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安全是指国家有效防范和应对危
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生物技术能够
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系统相
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生物领
域具备维护国家安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生物安全有多个范围，其中就包括防范外来
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

2月3日，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
民事公益诉讼案在南京市宣判。江苏省常
州市的徐某为给家人和朋友祈福，于2020
年12月向刘某购买了9万余元的鲇鱼。随
后，他未向主管部门报告，试图在钱资湖放
生鲇鱼，被相关工作人员和群众阻止后，又
偷偷转至长荡湖某港口，放生了2.5万斤鲇
鱼。结果，他放生的这些原产自热带的鲇鱼
无法适应当地过低的水温环境，大量死亡。
长荡湖渔政监督大队历时10天，才打捞出
死亡鲇鱼2.02万斤。经鉴定，放生的鲇鱼为

埃及胡子鲇，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埃及
引入我国，后来在我国较多地区养殖，但对于
非人工养殖环境来说，这是一种入侵能力较
强的外来物种。徐某等人因为放生造成生态
资源损失与服务功能损失，其中生态资源损
失既包括所放生的鲇鱼可能造成其他鱼类和
水生生物的损失，也包括鲇鱼自身的大量死
亡，被告徐某、刘某因此被判赔5.8万元。再
加上徐某被罚款的9万元应急处置费，合计
被罚款14.8万元。

目前我市尚未对不恰当放生行为开出罚
单。“对放生行为的执法比较困难，大部分市
民放生数量都不是很大，且地点随机，放生行
为持续时间也很短。即便接到举报，等执法
人员赶到时，人早就走了，很难取证。另外就
是对放生行为的处罚，目前还缺乏明确的法
律依据。”陈国营说，规范放生，最主要是加强
宣传，让人们明白不恰当的放生行为不但不

能积德行善，还会造成动物死亡。如果放生
外来物种，还会破坏生态环境和对生物安全
造成威胁。

2019年，我市河（湖）长办曾经组织过一次
非法放生（增殖放流）整治行动，组织市农业农
村委、市交通运输委、市水务局、市民族宗教委、
市城市管理委、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委、市委
网信办和市内六区对海河、子牙河、北运河、新
开河等河道重要点位开展违规船只清理、沿河
及桥梁贩鱼摊贩清理、非法放生（增殖放流）活
动清理及河道清理等行动，严厉打击各类危害
河道水环境的行为。
“我全程参与了当年的整治行动，收获很

大，我们对海河北安桥、永乐桥等10余处重要点
位进行多次联合执法，将这些点位的非法捕鱼
和放生全部取缔。”陈国营坦言，自从我市全面推
行“河长制”以来，各级河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巡
查机制，非法放生的情况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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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来的“入侵者”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日前发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严厉打击非法引入外来物种行为，实施重大危害入
侵物种防控攻坚行动，加强‘异宠’交易与放生规范管理。”这是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放生”一
词。近年来，在我市自然水域，非法放生时有发生，不仅破坏了生物安全，还带来环境、生态等一
系列问题。规范放生行为，迫在眉睫。

今年1月22日，大年初一，市民刘先生
途经海河金钢桥时，看到了这样一幕：“10
多人围在一起，在进行放生，其中一个人把
一箱箱的鱼倒进海河里。”第二天，他再经
过此处，看到河边漂着不少死鱼。
2月5日，有网友发微博称自己参与了

一场放生活动，在她发出的现场图片中可
以看到，大量鱼类被从海河亲水平台放生
到海河里……
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主要负

责市内六区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行政执法
工作，综合执法科科长陈国营告诉记者，他
们在日常巡查执法中发现，大悲院附近、金
钢桥、小刘庄桥及西站西大桥是放生比较
集中的点位，“很多人选择从桥上往河里倒
鱼，其实大多数鱼从空中坠落的这段时间
就会缺氧，即便是适应海河水环境的鱼，在
入水后不久也会死亡。”大量鱼类死亡，会
对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管理部门需要派
人及时打捞。

海河放生仍有发生

曾发现这些外来物种我市水域

天津科技大学从事海洋生物研究的徐文喆
副教授介绍，外来物种入侵已成为世界上生态和
环境安全的重要威胁。根据中国外来入侵物种
数据库统计，目前中国的外来入侵物种达754
种。放生引进就是外来物种入侵的一种方式。
放生引进是以放生的形式有意或无意造成外来
物种入侵，宠物引进就是其中之一。
例如巴西龟（又叫巴西红耳龟），原产自墨

西哥西部和巴西南部，是世界公认的“生态杀
手”，202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重点管理
外来入侵物种名录》里就有巴西龟。由于它生
长速度快、繁殖能力强、易存活，最早于20世
纪80年代作为食用龟鳖类引入我国，但后来
人们发现其不如甲鱼等本土龟类、鳖类好吃，
就将其主要作为宠物引进和喂养。养殖逃逸、
宠物丢弃、错误放生等导致其在野外迅速发
展，给国内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巴西
龟觅食、抢夺食物能力强，会大量捕食小型鱼、
贝及蛙类的卵、蝌蚪甚至其他本土龟类。同时
由于巴西龟繁殖力强，它和本土龟“联姻”后，
不仅导致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还严重影
响本土龟类的生存环境。此外，它们还是传播
沙门氏杆菌的罪魁祸首，可经过粪便、水体等
传播给恒温动物，可能会引起人和动物患急性
肠炎、肠热症和败血症。无论是养殖还是放
生，都有可能让接触者致病。2000年 5月，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在一份报告中列出了100种

入侵性最强的外来生物，巴西龟便在其中。当
外来物种作为宠物引进，又被放生，极易破坏
生物安全。
在我市自然水域，也发现了不少诸如巴西

龟这样的外来物种。“在多年的巡查执法中，我
们发现的外来物种主要有巴西龟、鳄龟、暹罗
鳄、猪鼻龟、清道夫、大鲵等。”陈国营说。去年
7月，东丽区外环河道保洁人员在拥军桥下发
现一个纸箱，打开一看，里面包裹着一条长1.1
米左右的鳄鱼。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的工
作人员、东丽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
员和具有鳄鱼人工繁育资质单位的技术人员
立即赶往现场。经比对判断，初步认定该鳄鱼
为暹罗鳄，也叫暹罗淡水鳄。这种鳄鱼主要分
布于东南亚，成年鳄鱼最长可达4米，为《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物种，野
外种群在我国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管
理。暹罗鳄属于外来物种，我市所辖区域内不
是其自然栖息地，分析应是宠物饲养者擅自放
生的。渔政执法人员将这条暹罗鳄交由具有
鳄鱼人工繁育资质的单位收容救护。“幸亏是
放在河边被及时发现，如果鳄鱼进入自然水
域，捕捉困难不说，还很容易伤人。”陈国营说，
“再比如鳄龟，看上去憨态可掬，其实攻击性极
强。我们曾经做过实验，把一根竹竿伸到鳄龟
嘴边，它一口就能咬断。将它放生到自然水
域，可能会攻击人类，那就不仅仅是破坏生态

环境了，还会带来安全问题。”
鳄雀鳝作为观赏鱼被引进到我国，近年来

成为一些玩家喜欢的“异宠”，但它是一种异常
凶猛的肉食性鱼类，几乎不挑食，猎食各种鱼

类、甲壳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中小型哺乳
类动物以及腐肉，几尾鳄雀鳝就能吃光一整个
湖里的鱼。去年，河南汝州为抓捕两条被私自
放生的鳄雀鳝，工作人员花费了近一个月的时
间，抽干了20多万立方米的湖水，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我市也曾经发现过鳄雀鳝，是一位市
民家中养殖的‘异宠’。他养了一段时间后发
现，这种鱼非常凶猛，不敢再养，也不知道如何

处理，于是向公安机关求助。最后我们联系了
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对其进行了救护。”陈国营有
些后怕地说，“幸亏这位市民没有选择将鳄雀鳝
放生到自然水域，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鳄雀鳝
被放生或丢弃进入自然水体后，土著鱼类会被
其大量捕食，从而导致水生生物多样性降低。
而且水域面积大，我们想要抓捕鳄雀鳝难度非
常大。”

其实，我国政府并未禁止放生，只是这种
行为需要接受法规管理。中国《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实施条例》第23条规定，从国外或者外
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野生动物需将其放生
于野外的，放生者应当向所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
的科研机构进行科学论证后，报国务院林业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准。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第13条

规定，单位和个人自行开展规模性水生生物
增殖放流活动的，应当提前15日向当地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
告增殖放流的种类、数量、规格、时间和地点

等事项，接受监督检查。经审查符合本规定
的增殖放流活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协
助。此外，2021年4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生物安全法》中规定，擅自释放或丢弃外
来物种的，责令限期捕回、找回并罚款。
“严格来说，在我们管理的范畴内，没有

放生的说法，规范的叫法是增殖放流。”市农
业农村委渔业处副处长王立平介绍，天津市
每年要增殖放流10多亿的苗种，主要为鲢
鱼、鳙鱼、草鱼，主要投放的地点为渤海湾、
潮白河、独流减河、海河下游等地区。增殖
放流实施步骤很完善、科学、规范，从鱼苗采
购到招标，再到生产，以及后续的检验检疫

等各环节都要全程接受监管，并且委托第三方
机构来实施标准化验收服务。
“民间大规模放生需要走相应的审批手

续。比如前几年，我市一家寺院在静海区的自
然水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放生，就提前向静海
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放生的鱼类品种严
格把控，并对所有放生的鱼进行检疫和检验，主
要是看其有没有药物残留和疫病。在全程监管
下，这次放生顺利完成。”王立平建议，市民最好
是参加正规组织的集体放生，选购苗种时要选
择有资质的单位，并且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
请。在监管下的科学放生，是对生命的爱护，也
有保护生态的现实意义，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放生”。

外来物种入侵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

“外来物种入侵对生态平衡的破坏是非常
严重的。”徐文喆表示，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经过
长期演化，在一定空间内，生物、环境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最终形成的统一整体。生态系统
中的每一种生物，其繁衍生息都要受到整个生
态系统的制约，形成一种动态平衡。一个外来
物种引入后，可能因不能适应新环境而被排斥
在系统之外。也可能因新的环境中缺乏相抗
衡或制约它的生物，导致无节制繁衍，给当地
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打击。
放生的生物，多是直接从市场上购买，其

中大部分是人工饲养用于观赏或者食用的动
物，抵御变化、适应新环境能力较弱。对于世
界各国来说，外来物种入侵已成为生态和环境
安全的重要威胁。徐文喆说：“在国际自然保

护联盟公布的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外来物种
中，入侵中国的就有50余种。”
徐文喆介绍，不科学的放生会危及其他物

种的生存，危及生态平衡和安全。据统计，国
内放生的主要是泥鳅、“四大家鱼”、福寿螺、牛
蛙、罗非鱼、巴西龟、“小龙虾”和拟鳄龟等，后
六者都是赫赫有名的外来物种，有潜在的生态
危害。罗非鱼被人们熟知是因为它鲜美的味
道和细嫩的肉质，俗名南洋鲫、非洲仔、福寿
鱼，原产于非洲的坦噶尼喀湖，其被作为优秀
蛋白源经济鱼类引进中国。殊不知，它们也是
《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中的一员，也是
世界最危险100种入侵物种之一。罗非鱼外形
类似鲫鱼，鳍条多棘，形似鳜鱼，属广盐性鱼
类，在海水、淡水中均可生存，具有食性杂、耐

低氧、繁殖强等特点，错误放生罗非鱼将对我国
众多特有本土鱼类和生态系统造成无法预测的
威胁和破坏。
同时被《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收录

的还有鳄龟，它是原产于美洲的大型掠食类水
龟，是龟类最凶猛的一种，会猎食任何小于自己
的动物，包括鱼类、虾类、水鸟、蛙类，甚至是其他
龟类。由于在原产地有制约它的物种，因此鳄龟
数量稀少。但是如果放生到本地野生环境，强大
的鳄龟几乎没有天敌，可以肆无忌惮地生长，这
样不但挤占本地龟类的生长空间，而且会破坏本
地生态环境。除此之外，目前也有不少人将从国
外引进蜥蜴、蜘蛛甚至蟑螂、蜈蚣等当宠物饲
养。如果这些物种逃逸或被放生到野外，也可能
对本地的自然生态造成危害。

巡查机制日趋完善 非法放生越来越少

监管下的科学放生 才是真正的“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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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视

19：30 狂飙（2、3）
■安欣避重就轻，简

单讲述了他和高启强之间
的事，徐忠和纪泽都看出
安欣有所保留，知道他不
信任指导小组。安欣来路
边摊吃肠粉，徐忠和纪泽
随后赶来，和他一起品尝
这家店的肠粉。徐忠诚心
诚意向安欣询问京海扫黑
除恶的事，安欣已经心灰
意冷，直言不讳说出扫黑
小组每次来治理一番，走
后黑恶势力又死灰复燃。
徐忠讲明要把扫黑除恶常
态化，要和黑恶势力斗争
到底。

文艺频道

18：30 我和丈母娘的
十年“战争”（25—27）

■孩子满月了，孙茜
回到妈妈家。孙妈妈买了
很多菜，孙茜特意告诉妈
妈，为李琼准备一个他喜
欢的黄焖鸡块，并趁妈妈
不注意，偷走了房产证和
李琼的字据。于刚打电话
来说车坏了，李琼立即赶
了过去。儿子的满月酒，
李琼是和于刚一起喝的，
因为他记着这辈子他也不
端孙家的饭碗，于刚的车，
是故意“坏”的。李琼越喝
越高兴，高声大唱着，没听
到孙茜的来电。于刚接通
电话，谎称李琼正在开
车。李琼憋不住喊着自己
正在喝酒，将一辈子也不
端丈母娘家饭碗的话吐露
出来，孙茜骂他混。

20：45 艺品藏拍

■中国的四大名砚都
是哪些？糖白玉的藏品仿
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些珠
宝叫战国红？扇骨也能打
包卖？寿星壶真的是为祝
寿做的吗？2023年艺品藏
拍首场全品类鉴定会第四
期，瓷器、宝玉石、书画、杂
项、民俗、钱币，各品类专家
及收藏大咖悉数到场，为节
目的权威性保驾护航。节
目中，您将看到各式各样的
收藏品，也能了解到在收藏
购买中如何避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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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缤来到大哥叶
子华的墓地前深深地忏
悔，巧遇前来拜祭亦帆的
苏苏，苏苏奉劝叶子缤主
动投案自首。叶母和谷若
怀看到孙炎晕倒在树下，
把他送到医院。自私的方
晓萍忙于和殷兴发调情，
把陈然派到医院敷衍舅
舅，孙炎感到失望。玉梅
遇到输了液独自回家的孙
炎，把老人送回了家，叶母
又做好饭给他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