对土著海胆生存构成了严重危害。

$% ’" 与土著生物杂交，造成遗传污染

从美国引进的红鲍和绿鲍，在一定条件下能和

我国土著种皱纹盘鲍进行杂交。我国北方自然海区

虾夷扇贝的繁殖期是 % * ! 月，土著栉孔扇贝是 ! *
" 月，这样在时间上，自然生态条件下的外来虾夷扇

贝就有可能与土著栉孔扇贝杂交，并在实验室条件

下已获得了杂交后代。这样的后代若在自然生态环

境中再成熟繁殖，与土著皱纹盘鲍和栉孔扇贝更易

于杂交，这样势必对我国这 % 种土著贝类造成严重

的遗传污染。

$% !" 带入病原生物

从 &’’# 年起，我国海水养殖对虾开始大规模流

行病毒病害，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从台湾等虾

病流行地区引进的带病毒的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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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 说 与 大 规 模 引 进 外 来 养 殖 贝 类 无 关。

%((( 年我国北 方 滩 涂 养 殖 菲 律 宾 蛤 仔 爆 发 性 大 规

模死亡，主要原因是病原生物帕金虫的危害，而帕金

虫是一 种 世 界 性 的 海 洋 污 染 生 物（ ./01 2 3456，

&’’7），很有可能是外来海洋生物带来的。

$% #" 导致海洋生态灾害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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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赤潮生物的危害也是重

要的原因 之 一。由 于 外 来 赤 潮 生 物 对 生 态 适 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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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只要环境适宜，就可爆发赤潮。最近几年，我国

平均每年爆发赤潮 %& 次。赤潮发生高峰期是 ’ ( $
月，而 )&&* 年到 " 月中 旬 就 爆 发 了 %& 次。我 国 赤

潮灾害有加剧的趋势。

!" 防止外来海洋生物入侵的对策

!# $" 制定严格管理国外海洋生物引进的政策和法

规

目前，我国已经从国外引进了约 %& 种海洋动植

物进行养殖或栽培，但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并不多，

如果将外来海洋生物入侵的生态负作用折算成经济

价值的话，真正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外来海洋生物就

更少。因此，立足开发我国土著海洋生物养殖资源，

进行海洋生态养殖，才是解决目前我国海水养殖病

害严重等问题的根本出路。然而，在经济利益的驱

动下，目前国内有关部门、企业或个人，一直热衷于

从国外引进海水养殖新品种，甚至通过走私等不法

途径引进国外海洋生物，不仅花费了国家大量外汇，

也给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潜在的危害。

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对目前无度无序引进外来海

洋生物进行养殖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制定相关的

法规政策。目 前，我 国 新 修 订 施 行 的《 海 洋 环 境 保

护法》第 )+ 条规定：“ 引进海洋动植物，应当进行科

学论证，避免 对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造 成 破 坏。”因 此，当

前需要根据法律进一步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对从

国外引进海洋生物物种实行严格的管理。

!# %" 对引进海洋生物施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目前，我国已经对各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实行

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但对于海水养殖这类能对海

洋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海洋工程项目却没有做过系

统的环境影响评价，更没有对养殖中引进新物种做

出任何环境影响评价。为了避免引进物种对海洋生

态环境造成破坏，今后必须对引进海洋养殖生物实

行环境影响评价。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应从生

态系统、物种及基因三个层次着手，系统分析研究引

进物种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特别是与周围环境

其他相关物种之间的抑制、竞争或捕食关系。必要

时需进行实验室或围隔规模的实验，研究引进物种

对周围环境及物种的影响，有的还需要考虑其与当

地亲缘种之间的遗传学关系，防止改变当地物种的

遗传多样性。直至做出科学慎重的评价，确保引进

物种没有较大海洋生态负面影响之后，方可实行规

模化的引种与养殖。

!# &" 加强海洋生物及其制品检疫

我国现行的检疫制度主要是针对已知的人和动

植物的特定有害生物，而对外来海洋生物及其制品

缺乏比较系统的检疫。随着全球性外来海洋生物的

危害越来越大，应该考虑外来海洋生物对我国海洋

生态环境的风险。进一步完善政策和法规体系，修

订现有的有关海洋动植物检疫法规，把检疫的目标

由保护人体健康扩大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对所有

入境的外来海洋生物进行严格的检疫。检疫部门应

首先获得有关部门提供的拟引进作为增养殖对象外

来海洋生物可能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和遗传污染影

响评价报告后，方可对引进的外来海洋生物进行检

疫。要对外来海洋生物有可能带来的病原生物进行

全面的检疫，不仅检疫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的病原

生物，也要检疫对海洋生物构成危害的病原生物，包

括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等；不仅入关当时进行全

面的检疫，更要对引进后在隔离区的暂养进行全面

系统的跟 踪 监 测。 在 全 面 检 疫 和 充 分 论 证 的 基 础

上，方可最后确认引进外来海洋生物是否适宜在我

国自然海洋生态环境中增养殖。

!# ’" 重视海洋生物引进的监测、科研及公众宣传教

育

对于海洋生物引进，需要建立特定的海洋生态

监测体系，对各类引进的海洋生物的种类、数量及分

布以及它们对其他生物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实行有效

的跟踪监测。监测工作应突出重点，特别是对于封

闭性海湾、岛屿、泻湖等生态脆弱敏感区域，更要加

大调查监 测 力 度。 对 港 口 船 舶 压 舱 水 的 排 放 与 处

置，应 予 以 重 点 监 视 和 控 制，确 保 按 规 定 进 行。同

时，还要加强对海洋生物引进的科学研究，重点是海

洋生物引进对海洋环境影响的监测与评价技术、危

害防治技术和驯化技术等，为制定合理的管理措施

提供科学依据。此外，还要采取多种宣传教育方式，

提高沿海地区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对海洋生物

引进造成危害的认识，树立防范意识。

!# (" 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消除和控制外来海洋生物

的危害

对已经 造 成 危 害 的 外 来 海 洋 生 物（ 如 大 米 草

等），研究开 发 生 物 防 治 和 限 制 其 扩 散 等 的 综 合 技

术措施，减轻或根除其危害；对潜在构成危害的外来

海洋生物（ 如虾夷马粪海胆），要严格将其控制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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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养殖海域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严防其逃逸，

不宜再扩大养殖规模；在我国沿海地区，对进口鲜活

海产品的饭店宾馆和水族馆暂养废水应进行严格消

毒处理后排放；对船舶压舱水实施强制性消毒处理，

实施船舶带入外来海洋生物的跟踪监测，将危险性

外来海洋生物消灭在初期扩散阶段。

!" !# 建立外来海洋生物有效管理机制

对外来海洋生物加强管理是预防其危害的第一

目标。我国海洋生态保护涉及到海洋渔业、海事、海

关等多部门，各 行 业 主 管 部 门 应 建 立 起“ 海 洋 生 物

多样性”共 享 网 络 系 统，对 我 国 海 洋 土 著 生 物 和 外

来生物分布和数量等基础资料共享，并及时互相沟

通信息，为 涉 海 行 业 管 理 部 门 提 供 决 策 支 持 系 统。

涉海行业管理部门之间要相互积极配合，共同采取

措施，预防和控制外来海洋生物的危害，使目前我国

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得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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