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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汇东滩湿地，不少观鸟爱好者经常在
此看到海狸鼠的身影 杨建正 摄

像巨型老鼠，不怕人
沪郊多地现海狸鼠踪迹
1月26日上午，在上海金山区和浙江平

湖交界处的一处水塘边，记者跟随环保志

愿者姜龙发现了1大3小共4只海狸鼠。这

些海狸鼠四肢短粗，或在岸边嬉戏，或潜入

水中采摘水草的根茎食用。在临近水塘的

滩涂上，一排排硕大的脚印和拖尾痕迹清

晰可见，印证着海狸鼠频繁的活动轨迹。

姜龙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海狸鼠是

2018年，当时在金山吕巷的藕塘观测越冬

水鸟时，无意中发现了一窝。”近年来，海狸

鼠高频出现在他的野生动物观测活动中。

其中，金山吕巷镇、枫泾镇，奉贤海湾地区、

金海街道，浦东芦潮港和南汇新城，以及青

浦等地的乡村河道、公园景观河、莲藕塘、

茭白塘等地发现了海狸鼠的踪迹。他补充

说：“今年1月中旬至今，在松江泖港、金山

与浙江平湖交界处的水塘，以及平湖新埭

毗邻上海塘的水域，均发现了成群的海狸

鼠，有时七八只，有时四五只，大小不一，表

明它们一直在繁衍扩散，必须引起重视。

如果不加以控制，它们可能对本地生态系

统造成更大的影响。”此外，金山张堰镇的

多个村落也有村民反映，海狸鼠频繁出没。

记者注意到，在社交平台上，不少观鸟

爱好者提及在南汇东滩湿地经常能看到海

狸鼠的身影。有人甚至提到曾见过一只海

狸鼠尸体，“像巨型老鼠，连尾巴大概有80

厘米长”。

上海海事大学临港校区的王老师告诉

记者，2023年2月，她在学校湖边偶然看到

过一只海狸鼠，今年春节前又连续看到过

多次，且都是成群结队出现。它们啃食嫩

叶的速度极快，像割草机一样，湖边的植物

几乎都被踏平了。“海狸鼠根本不怕人，和

我四目相对，把我惊到了。它们的体型比

我家兔子还大，而且还胖！没想到仅两年

时间，它们的数量已如此之多！”

动物痕迹研究者王穆清也向记者透

露，2月8日，她在南汇东日湿地看到了10

只海狸鼠，并曾在南汇东滩和奉贤的农田

里发现过它们的脚印，她的朋友也曾在碧

海金沙看到过活体海狸鼠，“它们的活动范

围似乎越来越广”。

曾作为皮毛兽引进养殖
逃逸或弃养放生后繁殖
对于沪郊海狸鼠的来历，目前尚无针

对性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

授王正寰告诉记者，海狸鼠属于外来物种，

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皮毛兽被陆续引入上

海一些养殖场饲养，后因饲养不成规模体

系、品种退化等，海狸鼠养殖业很快降温。

沪郊现存的海狸鼠大多是那些被养殖场弃

养或逃逸的海狸鼠后代。

记者查阅上海市人大网站发现，2024年

5月，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在对“市十六

届人大二次会议第0409号代表关于进一步

规范放生活动的建议”的答复中也提及，“根

据调查对象目录和初步结果，海狸鼠是上海

最主要的一种因不合理放生而导致其种群扩

散，并形成入侵威胁的陆生动物。本市海狸

鼠的野外种群源于多年前由养殖场逃逸和养

殖业衰败后弃养放生，这些个体的后代因上

海郊区环境适宜、食物丰富而繁衍至今。”

“海狸鼠喜欢栖息在沼泽、湖泊和流动缓

慢的溪流边，特别是在植被茂密、多汁的沿岸

区，因此，在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更为常见。”上

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博士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野外，它们会在软质泥岸打洞或住

在水草筑成的巢窝内，食谱广泛，以植食性为

主，喜欢啃食植物根茎。对上海而言，海狸鼠

尤其喜欢在郊野规模化种植的莲藕、茭白、荸

荠等作物。进入城市湿地后，它们也会啃食

香蒲、芦苇等滨岸景观植物。

啃食庄稼，天敌缺失
长期或影响生态平衡
记者走访了金山区部分村庄，发现村

民和种植户对海狸鼠都深恶痛绝。在金山

区张堰镇百家村高桥村组，杨老先生愤怒

地指着被海狸鼠啃食的油菜田说：“它们通

常晚上七八点出来活动，专挑嫩的吃。你

看，这片地的菜心都被它们啃光了，等于白

种，收成要少很多。”在吕巷镇马新村，河道

边村民的自留地里，部分蔬菜像被“剃头”

一样，只剩下零碎的叶子。村民蒋阿姨气

愤地表示：“我好不容易种的青菜，一夜之

间被它们吃得干干净净。它们还挑食，萝

卜、韭菜、大蒜都不吃！”枫泾镇新新村的种

植户老李则指着被啃食的藕塘痛心地说：

“它们春天啃藕芽，秋冬季啃食成藕藕根，

还专挑好的吃，有瑕疵的看都不看！”亭林

镇驳岸村的村民们同样对海狸鼠愤恨不

已，胡老伯说，夏天地里种的瓜果快要成熟

时，全都被它们糟蹋了。西瓜刚有一点变

红，它们就开吃，而且啃一半扔一半。玉米

也被它们咬断杆子掰下来啃。

此外，海狸鼠打洞筑巢破坏田埂，增加

种植户的维护成本，甚至会破坏堤坝和沟

渠，增加洪涝灾害的风险。还可能传播疾

病，其潜在的公共卫生威胁同样不容忽

视。它们常年栖息于沼泽和湿地，身上携

带多种病菌和寄生虫。村民在田间劳作

时，稍有不慎就可能接触被污染的水源或

食物，从而增加感染风险。

王正寰直言：“海狸鼠会对农业造成危

害”。不仅如此，海狸鼠还可能对湿地植被

和原生水生生物造成威胁，甚至对其他鸟

类的蛋和雏鸟造成一定危害。“值得注意的

是，尽管海狸鼠尚未被列入我国有害入侵

物种名单，但其作为外来物种，在上海和周

边生态系统中缺乏天敌和竞争者，可能对

本地生态平衡造成长期影响，具体影响程

度仍需进一步研究。”何鑫表示。

防控工作任重道远
多方协作是关键

记者了解到，目前，针对海狸鼠的扩

散，有效的防护措施不多。在采访中，记者

看到村民普遍采用在农田周围设置防护

网、地笼，或者用填埋洞穴的方式来驱赶海

狸鼠。“这不能真正减少海狸鼠的数量。”姜

龙对此有顾虑，“而且沪郊鸟类比较多，防

护网和地笼可能对这些野生动物造成伤

害，并不完全可取。”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在回应市人

大代表关于进一步规范放生活动的建议时

也提到，“由于海狸鼠逸出年代已久，无法

考证非法放生行为主体……对其猎捕不必

申请行政许可，故对于被收容的海狸鼠我

局通常可采用无害化方式进行处置，并鼓

励受害农户自行猎捕灭除。”

在采访中，有村民表示利用捕鼠夹等

工具抓到过海狸鼠活体，但当记者询问后

续处理方式时，他们大多含糊其辞，不愿透

露具体信息。王正寰解释，我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明令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且野生啮

齿类动物携带多种病菌和寄生虫，食用危

险。另一方面，无害化处理需焚烧或深埋

动物尸体，实际操作中监管困难。

“当前，最迫切的需求是尽快制定相应

的种群监测预警、动物疫病预防检验、捕捉

控制、无害化处置等方面的处置流程和预

案。”姜龙坦言，村民和种植户在如何应对海

狸鼠上有很多疑惑和顾虑，但似乎涉及林

业、农业、水务、疾控、生态环境等多个部门，

不知该由哪个部门来主管。另外，部分河段

湖湾，特别是在两地结合部，一旦日常水面

保洁不及时，积存的大量水葫芦也会成为海

狸鼠越冬的温床。“建议沪苏浙水务部门加

强合作，及时清理省界河湖水域的‘盲区’，

并适时交流对海狸鼠的监测信息。”

“现有的防控方法显然有局限，治标不

治本。在海狸鼠的危害日益凸显的当下，

其防控工作任重道远。”何鑫提出，海狸鼠

的防控需多部门协作和公众参与。相关部

门应尽快制定针对海狸鼠的管理条例，明

确其法律地位和防控责任。同时，公众科

学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鼓励市民报告海

狸鼠的踪迹，帮助相关部门掌握其分布情

况，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防控策略。

王正寰也强调，要加强对养殖动物的

管理，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同时，应加

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提高对外来物种危

害的认识，避免随意放生或弃养动物。只

有通过多方协作、科学管理和公众参与，才

能找到一条有效的防控之路，遏制海狸鼠

的进一步扩散。

频现沪郊多地，农业生产受挑战，管控难题盼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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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啮齿类
动物——海狸鼠，频繁出现在上海郊区各
地。它们啃食农作物以及香蒲等滨岸景观
植物、破坏堤坝沟渠，甚至可能传播疾病，
对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构成潜在威胁。然

而，面对这一外来物种，管控措施没跟上，
农户多采取土办法应对，效果有限且潜藏
风险。如何科学防控海狸鼠，平衡生态保
护与农业发展，成为摆在相关部门和公众
面前的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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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菊玲

海狸鼠，又称河狸鼠、狸獭或沼狸，

是一种大型的草食性半水生啮齿目哺

乳动物。它的头部较大，耳朵短小，门

牙呈黄色或橘红色，且终生生长。尾巴

呈圆形，细长但略短于身体，脚趾为黑

色，后肢有蹼，非常适合游泳。它们通

常在晨昏时分活动，白天则藏匿于洞穴

或茂密的植物丛中。海狸鼠主要以水

生植物的根、茎、叶为食，偶尔也会食用

软体动物。它们的食量很大，每天消耗

的食物量相当于自身体重的  %，因此

对植被的破坏性较强。

海狸鼠原产于南美洲的亚热带和

温带地区。由于人类对其皮毛的需求，

海狸鼠曾被大规模养殖，并被引入北美

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等地进行繁殖。海

狸鼠的繁殖能力极强，幼崽出生3个月

即可达到性成熟。成年海狸鼠一般体

长  厘米，体重 —  公斤。成年后一

年产两胎，巅峰时两年可产 胎，一胎

6—  个幼崽。然而，由于它们对植物

的破坏性以及掘洞行为，海狸鼠在多个

国家已被列为入侵物种。

值得注意的是，海狸鼠常被误认

为河狸、水獭或水豚（卡皮巴拉），实际

上它们有明显区别。河狸的尾巴扁

平，形状类似鸭嘴兽；水獭属于食肉目

鼬科水獭亚科，体型较小，尾巴粗长，

毛色多为咖啡色；而水豚是世界上最

大的啮齿动物，它们没有尾巴。通过

仔细观察这些特征，可以很容易地将

海狸鼠与其他动物区分。

如何遏制海狸鼠扩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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