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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湛江市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特征、生活型、起源和危害情况等ꎬ对制定预防和控制管理

措施提供参考ꎮ 【方法】以野外调查为主ꎬ结合文献资料、网络资源以及标本数据ꎬ确定湛江市外来入侵

植物的种类、生活型、原产地、引入途径ꎬ并进行评估及划分危害等级ꎮ 【结果】湛江市现有外来入侵植物

共 １１２ 种(含变种)ꎬ隶属于 ３７ 科 ８９ 属ꎬ其中ꎬ菊科(２１ 种)、禾本科(１３ 种)和豆科(１３ 种)为种类较多的

３ 个科ꎬ三者合计占湛江市外来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４１.９６％ꎮ 湛江市外来入侵植物中以草本植物居多(９８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数的 ８７.５０％ꎮ 入侵植物主要来源于美洲ꎬ共 ８２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７３.２１％ꎻ且 ５５.３６％(６２
种)的入侵植物为有意引入ꎮ 从危害等级看ꎬ外来入侵植物中恶性入侵种(１ 级)２３ 种ꎬ严重入侵种(２ 级)３５ 种ꎬ局部入侵

种(３ 级)２１ 种ꎬ一般入侵种(４ 级)１５ 种ꎬ有待观察种(５ 级)１８ 种ꎮ 【结论】湛江市的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繁多ꎬ这与湛江独特

的地理位置以及日趋频繁的人类活动息息相关ꎬ应当加强监管与防范ꎬ及时对外来物种进行治理ꎮ
关键词: 湛江ꎻ 外来入侵植物ꎻ 物种组成ꎻ 危害等级ꎻ 入侵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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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侵植物是指一个植物类群借助自然或人为

因素扩散到新的生活区ꎬ且能够长久保持种群数

量和产生大量可育后代ꎬ最终影响当地生物多样

性ꎬ使生态系统受到破坏(郭朝丹等ꎬ２０２１ꎻ 李叶

等ꎬ２０１０ꎻ 李振宇和解焱ꎬ２００２ꎻ 王芳等ꎬ２００９)ꎮ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及气候变化ꎬ植物入侵

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ꎬ它是导致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重要原因ꎬ严重制约着全球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ꎬ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万方浩

等ꎬ２００４ꎻ 王丰年ꎬ２００３)ꎮ 我国是入侵植物种类

最多的国家之一(马金双和李慧茹ꎬ２０１８ꎻ 芮振宇

等ꎬ２０２０ꎻ Ｒｅｇ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其中ꎬ广东省已经

成为我国外来入侵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之一(刘
卫红ꎬ２００４)ꎮ 目前ꎬ对广东省的外来入侵植物的

研究极不均衡ꎬ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

珠三角地区ꎮ
湛江作为粤西和北部湾的经济中心ꎬ地处粤桂

琼三省区的交汇处ꎮ 湛江市的地势平坦ꎬ三面临

海ꎬ陆地大部分由半岛和岛屿组成ꎬ地形由平原ꎬ丘
陵和山区组成ꎬ其中平原面积最大ꎬ占 ６６.０％ꎬ丘陵

其次ꎬ占 ３０.６％ꎬ山区最少ꎬ仅占 ３.４％ꎮ 湛江以天然

深水良港的著称ꎬ是我国西南、华南地区货物进出

口的主要通道ꎬ也是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非洲、欧
洲等地区航程最短的港口ꎬ在对外交流以及地区和

国际间的进出口贸易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此

外ꎬ随着大量滨海旅游区的开发、公路的修建、港口

的扩建、新机场的迁建以及农田的开垦等ꎬ这些都

直接导致了生境的进一步退化ꎬ增加了外来植物入

侵的风险ꎮ 然而ꎬ目前有关湛江市的外来入侵植物

的调查报告极少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通过实地野外调查ꎬ结合相关

文献资料、标本以及网络资源分析ꎬ旨在全面获得

湛江地区的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入侵方式、危害

程度等ꎬ为后期外来入侵植物的防控、生物多样性

保护以及生态安全提供基础的理论数据ꎮ

１　 研究方法
参考«中国入侵植物名录» (马金双ꎬ２０１３)、

«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名录» (马金双和李慧茹ꎬ
２０１８)和中国外来入侵物种信息系统(ｈｔｔｐ:∥ｗｗｗ.
ｉｐｌａｎｔ.ｃｎ∕ｉａｓ∕)ꎬ通过实地调查ꎬ结合文献、标本数据

和网络资源(ｈｔｔｐ:∥ｐｐｂｃ. ｉｐｌａｎｔ.ｃｎ∕)获得湛江市外

来入侵植物的种类信息ꎮ
在野外实地调查中ꎬ将湛江市的 ４ 个区(赤坎

区、霞山区、坡头区和麻章区)作为核心调查区ꎬ而
其他区域ꎬ选择其具有代表性的生境展开调查ꎬ如
海边、河流湖泊、农田、道路绿化带、公园、建筑废弃

地等ꎮ 以这些区域里所有的植物为研究对象ꎬ并详

细记录其中的入侵植物种类以及科属、生活型等ꎮ
调查研究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ꎮ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入侵植物的种类组成

湛江市外来入侵植物共有 １１２ 种ꎬ隶属 ３７ 科

８９ 属ꎮ 其中ꎬ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２１ 种 (占总种数的

１８.７５％)、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与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各 １３ 种

(均占 １１.６１％)、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９ 种(８.０４％)、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６ 种(５.３６％)、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
ａｅ 与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各 ５ 种(各占 ４.４６％)ꎬ
以上 ７ 科外来入侵植物共 ７２ 种ꎬ占整个湛江市入

侵植物种类的 ６４.２９％ꎻ菊科、豆科、禾本科和苋科

植物组成了湛江市外来入侵植物的主体(表 １)ꎮ
２.２　 入侵植物的原产地

湛江市的外来入侵植物主要来源于美洲ꎬ共 ８９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７９.４６％ꎬ其次是非洲ꎬ共
１４ 种(１２.５０％)ꎮ 来源于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分

别有 ４、４ 和 １ 种(表 １)ꎮ
２.３　 入侵植物的生活型

参考 «中国植被» 生活型系统表 (吴征镒ꎬ
１９８０)ꎬ湛江市的外来入侵植物的生活型可以分为

木本和草本 ２ 种类型ꎮ 其中ꎬ草本植物共计 ９８ 种ꎬ
占湛江市外来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８７.５０％ꎻ木本植

物相对较少ꎬ共 １４ 种ꎬ占 １２.５０％(表 １)ꎮ
２.４　 入侵植物的入侵途径

从湛江市外来入侵植物的入侵途径分析ꎬ有意

引入的植物最多ꎬ共 ６２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５５.３６％ꎻ其
次是无意引入的入侵植物ꎬ共 ４７ 种ꎬ占 ４１.９６％ꎻ自
然扩散的较少ꎬ仅 ２ 种(１.７９％)ꎻ而入侵途径不明

确的有 １ 种(０.８９％)ꎮ 外来植物在入侵湛江过程

中ꎬ人为因素导致的高达 １０６ 种ꎬ占入侵植物总数

的 ９４.６４％(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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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等级

根据马金双(２０１３)对外来入侵植物的等级划

分原则ꎬ湛江市外来入侵植物为恶性入侵种(１ 级)
２３ 种ꎬ占入侵总数的 ２０.５４％ꎬ其中 １０ 种来自于菊

科ꎻ严重入侵种(２ 级)３５ 种ꎬ占 ３１.２５％ꎻ局部入侵

种(３ 级) ２１ 种ꎬ占 １８.７５％ꎻ一般入侵种(４ 级) １５
种ꎬ占 １３.３９％ꎻ有待观察种(５ 级)１８ 种ꎬ占 １６.０７％
(表 １)ꎮ

３　 讨论与结论
随着湛江市的快速发展ꎬ其人为干预生境越来

越大ꎬ给外来植物的入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ꎮ
目前该市的外来入侵植物种类高达 １１２ 种ꎬ其组成

与广东省其他地区以及邻省或自治区(海南与广

西)相似(黄辉宁等ꎬ２００５ꎻ 蒋奥琳等ꎬ２０１８ꎻ 唐赛春

等ꎬ２００８ꎻ 王发国等ꎬ２００４ꎻ 严岳鸿等ꎬ２００４)ꎮ 这可

能跟湛江与邻近区域日趋密切的人员交流以及货

物运输等有极大的关系ꎮ 湛江市的外来入侵植物

主要以菊科、豆科、禾本科、苋科、茄科以及旋花科

为主ꎮ 这些科的植物分布较广ꎬ大多数植物种类对

环境的适应性强ꎬ具有生长快速、繁殖快、种子多、
易传播等特征ꎬ这使得它们能够快速占据新生境ꎮ
如菊科植物的头状花序ꎬ能够极大地提高异花授粉

的能力并产生大量的具有冠毛或刺的种子ꎬ使其能

够入侵更多地区ꎬ如美洲蟛蜞菊 Ｓｐｈａｇｎｅｔｉｃｏｌａ ｔｒｉｌｏ￣
ｂａｔａ (Ｌ.) Ｐｒｕｓｋｉ、藿香蓟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Ｌ.、白
花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ａｌｂａ (Ｌ.) ＤＣ.、薇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
ｃｒａｎｔｈａ Ｋｕｎｔｈ 等ꎻ禾本科植物具有地下茎等结构ꎬ
能够进行营养繁殖ꎬ如互花米草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Ｌｏｉｓｅｌ.、石茅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ｈａｌｅｐｅｎｓｅ (Ｌｉｎｎ.) Ｐｅｒｓ.等ꎮ 以

上这些种都已经在我国的南方地区造成了较大的

危害ꎮ
外来入侵植物中ꎬ除了一些对环境要求不明

显、可塑性极高的物种外ꎬ入侵植物的原产地气候

以及生态环境需与入侵地相似(邓亨宁等ꎬ２０２０ꎻ
蒋奥林等ꎬ２０１７ꎻ 彭少麟和向言词ꎬ１９９９)ꎮ 调查发

现ꎬ湛江市外来入侵植物的原产地主要是美洲ꎬ如
五爪金龙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ｃａｉｒｉｃａ (Ｌ) Ｓｗｅｅｔ、银胶菊 Ｐａｒｔｈｅ￣
ｎｉｕｍ ｈｙｓｔｅｒｏｐｈｏｒｕｓ Ｌ.、 凤眼蓝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ｓ 等ꎮ 这可能是因为湛江市的气候环

境和地理条件与美洲接近ꎬ使得外来物种入侵后很

快找到适合的生境ꎮ 但这里的原产地是指植物的

起源地ꎬ并不代表这些植物从原产地直接侵入ꎬ也

可能是从通过这些植物已经侵入并定植的区域传

播ꎮ 因而ꎬ在对美洲入境的植物检测上ꎬ应当加强

防范力度ꎬ同时对美洲植物的引种上ꎬ应格外谨慎ꎮ
构成湛江市外来入侵植物的生活型ꎬ主要以草

本为主ꎬ木本植物相对较少ꎬ这可能与草本植物较

强的适应能力有关(曾宪锋等ꎬ２００９)ꎮ 草本植物具

有个体小、结实率高且种子小易扩散、繁殖快、生活

史短等特征ꎬ使其在入侵过程中更容易定植ꎬ相比

木本植物具有明显的优势(黄建辉等ꎬ２００３ꎻ 李博

等ꎬ２００１)ꎮ 同时ꎬ部分草本植物还具有营养繁殖

体ꎬ使其能够更快的繁殖且适应新环境ꎬ如美洲蟛

蜞菊、落葵薯 Ａｎｒｅｄｅｒ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Ｔｅｎ.) Ｓｔｅｅｎｉｓ、落
地生根 Ｂ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ｉｎｎａｔｕｍ (Ｌａｍ.) Ｏｋｅｎ、红花酢

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ＤＣ.、美洲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Ｌ.、大薸 Ｐｉｓｔｉａ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ｅｓ Ｌ.等ꎮ 此外ꎬ草本

植物能够更容易被人类无意引入或有意地作为花

卉或者药用资源栽培ꎬ这可能也是草本植物具有更

强的入侵能力的原因(王忠等ꎬ２００８)ꎮ 而木本植物

种类相对少、生活史长、生长速度较慢等特征ꎬ使其

成为入侵植物的可能性降低ꎮ
外来入侵植物的途径ꎬ以人为有意引入为主ꎬ

如当花卉引入的紫茉莉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 ｊａｌａｐａ Ｌ.、茑萝 Ｉｐｏ￣
ｍｏｅａ ｑｕａｍｏｃｌｉｔ Ｌ.、马樱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Ｌ.、长春

花 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ｏｓｅｕｓ (Ｌ.) Ｇ. Ｄｏｎ、肿柄菊 Ｔｉｔｈｏｎｉ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ｏｌｉａ (Ｈｅｍｓｌ.) Ａ. Ｇｒａｙ 等ꎬ被作为药物引入的

美洲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Ｌ.、曼陀罗 Ｄａｔｕｒａ
ｓｔｒａｍｏｎｉｕｍ Ｌ.等ꎬ以及被作为生态改良以及经济植

物的空心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无瓣海桑 Ｓｏｎｎｅｒａｔｉａ ａｐｅｔａｌａ Ｂｕｃｈ.￣Ｈａｍ.、凤
眼蓝、大薸、互花米草等ꎮ 这些植物在人为条件下ꎬ
处于“优渥”的环境ꎬ缺少竞争者ꎬ从而很容易定植

繁衍ꎬ然而一旦疏忽ꎬ很容易逃逸ꎬ迅速占据别的生

态位ꎬ成为入侵植物ꎮ 人类无意引入的植物ꎬ也占

据很重的比例ꎬ这类植物一般具有很强传播能力ꎬ
如菊科、禾本科植物等ꎮ 在所有的入侵植物当中ꎬ
与人为干扰活动有关的种类达 １０６ 种ꎬ占９４.６４％ꎮ
由此可见ꎬ人类有意或无意的干扰活动是导致外来

植物入侵的最主要原因ꎮ
湛江市的外来入侵植物中ꎬ恶性入侵以及严重

入侵的种类高达 ５８ 种ꎬ占入侵总数的 ５１.７９％ꎬ这
些物种分布较广ꎬ基本随处可见ꎬ它们已经对本地

的生态系统多样性造成了严重威胁ꎬ如薇甘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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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金龙、美洲蟛蜞菊、白花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ａｌｂａ (Ｌ.)
ＤＣ.等ꎮ 这些恶意入侵以及严重入侵的植物在广东

其他地区以及邻近省份均有分布ꎮ 它们的营养器

官以及种子具有较强的繁殖以及扩散能力ꎬ能够很

快侵入到周围人为干扰的环境中ꎬ并快速占据新的

生境ꎮ 局部入侵以及一般入侵物种共 ３６ 种ꎬ占总

数的 ３２.１４％ꎮ 有些植物比较常见ꎬ但其繁殖器官

(如种子等)传播有限ꎬ且常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不

容易快速地形成单优势群落ꎬ如野甘草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ｄｕｌｃｉｓ Ｌ.、少花龙葵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ｍ Ｍｉｌｌ.、墨苜

蓿 Ｒｉｃｈａｒｄｉａ ｓｃａｂｒａ Ｌ.等ꎻ或者部分生态位较狭窄的

物种ꎬ只能在一定地区内形成优势种群ꎬ如无瓣海

桑ꎮ 而一般种类的入侵植物ꎬ其个体仅零星分布ꎬ
如一些栽培品种逸生ꎬ如长春花、茑萝等ꎮ 这些种

类由于其特定的价值ꎬ或可食用或观赏ꎬ长期受到

人类的干扰ꎬ目前并不会造成重大的危害ꎬ但仍需

要长期监测ꎮ
针对湛江市目前的外来植物入侵情况ꎬ提出以

下建议:一是湛江市应加强对现有外来入侵植物进

行长期的监测ꎬ并积极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ꎻ二是

减少对生境的人为干扰和破坏ꎬ加强对弃耕地的利

用ꎬ保护生物多样性ꎻ三是加强人口或者货物比较

密集地区的检疫工作ꎻ四是对群众积极开展教育和

宣传ꎬ提高群众的认知度ꎻ五是大力开展创新研究ꎬ
将这些入侵植物重新利用起来 (如造纸、做染料

等)ꎬ为防控外来入侵植物提供新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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