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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特征及区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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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全面掌握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特征、起源、区系成分和危害情况等特征ꎬ为相关部门

制定管理策略和及早采取应对措施提供依据ꎮ 【方法】以实地调查为主ꎬ结合标本及文献研究的方式获

得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和分布信息ꎬ根据其在野外的生长和分布状况进行评估及划分危害等级ꎬ
并进行植物区系分析ꎮ 【结果】成都市现有外来入侵植物 １５８ 种(亚种、变种)ꎬ隶属 ４２ 个科 １１０ 个属ꎬ其
中种类最多的 ３ 个科分别是菊科(３６ 种)、豆科(１７ 种)及禾本科(１３ 种)ꎬ合计占比 ４１.７７％ꎻ种类最多的

属是苋属(８ 种)ꎬ占比 ５.０６％ꎮ 原产地分析结果表明ꎬ有 １０１ 种来自美洲地区ꎬ占比 ６３.９２％ꎮ 从危害等级

分析来看ꎬ其中 １９ 种为恶性入侵种(１ 级)ꎬ３２ 种为严重入侵种(２ 级)ꎬ２０ 种为局部入侵种(３ 级)ꎬ４１ 种为一般入侵种(４
级)以及 ４６ 种为有待观察种(５ 级)ꎮ 植物区系分析结果显示ꎬ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属的分布类型主要为泛热带分布、热带

亚洲及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和世界分布ꎮ 【结论】成都市地区的外来入侵植物种类明显增多ꎬ扩散趋势已加剧ꎮ 根据上述入

侵现状ꎬ本文对成都市地区防范外来植物入侵提出了以下 ４ 点防控建议:建立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评价体系ꎬ开展防控和利

用技术研发ꎬ谨慎引种以及加强科普教育ꎮ
关键词: 成都ꎻ 外来入侵植物ꎻ 物种组成ꎻ 危害等级ꎻ 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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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侵植物是指一个植物类群通过有意或无意

的人为活动扩散到一个新生活区ꎬ并能够在多个生

活周期里保持种群数量和产生大量可育后代ꎬ最终

对新生活区的综合环境造成危害 ( Ｄａｖｉ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ꎮ 近年来ꎬ在全球化推进的大背景下ꎬ随着我

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ꎬ外
来入侵植物的威胁也急剧增加 (徐海根和强胜ꎬ
２０１１ꎻ 闫小玲等ꎬ２０１２ꎻ Ｘｉ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１)ꎮ 据近期统

计数据显示ꎬ我国的外来入侵植物已有 ５１５ 种(闫
小玲等ꎬ２０１４)ꎮ 外来入侵植物在我国的分布呈现

种类由南向北逐渐减少ꎬ物种密度由东南海岸向内

陆递减的趋势(吴晓霞等ꎬ２００６)ꎮ
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ꎬ地处四川盆地

西部边缘ꎬ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１０２°５４′－１０４°５３′ꎬ北
纬 ３０°０５′－３１°２６′之间ꎮ 城市地貌复杂ꎬ总体地势

由西北向东南倾斜ꎮ 西部以深丘和山地为主ꎬ最高

处海拔高度为 ５３６４ ｍꎻ东部为岷江、湔江等江河冲

积平原ꎬ海拔高度一般在 ７５０ ｍ 上下ꎻ最低处在简

阳市沱江出境处河岸ꎬ海拔高度为 ３５９ ｍꎮ 成都市

由于巨大的垂直高差ꎬ在市域内形成了 １ / ３ 平原、
１ / ３ 丘陵、１ / ３ 高山的独特地貌类型ꎮ 由于气候的

显著分异而形成明显的不同热量差异的垂直气候

带ꎬ在区域范围内ꎬ生物资源种类繁多ꎬ门类齐全ꎬ
分布相对集中(熊勇ꎬ２０１７)ꎮ

何兵等(２０１１)对成都市园林入侵植物开展的

调查结果表明ꎬ成都市园林入侵植物总共有 ２５ 科

４７ 属 ５７ 种ꎬ以菊科种类最多ꎮ 然而ꎬ伴随着城市的

快速发展ꎬ城市建设用地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

统的影响日益加强ꎬ以及区域地形与气候条件的多

样化ꎬ成都市不可避免地成为外来入侵植物的潜在

“乐园”ꎮ 同时ꎬ大量外来园林和观赏植物的引进也

增加了成都遭受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ꎮ 目前ꎬ外来

入侵植物在成都市内的种类变化情况、入侵现状及

危害程度、区系成分尚未见报道ꎮ 基于上述背景ꎬ
本研究通过详细的调查分析ꎬ旨在全面获得成都市

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特征、分布信息及危害现状的

最新信息ꎬ以期为后续的防控及资源化利用等相关

研究奠定基础ꎮ

１　 研究方法
参考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ｉａｓ.ｃｎ / ｗｊＰａｒｔ / 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中国外来物种信息

系统(ｈｔｔｐ:∥ｉａｓ.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 / )与闫晓玲等(２０１４)发

表的我国外来入侵植物名录ꎬ通过实地样线调查ꎬ
结合文献和标本查阅获得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的

种类信息ꎮ 实地样线调查过程中ꎬ将成都市绕城高

速路以内的区域作为核心调查区ꎬ将其划分成 ５ ｋｍ
×５ ｋｍ 的网格ꎬ每个网格内选择典型的入侵生境布

设 １~２ 条样线ꎬ每条样线长度约 １ ｋｍꎮ 绕城外区

域根据可能的入侵途经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类

型生境开展调查ꎬ包括河流湖泊、农田、公园、道路

绿化带、建筑废弃地、交通枢纽等ꎬ每条样线长度约

１ ｋｍꎮ 全域总计布设调查样线 １３１ 条ꎮ 依据闫晓

玲等(２０１４)对外来入侵植物等级划分原则ꎬ对入侵

物种进行危害等级划分ꎮ 物种科属的分布区类型

参考吴征镒等(１９９１ꎬ２００３ꎬ２０１１)划分世界种子植

物科属分布区类型数据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组成

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共 １５８ 种ꎬ隶属 ４２ 科 １１０
属ꎻ其中实地调查 １３２ 种ꎬ标本查阅 １５ 种ꎬ文献资料

１１ 种ꎮ 种类最多的 ３ 个科是菊科(３６ 种)、豆科(１７
种)及禾本科(１３ 种)ꎬ合计占比 ４１.７７％ꎬ种类最多的

属是苋属(８ 种)ꎬ其次是飞蓬属(４ 种)(表 １)ꎮ
２.２　 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原产地及危害程度分析

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中ꎬ原产地为美洲的有

１０１ 种ꎬ欧洲的 ２０ 种ꎬ非洲的 ６ 种ꎬ亚洲的 ６ 种ꎬ大
洋洲的 ４ 种及原产地跨洲分布的有 ２１ 个ꎮ 由此可

知ꎬ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中ꎬ原产地为美洲大陆的

种类最多ꎬ占比 ６３.９２％ꎮ 依据闫晓玲等(２０１４)对

外来入侵植物等级划分原则ꎬ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

有 １９ 种为恶性入侵种(１ 级入侵)ꎬ其中有 １０ 种来

自于菊科ꎻ３２ 种为严重入侵种(２ 级入侵)ꎬ２０ 种为

局部入侵种(３ 级入侵)ꎬ４１ 种为一般入侵种(４ 级

入侵)以及 ４６ 种为有待观察种(５ 级入侵)ꎮ 入侵

等级属于第 １ 级至第 ３ 级的入侵种具有明显危害

性ꎬ总共有 ７１ 种ꎬ占比 ４４.９３％(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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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的区系分析

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有 ４２ 个科ꎬ分布区类型

包括 ３ 种类型及 ３ 种变型ꎻ其中世界广布 ２３ 个科ꎬ
泛热带分布 １１ 个科ꎬ热带亚洲－热带非洲－热带美

洲(南美洲)分布 １ 个科ꎬ以南半球为主的泛热带分

布 ３ 个科ꎬ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

布 ３ 个科ꎬ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１ 个科(表 ２)ꎮ
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有 １１０ 个属ꎬ分布区类型

包括 １０ 个类型及 ５ 个变型ꎻ其中世界分布 １８ 个

属ꎬ泛热带分布 ２８ 个属ꎬ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

洲(墨西哥)间断分布 １ 个属ꎬ热带亚洲、非洲和南

美洲间断分布 ４ 个属ꎬ热带亚洲及热带美洲间断分

布 １９ 个属ꎬ热带亚洲及热带大洋洲分布 ２ 个属ꎬ热
带亚洲及热带非洲分布 ３ 个属ꎬ北温带分布 １２ 个

属ꎬ北温带与南温带(全温带)间断分布 ４ 个属ꎬ东
亚及北美洲间断分布 ４ 个属ꎬ东亚和墨西哥间断分

布 １ 个属ꎬ旧世界温带分布 ５ 个属ꎬ欧亚和南非洲

(有时也在大洋洲)间断分布 １ 个属ꎬ地中海区、西
亚至中亚分布 ７ 个属ꎬ中亚分布 １ 个属(表 ２)ꎮ

３　 讨论与建议
何兵等(２０１１)调查ꎬ成都市有 ５７ 种园林入侵

植物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成都市的外来入侵植物新

增 １０１ 种ꎬ总共达到 １５８ 种ꎮ 外来入侵植物种类明

显增加主要有以下 ３ 个原因:(１)扩大了调查区域

和调查强度ꎬ采用标准样线踏查ꎬ加大了物种的遇

见机率ꎻ(２)根据可能的入侵途经ꎬ着重针对不同生

境类型开展加强调查ꎬ包括河流湖泊、公园、道路绿

化带、建筑废弃地、机场、火车站等ꎻ(３)部分入侵植

物在成都市地区的入侵史较短ꎬ仅在最近几年才出

现ꎻ(４)全球变化显著影响物种的分布ꎬ如全球变暖

明显促发外来物种扩张到新地区(Ｇｉ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ꎻ
Ｊｅｆｆｒｅｙ ＆ Ｈａｒｌｄꎬ１９９９ꎻ Ｗｉｌｆｒｉｅ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近年

来ꎬ成都市城市建设发展迅猛导致的城市热岛效应

明显ꎬ且在 １０ 年间呈现明显扩大的趋势(李晓敏

等ꎬ２００５)ꎮ
基于成都市前后 ２ 次对外来入侵植物调查的

种类数据比较ꎬ以及近年成都市的城市环境变化表

明ꎬ入侵植物在成都市地区的扩散趋势已加剧ꎮ 与

国内已有相关研究的其他城市相比ꎬ外来入侵植物

的种数也明显高于其他城市ꎬ如广州 １３１ 种(王瑞

江ꎬ２０１９)、杭州 ７２ 种(王嫩仙ꎬ２００８)、武夷山市 ６７
种(李国平等ꎬ２０１４)、苏州 ５７ 种(林敏等ꎬ２０１２)ꎬ反

映出成都市当前外来植物入侵状况比较严重ꎮ 在

所调查到的入侵物种中ꎬ具有明显入侵性的种类ꎬ
占比 ４４.９３％ꎬ将对地区的发展和人类健康造成多

方面危害ꎮ

表 ２　 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的区系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ｉｔｙ

类型
Ｔｙｐｅ

科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属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ｕｓ

１.广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２３ １８
２.泛热带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１１ ２８
２－１.热带亚洲ꎬ大洋洲和南美洲(墨西哥)
间断 Ｔｒｏｐｉｃ Ａｓｉａꎬ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 Ｓｏｕｔｈ Ａ￣
ｍｅｒｉｃａ (Ｍｅｘｉｃｏ)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１

２－２.热带亚洲－热带非洲－热带美洲(南美
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 Ｔｒｏｐｉ￣
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 ４

２Ｓ.以南半球为主的泛热带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ｅｓｐｅ￣
ｃｉａｌｌｙ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３ －

３.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３ １９

５.热带亚洲及热带大洋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 ２

６.热带亚洲及热带非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 ３

８.北温带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 １２
８－４.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ｅ ＆ Ｓｏｕ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４

９.东亚及北美洲间断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４

９－ １. 东亚和墨西哥间断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Ｍｅｘｉｃｏ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１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 ５
１０－３.欧亚和南非洲(有时也在大洋洲)间
断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１

１２.地中海区ꎬ西亚至中亚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 ７

１３.中亚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 １
合计 Ｔａｔａｌ ４２ １１０

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的区系类型主要为世界

分布、泛热带分布和热带亚洲及热带美洲间断分

布ꎮ 从原产地分析来看ꎬ有 １０１ 种来自美洲地区ꎬ
占比 ６３.９２％ꎮ 由此可知ꎬ同时具有这两方面属性

的植物更能适应成都地区的自然环境ꎬ更易表现出

入侵性ꎮ 成都市的外来入侵植物中ꎬ多数是作为观

赏材料或饲料作物有意引入ꎮ 究其原因ꎬ正是由于

引种前没有经过科学论证ꎬ盲目引种ꎬ最终新引入

植物物种在成都市地区逐渐泛滥成灾ꎬ演变成外来

入侵物种ꎬ如大薸 Ｐｉｓｔｉａ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ｅｓ Ｌ.、凤眼蓝 Ｅ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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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ｓ、粉绿狐尾藻 Ｍｙｒｉｏ￣
ｐｈｙｌｌｕ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Ｖｅｌｌ.) Ｖｅｒｄｃ.及圆叶牵牛 Ｐｈａｒ￣
ｂｉｔｉｓ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Ｌ.) Ｖｏｉｓｇｔ 等ꎮ

基于近期对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的实地调查

分析ꎬ对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防控提出以下建议:
(１)建立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评价体系ꎮ 根据入

侵植物地理起源和分布、入侵历史、入侵途径、传播

与繁殖方式、危害性、防除处理的可能性、对人类健

康的影响等特征系统构建“成都市外来入侵植物风

险评价体系”ꎬ评价其对成都市当地生物多样性、生
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影响ꎬ为制定管理策略和相关

政策等提供依据ꎮ
(２)开展防控和利用技术研发ꎮ 综合繁殖生物

学、生物化学及生物替代工程技术等手段开展外来

入侵植物防控技术研究ꎬ结合入侵植物简便快速的

饲料化、肥料化、能源化、材料化等资源化利用技术

研发ꎬ为防控提供新的路径和技术ꎮ
(３)谨慎引种ꎮ 在农业或林业相关工作中ꎬ若

涉及到外来植物引种工作时ꎬ需进行风险评估ꎬ有
意识地避开高风险植物种类ꎬ比如引种美洲大陆的

植物时ꎬ应多方面评估其利弊关系ꎮ 加强本土植物

的开发利用ꎬ相应降低对外来植物的需求ꎬ可从需

求端降低外来植物入侵的潜在风险ꎮ
(４)加强科普教育ꎮ 培养群众对外来入侵植物

的辨识能力ꎬ宣讲外来入侵植物对社会经济、生态

系统等的危害ꎬ进而弱化乃至避免外来入侵植物的

人为传播途径ꎬ力争形成全民防控外来植物入侵的

社会风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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