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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来生物入侵研究资料选编 
外来生物入侵是牟球生态学家们目前最火注的热点之一。外来生物入侵主要通过自身的生长优势与本土植物争夺生长 

空间和营养，同时通过化学他感作用影响本土牛物的生长和繁衍。 

目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有4O0多种，全球最具威胁的外来物种有 100种，已有一、 入侵 r中 (范建，2004)。我国 

入侵牛物物种主要来源于美洲，占55．1％，其次是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 (徐海根等，2004)。入侵的生境类型主要足 

农田生态系统，其次是森林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 (徐海根等，2004)。 

国内研究主要在宏观预防与控制方面，近年来开始着手繁殖生物学和牛理牛态的研究。国外研究起步较早，从宏观的 

预防控制、策略控制和管理技术体系到微观的分子生物生态学、牛态遗传学、生态环境、协同进化及控制技术与生态修复 

的机制方面均有研究。 

全球开展的生物入侵防治 ‘法主要有：增强安全意识，加强检疫，防止外来生物物种的入侵；建立生物防治体系；建 

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开发入侵物种的可利用价值研究。为r有助于广大生物入侵的研究者和参与者的深入研究和广泛了 

解，我们从文献编研的角度选编了以下研究资料，供读者参考。 

研究专著： 

1．Drake J．A．，et a1．，1989．Biological Invasion：a Global Perspective，John Wiley． 

2，Driesehe，J．V．，2000．Natm'e out ot’Pl~e：Biological Invasian in the Global Age．Island Press，Washington，DC．USA． 

3．Ehon C．S，，1958．The Ecology of Invasions hy Animals and PIants．】=ondon：Methuen and Co Ltd． 

4．Groves R．H．，Btu'don J．J．，1986．Ecology of Biological Invasions．Cmn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Mooney H．A．．2000．Invasive Species in a Changing Wodd．Island Press． 

6 Hengeveld R⋯ 1 989．I)yⅢmics of Biological Invasions．Chapman and Hal1． 

7．Kornberg H．，1987．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logy ot Biol晒cal Invasions．1ondon Royal~~fiety． 

8．McNeely J．A．，et a1．，2001。A Global Strategy Oil lnvasive Mien Species．IUCN Gland，Switzerland，and Cambridge，UK． 

9．Mooney H．A．， 1986。Ecology of Biological Invasion of North America and Hawaii．Springer-Verlag． Bedin． 

10+Natio~ml Research Council．，2002．Pmdieting Invasions of Non—indigenous Plants and PIant Pests．National Academy Press． 

11．Shigesada Nanako＆ Kawasaki Kohkiehi，1997．Biological Invasions：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2．Westbrooks R．G．，1998． Invn．sive Plants，Chatlging the Landscape of America：Facl Book，Federdl lnterageney Committee for the 

Management ot’Noxious and Exotic Weeds。Washinoon I)C． 

13．Willam~m M．． 1996．Biologie~ h,vasions，Chapman．＆ Hal1． 

14．查尔斯·埃尔顿著，张润志等译，2004．动植物入侵 态 ，巾吲环境科学出版社． 

15．李振 j ，解焱，2002．中围外来入侵种 ，L} l 林、l 出版社 Ï版． 

16．万方清，郑小波，郭建荧，2005．重要农林外来入侵物种的，卜物学’j控制，科学山版社． 

17．徐汝梅，叶万辉，2003． 1-物入侵_-—理论．!． 实践，利-学ffI版 ：． 

】8．徐汝梅，2003．生物入侵——数据集成 数 分析I 坝警，科学 版利：． 

19．曾北危，2004．，上物安伞钳1 l系列——qi物入侵，化 l_qklll版社． 

专类期刊： 

同际 J 睢 ·的有关 物入侵々刊 《Biological Invasions))，I999‘I 创13J，l{1 J．A．Drake仟主编，每年小版 ·卷，每卷四 

期 、原由衙 学术}̈版社出版，2005年JI：始 德阳施普林格⋯版礼出版 该期 发表的沦义主噩足关于陆地、淡水和海洋 

q 态系统 { 生物入侵模 平u过程的研究，涉及到舯 I·态系统中 物入侵的牛忿 子；制约生物入侵过程的影响 千：入 

侵种数带 分 m 挖制机制；牛物入侵的生物地 学、遗传学、敞布介质、以及存历史和地质日If代中进化方仙的研究等。 

该期丁{J被 BP，BIOSIS等多个数据库收录。期 川 ：贞 ： 

http：／／www．springerlink．coral(crtwoj3exiobeObohudy20ms)／app／h,ane／joom~．asp?re,fret parent&ir~kto=li,ddrgpubhc~atiozwestths． 

1：103794，1 

最新综述文献： 

1．Amitraje A．Batabyal&Hamid Beladi，2006．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io1％d【’ invasions：A qnening theoretic analysis of t pro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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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problem．European Journal ofOperationalResearch，l70(3)：758—770． 

2．Born Wanda et a1．，2005．Economic evaluation of biological invasions．Ecological Economics，55 (3)：321—336． 

3．Brown J．S+，Eckert C．G．，2005．Evolutionary increase in sexual and clonal reproductive capacity during biological invasion in an 

aquatic plant Butotma~umbellatlt~(Butomaceae)．American Journal ofBotany，92(3)：495—502． 

4．Duncan Knowler，Edwa~ Barbier，2005．Importing exotic plants and the risk of invasion：ale market—based instruments adequate? 

Ecological Eeotmmics，52(3)：34l一354． 

5．Fitter A．H，2005．Darkness visible：reflections on underground ecology．Joarna／ofEcology，93(2)：231—243． 

6．Gmsholz E．D．，2005．Recent biological invasion may hasten invasional meltdown by accelerating historical introductions．PNAS， 102 

(4)：l088一l091+ 

7．Holway D．A．，2005．Edge eft；cots of an invasive species across a natural ecological boundary．Biological Conservmum，121(4)： 

56l一567． 

8．M0roz0v Andrew et a1．，2006．Spatiotemporal complexity of patehy invasion in predator-prey system with the Allee effect．Jourrud ‘ 

Theoretical Biology，238(1)l8—35． 

9．Sh0gren J．F．， ·hirhart T．，2005．Integrating ecology and economics tO address bioinvasions．Ecological Fconomics，52(3)：267 

— 271． 

国内相关网站： 

1、中旧外来人侵植物信息系统：http：／／weed．njau．edu．cn／exowort／sqllist．asp?offset=100 

2．中闻外来人侵牛物报告：http：／／www．southcn．eom／news／eonmarrtity／s~t／wlsw／ 

3．中围物种信息服务：http：／／www．ehinabiodiversity．com／~areh／33．htm 

4．世界自然保护信息：http：／／www．chinabiodiversity．eom／iucn／index—en．htm 

5．中国外来人侵生物调查：http：／／tech．sina．corn．el#focudshengwumqin／index．shtufl 

6．中崮生物入侵网：http：／／www．bioinvasion．org／index．php 

国外相关网站： 

1．拿球入侵物种数据库：http：／／www．issg．o,gdataba~／weleome／ 

2．入侵生物信息管理系统：http：／／www．invasivespecies．org 

3．美闻人侵物种亩方蚓站 ：http．／／www．invasivespecies．gov 

4．波罗的海外束物种数据库：http：／／www．ku．It／nemo／ 

5．外来物种数据库和闻家海洋、河 入侵数据库：http：／／invasions．si．edu／nis．htm 

6．困家海洋、河 几入侵数据J牟 (AIRD)：http：／／invasions．si+edu／aird．htm 

7．危险巾的夏威夷牛态系统项 目：http：／／www．hear．org 

8．建立的有害外米物种数据库：http：／／www．hear．or#hnis／index．htnd 

9．野外杂草：自然界的外爿c入侵植物：http．／／www．nps．gov／plants／alien 

10．SGS外来水生物种刚：http：／／nas．er．usgs．gov 

11．比什普博物馆数据库和网站：http：／／128．171．128．178：591 

l2．夏威夷的海洋人侵网：http：／／www+botany．hawmi．edu／lnvasive／defauIt．htm 

l3．夏威夷入侵植物网：http：／／www．botany．hawaii．edu／f~uhy／cw．．smith／aliens+htm 

l4．澳人利业同家杂草网：http：／／www．weeds．org．aH 

l5．澳大利哑维持牧场系统：http：／／www．cse．csim．au／research／Program3／SR／index．htm 

l6．入侵植物管 中心：http：／／weedcenter．org 

l7．茭同农业部和动植物健康榆盒纰织：http：／／www．aphis．uf；(1a．gov／index．shuifl 

l8．入侵,iti,~L动物网：http：／／www．invasive—animals．org．nz／index．html 

l6． 班牙』Ju那利群岛的入侵 物嘲： 

htt【)：／／www．gobiem~xteeanarias．org／medioambiente／biodiversidad／introducidas／index．htmt 

(杜宁 选编，中 科学院昆叫植物研究所科技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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