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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构成、区系组成和区域分布ꎬ推进长江经济

带湖南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ꎮ 【方法】采用实地踏查法开展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入侵植物调查ꎬ

以文献访查法对调查区域的入侵植物物种进行补充分析ꎮ 【结果】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有外来入侵植物

４１ 科 １０２ 属 １４６ 种ꎬ其中ꎬ菊科植物最多(３５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２３.９７％ꎻ外来入侵植物原产于美

洲的最多(９９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６７.８１％ꎻ从生活型组成看ꎬ草本植物是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

入侵植物的主要组成部分ꎬ占比 ８２.８８％ꎻ从科的分布区系特征看ꎬ世界广布类型是入侵植物的主要区系类型(１９ 科)ꎬ占总

科数的 ４６.３４％ꎻ从属的分布区系特征看ꎬ泛热带分布类型最多(３２ 属)ꎬ占总属数的 ３１.３８％ꎮ 【结论】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

外来植物入侵呈现种类多、增速快、危害程度加重等特点ꎬ应加强对菊科入侵植物和来源于美洲入侵植物的监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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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流域的绿色发展对中国的绿色发展和经

济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杨丰潞和杨高升ꎬ２０２０)ꎬ而
实现长江流域干流 １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

色发展是关键ꎮ 湖南省地处长江流域中游ꎬ是长江

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形成了以长沙市、岳阳市、
常德市、益阳市为主体的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ꎬ并
以承担着长江流经湖南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

涵养等重要生态功能的洞庭湖区域为中心ꎬ对保护

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ꎬ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

作用和意义(邝奕轩ꎬ２０１９)ꎮ 然而ꎬ湖南省绿色发

展水平指数在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中常年处于较

低水平ꎬ经济绿色转型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ꎬ在处

理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双重矛盾上没有实

质性突破(李华旭等ꎬ２０１７)ꎮ
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外来植

物入侵已成为阻碍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绿色发展

的绊脚石ꎮ 大部分外来植物入侵成功后ꎬ由于缺少

天敌ꎬ很容易发生种群数量暴发ꎬ并与被入侵地的

物种竞争资源ꎬ占据物种的生态位ꎬ形成单优种群ꎬ
致使当地物种的种类和数量减少 (类延宝等ꎬ
２０１０)ꎮ 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外来植物入侵物种

数量快速增加ꎬ入侵危害区域面积不断扩大(蒙彦

良和陈凤新ꎬ２０２０)ꎬ影响了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环境安全ꎬ带来了生态安全

隐患ꎮ
为此ꎬ部分研究者开展了长江经济带湖南区

域主要地区和重要湿地等的入侵植物调查ꎮ 如:
侯志勇等(２０１１)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间对洞庭湖湿

地大面积实地踏察发现ꎬ洞庭湖湿地存在外来入

侵植物 １９ 科 ４３ 种ꎮ 杜云安等(２０１７ꎬ２０２０ｃ)通过

对沅江流域和洞庭湖区域的水库、河流、稻田、沼
泽等进行长期的生物多样性和外来入侵植物调查

发现ꎬ２０１４ 年沅水流域共有 ２１ 科 ６５ 种外来入侵

植物ꎬ２０１８ 年洞庭湖区域共有 ２４ 科 ８６ 种外来入

侵植物ꎬ且部分区域入侵植物改变了水生环境的

性质ꎬ破坏了原有的湿地环境ꎮ 此外ꎬ沈守云等

(２００７)、彭友林等(２００９)、彭赛媛等(２０１７)分别

对长沙、常德、益阳等地区的外来入侵植物进行了

调查ꎬ结果发现ꎬ外来入侵植物均对当地生物多样

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ꎬ例如在城市园林绿化中过

度依赖外来种ꎬ导致本土植株利用率低ꎬ变相地降

低了植物多样性ꎮ 上述调查研究中有的调查时间

距离现在较久ꎬ调查结果不能真实反映调查区域

外来入侵植物现状ꎻ有的调查区域偏小ꎬ无法完整

反映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入侵植物现状ꎮ 由

于缺乏针对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入侵植物的

调查研究ꎬ目前尚未有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

入侵植物物种的本底数据ꎬ而入侵物种种类、分布

及其生物属性等调查研究是制定长江经济带湖南

区域入侵物种防治和管理的基础 (王国欢等ꎬ
２０１７)ꎮ

因此ꎬ本研究通过对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长沙

市内 ９ 个区县(市)、岳阳市内 ９ 个区县(市)、常德

市内 ９ 个区县(市)、益阳市内 ６ 个区县(市)共计

３３ 个区县(市)中入侵植物的形态特征、繁殖特性、
原产地、生境、危害特征等进行全面调查ꎬ同时对环

洞庭湖区域中东洞庭湖区接壤的 ６ 个区县(市)、南
洞庭湖区接壤的 ５ 个区县(市)、西洞庭湖区接壤的

８ 个区县(市)进行重点调查ꎬ详细分析了入侵植物

种类构成、入侵植物科、属的区系组成和种的分布

格局ꎬ以期掌握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入侵植物现

状ꎬ为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入侵植物防控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区域概况

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地处中国中部ꎬ长江通道

和京广线在此交汇ꎬ是湖南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

部地区的过渡带ꎬ也是与沿海开发经济带的接合

部ꎮ 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纵深推进ꎬ区域经济

布局和重心向内陆倾斜ꎬ全球和沿海产业由东向西

梯度转移ꎬ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由此成为中国沿海

开放转内陆开放的前沿(许娟ꎬ２０２０)ꎮ 在行政规划

方面ꎬ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主要包括湖南省北部的

长沙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 ４ 个城市ꎮ
在地理条件方面ꎬ气候上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

地处亚热带与温带的接合部ꎬ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

候ꎬ气候湿润、热量充足、雨量集中、严寒期短、暑热

期长ꎬ气候条件比较优越ꎻ水文上包括由洞庭湖ꎬ入
湖的湘江、资水、沅江、澧水 ４ 条大型河流以及汨罗

江等中小河流组成的洞庭湖水系及其组成的湿地

生态ꎬ按湖泊位置可分为东、南、西 ３ 个湖区ꎬ蕴含

着丰富的生物资源ꎮ 湖南省内水系面积占长江流

域总面积的 １１.３９％ꎮ 适宜的气候特点ꎬ多样的生

态条件以及发达的道路交通、航运航空为长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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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湖南区域外来植物的入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实地调查法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以县级行政区为调查单元ꎬ对共计包含 ３３ 个县区

(市)的长沙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辖区及东、
南、西洞庭湖接壤区县(市)构成的 ３ 个洞庭湖区开

展外来入侵植物实地调查ꎮ 通过问卷调查、专家咨

询、文献访查等方法ꎬ确定调查单元外来入侵植物

参考名单ꎮ
依据调查的生境类型、生境面积采取标准样地

法、样方法、样线法等取样方法进行调查点位布设

与调查ꎮ 在每个调查单元选择 ２ ~ ３ 个危害较为严

重的乡镇ꎬ分别在同年 ４—６ 月和 １０—１２ 月期间进

行实地踏查ꎻ调查生境涉及烟草种植区、水稻种植

区、莲藕种植区、园圃、公园、湿地、农林重叠区、荒
地、民宿村落、大型湖库、江河流域等ꎮ 调查时详细

记录入侵植物名称、发生面积等基本信息ꎮ 每个乡

镇的入侵植物调查涉及耕地、林地、园地、城乡建设

用地、交通水利用地、水域用地、滩涂沼泽、自然保

留地及其他用地等土地用地类型ꎮ
１.２. ２ 　 文献访查法 　 分别以 “Ｈｕｎ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ａｌｉｅｎ ｉｎ￣
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为英文

关键词和“湖南区域、长江经济带、洞庭湖、入侵植

物、调查与分析、种类组成、区系成分、入侵等级”为
中文关键词ꎬ通过数据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Ｗｉｌｅｙ、Ｓｐｒｉ￣
ｎｇｅｒＬｉｎｋ、ＡＣＳ、ＣＮＫＩ、维普搜集并统计近 １０ 年涉及

湖南外来入侵生物的 １０２ 篇研究成果ꎬ补充了长江

经济带湖南区域入侵植物调查名单ꎮ
１.２.３　 原产地、生活型、入侵等级及区系分析 　 参

考«中国植物志»确定调查的外来入侵植物原产地ꎬ
原产地和生活型分析参考侯新星等(２０１９)的方法ꎬ
其中原产地按地理学七大洲进行划分统计ꎻ入侵等

级参考马金双和李慧茹(２０１８)对外来入侵植物入

侵等级的定义ꎬ划分为恶性入侵类(１ 级)、严重入

侵类(２ 级)、局部入侵类(３ 级)、一般入侵类 (４
级)、有待观察类(５ 级)５ 个等级ꎻ区系分析按照吴

征镒(２００３)划分的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系统进行科的区系统计ꎬ以吴征镒等(２００６)划分的

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进行属的区系统计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外来入侵植物种类构成

从表 １ 可知ꎬ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入侵植

物共 ４１ 科 １０２ 属 １４６ 种ꎬ其中ꎬ实地调查 １２７ 种ꎬ走
访调查和网络访查补充 １９ 种 (杜云安等ꎬ２０１７ꎬ
２０２０ａꎬ ２０２０ｂꎬ ２０２０ｃꎻ 侯志勇等ꎬ２０１１ꎻ 林杨和王

德明ꎬ２００７ꎻ 刘蕴哲ꎬ２０１９ꎻ 沈守云等ꎬ２００７ꎻ 唐慧

等ꎬ２０１３ꎻ 吴尧晶等ꎬ２０１８ꎻ 赵深ꎬ２００８ꎻ 张磊和刘尔

潞ꎬ２０１３)ꎮ 外来入侵植物中ꎬ菊科入侵植物种类最

多ꎬ共 ３５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２３.９７％ꎻ豆科入侵

种类数居第二ꎬ共 １５ 种ꎻ随后依次为苋科 １１ 种ꎬ禾本

科 ８ 种ꎬ旋花科、大戟科和各茄科 ６ 科ꎬ十字花科和车

前科各 ５ 种ꎬ唇形科 ４ 种ꎬ马鞭草科、石竹科、紫茉莉

各 ３ 种ꎬ此外还有石蒜科等 ８ 科各 ２ 种ꎬ商陆科、茜草

科等 １９ 科各 １ 种ꎮ 外来入侵植物中ꎬ喜旱莲子草 Ａｌ￣
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钻叶紫菀

Ｓｙｍｐｈｙ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ｍ (Ｍｉｃｈｘ.) Ｇ.Ｌ.Ｎｅｓｏｍ、香丝

草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ｂｏｎ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Ｌ.、小蓬草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一年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Ｌｉｎｎ.) Ｐｅｒｓ.、菊芋 Ｈｅｌｉ￣
ａｎｔｈｕｓ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ｓ Ｌｉｎｎ.、加 拿 大 一 枝 黄 花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等 １８ 种入侵植物在长沙市、岳阳市、
益阳市、常德市、东洞庭湖区、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

区 ７ 个区域中均有发现ꎬ且分布较广ꎮ
２.２　 外来入侵植物的原产地分析

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入侵植物中ꎬ原产美

洲的最多ꎬ有 ９９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６７.８１％ꎻ原
产于欧洲的有 ２３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１５.７５％ꎻ
原产于亚洲的有 １６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１０.９６％ꎻ
原产于非洲的有 ５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３.４２％ꎻ原
产于大洋洲的有 ３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２.０６％ꎮ
２.３　 外来入侵植物的生活型分析

从生活型组成看ꎬ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

入侵植物中ꎬ草本植物总占比为 ８２.８８％ꎬ其中一 /
二年生(包括一年生、二年生和一年或二年生)草

本植物 ８４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５７.５３％ꎬ多年

生草本植物 ３７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２５.３４％ꎻ
入侵灌木 １２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８.２２％ꎬ入侵

乔木植物 ４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２.７４％ꎻ入侵

藤本植物 ９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６.１６％ꎮ 可见

草本植物是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入侵植物的

主要组成部分ꎬ其中又以一 /二年生草本植物危害

最严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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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入侵植物组成及入侵等级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Ｈｕｎ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ｅｒａ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入侵等级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槐叶蘋科 Ｓａｌｖｉｎｉａｃｅａｅ 满江红属 Ａｚｏｌｌａ 细叶满江红 Ａｚｏｌｌａ ｆｉｌｉｃｕｌｏｉｄｅ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２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冷水花属 Ｐｉｌｅａ 小叶冷水花 Ｐｉｌｅ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４
商陆科 Ｐｈｙｔｏｌａｅｃａｃｅａｅ 商陆属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垂序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２
紫茉莉科 Ｎｙｃ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叶子花属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光叶子花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ｇｌａｂｒ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Ｈ ５

叶子花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Ｈ ５
紫茉莉属 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 紫茉莉 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 ｊａｌａｐ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２

马齿苋科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马齿苋属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毛马齿苋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ｐｉｌｏｓ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５
胡椒科 Ｐｉ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草胡椒属 Ｐｅｐｅｒｏｍｉａ 草胡椒 Ｐｅｐｅｒｏｍｉａ 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４
土人参科 Ｔａ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土人参属 Ｔａｌｉｎｕｍ 土人参 Ｔａｌｉｎｕｍ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４
落葵科 Ｂａｓ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落葵薯属 Ａｎｒｅｄｅｒａ 落葵薯 Ａｎｒｅｄｅｒ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Ｉ １

落葵属 Ｂａｓｅｌｌａ 落葵 Ｂａｓｅｌｌａ ａｌｂ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Ｉ ５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麦仙翁属 Ａｇｒｏｓｔｅｍｍａ 麦仙翁 Ａｇｒｏｓｔｅｍｍａ ｇｉｔｈａｇｏ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Ｈ ３

卷耳属 Ｃｅｒａｓｔｉｕｍ 球序卷耳 Ｃｅｒａｔｉｕｍ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ｕｍ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Ｈ ２
麦蓝菜属 Ｖａｃｃａｒｉａ 麦蓝菜 Ｖａｃｃａｒｉａ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ａ 亚洲 Ａｓｉａ ＡＨ ４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莲子草属 Ａｈ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喜旱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１
苋属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亚洲 Ａｓｉａ ＡＨ ３

反枝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１
凹头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ｂｌｉｔｕｍｍ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２
皱果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ｖｉｒｉｄｉ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２
刺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１

青葙属 Ｃｅｌｏｓｉａ 青葙 Ｃｅｌｏｓ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亚洲 Ａｓｉａ ＡＨ ２
鸡冠花 Ｃｅｌｏｓｉａ ｃｒｉｓｔ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５

藜属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小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ｆ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Ｈ ４
腺毛藜属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土荆芥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１
千日红属 Ｇｏｍｐｈｒｅｎａ 千日红 Ｇｏｍｐｈｒｅｎａ ｇｌｏｂｏｓ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５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毛茛属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刺果毛茛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ｍｕｒｉｃａｔｕｓ 亚洲 Ａｓｉａ ＡＨ ３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荠属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荠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亚洲 Ａｓｉａ ＡＨ ４

碎米荠属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弯曲碎米荠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ＢＨ ５
独行菜属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臭荠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ｄｉｄｙｍｕｍ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ＢＨ ４

∗北美独行菜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ｕｍ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Ｈ ２
豆瓣菜属 Ｎａｓｔｕｒｔｉｕｍ ∗豆瓣菜 Ｎａｓｔｕｒｔｉｕｍ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ＢＨ ４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相思树属 Ａｃａｃｉａ 金合欢 Ａｃａｃｉａ ｆａｒｎｅｓｉａｎａ 大洋洲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ＴＲ ３
黑荆 Ａｃａｃｉａ ｍｅａｒｎｓｉｉ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Ｒ ３

紫穗槐属 Ａｍｏｒｐｈａ 紫穗槐 Ａｍｏｒｐｈ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Ｈ ５
苜蓿属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南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ａ 大洋洲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ＰＨ ４

紫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４
草木犀属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白花草木樨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ａｌｂｕｓ 亚洲 Ａｓｉａ ＡＢＨ ４

草木樨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ｓｕａｖｅｏｌｅｎｓ 亚洲 Ａｓｉａ ＡＢＨ ４
含羞草属 Ｍｉｍｏｓａ 含羞草 Ｍｉｍｏｓａ ｐｕｄｉｃａ 亚洲 Ａｓｉａ ＰＨ ２
刺槐属 Ｒｏｂｉｎｉａ 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Ｒ ３
决明属 Ｓｅｎｎａ 槐叶决明 Ｓｅｎｎａ ｓｏｐｈｅｒ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Ｈ ３

∗黄槐决明 Ｓｅｎｎａ ｓｕｒａｔｔｅｎｓｉ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Ｈ ５
双荚决明 Ｓｅｎｎａ ｂｉｃａｐｓｕｌａｒｉｓ 亚洲 Ａｓｉａ ＳＨ ５

田菁属 Ｓｅｓｂａｎｉａ 田菁 Ｓｅｓｂａｎｉａ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ａ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Ｈ ２
车轴草属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白车轴草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Ｈ ２

红车轴草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ｐｒａｔｅｎｓｅ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２
酢浆草科 Ｏｘａ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酢浆草属 Ｏｘａｌｉｓ 红花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４

紫叶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５
牻牛儿苗科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老鹳草属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野老鹳草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ｕｍ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２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大戟属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齿裂大戟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ｄｅｎｔ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３

飞扬草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ｉｒ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３
斑地锦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３
∗银边翠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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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ｅｒａ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入侵等级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一品红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Ｈ ５
蓖麻属 Ｒｉｃｉｎｕｓ 蓖麻 Ｒｉｃｉｎ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Ｈ ２

凤仙花科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ｃｅａｅ 凤仙花属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凤仙花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 亚洲 Ａｓｉａ ＡＨ ４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地锦属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五叶地锦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ｑｕｉｎｑｕｅｆｏｌｉ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Ｉ ５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苘麻属 Ａｂｕｔｉｌｏｎ ∗苘麻 Ａｂｕｔｉｌｏｎ ｔｈｅｏｐｈｒａｓｔｉ 亚洲 Ａｓｉａ ＡＨ ３

黄花稔属 Ｓｉｄａ 黄花稔 Ｓｉｄａ ａｃｕ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Ｈ ４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桉属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 大洋洲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ＴＲ ５
柳叶菜科 Ｏｎａｇｒａｃｅａｅ 月见草属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月见草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ｂｉｅｎｎｉ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ＢＨ ２

美丽月见草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５
小二仙草科Ｈａｌｏｒｒｈａｇｉｄａｃｅａｅ 狐尾藻属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粉绿狐尾藻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５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天胡荽属 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 南美天胡荽 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３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细叶旱芹属 Ｃｙｃ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细叶旱芹 Ｃｙｃ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ｌｅｐ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４

胡萝卜属 Ｄａｕｃｕｓ 野胡萝卜 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Ｈ ２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 纽扣草属 Ｓｐｅｒｍａｃｏｃｅ 阔叶丰花草 Ｓｐｅｒｍａｃｏｃｅ ａｌ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１
仙人掌科 Ｃａｃｔａｃｅａｅ 仙人掌属 Ｏｐｕｎｔｉａ 仙人掌 Ｏｐｕｎｔｉａ ｓｔｒｉｃ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Ｈ ２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菟丝子属 Ｃｕｓｃｕｔａ ∗杯花菟丝子 Ｃｕｓｃｕｔａ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ａ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ＶＩ ５

虎掌藤属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ｑｕａｍｏｃｌｉｔ ∗五爪金龙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ｃａｉｒｉｃ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Ｉ １
牵牛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ｎｉｌ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Ｉ ２
圆叶牵牛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Ｉ １
三裂叶薯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ｔｒｉｌｏｂ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Ｉ ２
茑萝 Ｑｕａｍｏｃｌｉｔ ｐｅｎｎａｔａ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ＶＩ ５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假连翘属 Ｄｕｒａｎｔａ 假连翘 Ｄｕｒａｎｔａ ｅｒｅｃｔａ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Ｈ ５
马缨丹属 Ｌａｎｔａｎａ 马缨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Ｈ １
马鞭草属 Ｖｅｒｂｅｎａ 柳叶马鞭草 Ｖｅｒｂｅｎａ ｂｏｎ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５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吊球草属 Ｈｙｐｔｉｓ ∗吊球草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ｈｏｕｓｔｏｎｉａｎｕｍ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４
薄荷属 Ｍｅｎｔｈａ 留兰香 Ｍｅｎｔｈａ ｓｐｉｃ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５
罗勒属 Ｏｃｉｍｕｍ 罗勒 Ｏｃｉｍｕｍ ｂａｓｉｌｉｃｕｍ 亚洲 Ａｓｉａ ＡＨ ５
鼠尾草属 Ｓａｌｖｉａ 一串红 Ｓａｌｖｉａ ｓｐｌｅｎｄｅｎ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５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曼陀罗属 Ｄａｔｕｒａ ∗曼陀罗 Ｄａｔｕｒａ ｓｔｒａｍｏｎｉｕｍ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２
假酸浆属 Ｎｉｃａｎｄｒａ 假酸浆 Ｎｉｃａｎｄｒａ ｐｈｙｓａｌｏｄｅ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３
灯笼果属 Ｐｈｙｓａｌｉｓ 苦蘵 Ｐｈｙｓａｌｉｓ ａｎｇｕｌ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３

毛酸浆 Ｐｈｙｓａｌｉ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４
茄属 Ｓｏｌａｎｕｍ 少花龙葵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ｍ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３

珊瑚豆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ｐｓｅｕｄｏ￣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Ｈ ５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车前属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北美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ＢＨ ２

婆婆纳属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直立婆婆纳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ａｒｖｅｎｓｉｓ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Ｈ ４
∗蚊母草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ＢＨ ４
阿拉伯婆婆纳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ｐｅｒｓｉｃａ 亚洲 Ａｓｉａ ＡＢＨ ３
婆婆纳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ｐｏｌｉｔａ 亚洲 Ａｓｉａ ＡＢＨ ４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霍香蓟属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藿香蓟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１
∗熊耳草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ｈｏｕｓｔｏｎｉａｎｕｍ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２

豚草属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豚草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ｉｆｏｌｉ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１
鬼针草属 Ｂｉｄｅｎｓ 白花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ａｌｂ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１

大狼杷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ｆｒｏｎｄｏｓ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１
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１

金鸡菊属 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 剑叶金鸡菊 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ＢＨ ３
两色金鸡菊 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Ｈ ５
金鸡菊 Ｚｉｎｎｉａ ｈａａｇｌａｎ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ＢＨ ５

秋英属 Ｃｏｓｍｏｓ 硫磺菊 Ｃｏｓｍｏｓ ｓｕｌｐｈｕｒｅｕ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３
秋英 Ｃｏｓｍｏｓ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５

野茼蒿属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野茼蒿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Ｈ ２
矢车菊属 Ｃｙａｎｕｓ 蓝花矢车菊 Ｃｙａｎｕｓ ｓｅｇｅｔｕｍ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ＢＨ ５
鳢肠属 Ｅｃｌｉｐｔａ 鳢肠 Ｅｃｌｉｐｔ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４
飞蓬属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一年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ＢＨ １

９３２　 第 ３ 期 万自学等: 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植物入侵现状及防控对策

 
 

 
 

 
 

 
 

 
 



　 　 续表 １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ｅｒａ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入侵等级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香丝草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ｂｏｎ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ＢＨ ２
小蓬草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１
苏门白酒草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ｓｕｍａｔｒｅｎｓｉ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ＢＨ １

天人菊属 Ｇａｉｌｌａｒｄｉａ 宿根天人菊 Ｇａｉｌｌａｒｄｉａ ａｒｉｓｔ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５
天人菊 Ｇａｉｌｌａｒｄｉａ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５

牛膝菊属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牛膝菊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２
茼蒿属 Ｇｌｅｂｉｏｎｉｓ 茼蒿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ｃｏｒｏｎａｒｉｕｍ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ＢＨ ５

南茼蒿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ｓｅｇｅｔｕｍ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Ｈ ５
向日葵属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菊芋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ｓ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Ｈ ４
滨菊属 Ｌｅｕｃ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滨菊 Ｌｅｕｃ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ｖｕｌｇａｔｅ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Ｈ ５
阔苞菊属 Ｐｌｕｃｈｅａ ∗翼茎阔苞菊 Ｐｌｕｃｈｅａ ｓａｇｉｔｔａｌｉ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５
假臭草属 Ｐｒａｘｅｌｉｓ 假臭草 Ｐｒａｘｅｌｉｓ ｃｌｅｍａｔｉｄｅ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１
水飞蓟属 Ｓｉｌｙｂｕｍ ∗水飞蓟 Ｓｉｌｙｂｕｍ ｍａｒｉａｎｕｍ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ＢＨ ４
一枝黄花属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加拿大一枝黄花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１
裸柱菊属 Ｓｏｌｉｖａ 裸柱菊 Ｓｏｌｉｖａ ａｎｔｈｅｍｉｆｏｌｉ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４
苦苣菜属 Ｓｏｎｃｈｕｓ 花叶滇苦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ａｓｐｅｒ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Ｈ ４

苦苣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ＢＨ ４
万寿菊属 Ｔａｇｅｔｅｓ 万寿菊 Ｔａｇｅｔｅｓ ｅｒｅｃ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５
百日菊属 Ｚｉｎｎｉａ 百日菊 Ｚｉｎｎｉ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５

联毛紫菀属 Ｓｙｍｐｈｙ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钻叶紫菀 Ｓｙｍｐｈｙ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ｍ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１
龙舌兰科 Ａｇａｖａｃｅａｅ 龙舌兰属 Ａｇａｖｅ 龙舌兰 Ａｇａｖ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５
石蒜科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葱莲属 Ｚｅｐ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葱莲 Ｚｅｐ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ｃａｎｄｉｄ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４

韭莲 Ｚｅｐ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ｃａｒｉｎ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４
雨久花科 Ｐｏｎｔｅｄ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凤眼莲属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凤眼蓝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１
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鸢尾属 Ｉｒｉｓ 黄菖蒲 Ｉｒｉｓ ｐｓｅｕｄａｃｏｒｕ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５
鸭跖草科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紫露草属 Ｔｒａｄｅｓｃａｎｔｉａ 紫竹梅 Ｔｒａｄｅｓｃａｎｔｉａ ｐａｌｌｉｄ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５

吊竹梅 Ｔｒａｄｅｓｃａｎｔｉａ ｚｅｂｒｉｎ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５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大薸属 Ｐｉｓｔｉａ 大薸 Ｐｉｓｔｉａ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ｅ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１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莎草属 Ｃｙｐｅｒｕｓ 风车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ｕｓ 亚洲 Ａｓｉａ ＰＨ ５

香附子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ｒｏｔｕｎｄｕｓ 亚洲 Ａｓｉａ ＰＨ ４
竹芋科 Ｍａｒａｎｔａｃｅａｅ 水竹芋属 Ｔｈａｌｉａ 再力花 Ｔｈａｌｉａ ｄｅａｌｂａｔａ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５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燕麦属 Ａｖｅｎａ 野燕麦 Ａｖｅｎａ ｆａｔｕａ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Ｈ ２

雀麦属 Ｂｒｏｍｕｓ 扁穗雀麦 Ｂｒｏｍｕｓ ｃａｔｈａｒｔｉｃｕ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 ２
黑麦草属 Ｌｏｌｉｕｍ 黑麦草 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ｒｅｎｎｅ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Ｈ ４

∗毒麦 Ｌｏｌｉｕｍ ｔｅｍｕｌｅｎｔｕｍ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Ｈ １
黍属 Ｐａｎｉｃｕｍ ∗铺地黍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２
雀稗属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两耳草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ｕｍ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 ２
假高粱属 Ｐｓｅｕｄｏｓｏｒｇｈｕｍ 假高粱 Ｐｓｅｕｄｏｓｏｒｇｈｕｍ ｆａｓｃｉｃｕｌａｒｅ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Ｈ １
狗尾草属 Ｓｅｔａｒｉａ 棕叶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ａｌｍｉｆｏｌｉａ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Ｈ ４

　 　 ∗表示该物种是通过文献查询、走访调查、植物标本或新闻报道获得ꎮ ＡＨ:一年生草本ꎻＢＨ:二年生草本ꎻＰＨ:多年生草本ꎻＡＢＨ:一年生
或二年生草本ꎻＴＲ:乔木ꎻＳＨ:灌木ꎻＶＩ:藤本ꎮ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ꎬ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ꎬ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ꎻ ＢＨ: Ｂｉｅｎｎｉ￣
ａｌ ｈｅｒｂꎻ ＰＨ: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ꎻ ＡＢ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ｏｒ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ꎻ ＴＲ: Ｔｒｅｅꎻ ＳＨ: Ｓｈｒｕｂꎻ ＶＩ: Ｖｉｎｅ.

２.４　 外来入侵植物区系特征

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入侵植物 ４１ 科分别

隶属于世界广布、泛热带分布、热带亚洲－热带非洲

－热带美洲(南美洲)分布、以南半球为主的泛热带

分布、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北
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３ 个类型及 ３ 个变型(表
２)ꎮ 世界广布类型是入侵种的主要类型ꎬ有 １９ 科ꎬ
占总科数的 ４６.３４％ꎻ泛热带分布有 １２ 科ꎬ占总科

数的 ２９.２７％ꎻ东亚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有 ５ 科ꎬ占
总科数的 １２.１９％ꎬ泛热带分布有 ３ 科ꎬ占总科数的

７.３２％ꎬ热带亚洲－热带非洲－热带美洲(南美洲)分
布和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均为 １ 科ꎬ各占总科

数的 ２.４４％ꎮ 从长江经济带入侵植物科的区系分

布类型可知ꎬ世界广布类型入侵十分严重ꎬ其次是

泛热带分布ꎬ两者构成入侵植物的主体类型ꎬ共占

７５.６１％ꎬ而其他类型科所占比例偏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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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入侵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ｐｅ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ａｎｇｅ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Ｈｕｎ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分布区类型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ａｎｇｅ 科数量 / 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占所有科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 ％

１ 世界广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１９ ４６.３４
２ 泛热带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ａ １２ ２９.２７

２－２ 热带亚洲－热带非洲－热带美洲 (南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 ２.４４

Ｓ 以南半球为主的泛热带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ｏｕｔｈ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３ ７.３２

３ 东亚(热带ꎬ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Ｓｏｕｔｈ)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

５ １２.１９

８－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 Ｓｏｕ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 １ ２.４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１ １００

　 　 分布类型名称前数字为其代表序列ꎮ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ｉｓ ｉ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从属的分布区类型特征来看ꎬ长江经济带湖南

区域外来入侵植物共有 １０２ 个属ꎬ其中茼蒿属、水
竹芋属、腺毛藜属为外来引进属ꎬ假高粱属为新增

属ꎬ与联毛紫菀属均未规定明确的区系分布信息

(刘冰等ꎬ２０１５)ꎮ 因此ꎬ本研究仅统计了 ９７ 个属的

分布区类型ꎬ涉及 １０ 个分布类型及 ４ 个变型(表
３)ꎮ 其中ꎬ泛热带分布 ３２ 个属ꎬ占入侵植物总属的

３１.３８％ꎻ世界分布 ２１ 个属ꎬ占入侵植物总属的

２０.５９％ꎻ东亚(热带ꎬ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

１４ 个属ꎬ占入侵植物总属的 １３.７３％ꎻ北温带分布 １０
个属ꎬ占入侵植物总属的 ９.８０％ꎻ旧世界温带分布 ６

个属ꎬ占入侵植物总属的 ５.８８％ꎻ东亚及北美间断

分布与仅在北美洲两个区系均有 ３ 个属ꎬ各占入侵

植物总属的 ２.９４％ꎻ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２ 个

属ꎬ占入侵植物总属的 １.９６％ꎻ其他类型均为 １ 个

属ꎬ各占入侵植物总属的 ０.９８％ꎮ 总体来看ꎬ世界

广布和泛热带分布类型的属较多ꎬ其次是北温带分

布和东亚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两种类型ꎬ这 ４ 个类

型共占入侵植物属数的 ７５.４９％ꎬ长江经济带湖南

区域外来入侵植物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热带区系性

质ꎬ这可能是因为起源于热带和美洲的外来植物对

亚洲区域具有较强的入侵能力(谢勇等ꎬ２０２０)ꎮ

表 ３　 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入侵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ｙｐ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ｐｅ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ａｎｇｅ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Ｈｕｎ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分布类型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ａｎｇｅ 属数量 / 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ｕｓ

占统计属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ｕｓ / ％

１ 世界广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２１ ２０.５９
２ 泛热带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ａ ３２ ３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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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１３.７３

(３ｂ)热带、亚热带中美至南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 ０.９８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Ｏｃｅａｎｉａ １ ０.９８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２ １.９６
８ 北温带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ｚｏｎｅ １０ ９.８０
８－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 Ｓｏｕ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０.９８
９ 东亚及北美间断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３ ２.９４
(９)仅在北美出现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３ ２.９４
１０ 旧世界温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 ６ ５.８８

１０－１ 地中海区ꎬ西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ꎬ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０.９８

１２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Ｗｅｓｔ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１ ０.９８
(１２) ｓ.ｓ.地中海区ꎬ狭义或环地中海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ꎬ Ｓｅｍｉ ｏｒ Ｃｉｒｃｕｍ￣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１ ０.９８
未明确区系 Ｕｎｄｅｆｉｎｅｄ ｆｌｏｒａ ５ ４.９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２ １００

　 　 分布类型名称前数字为其代表序列ꎮ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ｉｓ ｉ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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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外来植物入侵等级分析

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入侵植物中ꎬ恶性入

侵类 ２４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１６.４４％ꎻ严重入

侵类 ２９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１９.８６％ꎻ局部入

侵类 １８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１２.３３％ꎻ一般入

侵类 ３２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２１.９２％ꎻ有待观

察类 ４３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２９.４５％ꎮ
２.６　 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植物分布格局

外来入侵植物在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 ４ 个城

市中以长沙市的分布最集中、种类最丰富ꎬ共调查

到 １１６ 种ꎻ其次是岳阳市和益阳市ꎬ分别调查到

７６ 和 ７３ 种ꎻ最少的为常德市 ５１ 种ꎮ 在湖南省环

洞庭湖区的 ３ 个区域中ꎬ以南洞庭湖区入侵植物

的分布最为集中、 种类最为丰富ꎬ共调查到 ７４
种ꎬ其次是西洞庭湖区 ４８ 种ꎬ最少为东洞庭湖区

４７ 种(图 １)ꎮ 从图 １ 可知ꎬ入侵植物在长江经济

带湖南区域整体呈现出从南向北、从东往西依次增

多的格局ꎬ且入侵等级 １~３ 的入侵植物在各区域中

占比均较大ꎮ

图 １　 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外来入侵植物分布情况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ｅｒ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Ｈｕｎ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外来入侵植物现状

本次调查发现ꎬ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有外来入

侵植物 ４１ 科 １０２ 属 １４６ 种ꎬ对比以往研究者同区

域内所做调查ꎬ入侵植物种数物种数量明显增加ꎬ
增速迅猛ꎮ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１)此次长江经

济带湖南区域所覆盖的长沙区域入侵植物调查种

数达到 ３８ 科 １１６ 种ꎬ与沈守云等(２００７)在长沙地

区开展的入侵植物调查结果 ２３ 科 ５１ 种相比ꎬ入侵

植物增加了 ６５ 种ꎬ呈现快速增加趋势ꎬ这主要是因

为本次长沙区域受外来植物入侵影响的时间更长ꎬ
且每个调查单元进行了同年 ２ 次不同季节的调查ꎬ
故本次调查的入侵植物物种数更接近长沙地区实

际情况ꎮ 与刘蕴哲(２０１９)在长沙市三大城市湿地

公园开展的外来植物调查结果 ４９ 科 １１７ 种相比ꎬ
在种数上相差不多ꎬ但刘蕴哲在调查中将部分已经

归化的外来植物仍列入了低风险ꎬ而本次长沙地区

的外来植物调查的入侵等级严格按照«中国外来入

侵植物名录»(马金双和李惠茹ꎬ２０１８)中对入侵植

物的入侵等级划分标准ꎮ (２)此次调查的洞庭湖区

域入侵植物物种达到 ３５ 科 １０７ 种ꎬ与侯志勇等

(２０１１)开展的洞庭湖湿地的外来入侵植物结果 １９
科 ４３ 种相比ꎬ本次洞庭湖区域调查的入侵植物增

加了 ６４ 种ꎻ与杜云安等(２０２０ｃ)在环洞庭湖区开展

的入侵植物调查结果 ２４ 科 ８６ 种相比ꎬ在种数上仅

多出 ２１ 种ꎬ但因为 ２ 个课题组对外来入侵植物定

义的不同ꎬ在种类上却比 ２０１８ 年多出了 ４３ 种ꎮ
(３)通过与刘雷(２０１６)对湖南南部衡阳市、永州

市、郴州市 ３ 个城市的外来入侵植物调查结果 ３０
科 ９１ 种相比发现ꎬ湖南北部长沙市、岳阳市、常德

市、益阳市 ４ 个城市的入侵植物在物种数上高出湖

南南部 ３ 个城市 １１ 科 ５５ 种ꎮ
３.２　 外来植物入侵特征

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入侵植物物危害加

重ꎬ尤以菊科为主ꎮ 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入侵

植物中属于 １~３ 等级的入侵种达到 ７１ 种ꎬ占总种

数的 ４８.６３％ꎬ小蓬草、苏门白酒草 Ｃｏｎｙｚａ ｓｕｍａｔｒｅｎ￣
ｓｉｓ (Ｒｅｔｚ.) Ｗａｌｋｅｒ、一年蓬、喜旱莲子草、钻叶紫菀、
凤眼蓝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ｓ.、加拿大

一枝黄花等列入恶性入侵种(１ 等级)的植物ꎬ在长

江经济带湖南区域调查的区县市中均有出现ꎬ且发

生面积大ꎬ为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入侵植物中

的常见物种ꎮ 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 １４６ 种入侵植

物中菊科是种数最多的科ꎬ这与该科植物的形态特

征密切相关ꎬ菊科植物成熟后的瘦果具有冠毛ꎬ易
随风长距离传播ꎬ故其扩散定植速度也极快(肖明

昆等ꎬ２０２１)ꎮ 同时ꎬ可能还与菊科植物具有较强的

繁殖能力、较强的竞争能力、多样的生态对策、具化

感作用以及天敌缺乏等特性有关ꎬ使菊科植物在入

侵植物中占主体地位(王德艳等ꎬ２０１７)ꎮ 在入侵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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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原产地分析中发现ꎬ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外来入

侵植物主要来自美洲地区ꎬ这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

(张帅等ꎬ ２０１０ꎻ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一致ꎮ
３.３　 外来植物入侵增速明显的原因

外来植物快速入侵长江经济带湖南区域的因

素明显ꎮ 湖南在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这个国家战

略发展目标后ꎬ促进了中部地区协同发展新格局形

成ꎬ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外来植物成功入侵的机

率ꎮ 原因在于:(１)经济发展迅速ꎬ建设突进是外来

物种增多的全局主因ꎮ 经济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自

由贸易、人员流动和物质流通日益频繁ꎬ经济发展

程度越高ꎬ外来物种的分布越多(蒙彦良和陈凤新ꎬ
２０２０ꎻ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ꎬ许多外来入侵植物随着

商贸等人类活动有意或无意被引入到适宜于生长

和繁殖的新环境中ꎮ (２)大量的垦荒建设和工业开

发产生的废水废渣不断地挤压自然生态存在的环

境空间ꎬ破坏生态系统结构的稳定ꎬ创造了更有利

于外来植物侵入的生境(肖顺勇等ꎬ２０１４)ꎬ而用于

建设的大型机械对生境干扰严重的同时ꎬ不适当的

刺激和运输活动也可能促进入侵植物的扩散和传

播ꎮ (３)外来植物引入后没有得到有效监管ꎮ 由于

自身的生态需求及入侵过程的复杂性ꎬ入侵植物渐

进式的生态影响及多途径扩散方式使得公众很难

理解或支持入侵植物管理(许光耀等ꎬ２０１９)ꎬ致使

从外地或外国引入植物之后没有得到广泛的有效

监管ꎬ进而造成部分物种大量繁衍ꎬ演变为入侵植

物ꎮ 比 如: 粉 绿 狐 尾 藻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Ｖｅｌｌ.) Ｖｅｒｄｃ.、野茼蒿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ｎｔｈ.) Ｓ. Ｍｏｏｒｅ 等ꎮ
３.４　 外来入侵植物防控的建议

一是积极推动以统一标准为基础的外来植物

普查ꎮ 充足完整的本底资料是精准防控的基础ꎬ但
各地在外来植物防控的积累上不一致ꎬ难以实现联

防联控ꎬ因此ꎬ应当以统一的标准由上而下积极推

动各地开展物种普查ꎬ并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ꎬ构
建起湖南省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ꎮ 二是严防严控

外来植物传入源头ꎮ 外来植物入侵来源复杂多样ꎬ
大体分有意传播、无意传播、自然传播等几种途径ꎮ
作为中部交通运输枢纽之一ꎬ加强湖南省边境检疫

执行和新植物监测力度ꎬ完善市场的植物物种准入

和监管机制ꎬ是防范外来植物源头传入的重中之

重ꎮ 三是完善管理机制ꎬ确定责任主体ꎮ 应当建立

高效统一的管理机构ꎬ落实责任到具体职责部门ꎬ
并建设有效的应急预案、应急反应和灭除体系ꎬ建
立和完善外来入侵植物防控技术标准(规程)ꎮ 四

是加强对本土生态和物种保护ꎮ 人为活动对生境

的破坏和外来植物的入侵极易导致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丧失ꎬ造成恶劣的入侵循环ꎬ作为生态系统的

基础ꎬ本地植物具备补偿生态损失、维持碳储存、营
养循环等生态功能ꎬ因此加强对本土生态环境和植

物的保护是入侵控制极其重要的一部分ꎮ 五是加

强入侵植物的宣传ꎬ强化防控引导ꎮ 外来入侵生物

的有效治理既离不开政府部门和科学界的指导示

范ꎬ也离不开人民群众对入侵植物防控工作的认可

和支持ꎮ 应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视频等新渠道宣

传入侵植物的相关知识ꎬ加强对人民群众对入侵植

物防控价值观念的引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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