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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福州市公园的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组成ꎬ分析其原产地及入侵等级等情况ꎬ能够为福州

外来入侵植物的扩散、防控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对福州市 ４ 个区 ４９ 个公园的外

来入侵植物种类、原产地、生活型、入侵频度、危害程度(入侵等级)等进行调查和分析ꎮ 【结果】在调查的

福州市所有公园内均有入侵植物分布ꎬ目前有入侵植物 ６６ 种ꎬ隶属 ２５ 科ꎬ其中菊科、豆科、苋科 ３ 个科为

优势科ꎬ共计 ３３ 种(占 ５０.００％)ꎻ从来源上看ꎬ大多数原产于美洲ꎬ其次是非洲、欧洲、亚洲ꎻ以草本植物为

主ꎬ共有 ５５ 种(占 ８３.３０％)ꎻ从入侵频度看ꎬ入侵频度超过 ５０％的入侵植物有 ７ 种ꎬ其中小蓬草的频度最

高ꎬ为 ８７.７６％ꎻ从入侵等级来看ꎬ其中恶性(１ 级)入侵植物 １６ 种ꎬ严重(２ 级)入侵植物 １４ 种ꎬ局部(３ 级)入侵植物 １２ 种ꎬ一
般(４ 级)入侵植物 １１ 种ꎬ有待观察类(５ 级)１３ 种ꎮ 【结论】当前福州市公园内的外来植物入侵现象比较严重ꎬ应当加强该

区域的入侵植物监测与预警ꎬ防止入侵植物扩散从而造成重大生态危害ꎮ
关键词: 福州市公园ꎻ 入侵植物ꎻ 原产地ꎻ 生活型ꎻ 入侵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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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物种入侵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ꎬ不仅

造成极大程度的生物多样性丧失ꎬ也给全球经济带

来巨大的损失ꎮ 据统计ꎬ中国每年由于外来生物入

侵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１５０ 亿美元 ( 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外来入侵植物通过人类活动有意或者无意

被引入ꎬ并在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得了自我再

生能力ꎬ给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明显损害和严重影

响(何源ꎬ２０１２ꎻ 鞠瑞亭和李博ꎬ２０１２)ꎮ 外来入侵

植物具有潜伏性和爆发性ꎬ一旦入侵成功ꎬ需要与

本地植物争夺并占据生态ꎬ大面积扩散ꎬ形成单一

优势群落ꎬ使本地植物丧失生存空间ꎬ最终改变生

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ꎬ影响自然生态的安全稳定

(徐海根和强胜ꎬ２０１１ꎻ 岳茂峰等ꎬ２０１１)ꎮ
福建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ꎬ地理位置特殊ꎬ自

古航运发达ꎬ对外交流频繁ꎬ从而增加了外来植物

入侵的机会ꎬ是外来入侵植物危害最为严重的省区

之一(李国平ꎬ２０１４)ꎮ 目前ꎬ关于福建省外来植物

入侵方面的研究有少量报道ꎮ 陈恒彬(２００５)报道

了厦门地区有害外来植物有 ３０ 科 ５３ 属 ６３ 种ꎻ高
伟等(２０１０)对福建省东山岛外来入侵植物开展调

查ꎬ发现东山岛的外来入侵植物有 ２２ 科 ５９ 种ꎻ曾
宪锋等(２０１１)记录了 ２ 种福建省外来入侵植物新

记录ꎮ 福州作为福建省的省会城市ꎬ是政治、文化、
交通中心ꎬ也是首批 １４ 个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

市之一、海上丝绸之路门户以及中国(福建)自由贸

易试验区三片区之一ꎬ旅游、贸易、物流飞速发展ꎬ
使福州的外来植物入侵风险增加ꎮ 建立当地外来

入侵植物名录是生物入侵防控管理和研究的前提

和基础ꎬ有助于降低外来生物的危害风险、保护本

土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环境ꎬ同时对当地政府制定

外来入侵生物的相关管理制度也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万方浩等ꎬ ２００２ꎻ 王芳等ꎬ ２００９ꎻ 王嫩仙ꎬ
２００８)ꎮ

城市公园是城市生态系统、城市景观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它作为城市的公共开放空间ꎬ是城市居民

的休闲游憩、传播文化的主要活动场所(郭芙蓉ꎬ
２００８)ꎬ也是人口流量较为密集的区域ꎮ 外来入侵

物种较强的繁殖能力、侵占性和适应性ꎬ极易影响

公园的生态环境ꎬ乃至影响人类健康ꎮ 同时ꎬ人类

活动也是导致外来植物入侵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董
雪云等ꎬ２０１７)ꎮ 鉴于此ꎬ本研究通过对福州市区 ４９
个公园内的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组成、分布现状进行

初步调查和分析ꎬ明确福州公园外来入侵植物名

录ꎬ以期为福州市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评价和制定防

治措施提供基础数据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调查区域

本次调查区域为福州市主要公园共计 ４９ 个ꎬ
其中仓山区 １３ 个ꎬ鼓楼区 １７ 个ꎬ台江区 １０ 个ꎬ晋
安区 ９ 个(表 １)ꎮ

表 １　 调查的福州各公园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ａｒｋ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调查区域 Ａｒｅａ 公园 Ｐａｒｋ

仓山区
Ｃａｎｇｓｈ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沙滩公园 Ｂｅａｃｈ Ｐａｒｋ、飞凤山奥体公园 Ｆｅｉｆｅｎｇｓｈａｎ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Ｓｐｏｒｔｓ Ｐａｒｋ、长安山公园 Ｃｈａｎｇ′ａｎｓｈａｎ Ｐａｒｋ、江心公园
Ｊｉａｎｇｘｉｎ Ｐａｒｋ、高盖山公园 Ｇａｏｇａｉｓｈａｎ Ｐａｒｋ、烟台山公园 Ｙａｎｔａｉｓｈａｎ Ｐａｒｋ、劳动者公园 Ｌａｂｏｒｅｒ Ｐａｒｋ、金港公园 Ｊｉｎｇａｎｇ
Ｐａｒｋ、乌龙江湿地公园 Ｗｕ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金山公园 Ｊｉｎｓｈａｎ Ｐａｒｋ、福州花海公园 Ｆｕｚｈｏｕ Ｈｕａｈａｉ Ｐａｒｋ、华侨公
园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ｒｋ、仓前公园 Ｃａｎｇｑｉａｎ Ｐａｒｋ

鼓楼区
Ｇｕｌ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国光公园 Ｇｕｏｇｕａｎｇ Ｐａｒｋ、金牛山体育公园 Ｊｉｎｎｉｕｓｈａｎ Ｓｐｏｒｔｓ Ｐａｒｋ、西禅寺 Ｘｉｃｈａｎ Ｔｅｍｐｌｅ、屏山公园 Ｐｉｎｇｓｈａｎ Ｐａｒｋ、温
泉公园 Ｈｏｔ Ｓｐｒｉｎｇ Ｐａｒｋ、西湖公园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Ｐａｒｋ、体育公园 Ｓｐｏｒｔｓ Ｐａｒｋ、金牛山公园 Ｊｉｎｎｉｕｓｈａｎ Ｐａｒｋ、白马河公园
Ｂａｉｍａ Ｒｉｖｅｒ Ｐａｒｋ、左海公园 Ｚｕｏｈａｉ Ｐａｒｋ、乌塔公园 Ｗｕ Ｔｏｗｅｒ Ｐａｒｋ、梅峰山地公园 Ｍｅｉｆｅ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Ｐａｒｋ、锦江园 Ｊｉｎ￣
ｊｉａｎｇ Ｇａｒｄｅｎ、五凤山公园 Ｗｕｆｅｎｇｓｈａｎ Ｐａｒｋ、光禄坊公园 Ｇｕａｎｇｌｕｆａｎｇ Ｐａｒｋ、同寿园 Ｔｏｎｇｓｈｏｕ Ｇａｒｄｅｎ、爱民公园 Ａｉｍｉｎ
Ｐａｒｋ

台江区
Ｔａｉｊｉ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苍霞公园 Ｃａｎｇｘｉａ Ｐａｒｋ、南公园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ｒｋ、茶亭公园 Ｃｈａｔｉｎｇ Ｐａｒｋ、鳌峰公园 Ａｏｆｅｎｇ Ｐａｒｋ、闽水园 Ｍｉｎｓｈｕｉ Ｇａｒｄｅｎ、滨
江和谐园 Ｂｉｎｊｉａｎｇ Ｈｅｘｉｅ Ｇａｒｄｅｎ、台江区江滨公园 Ｔａｉ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Ｐａｒｋ、缤纷园 Ｂｉｎｆｅｎ Ｇａｒｄｅｎ、闽江北园 Ｍｉｎ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ｒｋ、中洲岛主题公园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Ｉｓｌａｎｄ Ｔｈｅｍｅ Ｐａｒｋ

晋安区
Ｊｉｎ′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福州动物园 Ｆｕｚｈｏｕ Ｚｏｏ、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金鸡山公园 Ｊｉｎｊｉｓｈａｎ Ｐａｒｋ、鼓山十八景公园 Ｇｕｓｈａｎ Ｓｈｉｂａｊｉｎｇ Ｐａｒｋ、水
上公园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ａｒｋ、福州儿童公园 Ｆｕｚｈｏｕ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Ｐａｒｋ、罗汉山公园 Ｌｕｏｈａｎｓｈａｎ Ｐａｒｋ、光明港公园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ｇａｎｇ
Ｐａｒｋ、爱乡园 Ａｉｘｉａｎｇ Ｇａｒｄ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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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７ 年 ５—９ 月ꎬ对福州市各公园进行全覆盖

式调查ꎬ详细记录各公园入侵植物种类组成与分布

情况、经纬度、群落类型等ꎻ参考相关资料(李扬汉ꎬ
１９９８ꎻ 徐海根和强胜ꎬ２０１１ꎻ 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记
录入侵植物的原产地和生活型等ꎮ 入侵植物种类

参照马金双(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４)及«福建植物志»(福建植

物志编写组ꎬ１９９５)中记载的物种进行判定ꎮ
１.３　 侵植物频度和危害等级划分

对外来入侵植物的频度进行分析ꎬ频度是指某

种入侵植物出现的样地数占调查样地数(４９ 个)的
比例(林敏等ꎬ２０１２)ꎮ

依据外来入侵种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原产

地自然地理分布信息、入侵范围和所产生的危害ꎬ
参考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划分等级 (闫小玲等ꎬ
２０１４)ꎬ将调查到的入侵植物进行入侵等级划分ꎬ即
恶性入侵(１ 级)、严重入侵(２ 级)、局部入侵 (３

级)、一般入侵(４ 级)和有待观察类(５ 级)ꎬ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福州市公园入侵植物种类及原产地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福州市各公园现有入侵植物种

类有 ２５ 科 ６６ 种(表 ２)ꎬ其中菊科入侵植物种类最

多ꎬ有 ２１ 种ꎬ占所有入侵植物总数的 ３１.８２％ꎻ其次

是豆科、苋科植物ꎬ各 ６ 种ꎬ分别占所有入侵植物的

９.１０％ꎻ大戟科、茄科植物各 ４ 种ꎻ旋花科植物 ３ 种ꎻ
禾本科、鸭跖草科、玄参科植物各 ２ 种ꎻ锦葵科、落
葵科、马鞭草科、马齿苋科、石竹科、紫茉莉科、紫葳

科、商陆科、夹竹桃科、藜科、木麻黄科、秋海棠科、
荨麻科、雨久花科、酢浆草科、天南星科等 １６ 科植

物各 １ 种ꎮ 入侵植物主要原产美洲ꎬ有 ５３ 种ꎬ占总

数的 ８０.３０％ꎻ其次是非洲ꎻ此外ꎬ还有少数种类原

产于亚洲和欧洲ꎮ

表 ２　 福州市公园的外来入侵植物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ｉｓｔ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生活型
Ｌｉｆｅ￣ｆｏｒｍ

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ｙ / ％

入侵
等级∗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 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４.０８ １
藿香蓟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５７.１４ １
加拿大一枝黄花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２.０４ １
假臭草 Ｐｒａｘｅｌｉｓ ｃｌｅｍａｔｉｄｅａ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３０.６１ １
薇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中、南美洲 Ｃ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灌木攀缘藤本 Ｓｈｒｕｂ ｃｌｉｍｂｅｒ ６.１２ １

Ａｍｅｒｉｃａ
小蓬草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８７.７６ １
钻叶紫菀 Ｓｙｍｐｈｙ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ｍ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７７.５５ １
南美蟛蜞菊 Ｓｐｈａｇｎｅｔｉｃｏｌａ ｔｒｉｌｏｂａｔａ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３２.６５ ２
牛膝菊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２０.４１ ２
熊耳草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ｈｏｕｓｔｏｎｉａｎｕｍ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２２.４５ ２
野茼蒿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５９.１８ ２
春飞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ｃｕｓ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４.０８ ３
剑叶金鸡菊 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２.０４ ３
孔雀草 Ｔａｇｅｔｅｓ ｐａｔｕｌａ 墨西哥 Ｍｅｘｉｃｏ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２.０４ ３
菊芋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ｓ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４.０８ ４
鳢肠 Ｅｃｌｉｐｔ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２.０４ ４
裸柱菊 Ｓｏｌｉｖａ ａｎｔｈｅｍｉｆｏｌｉａ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１４.２９ ４
草木犀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西亚至南欧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ｓｉａ 二年生草本 Ｂｉａ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４.０８ 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金鸡菊 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 ｂａｓａｌｉｓ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２.０４ ５

ｏｒ ｂｉａ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两色金鸡菊 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２.０４ ５
秋英 Ｃｏｓｍｏｓ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ｕｓ 墨西哥 Ｍｅｘｉｃｏ 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２.０４ ５

ｏｒ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山扁豆 Ｃｈａｍａｅｃｒｉｓｔａ ｍｉｍｏｓｏｉｄｅｓ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草质藤本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ｃｌｉｍｂｅｒ ２.０４ １

白车轴草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４.０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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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生活型
Ｌｉｆｅ￣ｆｏｒｍ

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ｙ / ％

入侵
等级∗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

银合欢 Ｌｅｕｃａｅｎａ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灌木或小乔木 Ｓｈｒｕｂ ｏｒ ２.０４ ２
ｄｕｎｇａｒｕｎｇａ

望江南 Ｓｅｎｎａ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２.０４ ３
台湾相思 Ａｃａｃｉａ ｃｏｎｆｕｓａ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乔木 Ｔｒｅｅ １２.２４ ３
猪屎豆 Ｃｒｏｔａｌａｒｉａ ｐａｌｌｉｄａ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２.０４ ３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空心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７１.４３ １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反枝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１０.２０ １
凹头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ｂｌｉｔｕｍ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１０.２０ ２
青葙 Ｃｅｌｏｓ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印度 Ｉｎｄｉ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２.０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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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福州市公园入侵植物生活习性分析

在 ６６ 种外来入侵植物中ꎬ以草本植物(包括草

质藤本)为主ꎬ有 ５５ 种ꎬ占总入侵种数的 ８３.３０％ꎻ
其余 １１ 种为小乔木或灌木(包括攀缘性灌木、亚灌

木)ꎻ且仅 ２ 种为水生草本ꎬ其余均为陆生植物ꎮ 这

可能与植物的适应性有关ꎮ 草本植物寿命短、结果

时间长、种子数量大、体积小、易传播等ꎬ适应能力

较强ꎬ在竞争中具有明显优势ꎬ且与入侵性密切相

关(黄建辉等ꎬ２００３)ꎬ此外ꎬ草本植物易携带ꎬ易存

活ꎬ这可能是其易被人类引种到其他地区并成功入

侵的原因(胡刚和张忠华ꎬ２０１２)ꎮ
２.３　 福州市各公园入侵植物的频度分析

福州 ４９ 个公园 ６６ 种外来入侵植物的频度分

析结果见表 ２ꎮ 在 ６６ 种外来入侵植物中ꎬ在 ４９ 个

公园中出现频度超过 ５０％的入侵植物有 ７ 种ꎬ分布

的公园数量较多ꎮ 其中ꎬ小蓬草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的频度最高ꎬ为 ８７.７６％ꎻ其次是钻叶紫菀 Ｓｙｍ￣
ｐｈｙ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ｍ (Ｍｉｃｈｘ.)和空心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
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ꎬ均超过 ７０％ꎻ
２０ 种入侵植物只出现在其中的 １ 个公园ꎬ发生频度

较低ꎮ
２.４　 福州市公园入侵植物的入侵性分析

福州市各公园中入侵植物的入侵等级为恶性

入侵(１ 级)的有 １６ 种ꎬ占 ２４.２４％ꎻ严重入侵(２ 级)
１４ 种ꎬ 占 ２１. ２１％ꎻ 局 部 入 侵 ( ３ 级 ) １２ 种ꎬ 占

１８.１８％ꎻ一般入侵(４ 级)和有待观察类(５ 级)分别

为 １１ 和 １３ 种ꎬ分别占 １６.６７％和 １９.７０％ꎮ １６ 种恶

性入侵杂草中ꎬ小蓬草、钻叶紫菀、空心莲子草、藿
香蓟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Ｌ.、野茼蒿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ｎｔｈ.) Ｓ. Ｍｏｏｒｅ、小叶冷水花 Ｐｉｌｅａ ｍｉ￣
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Ｌ.) Ｌｉｅｂｍ.、红花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ＤＣ.等分布广泛ꎬ发生严重ꎮ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福州市公园入侵植物现状

福州市公园调查到的入侵植物有 ２５ 科 ６６ 种ꎬ
占比最多的为菊科 ２１ 种ꎬ豆科 ６ 种ꎬ苋科 ６ 种ꎬ此 ３
个科入侵植物占调查到总入侵植物数量的５０.００％ꎮ
菊科植物是我国很多省市地区的外来入侵植物的

主体(李国平ꎬ２０１４ꎻ 李净等ꎬ２０１７)ꎬ这可能与其繁

殖特性有关ꎬ菊科植物产生的种子数量众多且质量

轻ꎬ能够利用风力或动物无意携带进行长距离的传

播和扩散ꎬ且环境适应性强ꎬ在恶劣的环境中仍然

能形成群落(王德艳等ꎬ２０１７)ꎮ 因此ꎬ在园林植物

的选择方面ꎬ对于菊科植物要严格控制其使用范

围ꎬ减少入侵植物群落的形成ꎮ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和全球化贸易的繁

荣推进ꎬ世界各国之间的地理隔离被迅速打破ꎬ密
切频繁的交流使得大量的外来入侵植物得以成功

入侵中国ꎮ 例如ꎬ小蓬草、野茼蒿、加拿大一枝黄花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等均于近代开始从美洲侵入

中国(徐海根等ꎬ２００４)ꎻ据统计ꎬ广州的外来入侵植

物中有 ８３.６％来源于美洲(王忠等ꎬ２００８)ꎻ杭州的

外来入侵植物则有 ７２. ２％来源于美洲 (王嫩仙ꎬ
２００８)ꎮ 本研究中ꎬ福州公园的外来入侵植物原产

地主要为美洲ꎬ这与中国外来入侵植物的总体格局

相符合 (黄顶成和张润志ꎬ ２０１１ꎻ 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ꎮ

从入侵等级和入侵频次分析ꎬ在 １６ 种恶性入

侵(１ 级)植物中ꎬ小蓬草、钻叶紫菀和空心莲子草

在福州市各个公园分布的范围较广ꎬ种群数量也较

大ꎬ分别在 ４３、３８ 和 ３５ 个公园中被发现ꎬ出现频率

高ꎬ频度高达 ８７.７６％、７７.５５％和 ７１.４３％ꎮ 这 ３ 种

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强ꎬ蔓延极快ꎬ极大影响本地

植物的生长(常瑞英等ꎬ２０１３ꎻ 李净等ꎬ２０１７ꎻ 潘玉

梅等ꎬ２０１０)ꎬ对公园的景观和生态有严重影响ꎬ需
及时防除ꎮ 恶性入侵(１ 级)植物中需要特别重视

的是加拿大一枝黄花、凤眼莲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ｓ 和薇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Ｋｕｎｔｈꎬ
虽然它们尚未在公园形成种群ꎬ但其环境适应性和

繁殖能力极强ꎬ在我国其他省份已经出现严重入侵

情况(董梅等ꎬ２００６)ꎬ一旦扩散蔓延ꎬ将对福州公园

乃至整个福州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危害ꎮ １４ 种严

重入侵植物(２ 级)中ꎬ尤其要注意南美蟛蜞菊 Ｓｐｈ￣
ａｇｎｅｔｉｃｏｌａ ｔｒｉｌｏｂａｔａ (Ｌ.) Ｐｒｕｓｋｉ ꎬ其潜在危害很大ꎬ
一旦入侵成功ꎬ很难得到有效的防治(全国明等ꎬ
２０１６)ꎮ 对于其他等级的入侵植物ꎬ有关部门也应

当予以重视ꎮ
３.２　 福州市公园外来入侵植物的防控建议

福州地理位置特殊ꎬ加上逐步发达的贸易和旅

游业为外来植物的入侵提供了便利的通道ꎬ高强度

的人为干扰使外来植物的种类和种群数量持续增

加ꎮ 当前福州市区公园的外来植物入侵现象比较

严重ꎬ防控形势非常严峻ꎮ 针对福州市公园的入侵

现状ꎬ本文提出以下策略以供制定防控措施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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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首先ꎬ建议开展福州市外来植物全面调查ꎬ建立

外来植物数据库ꎬ对已存在的外来入侵植物的生物

学特性、种群数量、分布面积、危害程度及扩散潜力

等进行监测ꎻ第二ꎬ加强出入境检验检疫ꎬ杜绝外来

植物的种子或繁殖体被有意或无意引入ꎻ第三ꎬ积
极研究制定有效的防除措施ꎬ防止入侵植物扩散蔓

延ꎻ同时ꎬ要加强生物入侵的宣传工作ꎬ提高公众对

入侵生物危害性的认识和防范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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