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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简述广西外来入侵生物的生态类群、入侵途径及其入侵趋势的基础上，分析外来生物入侵对广西原有

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环境安全以及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并由此提出建立预警系统，加大检验检疫的执 法

力度，建立监测和防治体系等预防外来生物入侵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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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入侵是指生物由原生地经自然的或人为的

途径，侵入到 另 一 个 新 环 境，对 侵 入 地 的 生 物 多 样

性，农林牧渔和人类健康造成损害或导致侵入地发

生态灾难的过程［１］。外来生物入侵被认为是仅次于

生境破坏造成生物多样性［２］濒危以至丧失的第二大

原因，也是引起生态系统结构破坏、功能丧失的一个

主要因 素，会 对 生 态 环 境 和 经 济 发 展 造 成 较 大 威

胁［３］。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沿海、沿边、沿江，具有独特

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点。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

快速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加快，广西已成为外来生物

入侵的“重 灾 区”。入 侵 生 物 对 广 西 地 区 的 生 态 系

统、环境安全和经济发展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

影响，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４］。因此，了解广西

外来生物入侵现状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探讨防

治外来生物入侵对策，对于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的防

控以及维护生态平衡、确保生态环境安全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１　广西外来生物入侵现状

１．１　入侵物种的生物类群

　　据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资料［５］显示，目前

在广西有分布的外来入侵物种１８１种，其中植物９６
种，占外来入侵物种总种数的５３．０４％，动物６２种，
占 总 种 数 的 ３４．２５％，菌 物 ９ 种，占 总 种 数 的

４．９７％，病毒３种，占总种数的１．６６％，原核生物７
种，占总种数的３．８７％，原生生物４种，占总种数的

２．２１％。部分外来入侵物种已经对广西本土的生态

环 境 造 成 了 一 定 的 影 响，据 野 外 调 查 和 文 献 资

料［６～９］记载，目前 或 曾 经 造 成 严 重 危 害 的 外 来 入 侵

物种至少有３０种，基本情况见表１。

１．２　入侵物种的生态类群

　　入侵广 西 的 外 来 生 物 物 种 主 要 涉 及 无 脊 椎 动

物、脊椎 动 物、陆 生 植 物、水 生 植 物、微 生 物 等５大

类，陆生植物是广西外来入侵物种中最大的生态类

群，达９４种，占外来入侵物种总数的５１．９３％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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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陆生 无 脊 椎 动 物，为４２种，占２３．２０％；微 生 物

（包括菌类、病毒、原核生物和原生生物）２３种，占总

种数的１２．７０％，其 他 类 型 有２１种，占 总 种 数 的

１１．６０％。草本植物占外来入侵植物种数的８０％以

上，木本 植 物（包 括 灌 木 和 乔 木）和 水 生 植 物 仅 占

１０％。
表１　广西重要的外来入侵物种及分布

种名 科（属）名 原产地 栖息地 分布范围

空心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苋科 美洲 沿岸、河 岸、海 岸、荒 野、
耕地、公园 南宁、桂林

五爪金龙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ｃａｉｒｉｃａ

旋花科 美洲或欧洲 灌 木 丛、建 筑、平 缓 山 坡
和谷地

容县、贵 港、北 流、百 色、柳 州、合 浦、梧
州、苍梧、邕宁、南宁、宁明

圆叶牵牛Ｌｐｏｍｏ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旋花科 美洲 沿岸、河岸、海岸、耕地 全区各地

马缨丹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马鞭草科 美洲 沿岸、河岸、海岸、草地 全区各地，尤以德保、天等最多。

水茄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ｏｒｖｕｍ 茄科 美洲 沿岸、河岸、海岸、湿地
梧州、临 桂、贵 港、上 思、宁 明、龙 州、田
东、隆 林、都 安、东 兰、天 峨、龙 州、乐 业、
那坡、南宁

阔叶丰花草Ｂｏｒｒｅｒ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茜草科 南美洲 灌木丛、内陆 无 植 被 或 稀
有植被 桂林、防城港、龙州

三叶鬼针草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菊科 美洲 灌木丛、森林、耕地 全区各地

小蓬草Ｃｏｎｙｚａ　ｃａｎｄｅｎｓｉｓ 菊科 北美洲 灌木丛、森林、耕地 全区各地

紫茎泽兰Ａｇｅｒａｔｉｎａ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菊科 中美洲 沿岸、河岸、海岸、草地 隆林、西 林、天 峨、乐 业、那 坡、田 林、靖
西、南丹等地

飞机草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菊科 中美洲 灌木丛、平缓山坡和谷地 平果、龙 州、防 城、凭 祥、那 坡、百 色、德
保、靖西等地

银胶菊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菊科 中南美洲 沿岸、河岸、海岸、灌木丛 龙州、德保、靖西、那 坡、荔 浦、玉 林、博 白
等

肿柄菊Ｔｉｔｈｏｎｉ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ｏｌｉａ 菊科 墨西哥 中美洲 灌 木 丛、建 筑、工 业 及 人
类相关区域

田林、隆 林、大 新、德 保、那 坡、罗 城、东
兰、天 峨、田 东、宁 明、凭 祥、北 海、合 浦、
贵港、来宾

假高粱Ｓｏｒｇｈｕｍ　ｈａｌｅｐｅｎｓｅ 禾本科 地中海地区 灌木丛、内陆 无 植 被 或 稀
有 资源、天峨、德保

互花米草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禾本科 美洲 沿岸、河岸、海岸 钦州、合浦、北海

凤眼莲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雨久花科 美洲 沿岸、河岸、海岸 全区各地

大薸Ｐｉｓｔｉａ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ｅｓ 天南星科 南美洲 沿岸、河岸、海岸 全区各地

松材线虫
Ｂｕｒｓ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ｕｓｘｙ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滑刃科 北美 森林 苍梧县、万秀区、桂平市、西林县

红火蚁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ｖｉｃｔａ 切叶蚁亚科 南美洲 草地、草原 南宁、柳州、贵港、玉林、梧州

松 突 圆 蚧 Ｈｅｍｉｂｅｒｌｅｓｉａ
ｐｉｔｙｓｏｐｈｉｌａ

盾蚧科 不详 森林 岑溪市、苍 梧 县、玉 州 区、容 县、陆 川 县、
博白县、兴业县、北流市、福绵区、

湿地松粉蚧Ｏｒａｃｅｌｌａ　ａｃｕｔａ 粉蚧科 北美 森林 平乐县、苍 梧 县、玉 州 区、福 绵 区、容 县、
陆川县、博白县、兴业县

咖啡豆象Ａｒａｅｃｅｒｕｓ
ｆａｓｃ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长角象科 印度 人类活动相关区域 全区各地

桉 树 枝 瘿 姬 小 蜂 Ｌｅｐｔｏｃｙｂｅ
ｉｎｖａｓａ 小蜂科 澳大利亚 森林、植物园、公园、 玉林市、梧州市、钦州市和崇左市

烟粉虱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 粉虱科 热带、亚 热 带 地
区 耕地、植物园、公园、 全区各地

美洲斑潜蝇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ｅ 潜蝇科 南美洲 耕地、植物园、公园 全区各地

牛蛙Ｒａｎａ　ｃａｔｅｓｂｅｉａｎａ 蛙科 美国 内陆 地 表 水（淡 水）、湿
地、耕地、植物园、公园 全区各地

屋顶鼠Ｒａｔｔｕｓ　ｒａｔｔｕｓ 鼠科 亚洲热带地区 灌木丛、耕地、植物园、公 全区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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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种名 科（属）名 原产地 栖息地 分布范围

福寿螺Ａｍｐｕｌｌａｒｉａ　ｇｉｇａｓ 瓶螺科 南美洲 沿岸、河岸、海岸、内陆地 全区各地

食蚊鱼Ｇａｍｂｕｓｉａ　ａｆｆｉｎｉｓ 花鳉科 美 国 南 部 和 墨
西哥北部 内陆地表水（淡水） 全区各地

水 稻 白 叶 枯 黄 单 胞 杆 菌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ｏｒｙｚａｅ　ｐｖ．
Ｏｒｙｚａｅ

黄单胞菌属 不详 耕地、植物园、公园 全区各地

柑橘 溃 疡 病 菌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　ｐｖ．ｃｉｔｒｉ

黄单胞菌属 不详 果园及苗圃 全区各地

马铃薯环腐病菌（密执 安 棒 形
杆 菌 环 腐 亚 种）Ｃｌａｖｉｂａｃｔｅｒ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ｅｐｅｄｏｎｉｃｕｍ

棒形杆菌属 欧洲 耕地、植物园、公园 全区各地

木 薯 细 菌 性 萎 蔫 病 菌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ａｘｏｎｏｐｏｄｉｓ
ｐｖ．ｍａｎｉｈｏｔｉｓ

黄单胞菌属 不详 耕地、荒地 全区各地

柑 桔 黄 龙 病 菌 Ｌｉｂ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
ａｓｉｔｉｃｕｍ 韧皮部杆菌属 不详 耕地、植物园、公园 全区各地

１．３　被列入重要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的物种

　　据统计，我国环保部公布的３５种外来入侵物种

名单［１０，１１］中８０％的 外 来 入 侵 物 种 目 前 已 经 在 广 西

发现，仅有７种在广西暂未有分布，其中部分外来入

侵物种对广西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危害，
如 紫 茎 泽 兰 （Ａｇｅｒａｔｉｎａ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大 薸

（Ｐｉｓｔｉａ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ｅｓ）、 松 材 线 虫

（Ｂｕｒｓ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ｕｓｘｙ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红 火 蚁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ｖｉｃｔａ）等。１００种 世 界 恶 性 外 来 入

侵物种名录中，广西目前已有分布的有１８种，其中

动物１０种，即 福 寿 螺（Ａｍｐｕｌｌａｒｉａ　ｇｉｇａｓ）、烟 粉

虱 （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红 火 蚁、牛 蛙 （Ｒａｎａ
ｃａｔｅｓｂｅｉａｎａ）、屋 顶 鼠 （Ｒａｔｔｕｓ　ｒａｔｔｕｓ）、食 蚊 鱼

（Ｇａｍ　ｂｕｓｉａ　ａｆｆｉｎｉｓ）、红耳彩龟（Ｔｒａｃｈｅｍｙｓ　ｓｃｒｉｐ－
ｔ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小 家 鼠 （Ｍｕｓｍｕｓｃｕｌｕｓ）、沙 筛 贝

（Ｍｙｔｉｌｏｐｓｉｓ　 ｓａｌｌｅｉ）、 褐 云 玛 瑙 螺

（Ａｃｈａｔｉｎａｆｕｌｉｃａ）。 植 物 ８ 种，即 凤 眼 莲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马 缨 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飞 机 草（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大 米

草、仙 人 掌（Ｏｐｕｎｔｉａ　ｓｔｒｉｃｔａ）、薇 甘 菊（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含 羞 草（Ｍｉｍｏｓａ　ｐｕｄｉｃａ）、裙 带 菜

（Ｕｎｄａｒ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

１．４　外来生物入侵途径

　　外来生物主要通过３条途径入侵并扩散［１２］，广

西的情况也类似。一是人类的有意引入，例如阔叶

丰花草（Ｂｏｒｒｅｒ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最 初 在 龙 州 是 作 为 饲

料引入。福寿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作为高蛋白质食

物被引进饲 养，随 后 定 殖 并 扩 散。１９世 纪７０年 代

引进的互花米草，现已在北部湾海域东部滩涂迅速

繁殖，并已侵入山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

区，挤占了红树林的生长空间，已对红树林生态系统

造成破坏［１３］。食 蚊 鱼 一 直 以 来 都 是 作 为 观 赏 鱼 类

引进养殖，如今在广西大部分水域都有分布。马缨

丹等最初也是作为观赏植物引入。二是随人类活动

无意传入。广西旅游资源丰富，每年都大量游客入

境，部分旅游者无意中成为外来入侵物种传播的媒

介，一些危险的外来入侵种随游客异地携带的活体

物，如水果、蔬菜或宠物等传入广西；还有一些外来

生物可随交 通 工 具 及 旅 游 者 的 行 李 等 粘 附 进 入 广

西，如三叶鬼针草瘦果冠毛芒状具倒刺，极易附在人

畜和货物上 到 处 传 播［１４］。广 西 检 验 检 疫 部 门 每 年

都会在各出入境口岸截获大量的有害生物和禁止进

境的物种。三是借助自然力量传入，一些物种的种

子或繁殖体 可 以 借 助 风 或 动 物 的 力 量 实 现 自 然 扩

散，如飞机草和紫茎泽兰，大约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

从中越边境传入广西，现已广泛分布于广西大部分

县市区。

　　跨区域物种调运是目前广西外来物种入侵的主

要方式之一，尤其是跨省物种调运，一些外来物种随

着物种的调运直接从疫区进入广西并造成危害，如

椰心叶 甲（Ｂｒｏｎｔｉｓｐａ　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ａ）随 外 地 调 运 的

苗木中进入北海和梧州［１５，１６］，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

成很大的威胁，一度已被铲除的红火蚁也随外地草

皮的调入而重新在南宁、梧州等地出现。

１．５　外来生物入侵趋势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毗邻东盟，各类国境口岸众

多，与东盟以及周边省份贸易交往频繁，同时热带亚

热带的气候条件也为外来生物的入侵和定殖提供了

良好的机会。近年来，随着广西交通、经济等各方面

的发展，外来生物入侵的发展扩散速度也在加快，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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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泽兰、飞机草等从云南和越南侵入广西后，在百色

地区已从沿路荒地侵入到大片的可耕坡地中，现已

侵入到了一些自然保护区，如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中［１７］。银胶菊（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在１９７１年

出版的《广西植物名录》中，未记载有该植物，甚至是

现在分布最 多 的 龙 州 地 区，１９８８年 也 未 曾 有 记 载，
但在近１０多年的时间里，就已爆发出来，在广西很

多市县均有分布［７］。从外来入侵物种的地域分布上

看，桂南、桂西南、桂东等地区种类和数量均较多，因
而受到的危害最为严重；桂中、桂北种类和数量相对

较少，危害也少。从总体上来看，它们均有由桂南、
桂西南、桂东向桂中、桂北等其它地区发展的趋势。

２　外来生物入侵对广西生态环境的影响

　　有关研究［１８］认为，广西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状况

为中等，处在良好与差的临界状态，稍有不慎就会出

现大的生态灾难。外来入侵物种改变了土著种群、
群落和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整个生态系统的

平衡和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潜藏着巨大的危害。
外来生物入侵新的栖息环境后，通过占据适宜的生

态位，种群迅速增殖、扩大，发展成当地新的优势种，
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对入侵地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

和环境灾害，即生物污染，这种污染极大地威胁着生

物多样性，造成本土物种数量减少乃至灭绝，导致生

态系统结构缺损，组分改变［１９］。外来生物的入侵对

广西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破坏原有生态系统

的自然性和完整性、导致系统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威
胁当地环境安全以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等。

２．１　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自然性和完整性

　　生态系统的功能包括传粉、基因流、异花授精的

繁殖功能以及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

用，对于维 持 进 化 过 程 和 环 境 效 益 有 着 重 要 意 义。
生物入侵发生后，入侵种可能通过与本地近缘种之

间、入侵种之间发生杂交，对物种遗传多样性产生影

响，导致生境片段化，破坏本地生态系统的自然性甚

至改变生态系统的演化方向［２０，２１］。另外，外来入侵

种可以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造成影响，破坏原有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外来入侵种一方面改变原有生

态系统对水分、营养等的使用，影响土壤的营养水分

和水分平衡；另一方面通过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蒸

腾作用对一定范围的ＣＯ２ 浓度、大气中的水分等产

生影响，从而可能改变区域小气候［２１］。

２．２　导致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外来入侵物种通过竞争、占据本地物种生态位，

影响本地物种生存，导致局部种群的消亡。外来入

侵物种在侵 入 地 失 去 了 原 产 地 的 各 种 生 态 因 子 制

约，迅速形成大面积的优势群落，降低生物多样性，
使得依赖于当地生物多样性的物种生存受到威胁，
造成本土物种数量减少乃至灭绝。如具有“植物杀

手”之称的微甘菊入侵广东以后，高５ｍ以下的小乔

木和灌木一旦被它紧紧缠绕并盖满顶部，便会因不

能进行光合 作 用 而 窒 息 死 亡［２２］。豚 草 可 分 泌 出 酚

酸类、聚乙炔等具有化感作用的化合物，对禾本科、
菊科等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有强烈的抑制作用，抑制

其种子发芽和生长，排挤本地植物，阻碍植被恢复，
导致生态系 统 的 物 种 组 成 和 结 构 发 生 改 变［２３］。紫

茎泽兰和飞机草的入侵已造成其在广西的分布生境

物种多样性指数明显下降［１７］。

２．３　威胁环境安全

　　环境安全是指人类与其生存、生产活动相关的

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基础（特别是可更新资源）处于

良好的状况或不遭受不可恢复的破坏。外来生物成

功入侵后，大量繁殖，迅速生长，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形成生物污染，威胁当地环境安全。例如，福寿螺在

水体中可分泌和排放大量的代谢产物和粪便（含有

一定量的尿 酸 或 氨 氮）［２４］，大 量 福 寿 螺 的 存 在 会 降

低水体中的溶解氧，从而引起水体的原有理化性质

（如ｐＨ值、Ｅｈ等）的 改 变 以 及 某 些 水 体 生 物 的 死

亡，易造成水体发黑变臭。同时，福寿螺对水体中的

某些重金属有较强的富集作用，福寿螺死亡后这些

重金属会重新释放到环境中造成二次污染。水葫芦

一旦成功入侵河流湖泊等水域时，便会迅速定殖并

扩散，造 成 水 体 流 速 下 降，ｐＨ 值 和 溶 解 氧 浓 度 降

低，水中ＣＯ２ 浓度增高，水体变黑变臭，水生动植物

大量死亡，水质加速恶化等环境问题［２５］。水葫芦在

生长区形成优势物种时，还会降低光线对水体的穿

透能力，影响水底生物生长，导致其他水生植物减少

甚至灭绝。过多的水葫芦覆盖水面，还为蚊类等害

虫提供适宜的滋生场所，加剧了生物污染和病菌传

播；同时污染供水水源及水环境。近年来，水葫芦在

广西各地水域多次泛滥成灾，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

成了很大的影响。

２．４　造成经济损失

　　外来入侵种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园艺

等可带来直接经济危害。外来生物一旦入侵成功，
要彻底根除是极为困难的。用于控制其危害、扩散

蔓延的防治代价极大，费用极为昂贵。为了减少外

来种的危害，需要采取各种耗资不菲的防除措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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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形式的检疫、控制和根除等。例如，原分布于国

外的 柑 桔 黄 龙 病 菌（Ｌｉｂ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　ａｓｉｔｉｃｕｍ ）和 柑

橘溃 疡 病 菌（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　ｐｖ．ｃｉｔｒｉ）
传入广西后，造成的后患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广西柑

橘种植业上威胁最大的病害，每年大量的感病植株

被铲除。在林业上，广西林业部门每年都必须投入

大量的人力财力防控入侵广西的外来有害生物，如

松材线 虫、桉 树 枝 瘿 姬 小 蜂（Ｌｅｐｔｏｃｙｂｅ　ｉｎｖａｓａ）、
松突 圆 蚧（Ｈｅｍｉｂｅｒｌｅｓｉａ　ｐｉｔｙｓｏｐｈｉｌａ）、湿 地 松 粉

蚧（Ｏｒａｃｅｌｌａ　ａｃｕｔａ）等［２６］。另外，外来入侵生物还

可以通过改变生态系统带来一系列水土、气候等不

良影响，产生 巨 大 的、难 以 准 确 计 算 的 间 接 经 济 损

失。例如，大量的水葫芦植株堵塞航道、抬高河床、
甚至导致水域沼泽化，加剧了灾害的危害程度。防

控外来入侵物种往往需要大量使用化学药物，从而

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

３　结论

　　外来入侵生物在广西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种类和数量呈不断增加趋势，直接威胁着广西的区

域生态环境的安全。如何有效地防控有害外来生物

入侵和保护广西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是目前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根据目前外来生物在广西的分布特

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各方面做

好相应的防控工作：首先应建立预警系统，对全球入

侵性物种及入侵性类群的分布现状有充分的了解，
并对这些种类在我国的适生性进行分析，对需要预

防哪些类群做到心中有数，积极应对外来有害物种

的入侵；其次加强检验检疫的执法力度，根据入侵物

种的发生特点及区域分布，各执法部门各司其职，通
过查验和检疫，将外来入侵生物拒之以国门以及区

域门户之外；最后建立完备的监测和防控体系，外来

入侵物种都有一个从少到多、逐步适应和建立种群

的过程，这一阶段是进行早期监测并有效铲除的最

好时期。即使有些种群已经在自然界建立，这时候

还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努力来减少其种群的数量和密

度，阻止其扩散，从而达到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

目标，防止入侵物种进一步的扩散和蔓延，从而保护

当地的生态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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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进一步研究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机制，完善广西

近海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内涵和分类体系，尽可能减

少各项功能之间存在的重复和交叉。同时，虽然本

文所采用的是目前国内外成熟的和应用比较广泛的

评估方法，但考虑到不同生态系统间结构和功能的

差异性，有必要针对广西近海海洋生态系统特征对

评价方法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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