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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近几年ꎬ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种类日趋增长ꎬ对当地物种和环境的危害逐渐加大ꎬ相关研究

相对薄弱ꎮ 为了解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组成ꎬ本研究分析其生活型、原产地、引进途径ꎬ以期为今后

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的管理与防治工作提供基础资料ꎮ 【方法】通过野外实地考察ꎬ查阅相关文献与数

据库ꎬ对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进行分类统计分析ꎮ 【结果】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共有 ９４ 种ꎬ隶属于 ２４ 科

６５ 属ꎬ其中ꎬ种数超过 １０ 种的有 ３ 科ꎬ分别为菊科(２２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２３.４％)、苋科(１１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１１.７％)和禾本科(１１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１１.７％)ꎻ生活型分析发现ꎬ一年生草本最多(６８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７２.３％ꎬ二年生草本(２５ 种)与多年生草本(１８ 种)分别占总种数的 ２６.６％和 １９.１％ꎬ乔木、灌木较少ꎻ原产地来源最多的是北

美洲(４４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４６.８％ꎬ最少的是非洲(８ 种)ꎬ仅占总种数的 ８.５％ꎻ引进途径中ꎬ有意引进和无意引进分别占总种

数的 ４８.９％和 ５１.１％ꎮ 【结论】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种类较多、涵盖科广泛ꎬ以菊科、苋科和禾本科为主ꎻ来源广、无意引进

趋势增强ꎮ 为了防止外来入侵植物对内蒙古生态、经济、人畜健康等方面的危害ꎬ应及时开展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评估、有效

防除等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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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入侵植物是指在某一区域中过去或者现

在从未存在过的ꎬ通过有意或无意的方式进入到该

区域ꎬ并在当地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中形成了自

我再生能力ꎬ给当地经济、生态、社会安全造成不同

程度威胁的植物(李振宇和解焱ꎬ２００２ꎻ 万方浩等ꎬ
２０１５)ꎮ 外来入侵植物往往会因其强大的适应能力

及进入到新环境后缺少天敌、竞争者等打破生态系

统平衡ꎬ导致当地植物多样性下降ꎬ严重时可造成

其他植物的灭绝 ( 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ａ ＆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ꎬ ２０２０ꎻ
Ｍａｒ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ꎬ２０１３)ꎮ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交

通方式的便利ꎬ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贸易和旅

游等活动愈加频繁ꎬ这些都促使越来越多的外来植

物从其他国家进入中国ꎬ加速了其在中国境内的扩

散和蔓延ꎬ外来入侵植物已经成为当今亟需解决的

问题ꎮ
随着我国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的不断增加ꎬ许多

地区已经开展了局部外来入侵植物的调查研究ꎬ如
芮振宇等(２０２０)对安徽省外来植物入侵状况进行

了分析ꎬ石青等(２０１７)对京津冀外来入侵植物的种

类进行了调查与分析ꎮ 相比其他地区ꎬ内蒙古虽然

受到外来入侵植物影响相对较小ꎬ但其所造成的危

害不容小觑ꎬ如光梗蒺藜草 Ｃｅｎｃｈｒｕｓ ｉｎｃｅｒｔｕｓ Ｍ. Ａ.
Ｃｕｒｔｉｓ 入侵内蒙古后ꎬ不仅会抑制其他植物的生长ꎬ
而且还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及人畜健康产生了一定

的危害(徐军等ꎬ２０１１)ꎮ 近年来先后有学者对内蒙

古外来入侵植物进行了统计分析ꎬ结果表明ꎬ随着

时间的推移ꎬ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及数量都

有明显上升ꎬ且对内蒙古生态、经济、人畜健康等方

面的危害也在逐渐增强(庞立东等ꎬ２０１５ꎻ 苏亚拉

图等ꎬ２００７ꎻ 张噗进等ꎬ２０１９)ꎮ 因此ꎬ为进一步了

解外来入侵植物在内蒙古的入侵状况ꎬ本研究通过

野外调查与资料阅读ꎬ掌握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种

类ꎬ并对其种类组成、生活型、原产地等进行分析ꎬ
以期对今后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的预防、治理等方

面工作提供基础资料ꎮ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内蒙古地处中国北部(３７°２４′—５３°２３′ Ｎꎬ９７°
１２′—１２６°０４′ Ｅ)ꎬ所辖 ９ 个市 ３ 个盟ꎬ总面积为

１１８.３ 万 ｋｍ２ꎬ占全国面积的 １２.３％ꎮ 内蒙古横跨东

北、华北、西北地区ꎬ与黑龙江、吉林、山西等 ８ 个省

份相毗连ꎬ北部与俄罗斯、蒙古 ２ 国相邻ꎮ 由于纬

度高、地处内陆等原因ꎬ内蒙古主要以温带大陆性

季风气候为主ꎬ降水量自东向西逐渐减少ꎬ且年温

差与日温差变化都比较大ꎮ 地貌主要以高原为主ꎬ
还伴有山地、丘陵、平原、沙漠、湖泊等多种类型ꎮ
同时ꎬ内蒙古的森林面积与草地面积都十分广阔ꎬ
这也为该地区众多植物的生存与繁殖创造了更多

有利条件ꎮ
１.２　 研究方法

在野外调查基础上ꎬ结合«中国外来入侵生物»
(徐海根和强胜ꎬ２０１８)、«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名录»
(马金双和李惠茹ꎬ２０１８)、«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彩色

图鉴»(严靖等ꎬ２０１６)、«内蒙古植物志»(赵一之等ꎬ
２０２０)及相关文献(曹婧等ꎬ２０２０ꎻ 黄冠胜ꎬ２０１４ꎻ 刘

海瑛ꎬ２０１８ꎻ 刘铁志ꎬ２０１２ꎻ 庞立东等ꎬ２０１５ꎻ 苏亚拉

图等ꎬ２００７ꎻ 田文坦等ꎬ２０１５ꎻ 张噗进等ꎬ２０１９)ꎬ对内

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进行了确定ꎮ 同时ꎬ借助

中国植物志在线电子版(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ｌａｎｔ.ｃｎ / )、中
国数字植物标本馆(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ｖｈ.ａｃ.ｃｎ / )及其他

相关文献资料(杜云安等ꎬ２０２０ꎻ 何丹丹和杨普秋ꎬ
２０２０ꎻ 李成宏等ꎬ２０１９ꎻ 龙连娣等ꎬ２０１５ꎻ 芮振宇等ꎬ
２０２０ꎻ 石洪山等ꎬ２０１６ꎻ 史梦竹等ꎬ２０２０ꎻ 王惠惠等ꎬ
２０１４ꎻ 谢勇等ꎬ２０２０ꎻ 徐海根等ꎬ２００４)ꎬ对内蒙古外来

入侵植物的生活型、原产地、引进途径进行搜集与统

计ꎬ编制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名录ꎮ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组成分析

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共 ９４ 种ꎬ隶属于 ２４ 科 ６５
属 (表 １)ꎮ 其中ꎬ菊科的种类最多ꎬ其次是苋科、禾
本科、豆科、大戟科、十字花科、茄科ꎮ 这 ７ 大科组

成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的优势科ꎬ共 ６８ 种ꎬ占总种

数的 ７２.３％ꎬ各科种数占总种数的比例分别为菊科

２３.４％、苋科 １１.７％、禾本科 １１.７％、豆科 ９.６％、大戟

科 ５.３％、十字花科５.３％、茄科 ５.３％ꎬ而剩余的 １７
科所包含的种数仅占总种数的 ２７.７％ꎮ
２.２　 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生活型分析

部分外来入侵植物同时具备 ２ 种生活型ꎬ统计

时按 ２ 种生活型各统计一次ꎮ 内蒙古外来入侵木

本植物中乔木 ２ 种、灌木 ３ 种、木质藤本 １ 种ꎬ分别

占总种数的 ２.１％、３.２％、１.１％ꎻ草本植物中ꎬ一年生

草本 ６８ 种、二年生草本 ２５ 种、多年生草本 １８ 种ꎬ
分别占总种数的７２.３％、２６.６％、１９.１％ꎮ 可见ꎬ内蒙

古外来入侵植物主要为草本植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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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原产地分析

外来入侵植物原产地根据地理学中 ７ 大洲分

类方式进行统计(曹婧等ꎬ２０２０)ꎬ若入侵植物同时

来源于 ２ 个大洲ꎬ则这 ２ 个大洲各统计一次ꎮ 经调

查统计ꎬ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原产地为亚洲、欧洲、
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ꎬ大洋洲和南极洲未涉及ꎬ原
产于北美洲 ４４ 种、南美洲 ２０ 种、欧洲 ３２ 种、亚洲

２１ 种、非洲 ８ 种ꎬ分别占种数的 ４６. ８％、２１. ３％、
３４.０％、２２.３％和 ８.５％ꎮ 可见ꎬ北美洲是内蒙古外来

入侵植物的主要原产地ꎮ
２.４　 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的引进途径分析

外来入侵植物的引进途径按有意和无意 ２ 种

方式进行统计ꎬ有意引进主要包括作为药用植物、
观赏植物、食用类植物等方式引进的外来入侵植

物ꎻ而无意引进主要包括人为无意引进ꎬ动物携带

引进ꎬ随风、河流自然扩散进入等方式(徐海根等ꎬ
２００４)ꎮ 统计可得ꎬ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中有意引

进植物为 ４６ 种ꎬ占 ４８.９％ꎬ无意引进植物为 ４８ 种ꎬ
占 ５１.１％ꎬ２ 种引进途径基本上各约占一半ꎮ

３　 讨论
本研究主要对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进行了分

类统计与分析ꎮ 与已有的研究统计相比较ꎬ本次统

计中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明显增多ꎬ其中ꎬ
以菊科植物尤为显著ꎬ２００７ 年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

中菊科植物的种数为 ５ 种 (苏亚拉图等ꎬ２００７)ꎬ
２０１５ 年为 ９ 种(庞立东等ꎬ２０１５)ꎬ２０１９ 年为 １２ 种

(张噗进等ꎬ２０１９)ꎬ而本次统计结果显示ꎬ菊科植物

已达 ２２ 种ꎬ这与其生物学特性密切相关ꎮ 菊科植

物一般都能产生大量轻而小的种子ꎬ且带有冠毛和

刺等特殊结构ꎬ更容易随风、动物等媒介快速传播

(曹婧等ꎬ２０２０)ꎬ如粗毛牛膝菊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ｑｕａｄｒｉｒａ￣
ｄｉａｔａ Ｒｕｉｚ ｅｔ Ｐａｖ.的种子千粒重仅为 ０.２２８６~０.２３０３
ｇꎬ且具有伞形冠毛(杨霞和贺俊英ꎬ２０２０)ꎬ这些都

为其成功入侵新环境增加了可能性ꎮ
植物的生活型可以分为草本植物与木本植物 ２

种类型ꎬ草本植物往往具有繁殖周期短、产籽量多、
易传播、成活率高等特点ꎬ在作为外来植物进入到

一个新环境时ꎬ草本植物往往有更大的概率在新环

境中建立种群并对当地本土植物造成危害ꎬ从而成

为当地一种新的外来入侵植物ꎮ 在本次统计中ꎬ内
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生活型中草本植物在总体上占

绝大多数ꎬ而木本植物仅占一小部分ꎬ符合草本植

物比木本植物更易入侵这一特点ꎮ
研究表明ꎬ在中国外来入侵植物中ꎬ原产地为

美洲的植物占比最多(徐海根和强胜ꎬ２０１８ꎻ 闫晓

玲等ꎬ２０１２)ꎮ 本次统计结果中ꎬ原产于美洲(北美

洲、南美洲)的外来入侵植物超过总种数的一半ꎬ这
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一致ꎬ这也说明ꎬ美洲已经成为

内蒙古乃至全国外来入侵植物的首要原产地ꎮ 此

外ꎬ相比于非洲ꎬ原产地为欧洲和亚洲的外来入侵

植物也分别占总种数的３４.０％和２２.３％ꎬ今后在外

来入侵植物的检疫工作中ꎬ应对北美洲、南美洲、欧
洲、亚洲这 ４ 个大洲进行重点防范ꎮ

随着交通方式的多样化及各地贸易往来的频

繁化ꎬ外来入侵植物无意引进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

大ꎬ这使得无意引进在外来入侵植物的防范中越来

越受到重视ꎮ 本次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统计中无

意引进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了有意引进ꎬ而在如今的

发展趋势下ꎬ无意引进的比例可能还会呈现继续上

升的趋势ꎬ因此ꎬ对其的重点防范仍不容松懈ꎮ 另

外ꎬ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及污染会使生态环境的防

御能力降低ꎬ这也使得外来入侵植物无意引进的成

功率显著提高ꎬ所以加强对环境的保护也对防止外

来入侵植物的无意引进起着重要作用ꎮ
本研究主要针对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

组成、生活型、原产地、引进途径 ４ 方面进行统计分

析ꎬ发现种类不断增加、危害趋势上升ꎬ面临的形势

较严峻ꎬ鉴于此ꎬ今后将展开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

分布规律、风险评估、预防对策等方面的深入研究ꎬ
以期为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的管理及防控工作提

供更加全面的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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