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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近年来中国进境植物检疫截获细菌的情况，明确当前我国面临的植物病原细菌入侵的严重性及

重要性，以期对今后林业检疫工作提供参考。［方法］本文按照检疫业务类型，来源国（地区），检疫性细菌情况，花

卉、林木病原细菌概况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中国进境植物检疫截获细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我
国各口岸从水果、种苗等进境植物及植物产品中共截获细菌１３９种、７７３６批次，分别来自７０个国家（地区）；截获检
疫性细菌１６种（其中１０种可危害花卉和林木），５２１批次；花卉、林木病原细菌２３种、８３５批次；肠杆菌科细菌３２
种、２０１６批次，杨树枯萎病菌、梨火疫病菌、亚洲梨火疫病菌等重要肠杆菌科细菌未有截获。［结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进境植物检疫截获细菌的种类及次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检疫性细菌入侵风险增大，防范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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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进出口贸易
量不断增加，国际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进境有害生物

趁机而入，数量不断增多。据统计，我国现有外来有

害生物已达４８８种［１］，给我国的农林牧渔业生产、生

态安全、人类健康等造成严重危害。据悉，外来有害

生物给“三北”防护林也造成极大危害，仅宁夏平原

因外来有害生物而砍伐的树木达 １亿株，１０万
ｈｍ２［２］。２０００年，外来入侵物种给我国森林生态系
统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超过１５４．４亿元［３］。随进口

苗木、原木、木材、木质包装、交通运输工具等传入是

外来森林有害生物传入的主要途径［４］。

据研究，入侵植物从传入到暴发成灾的时间一

般为５０年左右，而大多数微生物仅在１０年即可暴
发成灾［５］。而植物病原细菌扩散迅速、危害严重、

防治困难；其中肠杆菌科细菌分布广、寄主范围

大，且能寄生或腐生，与林业关系密切。植物病原

细菌可给林业生产造成极大经济损失，如柑橘黄龙

病每年给广西地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８．０５
９．６２亿，２０１３年仅赣南脐橙产区销毁的柑橘树则
高达５００万株，损失惨重［６－７］。因此，严守国门安

全，从源头加强把关，防止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尤为

重要。

本文以花卉、林木病原细菌为重点，对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我国进境植物检疫过程中截获的细菌种类、
数量、来源国、寄主等数据进行分析，旨在探索我国

口岸截获细菌的特点及规律，以期针对林业植物检

疫相关研究和工作提供基础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为时间节点，中国进境植物检
疫截获细菌的检疫业务类型、来源国（地区）、检疫

性等数据为主要研究对象。

１．２　研究方法
从中国检科院的“动植物检疫信息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ｉｎｆｏ．ａｐｑｃｈｉｎａ．ｏｒｇ）”、国际农业和生物
科学中心（ＣＡＢＩ）的“Ｃｒｏｐ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ｗｗｗ．ｃａｂｉ．ｏｒｇ／ｃｐｃ）”以及国家质检总局的“中国
国家有害生物检疫信息系统（ｗｗｗ．ｐ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ｃｎ）”
中，获取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我国进境植物检疫过程中
截获的细菌情况及相关寄主、分布、危害部位、限

制国家等基础数据并进行归纳、整理、筛选、统计

等分析。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细菌截获概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我国各口岸在进境植物及植物
产品中共截获细菌１３９种、７７３６次。进境植物检疫
截获细菌的种类整体呈上升趋势；截获细菌的次数

逐年上升，２０１５年显著增长（图１）。其中２０１０年截
获细菌 ２５种、２５３次；２０１１年截获细菌 ３２种、３２４
次；２０１２年截获细菌４０种、６４７次；２０１３年截获细菌
８７种、８４３次；２０１４年截获细菌８７种、１６９７次；２０１５
年截获细菌７０种、３９５９次。

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截获细菌种类和次数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截获细菌次数较多的来源国（地区）情况

Ｆｉｇ．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ｓ）

２．１．１　截获细菌来源国（地区）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进境植物及植物产品中截获的细菌来自７０个国
家（地区）。其中截获细菌种类居前 １０位的国家
（地区）为：美国（８２种）、韩国（３５种）、日本（３５
种）、中国台湾（３５种）、加拿大（３３种）、荷兰（３１

８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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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澳大利亚（２６种）、巴西（２５种）、泰国（２４种）、
意大利（２３种）；截获细菌次数居前１０位的国家（地
区）为：美国（１１７９次）、日本（８５４次）、中国香港
（８２５次）、泰国（４８６次）、巴西（３０１次）、蒙古（２２８
次）、越南（２２２次）、新加坡（２１９次）、中国台湾（２１７
次）、加拿大（２０１次）。
２．１．２　截获的细菌及其主要寄主分布　截获的细
菌主要来自水果、种苗、棉麻烟糖茶、油料、粮谷类等

寄主，其中水果２９６２次、种苗类１３７７次、棉麻烟糖

茶油料３７５次、粮谷类３１３次。截获细菌种类最多
的分别为种苗类７１种、动物产品类３９种、水果类３２
种、大豆类２７种。
２．１．３　各检疫业务类别截获情况及分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货检截获细菌１１７种、３９６２次，集装箱检疫
截获细菌２７种、２４６次，旅检截获细菌５６种、３１７８
次，木包装检疫截获细菌１０种、２０次，邮检截获细
菌４６种、２６５次，运输工具截获细菌２４种、６５次。

图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各检疫业务类别截获细菌种类、次数占比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ｓＲａｔｅ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２．１．４　检疫性细菌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共截获检
疫性细菌１６种，５２１次。其中丁香假单胞菌斑生致
病变种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ｙｒｉｎｇａｅｐｖ．ｍａｃｕｌｉｃｏｌａ截获２６５

次，截获次数最多。检疫性细菌首次截获时间及截

获次数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截获检疫性细菌情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序号

Ｎｏ．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Ｎａｍｅ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ｍｅ

首次截获时间（年）

ＹｅａｒｏｆＦｉｒｓｔ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截获次数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Ｔｉｍｅｓ

１ Ａｃｉｄｏｖｏｒａｘａｖｅｎａｅｓｕｂｓｐ．ｃａｔｔｌｅｙａｅ 燕麦食酸菌卡特莱兰亚种（兰花褐斑病菌） ２０１２ ２
２ Ａｃｉｄｏｖｏｒａｘａｖｅｎａｅｓｕｂｓｐ．ｃｉｔｒｕｌｌｉ 燕麦嗜酸菌西瓜亚种（西瓜果斑病菌） ２００７ ７
３ Ｂｕｒｋｈｏｌｄｅｒｉａｇｌａｄｉｏｌｉｐｖ．ａｌｌｉｉｃｏｌａ 唐菖蒲伯克氏菌葱生致病变种（洋葱腐烂病菌） ２０１３ ２
４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ｕｓｌｉｂ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ｆｒｉｃａｎｕｍ 非洲柑桔黄龙病菌 ２０１５ １
５ Ｃｌａｖｉｂａｃｔｅｒ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ｅｎｓｉｓｓｕｂｓｐ．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ｅｎｓｉｓ 密执安棍状杆菌密执安亚种（番茄溃疡病菌） ２００９ １
６ Ｃｌａｖｉｂａｃｔｅｒ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ｅｎｓｉｓｓｕｂｓｐ．ｓｅｐｅｄｏｎｉｃｕｓ 密执安棍状杆菌环腐亚种（马铃薯环腐病菌） ２００９ ３
７ Ｃｕｒ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ｆｌａｃｃｕｍｆａｃｉｅｎｓｐｖ．ｆｌａｃｃｕｍｆａｃｉｅｎｓ 萎蔫短小杆菌萎蔫致病变种（菜豆细菌性萎蔫病菌） ２０１３ ３
８ Ｃｕｒ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ｆｌａｃｃｕｍｆａｃｉｅｎｓｐｖ．ｏｏｒｔｉｉ 萎蔫短小杆菌奥氏致病变种（郁金香黄色疱斑病菌） ２０１３ １
９ Ｅｒｗｉｎｉａ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ｉ 菊迪卡氏菌（菊基腐病菌） ２０１０ １８
１０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ｙｒｉｎｇａｅｐｖ．Ｍａｃｕｌｉｃｏｌａ 丁香假单胞菌斑生致病变种（十字花科黑斑病菌） ２００７ ２６５
１１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ｙｒｉｎｇａｅｐｖ．ｐｉｓｉ 丁香假单胞菌豌豆致病变种（豌豆细菌性疫病菌） ２０１３ ８８
１２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ｙｒｉｎｇａｅｐｖ．ｔｏｍａｔｏ 丁香假单胞菌番茄致病变种（番茄细菌性叶斑病菌） ２０１５ １
１３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ａｘｏｎｏｐｏｄｉｓｐｖ．Ｃｉｔｒｉ 地毯草黄单胞菌柑桔致病变种（柑橘溃疡病菌） ２００４ １２０
１４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ａｘｏｎｏｐｏｄｉｓｐｖ．Ｍａｎｉｈｏｔｉｓ 地毯草黄单胞菌木薯致病变种（木薯细菌性萎蔫病菌） ２０１３ ７
１５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ｉｎｄｉｃａｅ 野油菜黄单胞菌芒果致病变种（芒果黑斑病菌） ２０１４ １
１６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ｏｒｙｚａｅｐｖ．ｏｒｙｚａｅ 水稻黄单胞菌白叶枯致病变种（水稻白叶枯病菌） ２００８ １

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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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花卉、林木病原细菌截获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共截获花卉、林木病原细菌 ２３

种、８３５次。包括胡萝卜软腐欧文氏菌 Ｅｒｗｉｎｉａｃａｒｏ
ｔｏｖｏｒａ、地毯草黄单胞菌柑桔致病变种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ａｘｏｎｏｐｏｄｉｓｐｖ．ｃｉｔｒｉ、丁香假单胞菌豌豆致病变种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ｙｒｉｎｇａｅｐｖ．ｐｉｓｉ、菊迪卡氏菌 Ｄｉｃｋｅｙ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ｉ、杓兰欧文氏菌 Ｅｒｗｉｎｉａ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ｉ等。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共截获花卉、林木病原细菌种类、次
数及寄主信息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截获花卉、林木病原细菌情况
Ｔａｂｌｅ２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序号

Ｎｏ．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Ｎａｍｅ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ｍｅ
截获次数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Ｔｉｍｅｓ
潜在寄主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ｏｓｔｓ

１ Ａｃｉｄｏｖｏｒａｘａｖｅｎａｅｓｕｂｓｐ．ｃａｔｔｌｅｙａｅ
燕麦食酸菌卡特莱兰亚种（兰花褐斑

病菌）
２

卡特兰属，杓兰属，石斛属，蝶

兰属等

２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ｔｕｍ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根癌土壤杆菌 １３ 冷杉属，猕猴桃属等

３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ｓｕｂｔｉｌｉｓ 枯草芽孢杆菌 ５７ 柑桔属、苹果

４ Ｂｕｒｋｈｏｌｄｅｒｉａｇｌａｄｉｏｌｉ 唐菖蒲伯克氏菌 １０ 兰科

５ Ｂｕｒｋｈｏｌｄｅｒｉａｇｌａｄｉｏｌｉｐｖ．ａｌｌｉｉｃｏｌａ
唐菖蒲伯克氏菌葱生致病变种（洋葱

腐烂病菌）
２ 大花蕙兰、鸢尾属、郁金香属

６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ｕｓｌｉｂ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ｆｒｉｃａｎｕｍ 非洲柑桔黄龙病菌 １ 柑桔

７ Ｃｕｒ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ｆｌａｃｃｕｍｆａｃｉｅｎｓｐｖ．ｏｏｒｔｉｉ
萎蔫短小杆菌奥氏致病变种（郁金香

黄色疱斑病菌）
１ 郁金香

８ Ｐｅｃ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ｃａｒｏｔｏｖｏｒｕｍｓｕｂｓｐ．Ｃａｒｏｔｏｖｏｒｕｍ 胡萝卜软腐欧文氏菌胡萝卜软腐亚种 １３
龙舌兰属，秋海棠属，卡特兰

属，君子兰属等

９ Ｅｒｗｉｎｉａｃａｒｏｔｏｖｏｒａ 胡萝卜软腐欧文氏菌 １８２ 鸢尾属，桑属，芒果等

１０ Ｄｉｃｋｅｙａ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ｉ 菊迪卡氏菌（菊基腐病菌） １８ 风信子属，蝶兰属等

１１ Ｅｒｗｉｎｉａ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ｉ 杓兰欧文氏菌（兰花细菌性褐腐病菌） ７
大花蕙兰，兜兰属，番木瓜，蝴

蝶兰等

１２ Ｅｒｗｉｎｉａｐｅｒｓｉｃｉｎｕｓ 桃色欧文氏菌 １ 香蕉

１３ Ｅｒｗｉｎｉａｒｈａｐｏｎｔｉｃｉ 大黄欧文氏菌 ９ 柑橘属、风信子、苹果、桑属等

１４ Ｅｒｗｉｎｉａｓｐ． 欧文氏菌属 ２２７ 兰花、番木瓜等

１５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ｃｉｃｈｏｒｉｉ 菊苣假单胞 １ 非洲菊

１６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ｓ 边缘假单胞菌 ６８ 马蹄莲、百合、风信子

１７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ｙｒｉｎｇａｅｐｖ．ｐｉｓｉ 丁香假单胞菌豌豆致病变种 ８８ 香豌豆（花卉）

１８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ｙｒｉｎｇａｅｐｖ．ｔｏｍａｔｏ 丁香假单胞菌番茄致病变种 １ 白曼陀罗

１９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ｙｒｉｎｇａｅ 丁香假单胞菌 ２ 杨属、柿树属、柑桔等

２０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ａｘｏｎｏｐｏｄｉｓｐｖ．ｃｉｔｒｉ
地毯草黄单胞菌柑桔致病变种（柑橘

溃疡病菌）
１２０ 柑桔、柠檬

２１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ａｘｏｎｏｐｏｄｉｓｐｖ．Ｍａｎｉｈｏｔｉｓ
地毯草黄单胞菌木薯致病变种（木薯

细菌性萎蔫病菌）
７ 萨拉橡胶树

２２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ｉｎｄｉｃａｅ
野油菜黄单胞菌芒果致病变种（芒果

黑斑病菌）
１ 芒果、腰果

２３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ｃｉｔｒｉ 野油菜黄单胞菌柑橘病原变种 ４ 柑桔属等

２．３　林业相关检疫性细菌截获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共截获林业相关检疫性细菌１０

种，２４１次。包括燕麦食酸菌卡特莱兰亚种（兰花褐
斑病菌）、野油菜黄单胞菌芒果致病变种（芒果黑斑

病菌）等，截获种类、次数、潜在寄主、分布、为害部位

及限制国家见表３。

２．４　肠杆菌科细菌截获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共截获肠杆菌科细菌３２种、２０１６

次。其中阴沟肠杆菌 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ｃｌｏａｃａｅ截获 ９８１
次，截获次数最多。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共截获肠杆菌科
细菌截获情况见表４。

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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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截获检疫性花卉、林木病原细菌情况
Ｔａｂｌｅ３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序号

Ｎｏ．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Ｎａｍｅ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ｍｅ

截获次数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Ｔｉｍｅｓ

潜在寄主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ｏｓｔ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为害部位

Ｄａｍａｇ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限制国家

Ｌｉｍｉ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１
Ａｃｉｄｏｖｏｒａｘａｖｅｎａｅｓｕｂ
ｓｐ．ｃａｔｔｌｅｙａｅ

燕麦食酸菌卡特莱

兰亚种（兰花褐斑

病菌）

２
卡特兰属，杓兰属，石斛

属，米尔顿兰属，蝶兰

属等

美国、葡萄牙、意

大 利、菲 律 宾、

中国

根、果实（包括果

柄）、花、叶、茎、种

苗、组培苗等

中国、秘鲁

２
Ｂｕｒｋｈｏｌｄｅｒｉａｇｌａｄｉｏｌｉ
ｐｖ．ａｌｌｉｉｃｏｌａ

唐菖蒲伯克氏菌葱

生致病变种（洋葱

腐烂病菌）

２

大花蕙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ｈｙｒｉ
ｄｕｓ；鸢尾属 Ｉｒｉｓ水仙 Ｎａｒ
ｃｉｓｓｕｓｔａｚｅｔｔａｖａｒ．ｃｈｉｎｅｎ
ｓｉｓ；郁金香属 Ｔｕｌｉｐａ等

埃及、印度、印度

尼西亚、日本、泰

国等

全株 中国

３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ｕｓ
ｌｉｂ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ｆｒｉｃａｎｕｍ

非洲柑桔黄龙病菌 １
长春花 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ｒｏ
ｓｅｕｓ；柑桔属 Ｃｉｔｒｕｓ；枳属
Ｐｏｎｃｉｒｕｓ；

埃塞俄比亚、布

隆迪、津巴布韦、

喀 麦 隆、科 摩

罗等

果实（包括果柄）、

叶、茎、枝、树皮、种

苗、组培苗等

欧盟、保加利

亚、克罗地亚、

罗马尼亚等

４
Ｃｕｒ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ｆｌａｃｃｕｍ
ｆａｃｉｅｎｓｐｖ．ｏｏｒｔｉｉ

萎蔫短小杆菌奥氏

致病变种（郁金香

黄色疱斑病菌）

１ 郁金香 Ｔｕｌｉｐａ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ｎａ
丹麦、荷 兰、英

国、韩国、日本等

根、果实（包括果

柄）、花、茎、种苗、

组培苗、种子等

中国

５ Ｄｉｃｋｅｙａ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ｉ
菊迪卡氏菌（菊基

腐病菌）
１８

秋 海 棠 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菊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
ｕｍ；向日葵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ａｎ
ｎｕｕｓ；风 信 子 属 Ｈｙａ
ｃｉｎｔｈｕｓ；仙人掌属 Ｏｐｕｎｔｉ
ａ；蝴 蝶 兰 Ｐｈａｌａｅｎｏｐｓｉｓ
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ｅ；

巴拿马、哥斯达

黎加、古 巴、海

地、加拿大、马提

尼克、美国等

根、茎、芽、鳞球茎

（包括鳞茎／块茎／
块根）、叶、种苗、组

培苗等

阿尔及利亚、

保加利亚、比

利时、冰岛、厄

瓜多尔、罗马

尼亚、等

６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ｙｒｉｎｇａｅ
ｐｖ．ｐｉｓｉ

丁香假单胞菌豌豆

致病变种（豌豆细

菌性疫病菌）

８８
香豌豆 Ｌａｔｈｙｒｕｓｏｄｏｒａｔｕｓ、
豌豆 Ｐｉｓｕｍｓａｔｉｖｕｍ、深紫
花野豌Ｖｉｃｉａ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加拿大、美国、墨

西哥、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

根、果实（包括果

柄）、花、叶、种苗、

组培苗、种子等

阿尔及利亚、

克罗地亚、马

达加斯加、马

其顿等

７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ｙｒｉｎｇａｅ
ｐｖ．ｔｏｍａｔｏ

丁香假单胞菌番茄

致病变种（番茄细

菌性叶斑病菌）

１
白曼陀罗 Ｄａｔｕｒａａｌｂａ、毛
曼陀罗 Ｄａｔｕｒａｉｎｏｘｉａ、洋
金花Ｄａｔｕｒａｍｅｔｅｌ

加拿大、美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

摩洛哥等

根、果实（包括果

柄）、花、茎、种苗、

组培苗、种子等

古巴、马达加

斯加、中国

８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ａｘｏｎｏｐｏ
ｄｉｓｐｖ．ｃｉｔｒｉ

地毯草黄单胞菌柑

桔致病变种（柑橘

溃疡病菌）

１２０

柑桔属 Ｃｉｔｒｕｓ、东非樱桃
桔 Ｃｉｔｒｏｐｓｉｓｓｃｈｗｅｉｎｆｕｒｔｈｉｉ、
金桔Ｆｏｒｔｕｎｅｌｌａ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
耳翼花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ｆａ
ｇａｒａ

美国、阿富汗、阿

根廷、澳大利亚、

韩国、新加坡、新

西兰等

根、果实（包括果

柄）、花、茎、枝、芽、

木材、树皮、叶、种

苗、组培苗、种子

巴西、保加利

亚、厄瓜多尔、

哥斯达黎加、

新 西 兰、中

国等

９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ａｘｏｎｏｐｏ
ｄｉｓｐｖ．Ｍａｎｉｈｏｔｉｓ

地毯草黄单胞菌木

薯致病变种（木薯

细菌性萎蔫病菌）

７

一品红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ｐｕｌｃｈｅｒ
ｒｉｍａ、萨拉橡胶树 Ｍａｎｉｈｏｔ
ｇｌａｚｉｏｖｉｉ、红雀瑚珊 Ｐｅｄｉ
ｌａｎｔｈｕｓｔｉｔｈｙｍａｌｏｉｄｅｓ

阿根廷、巴拿马、

巴西、菲律宾、斐

济、刚果民主共

和国 等

根、果实（包括果

柄）、花、茎、枝、芽、

鳞球茎、木材、叶、

种苗、组培苗、种子

安提瓜和巴布

达、厄瓜多尔、

古巴、老挝、美

国、秘鲁、中国

１０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
ｐｖ．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ｉｎｄｉｃａｅ

野油菜黄单胞菌芒

果致病变种（芒果

黑斑病菌）

１

腰果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ｕｍｏｃｃｉｄｅｎ
ｔａｌｅ、芒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ｉｎｄｉ
ｃａ、肖乳香 Ｓｃｈｉｎｕｓｔｅｒｅｂｉｎ
ｔｈｉｆｏｌｉｕｓ

多米尼加共和

国、埃及、澳大利

亚、巴基斯坦等

根、果实（包括果

柄）、花、茎、枝、组

培苗、种子等

厄瓜多尔、柬

埔寨、秘鲁、也

门、中国

３　讨论
３．１　进境植物检疫截获细菌疫情分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中国进境植物检疫截获细菌的
种类显著上涨，２０１４年略有上涨，２０１５年有所下降

且有集中趋势，说明细菌检测种类还与该进口国的

每年不同病害流行情况密切相关。根据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中国货物进
口总额分别为１３９６２．４、１７４３４．８、１８１８４．１、１９４９９．９、
１９５９２．３、１６７９５．６亿美元，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逐年上涨，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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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截获肠杆菌科细菌截获情况
Ｔａｂｌｅ４　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序号

Ｎｏ．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Ｎａｍｅ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ｍｅ

截获次数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Ｔｉｍｅｓ

１ Ｃｉｔ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ｆｒｅｕｎｄｉｉ 弗氏柠檬酸杆菌 ４

２ Ｄｉｃｋｅｙａｄａｄａｎｔｉｉ 达旦提狄克氏菌 ２

３ Ｄｉｃｋｅｙａｓｏｌａｎｉ 马铃薯黑胫病菌 ４

４ 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ｅｒｏｇｅｎｅｓ 产气肠杆菌 ３

５ 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ｃｌｏａｃａｅ 阴沟肠杆菌 ９８１

６ Ｅｒｗｉｎｉａａｒｏｉｄｅａｅ 软腐病菌 １３

７ Ｅｒｗｉｎｉａｃａｒｏｔｏｖｏｒａ 胡萝卜软腐欧文氏菌 １８１

８ Ｅｒｗｉｎｉａ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ｉ 菊基腐病菌 １８

９ Ｅｒｗｉｎｉａ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ｉ 兰花细菌性褐腐病菌 ７

１０ Ｅｒｗｉｎｉａｐｅｒｓｉｃｉｎｕｓ 桃色欧文氏菌 １

１１ Ｅｒｗｉｎｉａｒｈａｐｏｎｔｉｃｉ 大黄欧文氏菌 ９

１２ Ｅｒｗｉｎｉａｓｐ． 欧文氏菌属 ２２７

１３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 大肠杆菌 ５３

１４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ｈｅｒｍａｎｎｉｉ 赫氏埃希菌 １３

１５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ｓｐ． 埃希氏菌属 １

１６ 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ｏｘｙｔｏｃａ 产酸克雷伯菌 ２

１７ 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克雷伯氏肺炎菌 ７

１８
Ｍｏｒｇａｎｅｌｌａｍｏｒｇａｎｉｉ
ｓｕｂｓｐ．ｓｉｂｏｎｉｉ

摩氏摩根菌赛氏亚种 ５

１９ Ｐａｎｔｏｅａ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ｎｓ 成团泛菌 ２６４
２０ Ｐａｎｔｏｅａｄｉｓｐｅｒｓａ 分散泛生菌 １９
２１ Ｐｅｃ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ｃａｒｏｔｏｖｏｒｕｍ 胡萝卜软腐果胶杆菌 １
２２ Ｐｒｏｔｅｕｓ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 奇异变形杆菌 ４７
２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ｉａｒｅｔｔｇｅｒｉ 雷氏普罗威登斯菌 １２
２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ｉａｓｔｕａｒｔｉｉ 斯氏普罗维登斯菌 ４６
２５ Ｒａｈｎｅｌｌａｓｐ． 拉恩菌属 ５
２６ Ｒａｏｕｌｔｅｌｌａｏｒｎｉｔｈｉｎｏｌｙｔｉｃａ 解鸟氨酸拉乌尔菌 １
２７ Ｒａｏｕｌｔｅｌｌａｐｌａｎｔｉｃｏｌａ 植生克雷伯菌 ２
２８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沙门氏菌属 ２５
２９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ｔｙｐｈｉｍｕｒｉｕｍ 鼠伤寒沙门氏菌 １
３０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沙雷氏菌属 ２６
３１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ｆｏｎｔｉｃｏｌａ 居泉沙雷菌 ６
３２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ｍａｒｃｅｓｃｅｎｓ 粘质沙雷氏菌 ３０

２０１４年略有上涨，２０１５年有所下降。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增长（减少）趋势与细菌截获种

类增长（减少）趋势完全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频

繁的贸易活动为有害生物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中国进境植物检疫截获细菌的
种类和次数整体显著增长，２０１５年截获细菌次数约
为２０１０年的１５．６倍。疫情数据的显著增长，一方
面说明随着进出口贸易量不断增多，进境植物检疫

疫情随之增多，另一方面说明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及

专业技术人员水平不断提升，疫情检出率不断增高。

３．２　截获细菌来源国家（地区）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截获细菌疫情次数最多的来源

国（地区）为：美国（１１７９次）、日本（８５４次）、中国
香港（８２５次），占截获细菌疫情总次数的 ３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我国从美国、日本、香港货物进口额
为 １９２０７．５亿美元，占全国货物进口总额的
１８．２％。细菌疫情截获次数与进口贸易的份额相关
密切。

据研究，北美洲、某些亚洲国家，与中国纬度相

似、气候环境相似，有害生物进入我国后更易定

殖［５］。因此，应完善产品准入制度，加强进口货物有

害生物风险分析工作，对美国、日本等高风险来源国

货物、旅客等加强检验检疫，防止有害生物传入、

定殖。

３．３　主要检疫业务类别截获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货检截获细菌３９６２次，旅检截

获细菌３１７８次，占全部截获细菌的９２．３％，为进境
植物检疫截获细菌的最主要渠道。旅检是指对入境

旅客携带物实施检验检疫。近些年，随着综合国力

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出入境工作人员、旅游观光

人员数量不断提升，旅检口岸特别是空港口岸成为

境外疫情传入的重要途径［８］。因此，应当加强对检

验检疫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提升普通民众防范外

来有害生物的意识；应加强现场检疫工作，根据不同

季节、不同来源国开展有针对性的检疫工作。

３．４　截获细菌主要寄主及对林业产业风险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从水果中截获细菌疫情 ２９６２

次，占截获细菌总次数的３８．３％。相较其他进口植
物及植物产品，水果中糖分、水分及其他营养物质含

量较高，适合病原细菌寄生及繁衍。另外，水果还具

有保鲜期短、易腐烂、易机械损伤等特点，都给细菌

的侵染提供了可乘之机。

水果作为我国经济林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我国林业产业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林农致富有

着重要意义［９］。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年底，我国果园面积已达１２８１７千 ｈｍ２。一旦
外来有害生物随进口货物跨境传播并在我国爆发，

将给我国的水果产业带来极大经济损失。因此，完

善水果准入制度、境外预检制度，提升风险分析水

平，增强磷化氢熏蒸等检疫处理技术水平，加强水果

检验检疫工作，关系到林业产业安全。

３．５　检疫性细菌截获情况
为防止危险性植物有害生物传入我国，农业部

与国家质检总局共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

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包括兰花褐斑病菌（Ａｃ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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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ｏｖｏｒａｘａｖｅｎａｅｓｕｂｓｐ．ｃａｔｔｌｅｙａｅ（Ｐａｖａｒｉｎｏ）Ｗｉｌｌｅｍｓ
ｅｔａｌ．）、杨树枯萎病菌（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ｏｇｅｎｕｓ
（Ｕｒｏｓｅｖｉ）ＤｉｃｋｅｙｅｔＺｕｍｏｆｆ）、柑橘溃疡病菌（Ｘａｎ
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ａｘｏｎｏｐｏｄｉｓｐｖ．Ｃｉｔｒｉ）等４３种细菌，这些有
害生物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国农林业造成严重

危害。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共截获检疫性细菌１６种，占检疫
性细菌总数的３７％，杨树枯萎病菌、梨火疫病菌、杨
树细菌性溃疡病菌等２７种检疫性细菌无截获。一
方面可能由于出口国在货物出口前实施严格的检验

检疫，防止携带我国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另一方

面也应当加强口岸检疫鉴定水平，对口岸工作人员

加强培训，提升检测鉴定能力。

３．６　花卉、林木病原细菌入侵情况及风险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口岸截获花卉、林木病原细菌２４

种。林业病虫害被称为“不见烟的森林火灾”［１０］，近

年来病虫害对我国林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远远超

过自然火灾带来的损失，给我国的林业生产和生态

环境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１１］。细菌作为

重要林业病原物的一种，对林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的

事例时有发生。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口岸截获柑橘溃疡病菌（Ｘａｎ
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ａｘｏｎｏｐｏｄｉｓｐｖ．Ｃｉｔｒｉ）１２０次，占截获检疫性
细菌总次数的２３％。该病菌可为害柑桔属，通常为
害根、果实（包括果柄）、花、茎、枝、芽、木材、树皮、

叶、种苗、组培苗、种子等，病斑最初为针点样，轻微

凸起的小疱，病斑起初轻微变色后变褐色，随病情发

展，表皮破裂，病斑呈海绵状。柑橘溃疡病菌是一种

影响世界各国柑橘产业的毁灭性病害，影响柑橘的

品质、产量，曾给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和中国等柑橘

种植区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１２－１３］。柑橘是世

界第一大水果，我国的柑橘栽培面积多年居世界之

首，２０１３年我国柑橘栽培面积已达２４２．２２万 ｈｍ２，
占全球栽培面积的２５％［１４－１５］。一旦该病在我国入

侵、定殖、扩散，将给我国的柑橘产业带来不可估量

的损失。柑橘溃疡病菌主要通过种苗、果实等远距

离传播，因此，要加强对柑橘种苗、果实的检疫工作，

从源头做好防范工作［１６］。

菊基腐病菌（Ｅｒｗｉｎｉａ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ｉ）通常为害根、
茎、枝、芽、鳞球茎（包括鳞茎／块茎／块根）、叶、种
苗、组培苗，易侵染根、块茎、扦插条及肥厚叶子等多

汁、肉质植物器官，造成软腐病，也可以造成维管束

萎蔫。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口岸截获菊基腐病菌１８次，但

该病害寄主范围广泛，既可为害蔬菜作物如马铃薯、

玉米、芹菜、葱等，也可为害园艺作物如秋海棠、菊、

向日葵、风信子、仙人掌、蝴蝶兰等［１７］，具有较大入

侵风险，是我国检验检疫部门重点关注的检疫性有

害生物。

兰 花 褐 斑 病 菌 （Ａｃｉｄｏｖｏｒａｘａｖｅｎａｅｓｕｂｓｐ．
ｃａｔｔｌｅｙａｅ）是兰花上一种重要检疫性有害生物，可为
害蝴蝶兰、卡特兰、万带兰、石斛兰、文心兰等多种兰

科植物，给我国兰花产业造成极大威胁。兰花褐斑

病菌分布于美国、葡萄牙、意大利、菲律宾等地，通常

为害根、果实（包括果柄）、花、茎、枝、芽、种子。兰

花染病初期会产生褐色斑，严重时叶片脱水失绿，丧

失商业价值。该病菌主要通过植株及种子进行远距

离传播，随着我国兰花进口量加大，该病害跨境传播

的风险也随之增大［１８］。２０１６年我国蝴蝶兰产量超
过３０００万株［１９］，应严防该病菌跨境传播，以免对我

国兰花产业造成危害。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提升，近年

来，风信子、百合、郁金香等花卉以及原木、锯材等木

产品进口量不断增大，携带有害生物风险也随之增

加。２０１４年仅从荷兰进口百合种球 ２亿粒［２０］，

２０１５年我国进口原木、锯材约１５５．６亿美元。因此
加强进境植物检验检疫，对预防和控制检疫性细菌

的传播蔓延、避免检疫性细菌对未发生区植被的危

害、保护林业生态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３．７　肠杆菌科细菌入侵情况及风险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共截获肠杆菌科细菌 ３２种、

２０１６次，占细菌截获总次数的２６％，截获次数较多。
包括胡萝卜软腐欧文氏菌、菊基腐病菌、兰花细菌性

褐腐病菌等重要植物病原细菌，并多次截获，具有较

大入侵风险。所幸的是，杨树枯萎病菌、梨火疫病

菌、亚洲梨火疫病菌等重要肠杆菌科细菌未有截获。

肠杆菌科细菌种类较多，可为害兰花、柳木、杨

树、苹果、梨树等多种林业作物。以梨火疫为例，梨

火疫是仁果类果树及一些蔷薇科植物的毁灭性病

害［２１］，给美国、英国、荷兰、德国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１９７６年，美国因梨火疫病损失梨、苹果４７０万吨［２２］。

而我国尚未发生该病，苹果、梨等果树是我国水果业

的主要产品，如果该病害传入，会对我国水果生产造

成严重威胁。

因此，应提升肠杆菌科细菌尤其是梨火疫病菌、

菊基腐病菌等重要植物病原细菌的检测、鉴定、监测

能力，加强对进境水果、苗木、包装材料等的检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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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确保我国水果产业健康发展。

４　结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进境植物检疫截获细菌的种类

整体呈上升趋势，截获细菌的次数逐年上升。截获

细菌次数居前 １０位的国家为：美国、日本、中国香
港、泰国、巴西、蒙古、越南、新加坡、中国台湾、加拿

大。截获的细菌主要来自水果、种苗、棉麻烟糖茶油

料、粮谷类等寄主。各检疫业务类别中货检截获次

数最多。

在今后工作中，应加强进境货物有害生物风险

评估，尤其针对疫情截获率较高的出口国、货物种类

加强关注，提升风险预警能力；应加强有害生物检测

技术研究，研制快速、灵敏、准确的检测技术，提升疫

情检测能力；应加强对原木、木质包装、切花、水果、

种苗等产品的检疫工作，严防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

传入我国，保护林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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