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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本报记者 潘璐本报记者 潘璐

历经了一个多月，抽干了湖水，河南汝州的

两条鳄雀鳝终于落网。

尖利细密的牙齿，长而扁的嘴巴，长相奇特

的鳄雀鳝引起了人们对外来入侵物种的关注，但

还有更多的外来物种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或是

入侵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梳理了《钱江晚报》

在 2004 年到 2021 年间对外来物种的 152 篇报

道，发现外来物种的入侵最终会导致稻田收成

骤减、河道变质发臭等恶果，而外来物种的防控

也可以被具象化为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从不盲

买、不放生开始。

《钱江晚报》2004年11月1日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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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江晚报》2007 年 7 月

10日报道

西溪湿地派专人对水花生

和水葫芦进行清理，控制它们的

生长，同时保留了一部分用于净

化水体的水花生，以及一部分可

以作为鱼饲料的水葫芦。

2.《钱江晚报》2007 年 7 月

21日报道

北山路上，绿化师傅小王笔

直地举着高压水枪往梧桐树上喷

洒，这是为了对付原产北美且繁

殖量巨大的方翅网蝽。了解什么

时候该用药，什么时候剥离虫卵，

是一种很好的控制办法。

3.《钱江晚报》2009年10月

20日报道

千岛湖湖域的 8 万株松树被

砍伐，这是为了防止它们得“松材

线虫病”，一旦发现也不至于造成

大规模扩散。从 10 月 1 日起，一

部名叫《浙江省松材线虫病防治

条例》的法规在浙江正式施行。

4.《钱江晚报》2013年11月

1日报道

余师傅铲除加拿大一枝黄花

近五年，黄花年年铲，仍然有新繁

殖点。只能看见一株挖一株。它

的生命力很强，即使挖起来让太

阳猛晒也会复活，所以要用火统

一烧毁，防止再次繁殖。

5.《钱江晚报》2015年12月

2日报道

一只有十来斤重的“巨鼠”

在 温 州 医 科 大 学 的 校 园 里 溜

达。

保安们用四个大渔网抓住

这只会咬人的外来物种海狸鼠

后，将它送去了野生动物保护基

地。

6.《钱江晚报》2018 年 4 月

18日报道

余杭的钓鱼爱好者老房在

家附近的河里钓到一条怪鱼，没

想到它还是“水中杀手”雀鳝。

老房拨打热线咨询后了解

到，这一外来物种千万不能放

生。这鱼的卵还有毒，老房也不

敢吃，就把它埋了。

7.《钱江晚报》2019 年 6 月

19日报道

崇贤马先生家的千亩荷塘，

已经闹了十几年福寿螺。在塘

上养了甲鱼后，他发现塘里的甲

鱼，一天能吃一两福寿螺，效果

杠杠的。

我们有哪些应对办法？我们有哪些应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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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江晚报》2004年11月1日报道

有“天然消浪器”之称的互花米草能让波浪由

大化小，但它极其茂盛且生长迅速，不仅抢占其他

植物的地盘，还使得小鱼小虾窒息死亡。浙江省

沿海滩涂的渔民在茫茫草丛里难以辨别方向，甚

至因此无法判断潮水，被涨潮吞噬。

2.《钱江晚报》2004年12月31日报道

诸暨的蔡先生回牌头老家时，发现铁路旁许

多黄花迎冬开放。询问本地同学后才知道，这种

恐怖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在前两天刚被清理掉，

马上“冬风吹又生”。

3.《钱江晚报》2005年7月14日报道

小龙虾高举双螯“入侵”杭嘉湖地区，村民蔡

老伯说这是 1994 年大洪水后过来的“日本虾”。

不仅咬断了农田里的秧苗，还在堤坝上挖了许多

小洞。

4.《钱江晚报》2006年9月12日报道

65 岁的老农叶德源在水沟里随手一抓就是

一大把体形肥大的福寿螺。沟渠里成群的福寿螺

围着沟里的豆角、丝瓜等农作物狂啃。

有哪些外来物种入侵浙江？

1.《钱江晚报》2005年12月27日报道

舟山的司先生买回香蕉时发现其中有一

只 3 厘米长的黄色小青蛙，身上有深色花纹。

经鉴定，这是斑腿树蛙，常分布于亚洲东部和

东南部亚热带和热带湿润地区。这是第一次在

舟山发现，很可能是随香蕉从外地进入舟山。

2.《钱江晚报》2006年9月12日报道

1984 年，福寿螺被龙泉作为水生物引

进，当时说可以当做美食供百姓食用。但老

百姓食用后觉得螺肉味道很差，放弃了食

用。“如果它的食用价值大，繁殖越快越是财

富。这只能怪当初进行物种引进的时候没有

作好前期的论证啊。”专家表示。

3.《钱江晚报》2007年8月17日报道

艮园社区金大伯家的乌龟眼睛发炎。专

家提醒，金大伯养的乌龟是佛鳄龟，是一种攻

击性特别强的外来物种，金大伯可以把这只

佛鳄龟送人或者自己吃掉，千万别拿去放生。

4.《钱江晚报》2011年12月1日报道

向西溪湿地以及周边水域放生的现象一

直存在，如果放生的是四大家鱼（青、草、鲢、

鳙），倒是和西溪原生态相吻合的，但是有些

市民买来巴西龟、鳄龟进行放生，这种外来物

种几乎没有天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很大，将

会处以罚款。

5.《钱江晚报》2012年6月5日报道

市场里出现各类彩蛙，周末能卖上 70 只

左右，购买者多数是儿童。专家表示，彩蛙是

外来物种，培育成本低，具有一定繁殖能力，

对本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未可知。

6.《钱江晚报》2013年6月1日报道

杭州丁桥一位居民在小区散步时，发现

草坪上有条通体绿色、身上有刺的大蜥蜴。

专家鉴定这是名为绿鬣蜥的外来物种，国内

也有越来越多的时尚青年养这种蜥蜴作为爬

虫宠物。

7.《钱江晚报》2014年6月11日报道

西湖浴鹄湾湖岸边堆积了一大片已经死

亡发臭的螺蛳，原来是市民们到这里来放生

的。因为不能适应西湖的水体环境，最后大

批死亡。

8.《钱江晚报》2015年8月23日报道

温州姑娘阿青海淘了一株日本绿藻球盆

景。不过这株产自日本北海道淡水湖的“幸

福海藻球”还没到，温州检验检疫局的电话先

到了。因为外来物种有可能携带微生物病原

体，如果没有检疫证书，贸然进入国内，有可

能会对我国的物种产生影响。

9.《钱江晚报》2016年5月18日报道

不少金华人的朋友圈里晒出了一个外观

奇特的小动物：六角恐龙。最畅销的蓝色六

角恐龙没几天就卖完了。但如果它流落野外

是否会对本地水生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目前

尚未开展研究。

外来物种是从哪里来的？

既往史近20年来，152篇报道，本报记者为你梳理身边的外来物种

浙江人与外来物种的攻防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