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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全面了解乐山地区的外来入侵植物现状ꎬ为乐山地区外来入侵植物的防控提供可行性建议

对策ꎬ并为防控进展研究和预警机制的建立提供参考ꎮ 【方法】通过实地调查、查阅文献和标本数据库分

析乐山地区外来入侵植物情况ꎬ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乐山地区外来入侵植物的评估体系ꎬ评估所有外来

入侵植物的风险值ꎬ并根据等级划分标准和风险值将外来入侵植物划分为 ５ 个风险等级( Ｉ~ Ｖ 级)ꎮ 【结
果】乐山地区入侵植物种类共 １０９ 种ꎬ隶属 ３８ 科 ８６ 属ꎮ 其中菊科 １７ 属 ２０ 种ꎬ为最大优势科ꎬ豆科、苋
科、茄科、禾本科次之ꎬ且草本植物占优ꎮ Ｉ 级风险(恶性入侵)植物有 １０ 种ꎬＩＩ 级风险(严重入侵)的有 １１
种ꎬＩＩＩ 级风险(局部入侵)的有 １３ 种ꎬＩＶ 级风险(一般入侵)的有 ２７ 种ꎬ其他 ４８ 种(有待观察)为 Ｖ 级风险ꎮ 中高危害风险

的外来入侵植物共 ３４ 种ꎬ隶属 １８ 科 ３２ 属ꎮ 【结论】乐山地区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繁多且危害风险高ꎬ基于上述入侵现状和

风险等级提出了防控外来植物入侵的对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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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入侵植物是指一些借助人类的活动或与

之相关的活动进入本不存在的地区或生态系统的

非土著植物ꎬ它们能够在入侵地存活定殖且随风、
水流、动物或人类携带等实现进一步扩散ꎬ有的甚

至可以爆炸式地增长进而严重危害或威胁当地环

境和经济的发展(刘忠等ꎬ２００９ꎻ 张璞进等ꎬ２０１９)ꎮ

大部分外来植物入侵成功的机制ꎬ往往是由于缺少

天敌ꎬ且自身的某些生物学特性(如适应性、抗逆

性、繁殖方式、繁殖能力等)强ꎬ即使在自然资源有

限的情况下ꎬ仍然能够维持自身必要的生理活动

( Ｂｉｌｂｒｏｕｇｈ ＆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ꎬ １９９７ꎻ Ｓｕｌｔａｎ ＆ Ｂａｚｚａｚꎬ
１９９３)ꎬ与被入侵地的植物在竞争自然资源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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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优势ꎬ极大地减少本地物种的丰度或存活率

(Ｍａｃ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０)ꎬ致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

生一定程度衰退 (彭宗波等ꎬ ２０１３ꎻ 魏子璐等ꎬ
２０２１ꎻ 岳茂峰等ꎬ２０１１)ꎬ直接或间接地造成经济损

失ꎮ 人类社会交往和贸易的不断发展使得越来越

多的植物呈现蔓延的趋势ꎬ各国及中国各省市正建

立外来生物的评估防治体系以应对生物入侵危害

(Ｍｙｅｒ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ꎻ Ｐｈｅｌｏｕ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９)ꎮ 根据文

献记载(马金双ꎬ２０１３ꎻ 徐海根和强胜ꎬ２０１１ꎻ 闫小

玲等ꎬ２０１４)ꎬ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共计 ５１５ 种ꎬ四川

省分布有 １５５ 种ꎬ作为四川省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贸

易区段以及“中国优秀旅游城市”ꎬ乐山地区与外界

交流频繁ꎬ其旅游业吸引的大量外来游客可能有意

无意地携带外来种ꎬ极大地增加了外来植物入侵的

可能性(魏子璐等ꎬ２０２１)ꎮ 某些外来入侵植物能适

应多种生态环境ꎬ如潮湿的土壤、疏林、岩壁、路边ꎬ
公园池畔等ꎬ严重影响乐山地区的园林景观、农业

和自然生态系统ꎮ 虽然有学者对乐山市的生物入

侵现状进行过研究和防治探讨(刘忠等ꎬ２００９)ꎬ但
没有针对乐山市所有外来入侵植物分布和危害情

况的全面分析ꎬ所以目前对乐山地区的外来植物入

侵的研究分析还处于浅层和笼统水平ꎮ
本研究对乐山地区的主要市县区进行了调查ꎬ

结合入侵植物的生物学特性ꎬ利用层次分析法(ａｎ￣
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ＡＨＰ)构建适宜乐山地区入

侵现状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ꎬ综合评估外来植物入

侵的危害程度(张璞进等ꎬ２０１９)ꎬ为乐山外来物种

的引进建立预警机制并提供有效的风险评估方法ꎬ
为防控系统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刘可丹等ꎬ
２０２０)ꎬ也为相似自然状况地区的外来入侵植物风

险评估提供模版参考ꎮ

１　 研究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乐山地区介于东经 １０２° １５′—１０４° １５′ꎬ北纬

２８°２８′—２９°５６′ꎬ位于四川省西南部ꎮ 境内地貌类

型丰富(丘陵、山地、平原)ꎬ且地形高低悬殊ꎬ呈现

西南高而东北低的特点(最高峰为西南部的峨边县

马鞍山主峰ꎬ海拔 ４２８８ ｍꎻ最低点为东北部的岷江

出境处ꎬ海拔 ３２０ ｍꎬ二者相对高差达 ３９６８ ｍ)ꎮ 另

外受到季风、高原、山地等特定地理因素的影响ꎬ其
气候多样化ꎬ特别是西南部和东北部的气候迥异ꎮ
从整体看乐山地区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ꎬ由东向

西气温逐渐降低ꎮ 年降水量充沛ꎬ大多地区都在

１０００ ｍｍ 以上ꎮ 日照时间短ꎮ 植被和珍稀濒危植

物类型多样ꎬ植被垂直带谱保护相对完好(黄娇等ꎬ
２０１３ꎻ 罗利群ꎬ２００５)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搜集、标本查阅与实地调查　 基于

«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名录»(闫小玲等ꎬ２０１４)和四批

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国家环保总

局和中国科学院ꎬ２００３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部ꎬ２０１０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

院ꎬ２０１４ꎬ２０１６)中记载的中国外来入侵植物的信息ꎬ
利用国家标本资源平台和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进行

线上标本查阅ꎬ查找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在乐山地区

的分布情况ꎬ记录标本时间、地点等ꎮ
２０２１ 年 ４—８ 月ꎬ选取了多种自然区块对乐山地

区主要市县区的外来入侵植物资源种类、分布面积、
分布地点和生境等进行实地踏查ꎬ主要包括郊外荒

地、城市绿地ꎬ江河水畔、交通道路等ꎬ重点调查外地

游客较多的旅游区和外来车辆或贸易频繁的地区ꎮ
采用样方法ꎬ共设置了 ３２８３ 个样方ꎬ记录每个样方中

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盖度和密度、频度等参与评估

的指标ꎮ 草本样方大小为 １ ｍ×１ ｍꎬ若集中大片覆盖

形成单一优势种群则选择 １ ｍ×２ ｍ 大小的样方ꎻ灌
木选用 ５ ｍ×５ ｍ 大小的样方(魏子璐等ꎬ２０２１ꎻ 朱峻

熠ꎬ２０１９ꎻ 张璞进等ꎬ２０１９)ꎮ
根据外来入侵植物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入

侵现状和产生的危害ꎬ参考外来入侵物种划分等级

(闫晓玲等ꎬ２０１４ꎻ 朱峻熠等ꎬ２０２０)ꎬ将乐山地区外

来入侵植物进行等级划分ꎬ即恶性入侵( Ｉ 级)、严
重入侵( ＩＩ 级)、局部入侵( ＩＩＩ 级)、一般入侵( ＩＶ
级)和有待观察类(Ｖ 级)ꎮ
１.２.２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中国各省

市已有的对外来入侵植物评价的方法和依据(马
平ꎬ２００９ꎻ 覃丽婷ꎬ２０１９ꎻ 魏子璐等ꎬ２０２１ꎻ 张璞进

等ꎬ２０１９ꎻ 赵栋峰ꎬ２０１９ꎻ 朱峻熠等ꎬ２０２０)ꎬ利用层

次分析法建立乐山地区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评估指

标体系初稿ꎮ 采用文献调查和专家咨询方法修订

评估体系的各级指标并答写判断矩阵ꎬ根据矩阵重

要性的标度值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函数 ｐｒｏｄｕｃｔ、ｐｏｗ￣
ｅｒ、ｓｕｍ、ｍｍｕｌｔ)计算权重(曹茂林ꎬ２０１２)ꎬ并经一致

性检验ꎬ将设定的风险评估体系总分 １００ 分赋值到

各级指标ꎮ 最后ꎬ根据入侵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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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查记录进行风险评估ꎬ综合各指标的得分求出

外来入侵植物的风险值并评估其入侵等级(魏子璐

等ꎬ２０２１ꎻ 朱峻熠ꎬ２０１９)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乐山地区外来入侵植物物种组成

乐山地区外来入侵植物种类多样ꎬ共计 ３８ 科

８６ 属 １０９ 种ꎬ占整个四川省入侵植物(闫小玲等ꎬ
２０１４)的 ７０.３２％ꎬ且全都是被子植物ꎬ没有发现裸

子植物和蕨类植物ꎮ 双子叶植物有 ９８ 种ꎬ隶属 ３１
科 ７７ 属ꎬ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８９.９１％ꎬ具有绝对

的优势ꎻ单子叶植物有 １１ 种ꎬ隶属 ７ 科 ９ 属ꎬ占入

侵植物总种数的 １０.０９％ꎮ 种类最多的菊科达 １７
属 ２０ 种ꎬ其次是豆科 １０ 属 １４ 种、苋科 ３ 属 ９ 种、茄
科 ６ 属 ８ 种ꎬ禾本科和十字花科分别有 ３ 属 ４ 种和

４ 属 ４ 种ꎮ 苋属的种类最多ꎬ有 ７ 种ꎮ
２.２　 乐山地区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评估体系

由于入侵植物的形成一般经历引入、暂居、逃
逸生长、入侵、产生危害 ５ 个阶段(马晔和沈珍瑶ꎬ
２００６)ꎬ且入侵成功后的防治阶段影响入侵的规模

和速度ꎬ故确定入侵性、定殖性、扩散性、危害性和

防控性 ５ 个一级指标ꎮ 综合乐山地区被入侵地的

地理和经济影响现状ꎬ将一级指标分解为 １７ 个二

级指标和 ５９ 个三级指标(表 １)ꎮ
通过判断矩阵数值的计算ꎬ一级指标入侵性、

定殖性、扩散性、危害性、防控性的权重分别是

０.１２６０、０.１２６０、０.２８６８、０.３７８０、０.０８３２ꎬ一级指标入

侵性下设的二级指标乐山地区适生范围、引入途径

和检疫管理的权重分别为 ０.０６８０、０.０３７４ 和０.０２０６ꎬ
以此类推ꎮ 由于整个乐山地区外来入侵植物评估

体系的总分为 １００ 分ꎬ按照指标所占权重进行分值

的分配ꎬ确立三级指标的分值ꎬ并同时提供等权和

手动赋权 ２ 种方法赋权(万方浩等ꎬ２０１０)ꎬ建立可

操作性强、能综合全面地反映外来入侵植物的生物

学特性与乐山地区实际情况的评估体系(表 １)ꎮ
２.３　 乐山地区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评估

根据中国外来入侵植物的等级划分标准和入

侵背景按得分高低将乐山地区入侵植物风险划分

为 ５ 个等级ꎮ 由表 ２ 可知ꎬ乐山地区外来入侵植物

的风险分值介于 １７.５~８１.０ 分:>８０.０ 分的有 ２ 种ꎬ
隶属 ２ 科 ２ 属ꎻ７０.０ ~ ８０.０ 分的有 ４ 种ꎬ隶属 ２ 科 ４
属ꎻ６０.０ ~ ６９.５ 分的有 ７ 种ꎬ隶属 ６ 科 ７ 属ꎻ５０.０ ~

５９.５ 分的有 １４ 种ꎬ隶属 １１ 科 １４ 属ꎻ４０.０ ~ ４９.５ 分

的有 ２５ 种ꎬ隶属 １４ 科 ２４ 属ꎻ３０.０ ~ ３９.５ 分的有 ２７
种ꎬ隶属 １７ 科 ２５ 属ꎻ２０.０~２９.５ 的有 ２９ 种ꎬ隶属 １６
科 ２６ 属ꎻ<２０.０ 分的仅有 １ 种(１７.５ 分)ꎮ

Ｉ 级风险外来入侵植物在乐山地区分布广泛、
适应性和抗逆性强ꎬ常常清理起来也相当困难ꎬ给
乐山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等方面造成较严重影

响ꎮ 其中ꎬ紫茎泽兰 Ａｇｅｒａｔｉｎａ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 Ｓｐｒｅｎ￣
ｇｅｌ) Ｒ. Ｍ. Ｋｉｎｇ ＆ Ｈ.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土荆芥 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Ｌ.) Ｍｏｓｙａｋｉｎ ｅｔ Ｃｌｅｍａｎｔｓ、小蓬草 Ｅ￣
ｒｉｇｅ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喜旱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
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落葵薯 Ａｎｒｅｄｅｒ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Ｔｅｎｏｒｅ) Ｓｔｅｅｎｉｓ、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Ｌ.、反枝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Ｌ.已被列入中国外来恶性入

侵植物(Ｉ 级)ꎬ牛膝菊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Ｃａｖ.和垂

序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Ｌ.已被列入中国外来

严重入侵植物( ＩＩ 级)ꎬ虽然粉绿狐尾藻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
ｌｕ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Ｖｅｌｌ.) Ｖｅｒｄｃ.作为观赏水草类的栽

培种ꎬ在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名录中被列为有待观察

类(Ｖ 级)ꎬ但实地调查时发现已经逸生到乐山地

区ꎬ在某些河道、水池等有大片的粉绿狐尾藻占据

生态位ꎬ造成河流的堵塞或水流循环ꎬ对当地的生

物多样性造成较严重的危害ꎬ且入侵潜力有增加的

趋势ꎬ干扰自然流水区域物种的多样性(洪亚萍ꎬ
２０１９)ꎮ 这些植物的风险评估分值均为 ６２.５ 分及

以上ꎬ因此ꎬ将风险值≥６２.５ 的植物划分为乐山地

区 Ｉ 级风险外来入侵植物(即恶性入侵植物)ꎻ分值

５４.５~６２.０ 的植物为 ＩＩ 级风险外来入侵植物(即严

重入侵植物)ꎬ它们在乐山分布较广ꎬ对生态环境和

经济影响较大ꎻ４５.５~５４.０ 分的植物划为 ＩＩＩ 级风险

外来入侵植物(即局部入侵植物)ꎬ它们在乐山地区

局部分布ꎬ对生态环境和经济造成一定影响ꎬ或分

布较广ꎬ具潜在危害(刘可丹等ꎬ２０２０)ꎻ３８.０ ~ ４５.０
分的植物为 ＩＶ 级风险外来入侵植物(即一般入侵

植物)ꎬ在乐山地区局部分布ꎬ确定其对生态环境和

经济危害不大或不明显ꎬ且难以形成新的入侵发展

趋势ꎻ<３８.０ 分的为 Ｖ 级风险外来入侵植物(即有

待观察类植物)ꎬ在乐山地区偶有分布ꎬ其危害有待

观察ꎬ目前几乎不影响生态环境也不造成经济损

失ꎬ其未来发展趋势无法确定(闫小玲等ꎬ２０１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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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地区外来入侵植物风险等级统计结果显

示ꎬ乐山地区植物的 Ｉ 级风险入侵植物有 １０ 种ꎬ占
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９.１７％ꎬ包括菊科、苋科、藜科、商
陆科、小二仙草科和落葵科植物ꎬ以菊科植物为主ꎻ
ＩＩ 级有 １１ 种ꎬ占总入侵植物 １０.０９％ꎬ以菊科和豆科

植物为主ꎻＩＩＩ 级有 １３ 种ꎬ占总入侵植物 １１.９３％ꎬ以
菊科和豆科为主ꎻ ＩＶ 级有 ２７ 种ꎬ占总入侵植物

２４.７７％ꎻＶ 级有 ４８ 种ꎬ占总入侵植物 ４４.０４％ꎮ
高危害和中等危害风险的外来入侵植物( Ｉ、

ＩＩ、ＩＩＩ 级)的种类之和有 ３４ 种ꎬ占总入侵种数的

３１.１９％ꎬ说明乐山地区外来入侵植物的入侵风险

等级高ꎮ 登记在 ４ 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侵

物种名单中的入侵植物在乐山地区有 １７ 种ꎬ且其

中有 １３ 种属于中高风险等级:属于 Ｉ 级风险的入

侵植物有 ７ 种ꎬ分别是紫茎泽兰、垂序商陆、反枝

苋、喜旱莲子草、落葵薯、土荆芥、小蓬草ꎻＩＩ 级有 ５
种ꎻ ＩＩＩ 级有 １ 种ꎮ

３　 结论与讨论
乐山地区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繁多ꎬ共 １０９ 种ꎬ

隶属 ３８ 科 ８６ 属ꎮ 双子叶植物占 ８９.９１％ꎬ具有绝

对优势ꎬ菊科种类最多ꎬ其次是豆科、苋科、茄科ꎻ
单子叶植物中禾本科种类最多ꎮ 菊科植物种实体

积小、数量大、有冠毛等利于传播的特殊构造ꎻ豆
科植物具有固氮能力ꎬ通过固氮获取额外的营养

加速生长发育、成熟和繁殖ꎻ禾本科植物具有高度

进化的花序ꎬ加大了风力远距离传播种子的机会

(魏子璐等ꎬ２０２１)ꎬ扩散适应性强ꎬ且草本植物生

长周期短而成为主要优势科ꎮ 外来入侵植物的生

活型多样ꎬ草本植物因适应性强、种子数量多且轻

小、传播也较容易、繁殖速度和生长速度迅速(黄

建辉等ꎬ２００３ꎻ 刘可丹等ꎬ２０２０ꎻ 石青等ꎬ２０１７)的

特点而占优ꎬ还有少数木本植物如金合欢 Ａｃａｃｉａ
ｆａｒｎｅｓｉａｎａ ( Ｌ.) Ｗｉｌｌｄ.、银荆 Ａｃａｃｉａ ｄｅａｌｂａｔａ Ｌｉｎｋ
等ꎬ以及草质藤本植物落葵薯ꎮ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ꎬ乐山地区与外界

的交流日益频繁ꎬ其中贸易和旅游业为外来植物

的入侵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和通道 (史梦竹等ꎬ
２０２０)ꎮ 调查发现ꎬ乐山地区外来植物入侵状况比

较严重ꎬ中高危害风险外来入侵植物达 ３４ 种ꎬ其中

高危害风险外来入侵植物(Ｉ、ＩＩ 级)共 ２１ 种ꎮ 外来

入侵植物的种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ꎬ如洞庭湖区 ８６
种(杜云安等ꎬ２０２０)、杭州 ７２ 种(王嫩仙ꎬ２００８)、福

州市公园 ６６ 种(史梦竹等ꎬ２０２０)、宁波市 ７７ 种(魏
子璐等ꎬ２０２１)、内蒙古 ５５ 种(张璞进ꎬ２０１９)ꎬ其中

恶性植物(Ｉ 级)中登记在 ４ 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

来入侵物种名单中的入侵植物需要特别注意ꎬ它们

的环境适应性、繁殖能力强或传播广泛ꎬ存在较大的

潜在危害ꎮ 严重入侵植物( ＩＩ 级)中要注意红花酢

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ＤＣ.、鹅肠菜 Ｍｙｏｓｏｔｏ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ｕｍ (Ｌ.) Ｍｏｅｎｃｈ、凤眼蓝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ｓ、大薸 Ｐｉｓｔｉａ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ｅｓ Ｌ.和加拿大一枝黄花 Ｓｏｌ￣
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ꎬ其中红花酢浆草和鹅肠菜虽然

在中国外来入侵植物中属于一般入侵种ꎬ但在乐山

地区的荒地、路边、公园和菜园都随处可见ꎬ且可以

形成单一的优势种群ꎬ说明在乐山地区的逸生情况

严重ꎬ它们大多是作为饲料或者观赏植物有意引入ꎬ
正是由于盲目引种且引种后观测工作力度较小ꎬ最
终导致它们在乐山地区逐渐逸生和生长泛滥而成为

高风险入侵物种ꎮ
此外ꎬ尽管近年来凤眼蓝、大薸和加拿大一枝黄

花等在乐山地区尚未形成优势种群或其治理效果较

好ꎬ但在我国其他省份ꎬ这几种植物已经出现严重入

侵现象(董梅等ꎬ２００６)ꎬ一旦扩散蔓延ꎬ将对乐山地

区的生态和经济造成极大危害ꎮ 与省内已有相关研

究相比ꎬ乐山地区的刺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Ｌ. 、藿
香蓟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Ｌ.、圆叶牵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 ｐｕｒ￣
ｐｕｒｅａ (Ｌ.) Ｖｏｉｓｇｔ 和马樱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Ｌ.属于

低风险入侵植物ꎬ而在成都市(邓亨宁等ꎬ２０２０ｂ)和
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名录(闫小玲等ꎬ２０１４)中属于恶

性入侵植物ꎬ相关部门应该予以重视ꎮ
基于对乐山地区外来入侵植物的实地调查分

析ꎬ提出 ４ 点防控建议:一是谨慎引种ꎮ 外来植物的

入侵途径主要包括自然传入、有意引入、无意引入ꎬ
由于一般自然传入借助风力、顺着水流或鸟兽取食

传入(马晔和沈珍瑶ꎬ２００６)ꎬ因此防控难度高ꎮ 但

有意引入常常发生在园林栽培绿化ꎬ如再力花 Ｔｈａ￣
ｌｉａ ｄｅａｌｂａｔａ Ｆｒａｓｅｒ、黄菖蒲 Ｉｒｉｓ ｐｓｅｕｄａｃｏｒｕｓ Ｌ.、金鸡菊

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ｉｉ Ｔｏｒｒ. ｅｔ Ｇｒａｙ、虞美人 Ｐａｐａｖｅｒ
ｒｈｏｅａｓ Ｌ.等ꎬ建议园林管理的相关人员重视引种防

控ꎬ既要试验物种对乐山地区环境的适应性ꎬ也要考

虑其入侵风险(刘可丹等ꎬ２０２０)ꎬ有意识地避开高

风险植物种类ꎬ多方面评估其利弊ꎮ 妥善处理植株

的遗体残骸ꎬ防止残留的繁殖体或营养体逸生ꎬ尽可

能减少人为引种而造成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ꎮ 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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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防控监测力度ꎮ 交通方式的多样化和贸易的频

繁化增大了外来入侵植物无意引入的可能性ꎬ这使

得无意引入在防范外来植物入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王宜凡和贺俊英ꎬ２０２１)ꎮ 无意引入的入侵植物通

常是被飞机、轮船等交通工具无意带到新的栖息地

(即“偷渡或搭便车”) (朱峻熠ꎬ２０１９)ꎬ因此在高度

重视园艺贸易引种风险的同时还需要对港口进口货

物进行严格管控(Ａｘｍａｃｈｅｒ ＆ Ｓａｎｇꎬ２０１３)ꎬ重点加

强对货运点、铁路沿线、码头等地入侵植物的监管和

视察力度ꎬ如菊科、豆科、苋科和禾本科植物(吴雪

惠等ꎬ２０２１)ꎬ并及时拔除具有潜在危害的外来入侵

植物ꎬ以防扩散蔓延(汪远等ꎬ２０１５)ꎮ 三是加强科

学研究ꎬ制定有效防除措施ꎮ 各部门应对入侵广泛

且危害严重的植物加强人工清除的能力ꎬ减少经济

损失(梁景等ꎬ２０２１)ꎬ用化学和生物防除进行综合

防控ꎬ增加对中高风险入侵植物的防除资金投入ꎬ并
预防中低风险危害的植物疯长ꎮ 四是加强科普教育

和法制建设ꎮ 无意引入也可能是因为公众对入侵植

物的了解较少ꎬ建议加大宣传力度ꎬ如在公众活跃的

地段为入侵植物挂牌ꎬ或者通过互联网和报刊、各类

学校举办相关话题的比赛等ꎬ提高公众对入侵植物

及其危害的认识度ꎬ加强防患意识ꎬ减少和避免人为

传播(邓亨宁等ꎬ２０２０ａ)ꎮ 同时完善地方法律法规ꎬ
共同防患外来植物入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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