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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外来物种入侵成为全

球性环境问题之一， 对本地生态系

统、 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经济活

动产生严重影响。

外来物种入侵的主要形式

货物邮件隐匿入境

国际贸易系外来物种入侵的主

要途径之一。 随着全球贸易的蓬勃

发展， 农产品、 木材、 花卉等商品

的跨国运输为外来物种提供了跨地

域传播的便捷通道。 例如， 原产于

南美洲的红火蚁常常隐藏在进口的

木材、 植物、 土壤或货物包装材料

中， 一旦到达新环境， 红火蚁能够

迅速繁殖， 形成庞大的群体， 对当

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虚报品名蒙混入境

申报虚假品名“逃避” 监管的

行为时有发生， 也增加了外来物种

入侵的风险。 近日， 某地机场海关

在对进境快件开展监管时， 发现一

票申报品名为“电水壶”的快件存在

异常情况，经拆开纸箱包装，发现内

部除申报货物外， 四周还充填大量

白色泡沫、 透明塑料管， 每只塑料

管内均有 1 只活体蚂蚁和浸渍液体

的棉花， 经核数共计 979 只野蛮收

获蚁。 该物种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

强， 传入境内后易造成生物入侵。

认知局限无意入境

由于缺乏外来物种相关知识，

对其危害认识不足， 导致外来物种

无意流入境内的案例屡见报端。 例

如， 加拿大一枝黄花因其美丽的外

观，被作为观赏植物引入国内，起初

被广泛种植于公园、花坛，后来凭借

极强的繁殖能力和生态适应性，在

极短时间内便扩散到其他区域，严

重破坏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对

农作物的生长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异宠” 兴起非法入境

“异宠” 即另类宠物， 区别于

猫、 狗、 鸟、 鱼等常见宠物， 主要

是指外形奇特、 色彩斑斓、 并不多

见的动植物， 以节肢动物 （蜘蛛、

蝎子 、 甲虫等 ）、 爬行动物 （蛇 、

蜥蜴、 龟等）、 两栖动物 （蛙、 蝾

螈等 ） 和啮齿类动物 （仓鼠 、 豚

鼠、 沙鼠等） 为主， 已成为年轻人

喜好的新宠。 仅 2024 年第一季度，

某地海关就截获了包括加拉帕戈斯巨

人蜈蚣、 长戟犀金龟、 秃额后目蝎在

内的进境“异宠” 200 余次。

外来物种入侵的主要危害

危害生态安全

外来物种一旦被遗弃或错误放

生， 可能在入侵地迅速繁衍并建立种

群， 改变食物链结构， 挤压本土物种

生存空间， 破坏生态平衡， 还有可能

与本土物种杂交导致基因库污染， 对

本地生态系统的结构、 功能及生态环

境造成严重干扰和破坏， 甚至可能导

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危及生物安全

一些外来物种来源不明且未经检

疫， 可能携带病原体， 成为传播疾病

的“媒介”， 再加上本地物种缺乏对

新病原体的免疫力， 疾病传播风险大

大增加。 此外， 许多非法入境的外来

入侵物种本身具有毒性和攻击性， 可

能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影响。

威胁经济安全

外来物种入侵可能导致农业生产

受损， 影响林业和渔业资源， 增加

生物防控和管理的成本。 据权威数

据统计， 中国因外来入侵物种每年

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高达 2000 亿

元， 其中， 农业领域受到的冲击尤为

严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生物安全

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完善， 《中华

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等一批生物

安全、 生态安全领域重要法律相继出

台， 对积极应对生物安全、 生态安全

重大风险， 维护国家安全产生积极而

深远的影响。

广大公民和组织应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 不私自携带、 邮寄、 运输外来

物种入境， 不随意放生购买或饲养的

外来宠物， 避免因个人行为造成生物

入侵， 破坏生态环境。 如发现非法引

进、 放生外来物种的行为， 公民有义

务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 共同维护国

家生物安全防线。

（均转自国家安全部微信公号）

一条陌生链接、 一张可疑二维码、 一个不知名应

用， 极有可能携带着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设计的“木

马”， 在点开的那一刻便植入了我们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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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外来物种入侵

间谍木马

成为窃密利器

手机间谍木马软件区别于一般

的恶意软件， 具备目标精准、 功能

强大、 极其隐蔽、 长期潜伏的特

点， 通过临近和远程等方式植入，

一旦获取手机相关权限， 便会对使

用者进行监控， 秘密搜集目标手机

各类信息。

它是一个无时不在的监听者，

能够远程控制手机摄像录音， 随时

掌握目标的一言一语；

它也是一个如影随形的追踪

者， 能够精准获取目标的位置信

息， 实时监控目标的行动轨迹；

它还是一个行踪隐秘的窃密

者， 不知不觉间窃走手机中的个人

信息和文件资料， 轻易洞悉目标的

工作生活情况。

“间谍”潜入手机的

几种方式

初级方式： 诱骗点击陌生链接

一些木马程序被关联在网站发

布的跳转链接， 或者伪装在二维码

图片中， 一旦点击扫描， 手机便会

“中招”。

进阶方式： 伪装成应用软件

一些木马程序被伪装成手机应

用， 打着“破解” “翻墙” 等噱头诱

导大家下载， 下载安装这类应用的同

时也为“间谍” 打开了方便之门。

高级方式： 利用软硬件漏洞

利用手机硬件设备、 操作系统和

应用软件的技术漏洞， 在目标毫无感

知的情况下获取手机控制权， 进而实

现对目标无声无息的监控。

日常使用手机过程中， 防范潜入

手机的 “间谍”， 不仅关系到个人信

息和隐私安全， 更事关国家安全。 广

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核心涉密岗位工

作人员， 要切实提高安全意识， 自觉

规范上网行为， 做好信息安全防护。

猎奇心理需杜绝

不使用来路不明的智能电子设

备， 不点击短信、 电子邮件中的陌生

链接， 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 不

安装陌生应用软件， 不随意连接公共

Wi-Fi， 不浏览非法网站， 及时关闭

不必要的共享、 云服务功能， 养成在

官方应用市场下载应用软件的良好习

惯。

安全意识需提升

不使用手机存储、 处理、 传输、

谈论国家秘密， 不在手机上存储核心

涉密人员的工作单位、 职务、 电话号

码等敏感信息， 不在涉密公务活动中

开启和使用手机位置服务功能， 不将

手机带入保密要害部位、 涉密会议和

活动场所。

防护措施需增强

及时更新手机操作系统和应用程

序版本， 修复已知安全漏洞， 安装可

靠安全软件， 定期查杀病毒， 警惕应

用软件敏感和超范围权限请求， 及时

发现处理手机异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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