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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外来植物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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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完善江西省外来植物本底调查数据ꎬ为江西省外来入侵植物的预防和预警机制构建提供依

据ꎮ 【方法】通过文献、标本研究以及野外实地调查ꎬ对江西外来植物种类、原产地、生活型、引入途径、引
入时间、在各地级市的分布情况以及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进行分析、探讨ꎮ 【结果】江西省外来植物有

１０６ 科 ４０７ 属 ５９９ 种:菊科最多(８５ 种ꎬ１４.１９％)ꎬ其次是豆科(５２ 种ꎬ８.６８％)ꎬ１０ 种以下的科有 ９１ 个ꎬ占
总科的 ８５.８５％ꎻ主要源于美洲(４９.２５％)ꎬ其次是亚洲(２０.８０％)ꎬ欧洲第三(１３.８１％)ꎬ地中海和大洋洲较

少ꎻ外来植物中草本植物种类最多ꎬ乔木次之ꎻ大部分被用于观赏、饲料、药物等有意引入ꎮ 江西省的外来

入侵植物有 ５３ 科 １６８ 属 ２６７ 种ꎻ九江、赣州和南昌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及经济地位突出被入侵较严重ꎮ 【结论】江西省外来

植物种类丰富ꎬ引入途径多样ꎬ入侵物种较多ꎮ 建议构建风险评价系统ꎬ加强外来植物监管监测ꎬ科学引种ꎻ制订和更新外

来植物防控的具体政策法规ꎻ同时ꎬ加大入侵危害宣传ꎬ及时防控和阻止外来植物逃逸入侵对本省生态环境造成侵害ꎮ
关键词: 江西省ꎻ 生物多样性ꎻ 外来植物ꎻ 入侵植物ꎻ 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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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物种是指那些出现在其过去ꎬ或现在自然

分布范围以及扩散潜力以外(无法自然扩散或在没

有直接或间接引入行为不能存在)的物种ꎬ包括其

所有可能存活、继而繁殖的部分(李振宇和解焱ꎬ

２００２)ꎮ 当其逃逸野外ꎬ不受人为控制地繁殖扩散

且对当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以及人类健康造成

危害的种就称为外来入侵种(ＵＮＥＰꎬ１９９２)ꎮ 在经

济全球化的背景下ꎬ全球物质流通变得更迅速便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２１ꎬ ３０(４): ２５０－２５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ｂｓｃｎ.ｏｒｇ

 
 

 
 

 
 

 
 

 
 



捷ꎬ物种通过有意或无意的传入途径在各区域间流

动变得更便利ꎬ因此外来物种入侵现象变得更严

峻ꎬ已成为当今社会除栖息地破坏以外严重影响生

物多样性的第二大威胁因素(欧健ꎬ２００８)ꎬ引起了

各国政府高度重视ꎮ
江西省位于北纬 ２４° ２９′—３０° ０５′ꎬ东经 １１３°

３５′—１１８°２９′ꎬ东与浙江、福建为邻ꎬ南连广东ꎬ西靠

湖南ꎬ北与湖北和安徽隔长江相望ꎻ以低山丘陵为

主ꎬ属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ꎬ温暖湿润ꎬ热量充

足ꎬ降水充沛ꎻ省内河流众多水系发达ꎬ长江中游穿

过鄱阳湖ꎬ形成鄱阳湖平原ꎮ 优越的自然条件ꎬ使
江西成为我国江南地区植物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

之一(季春峰等ꎬ２００９)ꎬ也为外来植物的生长繁衍

提供给了良好的生态环境ꎮ
近十几年来ꎬ江西省经济快速发展ꎬ对外贸易

往来频繁ꎬ交通道路网络等基础建设日益发达以及

旅游业的发展为外来物种的传入提供了便利ꎮ 据

报道ꎬ２０１３ 年江西省在水、陆、空运各入境口岸检疫

到外来有害生物 １３７０ 种(谢梦琴ꎬ２０１４)ꎮ 外业调

查过程中ꎬ研究人员在江西境内不断发现新的外来

植物甚至入侵植物ꎬ如南美山蚂蝗 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 ｔｏｒｔｕ￣
ｏｓｕｍ (Ｓｗａｒｔｚ)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丝毛雀稗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ｕｒｖｉｌｌｅｉ
Ｓｔｅｕｄ.等(曾宪锋和邱贺媛ꎬ２０１３)ꎮ 江西省外来植

物的数量不断增加ꎬ并且一些极具生态危害的外来

入侵植物严重影响着江西省的生态和农业生产安

全ꎮ 近些年ꎬ研究人员已开展了一些有关江西省外

来植物和外来入侵植物的研究ꎬ但仅限于局部地区

外来植物及其入侵性的调查分析(季春峰等ꎬ２００９ꎻ
鞠建文等ꎬ２０１１ꎻ 万慧霖ꎬ２００８ꎻ 王宁ꎬ２０１０ꎻ 袁帅ꎬ
２０１３ꎻ 张杰ꎬ２０１５)ꎬ而缺乏江西省全省的外来植物

数据资源的本底调查ꎮ 因此ꎬ本研究拟通过文献、
标本研究以及野外实地调查ꎬ系统研究江西外来植

物种类、原产地、生活型、引入途径、引入时间、在各

地级市的分布情况以及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ꎬ并提

出管理对策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文献标本查阅

收集有关中国外来植物研究书籍、论文ꎬ结合

地方林业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数据ꎬ进行整理和分

析ꎮ 外来入侵植物名单的确立主要以马金双和李

惠茹(２０１８)划定的中国外来入侵植物为依据ꎮ
通过中国数字标本植物馆(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ｖｈ.ａｃ.

ｃｎ / )查阅有关江西省外来植物的标本信息ꎬ结合中

国植物图像库(ｈｔｔｐ:∥ｐｐｂｃ.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 / )、中国自然

标本管(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ｆｈ. ａｃ. ｃｎ / )数据ꎬ确定部分外

来植物在中国以及江西省内的分布情况ꎮ 植物中

文名和学名参考“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ｈｔｔｐ:∥ｆｏｃ.ｅｆｌｏｒａ.
ｃｎ / )及世界植物名录“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Ｌｉｓｔ”(ｈｔｔｐ:∥ｗｗｗ.
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ｌｉｓｔ.ｏｒｇ / )ꎮ
１.２　 外业调查

综合标本分布资料和文献记载相关信息ꎬ规划

踏查地点和样线ꎮ 于 ２０１８ 年 ７—１２ 月、２０１９ 年 ３—
１２ 月、２０２０ 年 ９—１２ 月ꎬ对南昌市、九江市、赣州

市、新余市、宜春市、萍乡市、吉安市、抚州市、鹰潭

市、上饶市和景德镇市 １１ 个地级市 ４９ 个定点的重

点公园、自然风景区、林业科学研究所以及苗圃基

地进行样线踏查ꎬ同时还对调查地的交通道路附

近、农田、荒地、河滩、车站、机场及其周围、居民区

和建筑用地等外来植物相对集中分布的生境进行

调查ꎮ 鉴于九江的庐山植物园和赣州的赣南树木

园一直是江西省重点引种科研院所ꎬ对这 ２ 个地区

进行了重点调查ꎮ
调查过程中ꎬ记录外来植物的生境、ＧＰＳ 信息ꎬ

拍摄照片ꎬ采集未能野外鉴定的植物标本ꎬ鉴定整

理外来植物名录ꎬ并重点注意观察是否有新增的入

侵种ꎮ 同时向大型苗圃园区、各地林业局、林业科

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咨询本地

外来植物引种及分布情况ꎮ 掌握区域内外来植物

种群数量、分布状况和实际危害程度以及潜在危

害ꎬ客观评价该区域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程度ꎮ
１.３　 内业整理

运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绘制图表ꎬ对江西省外来植

物科属组成、原产地、生活型、引入途径、引入时间

或首次发现时间、外来入侵植物种类及在江西省各

地级市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ꎮ 对多重产原(原产地

不止 １ 个)进行重复计算ꎬ对于无法确定引入途径

或引入时间的外来植物ꎬ在对引入途径和引入时间

进行统计分析时没有将其进行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外来植物组成分析

江西省外来植物共 １０６ 科 ４０７ 属 ５９９ 种(本文

“种”包含种下变种、变型和品种等种下单位)ꎬ包括

蕨类植物 １ 种ꎬ即满江红科细叶满江红 Ａｚｏｌｌａｆｉｌｉｃｕ￣
ｌｏｉｄｅｓ Ｌａｍ.ꎮ 裸子植物 ９ 科 ５７ 种ꎬ占总种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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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２％ꎬ其中ꎬ松科和柏科最多ꎬ占外来引入裸子植

物绝大多数ꎬ分别为 ２６(４.３４％)和 １５ 种(２.５％)ꎮ
被子植物 ９６ 科 ５２７ 种ꎬ种类最多的 １０ 个科所含种

数占比达 ４９.２％ꎮ 其中ꎬ菊科植物最多ꎬ达 ８５ 种ꎬ
约占江西省外来植物总种数 １４.２％ꎻ其次为豆科 ５２
种ꎬ占总种数 ８. ６８％ꎻ禾本科 ３０ 种ꎬ占总种数 ５.
０１％ꎻ茄科 ２２ 种ꎬ占总种数 ３.６７％ꎮ 其他含 １０ 种以

上的科有大戟科 １８ 种ꎬ苋科 １７ 种ꎬ唇形科 １７ 种ꎬ
百合科 １３ 种ꎬ石竹科 １２ 种ꎬ十字花科 １２ 种ꎬ玄参

科 １２ 种ꎬ桃金娘科 １１ 种ꎬ
共 ８ 科 １１２ 种ꎬ占总种数

１８.７％ꎮ 含 １０ 种及以下有

９１ 科ꎬ共 ２５７ 种ꎬ只有 １ 种

的有 ３６ 科(扫描右侧二维

码ꎬ查看详情)ꎮ
２.２　 原产地与生活型分析

根据江西省外来植物原产地调查统计结果ꎬ外
来植物主要原产于美洲和亚洲ꎮ 其中:美洲出现次

数最多ꎬ达 ２９６ 次ꎬ占总次数的 ４９.３３％ꎻ亚洲次之ꎬ
有 １２５ 次ꎬ占总数的 ２０.８％ꎻ欧洲 ８３ 次ꎬ占总数的

１３.８３％ꎻ非洲 ６０ 次ꎬ占总数的 １０％ꎻ地中海地区 ３４
次ꎬ占总数的 ５.６７％ꎻ来自大洋洲 ２２ 次ꎬ３.６７％ꎻ杂
交起源有 ６ 种ꎬ还有 １０ 种外来植物来源不详ꎮ 生

态环境和经济往来是影响外来植物进入、繁殖定居

的关键因素ꎮ 美洲是江西外来植物的原产地大洲ꎬ
可能与北美洲与中国纬度和生物区系相似(Ｇｕｏꎬ
１９９９)ꎬ且南美洲其他沿海地区与江西省气候条件

相似ꎬ其植物适应于在江西生存有关ꎮ 此外ꎬ美洲

与中国频繁的贸易往来加速了当地外来植物进入

中国的机会(杨博等ꎬ２０１０)ꎮ
江西省外来植物的生活型参考许光耀等

(２０１９)的方法进行分类ꎮ 草本植物 ３８８ 种ꎬ占总种

数的 ６４.７７％ꎬ其中:多年生草本最多ꎬ达 １８７ 种ꎻ一
年生草本 １３２ 种ꎻ二年生、一年 /二年生和一年 /多
年生草本较少ꎬ分别只有 １０、３４ 和 ２５ 种ꎮ 乔木 １１２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１８.７％ꎮ 灌木和藤本分别有 ６３ 和

３７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１０.５２％和 ６.１８％ꎮ 草本植物在

江西省外来植物中占比最多ꎬ这类植物生长快、周
期短、成熟早、繁殖便利、适应环境能力强ꎬ在不同

的生境下易于存活(杨博等ꎬ２０１０ꎻ Ｂａｋｅｒꎬ １９７４)ꎮ
以垂序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Ｌ.为例ꎬ该种作为

药用植物被引入ꎬ１９３５ 年在发现成为入侵种之后便

迅速传遍全国ꎬ成为我国危害严重的入侵植物(翟
树强ꎬ２０１０)ꎮ
２.３　 引入途径与引入或首次发现时间分析

外来植物引入途径分为有意引入、无意引入和

自然传入ꎬ其中ꎬ有意引入是由观赏、药用等需求引

入ꎬ以产生实际效益为目的ꎻ无意引入是人类活动

无意识地将部分物种本体或者种子等繁殖体携带

到其他区域的过程ꎻ自然传入是指植物靠自身繁殖

扩散和风力、水流、动物等途径进行的自然扩散ꎮ
江西省的外来植物中ꎬ有意引入植物有 ４９５ 种ꎬ无
意引入有 ８７ 种ꎬ自然传入种为 １８ 种ꎬ分别占总种

数的 ８２.６４％、１４.５２％和 ３.０１％ꎮ 其中ꎬ观赏类植物

引种最多ꎬ包括乔木、灌木、藤本和草本花卉ꎬ达 ３２１
种ꎮ 中国约有 ８０％的外来物种属有意引入(严靖

等ꎬ２０１７ꎻ 杨博等ꎬ２０１０)ꎮ 江西省外来植物引入途

径与全国外来植物引入途径大致相同ꎬ且以观赏目

的引种的草本植物为主ꎬ这类植物多色彩艳丽、生
长周期短、产生美化效果快、品种多、需求量大、繁
殖栽培较为便利(王宁等ꎬ２０１３)ꎬ如鸡冠花 Ｃｅｌｏｓｉａ
ｃｒｉｓｔａｔａ Ｌ.、德国鸢尾 Ｉｒｉｓ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ａ Ｌ.、一串红 Ｓａｌｖｉａ
ｓｐｌｅｎｄｅｎｓ Ｋｅｒ￣Ｇａｗｌｅｒ 等被广泛栽培运用ꎮ 乔木大多

以园林绿化或造林为引种驯化目的ꎬ但部分由科研

需求引入的外来乔木因生长周期较长或对环境适

应能力较弱ꎬ还处于引种初期适应阶段ꎬ目前只生

长于庐山植物园或赣南树木园ꎮ
根据文献资料 (何家庆ꎬ２０１２ꎻ 李宏和陈锋ꎬ

２０１７ꎻ 徐海根和强胜ꎬ２００４)和标本研究ꎬ江西省部

分外来植物在春秋时期便开始传入ꎬ主要来自欧

洲、中亚等地区ꎬ但由于江西地处内陆ꎬ多面临山ꎬ
与外界隔离ꎬ所以在早期外来植物不多见ꎬ主要以

果蔬、饲料牧草、药用等实用性为引种目的ꎬ如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Ｌ.、虞美人 Ｐａｐａｖｅｒ ｒｈｏｅａｓ Ｌ.和甜

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ｍｅｌｏ Ｌ.ꎮ 此后一直陆续有植物传入ꎬ但
种类较少ꎬ增幅较慢ꎮ １９ 世纪由于帝国列强的侵

略ꎬ以及 ２０ 世纪末期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ꎬ江
西与外界交流日渐频繁ꎬ外来植物种类有了迅猛增

长ꎬ短短的 ２００ 年间增加了 ３００ 多种ꎬ占总种数的

一半以上ꎬ其中 ２０—２１ 世纪间增长最快ꎬ增加了

２４８ 种(４１.３３％)ꎮ 有 １９０ 种外来植物虽未能确定

其引入或首次发现的时间ꎬ但根据标本采集时间分

析其大多出现在 １９４９ 年以前(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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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江西省外来植物引入年份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２.４　 外来入侵植物种类与分布分析

江西省现有外来入侵植物达 ５３ 科 １６８ 属 ２６７
种ꎮ 依据马金双和李惠茹(２０１８)的入侵等级标准

进行划分ꎬ被划为 １ 级恶性入侵种的有 ３５ 种ꎬ２ 级

严重入侵种有 ３５ 种ꎬ３ 级局部入侵种有 ４２ 种ꎬ４ 级

一般入侵种的有 ５５ 种ꎬ５ 级有待观察种尚且处于归

化状态ꎬ目前无法确定未来发展趋势的有 １００ 种ꎮ
分析江西各地区外来入侵植物的分布情况ꎬ九

江市和赣州市的外来入侵植物种数最多ꎬ分别有

１６９(６３.３％)和 １２６ 种(４７.２％)ꎻ南昌、吉安、宜春等

地次之ꎬ分别有 １０７(４０.１％)、９１(３４.１％)和 ８７ 种

(３２.５８％)ꎻ新余、景德镇、萍乡和鹰潭在江西版图

上占地面积较小ꎬ入侵植物也较少ꎬ皆在 ５０ 种以

下ꎻ上饶和抚州面积相对较大ꎬ外来入侵植物分别

为 ６５(２４.３４％)和 ６８ 种(２５.４７％)ꎮ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江西省外来植物现状

江西省外来植物种类丰富ꎬ其中菊科、豆科和

禾本科的外来植物种数在江西省外来植物中分列

前三ꎬ且分布较广ꎬ部分植物还有入侵性ꎬ这与它们

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有关ꎮ 菊科的加拿大一

枝黄花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作

为观赏植物被引入栽培ꎬ其单株产种量大ꎬ种子成

熟后随风四处飞散ꎬ且发芽率高ꎻ８０ 年代该种成功

逃逸ꎬ大量繁殖并难以控制 (姚一麟和徐晔春ꎬ
２０１３)ꎬ成为破坏严重的入侵种ꎮ 豆科大多作为蔬

菜、药用和观赏植物被引入ꎬ如扁豆 Ｌａｂｌａｂ ｐｕｒｐｕ￣
ｒｅｕｓ (Ｌ.) Ｓｗｅｅｔ、落花生 Ａｒａｃｈｉｓ ｈｙｐｏｇａｅａ Ｌ.和含羞

草 Ｍｉｍｏｓａ ｐｕｄｉｃａ Ｌ.等ꎬ栽培历史久远ꎬ但逃逸为入

侵种较少ꎮ 禾本科植物大多为草本植物ꎬ生命力顽

强ꎬ种子小且轻ꎬ以风媒传播ꎬ自然繁殖能力强ꎬ发
展为入侵种较多ꎬ如毒麦 Ｌｏｌｉｕｍ ｔｅｍｕｌｅｎｔｕｍ Ｌ.、野
燕麦 Ａｖｅｎａ ｆａｔｕａ Ｌ.和扁穗雀麦 Ｂｒｏｍｕｓ ｃａｔｈａｒｔｉｃｕｓ
Ｖａｈｌ.等ꎮ

到目前为止ꎬ江西省内大部分外来植物并未发

现有入侵性或明显入侵行为ꎮ 乔木仅个别种ꎬ如银

合欢 Ｌｅｕｃａｅｎａ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Ｌａｍ.) ｄｅ Ｗｉｔ 入侵性较

强(２ 级)ꎬ但在江西并未形成大规模入侵ꎮ 入侵性

较强的种主要集中在草本植物ꎬ尤其是菊科、禾本

科和苋科等少数科ꎬ部分植物已造成较大的入侵危

害ꎬ如加拿大一枝黄花和空心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ꎮ 部分被评为恶性入侵

的种ꎬ如薇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Ｈ. Ｂ. Ｋ.和毒麦

在江西零星分布ꎬ虽然暂未造成大规模入侵危害ꎬ
但一旦入侵成功可能难以根除(史梦竹等ꎬ２０２０ꎻ
Ｍａｃ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０)ꎬ会对生态环境以及经济造成严

重的损失ꎮ 各有关部门除了对已有入侵危害的植

物加强治理外ꎬ还要谨慎引种ꎬ并重点加强对菊科、
豆科和禾本科等重点入侵植物的监管力度ꎮ
３.２　 外来入侵植物在各地级市分布情况

从外来入侵植物在江西省各地级市分布物种

数量分析ꎬ入侵种分布数量与其所在地区行政面积

呈正相关ꎮ 鹰潭、新余、萍乡和景德镇占地面积较

小种类较少ꎬ入侵种多为一年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Ｌ.) Ｐｅｒｓ.)、三裂叶豚草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ｔｒｉｆｉｄａ Ｌ.和藿香

蓟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Ｌ.等入侵性较强的物种ꎮ 上

饶、宜春、抚州、吉安占地面积相对较大ꎬ外来入侵

植物种数也相对较多ꎬ达 ６０ ~ １００ 种ꎮ 南昌作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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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的省会城市ꎬ经济发达ꎬ为江西省交通枢纽城

市ꎬ人流物流的大量转运ꎬ外来入侵种分布密度大ꎻ
而赣州与广东省相邻ꎬ广东省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适

宜植物生长的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ꎬ导致外来入

侵种类丰富(王芳等ꎬ２００９)ꎮ 研究发现ꎬ赣州与广

东的入侵植物重合度较高ꎬ如赣州新发现的归化植

物ꎬ蔓马缨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ｍｏ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ｓｉｓ Ｂｒｉｑ.、细叶萼距

花 Ｃｕｐｈｅａ ｈｙｓｓｏｐｉｆｏｌｉａ Ｋｕｎｔｈ(吕泽丽等ꎬ２０１４)、紫斑

大戟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ｙｓｓｏｐｉｆｏｌｉａ Ｌ.和匍匐大戟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Ａｉｔ.(曾宪锋等ꎬ２０１２)在广东省皆有分布ꎬ
推测赣州部分外来植物通过广东人为或自然传播

的途径而进入ꎮ 九江位于长江中游ꎬ拥有长江中游

重要的区域性枢纽港、江西省唯一对外贸易的国家

一类口岸———九江港口(方武ꎬ２０１２)ꎬ货物运输频

繁ꎬ外来植物资源丰富ꎬ入侵现象较为严重ꎮ
３.３　 外来入侵植物防控态势

江西省外来入侵植物较季春峰等(２００９)报道

的 ５５ 种和鞠建文等(２０１１)报道的 ８５ 种ꎬ数量激

增ꎻ在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 ４ 批外来入侵植物名单

中江西拥有 ３４ 种ꎬ但大部分为入侵性较弱或有待

确定入侵性的种ꎮ 毒麦、薇甘菊、赛葵 Ｍａｌｖａｓｔｒｕｍ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ａｎｕｍ (Ｌ.) Ｇｕｒｃｋｅ)、盖裂果 Ｍｉｔｒａｃａｒｐｕｓ
ｈｉｒｔｕｓ (Ｌ.)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 和瘤梗甘薯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ｌａｃｕｎｏｓａ Ｌ.
等在全国评定入侵性较强的种ꎬ在江西分布地点较

少或种群较小ꎬ入侵性较弱ꎮ 江西省对加拿大一枝

黄花这类入侵性极强且对生态以及经济造成严重

破坏的外来植物十分重视ꎬ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通过化学

防治、人工拔除等措施进行了大规模治理(徐黎明ꎬ
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间ꎬ其规模面积在省内明显缩

小ꎬ然而 ２０２０ 和 ２０２１ 年在江西境内又全面暴发ꎬ
防控形势仍然严峻ꎮ 一年蓬、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Ｌ.和垂序商陆等入侵性较强ꎬ全省皆有分布ꎬ但由

于目前没有产生较大的直接经济损失ꎬ未能引起省

内林业部门和普通民众的足够重视ꎬ对其防控治理

还有待进一步加强ꎮ
３.４　 管理对策

３.４.１　 明确外来植物引种防控对象ꎬ建立外来植物

数据库　 防治外来植物入侵的第一步ꎬ也是最重要

的一步ꎬ就是确定哪些植物具有入侵危害并有可能

成为入侵植物ꎮ 虽然江西省已有针对外来植物的

一些调查和防控举措ꎬ但未形成系统的政策性内

容ꎬ现有外来植物管理政策制度具体对象不明ꎬ缺

乏法律依据ꎮ 建议外来物种防控相关主管单位(江
西省林业厅、江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加强信息

分享和获得力度ꎬ及时获取国外引种植物的入侵风

险评估权威数据ꎬ加强与地方科研单位或农林院校

的协作ꎬ基于已有数据建立并共享江西省外来植物

数据库ꎮ
３.４.２　 加强外来植物监管ꎬ增强防除措施　 入侵植

物风险评价具动态和时效性ꎬ部分外来植物或入侵

植物在当前并未表现出较强的入侵性ꎬ但并不能排

除其未来暴发的可能性(王宁等ꎬ２０１３)ꎮ 必须加强

对外来植物ꎬ特别是菊科、豆科、禾本科具有潜在入

侵生物特性外来植物的长期监管ꎬ对潜在危害的入

侵植物在其没有扩散前进行全面防除 (汪远等ꎬ
２０１５)ꎮ 研制有效的外来入侵种防控措施ꎬ制定应

对突发情况的紧急防控方案(蒋奥林等ꎬ２０１８)ꎮ
３.４.３　 制订和更新外来植物防控的具体政策法规

　 现有的政策法规往往只关注包括动物传染病、寄
生虫病病原、植物危害性病虫杂草及其他有害生物

等的防控和治理ꎬ对非检疫性植物的引入、扩散和

使用的监管审批缺乏依据ꎬ管理内容不明ꎮ 应提前

布局ꎬ制订防范外来有害植物传入的政策法规ꎬ构
建外来植物引种、推广、调运、利用、管理等诸多环

节的监管制度ꎬ加大外来物种非法引种惩处力度ꎬ
通过检查、收费和罚款来强制执行ꎮ
３.４.４　 加强公众宣传教育　 公众教育是防治方案

和管理方案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ꎮ 群众对外来

植物认识往往不够ꎬ对植物入侵风险防控意识较为

薄弱ꎬ只有当植物入侵变成生物灾害后才会关注并

引起重视ꎮ 建议以地方性林业局为责任单位ꎬ通过

科普读物发行、公众号推送、口头演讲、电视和电台

广播等形式ꎬ加强公众对外来植物认识和科普宣

传ꎬ提高全民防范外来植物入侵的风险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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