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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相关术语梳理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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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物检疫术语是进行植物检疫工作交流的前提与基础，对植物检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

文通过梳理及规范有害生物相关术语及其定义，明确了有害生物与外来物种的相互关系；通过对有

害生物风险分析相关术语及其定义进行整理和规范，提出判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评估方法，评

估过程可结合适生性分析、传播途径、寄主情况及潜在的经济/环境影响等因素，从进入、定殖、扩散

可能性及后果评估等方面进行分析。检疫性有害生物与外来入侵物种有一定交集，因此检疫性有

害生物的防控对生物入侵防控具有积极作用。而对有害生物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相关术语进行规

范也为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的制修订提供了科学思路。本文提出的定义修改建议及植物检疫

性有害生物评估方法较为概括，仅为定义和名单的制修订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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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tosanitary terms are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plant quarantine communication an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hytosanitary work. This paper clarified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alien spe-

cies and pests by summarizing and standardizing pest-related terms and definitions. The assessment

methods for judging plant quarantine pests were proposed by summariz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terms

and definitions related to pest risk analysis. The assessment of plant quarantine pests was based on the

factors such as potential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routes of transmission, host availability, potential

economic/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and perform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try probability, estab-

lishment probability, spread probability and consequence assessment. Quarantine pests and alien inva-

sive species had certain intersections, so the control of quarantine pest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on-

trol of biological invasi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erms related to pests and pest risk analysis can pro-

vide scientific ideas for revision of the list of plant quarantine pests. The definition modification sugges-

tions and plant quarantine pest assessment method are quite general in this paper, which provides a ref-

erence for revision of definitions and the list of plant quarantine p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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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是表达一定专业知识领域概念的词或词

组，其定义涵盖术语的基本判定条件，通常与专业概

念命名相关（孟令霞，2011）。植物检疫术语用于国

内外植物检疫工作者的沟通交流，是开展植物检疫

工作的基础。检疫性有害生物（quarantine pest）是

植物检疫的核心术语，其关联概念的精准定义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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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态环境领域入侵生物的关系对有害生物防控具

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考虑到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phytosanitary measure，

ISPM）第 5 号（ISPM 05）《Glossary of phytosanitary

terms》在不断更新，且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于2018年

4月启动“国家报告义务-限定性有害生物名单年”，

因此对植物检疫术语尤其是其中文表述进行梳理，

并及时开展国家标准GB/T 20478—2006《植物检疫

术语》修订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随着人们对植物病虫草害研究的深入，由各行

政主管部门颁布的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作为防

控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法规性指导文件，对生物

入侵防控非常重要（孙佩珊等，2017）。有害生物风

险分析（pest risk analysis，PRA）作为植物检疫决策

的方法依据，是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制修订方

法中的核心内容（张秋娥等，2012；王聪等，2014；潘

绪斌等，2015）。因此，本文拟从有害生物及PRA相

关术语的定义出发，提出相关术语的修改建议，梳理

有害生物与外来物种之间的关系，以便提出基于定

义的更为科学的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评估方法，以

期为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的制修订工作提供新

的思路。

1 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术语

ISPM 05是最重要的植物检疫术语国际文件，

最新版于2018年颁布。2006年，我国植物领域专家

张晓丽、林伟、宋志刚、李尉民、王益愚、王福祥、孟

冬、吴坚等参考 2004 版 ISPM 05 起草了国家标准

GB/T 20478—2006《植物检疫术语》。2007 年发布

的国家标准GB/T 20879—2007《进出境植物和植物

产品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技术要求》定义了PRA相关

术语，提出检疫（隔离）性有害生物的说法以及不同

于GB/T 20478—2006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定义，

大部分术语定义仍与GB/T 20478—2006统一。

1.1 有害生物及外来物种相关术语

我国植物检疫工作中的关注重点是检疫性有害

生物，为此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

有害生物名录》、《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

单》、《全国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等各类植物检

疫性有害生物名单。国外部分国家根据本国国情所

需制订了范围更广的限定性有害生物名单，以达到

植物保护的目的（陈艳等，2006；孙佩珊等，2017），但

2017年美国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

riculture，USDA）下属的动植物检疫局（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APHIS）公布的限定

性有害生物名单明确不包括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

物，因此等同于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此外，我国依

据本国的植物检疫需求，还发布了《全国林业危险性

有害生物名单》，在林业检疫工作中，危险性有害生

物因其危害严重至今仍是重点防治对象（蔡建荣，

2015）。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名单之外的有害生物也

可能是检疫性有害生物，比如植物产品双边议定书

规定的进境方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又或者口岸

截获/监测的经风险评估为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物种。

植物检疫工作具有防范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控

制其扩散的责任，考虑到植物检疫与生物入侵的密

切关系，植物检疫术语研究也应关注外来物种和外

来入侵物种等相关术语（王福祥，2007）。外来物种

包含外来入侵物种，其中往往只有10%的外来物种

可能成为具有危险性的外来入侵物种（陈乃中等，

2015）。国际上生物入侵相关术语定义多样，如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等均有不同定义。而

在植物检疫领域，主要参照《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IPPC）和

CBD对相关术语的定义。

1.2 PRA相关术语

根据 ISPM 05中的定义，PRA是指通过科学方

法确定某种生物是否为有害生物、是否需要管制及

采取合理植物检疫措施的过程。在评估检疫性有害

生物时应考虑其进入可能性、定殖可能性、扩散可能

性以及环境、经济影响等因素。而PRA及其相关的

这些术语均可在 ISPM 05（2018年版本）及国家标准

GB/T 20478—2006中找到其定义。有关 PRA的详

细内容则在 ISPM 02《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框架》、

ISPM 11《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包括环境风险

和活体转基因生物分析）》、ISPM 21《限定的非检疫

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GB/T 20879—2007《进出境

植物和植物产品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技术要求》、GB/

T 21658—2008《进出境植物和植物产品有害生物风

险分析工作指南》、GB/T 27616—2011《有害生物风

险分析框架》中均有介绍。

PRA 可对有害生物时空扩散过程的关键点进

行分析评估，通过采用高效并且可行的植物检疫管

理措施，从而达到疫情防控的目的（吕飞等，2016；潘

绪斌等，2018）。植物检疫 PRA与生物入侵风险分

析的原理基本一致，只是研究对象和体系不一致（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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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婷等，2013）。CBD考虑到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

系统、栖息地及物种的威胁和影响，对风险分析、传

入、定殖等术语提出了更多基于生态学和生物多样

性研究背景的定义。

2 有害生物与外来物种的相互关系

2.1 有害生物及外来物种相关术语汇总

有害生物名单涉及的防控对象包括检疫性有害

生物、限定性有害生物、危险性有害生物、外来物种、

外来入侵物种。其中，危险性有害生物在各术语表

中未见定义，但从中文字面理解为危害严重的有害

生物，把与植物检疫有关的具有一定危害的有害生

物统称为危险性有害生物，国内专家认为危险性有

害生物包括国家已经正式公布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和

可能被列入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的有害生物（许志

刚，2008）。其它相关术语在 ISPM 05、CBD、国家标

准GB/T 20478—2006、GB/T 20879—2007及相关文

献中均进行了定义，且 GB/T 20478—2006 和 GB/T

20879—2007 的术语定义参考了 ISPM 05，但与

ISPM 05译文存在一些差异（李尉民，2003；许志刚，

2008；印丽萍等，2014）。因此，本文对来源于不同文

件的管制对象的术语名称及其定义内容进行了整理

汇总，并对术语名称不统一、定义翻译不到位、个别

词语翻译不准确等问题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

2.1.1 检疫性有害生物

检疫性有害生物在GB/T 20879—2007 中定义

为“检疫（隔离）性有害生物是指对受威胁地区具有

潜在的经济或环境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

虽已发生但分布未广并正在被官方控制的有害生

物”；在 ISPM 05译文中为“检疫性有害生物是指对

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

地区发生，或虽已发生但分布不广并进行官方防治

的有害生物”。建议将GB/T 20879—2007中“检疫

（隔离）性有害生物”的说法与 ISPM 05 统一，改为

“检疫性有害生物”。

2.1.2 限定性有害生物

限定性有害生物（regulated pest）在GB/T 20879—

2007中定义为“管制的有害生物是指检疫（隔离）性

有害生物或者管制的非检疫（隔离）性有害生物”；

在 ISPM 05译文中为“限定有害生物是指一种检疫

性有害生物或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建议将

GB/T 20879—2007中“管制的有害生物”与 ISPM 05

中“限定有害生物”均改为“限定性有害生物”；建议

将GB/T 20879—2007中“检疫（隔离）性有害生物”

与 ISPM 05 统一，改为“检疫性有害生物”；建议将

GB/T 20879—2007中“管制的非检疫（隔离）性有害

生物”与 ISPM 05中“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均改

为“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

2.1.3 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

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regulated non-quar-

antine pest）在 GB/T 20879—2007中定义为“管制的

非检疫（隔离）性有害生物是指存在于供种植的植物

中且危及其预定用途，并会产生无法接受的经济影

响，因而受到管制的非检疫（隔离）性有害生物”；在

ISPM 05译文中为“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是指一

种非检疫性有害生物但它在供种植用植物中存在危

及这些植物的原定用途而产生无法接受的经济影

响，因而在输入的缔约方领土内受到限制”。建议

将GB/T 20879—2007中“管制的非检疫（隔离）性有

害生物”与 ISPM 05中“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均

改为“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建议 ISPM 05译

文定义改为“一种非检疫性有害生物，由于其在种植

用植物中存在而危及这些植物的原定用途，产生无

法接受的经济影响，因而在输入的缔约方领土内受

到管制”。

2.1.4 外来物种

外来物种（alien species）在 ISPM 05 补充材料

（CBD中的定义）译文中定义为“外来物种是指在其

过去或现在自然分布区之外引入的物种、亚种或低

等级分类单位；包括此类物种可能成活及随后繁殖

的任何器官、配子、种子、卵或繁殖体”；在 ISPM 05

补充材料（IPPC中的说明）译文中为“外来物种（生

物多样性公约）系指通过人类媒介进入该地区的非

本地生物体的任何生命阶段的单个物种或种群或者

可存活的器官”。建议将 ISPM 05 补充材料（CBD

中的定义）译文定义中“引入”改为“传入”；建议 ISPM

05补充材料（IPPC中的说明）译文定义改为“系指通

过人类活动进入某地区的非本地生物体的任何生命

阶段的单个物种、种群或者可存活的器官”。

2.1.5 外来入侵物种

外来入侵物种（invasive alien species）在 ISPM

05补充材料（CBD中的定义）译文中定义为“外来入

侵物种是指其引入和/或扩散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外

来物种”；在 ISPM 05补充材料（IPPC中的说明）译

文中为“外来入侵物种（生物多样性公约）系指其定

殖或扩散伤害植物或者通过风险分析（生物多样性

公约）表明潜在伤害植物的外来物种（生物多样性公

约）”；CBD官方网站定义则译为“外来入侵物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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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其过去或当前天然分布范围之外引入和/或传

播会威胁生物多样性的物种”。建议 ISPM 05补充

材料（CBD 中的定义）中“引入”改为“传入”；建议

ISPM 05补充材料（IPPC中的说明）译文中定义改为

“系指其定殖或扩散对植物有害、或者通过风险分析

表明其对植物具有潜在危害的外来物种”；建议

CBD官方网站定义中“天然分布”改为“自然分布”、

“引入”改为“传入”、“传播”改为“扩散”。

2.2 有害生物与外来物种的相互关系

植物检疫工作的防控对象为检疫性有害生物和

限定性有害生物，目标为保护农林生产安全；生物入

侵防控工作的防控对象为外来入侵物种，主要目标

为保护国民经济、防止其对生态环境造成威胁（陈乃

中等，2015）。从各管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知，检疫

性有害生物属于限定性有害生物，限定性有害生物

属于危险性有害生物，外来入侵物种则属于危险性

有害生物与外来物种的交集（图1）。植物检疫学与

入侵生物学领域的管制对象有一定交集，检疫性有

害生物与外来入侵物种也同样有一定交集。因此，

提高植物检疫工作水平，不但可以有效防控检疫性

有害生物及限定性有害生物，同时也对防范外来物

种入侵具有积极作用。反之，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

控也能有效协助植物检疫工作遏制有害生物的危害

（梁忆冰，2002）。

由图1可知，并不是所有的检疫性有害生物都是

外来入侵物种，同样也不是所有的外来入侵物种都是

检疫性有害生物。例如有些有害生物尚未在受威胁地

区存在但有潜在的负面经济影响，这种物种可以认定

为检疫性有害生物而非外来入侵物种。有些外来入侵

物种所在国已经不再进行官方防治，这种物种就不属

于检疫性有害生物了。因此，为了加强检疫防控工作

而修订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可将外来入侵物种作

为重点关注对象去进一步评估，但不可只局限于外来

入侵物种，应多方面、全方位的考虑、考量和分析评估。

图1 有害生物与外来物种的关系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char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sts and alien species

3 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评估技术方法

3.1 RRA相关术语的统计修改

判断有害生物是否为检疫性有害生物，以及是

否应实施植物检疫措施，国际通行的方法为 PRA，

同时该方法也是防范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关键措

施。在植物检疫和生物入侵领域采用的 PRA方法

步骤相似，但在其术语定义的内容上，由于植物检疫

与生物入侵关注重点、最终目标不同而造成术语定

义间存在差异。本文针对对国家标准、ISPM 05和

CBD相关术语名称及其定义内容进行了整理汇总，

并主要对定义翻译不到位、个别词语翻译不准确等

问题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以期规范 PRA 相关术

语，并从术语定义出发提出科学合理的植物检疫性

有害生物评估方法。

3.1.1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est risk analysis）在 GB/T

20879—2007 中定义为“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是指评

价生物学、经济学或其它学科的证据，以确定是否应

管制某种有害生物以及管制所采取的植物卫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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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度”；在 ISPM 05译文中为“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是指评价生物或其它科学和经济证据以确定一个生

物体是否为有害生物，该生物体是否应被限定，以及

为此采取任何植物检疫措施的力度的过程”。建议

ISPM 05译文定义改为“通过其生物特性、经济影响

及其他科学依据，以确定某种生物体是否为有害生

物、该生物体是否应被管制、以及为此所采取的植物

检疫措施强度的过程”。

3.1.2 有害生物风险评估

有害生物风险评估（pest risk assessment）在GB/

T 20879—2007中定义为“评估检疫（隔离）性有害生

物传入和扩散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包括环境、经济影

响）或者评估种植用植物是管制的非检疫（隔离）性

有害生物的主要侵染源的可能性及管制的非检疫

（隔离）性有害生物对种植用植物的经济影响”；在

ISPM 05中针对检疫性有害生物则定义为“（检疫性

有害生物）评价有害生物传入和扩散的可能性及有

关潜在经济影响程度”；针对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

物则定义为“（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对种植用植物

中有害生物影响这些植物的原定用途并产生经济上

不可接受的影响的可能性进行评价”。建议 GB/T

20879—2007定义中“检疫（隔离）性有害生物”改为

“检疫性有害生物”、“管制的非检疫（隔离）性有害生

物”改为“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建议 ISPM 05

译文针对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定义改为“对检疫性有

害生物传入和扩散的可能性及相关潜在经济影响程

度的评价”，针对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定义中的

“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改为“限定的非检疫性有

害生物”。

3.1.3 传入

传入（introduction）在 ISPM 05译文中定义为“传

入是指导致有害生物定殖的进入”；在 ISPM 05 补

充材料（CBD中的定义）中为“传入是指通过人类媒

介使外来物种，在其自然范围之外间接或直接流动

（过去或现在）。这种流动可以在一个国家内或国家

之间或者国家管辖范围之外地区”；ISPM 05补充材

料（IPPC中的说明）中为“传入是指通过人类媒介使

物种进入其非本地地区，要么从物种本地地区直接

进入，要么间接进入（物种从本地地区经过一个或几

个非本地地区连续流动）”；在GB/T 20879—2007中

为“传入是指导致有害生物定殖的进入”。建议ISPM

05补充材料（CBD中的定义）译文定义改为“由于人

为因素所导致的外来物种在其自然范围（过去或现

在）之外的直接或间接迁移。这种迁移可以在一个

国家内、国家之间或者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地区进

行”；建议 ISPM 05 补充材料（IPPC 中的说明）译文

定义改为“由于人为因素使物种进入新发生地区，或

者从物种本土地区直接迁移，或者间接进入（物种从

本土地区经过一个或几个新发生地区连续迁移）”。

3.2 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方法

植物检疫以PRA为核心，本文结合检疫性有害

生物进入、定殖、扩散等定义提出某有害生物在受威

胁地区是否为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评估方法，方法参

考 ISPM 02、ISPM 11及GB/T 27616—2011。对某有

害生物是否为检疫性有害生物进行评估，应从定义

出发，考虑在受威胁地区的发生可能性和可能造成

的危害损失程度这 2点，结合进入、定殖、扩散可能

性及后果评估等4个层面进行分析。对该4个层面

的分析又基于某有害生物传播途径（自然/人为（邮

寄物、旅客携带等））、在受威胁地区的适生性分析结

果、寄主情况及潜在的经济/环境影响等几个要素

（图2）。

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为检疫性有害生物的防控

及外来生物入侵的控制提供重要依据，科学合理地

制修订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可以使名单更好地发

挥指导作用。名单制修订流程可充分结合有害生物

的分布动态特别是国外新发突发疫情、入侵前沿地

区、口岸截获、边境调查等数据定期或不定期更新名

单，使其更符合新形势下的新要求（潘绪斌等，

2015），也可尝试利用专家评估和数据挖掘相结合的

方法提高名单的专业性及可靠性（王聪等，2014）。

4 展望

植物检疫术语是检疫工作的基础，其标准化工

作刻不容缓。依据术语定义提出的植物检疫性有害

生物风险评估建议，有利于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

单的科学修订，从而更好地指导植物检疫和生物入

侵防控工作。

本文对检疫术语相关文件进行了汇总梳理，发

现各文件在时效性、准确性、统一性方面存在一些问

题。其一，我国术语相关的国家标准少有更新，个别

解释无法满足当前的植物检疫需求，与国际标准脱

轨；其二，ISPM 05是国际普遍认可的权威性文件，

为方便各国参考发布了英文、中文、西班牙文、法文、

俄文、阿拉伯文多个版本，但就中文而言，由于翻译

者专业背景、工作性质、主观看法等因素限制，致使

许多内容是对国际标准的直接简单翻译，内容生硬

难懂，与现行检疫工作指导文件不相统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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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M 05 中将“inspections”、“surveillance”直译为

“检查”、“监视”，“living plants”直译为“活的植物”，

本文结合GB/T 20478—2006及相关文献的解释建

议将“inspections”、“surveillance”译为查验和调查/

监测，“living plants”译为活体植物（翁志平和胡世

涛，1992）；其三，由术语汇总结果可知，同一术语解

释文件往往有多个，即使是同一领域内可参考的官

方文件也不唯一，致使出现同一术语具有多种解释

的问题，如“quarantine pest”、“regulated pest”、“regu-

lated non-quarantine pest”等。其中“quarantine pest”

在 ISPM 05中译为“检疫性有害生物”，国家标准提

出“检疫（隔离）性有害生物”的说法，本文建议统一

为“检疫性有害生物”；“regulated pest”的翻译国家标

准提出“管制的有害生物”说法，在 ISPM 05以前的中

文译文曾译为“限定性有害生物”，各种图书文件资

料也大多接受“限定性有害生物”的说法，2018年出

台的 ISPM 05中则译为“限定有害生物”，本文建议

统一为“限定性有害生物”；“regulated non-quaran-

tine pest”在国家标准中定义为“管制的非检疫（隔

离）性有害生物”，2018年出台的 ISPM 05译为“限定

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本文建议统一为“限定的非检

疫性有害生物”。“quarantine”和“regulated”在不同场

合应使用不同的、合适的中文翻译。ISPM 05标准特

别列出了出版历史，从1986年的植物检疫术语核心

词汇表，到相继增加的补充材料1、补充材料2和附件1，

基本处于不断更新过程，以适应植物检疫工作的发展

需要。因此，为保证《植物检疫术语》的及时、科学、准

确、有效，我国术语相关的国家标准GB/T 20478—

2006、GB/T 20879—2007应及时更新，参考 ISPM 05

并邀请近年来曾亲自撰写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的检

疫领域专家进行修订，从而统一规范国内的官方参考

文件，避免产生歧义，以便更好地开展检疫工作。

图2 某有害生物在受威胁地区是否为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评估流程图

Fig. 2 Flow chart of judging a plant quarantine pest in a endangered area

为使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修改建议更为科学，

本文对相关术语的定义进行了汇总，个别定义提出

了修改建议，但内容较概括，可能存在偏差，仅为抛

砖引玉，建议召开相应的研讨会以期形成共识。我

国的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包括《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全国农业植物

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全国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

名单》以及各省发布的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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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名单和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补充名单。由于各名

单的需求不同，名单中列出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侧重

也不同。本文提出的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评估方法

较笼统，仅适用于判定是否为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

具体该划归于进境、农业、林业哪一类名单还需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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