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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掌握江门市砂质海岸外来植物入侵现状ꎬ为江门市砂质海岸外来入侵植物早期预警、防控

和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提供基础数据ꎮ 【方法】采用实地调查、植物群落样方调查和查阅资料相结合的

方法对江门市砂质海岸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组成、原产地、区系及功能性状等进行统计和分析ꎮ 【结果】
江门市砂质海岸外来入侵植物共有 ２２ 种ꎬ隶属 １２ 科 ２２ 属ꎬ种类最多的是菊科(６ 种)、禾本科(３ 种)和豆

科(３ 种)ꎬ分别占总种数的 ２７.２７％、１３.６４％和 １３.６４％ꎻ出现频度最高是鬼针草(９０.９１％)ꎮ 危害等级以恶

性入侵(Ⅰ级)和严重入侵种(Ⅱ级)占比最高ꎬ合计占总种数的 ６８.１８％ꎮ 科和属的区系分布类型均以泛

热带、热带亚洲及热带美洲类型占主导地位ꎬ原产地以美洲地区的频次最多ꎬ占总种数的 ８３.３３％ꎮ 生长型以草本植物为

主ꎬ占总种数的 ６８.１８％ꎻ生活型以地面芽和一年生植物种数最多ꎬ合计占总种数的 ５４.５４％ꎻ果实类型以瘦果居多ꎬ占总种数

的 ３１.８２％ꎮ 【结论】江门市砂质海岸外来植物入侵形势严峻ꎬ对其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的威胁ꎮ 建议加强江门市砂质海岸外

来入侵植物科学防治ꎬ因地制宜开展受损生境改造ꎬ推广乡土植物应用ꎬ建立海岸防护林ꎮ
关键词: 砂质海岸ꎻ 外来入侵植物ꎻ 危害等级ꎻ 植物功能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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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９０. ９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 ｓｉｘ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Ｐｏａｃｅａｅ (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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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ａｎｄｙ ｃｏａｓｔｓꎻ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ꎻ ｔｈｒｅａｔ ｇｒａｄｅꎻ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

　 　 外来入侵植物是指通过有意或者无意的人类

活动而克服地理屏障ꎬ被引入到自然分布区以外ꎬ
并能够在传入生境中自然生长和繁殖ꎬ最终对其传

入地的生态系统和经济造成严重威胁的植物

(Ｐｙšｅ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ꎻ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０)ꎮ 外来

植物入侵被认为是除生境破坏以外导致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第二大因素ꎬ已成为全球关注和研究的热

点问题(Ｅｎｓｅｒｉｎｋꎬ１９９９ꎻ Ｓｉｍｂｅｒｌｏｆｆ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随

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ꎬ外来植

物入侵的程度和危害日益严峻ꎬ如恶性入侵植物微

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Ｋｕｎｔｈ、五爪金龙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ｃａｉｒｉｃａ ( Ｌ.) Ｓｗｅｅｔ、紫茎泽兰 Ａｇｅｒａｔｉｎａ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Ｓｐｒｅｎｇ.) Ｒ.Ｍ.Ｋｉｎｇ ＆ Ｈ.Ｒｏｂ、互花米草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
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Ｌｏｉｓｅｌ.等的入侵和蔓延ꎬ已经对我国的生

态、生物多样性和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影响(彭宗

波等ꎬ２０１３ꎻ 万方浩等ꎬ２００２ꎻ 王大卫等ꎬ２０２０ꎻ 王宇

涛等ꎬ２０１３ꎻ 闫小玲等ꎬ２０１２)ꎮ
砂质海岸是海岸带最为常见的地貌单元ꎬ是陆

地与海洋生态系统的过渡地带(戚洪帅等ꎬ２０２１ꎻ
王厚军等ꎬ２０２１ꎻ 毋亭和侯西勇ꎬ２０１６)ꎮ 受海岸极

端生境及人类频繁活动的影响ꎬ砂质海岸植物种类

相对匮乏ꎬ优势种明显ꎬ群落盖度低ꎬ生态相对敏感

和脆弱(黄磊ꎬ２０１０ꎻ 王宏信等ꎬ２０１９ꎻ 赵艳云等ꎬ
２０１４)ꎬ更容易遭受外来植物入侵(黄建辉等ꎬ２００３ꎻ
赵蒙蒙等ꎬ２０１９)ꎮ 目前ꎬ针对某一地方生态系统的

外来入侵植物研究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ꎬ已有

研究分别对湿地生态系统(谢勇等ꎬ２０２０ꎻ 张晓青

等ꎬ２０１７ꎻ Ｃａｍｐｏ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 、农田生态系统 (李
建宇等ꎬ２０２０ꎻ 岳茂峰等ꎬ２０１１) 、岛屿型生态系统

(欧健ꎬ ２００８ꎻ 朱峻熠等ꎬ ２０２０ꎻ 朱淑霞等ꎬ ２０１９) 、
红树林生态系统 (曹飞等ꎬ２００７ꎻ 肖生鸿等ꎬ２０１９)、
城市绿地(邓亨宁等ꎬ２０２０ꎻ 史梦竹等ꎬ２０２０)等外

来植物入侵现状与危害进行了分析ꎮ 但关于砂质

海岸生态系统外来植物入侵系统性研究鲜有报道ꎮ
本研究通过对江门市辖区内分布的砂质海岸外来

入侵植物的种类组成、原产地、入侵等级、植物功能

性状等进行研究ꎬ探讨砂质海岸外来入侵植物的入

侵机制ꎬ以期为江门市砂质海岸外来入侵植物早期

预警、防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提供基础数据ꎮ

１　 调查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调查区概况

江门市辖区内的砂质海岸主要分布于广海湾、
镇海湾等海湾沿岸(１１２°１８′１８.３０″—１１２°５８′７.８１″
Ｅꎬ２１°４２′２８.５７″—２１°５３′１７.８８″Ｎ)ꎮ 调查区濒临南

海ꎬ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ꎬ气候温暖湿润ꎬ年
平均温度 ２２.３ ℃ꎮ １ 和 ７ 月平均温度分别为 １４.２
和 ２８.４ ℃ꎬ年、日温差较小ꎻ最低、最高温度分别为

２.０ 和 ３８.３ ℃ꎻ月均降水量 １６６.８８ ｍｍꎬ４—９ 月为雨

季ꎬ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８５.０６％ꎮ
１.２　 研究方法

依据遥感影像资料及砂质海岸的分布ꎬ选择江

门市辖区内分布在广海湾、镇海湾等海湾沿岸的砂

质海岸ꎬ设置 ２２ 个调查点ꎬ调查点走向与海岸垂

直ꎮ 采用实地调查、植物群落样方调查对江门市砂

质海岸外来入侵植物进行调查、拍照和采集标本ꎮ
根据植被情况ꎬ每个调查点设 ４ ~ １６ 个样方ꎬ其中ꎬ
乔木样方面积为 １０ ｍ×１０ ｍꎻ灌木样方面积为 ５ ｍ×
５ ｍꎻ草本植物样方面积为 １ ｍ×１ ｍꎻ藤本植物生长

在乔木林中的样方面积为 １０ ｍ×１０ ｍꎬ生长在灌木

丛中的样方面积为 ５ ｍ×５ ｍꎮ 详细记录样方群落

类型、种类组成、优势种等ꎬ乔木记录物种名、高度、
盖度、生活力、株数、胸径和冠幅ꎻ灌木、草本及藤本

植物记录物种名、高度、盖度、生活力、株数ꎮ
外来入侵植物区系参考吴征镒(１９９１ꎬ２００３)的

方法进行分析ꎬ外来入侵植物危害等级和原产地信

息参考中国外来入侵物种信息系统(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ｉｐｌａｎｔ.ｃｎ / ｉａｓ / )、马金双(２０１３)和闫小玲等(２０１４)
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划分和统计ꎮ 外来入侵植物危

害程度分为 ５ 个等级:Ⅰ级ꎬ恶性入侵类ꎻⅡ级ꎬ严
重入侵类ꎻⅢ级ꎬ局部入侵类ꎻⅣ级ꎬ一般入侵类ꎻⅤ
级ꎬ有待观察类ꎮ 原产地按地理学 ７ 大洲进行划分

并以频次计算统计(侯新星等ꎬ ２０１９)ꎬ对原产于美

洲的外来植物统计为北美洲和南美洲各 １ 次ꎬ原产

于热带美洲的统计为南美洲 １ 次ꎮ
选择生长型、生活型和果实类型等指标进行植

物功能性状分析(侯新星等ꎬ２０１９ꎻ 王蕙等ꎬ２０２１ꎻ 张

斯斯和肖宜安ꎬ２０１３)ꎬ其中ꎬ生长型分为乔木、灌木、
藤本、一年生草本和多年生草本(陈有民ꎬ２０１１)ꎻ生
活型分为高位芽植物、地上芽植物、地面芽植物、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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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植物和一年生植物(Ｒａｕｎｋｉａｅｒꎬ１９３４)ꎻ果实类型分

为瘦果、颖果、蒴果、浆果等(贺学礼ꎬ２０１７)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外来入侵植物现状、危害程度及分布频度

江门市砂质海岸有外来入侵植物 ２２ 种ꎬ隶属

１２ 科 ２２ 属(表 １)ꎮ 其中ꎬ菊科种数最多ꎬ有 ６ 种ꎬ
占入侵植物总数的 ２７.２７％ꎻ豆科和禾本科各有 ３

种ꎬ各占总种数的 １３.６４％ꎻ锦葵科有 ２ 种ꎬ占总种数

的９.０９％ꎻ夹竹桃科、马鞭草科、茜草科、苋科、紫茉莉

科、西番莲科等 ８ 科各含 １ 种ꎮ 按危害等级分析ꎬ２２
种外来入侵植物中ꎬ恶性入侵(Ⅰ级)和严重入侵种(Ⅱ
级)共有 １５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６８.１８％ꎬ局部(Ⅲ级)和一

般入侵(Ⅳ级)共有 ５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２２.７３％ꎬ暂未造

成危害(Ⅴ级)有 ２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９.０９％ꎮ

表 １　 江门市砂质海岸外来入侵植物种类、原产地、危害等级及频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ｏｒｉｇｉｎꎬ ｔｈｒｅａｔ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ｏｎ ｓａｎｄｙ ｃｏａｓ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ｍｅｎ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危害等级
Ｔｈｒｅａｔ Ｇｒａｄｅ

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青葙 Ｃｅｌｏｓ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印度 Ｉｎｄｉａ Ⅱ ４.５５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长春花 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ｏｓｅｕｓ 马达加斯加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Ⅲ ９.０９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Ⅰ ９０.９１

飞机草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墨西哥 Ｍｅｘｉｃｏ Ⅰ ９.０９
鳢肠 Ｅｃｌｉｐｔ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Ⅳ １３.６４
微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中、南美洲 Ｃ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Ⅰ ４.５５
假臭草 Ｐｒａｘｅｌｉｓ ｃｌｅｍａｔｉｄｅａ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Ⅰ １８.１８
南美蟛蜞菊 Ｓｐｈａｇｎｅｔｉｃｏｌａ ｔｒｉｌｏｂａｔａ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Ⅱ ９.０９

仙人掌科 Ｃａｃｔａｃｅａｅ 仙人掌 Ｏｐｕｎｔｉａ ｄｉｌｌｅｎｉｉ 加勒比海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Ｓｅａ Ⅱ ９.０９
木麻黄科 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ｃｅａｅ 木麻黄 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ｆｏｌｉａ 大洋洲 Ｏｃｅａｎｉａ Ⅴ ２７.２７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光萼猪屎豆 Ｃｒｏｔａｌａｒｉ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Ⅲ ９.０９

含羞草 Ｍｉｍｏｓａ ｐｕｄｉｃａ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Ⅱ ４.５５
望江南 Ｓｅｎｎａ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Ⅲ ４.５５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黄花稔 Ｓｉｄａ ｓｚｅｃｈｕｅｎｓｉｓ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Ⅳ ９.０９
蛇婆子 Ｗａｌｔｈｅｒ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Ⅱ ２２.７３

紫茉莉科 Ｎｙｃ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紫茉莉 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 ｊａｌａｐａ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Ⅱ ４.５５
西番莲科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ｃｅａｅ 龙珠果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Ⅱ ２７.２７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蒺藜草 Ｃｅｎｃｈｒｕｓ ｅｃｈｉｎａｔｕｓ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Ⅰ １８.１８

红毛草 Ｍｅｌｉｎｉｓ ｒｅｐｅｎｓ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Ⅱ ５９.０９
铺地黍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欧洲南部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Ⅱ ２７.２７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盖裂果 Ｍｉｔｒａｃａｒｐｕｓ ｈｉｒｔｕｓ 美洲安第斯山区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ｅｓ Ⅴ １３.６４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马缨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Ⅰ ２７.２７

　 　 外来入侵植物分布频度分析结果(表 １)显示ꎬ
出现频度较高的为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Ｌ. (频度

９０.９１％)和红毛草 Ｍｅｌｉｎｉｓ ｒｅｐｅｎｓ (Ｗｉｌｌｄｅｎｏｗ) Ｚｉｚｋａ
(频度 ５９.０９％)ꎻ出现频度超过 １０％的外来入侵植

物有 １１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５０％ꎬ仅在一个调查点出现

的外来入侵植物有 ５ 种ꎮ
调查点统计结果 (扫描

右侧二维码ꎬ查看详情)
显示ꎬ２２ 个调查点都有

外来入侵植物分布ꎮ 其

中ꎬ１３ 个调查点外来入

侵植物种数超过 ４ 种ꎬ１６
个调查点分布有外来入

侵植物形成的优势群落ꎮ

２.２　 外来入侵植物原产地及区系分析

江门市砂质海岸有外来入侵植物 ２２ 种ꎬ共计

２４ 频次(表 １)ꎮ 原产南美洲的频次最多(１５ 次)ꎬ
占总频次的 ６２. ５０％ꎻ 其次分别为北美洲 ５ 次

(２０.８３％)、非洲 ３ 次(１２.５０％)ꎻ亚洲、欧洲、大洋洲

均 １ 次(４.１７％)ꎮ 可见ꎬ江门市砂质海岸的外来入

侵植物主要来源于美洲ꎮ
根据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统计ꎬ江门市砂

质海岸外来入侵植物科和属的分布区类型均以泛

热带、热带亚洲及热带美洲类型占主导地位ꎬ具有

强烈的热带区系性质ꎮ １２ 科外来入侵植物可分为

４ 种分布区类型ꎬ其中ꎬ泛热带分布和热带亚洲及热

带美洲分布均有 ４ 科ꎬ占绝对优势ꎻ热带亚洲至热

带大洋洲分布仅 １ 科ꎬ占 １２.７５％ꎮ ２２ 属可分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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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分布区类型ꎬ其中ꎬ以泛热带分布最多(１２ 属)ꎬ
其次为热带亚洲及热带美洲(４ 属)ꎬ旧世界热带分

布和旧世界温带分布仅包含 ２ 属和 １ 属ꎮ
２.３　 外来入侵植物功能性状分析

从生长型组成分析ꎬ江门市砂质海岸外来入侵

植物以草本植物(包含一年生草本和多年生草本)为
主ꎬ有 １５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６８.１８％ꎻ灌木、藤本和乔木

分别有 ４、２ 和 １ 种ꎬ分别占总种数的 １８.１８％、９.０９％
和 ４.５５％ꎮ 在生活型上ꎬ以地面芽和一年生植物种数

最多(均有 ６ 种)ꎬ合计占总种数的５４.５４％ꎬ其次为地

上芽植物(４ 种)ꎬ占总种数的１８.１８％ꎬ高位芽和地下

芽植物最少ꎮ 果实类型则以瘦果、荚果、颖果和浆果

居多ꎬ分别是 ７、３、３ 和 ３ 种ꎬ合计占总种数的７２.７３％ꎬ
其他果实类型占比均较小(表 ２)ꎮ

表 ２　 江门市砂质海岸外来入侵植物功能性状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ｌａ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ｒ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ｏｎ ｓａｎｄｙ ｃｏａｓ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ｍｅｎ

植物功能性状
Ｐｌａ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ｒｓｔｉｃｓ

类型 Ｓｔｙｌｅ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生长型 乔木 Ｔｒｅｅ １ ４.５５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ｍ 灌木 Ｈｅｒｂ ４ １８.１８

藤本 Ｃｌｉｍｂｅｒ ２ ９.０９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９ ４０.９１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６ ２７.２７

生活型 高位芽植物 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３ １３.６４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地上芽植物 Ｃｈａｍａｅｐｈｙｔｅｓ ４ １８.１８

地面芽植物 Ｈｅｍｉ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ｙｔｅ ６ ２７.２７
地下芽植物 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ｙｔｅ ３ １３.６４
一年生植物 Ｔｈ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６ ２７.２７

果实类型 瘦果 Ａｃｈｅｎｅ ７ ３１.８２
Ｆｒｕｉｔ ｔｙｐｅ 荚果 Ｌｅｇｕｍｅ ３ １３.６４

颖果 Ｃａｒｙｏｐｓｉｓ ３ １３.６４
浆果 Ｂｅｒｒｙ ３ １３.６４
蒴果 Ｃａｐｓｕｌｅ ２ ９.０９
蓇葖果 Ｆｏｌｌｉｃｌｅ １ ４.５５
分果 Ｓｃｈｉｚｏｃａｒｐ １ ４.５５
坚果 Ｎｕｔ １ ４.５５
胞果 Ｕｔｒｉｄｅ １ ４.５５

３　 讨论
调查发现ꎬ江门市砂质海岸外来入侵植物种类

较多ꎬ占广东省外来入侵植物总数的 ２３.６６％(王芳

等ꎬ２００９)ꎬ这可能与江门市砂质海岸独特的地理位

置和采捕养殖等人为活动有关ꎮ 江门市地处广东

省中南部、西江下游、毗邻港澳ꎬ是粤港澳大湾区重

要的节点城市ꎮ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

高ꎬ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李保石等ꎬ２０２０)ꎬ快
速的经济发展和频繁的对外贸易导致生态环境退

化ꎬ加快外来植物的入侵和传播的可能性ꎮ 在调查

的过程中发现ꎬ江门市砂质海岸周边普遍存在采捕

养殖活动ꎮ 在有采捕养殖活动的调查点ꎬ外来入侵

植物种类相对偏多、入侵程度相对偏高ꎮ 采捕养殖

活动一方面会破坏砂质海岸的地貌形态ꎬ导致原有

的沙生植被退化ꎬ造成砂质海岸生态位空缺ꎬ为外

来植物入侵提供环境条件ꎻ另一方面人类活动还为

外来植物的入侵提供传播媒介ꎮ
菊科、禾本科和豆科构成江门砂质海岸外来入

侵植物的主体ꎬ恶性入侵和严重入侵种类也主要集

中在菊科和禾本科ꎮ 菊科和禾本科之所以能够造成

大范围的恶性和严重入侵与其生长和繁殖特征密不

可分ꎮ 菊科植物不仅具有较强的表型可塑性和适应

性ꎬ还具有结实量大、种子萌发率高、果实传播力强

等特点(郝建华等ꎬ２００９ꎻ 王桔红和陈文ꎬ２０１４)ꎬ部分

类群还能通过化感作用抑制周围植物的萌发和生长

(史生晶等ꎬ２０１９)ꎬ迅速扩张栖息地ꎬ与本土植物争

夺生存资源ꎬ形成单优或共优群落ꎬ致使其原有的植

物群落衰退或消失ꎮ 禾本科植物生长快、适应性强ꎬ
具有高度进化的花序ꎬ加大远距离传播种子的机会

(张斯斯和肖宜安ꎬ２０１３ꎻ Ｒｉｃｋｌｅｆ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江门

砂质海岸外来入侵的豆科植物也比较多ꎬ这主要与

豆科植物生活型比较复杂ꎬ有草本、灌木ꎬ且具有固

氮作用ꎬ在土壤贫瘠、生长条件恶劣的砂质海岸具有

更好的适应性有关(王蕙等ꎬ２０２１)ꎮ
江门市砂质海岸外来入侵植物生长型以一年生

和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占比最高ꎬ这可能与草本植物

具有生活史短、幼苗生长速度快、繁殖能力强、繁殖

方式多样、种子数量多、容易扩散等特点有关(张斯

斯和肖宜安ꎬ２０１３ꎻ Ｒｉｃｋｌｅｆ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ꎬ使其在竞争

中具有明显优势ꎮ 生活型以地面芽和一年生植物为

主ꎬ这与其生境特点相适应ꎮ 砂质海岸水分养分匮

乏ꎬ一年生植物生长发育周期短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

完成生活史ꎬ产生大量后代ꎬ以适应不良生活环境ꎮ
地面芽植物地下器官发达ꎬ储存水分和养分的能力

强(黄柳菁等ꎬ２０１７ꎻ 李振宇和解焱ꎬ２００２ꎻ 王蕙等ꎬ
２０２１ꎻ 叶志勇ꎬ２０１７ꎻ 张增可等ꎬ２０１９)ꎮ 果实类型以

瘦果、荚果、颖果的等为主ꎬ此类果实可以通过风力

传播ꎬ也可以附着在动物或人身上而广泛传播ꎮ
江门砂质海岸外来入侵植物科、属区系均表现

出强烈的热带性质ꎬ均以泛热带分布、热带亚洲和热

带美洲间断分布占优势ꎬ原产地以美洲地区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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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最大ꎬ危害程度最高ꎬ这与贺学礼(２０１７)、闫晓

玲等(２０１４)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美洲起源的外来植物

在江门市砂质海岸具有更好的生态适应性ꎬ其原因

主要在于江门市与南美洲地区有相似的纬度和环境

条件ꎬ有利于外来入侵植物的生长繁殖、传播和扩

散ꎮ 因而来自美洲地区的外来物种在江门市生存和

扩散的机率更高ꎬ入侵风险较大ꎬ应引起高度重视ꎮ
江门市砂质海岸外来入侵植物恶性和严重入

侵植物占比较高ꎬ鬼针草、红毛草和铺地黍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Ｌ.等外来入侵植物分布频度较高ꎬ并已在江

门市砂质海岸形成优势种群ꎬ其中鬼针草在所有的

调查点都有分布ꎬ并在近一半的调查点形成单优或

共优群落ꎬ对江门市海岸带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的威

胁ꎮ 鬼针草、红毛草、马缨丹、铺地黍等外来入侵优

势种常与乡土植物形成竞争ꎬ导致部分调查点由原

来的厚藤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ｐｅｓ￣ｃａｐｒａｅ (Ｌ.) Ｒ. Ｂｒ.、单叶蔓荆

Ｖｉｔｅｘ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ｆ.、老鼠艻 Ｓｐｉｎｉｆｅｘ ｌｉｔｔｏｒｅｕｓ
(Ｂｕｒｍ.ｆ.) Ｍｅｒｒ.为优势种的群落逐渐演变为鬼针草、
红毛草等为优势种的群落ꎬ从而破坏砂质海岸的生

态平衡ꎮ 在其他地区恶性入侵的假臭草、微甘菊、飞
机草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Ｌ.) Ｒ.Ｍ.Ｋｉｎｇ ＆ Ｈ.Ｒｏｂ.等
暂未在江门市砂质海岸形成优势群落ꎬ但需积极防

治ꎬ以防后期形成优势种群ꎬ威胁砂质海岸生态安

全ꎮ 此外ꎬ望江南 Ｓｅｎｎａ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 Ｌｉｎｋ、光萼

猪屎 豆 Ｃｒｏｔａｌａｒｉ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Ｂｏｊｅｒ、 黄 花 稔 Ｓｉｄａ
ｓｚｅｃｈｕｅｎｓｉｓ Ｍａｔｓｕｄａ 等主要散布在砂质海岸后缘ꎬ在
与本土植物竞争中暂无明显优势ꎮ 调查还发现ꎬ外
来入侵植物分布范围随着人类活动频繁程度不同

而不同ꎬ在存在养虾池塘等人类活动的调查点ꎬ外
来入侵植物种类偏多、入侵程度偏高ꎮ

因此ꎬ加强江门市砂质海岸外来入侵植物防治

中可以从以下 ５ 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开展外来入

侵植物的实地调查工作ꎬ摸清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群

数量、分布面积、危害程度等ꎬ同时开展对恶性入侵

植物马缨丹、铺地黍、鬼针草、红毛草生物学特征、扩
散机理的研究工作ꎬ为砂质海岸外来入侵植物的防

控工作提供基础依据ꎻ二是重点对外来入侵植物鬼

针草、红毛草、铺地黍等结合其生物学特征和入侵机

理进行定期的人工和机械清理工作ꎻ三是警惕南美

蟛蜞菊、微甘菊、蒺藜草 Ｃｅｎｃｈｒｕｓ ｅｃｈｉｎａｔｕｓ Ｌ.等未在

江门市砂质海岸造成实质危害的恶性入侵种在砂质

海岸的蔓延ꎻ四是开展如厚藤、单叶蔓荆、苦郞树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ｉｎｅｒｍｅ ( Ｌ.) Ｇａｅｒｔｎ.、草海桐 Ｓｃａｅｖｏｌａ
ｔａｃｃａｄａ (Ｇａｅｒｔｎ.) Ｒｏｘｂ.、露兜树 Ｐａｎｄａｎｕｓ ｔｅｃｔｏｒｉｕｓ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 ｅｘ Ｄｕ Ｒｏｉ 等抗性好、耐受力强的乡土植物

的引种驯化繁育工作ꎬ为砂质海岸生态修复提供植

物资源ꎻ五是因地制宜开展受损生境改造ꎬ推广乡土

植物应用ꎬ减少外来植物引种比例ꎬ打造具有地方特

色植物景观并建立多种类多层次的海岸防护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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