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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中越边境的外来入侵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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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广西中越边境是中国通往东盟各国的重要通道ꎮ 近年来ꎬ外来入侵植物对该地区的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都

产生了严重的威胁ꎮ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中越边境的外来入侵植物ꎬ保障中越边境地区生态安全和经济健康发展ꎬ需要掌握

中越边境外来入侵植物的基本信息ꎮ 【方法】通过实地调查、拍照和采集标本ꎬ分析广西中越边境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组

成、生活型和危害程度等ꎻ通过文献资料ꎬ了解所调查外来入侵植物的原产地和入侵途径等ꎮ 【结果】广西中越边境外来入

侵植物共 １２１ 种ꎬ隶属于 ３８ 科ꎬ其中菊科最多ꎬ有 ２６ 种ꎬ豆科次之ꎬ有 １１ 种ꎻ外来入侵植物以草本为主ꎬ有 １０２ 种ꎬ占总种数

的 ８４.３０％ꎻ原产地来源最多的是美洲ꎬ有 ９２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６８.６６％ꎻ人为有意引入有 ６８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５６.２０％ꎻ严重危害

的有 ２３ 种ꎬ中等危害的有 ３２ 种ꎬ一般危害的有 ６６ 种ꎮ 【结论】广西中越边境外来入侵植物种类多且分布范围广、传播途径

复杂、危害严重种类多ꎬ急需对广西中越边境的外来入侵植物进行预防和控制ꎬ特别是要严密监控新发生入侵种类的动态ꎬ
积极控制已产生危害的严重种类ꎬ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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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入侵植物(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是指那些

通过自然和人类活动等无意或有意地传播到原生

境以外ꎬ并且能够建立自身可繁殖的种群ꎬ同时对

侵入地植物的生物多样性等产生影响的植物(马
金双ꎬ２０１３)ꎮ 目前ꎬ生物入侵已成为全球性的问

题ꎬ它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以及国民经济都造

成了 巨 大 的 危 害 ( 车 晋 滇ꎬ ２００９ꎻ 闫 小 玲 等ꎬ
２０１４)ꎮ 特别是外来入侵植物ꎬ种类多、分布广、繁
殖快ꎬ既影响农业生产ꎬ又侵占本地植物的生存空

间ꎬ造成经济损失ꎬ破坏生态环境ꎮ 因此ꎬ亟需解

决外来植物的入侵问题(蒋奥林等ꎬ２０１８)ꎮ
广西与越南接壤ꎬ是中国通往东盟各国的重

要渠道ꎬ也是国际交流的活跃地带(黎励ꎬ２０１５)ꎮ
随着我国与东盟各国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ꎬ这些

活跃地带受到严重的人为干扰ꎬ加剧了外来植物

的入侵和传播(林建勇ꎬ２０１１ꎻ 刘熊ꎬ２０１７)ꎮ 关于

广西中越边境的外来入侵植物调查研究ꎬ目前主

要集中于如百色地区(贾桂康ꎬ２０１３)、北部湾地

区(林建勇ꎬ２０１１ꎻ 刘熊ꎬ２０１７)ꎬ或是全广西范围

内的研究(唐赛春等ꎬ２００８ꎻ 谢云珍等ꎬ２００７)ꎬ而
关于广西中越边境外来入侵植物的详细资料ꎬ尚
未见报道ꎮ 近年来ꎬ入侵植物的种类和分布区在

不断地变化和扩大ꎬ及时补充相关的新信息对于

有效预防入侵物种也是必要的ꎮ 本研究在野外调

查和采集基础上ꎬ分析了广西中越边境外来入侵

植物的种类组成、生活型和危害程度ꎻ结合相关文

献ꎬ分析了其原产地和入侵途径等ꎬ并提出防治对

策和管理措施ꎬ以期为外来入侵植物的防治提供

基础资料和理论依据ꎮ

１　 地理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地理概况

广西中越边境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边

上ꎬ紧靠北部湾ꎬ面向东南亚ꎬ东北部与广西首府

南宁毗邻ꎬ是中国通往东盟各国最重要、最便捷的

陆路通道(黎励等ꎬ２０１４)ꎮ 广西中越边境包括百

色市的那坡县、靖西市(县级市)ꎬ崇左市的大新

县、龙州县、凭祥市(县级市)、宁明县ꎬ以及防城

港市的市区和东兴市(县级市)共 ８ 个地区ꎬ包含

国家一类口岸 ７ 个、国家二类口岸 ６ 个、边民互市

点 ２６ 个等ꎮ 这些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ꎬ年平

均温度 ２１ ℃ꎬ日照充足ꎬ雨量充沛ꎮ 这些地区既

属于典型地点喀斯特地区ꎬ又具有丰富而独特的

生物多样性(黎励ꎬ２０１５)ꎮ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踏查法ꎬ对广西中越边境的百色、崇左和

防城港(简称防城ꎬ下同)３ 个市进行摸底调查ꎬ调
查地点以路边、荒地、林缘、耕地旁、房前屋后等为

主ꎬ对外来入侵植物进行种名记录、拍照定位以及

标本采集等ꎮ 标本处理好后ꎬ存放在广西植物标

本馆内ꎮ 根据«中国外来杂草原色图谱» (车晋

滇ꎬ２００９)、«中国外来入侵生物» (徐海根和强胜ꎬ
２０１１)、«中国外来植物» (何家庆ꎬ２０１２)、«中国

入侵植物名录»(马金双ꎬ２０１３)和«中国外来入侵

植物 调 研 报 告 » ( 上、 下 卷 ) ( 马 金 双ꎬ ２０１４ａꎬ
２０１４ｂ)等相关文献资料ꎬ查找外来入侵植物的拉

丁学名、原产地、入侵方式以及生活型等信息ꎬ并
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ꎬ整理出广西中越边境外来

入侵植物名录(表 １)ꎮ 表内科的先后顺序排列以

及科内种的排列顺序参考«中国入侵植物名录»
(马金双ꎬ２０１３)中的排列顺序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组成

经调查统计ꎬ广西中越边境共有外来入侵植

物 １２１ 种(表 １)ꎬ隶属于 ３８ 科ꎬ其中ꎬ百色市 １１４
种ꎬ崇左市 １１４ 种ꎬ防城市 １１８ 种ꎬ３ 市均有的外

来入侵植物有 １１１ 种ꎮ ３ 市的外来入侵植物种类

组成相似ꎬ均以菊科的种类为最多ꎬ其次是豆科、
苋科、大戟科、茄科、禾本科、旋花科ꎮ 这 ７ 大科组

成了广西中越边境外来入侵植物的优势科ꎬ共有

种数 ７４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６１.１６％(表 ２)ꎮ 此外ꎬ在
调查发现的种类中ꎬ无刺巴西含羞草 Ｍｉｍｏｓａ ｄｉｐ￣
ｌｏｔｒｉｃｈａ ｖａｒ. ｉｎｅｒｍｉｓ (Ａｄｅｌｂ.)Ｖｅｌｄｋａｍｐ 、粗毛牛膝菊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ｑｕａｄｒｉｒａｄｉａｔａ Ｒｕｉｚ ｅｔ Ｐａｖ.、薇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Ｋｕｎｔｈ 等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入侵种ꎮ
２.２　 外来入侵植物的生活型

外来入侵植物的生活型可分为草本、藤本、灌
木和乔木 ４ 类ꎮ 百色市和崇左市外来入侵植物的

各种生活型的物种数量一样ꎬ都是草本 ９５ 种ꎬ灌木

１２ 种ꎬ乔木 ３ 种和藤本 ４ 种ꎻ防城市的草本有 ９９
种ꎬ其他 ３ 种生活型的物种数量与另外 ２ 个地方的

一致ꎮ 从 ３ 个市总的情况来看ꎬ外来入侵植物中ꎬ
草本最多ꎬ有 １０２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８４.３０％ꎻ乔木最

少ꎬ只有 ３ 种ꎬ占 ２.４８％ꎻ灌木和藤本分别是 １２ 和 ４
种ꎬ各占９.９２％、３.３１％(图 １Ａ)ꎮ

８４１ 生物安全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第 ２８ 卷　

 
 

 
 

 
 

 
 

 
 



９４１　 第 ２ 期 李象钦等: 广西中越边境的外来入侵植物

 
 

 
 

 
 

 
 

 
 



０５１ 生物安全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第 ２８ 卷　

 
 

 
 

 
 

 
 

 
 



１５１　 第 ２ 期 李象钦等: 广西中越边境的外来入侵植物

 
 

 
 

 
 

 
 

 
 



２５１ 生物安全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第 ２８ 卷　

 
 

 
 

 
 

 
 

 
 



表 ２　 广西中越边境各市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百色市 Ｂａｉｓｅ

物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Ｒａｔｉｏ / ％

崇左市 Ｃｈｏｎｇｚｕｏ

物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Ｒａｔｉｏ / ％

防城市 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物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Ｒａｔｉｏ / ％

合计 Ｔｏｔａｌ

物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Ｒａｔｉｏ / ％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２６ ２２.８１ ２６ ２２.８１ ２６ ２２.０３ ２６ ２１.４９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１１ ９.６５ １１ ９.６５ １１ ９.３２ １１ ９.０９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８ ７.０２ ８ ７.０２ ９ ７.６３ ９ ７.４４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８ ７.０２ ８ ７.０２ ７ ５.９３ ８ ６.６１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６ ５.２６ ７ ６.１４ ７ ５.９３ ７ ５.７９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６ ５.２６ ５ ４.３９ ６ ５.０８ ７ ５.７９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５ ４.３９ ６ ５.２６ ６ ５.０８ ６ ４.９６
其他科 Ｏｔｈｅｒ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４４ ３８.６０ ４３ ３７.７２ ４６ ３８.９８ ４７ ３８.８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３　 外来入侵植物的原产地

据调查统计ꎬ原产于美洲、亚洲、欧洲、非洲和大

洋洲的外来入侵植物ꎬ百色市分别有 ８６、１９、１０、１２ 和

１ 种ꎬ崇左市分别有 ８７、１８、１０、１０ 和 １ 种ꎬ防城市则分

别为 ９０、１８、１０、１１ 和 １ 种ꎮ 从 ３ 个市的总体来看ꎬ
１２１ 种外来入侵植物的原产地出现 １３４ 频次ꎮ 其中ꎬ
原产于美洲的最多ꎬ有 ９２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６８.６６％ꎻ其
次是亚洲 １９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１４.１８％ꎻ接着是欧洲 １０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７. ４６％ꎻ非洲 １２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８.９６％ꎻ大洋洲 １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０.７５％(图 １Ｂ)ꎮ
２.４　 外来入侵植物的入侵途径

外来入侵植物入侵的途径主要有 ３ 种ꎬ即有意

引入、无意引入和自然传播(徐海根等ꎬ２００４ꎻ 闫小

玲等ꎬ２０１４)ꎮ 以有意引入、无意引入和自然传播入

侵的外来入侵植物ꎬ百色市分别有 ６５、４１ 和 ８ 种ꎮ
崇左市分别有 ６４、４２ 和 ８ 种ꎮ 防城市则分别为 ６６、
４４ 和 ８ 种ꎮ 总体上看ꎬ广西中越边境的 １２１ 种外来

入侵植物中ꎬ有意引入、无意引入和自然传播的分

别有 ６８、 ４５ 和 ８ 种ꎬ分别占总种数的 ５６. ２０％、
３７.１９％和 ６.６１％(图 １Ｃ)ꎮ
２.５　 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程度

根据广西中越边境的实际情况ꎬ结合闫小玲等

(２０１４)的文献资料ꎬ将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程度划

分为 ３ 个等级:严重危害、中等危害和一般危害ꎮ
严重危害是指在广西中越边境分布广、对生境破坏

严重、对经济损失大ꎮ 中等危害是指分布广ꎬ对生

境有一定破坏ꎬ防除难度小、成本较低ꎮ 一般危害

是指有一定分布ꎬ但造成的损失小ꎮ 百色市和崇左

市的外来入侵植物ꎬ严重、中等和一般危害的均分

别有 ２３、３２ 和 ５９ 种ꎮ 防城市的外来入侵植物ꎬ严

重、中等、一般危害的分别有 ２３、３２ 和 ６３ 种ꎮ 广西

中越边境的外来入侵植物中ꎬ严重危害的有 ２３ 种ꎬ
中等危害的 ３２ 种ꎬ一般危害的 ６６ 种ꎬ它们分别占

总数的１９.０１％、２６.４５％和５４.５５％(图 １Ｄ)ꎮ 其中ꎬ
严重危害的有薇甘菊、紫茎泽兰 Ａｇｅｒａｔｉｎａ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
ｒａ Ｓｐｒｅｎｇ.、飞机草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Ｌ.、南美蟛蜞

菊 Ｓｐｈａｇｎｅｔｉｃｏｌａ ｔｒｉｌｏｂａｔａ (Ｌ.) Ｐｒｕｓｋｉ 等ꎬ中等危害的

有青葙 Ｃｅｌｏｓ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Ｌ.、银合欢 Ｌｅｕｃａｅｎａ ｌｅｕｃｏ￣
ｃｅｐｈａｌａ (Ｌａｍ.) ｄｅ Ｗｉｔ、猪屎豆 Ｃｒｏｔａｌａｒｉａ ｐａｌｌｉｄａ Ａｉｔ.
等ꎬ一 般 危 害 的 有 土 人 参 Ｔａｌｉｎｕｍ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Ｊａｃｑ.) Ｇａｅｒｔｎ.、落葵薯 Ａｎｒｅｄｅｒ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Ｔｅｎｏｒｅ)
Ｓｔｅｅｎｉｓ.、草胡椒 Ｐｅｐｅｒｏｍｉａ 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ａ (Ｌ.) Ｋｕｎｔｈ 等ꎮ

３　 结论与讨论
据报道ꎬ越南的外来植物有 １３８ 种ꎬ其中具有

入侵性的植物 ３１ 种(于永浩等ꎬ２０１６ꎻ Ｄ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ꎬ其中ꎬ有 １５ 种在广西中越边境也被列为入

侵植物ꎬ即刺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Ｌ.、大薸 Ｐｉｓｔｉａ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ｅｓ Ｌｉｎｎ.、藿香蓟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Ｌ.、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Ｌ.、紫茎泽兰、飞机草、薇甘菊、银胶菊

Ｐａｒｔｈｅｎｉｕｍ ｈｙｓｔｅｒｏｐｈｏｒｕｓ Ｌ.、银合欢、巴西含羞草 Ｍｉ￣
ｍｏｓａ ｄｉｐｌｏｔｒｉｃｈａ Ｃ. Ｗｒｉｇｈｔ、含羞草 Ｍｉｍｏｓａ ｐｕｄｉｃａ
Ｌｉｎｎ.、龙珠果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 Ｌ.、铺地黍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ｒｅ￣
ｐｅｎｓ Ｌ.、凤眼蓝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ｓ 和

马缨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Ｌ.ꎬ其余 １６ 种如蓟罂粟 Ａｒｇｅ￣
ｍｏｎ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ａ Ｌ.、刺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ｏｒｖｕｍ Ｓｗａｒｔｚ、刺轴

含羞草 Ｍｉｍｏｓａ ｐｉｇｒａ Ｌ.等ꎬ在广西中越边境尚未发

现ꎮ 另外ꎬ有 ２５ 种植物在广西被列为外来入侵植

物ꎬ但在越南只被列为外来植物ꎬ如青葙、牛膝菊 Ｇａ￣
ｌｉｎｓｏｇ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Ｃａｖ.、望江南 Ｓｅｎｎａ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ｉｎｎ.
等ꎮ 所以ꎬ应当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ꎬ加强检疫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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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ꎬ尽可能避免外来入侵植物在两国之间传播ꎮ
无论是从总体情况还是从各个市独立来看ꎬ广

西中越边境的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组成上菊科植物

最多ꎮ 菊科是外来入侵植物第一大科(刘熊ꎬ２０１７ꎻ
王德艳等ꎬ２０１７)ꎬ并且菊科植物的种子多有冠毛或

刺ꎬ易随风扩散或黏附在载体上传播ꎬ繁殖率高ꎬ具
有很强的适应性(蒋奥林等ꎬ２０１８)ꎮ 其次ꎬ该区外

来入侵植物多数是草本植物ꎬ乔木种类很少ꎮ 通常

草本植物具有 ｒ￣选择生活对策ꎬ能在高强度干扰的

生境中存活ꎬ并实现种群的增长和扩散ꎬ从而入侵

成功(李博等ꎬ２００１ꎻ Ｒｉｃｋｌｅｆ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从进化

的角度来说ꎬ乔木相对原始ꎬ适应能力比草本、藤本

和灌木低(严岳鸿等ꎬ２００４)ꎬ而草本的生长周期短、
种子多、 繁殖速度快ꎬ 更能入侵成功 (石青等ꎬ
２０１７)ꎮ

图 １　 广西中越边境外来入侵植物的生活型(Ａ)、原产地(Ｂ)、入侵途径(Ｃ)、危害等级(Ｄ)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Ａ)ꎬ ｎａｔｉｖｅ ｒａｎｇｅ (Ｂ)ꎬ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Ｃ)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ｇｒａｄｅ (Ｄ)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ꎬ还是广西全境ꎬ或是本

调查的广西中越边境ꎬ来自热带美洲的外来入侵植

物都占明显优势(贾桂康ꎬ２０１３ꎻ 林建勇等ꎬ２０１１ꎻ
刘熊ꎬ２０１７ꎻ 唐赛春ꎬ２００８ꎻ 徐海根等ꎬ２００４)ꎮ 这可

能是因为广西中越边境与美洲有相似的气候环境ꎬ
而且与美洲国家的贸易频繁ꎬ人为有意或无意的引

进促进了外来入侵植物的传播ꎮ 人类活动是生物

入侵产生的主要原因(李振宇和解焱ꎬ２００２)ꎮ 多数

情况下ꎬ人类是外来入侵植物的传播者ꎮ 广西中越

边境的外来入侵植物ꎬ人为有意引入的超过了半数

以上ꎬ主要是作为饲料、观赏花卉、药材等引进ꎬ如
阔叶丰花草 Ｓｐｅｒｍａｃｏｃｅ ａｌａｔａ Ａｕｂｌ. 作为饲料引入到

龙州县ꎬ马缨丹作为观赏植物被引入(唐赛春等ꎬ
２００８)ꎬ银胶菊的种子常混在农产品中传播ꎬ薇甘菊

的种子常随带土苗木等传播ꎮ 广西和越南接壤ꎬ外
来入侵植物自然传播的机率也很大ꎮ 自然传播的

种类常常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ꎬ能够产生大量的种

子ꎬ且其种子特殊ꎬ易随风或水流等传播ꎬ一旦在新

的生境中定居ꎬ形成新的种群后ꎬ就会具备较强的

竞争能力和化感作用等ꎬ从而排挤本地植物ꎬ影响

生物多样性ꎬ如飞机草的种子轻ꎬ易从边境随风或

水流进入(唐赛春等ꎬ２００８ꎻ 谢云珍等ꎬ２００７)ꎮ
总的来说ꎬ广西中越边境 ３ 市外来入侵植物均

呈现以下特征ꎮ (１)分布范围广ꎮ 该区 １２１ 种外来

入侵植物ꎬ在 ３ 个市均有分布的达 １１１ 种ꎬ它们入侵

的生境广泛ꎬ能在多种生境中入侵ꎬ如荒地、路边、耕
地、林缘等ꎮ (２)传播途径复杂ꎮ 许多外来入侵植物

的传播途径不止一种ꎬ有的甚至多种途径交叉(林春

华等ꎬ２０１５)ꎮ 如阔叶丰花草作为饲料有意从海南引

入到崇左市龙州县ꎬ之后入侵茶园、耕地等(唐赛春

等ꎬ２００８)ꎬ调查中发现ꎬ防城市也有阔叶丰花草入

侵ꎬ这可能是人为无意引入导致的ꎮ (３)危害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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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多ꎬ且危害程度大ꎮ 严重危害的外来入侵植物

有 ２３ 种ꎬ如薇甘菊、银胶菊、肿柄菊 Ｔｉｔｈｏｎｉ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ｏ￣
ｌｉａ Ａ. Ｇｒａｙ、南美蟛蜞菊和凤眼蓝等ꎮ 其中ꎬ薇甘菊、
马缨丹、凤眼蓝、南美蟛蜞菊属于“世界 １００ 种恶性

外来入侵生物”(陆庆光和干海珠ꎬ２００１)ꎬ特别是薇

甘菊ꎬ其匍匐茎克隆片段有较高的再生能力ꎬ一条新

枝一年的生长量可达 ７９５ ｃｍꎬ并且能迅速生长形成

种群(范志伟等ꎬ２０１６ꎻ 黄乔乔等ꎬ２０１６)ꎮ
针对广西中越边境外来入侵植物的现状ꎬ提出

以下建议ꎮ (１)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ꎮ 公众对于外

来入侵植物的概念比较模糊ꎬ对其危害性的认识不

够ꎮ 因此ꎬ有必要加大宣传力度ꎬ通过专题培训、分
发宣传手册等方式来普及外来入侵植物的相关知

识ꎮ (２)加大调查和监测力度ꎮ 要加大对外来入侵

植物的调查力度ꎬ在外来入侵植物尚未造成严重危

害之前及时清理ꎮ 如薇甘菊容易随带土苗木入侵

新建的公园等ꎬ如能在它小范围内发生时发现ꎬ并
及时清除ꎬ就能起到很好的防除效果ꎬ同时ꎬ清除后

也要连续监测 ２~３ 年ꎬ防止再次复发ꎮ (３)加大防

治技术的研究ꎮ 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ꎬ应加强物理

防治、生物防治等方面的技术研究ꎬ提高预防和控

制的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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