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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给进口大麦中检疫性有害生物截获策略提供参考，本研究统计了全国口岸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大麦进口基

本情况，比较并分析了不同来源国（或地区）大麦中截获杂草、软体动物、真菌、昆虫、病毒等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种类

数和种次数。结果表明，近１１年来我国大麦进口量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２０１５年大麦进口量最大。截至２０１９

年，大麦中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共计７０种，包括杂草５３种、软体动物２种、真菌５种、昆虫８种、病毒２种，其中疫

情最突出的是杂草。从来源国来看，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乌克兰是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种类及种次数最多的国

家。其中，澳大利亚、法国大麦中主要截获杂草、软体动物、真菌等有害生物，加拿大大麦中主要截获杂草、真菌及病

毒，乌克兰大麦则主要截获杂草、软体动物及昆虫。本研究汇总了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不同来源国（或地区）进口大麦

中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名单，为进口大麦检疫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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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之一［１］。大麦具有坚果香味，且碳水化合物含

量较高，主要作为优良的饲料和酿造啤酒的原料［２］。

在我国，大麦的种植区域１／３分布在相对比较发达

的农区，２／３分布于西部较为落后的农牧结合区
［３］。

目前国内大麦种植面积和产量均不高，大麦产业发

展较弱，导致国产大麦不能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

费需求，需要大量进口［４］。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我国

大麦进口已准入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加拿

大、丹麦、阿根廷、蒙古、乌克兰、芬兰、乌拉圭、英国、

法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以及美国［５］。由于大麦进

口量较大，来源国较多，大麦中携带的有害生物复杂

多样，值得口岸检疫人员关注。做好进境大麦的检

疫、监管工作，对保障大麦产业安全生产、防止外来

危险性有害生物在我国定殖、流行以致造成危害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２００７年，原国家质检总局和农业部共同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并由农业部于同年５月发布（农业部公告第８６２

号），此后经过多次修订，目前名录中涉及对外检疫

性有害生物共有４４６种／属（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

第４１３号联合公告），其中昆虫１４８种／属，真菌１２７

种／属，原核生物５９种／属，杂草４２种／属，病毒及类

病毒４１种／属，线虫２０种／属，软体动物９种／属。

目前我国关于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研

究分析较少，只有个别不同种类疫情方面的报道，这

些报道往往针对单个口岸或一种检疫性有害生物。

因此，本文对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全国口岸进口大麦

中截获的检疫性有害生物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期为

我国进口大麦的检疫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以及综合查询全国口岸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大麦进口量，通过动植物检验检疫

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数据库（ｈｔｔｐ：∥ｉｎｆｏ．ａｐｑｃｈｉ

ｎａ．ｏｒｇ／）整理并统计全国口岸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

性有害生物的数据。

１．２　方法

根据全国口岸进口大麦中检疫性有害生物截获

情况，按照不同年份，分别统计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大

麦中杂草、软体动物、真菌、昆虫、病毒等不同类别检

疫性有害生物的截获数据，计算每一类有害生物的

截获种类数和种次数。

１．３　数据分析

利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全国口岸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大麦进口基本

情况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我国大麦进口量呈波动上升

的趋势。２００９年，大麦进口量为１７３．８万ｔ；２０１４

年大麦进口量明显增加，达到２００９年的３．１倍；

２０１５年大麦进口量达到最大值（共１０７３．２万ｔ），同

比增长９８．３％；２０１６年之后，虽然大麦进口量与

２０１５年相比有所下降，但进口量仍保持在５０１万～

８３９万ｔ之间，呈增长的趋势（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全国大麦进口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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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全国口岸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进口大麦中截获

检疫性有害生物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有害

生物种类数及种次数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２００９年共截获有害生物６种、３０６种次；２０１７年截

获有害生物种类数和种次数均达到最高，分别为３８

种、４７３６种次；到２０１９年截获有害生物种类数和种

次数均有所下降，分别为２８种、１６１５种次（图２）。

从有害生物类别来看，进口大麦中截获的检疫

性有害生物包括杂草、软体动物、真菌、昆虫及病毒

共５类。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累计截获检疫性有害生

物７０种、２０４７０种次。其中杂草５３种１９６０７种

次，占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种类总数的７５．７％和种

次总数的９５．８％；软体动物２种７２０种次，分别占

·９７２·



２０２２

２．９％、３．５％；真菌、昆虫、病毒分别截获５种７６种

次、８种３６种次、２种３１种次，三者的种类数分别占

７．１％、１１．４％、２．９％，而种次数占比均远小于１％

（图３）。

图２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有害

生物种类数及种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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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进口大麦中截获不同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种次数

犉犻犵．３　犜犻犿犲狊狅犳犻狀狋犲狉犮犲狆狋犲犱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

狆犲狊狋狊犻狀犻犿狆狅狉狋犲犱犫犪狉犾犲狔

　
２．２．１　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杂草情况

从图４可知，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进口大麦中截获

检疫性杂草种类数及种次数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

势，２００９年截获６种３０６种次；２０１７年截获种类数

及种次数均达到最高，共３３种４５２２种次，其种类数

是２００９年的５．５倍，种次数是２００９年的１４．８倍，其

中截获种次数最多的３种杂草依次是硬雀麦犅狉狅犿狌狊

狉犻犵犻犱狌狊、法国野燕麦犃狏犲狀犪犾狌犱狅狏犻犮犻犪狀犪、南方三棘果

犈犿犲狓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它们的截获种次数之和占当年总截获

种次数的６７．７％（３０６０／４５２２）；２０１９年截获种类数

和种次数均有所下降，共２２种１５３４种次。

图４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

杂草的种类数及种次数

犉犻犵．４　犖狌犿犫犲狉狊犪狀犱狋犻犿犲狊狅犳犻狀狋犲狉犮犲狆狋犲犱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

狑犲犲犱狊犻狀犻犿狆狅狉狋犲犱犫犪狉犾犲狔犳狉狅犿２００９狋狅２０１９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从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杂

草的来源国（或地区）有１６个。根据表１可知，澳大

利亚大麦中截获检疫性种类数及种次数均达到最

高，累计４７种１３００５种次，其中硬雀麦截获种次数

最多，达到５８４０种次，其次是法国野燕麦，共截获

４６０２种次；法国大麦中截获检疫性杂草２７种３０９９

种次，截获种次数最多的也是硬雀麦和法国野燕麦，

分别截获１２８０种次和１２７９种次；乌克兰大麦中截

获检疫性杂草２２种２２７０种次，其中具节山羊草

犃犲犵犻犾狅狆狊犮狔犾犻狀犱狉犻犮犪截获种次数最多，达到６５３种

次，其次是法国野燕麦，共５４５种次；加拿大大麦中

截获检疫性杂草２７种９９７种次，其中法国野燕麦截

获４２７种次，硬雀麦截获２４２种次；美国大麦、阿根

廷大麦和丹麦大麦中分别截获１０种５４种次、６种

５１种次、６种５１种次。其余国家大麦中截获检疫性

杂草的种类数和种次数均较少。

白苍耳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犪犾犫犻狀狌犿、多年生豚草犃犿

犫狉狅狊犻犪狆狊犻犾狅狊狋犪犮狔犪、节节麦犃犲犵犻犾狅狆狊狊狇狌犪狉狉狅狊犪、豚草

犃犿犫狉狅狊犻犪ｓｐ．仅在乌克兰大麦中截获；北美刺龙葵

犛狅犾犪狀狌犿犮犪狉狅犾犻狀犲狀狊犲、翅蒺藜犜狉犻犫狌犾狌狊犪犾犪狋狌狊、蒺藜

草（非中国种）犆犲狀犮犺狉狌狊ｓｐ．、加拿大苍耳犡．犮犪狀犪

犱犲狀狊犲、美丽猪屎豆犆狉狅狋犪犾犪狉犻犪狊狆犲犮狋犪犫犻犾犻狊、南方菟丝

子犆狌狊犮狌狋犪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菟丝子犆．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墙生藜

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犿狌狉犪犾犲、球状苍耳犡．犵犾狅犫狅狊狌犿、西方

苍耳犡．狅犮犮犻犱犲狀狋犪犾犲、细茎野燕麦犃狏犲狀犪犫犪狉犫犪狋犪、狭

果苍耳 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犾犲狆狋狅犮犪狉狆狌犿、野莴苣犔犪犮狋狌犮犪

狆狌犾犮犺犲犾犾犪仅在澳大利亚大麦中截获；疣果匙荠犅狌

狀犻犪狊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仅在哈萨克斯坦大麦中截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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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卷第３期 吕燕等：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全国口岸进口大麦中检疫性有害生物截获情况分析

表１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从不同国家或地区截获检疫性杂草种次数的情况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犐狀狋犲狉犮犲狆狋犻狅狀狅犳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狑犲犲犱狊犳狉狅犿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狌狀狋狉犻犲狊犪狀犱狉犲犵犻狅狀狊犻狀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属　Ｇｅｎｕｓ 杂草　Ｗｅｅｄ 来源国家或地区　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ｒｒｅｇｉｏｎ

苍耳属犡犪狀狋犺犻狌犿 白苍耳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犪犾犫犻狀狌犿 乌克兰（１）

北美苍耳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犮犺犻狀犲狊犲 澳大利亚（７），法国（５），加拿大（１）

宾州苍耳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狆犲狀狊狔犾狏犪狀犻犮狌犿 澳大利亚（１），乌克兰（１）

苍耳（非中国种）犡犪狀狋犺犻狌犿ｓｐ． 澳大利亚（７２），乌克兰（５０），加拿大（３０），法国（６），丹麦（１）

刺苍耳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狊狆犻狀狅狊狌犿 澳大利亚（２８１），加拿大（２９），法国（２８），阿根廷（３），乌克兰（２），巴西（１），丹麦（１）

河岸苍耳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狉犻狆犪狉犻狌犿 乌克兰（８８），法国（１１），澳大利亚（４）

加拿大苍耳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犲 澳大利亚（１）

南美苍耳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犮犪狏犪狀犻犾犾犲狊犻犻 澳大利亚（７），法国（５），加拿大（１）

欧洲苍耳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狊狋狉狌犿犪狉犻狌犿 澳大利亚（１１），法国（１１），加拿大（６）

球状苍耳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犵犾狅犫狅狊狌犿 澳大利亚（４）

蹳实苍耳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犲犮犺犻狀犪狋狌犿 澳大利亚（６５），加拿大（２２）

西方苍耳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狅犮犮犻犱犲狀狋犪犾犲 澳大利亚（１５）

狭果苍耳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犾犲狆狋狅犮犪狉狆狌犿 澳大利亚（２）

柱果苍耳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犮狔犾犻狀犱狉犻犮狌犿 澳大利亚（７），法国（５），加拿大（１）

大戟属犈狌狆犺狅狉犫犻犪 齿裂大戟犈狌狆犺狅狉犫犻犪犱犲狀狋犪狋犪 加拿大（１３），澳大利亚（１０），法国（４），阿根廷（３），乌克兰（１）

高粱属犛狅狉犵犺狌犿 黑高粱犛狅狉犵犺狌犿犪犾犿狌犿 澳大利亚（４１），法国（２７），加拿大（４），美国（３），阿根廷（２）

假高粱（及其杂交种）

犛狅狉犵犺狌犿犺犪犾犲狆犲狀狊犲

澳大利亚（１４０），法国（２９），阿根廷（１３），加拿大（１１），美国（９），乌克兰（４），巴西

（１），新加坡（１）

黑麦草属犔狅犾犻狌犿 毒麦犔狅犾犻狌犿狋犲犿狌犾犲狀狋狌犿 澳大利亚（１６），法国（１５），乌克兰（５），加拿大（３），韩国（２），巴基斯坦（１）

刺苞草犆犲狀犮犺狉狌狊狋狉犻犫狌犾狅犻犱犲狊 澳大利亚（１），加拿大（１）

蒺藜草属犆犲狀犮犺狉狌狊 刺蒺藜草犆犲狀犮犺狉狌狊犲犮犺犻狀犪狋狌狊 澳大利亚（９５），法国（３２），乌克兰（２５），加拿大（２０），巴西（１），美国（１）

蒺藜草（非中国种）犆犲狀犮犺狉狌狊ｓｐ． 澳大利亚（６）

疏花蒺藜草犆犲狀犮犺狉狌狊狆犪狌犮犻犳犾狅狉狌狊 加拿大（１２），澳大利亚（５）

长刺蒺藜草犆犲狀犮犺狉狌狊犾狅狀犵犻狊狆犻狀狌狊 澳大利亚（２８），法国（９），加拿大（２）

蒺藜属犜狉犻犫狌犾狌狊 翅蒺藜犜狉犻犫狌犾狌狊犪犾犪狋狌狊 澳大利亚（２１）

假苍耳属犐狏犪 假苍耳犐狏犪狓犪狀狋犺犻犳狅犾犻犪 乌克兰（２０），加拿大（８），澳大利亚（６），法国（４）

藜属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 墙生藜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犿狌狉犪犾犲 澳大利亚（１）

欧芹属犆犪狌犮犪犾犻狊 宽叶高加利犆犪狌犮犪犾犻狊犾犪狋犻犳狅犾犻犪 乌克兰（１１），澳大利亚（４），法国（２）

茄属犛狅犾犪狀狌犿 北美刺龙葵犛狅犾犪狀狌犿犮犪狉狅犾犻狀犲狀狊犲 澳大利亚（２）

刺萼龙葵犛狅犾犪狀狌犿狉狅狊狋狉犪狋狌犿 澳大利亚（４），法国（３），美国（１）

雀麦属犅狉狅犿狌狊 硬雀麦犅狉狅犿狌狊狉犻犵犻犱狌狊
澳大利亚（５８４０），法国（１２８０），乌克兰（３４９），加拿大（２４２），丹麦（２８），美国（１７），阿根

廷（７），韩国（３），巴西（１），菲律宾（１），英属维尔京群岛（１），中国香港（１），不详（２８）

山羊草属犃犲犵犻犾狅狆狊 节节麦犃犲犵犻犾狅狆狊狊狇狌犪狉狉狅狊犪 乌克兰（９２）

具节山羊草犃犲犵犻犾狅狆狊犮狔犾犻狀犱狉犻犮犪 乌克兰（６５３），澳大利亚（２２），加拿大（１１），法国（７）

矢车菊属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匍匐矢车菊犆犲狀狋犪狌狉犲犪狉犲狆犲狀狊 乌克兰（８５），澳大利亚（１４），法国（６），加拿大（３）

匙荠属犅狌狀犻犪狊 疣果匙荠犅狌狀犻犪狊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 哈萨克斯坦（８）

菟丝子属犆狌狊犮狌狋犪 南方菟丝子犆狌狊犮狌狋犪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 澳大利亚（２）

菟丝子犆狌狊犮狌狋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澳大利亚（１）

菟丝子属犆狌狊犮狌狋犪ｓｐ． 新加坡（１）

豚草属犃犿犫狉狅狊犻犪 多年生豚草犃犿犫狉狅狊犻犪狆狊犻犾狅狊狋犪犮犺狔犪 乌克兰（１）

三裂叶豚草犃犿犫狉狅狊犻犪狋狉犻犳犻犱犪 澳大利亚（１２５），法国（４５），加拿大（２１），韩国（１），美国（１）

　 豚草犃犿犫狉狅狊犻犪犪狉狋犲犿犻狊犻犻犳狅犾犻犪 澳大利亚（２３９），乌克兰（１８５），法国（４７），加拿大（１８），韩国（２），美国（１）

豚草属犃犿犫狉狅狊犻犪ｓｐ． 乌克兰（３）

莴苣属犔犪犮狋狌犮犪 毒莴苣犔犪犮狋狌犮犪狊犲狉狉犻狅犾犪 澳大利亚（７），不详（１）

野莴苣犔犪犮狋狌犮犪狆狌犾犮犺犲犾犾犪 澳大利亚（４）

苋属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狌狊 糙果苋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狌狊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犪狋狌狊 法国（３３），加拿大（４），澳大利亚（３），乌克兰（１），不详（１）

西部苋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狌狊狉狌犱犻狊 澳大利亚（１），不详（１）

长芒苋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狌狊狆犪犾犿犲狉犻 乌克兰（１４７），加拿大（８１），澳大利亚（３７），法国（３３），美国（３），不详（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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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属　Ｇｅｎｕｓ 杂草　Ｗｅｅｄ 来源国家或地区　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ｒｒｅｇｉｏｎ

燕麦属犃狏犲狀犪 不实野燕麦犃狏犲狀犪狊狋犲狉犻犾犻狊 澳大利亚（５５），法国（８２），加拿大（７），巴西（１），乌克兰（１）

法国野燕麦犃狏犲狀犪犾狌犱狅狏犻犮犻犪狀犪
澳大利亚（４６０２），法国（１２７９），乌克兰（５４５），加拿大（４２７），阿根廷（２３），美国

（１７），丹麦（１４），巴西（１），德国（１），不详（１６）

细茎野燕麦犃狏犲狀犪犫犪狉犫犪狋犪 澳大利亚（７）

亦模属犈犿犲狓 刺亦模犈犿犲狓狊狆犻狀狅狊犪 澳大利亚（２７），中国香港（１）

南方三棘果犈犿犲狓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 澳大利亚（７８３），法国（１６），加拿大（１３），丹麦（５）

皱果芥属犚犪狆犻狊狋狉狌犿 皱匕果芥犚犪狆犻狊狋狉狌犿狉狌犵狅狊狌犿 澳大利亚（３７７），法国（７５），加拿大（６），丹麦（２），美国（１），不详（１）

猪屎豆属犆狉狅狋犪犾犪狉犻犪 美丽猪屎豆犆狉狅狋犪犾犪狉犻犪狊狆犲犮狋犪犫犻犾犻狊 澳大利亚（２）

　１）“（）”中的数字表示从不同国家或地区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种次数，下同。

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ｐｅｓ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ｓｂｅｌｏｗ．

２．２．２　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软体动物情况

从图５可知，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进口大麦中截获

检疫性软体动物的种类数较少，但种次数较多。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大麦中无检疫性软体动物截获；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大麦中均截获

１种检疫性软体动物，其中２０１７年截获种次数达到最

多，共１９４种次；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大麦中截获检疫

性软体动物有２种，截获种次数分别达到１６９种次、

１５０种次。从大麦中截获检疫性软体动物的来源国

有５个（表２）。其中，地中海白蜗牛犆犲狉狀狌犲犾犾犪狏犻狉犵犪狋犪

在澳大利亚、法国、乌克兰、美国、新西兰大麦中均有

截获，共６８１种次，而比萨茶蜗牛犜犺犲犫犪狆犻狊犪狀犪只在

澳大利亚、法国大麦中有截获，共３９种次。

图５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

软体动物的种类数及种次数

犉犻犵．５　犖狌犿犫犲狉狊犪狀犱狋犻犿犲狊狅犳犻狀狋犲狉犮犲狆狋犲犱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

犿狅犾犾狌狊犮狊犻狀犻犿狆狅狉狋犲犱犫犪狉犾犲狔犳狉狅犿２００９狋狅２０１９

　
２．２．３　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真菌情况

从图６可知，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进口大麦中截获

检疫性真菌种类及种次数均较少。除了２０１２年，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３年大麦中无检疫性真菌截获；２０１４年

表２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从不同国家截获检疫性

软体动物种次数的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犐狀狋犲狉犮犲狆狋犻狅狀狅犳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犿狅犾犾狌狊犮狊犳狉狅犿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狌狀狋狉犻犲狊犻狀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软体动物

Ｍｏｌｌｕｓｃ

来源国家或地区

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ｒｒｅｇｉｏｎ

比萨茶蜗牛犜犺犲犫犪狆犻狊犪狀犪 澳大利亚（３０），法国（９）

地中海白蜗牛

犆犲狉狀狌犲犾犾犪狏犻狉犵犪狋犪

澳大利亚（４０３），法国（２４６），乌克

兰（３０），美国（１），新西兰（１）

图６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

真菌的种类数及种次数

犉犻犵．６　犖狌犿犫犲狉狊犪狀犱狋犻犿犲狊狅犳犻狀狋犲狉犮犲狆狋犲犱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

犳狌狀犵犻犻狀犻犿狆狅狉狋犲犱犫犪狉犾犲狔犳狉狅犿２００９狋狅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年大麦中截获检疫性真菌种类及种次数有

所上升，其中２０１６年截获种类数最多，共４种，２０１９

年截获种次数最多，共１８种次。从大麦中截获检疫

性真菌的来源国有４个（表３）。大豆北方茎溃疡病

菌犇犻犪狆狅狉狋犺犲狆犺犪狊犲狅犾狅狉狌犿ｖａｒ．犮犪狌犾犻狏狅狉犪只在中国

香港大麦中有截获，棉花黄萎病菌犞犲狉狋犻犮犻犾犾犻狌犿

犱犪犺犾犻犪犲只在法国大麦中有截获。

２．２．４　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昆虫情况

从图７可知，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进口大麦中截获

检疫性昆虫种类及种次数均较少，并呈现上下波动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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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从不同国家截获检疫性

真菌种次数的情况

犜犪犫犾犲３　犐狀狋犲狉犮犲狆狋犻狅狀狅犳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犳狌狀犵犻犳狉狅犿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狌狀狋狉犻犲狊犻狀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真菌

Ｆｕｎｇｕｓ

来源国家或地区

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ｒｒｅｇｉｏｎ

大豆北方茎溃疡病菌

犇犻犪狆狅狉狋犺犲狆犺犪狊犲狅犾狅狉狌犿ｖａｒ．犮犪狌犾犻狏狅狉犪
中国香港（１）

麦类壳多胞斑点病菌

犛狋犪犵狅狀狅狊狆狅狉犪犪狏犲狀犪犲ｆ．ｓｐ．狋狉犻狋犻犮犲犪
加拿大（１９），法国（３）

棉花黄萎病菌

犞犲狉狋犻犮犻犾犾犻狌犿犱犪犺犾犻犪犲
法国（２）

葡萄茎枯病菌

犘犺狅犿犪犵犾狅犿犲狉犪狋犪

加拿大（３），澳大利亚

（１）

油菜茎基溃疡病菌

犔犲狆狋狅狊狆犺犪犲狉犻犪犿犪犮狌犾犪狀狊

澳大利亚（３１），加拿大

（１３），法国（３）

的趋势。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进口大麦中均无

检疫性昆虫截获；２０１５年大麦中截获检疫性昆虫种

类及种次数最多，达到４种２４种次。从大麦中截获

检疫性昆虫的来源国有６个（表４）。澳洲皮蠹犃狀

狋犺狉犲狀狅犮犲狉狌狊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地中海实蝇犆犲狉犪狋犻狋犻狊犮犪狆犻狋犪狋犪、豆

象（非中国种）犅狉狌犮犺狌狊ｓｐ．，四纹豆象犆犪犾犾狅狊狅犫狉狌犮犺狌狊

犿犪犮狌犾犪狋狌狊只在澳大利亚大麦中有截获，马铃薯甲虫

犔犲狆狋犻狀狅狋犪狉狊犪犱犲犮犲犿犾犻狀犲犪狋犪只在乌克兰大麦中有截获，

美国白蛾犎狔狆犺犪狀狋狉犻犪犮狌狀犲犪、鹰嘴豆象犆犪犾犾狅狊狅犫狉狌犮犺狌狊

犪狀犪犾犻狊只在加拿大大麦中有截获。

图７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

昆虫的种类数及种次数

犉犻犵．７　犖狌犿犫犲狉狊犪狀犱狋犻犿犲狊狅犳犻狀狋犲狉犮犲狆狋犲犱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

犻狀狊犲犮狋狊犻狀犻犿狆狅狉狋犲犱犫犪狉犾犲狔犳狉狅犿２００９狋狅２０１９

　
２．２．５　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病毒情况

从图８可知，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进口大麦中截获

检疫性病毒种类及种次数均较少。除了２０１２年，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６年大麦中均无检疫性病毒截获；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大麦中只截获１种检疫性病毒，

其中２０１９年截获种次数达到最多，共１７种次。从

大麦中截获检疫性病毒的来源国有３个（表５）。

玉米褪绿斑驳病毒ｍａｉｚｅｃｈｌｏｒｏｔｉｃｍｏｔｔｌｅｖｉｒｕｓ只在

荷兰大麦中有截获，小麦线条花叶病毒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ａｋ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大麦中均有

截获。

表４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从不同国家截获检疫性

昆虫种次数的情况

犜犪犫犾犲４　犐狀狋犲狉犮犲狆狋犻狅狀狅犳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犻狀狊犲犮狋狊犳狉狅犿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狌狀狋狉犻犲狊犻狀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昆虫

Ｉｎｓｅｃｔ

来源国家或地区

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ｒｒｅｇｉｏｎ

澳洲皮蠹犃狀狋犺狉犲狀狅犮犲狉狌狊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 澳大利亚（１）

地中海实蝇犆犲狉犪狋犻狋犻狊犮犪狆犻狋犪狋犪 澳大利亚（１）

豆象（非中国种）犅狉狌犮犺狌狊ｓｐ． 澳大利亚（１）

红火蚁犛狅犾犲狀狅狆狊犻狊犻狀狏犻犮狋犪
法国（８），阿根廷（３），澳

大利亚（１），美国（１）

马铃薯甲虫犔犲狆狋犻狀狅狋犪狉狊犪犱犲犮犲犿犾犻狀犲犪狋犪 乌克兰（１７）

美国白蛾犎狔狆犺犪狀狋狉犻犪犮狌狀犲犪 加拿大（１）

四纹豆象犆犪犾犾狅狊狅犫狉狌犮犺狌狊犿犪犮狌犾犪狋狌狊 澳大利亚（１）

鹰嘴豆象犆犪犾犾狅狊狅犫狉狌犮犺狌狊犪狀犪犾犻狊 加拿大（１）

图８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

病毒的种类数及种次数

犉犻犵．８　犖狌犿犫犲狉狊犪狀犱狋犻犿犲狊狅犳犻狀狋犲狉犮犲狆狋犲犱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

狏犻狉狌狊犲狊犻狀犻犿狆狅狉狋犲犱犫犪狉犾犲狔犳狉狅犿２００９狋狅２０１９

　
表５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从不同国家截获检疫性

病毒种次数的情况

犜犪犫犾犲５　犐狀狋犲狉犮犲狆狋犻狅狀狅犳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狏犻狉狌狊犲狊犳狉狅犿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狌狀狋狉犻犲狊犻狀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病毒

Ｖｉｒｕｓ

来源国家或地区

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ｒｒｅｇｉｏｎ

玉米褪绿斑驳病毒

Ｍａｉｚｅｃｈｌｏｒｏｔｉｃｍｏｔｔｌｅｖｉｒｕｓ
荷兰（１）

小麦线条花叶病毒

Ｗｈｅａｔｓｔｒｅａｋ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
澳大利亚（２６），加拿大（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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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是世界大麦的主要生产

国，也是世界大麦的主要出口国［６］。受大麦种植规

模减少和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影响，中国成为世界

大麦主要进口国之一。根据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全国

大麦进口情况可知，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３年中国大麦进口

量比较稳定，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９年大麦进口量出现大幅

增长，其中２０１５年达到了最高值。随着大麦进口量

增加，大麦中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种类及种次数

也不断增加，从２００９年的６种、３０６种次增长到

２０１９年的２８种、１６１５种次。

３．１　进口大麦中检疫性有害生物种类较多

我国现行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中主要的有害生

物类别包括杂草、昆虫、线虫、真菌、细菌、病毒与软

体动物。其中，肉眼即可观察到的有害生物为杂草、

昆虫与软体动物，这也是口岸一线检疫人员较容易

发现和检出的有害生物［７］。

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杂草共５３种，其中截获

种次数最多的３种检疫性杂草分别是硬雀麦、法国

野燕麦、南方三棘果，累计截获７７９８种次、６９２５种

次、８１７种次，占总截获检疫性杂草种次数的４０％

（７７９８／１９６０７）、３５％（６９２５／１９６０７）、４％（８１７／

１９６０７）。硬雀麦主要为害小麦、大麦、燕麦等禾谷

类作物，其根系发达，可与禾谷类作物争夺养分与水

分。在小麦地里，每平方米１００株硬雀麦，可造成

３０％的产量损失
［８９］。截获硬雀麦的来源国（地区）

有澳大利亚、法国、乌克兰、加拿大、丹麦、美国、阿根

廷、韩国、巴西、菲律宾、英属维尔京群岛、中国香港。

法国野燕麦可危害越冬作物，具有传播途径广、繁殖

系数高、生态可塑性强的特点，在发生区易形成单一

群落，可降低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多样性［８，１０］。截获

法国野燕麦的来源国有澳大利亚、法国、乌克兰、加

拿大、阿根廷、美国、丹麦、巴西、德国。南方三棘果

是农田和牧场的有害杂草，控制困难，极具危险性。

它生长速度快，繁殖力强，单株可产生１０００粒以上的

果实，抵抗不良环境能力强。美国每年因南方三棘果

造成的损失超过４亿美元
［１１］。在１９７４年，仅澳大利

亚的西澳大利亚州就有超过１００万ｈｍ２的牧场和５０

万ｈｍ２的谷物受到影响
［８］。截获南方三棘果的来源

国有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丹麦。这３种检疫性杂

草均极具危险性，一旦传入，可造成作物严重减产。

以上结果表明，澳大利亚、法国是检出杂草疫情最多

的国家，其主要原因是其农业机械化水平高，作物从

种植和收获都实现了全过程高度机械化［１２］。

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昆虫共８种，其中截获

种次数最多的２种检疫性昆虫分别是马铃薯甲虫、

红火蚁，累计截获１７种次、１３种次，分别占总截获

检疫性昆虫种次数的３６％（１３／３６）、４７％（１７／３６）。

马铃薯甲虫是马铃薯的毁灭性害虫，喜食马铃薯，可

将马铃薯叶片吃光，一般造成减产３０％～５０％，有

时高达９０％，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均有分布
［１３１４］。

截获马铃薯甲虫的来源国为乌克兰。红火蚁属于恶

性入侵生物，对植物的危害并不是主要问题，但对人

造成伤害，叮蛰时会释放毒液，过敏者可能出现皮肤

肿胀等症状，甚至休克、死亡［１３］。截获红火蚁的来

源国有法国、阿根廷、澳大利亚、美国。

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软体动物共２种，分别

是地中海白蜗牛和比萨茶蜗牛。地中海白蜗牛是一

种危险性的螺类，喜欢在麦穗和柑橘上取食和休眠，

智利、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对其实施检疫［１５１６］。

截获地中海白蜗牛的来源国有澳大利亚、法国、乌克

兰、美国、新西兰。比萨茶蜗牛的寄主植物范围很广，

具有生长迅速、繁殖力高和可逆性强等生物特性，国

外报道该蜗牛对柑橘、小麦、菜豆等作物常造成严重

的经济损失［１３，１７］。截获比萨茶蜗牛的来源国有澳大

利亚、法国。地中海白蜗牛、比萨茶蜗牛在传播上有

其特点，它们不需要寄主，有很强的休眠能力，可随集

装箱调运而被远距离传到非疫区，具有较高的传入风

险，必须加强检疫，警惕其传入国内造成危害［１３］。

进境大麦以其果实即种子为主，同时混杂有大

麦植物残体以及其他植物组织。种子是植物病原菌

重要的载体，种子携带病原菌会带来诱发种子贮藏

期霉变、种传病原菌直接造成植物病害，在田间传

播、影响人畜健康、降低种子品质，造成经济损失等

危害［１８］。与杂草、昆虫等检疫性有害生物不同，绝

大多数真菌物种形态微小，肉眼难以识别，缺乏有效

的形态识别特征，或者存在较大的表型可塑性，或者

存在隐含种，或者存在二型性（或多型性）生活史，有

时关键的形态特征只在其生活史某一段时期如有性

繁殖时期才具备。真菌这些生物学特性给传统的基

于形态特征的鉴定带来了很大困难，且形态学检测

方法需要鉴定者有较系统的分类学知识和足够的鉴

定经验［１９］。现有口岸真菌检测鉴定方法大多建立

在纯培养获得物的基础上，对于难分离、培养的真菌

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检风险。目前为止，进口大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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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获检疫性真菌共５种，其中麦类壳多胞斑点病菌

犛狋犪犵狅狀狅狊狆狅狉犪犪狏犲狀犪犲ｆ．ｓｐ．狋狉犻狋犻犮犲犪、葡萄茎枯病菌

犘犺狅犿犪犵犾狅犿犲狉犪狋犪在大麦中截获，而油菜茎基溃疡

病菌犔犲狆狋狅狊狆犺犪犲狉犻犪犿犪犮狌犾犪狀狊、棉花黄萎病菌、大豆

北方茎溃疡病菌的寄主并非大麦，这几种检疫物种

均从大麦夹杂物中截获。麦类壳多胞斑点病菌是通

过土壤传播的，以无性孢子作为初侵染源，该病菌在

木质部导管中生存并将其堵塞，阻碍水分和营养物

质的运输［２０］。截获麦类壳多胞斑点病菌的来源国

有法国、加拿大。葡萄茎枯病菌的寄主范围广泛，可

通过种子、土壤和植物残体传播。截获葡萄茎枯病

菌的来源国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油菜茎基溃疡病

菌主要寄主是十字花科植物，主要危害症状是叶部

损坏、变色、茎部溃疡，严重的整个植株死亡［２０］。自

２００９年以来我国多次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的

油菜籽上截获过该病菌［２１２２］，大麦夹杂物中截获油

菜茎基溃疡病菌的来源国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

国。棉花黄萎病菌的寄主范围也很广，棉花受感染

后生长受阻，严重的表现植株矮化，叶片变黄、干枯，

落蕾落铃多，果枝减少甚至无果枝［２０］。大麦夹杂物

中截获棉花黄萎病菌的来源国为法国。大豆北方茎

溃疡病菌的寄主是大豆，１９８３年美国因该病造成的

损失估计为５９００万美元
［２０］。大麦夹杂物中截获大

豆北方茎溃疡病菌的来源地区为中国香港。

进口大麦中截获检疫性病毒共２种，分别是小

麦线条花叶病毒和玉米褪绿斑驳病毒。小麦线条花

叶病毒可侵染小麦、燕麦、大麦及部分玉米品种［２４］，

引起寄主植物严重花叶和矮化，最高可引起减产

１００％
［２４］。截获小麦线条花叶病毒的来源国有澳大

利亚和加拿大。玉米褪绿斑驳病毒为大麦夹杂物中

截获，自然条件下只能侵染玉米，可引起玉米节间距

变短矮化、叶片坏死和偏上弯曲等多种症状，产量损

失１０％～１５％
［２５］。大麦夹杂物中截获玉米褪绿斑

驳病毒的来源国是荷兰。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进口大麦中除了能检出杂

草、软体动物、昆虫，还经常混杂油菜籽、大豆、玉米、

向日葵种子等其他作物粮食，而且这些混杂物极有

可能携带检疫风险较高的检疫性真菌或病毒，口岸

检疫部门已经多次从进境大麦混杂物中检出检疫性

有害生物［２６２７］，在其他进境粮食中也屡有截获报

道［２８３０］，需要予以更多关注。

３．２　进口大麦检疫工作的问题与建议

从总体疫情截获情况分析来看，进口大麦检疫

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大麦中截获检疫性有

害生物种类不断增多，但有关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

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不同来源国大麦中所携带有害

生物风险在早期进境大麦议定书中未能充分予以重

视和分析，一些检出有害生物并没有做过严格的检

疫分析报告。由于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局限性，甚至

一些生物尚未被报道。如我们在前期研究中还发

现，进境澳大利亚大麦中携带有未见报道的新物种

犈狆犻犮狅犮犮狌犿犺狅狉犱犲犻
［３１］，对其影响和作用有待做进一

步评估。第二，大麦中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能力发

展不平衡，检疫性杂草截获在种类及种次数上均占

优势，而检疫性软体动物、真菌、昆虫、病毒截获在种

类或种次数上存在不足。一方面是由于杂草和昆虫

等有害生物肉眼识别程度高，口岸一线查验人员容

易发现并引起重视，另一方面是由于植物病原微生

物检疫鉴定技术难度要求高和专业能力要求强。在

我国另一种主要进境粮食大豆检疫工作中也存在类

似情况［３２］。第三，目前口岸大麦等粮食中检疫性有

害生物检出技术局限于“一虫”“一草”“一菌”等单

一物种检测模式，尚无能够实现一次性有效检出多

种或多类有害生物的检测方法和技术。

１９９８年，Ｈａｎｄｌｅｓｍａｎ等首次提出了宏基因组

学（ｍｅｔａｇｅｎｏｍｉｃｓ）的概念
［３３］，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

的发展，标准数据库的构建以及相关软件的开发，宏

基因组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诞生了以分析

识别混合样本中物种组成及物种相对丰富度为目的

的ＤＮＡ宏条形码（ｍｅｔａｂａｒｃｏｄｉｎｇ）技术
［３４３５］，可快速、

简便、有效地从多物种混合的生物样本中识别、还原

其中的生物种类，该技术目前在植物病原菌鉴定［３６］、

物种多样性［３７３８］、物种种群构成［３９］及医学法医学领

域等方面应用广泛［４０］。该技术在进境大麦等粮食中

检疫性有害生物筛查检测方面具有较高应用前景。

在今后大麦检疫工作中，一方面需要根据有害生

物在国内外的分布及口岸实际截获情况，对进口大麦

中可能存在的有害生物进行进一步仔细的风险评估，

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攻关高效、高通量、高精准的检测

检疫技术，提高口岸疫情截获能力，从而为加强植物

检疫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管理等措施提供参考，减少

大麦中跨境有害生物对我国国家生物安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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