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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火蚁入侵扩散、防控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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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火蚁 Solenopsis invicta Buren是全球百种最具危险性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被列为我国农业、林业和进境
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红火蚁入侵我国初期，发生区域数量少、面积小，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防控和根除策略。
随着该蚁在我国呈现扩散加快、多区域多生境发生、多途径扩散等新态势新特点，其防控策略转向“老疫区常
态治理、新疫区力争根除”。为了更好地防控红火蚁，未来工作应从部门协作、队伍建设、综合治理、检疫监管
和宣传培训等多个方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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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asion，management and measures of the red imported fire ant，
Solenopsis invicta Bure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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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d imported fire ant Solenopsis invicta Buren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invasive
species. It is listed as China's agriculture，forestry and imported plant quarantine pest. In the early stage
of S. invicta invasion，the regions and area infected were small，and the corresponding emergency
prevention，control and eradication strategies were presented. With the spread accelerating，the fire ant
diffused through multi-pathways and infected many habitats in lots of regions. Therefore，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y of the fire ant shifted to the“normal treatment at the old infested area and strive to
eradicate at the new invasive locations”．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fire ant better， 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technical team building，comprehensive governance，quarantine supervision，and publicity
and training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Ｒed imported fire ants; invasive characteristics; quarantine measures; prevent and
control measures

红火 蚁 隶 属 于 膜 翅 目 Hymenoptera 蚁 科
Formicidae切叶蚁亚科 Myrmicinae 火蚁属 Solenopsis
( Buren，1972) 。其成虫体色为橘红色，犹如火焰
的颜色，人被其蜇伤后会出现火灼感，这是其中

英文名字的来源 ( Jemal et al. ，1993; 曾玲等，
2005) 。红火蚁原分布于南美洲巴拉那河流域，由
于其不断扩散传播和具有严重危害性，被列入了
全球公认的百种最具危险外来入侵物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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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cunce et al. ，2011; 陆永跃等，2019; Wang
et al. ，2020) ，被发现侵入我国后随即被列入全国
农业、林业和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而加以管
理。对我国来说，区别于本土蚂蚁种类，红火蚁
属于典型的外来入侵物种 ( 曾玲等，2005; 张润
志等，2005) 。

1 红火蚁入侵及扩散

1. 1 红火蚁入侵扩散
2003 年 9 － 10 月我国台湾地区首次报道发现

红火蚁 ( 周卫川等，2005) ，2004 年我国广东吴川
首次发现红火蚁 ( 曾玲等，2005 ) 。2005 年 1 月
17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第 453 号公告宣布广东吴
川等地发现红火蚁疫情，并将该蚁列为植物检疫
性有害生物实施管理。2005 年，发布第 499 号和
第 574 号公告，公布了湖南、广西、福建等其它
红火蚁发生地区。2011 年，红火蚁在广东、广西、
福建、江西、四川等5个省 102个县发生 7. 53万 hm2，
2014年在 9个省 217个县发生 15. 43万 hm2，2017年
在 11 个省 308 个县发生面积达 21. 15 万 hm2 ( 冯
晓东等，2020) 。截止 2022 年 6 月 20 日，红火蚁
已入侵我国大陆广东、广西、福建、湖北、湖南、
江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浙江、海南等
12 个省 ( 区、市) 的 579 个县 ( 市、区) ( 农业
农村部办公厅，2022) ，并且正处于快速扩散蔓延
阶段 ( 王磊等，2022) 。
1. 2 红火蚁发生扩散特点

根据全国连续多年的红火蚁监测数据，可知
我国红火蚁发生总体呈现三个特点: 一是扩散速
度不断加快，呈现从低速扩散到快速蔓延的趋势。
从发生分布县区和面积看，2004 － 2008 年入侵初
期年均新增 5 个县、13. 8 万亩，2009 － 2014 年年
均新增 10 个县、35. 2 万亩，2015 年以来年均新增
30 多个县、56. 0 万亩; 二是总体偏轻发生，绝大
部分县区处于入侵危害较轻水平。按照我国红火
蚁发生分级标准，400 个县发生程度为偏轻以下
( 每 667 m2活蚁巢数≤5 个，每 667 m2每诱集瓶诱
集工蚁数量≤10 头) ，占 83%，仅 6 个县为严重
发生 ( 每 667 m2活蚁巢数大于 50 个，每 667 m2每
诱集瓶诱集工蚁数量大于 300 头) ; 三是多地区多
生境普遍发生。红火蚁已在广东全部、海南大部
分、广西中东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云南
东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台湾中北部等区域普遍

发生，其余地区为零星点状或局部发生。红火蚁
在多种类型生境发生，但是以城市、农业及相关
区域为主。根据 2021 年调查情况来看红火蚁在公
园、绿化带等区域发生面积占总发生面积的
50. 1%，农田及农业生活区占 38. 3%，林地及林
业作业区占 6. 1%，其他环境占 5. 5%。
1. 3 红火蚁扩散原因

红火蚁的传播扩散方式包括自然扩散和人为
传播。自然扩散主要是婚飞或随水流动扩散，也
可由于分巢、搬巢而作短距离移动 ( Morrill，
1974; Vogt et al. ，2000; Davis et al. ，2001 ) ，红
火蚁人为传播指的是随着园艺植物、草皮、土壤
废土、堆肥、园艺农耕机具设备、空货柜、车辆
等运输等作长距离传播 ( Vinson，1997; 陆永跃
等，2008) 。对我国来说，红火蚁的入侵既有境外
虫源持续输入 ( 韦昌华等，2005 ) ，也有国内虫源
不断扩散 ( 王晓亮等，2021 ) 。从境外输入看，据
口岸机构统计，2005 － 2017 年在来源于 115 个国
家 ( 地区) 相关物品中累计截获 9 023 次疫情，
2014 年以来年均超过 1 200 批次，原木是携带红火
蚁传入的主要途径 ( 冼晓青等，2019 ) 。从国内传
播看，红火蚁主要随草坪草、带土花卉苗木等在
不同地区间远距离传播 ( 黄俊等，2007; 李慎磊
等，2014) ，2004 年 9 月 － 2014 年 12 月记录到的
54 个传入地区有 46 个，推测是随草皮、苗木调运
传播，占比高达 85. 2% ( 陆永跃等，2015) 。

2 红火蚁防控

2. 1 红火蚁发生扩散前期防控
疫情发生初期，红火蚁多为点状跳跃式发生，

发生面积小，具备根除条件。2005 年，农业农村
部制定并下发了 《红火蚁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
《全国红火蚁疫情根除规划》 ( 2005 － 2013 年) ，
成立防控指挥部和咨询机构，要求各地参照制定
本地区应急预案和根除规划，按照预案要求启动
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根据规划开展红火蚁防控。
通过多年实践，红火蚁的应急防控技术模式在广
东等多个南方省区得到应用 ( 陆永跃等，2019 ) ，
通过实施严格管理根除了福建龙岩、湖南张家界、
浙江金华等多个红火蚁疫情发生点 ( 农业农村部
种植业管理司等，2022) 。

为推进疫情防控工作，探索通过 “联合监测、
联防联控”的方式防控重大疫情，2006 年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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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部组织成立了红火蚁全国联合监测与防控协作
组。该协作组于 2006 年和 2007 年召开会议，总结
交流红火蚁监测防控情况及研究进展，部署督促
开展了全国性灭杀行动。2007 年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下发了 《关于做好 2007 年重大检疫性
有害生物联合监测与防控协作工作的通知》，推进
红火蚁联防联控工作深入开展，2009 年根据新的
《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进一步完
善和调整了协作组成员机构。2015 年，根据疫情
形势和协作联防需要，农业农村部发布 《农业部
办公厅关于印发 〈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
联合监测与防控协作组工作规则〉的通知》，之后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根据工作规则组织开
展红火蚁在内的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联
合监测与防控协作工作。各地也积极探索了红火
蚁联防联控、分区治理及专业化防控工作。

在科学研究上，农业农村部联合了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华南农业大学红火蚁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通过
设立研究专项开展了相应的防控技术研究 ( Wang
et al. ，2013; 陆永跃，2015; 陆永跃等，2019;
Wang et al. ，2020) ，着力摸清了我国红火蚁入侵
种群生物学生态学、发生成灾规律和主要传播扩
散途径，提出了阻截和应急防控技术及方案。此
外，通过派遣专家团队赴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方
式学习防控技术及经验 ( 农业部赴澳大利亚新西
兰考察团，2006) 。
2. 2 红火蚁发生扩散近期防控

为应对近年红火蚁发生面积不断扩大、扩散
速度不断加快、发生生境日益复杂等新形势，
2021 年农业农村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
运输部等九部委，建立了部际红火蚁协作联防工
作机制，印发了 《关于加强红火蚁阻截防控工作
的通知》 ( 农农发 ［2021］ 3 号) ，厘清了各部门
防控责任，形成了工作清单。在资金支持上，
2021 年农业农村部申请中央财政安排了 2. 08 亿
元，带动地方财政投入 1. 9 亿元，大力组织开展
全国红火蚁防控，并取得了如下显著成效: 一是
提升了疫情监测能力。通过明确部门监测责任，
加密监测网点，累计发现了红火蚁疫情发生分布
新的县级行政区 129 个，90%以上新发县区红火蚁
发生面积较小、蚁巢密度较低，处于发生早期;
二是提升了信息传递和调度能力。通过建立部门
间信息通报机制，一些原来在荒地、道路周边发

生、无人关注的疫情信息得以汇集，疫情信息更
为准确、全面; 通过在关键时期实施周报制度，
更为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各地疫情发生及防控进展;
三是提升了疫情防控处置能力。登记用于红火蚁
防治的农药制剂已增至 45 种 ( 陈雪等，2022 ) ，
无人机、饵剂散播器等新型施药设备也广泛应用
于红火蚁防控工作中。仅 2021 年 12 个红火蚁发生
省区累计防治面积达 280 多万 hm2次，是 2020 年
和近五年的 4 倍多，多个疫情点已连续几个月未
再监测到疫情，广大发生区居民群众受叮咬数量
及比例也明显减少; 四是提升了疫情监管水平。
2021 年全年农业植物检疫机构签发相关植物及植
物产品调运植物检疫证书 2. 2 万余份，灭杀、销毁
染疫物品 290 万株，分别较 2020 年和近五年均值
增加了 37%和 60%。

3 红火蚁防控策略发展

红火蚁扩散传播速度快、分布区域广、发生
环境复杂，须要各地区各部门协同配合、联合防
控，也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一个地点、一
段时期、一个部门稍有松懈，就可能导致疫情再
次扩散传播。同时，随着交通物流发展和城镇、
道路和园林建设，草坪草、带土花卉苗木等高风
险物品调运大幅增加，生产经营单位检疫意识不
强，违规无证调运时有发生，检疫监管难度随之
加大，带来较高的疫情传播风险。下一步，在红
火蚁防控工作中还需坚持 “源头控制、协同联防、
检防结合”的整体策略，在 “老疫区常态治理、
新疫点力争根除”上下功夫，重点要做好 “五个
加强”。
3. 1 强化部门协作

充分利用各级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进一
步强化红火蚁部门间协作联防，积极构建 “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作、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法治保障”的生物安全治理机制。适期组织
红火蚁防控部际协调会议，开展部门联合督导检
查，对防控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到位的，进
行约谈、通报。
3. 2 强化队伍建设

目前县级农业、林草植物检疫机构专业工作
人员仅有 3 ～ 5 人 ( 多数仅 1 人) ，日常已超饱和
承担检疫及常规病虫的监测调查、预测预报、防
控指导、农药管理等众多日常职责任务，还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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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地农业农村中心工作，与红火蚁统防统治需
求不匹配的情况十分突出 ( 王晓亮等，2019 ) 。各
地在稳定专业队伍的同时，进一步充实扩大其他
相关技术队伍，如加大园林养护、道路维护、公
共设施管护等相关人员的防控红火蚁技术培训力
度。针对当前很多地方选用专业化组织防控的实
际，各地需强化工作指导和监督，督促选用科学
技术方案、合规防控药剂，确保防控效果，通过
评价筛选、优胜劣汰，更好的培养、扶植、壮大
一批专业化防控组织。
3. 3 强化综合治理

按照系统治理和全链条防控的要求，坚持
“四要”: 一要全面，织牢织密疫情风险监测预警
网络，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升末端发现能力;
二要快速，快速感知识别新发突发重大疫情风险
因素，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做到早发现、早
预警、早应对; 三要持续，做好疫情发生区持续
调查，在疫情发生防控关键期适时启动周报制度，
实现精准指挥调度; 四要科学，坚持分区治理、
分类施策，对新发区点杀点治、定点铲除、消除
存量，对集中连片区联防联控、严控增量，力争
将发生程度压低一至两个等级，降低疫情传播扩
散风险。
3. 4 强化检疫监管

重点是做好“三抓”。一要抓检疫监管。继续
强化来自疫情发生区绿化苗木、草坪等重点物品
的调运检疫与种植过程的协同监管，完善溯源机
制，限制染疫物品调运，确需调运的需经除害处
理合格。二要抓企业责任落实。探索建立熔断、
黑名单等工作机制。对生产经营涉疫物品的相关
企业、基地，暂停办理调运检疫，促使其采取控
制措施控制疫情; 对不按检疫规定的生产经营企
业，列入黑名单，加大检疫频次和力度。三要抓
高风险物品调入复检。督促指导相关地区农业、
林业植物检疫机构主动作为，及时掌握重要物品
调入使用情况，对来源于高风险地区的，提高复
检频次和比例，及时发现处置零星疫情。
3. 5 强化宣传引导

组织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利用电视、报刊等主
流媒体及抖音、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开展科学宣
传，强化舆情分析，回应社会关切，普及疫情识
别、监测与防控技术知识，以及受叮蛰后的治疗
处置方法，及时向公众通报红火蚁发生动态，在
人员活动密集的地点设立警示标志，尽力减少人

员受伤致死事件。组织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提升公众植物检疫意识，营造依法经营、主动预
防、配合防控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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