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科教观潮责编：张保淑 邮箱：beijing2008@people.cn责编：张保淑 邮箱：beijing2008@people.cn

2021年4月12日 星期一

4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以下简
称 《生物安全法》） 将开始实施，这是在新时代坚持总
体国家安全观的前提下，落实党中央关于维护国家生物
安全的战略部署而制定实施的一部重要法律。关于外来
物种，《生物安全法》给予充分关注并就相关法律责任作
出一系列规定，根据笔者统计，在其文本中“外来物种
入侵”“外来入侵物种”“外来物种”表述有 10 次之多，
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红火蚁作为外来入侵物种，危害中国大陆已超 16
年，虽然目前仍然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造成的危
害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甚至在一些地区成为新闻关注的
热点之一。由于在国内缺少天敌，红火蚁大量繁殖扩
散，打破当地生态平衡，危害本土原有食物链，进而影
响入侵地区的生态安全。大量扩散后，进入人们生产生
活区域，时不时产生蛰咬伤人事件，严重时造成受害者
休克，甚至危及生命。红火蚁直接造成农作物减产并可
能导致农业生产者因健康风险不愿进行田间耕作，进而
弃耕，影响国家农产品生产特别是粮食安全。可以说，
红火蚁虽小，但其防控工作不容小视。

由于红火蚁防控长期累积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得到
解决，造成的传播扩散风险有增加趋势，危害程度有加
深的苗头，亟须进一步调动资源，形成全国性防控的新
局面。《生物安全法》的通过和实施无疑是促使形成防控
新局面的强有力后盾，它清楚地界定了各主体的防控法
律责任，提供国家层面的强有力法律保障。农业农村
部、住建部等9个部门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红火蚁阻截
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开宗明义地把

《生物安全法》 列为部署和推进相关工作的主要法律法
规，作为组织动员相关力量、确保防控工作取得实效的
国之利器。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在“强化保障督查，确保措
施落实”部分，再次祭出《生物安全法》，要求各地贯彻
落实 《生物安全法》 等法律法规要求，加强防控体系和
检疫队伍建设，将红火蚁疫情监测调查、防控阻截、应
急处置和培训宣传等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确保各项
防控措施落到实处。《通知》还要求红火蚁发生省份要逐
步建立疫情防控工作督查机制，组织开展工作检查，对
防控不力的，采取重点约谈、挂牌督办等方式，督促工
作落实。

经过多年科研和防控实战，中国科学家已
经对红火蚁的习性和生理特征、侵入和传播的
主要途径等有了较为清楚的认知，并在此基础
上开发了系列防治灭杀药物，这些为取得防控
红火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重要的
是各方各司其职，形成联防联控的合力，同时
建立全国性的公平合理的防控成本分担机制，
进一步调动参与防控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争取通过3-5年的治理，有效遏制红火蚁扩散蔓
延，压低发生区种群密度，避免发生伤人事件。

生性凶猛，生态危害大

许多国人对红火蚁无疑是很陌生的。的确，
这种原产自南美巴西、巴拉圭与阿根廷交界地区
的昆虫，是地道的外来入侵生物，此前其知名度
在社会上并不高。如其名所示，红火蚁通体呈红
蝎色，外形与人们常见的蚂蚁相似，长约3毫米
到6毫米之间，看起来其貌不扬，似乎并无特别
之处。

国务院 9个部门联合发出阻截防控通知、全
国范围内启动联合防控，红火蚁在中国受到如此
高规格“待遇”表明，这种昆虫不仅有很大危害
性，而且颇具防控难度。的确如此，红火蚁的拉
丁学名有“无敌蚂蚁”之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其危害性之大。据华南农业大学红火蚁研究中心

主任陆永跃教授介绍，红火蚁入侵会导致严重的
生态问题，破坏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且灭杀防控
难度很高。

具体来说，红火蚁的危害可以总结为以下四
个方面：一是破坏当地生态结构。红火蚁适应性
很强，入侵一地后，往往迅速发展为优势种群，
不仅将该地其他类型蚂蚁“赶尽杀绝”，而且把
蜘蛛等益虫消灭，使得原有生态结构遭到巨大破
坏，造成生态严重失衡。二是导致农作物减产。
红火蚁直接取食作物的种子、果实、幼芽、嫩
茎、根茎等，搬运、放牧蚜虫、蚧类等分泌蜜露
的害虫，传播植物病虫害。这些直接给当地的农
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三是威胁人们健康甚至生
命安全。红火蚁受到干扰后不仅不会四散逃生，
而且会产生极强的群体攻击性，通过蜇咬将毒液
注入受害者皮肤，让容易过敏的人出现脸红、荨

麻疹，甚至导致呼吸困难等症状，过敏反应严重
者会出现呕吐、头晕和休克等症状，如果不能得
到及时救治，可能危及生命。四是威胁公共安
全。由于红火蚁常常入侵户外与居家附近的电器
设备，如电表、电话总机箱、交通号志机箱等，
可能造成电线短路或设施故障，进而可能引发公
共安全事故。

正是鉴于红火蚁的严重危害性，媒体在报道
时纷纷引用专家对其标志性评价即红火蚁是“全
球公认的百种最具危险入侵物种之一”。

立体传播，防控难度高

红火蚁不仅危害大，而且防控难度很高，这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物种特点和经济全球化进程
决定的。

红火蚁繁殖速度十分惊人，增加了灭杀的难
度。在红火蚁群体中，蚁后是专门负责产卵、繁
衍后代的关键角色，有些红火蚁巢中会有数只甚

至数十只蚁后，每个蚁后每日可以产卵1500粒到
5000粒，红火蚁数量短时间就可以大量增加，导
致蚁群规模极其庞大，有些蚁巢可能有多达十几
万甚至几十万只红火蚁。

在某个区域内， 红火蚁可以呈水陆空立体
自然扩散繁殖态势。红火蚁可以通过蚁巢迁移和
分巢等形式，向临近地区拓展，虽然每次跨越的
距离不大，但是经过一定时间累积，这种稳扎稳
打、步步为营的策略可以显出“攻城略地”的长
期效果。此外，红火蚁还可以在空中实现短期内
远距离扩散，雌雄生殖蚁通过婚飞，可在达数百
米的高度完成交尾并降落至数公里远的地方开始
筑巢，迅速拓展新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水流
不仅不能达到消灭红火蚁的效果，而且还有助于
其实现跨距离迁移。有些红火蚁将其蚁巢筑在河
堤或者低洼处，随着洪水到来，蚁巢虽然会被淹
没，但是蚁群抱团形成“蚁伐”随水漂流，遇到
合适的建巢地点，就设法上岸建巢，在新的地方
生活下来。

随着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日益发展和经济全球
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红火蚁通过
物流传播，经物件、车辆等人为因素扩散的案例
越来越多，防控难度越来越大。正是通过国际贸
易特别是国际园艺植物和农产品及随之进行的土
壤移动等，红火蚁逃过海关检查，实现跨洲、跨
国传播，进而得以在一个国家内部通过类似方
式，在适宜生存的区域继续扩散。

红火蚁防控难度大还在于其侵入初期具有一
定隐蔽性。红火蚁成熟的蚁巢会形成明显隆起的
沙堆状蚁丘，很容易被辨识出来，但是当其刚建
巢穴时相对隐蔽，不易被觉察到。而等到发觉
时，其侵入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这就延误了治
理的时机，增加了防控的难度。

侵入超16载，亟待遏制

2004 年 9 月下旬， 在广东省吴川市发现一

种危害严重的蚂蚁。陆永跃作为专家之一，通过
形态特征鉴定和赴吴川实地调查，确定这种蚂蚁
为红火蚁，首次证实红火蚁侵入到中国大陆。相
关实验表明，吴川新发现的红火蚁与来自美国佛
罗里达州的红火蚁同源性达 100%。现场调查结
果显示，红火蚁发生区内部分地点如荒坡、草
地、长满杂草的田埂等，其发生密度较高，已对
当地农业生产，人们的身体健康、日常生活等造
成了不利影响。这些研究调查结果为应对红火蚁
的入侵预警、预防和迅速扑灭提供了重要的科学
依据。

2005年1月，农业部发布公告，正式宣布了
吴川等地发现红火蚁疫情并将红火蚁列入进境植
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和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
害生物名录。同时，农业部下发了《红火蚁疫情
防控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案》），公布
了红火蚁疫情的四个级别和相应级别的响应机
制，并确定了适用于一级响应的组织领导体制，
如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立红火蚁疫情防控
指挥部等。此外，《应急预案》 还规定，相应级
别的应急响应后，有关方面应立即着手做好疫情
确认、疫情报告、疫情公布、封锁控制、防治扑
灭、疫情调查和监测、进出境检疫等工作。当年
4月和11月，农业部公布了湖南、广西和福建等
地的红火蚁疫情。

虽然防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传播
载体数量巨大，特别是近年来受商品调运数量增
加、气候条件适宜等因素影响，红火蚁在部分省
区传播速度加快、疫情发生程度加重。目前，红
火蚁已传播至 12 个省 （区、市） 的 435 个县

（市、区），最北端到了长江流域，东面到了浙
江、江西，往西到达贵州、重庆、四川等地。

9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通知》，是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通过并将于4月15日
起实施的背景下，就红火蚁阻截防控工作做出的
最新部署，出台了依法加强对外来入侵物种治理
的实招，可以说力度空前。

联防联控，综合治理

红火蚁是通过进口货物侵入中国大陆的，入
境口岸截获的300多批次17类物品证实，废旧物
品 （废纸、废旧电子产品等）、原木是携带红火
蚁入侵中国的主要途径。红火蚁在国内的传播以
草皮、花卉苗木等携带为主，调查的95种花卉苗
木中有27种携带红火蚁；草皮种植场红火蚁发生
率为 48.8%；122 个传入地区中，草皮/苗木携带
入侵比率为85.2%。

《通知》 抓住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两大关
键，要求强化部门协同。具体来说，农业农村部
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
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国家林草局、国家铁路
局和国家邮政局建立部际红火蚁协作联防工作机
制，组织协调阻截防控工作。其中，要求各直属
海关负责组织入境口岸、进口货物物品及集装箱
存放区域的监测，并通报口岸经营管理部门开展
防控；各海关要加强来源于红火蚁发生国家和地
区的进境货物 （苗木、木材、饲草等）、物品、
集装箱检验检疫，防范疫情传播入境。《通知》
要求严格检疫监管及执法检查，重点加强从疫情
发生县 （市、区） 调运的带土农作物苗木、带土
绿化苗木、草坪草等检疫，发现疫情的要停止调
出，确有需要的，经检疫处理合格方可调离；要
求交通运输、铁路和邮政部门督促道路货运经营
企业、铁路运输企业、快递企业等做好疫情发生
县 （区） 承运或收寄相关货物、邮件、快件的植
物检疫证书查验，做到无证不承运、不收寄。

应急灭杀是防控红火蚁的重要方面。陆永跃
介绍说，其所在的华南农业大学红火蚁研究中心
已经构建起适合中国南方的红火蚁监测、检疫与
防控技术体系。在监测方面，筛选出具有良好效
果的3种诱集饵料和放置方式，监测准确率高于
98%。在灭杀方面，明确了 18种杀虫剂对 4龄幼
虫触杀毒力，17种杀虫剂对工蚁触杀活性；研制
出含有多杀菌素、阿维菌素等10多种农药的低毒
毒饵、防水型毒饵，并形成配套应用技术；创制出
灭杀红火蚁的高效药剂并形成了配套使用技术，
解决了雨季、低温季节难以防控的瓶颈问题。

春秋两季是红火蚁活跃期，也是开展集中防
控行动效果最佳期。专家认为，只要按照 《通
知》 要求，相关各方携手努力，加大防控力度，
就一定能够遏制红火蚁传播势头，为粮食连年增
产和种植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进一步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屏障。

图片来源：百度

检疫人员对花卉苗木执行红火蚁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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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业农村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
等9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红火蚁阻截防控工作的
通知》（以下称《通知》），并于广州市增城区举行了“全
国红火蚁联合防控行动启动仪式”。红火蚁和红火蚁防控由
此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红火蚁是一种怎样的昆虫？来自哪里？与我们熟悉的
类型的蚂蚁相比，它们有哪些特点和危害性？目前，红火
蚁在国内的传播和危害情况如何？针对红火蚁有哪些有效
的科学防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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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火蚁巢穴形成的蚁丘。

红火蚁身体结构和蛰咬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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