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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植物薇甘菊新枝在海南的
月生长动态

范志伟ꎬ 沈奕德ꎬ 李晓霞ꎬ 黄乔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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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儋州农业环境科学观测实验站 / 海南省热带农业有害生物

监测与控制重点实验室ꎬ海南 海口 ５７１１０１

摘要: 【背景】薇甘菊是入侵性和危害性极强的外来入侵植物ꎬ对生物多样性和农林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ꎮ 观测薇甘菊新

枝的月生长动态ꎬ了解薇甘菊快速生长扩散的原因ꎬ能够为薇甘菊的合理防治提供参考ꎮ 【方法】采用定点定时观测法ꎬ历
时 ２ 年对海南 ７ 个市县薇甘菊新枝的月生长量进行测定ꎮ 【结果】薇甘菊在海南全年可生长ꎬ一新枝月平均生长 ６６ ｃｍꎬ全
年累计平均生长 ７９５ ｃｍꎮ 薇甘菊生长高峰期在 ６ 月和 ８ 月ꎬ其中 ６ 月平均生长 １２０ ｃｍꎬ８ 月平均生长 １０６ ｃｍꎮ 薇甘菊最小

生长量在 １ 月和 １２ 月ꎬ平均生长量均为 ２１ ｃｍꎮ 薇甘菊在 ６—１０ 月生长较快ꎬ一新枝累计平均生长 ４８９ ｃｍꎬ占全年生长量

的 ６１.５％ꎻ在 ４—５ 月和 １１ 月生长次之ꎬ一新枝累计平均生长 １９６ ｃｍꎬ占全年生长量的 ２４.７％ꎻ在 １—３ 月和 １２ 月生长缓慢ꎬ
一新枝累计平均生长 １１０ ｃｍꎬ占全年生长量的 １３.８％ꎮ 薇甘菊的花果期在 １０ 月至次年 ３ 月ꎬ一些种群在 １—３ 月再次开花

或在 ３—５ 月开花ꎮ 薇甘菊的生长量与温度呈极显著正相关ꎬ相关系数为 ０.９１ꎻ与降雨量呈显著正相关ꎬ相关系数 ０.５６ꎮ
【结论与意义】薇甘菊是多分枝植物ꎬ一新枝年生长量可达 ７９５ ｃｍꎬ能迅速生长形成种群ꎮ 温度是薇甘菊生长的主要因素ꎬ
降雨在一定程度促进了薇甘菊的生长ꎮ
关键词: 薇甘菊ꎻ 生长量ꎻ 生长高峰ꎻ 温度ꎻ 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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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ｅａｅ 假泽兰属 Ｍｉｋａｎｉａ 多年生多分枝草质藤本植

物ꎬ原产于热带中南美洲ꎬ现广泛入侵热带亚洲和

太平洋岛屿ꎬ对农林业生产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危

害(王伯荪等ꎬ２００４)ꎮ 薇甘菊现已分布于我国广

东、云南、台湾、海南、广西和港澳地区 (杜凡等ꎬ
２００６ꎻ 范志伟等ꎬ ２０１０ꎻ 余露ꎬ２０１２)ꎮ 海南于 ２００３
年在海口和文昌首次发现薇甘菊ꎬ至 ２０１０ 年ꎬ已在

１０ 个市县约 ４０ 个乡镇发生分布ꎬ面积约 １１００ ｈｍ２ꎬ
并呈继续扩散蔓延趋势(范志伟等ꎬ２０１０)ꎮ

薇甘菊生长迅速ꎬ有“一分钟一英里”之称ꎮ 在

广东ꎬ薇甘菊从 ３ 月雨季开始生长ꎬ生长期达 ８ 个

月ꎬ每周的茎枝相对生长量一般可达 ３０ ｃｍ 以上ꎬ
一个节在一年中所有分枝茎节伸长长度达 １００７ ｍ
(王伯荪等ꎬ２００４)ꎮ 国内外还未见薇甘菊新枝在一

个区域内的月生长动态的报道ꎮ 本文在海南岛 ７
个市县ꎬ定点定时观测薇甘菊新枝的月生长动态ꎬ

了解薇甘菊快速生长扩散的原因ꎬ以期为薇甘菊的

合理防治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薇甘菊新枝生长量测定

在海南选取有薇甘菊生长的 ７ 个市县为观测

点ꎬ连续 ２ 年定点定时测定薇甘菊的月生长量ꎮ 在

每个观测点(面积约 １００ ｍ２)分别选取薇甘菊正常

生长枝 １０ 个以上ꎬ在生长点下第 ３ 节处标记ꎬ１ 个

月后从标记处剪下生长枝ꎬ用卷尺测定生长长度ꎻ
然后再重新选取新的薇甘菊正常生长枝ꎬ同样标

记ꎬ待下月测定ꎮ 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ꎬ
每月 ３０ 日(±３ ｄ)标记和测定ꎮ 由于薇甘菊生长枝

的相互缠绕和自然环境干扰等原因ꎬ一些标记的生

长枝停止生长或死亡ꎬ所以每个月可供测定的生长

枝都少于标记的数量ꎮ
观测点的地理信息、生境和植被情况见表 １ꎮ

表 １　 海南 ７ 个市县观测点的地理信息、生境和植被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ｓｉｔｅｓ ａｔ ｓｅｖｅｎ ｃｉｔｉｅｓ /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观测点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纬度 / 经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植被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海口市永兴镇
Ｙｏｎｇｘｉｎｇꎬ
Ｈａｉｋｏｕ

１９°５９′５２
１１０°１６′２６

３１ 路旁沟边ꎬ土壤湿润ꎬ光照>９０％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ｄｉｔｃｈꎬ ｍｏｉｓｔ ｓｏｉｌꎬ
>９０％ ｓｏｌａ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薇甘菊(覆盖度 １０％)、美洲蟛蜞菊、鬼针草、榕树、
野葛、蓖麻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ꎬ Ｗｅｄｅｌｉａ ｔｒｉｌｏｂａ￣
ｔａꎬ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ꎬ Ｆｉｃｕｓꎬ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ꎬ Ｒｉｃｉｎ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文昌市文城镇
Ｗｅｎｃｈｅｎｇꎬ
Ｗｅｎｃｈａｎｇ

１９°３７′１７
１１０°４５′２３

１６ 橡胶园或荒地ꎬ旱地ꎬ光照>５０％
Ｒｕｂｂｅｒ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ｄｒｙ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ꎬ
>５０％ ｓｏｌａ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薇甘菊(覆盖度 ３０％)、橡胶树、飞机草、鬼针草、紫檀
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３０％)ꎬ Ｈｅｖｅａ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ꎬ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ꎬ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ꎬ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ｉｎｄｉｃｕｓ

琼海市温泉镇
Ｗｅｎｑｕａｎꎬ
Ｑｉｏｎｇｈａｉ

１９°１４′０３
１１０°２５′５３

２４ 路旁沟边ꎬ土壤湿润ꎬ光照 ５０％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ｄｉｔｃｈꎬ ｍｏｉｓｔ ｓｏｉｌꎬ
５０％ ｓｏｌａ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薇甘菊(覆盖度 １０％)、槟榔、光荚含羞草 (簕仔
树)、斑茅
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ꎬ Ａｒｅｃａ ｃａｔｅｃｈｕꎬ Ｍｉｍｏ￣
ｓａ ｓｅｐｉａｒｉａꎬ 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ｕｍ

澄迈县福山镇
Ｆｕｓｈａｎꎬ
Ｃｈｅｎｇｍａｉ

１９°５２′１２
１０９°５２′４７

６０ 路旁ꎬ旱地ꎬ光照 ５０％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ｄｒｙ ｌａｎｄꎬ ５０％ ｓｏｌａ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薇甘菊(覆盖度 １０％)、马占相思、马缨丹、榕树、飞
机草
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ꎬ Ａｃａｃｉａ ｍａｎｇｉｕｍꎬ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ꎬ Ｆｉｃｕｓꎬ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临高县美台乡
Ｍｅｉｔａｉꎬ
Ｌｉｎｇａｏ

１９°５０′０２
１０９°３８′４８

２６ 路旁沟边ꎬ土壤湿润ꎬ光照 ５０％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ｄｉｔｃｈꎬ ｍｏｉｓｔ ｓｏｉｌꎬ
５０％ ｓｏｌａ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薇甘菊(覆盖度 １０％)、光荚含羞草(簕仔树)、飞机
草、蔓生莠竹、马唐属
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ꎬ Ｍｉｍｏｓａ ｓｅｐｉａｒｉａꎬ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ꎬ Ｍｉｃｒ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ｖａｇａｎｓꎬ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屯昌县屯城镇
Ｔｕｎｃｈｅｎｇꎬ
Ｔｕｎｃｈａｎｇ

１９°２３′３４
１１０°０７′０９

１０９ 路旁沟边ꎬ土壤湿润ꎬ光照 ３０％~５０％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ｄｉｔｃｈꎬ ｍｏｉｓｔ ｓｏｉｌꎬ
３０％~５０％ ｓｏｌａ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薇甘菊(覆盖度 ５％)、马占相思、美洲蟛蜞菊、马缨丹
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５％)ꎬ Ａｃａｃｉａ ｍａｎｇｉｕｍꎬ
Ｗｅｄｅｌｉａ ｔｒｉｌｏｂａｔａꎬ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五指山市水满乡
Ｓｈｕｉｍａｎꎬ
Ｗｕｚｈｉｓｈａｎ

１８°５４′２２
１０９°４０′４０

７４２ 林缘ꎬ土壤湿润ꎬ光照>５０％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ꎬ ｍｏｉｓｔ ｓｏｉｌｔꎬ > ５０％ ｓｏｌａ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薇甘菊(覆盖度>５０％)、飞机草、蔓生莠竹、马唐属
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５０％)ꎬ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
ｔａꎬ Ｍｉｃｒ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ｖａｇａｎｓꎬ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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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月平均温度和降 雨量由海南省气象局气候中心提供(表 ２)ꎮ

表 ２　 海南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月平均温度和降雨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ｏｆ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１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月份
Ｍｏｎｔｈ

平均温度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平均降雨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ｍｍ)

月份
Ｍｏｎｔｈ

平均温度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平均降雨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ｍｍ)

１ １９ ６３ ７ ２９ ２４７
２ ２０ ３３ ８ ２８ ２３０
３ ２２ ２０ ９ ２７ ２７１
４ ２５ ８４ １０ ２５ ６８４
５ ２８ １８９ １１ ２３ １７１
６ ２９ ２２５ １２ ２０ ２７

１.２　 薇甘菊物候期观察记录

每月观察记录薇甘菊的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和

成株的营养生长和开花结果情况ꎮ

１.３　 数据的统计分析

薇甘菊的月平均生长量用 ２ 年的各月平均生

长量的平均值表示ꎮ 数据统计分析用 ＤＰＳ ｖ７.０５ 进

行方差分析和 Ｄｕｎｃａｎ′ｓ 多重比较ꎮ 将平均生长量

与平均温度和平均降雨量作相关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薇甘菊新枝生长量

薇甘菊在海南全年均能生长ꎬ一新枝月平均生

长 ６６ ｃｍꎬ全年累计平均生长 ７９５ ｃｍꎮ 生长高峰期

有 ２ 个ꎬ一个在 ６ 月ꎬ一新枝月平均生长 １２３ ｃｍꎬ显
著高于除 ８ 月的其他月份ꎬ其中海口和屯昌的平均

生长量最大(１５５ ｃｍ)ꎬ福山次之(１４３ ｃｍ)ꎻ文昌和

临高的平均生长量较低ꎬ分别为 ８６ 和 ９４ ｃｍꎮ 另一

个高峰期在 ８ 月ꎬ一新枝月平均生长 １０６ ｃｍꎬ与 ６
月和 ９ 月没有显著差异ꎬ显著高于其他月份ꎬ其中临

高和福山的平均生长量较大ꎬ分别为 １３８ 和 １２０ ｃｍꎻ
屯昌和五指山的平均生长量较低ꎬ分别为 ８９ 和

９２ ｃｍ(表 ３)ꎮ
不同市县的薇甘菊生长也存在显著差异ꎬ福山

的薇甘菊月平均生长量达 ７８ ｃｍꎬ与五指山、琼海、
海口和屯昌的薇甘菊生长量没有显著差异ꎬ而显著

高于临高和文昌的薇甘菊生长量(表 ３)ꎮ

表 ３　 海南不同市县和不同月份薇甘菊的平均生长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观测点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平均生长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ｍ)

１ 月
Ｊａｎ.

２ 月
Ｆｅｂ.

３ 月
Ｍａｒ.

４ 月
Ａｐｒ.

５ 月
Ｍａｙ

６ 月
Ｊｕｎｅ

７ 月
Ｊｕｌｙ

８ 月
Ａｕｇ.

９ 月
Ｓｅｐｔ.

１０ 月
Ｏｃｔ.

１１ 月
Ｎｏｖ.

１２ 月
Ｄｅｃ.

平均
Ｍｅａｎ

福山 Ｆｕｓｈａｎ ７ ３３ ７０ ８３ １０５ １４３ １１４ １２０ ９７ ８６ ６９ ７ ７８ａ
五指山Ｗｕｚｈｉｓｈａｎ １２ １６ ２９ ５８ ８５ １０９ ９７ ９２ １２０ １２２ ９０ １２ ７０ａｂ
琼海 Ｑｉｏｎｇｈａｉ ４８ ４８ ３９ ７０ ５５ １１６ ５６ １１１ １１８ ６８ ５１ ４８ ６９ａｂ
海口 Ｈａｉｋｏｕ ２１ １５ ３８ ４７ ７４ １５５ ８７ ９９ ８０ ９８ ８２ ２１ ６８ａｂｃ
屯昌 Ｔｕｎｃｈａｎｇ ２１ ３１ ５３ ８４ ５８ １５５ ７０ ８９ ９４ ８０ ４０ ２１ ６６ａｂｃ
临高 Ｌｉｎｇａｏ １２ １９ ２６ ７９ ６８ ９４ ７６ １３８ ７６ ８１ ４５ １２ ６１ｂｃ
文昌 Ｗｅｎｃｈａｎｇ ２７ ８ ５３ ５７ １６ ８６ ７７ ９１ ８６ ３６ ５７ ２７ ５２ｃ
平均 Ｍｅａｎ ２１ｇ ２４ｆｇ ４４ｅｆ ６８ｄ ６６ｄ １２３ａ ８２ｃｄ １０６ａｂ ９６ｂｃ ８２ｃｄ ６２ｄｅ ２１ｇ ６６

　 　 平均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ꎮ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Ｐ<０.０５.

　 　 薇甘菊在 ６—１０ 月生长较快ꎬ一新枝月平均生

长量均超过 ８２ ｃｍꎬ累计平均生长 ４８９ ｃｍꎬ占全年生

长量的 ６１.５％ꎻ４—５ 月和 １１ 月生长次之ꎬ一新枝累

计平均生长 １９６ ｃｍꎬ占全年生长量的 ２４.７％ꎻ１—３
月和 １２ 月生长缓慢ꎬ一新枝累计平均生长 １１０ ｃｍꎬ
占全年生长量的 １３.８％(图 １)ꎮ

薇甘菊的生长量与温度呈极显著正相关ꎬ相关

系数 ０.９１(Ｐ<０.０１)ꎻ薇甘菊的月平均生长量随着月

平均温度的升高而增加ꎬ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减少ꎮ
薇甘菊的生长量与降雨量呈显著正相关ꎬ相关系数

０.５６(Ｐ<０.０５)ꎮ 在 １—３ 月ꎬ降雨量下降ꎬ但薇甘菊

的生长量仍上升ꎻ在 ３—８ 月ꎬ降雨量上升ꎬ薇甘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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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量也上升ꎻ在 ８—１０ 月ꎬ受强台风影响ꎬ降雨

量猛增ꎬ但薇甘菊的生长呈下降趋势(图 ２)ꎮ

２.２　 薇甘菊的物候期

在薇甘菊生境周边ꎬ在 ２—９ 月都可见种子萌

发生长成幼苗ꎬ但幼苗数量不多ꎬ前期生长缓慢ꎮ
在海南ꎬ薇甘菊一般 ３ 月后开始快速生长ꎬ直

至 ９ 月ꎬ１０ 月底开花ꎬ１１—１２ 月进入盛花期ꎬ翌年

１—３ 月为种子成熟期ꎮ 开花枝(生殖枝)随着种子

的成熟而枯死或部分枯死ꎬ但不开花枝(营养枝)会
继续生长ꎮ 一些种群在种子成熟期的 １—３ 月仍继

续开新花ꎬ有果花同现现象ꎻ而另一些种群则在 ３—
５ 月开花ꎮ

图 １　 薇甘菊在海南不同市县的月生长动态
Ｆｉｇ.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图 ２　 薇甘菊月平均生长量与平均温度和降雨量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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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薇甘菊匍匐生长或攀援其他植物生长时ꎬ其生

长枝也互相缠绕ꎬ一个分枝一般生长一段时间后就

被新的生长枝缠绕覆盖而取代ꎬ不断的新枝取代旧

枝ꎬ形成多分枝迅速生长ꎬ扩散蔓延ꎮ 薇甘菊一个

新枝月平均生长 ６６ ｃｍꎬ年平均累计生长 ７９５ ｃｍꎬ因
薇甘菊是多分枝植物ꎬ群体里有成百上千个分枝ꎬ
生长扩散极快ꎮ

薇甘菊的种子可能以远距离传播扩散为主ꎬ落
在群落周边的种子萌发较少ꎮ 薇甘菊具有同一种

群 ２ 次开花(１０—１２ 月和 １—３ 月)和不同种群错

季开花(１０—１２ 月或 ３—５ 月)的现象ꎬ这种繁殖多

样性ꎬ必然会增强其入侵性ꎬ但其原因尚不清楚ꎮ
第 ２ 次开花的种子能否萌发ꎬ繁殖力如何ꎬ也有待

进一步研究ꎮ
薇甘菊的生长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ꎬ温度升高

加快薇甘菊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速度(王瑞龙等ꎬ
２０１２)ꎮ 土壤水分升高加快薇甘菊幼苗生长和光合

速率(杨逢建等ꎬ２００５)ꎬ提高薇甘菊无性繁殖体的

存活率ꎬ但土壤水分过多时ꎬ反而抑制繁殖体的生

长(徐高峰等ꎬ２０１３)ꎮ 在海南ꎬ全年温度都能满足

薇甘菊的生长需要ꎬ薇甘菊的生长随着温度的升高

而升高ꎬ随着温度的降低而降低ꎬ温度是影响薇甘

菊生长的主要因素ꎮ 薇甘菊的生长需要水分ꎬ如果

地表干旱无雨ꎬ薇甘菊不能生长ꎻ但降雨量过多ꎬ也
不能大幅度提高薇甘菊的生长量ꎮ 薇甘菊一般生

长在潮湿低洼的生境ꎬ以确保水分供应ꎮ 因此ꎬ降
雨只是在一定程度促进薇甘菊的生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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