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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近年来ꎬ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数目和种类都呈现上升趋势ꎬ但该地区外来入侵植物编目的

研究相对滞后ꎬ本研究试图填补这项空白ꎬ为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的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比较全面

和准确的数据ꎮ 【方法】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个人观察ꎬ初步确定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ꎬ再根据相

关文献和实际野外调查排除不符合外来入侵植物定义的物种ꎬ最后确定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的原产地、
生活型、引入途径等ꎮ 【结果】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共有 １４５ 种ꎬ隶属于 ４１ 科ꎬ以菊科、豆科、苋科、茄科为

主ꎮ 原产地有 ８ 种来源ꎬ大部分外来入侵物种原产于北美洲(８５ 种ꎻ占全部外来入侵物种的 ３５.６％)ꎮ 生

活型以草本植物为主(１３４ 种ꎻ占全部外来入侵物种的 ７５.３％)ꎮ 引入途径有意引入、无意引入、自然传入ꎬ占比分别为

５６.０％、３６.７％、７.３％ꎮ 【结论】研究结果可用于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的防治ꎬ但是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ꎬ应定期对湖北省

外来入侵植物名录进行更新ꎬ以反映实际情况ꎮ
关键词: 外来入侵植物ꎻ 湖北省ꎻ 原产地ꎻ 生活型ꎻ 引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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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植物(ａｌｉｅｎ ｐｌａｎｔｓ)是指在一个生态系统中

不是本地自然发生和进化而来ꎬ而是通过不同的方

式从其他地区传播过来的植物(苏亚拉图等ꎬ２００７ꎻ
姚发 兴ꎬ ２０１１ )ꎮ 外 来 入 侵 植 物 (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是指那些通过自然和人类活动等无意或有

意地传播到原生境以外ꎬ并且能够建立自身可繁殖

的种群ꎬ同时对侵入地生态系统多样性产生影响的

植物(曹飞等ꎬ２００７ꎻ 张璞进等ꎬ２０１９)ꎮ 并不是所

有的外来植物都是外来入侵植物ꎮ 一些经济作物ꎬ
如洋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ｃｅｐａ Ｌ.、甘蓝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Ｌ.、花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２３ꎬ ３２(３): ２４３－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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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Ｌ.、木犀榄 Ｏｌｅａ ｅｕｒｏｐａｅａ Ｌ.
等ꎬ即使经过上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引种、栽培ꎬ也不

能在当地进行自然繁殖ꎬ故不能称为外来入侵植

物ꎬ只能定义为外来植物ꎮ 据研究显示ꎬ仅 １０％的

外来植物可以在新的生态系统大量繁殖ꎬ造成危

害ꎬ成为外来入侵植物(朱长山等ꎬ２００７)ꎮ
闫小玲等(２０１４ａ)的研究显示ꎬ截至 ２０１４ 年ꎬ

全国已发现 ５１５ 种外来入侵植物ꎮ 马金双等

(２０１８)共记录了 ９５ 科 ４６６ 属 ８４５ 种外来入侵植

物ꎮ 由此可见ꎬ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越来越频

繁ꎬ中国外来入侵植物的数目也不断上升ꎮ 而外来

入侵植物的危害巨大ꎬ如严重危害农林牧渔业生

产、降低或者破坏当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危
害人类健康甚至生命ꎮ

外来入侵植物的编目是长期研究外来入侵植

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ꎬ它主要是对各地区的相关物

种进行编目ꎬ包括物种的中文名、学名、分类地位、
生物学识别特征、原产地、入侵时间、入侵方式和传

播途径、可能扩散的区域、生境及危害、控制措施、
县市级地理分布及标本等(闫小玲等ꎬ２０１２)ꎮ 中国

外来入侵植物编目起步较晚ꎬ但近几年发展十分迅

速ꎮ 马金双(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４)、马金双等(２０１８)先后对

中国入侵植物进行调查ꎬ并对栽培植物、归化植物

与国产植物进行讨论ꎮ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外来入侵植

物志»采用了文献分析、野外采集以及标本考证等

方法ꎬ对中国外来入侵植物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学研

究ꎬ还分析了这些植物的入侵性质ꎬ提出了防范措

施(马金双ꎬ２０２０)ꎮ 此外ꎬ闫小玲(２０１４ｂ)、李嵘和

邓涛(２０２１)、王宜凡和贺俊英(２０２１)分别对浙江、
云南、内蒙古外来入侵植物分区域进行调查及相关

分析ꎮ
湖北省地处中国中部ꎬ交通便利ꎬ气候适宜ꎬ特

别适合植物的生长ꎬ所以也饱受外来入侵植物对生

态环境的威胁ꎮ 刘胜祥和秦伟(２００４)报道湖北省

外来入侵植物 ２０ 科 ４１ 属共 ５６ 种ꎮ 俞红等(２０１１)
统计湖北省有 ２６ 科 １０４ 种外来入侵植物ꎮ 陈旗涛

等(２０１４)统计出湖北省 １４４ 种外来入侵植物ꎬ覆盖

３３ 科 １００ 属ꎮ
随着经济发展交流越来越频繁ꎬ植物扩散速度

也越来越快ꎬ导致已经报道的数据可能与实际情况

不相符ꎮ 例如ꎬ据本研究实际观察ꎬ原产南美洲的

粉绿狐尾藻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Ｖｅｌｌ.) Ｖｅｒｄｃ.

在湖北江汉平原湿地广泛分布ꎻ原产美洲的粉花月

见草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ｒｏｓｅａ Ｌ′Ｈｅｒ. ｅｘ Ａｉｔ.ꎬ近年来作为园

林绿化常用物种并广泛引种到湖北省各地ꎬ可能已

经有逸为野生的种群ꎻ原产俄罗斯欧洲部分及高加

索的聚合草 Ｓｙｍｐｈｙｔｕｍ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Ｌ.作为牧草引入鄂

西北和西南的高海拔山区ꎬ目前也有野生种群出

现ꎮ 但是目前没有文献将这些物种列入湖北省外

来入侵植物名录中ꎮ 另外ꎬ有些文献中ꎬ把外来植

物与外来入侵植物的概念混淆ꎬ例如ꎬ大麻 Ｃａｎｎａ￣
ｂｉｓ ｓａｔｉｖａ Ｌ.、仙人掌 Ｏｐｕｎｔｉａ ｄｉｌｌｅｎｉｉ ( Ｋｅｒ Ｇａｗｌ.)
Ｈａｗ.等在国内某些地区是野生种ꎬ但在湖北基本是

栽培的ꎬ没有自然繁衍的种群ꎬ因此ꎬ把这样的物种

当作湖北省内分布的外来入侵种是不太合适的ꎮ
基于上述原因ꎬ有必要对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

种类、原产地、生活型、引入途径、生存状态进行重

新调查、修订与分析ꎬ为湖北省对外来入侵植物的

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数据支持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ꎬ长江中游ꎬ全省总面积

１８.５９ 万 ｋｍ２ꎮ 地跨东经 １０８°２１′４２″ ~ １１６°０７′５０″、
北纬 ２９°０１′５３ ~ ３３°６′４７″ꎮ 地处亚热带ꎬ是典型的

季风区ꎮ 除山区外ꎬ全省大部分地区属于亚热带季

风湿润气候ꎬ光能充足ꎬ无霜期长ꎬ降水充足ꎬ雨热

同季ꎮ 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当地的植物的生长

与繁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ꎬ也为外来入侵植物的入

侵与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秦卫华等ꎬ２００８ꎻ 章承

林等ꎬ２０１２)ꎮ 湖北被称为千湖之省ꎬ湿地资源丰

富ꎬ也为水生外来入侵植物提供了生存之所ꎬ如凤

眼莲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ｅ.、水蜈蚣 Ｋｙｌ￣
ｌｉｎｇａ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Ｒｏｔｔｂ.、粉绿狐尾藻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ｒｏｓｅａ
(Ｖｅｌｌ.) Ｖｅｒｄｃ.等在湖北湿地广泛存在ꎮ
１.２　 数据收集

根据文献(许光耀等ꎬ２０１９ꎻ 林秦文等ꎬ２０２２ꎻ
李振宇ꎬ２００２ꎻ 马金双ꎬ２０２０)和中国外来入侵植物

信息系统在线数据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 / ｉａｓ / )
搜集全国外来物种数据ꎮ 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四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 ｃｎ /
ｇｋｍｌ / ｈｂｂ / ｂｇｇ / ２０１６１２ / ｔ２０１６１２２６＿３７３６３６. ｈｔｍ)ꎬ根
据«中国植物志»(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

会ꎬ１９９３)、«湖北植物志»(傅书遐ꎬ２００１)、«湖北植

物大全»(郑重ꎬ１９９３)ꎬ筛选出湖北省外来植物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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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ꎬ排除在湖北省生存状态仅仅是栽培的物种ꎮ
收集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ｃｖｈ. ａｃ.
ｃｎ / )以及中国植物图像库(ｈｔｔｐ:∥ｐｐｂｃ.ｉｐｌａｎｔ.ｃｎ / )
等物种分类信息以及分布信息ꎮ 参考多年来在武

汉、秭归以及神农架的观察和记录ꎮ 本研究采用恩

格勒分类系统对外来入侵植物种类按照科进行统

计分类ꎮ
外来入侵植物原产地参照许光耀等(２０１９)和

植物智(ｈｔｔｐ:∥ｗｗｗ.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 / )的描述ꎬ并按照大

洲区系(吴雪惠等ꎬ２０２１)进行分类统计ꎮ 为了保证

数据的准确性与全面性ꎬ对于多地理起源的外来入

侵植物ꎬ采取重复计数的方法(芮振宇等ꎬ２０２０)ꎮ
每种入侵植物生活型按照美国农业部(ＵＳＤＡ)

标准划分( ｈｔｔｐｓ:∥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ｈｏｍｅ)ꎬ分为持

续时间(ｄｕｒａｔｉｏｎ)与狭义生活型(ｇｒｏｗｔｈ ｈａｂｉｔ)ꎮ 其

中持续时间按照植物的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一年

生(ａｎｎｕａｌ)、二年生(ｂｉｅｎｎｉａｌ)、多年生(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ꎮ
狭义生活型可以划分为:草本植物(ｈｅｒｂｓ)、禾草类

(ｇｒａｍｉｎｏｉｄｓ)、亚灌木( ｓｕｂｓｈｒｕｂｓ)、灌木( ｓｈｒｕｂｓ)、
草质藤本(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ｃｌｉｍｂｅｒｓ)、乔木( ｔｒｅｅｓ)、木质

藤本(ｗｏｏｄｙ ｃｌｉｍｂｅｒｓ)、水生植物 (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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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外来入侵植物的引入途径划分为 ３ 种类型ꎬ

分别是:无意引入(ｕ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自然

传入(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有意引入(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杜江江和张树兴ꎬ２００５)ꎮ 无意引入途径主要

有 ２ 个方面:没有意识到可能会携带和传入外来物

种ꎻ由于掌握的知识不够ꎬ难以识别潜在的外来物

种ꎬ从而导致的物种入侵(贾桂康和黄曼莲ꎬ２０１８ꎻ
芮振宇等ꎬ２０２０)ꎮ 自然传入一般指借由风、水流或

昆虫、鸟类的传播ꎬ使植物种子发生自然的迁移而

造成入侵(王晔平ꎬ２０２２)ꎮ 本文中每个物种的引入

途径参考许光耀等(２０１９)ꎮ
将外来入侵植物在湖北省生存状态分成 ４ 种

类型:栽培(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逃逸为野生(ｅｓｃａｐ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ｒ ａｄｖｅｎ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 归 化 (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入侵(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ꎮ 物种的生存状态参

考林秦文等(２０２２)和作者多年在武汉、秭归、神农

架、竹山等地的实际观察和记录ꎮ
最后对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种类、中文名、别

名、拉丁名、命名人、原产地、引入途径、生活性、湖

北省生存状态进行整理ꎬ编写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

名录(扫描本文 ＯＳＩＤ 码ꎬ查看名录)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种类

湖北省一共有外来入侵植物 １４５ 种ꎬ隶属于 ４１
科ꎮ 按照每个科包含的种数排序ꎬ这些科是: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３２ 种)、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１８ 种)、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１０ 种)、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９ 种)、禾
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 ７ 种)、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 ５
种)、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４ 种)、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
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４ 种)、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 ３ 种)、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 ３ 种)、柳叶菜科 Ｏｎａｇｒａｃｅａｅ ( ３
种)、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３ 种)、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
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３ 种)、鸭跖草科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３ 种)、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２ 种)、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２
种)、景天科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２ 种)、落葵科 Ｂａｓｅｌｌａｃｅ￣
ａｅ (２ 种)、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２ 种)、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２ 种)、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２ 种)、石
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２ 种)、水鳖科 Ｈｙｄｒｏｃｈａｒｉｔａ￣
ｃｅａｅ (２ 种)、罂粟科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２ 种)、雨久花科

Ｐｏｎｔｅｄ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 ２ 种 )、 莼 菜 科 Ｃａｂｏｍｂａｃｅａｅ ( １
种)、凤仙花科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ｃｅａｅ ( １ 种)、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 １ 种)、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 １
种)、牻牛儿苗科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 １ 种)、美人蕉科

Ｃａｎｎａｃｅａｅ (１ 种)、千屈菜科 Ｌｙ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１ 种)、莎
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１ 种)、商陆科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ｃｅａｅ (１
种)、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 １ 种)、小二仙桃草科

Ｈａｌｏ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１ 种)、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 种)、竹芋

科 Ｍａｒａｎｔａｃｅａｅ ( １ 种)、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 １
种)、紫茉莉科 Ｎｙｃ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 种)、酢浆草科 Ｏｘ￣
ａ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 种)ꎮ 按百分比计算ꎬ菊科植物、豆科

植物、苋科植物、茄科植物是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

主体ꎬ４ 个科种数之和占总种数的 ４７.６％ꎮ 其中菊

科外来入侵植物的占比最高ꎬ达到 ２２.１％ꎮ 其次是

豆科植物ꎬ占比为 １２.４％(图 １)ꎮ
２.２　 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原产地

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ꎬ从其地理起源来说ꎬ有 ８
种类型ꎬ北美洲出现的频率最高(频率 ８５ 次ꎬ占比

３５.６％)ꎮ 其次依次是南美洲 (频率 ５５ 次ꎬ占比

２３.０％)、亚洲(频率 ３７ 次ꎬ占比 １５.５％)、欧洲(频率

３３ 次ꎬ占比 １３.８％)、非洲(频率 ２５ 次ꎬ占比 １０.０％)、
大洋洲[频率 ２ 次ꎬ占比 ０.８％ꎬ分别是田菁 Ｓｅｓｂａｎ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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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ａ (Ｒｅｔｚ.) Ｐｏｉｒ.与大薸 Ｐｉｓｔｉａ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ｅｓ Ｌ.]ꎮ
此外ꎬ还有起源不详[频率 １ 次ꎬ占比 ０.４％ꎬ灰绿藜

Ｏｘｙｂａ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Ｌ.) Ｓ. Ｆｕｅｎｔｅｓꎬ Ｕｏｔｉｌａ ＆ Ｂｏｒｓｃｈ.]、
杂交起源(频率 １ 次ꎬ占比 ０.４％)ꎮ 杂交起源特指中

国本土植物与归化植物杂交ꎬ黄花月见草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ｇｌａｚｉｏｖｉａｎａ Ｍｉｃｈ.即为杂交起源(图 ２)ꎮ

图 １　 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组成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Ｈｕｂｅｉ

图 ２　 湖北外来入侵植物的原产地构成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２.３　 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生活型

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中ꎬ草本植物最多ꎬ有 １３４
种ꎬ占比 ７５.３％ꎻ其次依次是水生植物ꎬ有 １５ 种ꎬ占
比 ８.４％ꎻ亚灌木ꎬ１０ 种ꎬ占比 ５.６％ꎻ禾草类ꎬ７ 种ꎬ占
比 ３.９％ꎻ灌木ꎬ有 ６ 种ꎬ占比 ３.４％ꎻ草质藤木 ４ 种ꎬ
占比 ２. ２％ꎻ乔木 １ 种 (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Ｌ.)ꎬ占比 ０. ６％ꎻ木质藤本 １ 种(叶子花 Ｂｏｕｇａｉｎ￣
ｖｉｌｌｅａ 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 Ｗｉｌｌｄ.)ꎬ占比 ０.６％(图 ３)ꎮ

图 ３　 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生活型
Ｆｉｇ.３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Ｈｕｂｅｉ

分析国外和国内部分地区入侵植物中草本植

物与木本植物比例ꎬ在外来入侵植物中草本植物数

目比木本植物数目多ꎬ在有些地方还占有绝对优

势ꎻ国内部分地区的外来入侵木本植物占比低于其

他国家或地区外来入侵木本植物的占比(表 １)ꎮ
２.４　 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引入途径

无意引入与有意引入是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

引入的主要途径ꎮ 无意引进占比 ３６.７％ꎬ主要是一

些来自美洲的植物ꎬ如大狼耙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ｆｒｏｎｄｏｓａ Ｌ.、
北美独行菜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飞扬草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ｉｒｔａ Ｌ.等ꎮ 有意引进占比 ５６.０％ꎬ是出于

农林牧渔生产、景观美化、经济价值等目的ꎬ从国外

引进物种但引进后“逃逸”造成物种泛滥ꎮ 如作为

饲养牧草引入的有:喜旱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
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聚合草 Ｓｙｍｐｈｙｔｕｍ ｏｆｆｉｃｉ￣
ｎａｌｅ Ｌ.、凤眼莲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ｅ
等ꎻ作为观赏花卉引入的有:比奇洛堆心菊 Ｈｅｌｅｎｉ￣
ｕｍ ｂｉｇｅｌｏｖｉｉ Ａ.Ｇｒａｙ、矢车菊 Ｃｙａｎｕｓ ｓｅｇｅｔｕｍ Ｌ.、剑叶

金鸡菊 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Ｌ.等ꎻ作为果蔬引入的

有:落葵薯 Ａｎｒｅｄｅｒ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Ｔｅｎｏｒｅ) Ｓｔｅｅｎｉｓ.ꎻ作
为药用的有垂序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Ｌ.、大薸

Ｐｉｓｔｉａ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ｅｓ Ｌ.等ꎻ作为香料的有留兰香 Ｍｅｎｔｈａ
ｓｐｉｃａｔａ Ｌ.等ꎻ作为造林树种引入的有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Ｌ.ꎮ 另外ꎬ自然入侵仅占比 ７.３％ꎮ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种类分析

根据许光耀等(２０１９)发表的数据ꎬ湖北省外来

植物一共有 ３０６ 种ꎮ 林秦文等(２０２２)一共发现了

湖北省外来植物 ９７３ 种ꎮ 根据林秦文等(２０２１)排
除了一些不满足外来入侵植物定义的ꎬ最终认定湖

北省外来入侵植物有 １４５ 种ꎮ 被排除的物种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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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ꎬ主要分为 ３ 类ꎮ 第 １ 类ꎬ是一些原产中国的

植物ꎬ 例如石刁柏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Ｌ.、 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ｔｏｂｉｒａ (Ｔｈｕｎｂ.) Ａｉｔ.、芦竹 Ａｒｕｎｄｏ ｄｏｎａｘ
Ｌ.、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ｏｅｎｃｈ.等ꎮ 第 ２ 类ꎬ
仅仅是栽培植物ꎬ目前在湖北省并没有发现野生ꎬ
如秋英 Ｃｏｓｍｏｓ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ｕｓ Ｃａｖａｎｉｌｌｅｓ.、 绿豆 Ｖｉｇｎａ
ｒａｄｉａｔａ ( Ｌ.) Ｗｉｌｃｚｅｋ、 芥 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ｊｕｎｃｅ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Ｃｚｅｒｎａｊｅｗ.等ꎮ 第 ３ 类ꎬ是老归化种ꎬ其
起源地在中国以外ꎬ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变ꎬ基本

已经融入当地的生态系统中ꎬ参与当地生态过程ꎬ

并且不再产生暴发性危害的物种ꎮ 例如ꎬ芭蕉 Ｍｕ￣
ｓａ ｂａｓｊｏｏ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苦苣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Ｌ.、
荠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Ｌ.) Ｍｅｄｉｃ.等ꎬ上千年前

就已经传入我国ꎬ但是并没有危害当地生态系统ꎬ
所以不能认为是外来入侵植物ꎮ 排除这些物种ꎬ可
以更加客观地分析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物种分布

的现状ꎬ找出那些具有入侵潜能、对当地生态环境

具有破坏的物种ꎬ为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防治提供

科学依据ꎮ

表 １　 国内外部分地区入侵植物草本植物与木本植物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ｏ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分类
Ｔｙｐｅｓ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外来入侵植物生
活型总次数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ｐｌａｎｔｓ

草本类占外来入侵
植物生活型总次数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 ％

木本类占外来入侵
植物生活型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ｏ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 ％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国内
Ｃｈｉｎａ

内蒙古自治区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
ｇｏｌｉ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１１７ ９４.８７ ５.１３ 王宜凡和贺俊英ꎬ２０２１ꎻ
Ｗａｎｇ ＆ Ｈｅꎬ２０２１

江苏省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２９ ８９.９６ １０.０４ 侯新星等ꎬ２０１９ꎻ 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９

西藏自治区
Ｔｉｂｅｔ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１２６ ８２.５４ １７.４６ 仇晓玉等ꎬ２０１９ꎻ Ｃ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９

安徽省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３２ ８８.６０ １１.４０ 严靖等ꎬ２０１７ꎻ Ｙ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浙江省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７５ ８１.１４ １８.８６ 闫小玲等ꎬ２０１４ｂꎻ Ｙ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ｂ

国外 俄罗斯 Ｒｕｓｓｉａ ３４５ ７０.４０ ２９.６０ Ｖｉｎｏｇｒａｄｏｖ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巴基斯坦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７００ ７０.００ ３０.００ Ｑｕｒｅｓｈ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

美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２０９ ５５.１０ ４４.９０ 张斯斯和肖宜安ꎬ２０１３ꎻ
Ｚｈａｎｇ ＆ Ｘｉａｏꎬ２０１３

　 　 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种类中ꎬ菊科植物最多ꎬ
这也与全国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组成是一致的

(李嵘和邓涛ꎬ２０２１)ꎮ 可能的原因有 ３ 个ꎮ 首先ꎬ
菊科植物的种类数目比较多ꎬ菊科是双子叶植物第

一大科ꎬ有 ２５０００ ~ ３００００ 种ꎮ 其次ꎬ菊科的经济价

值高ꎬ很多菊科植物的花序颜色比较鲜艳ꎬ因此被

人为引进的概率高(朱长山等ꎬ２００７)ꎮ 最后ꎬ菊科

植物的种子数量多ꎬ体积小ꎬ有冠毛ꎬ可以借助风媒

传播或者黏附在人体或动物毛皮身上进行传播(朱
峻熠ꎬ２０１９ꎻ 史梦竹等ꎬ２０２０)ꎮ 所以引入菊科植物

时要慎重考虑是否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风险ꎮ
例如ꎬ串叶松香草 Ｓｉｌｐｈｉｕｍ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Ｌ.被作为饲料

引入ꎬ但是现在已经在神农架林区野外生长ꎬ可能会

逸为野生ꎬ并对当地生物多样性造成一定威胁ꎮ
３.２　 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原产地分析

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原产地类型中占比最多

的是美洲ꎬ这也符合全国外来入侵植物原产地分布

的特点(何家庆和葛结林ꎬ２００８)ꎮ 究其原因ꎬ欧亚

大陆自古联系紧密ꎬ许多来自欧洲的外来入侵植

物ꎬ经过上千年的归化已经不再被认定为外来入侵

植物ꎮ 而美洲与亚洲的交流时间不过才 ３００ 年(张
斯斯和肖宜安ꎬ２０１３)ꎬ且日益频繁ꎮ 人类活动将很

多美洲植物带到国内ꎬ造成了扩散ꎮ 而且ꎬ湖北省

的气候条件与美洲的气候条件类似ꎬ美洲来源的植

物容易在湖北省生存、繁殖ꎬ形成单优物种(朱长山

等ꎬ２００７)ꎮ 所以对美洲来源的外来植物引进尤其

要慎重ꎬ要全方面考虑是否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危

害ꎮ 海关等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强对来自美洲的游

客货物检查ꎬ防止一些美洲外来植物种子被游客或

者货物带入我国ꎬ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危害ꎮ
３.３　 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生活型比较分析

外来入侵植物中草本植物的占比远低于木本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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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草本植物在短期内更能适应

变化的环境ꎮ 从选择生活史对策来看ꎬ草本植物倾

向选择 ｒ 对策ꎮ ｒ 对策具有能够将种群增长最大化

的各种生物学特性ꎬ即高繁殖力、后代数目多等特

性ꎻ这种类型的植物更加适合不可预测的环境ꎬ也更

容易成为外来入侵植物(李博等ꎬ２００１)ꎮ 从性状来

看ꎬ草本植物与木本植物对比ꎬ属于进化类型ꎬ更容

易适应环境ꎬ而木本植物相对原始 (严岳鸿等ꎬ
２００４)ꎮ 从生活史特征来看ꎬ草本植物的种子数量

多、体积小、质量轻ꎬ容易传播到其他地方形成外来

入侵物种(耿宇鹏等ꎬ２００４)ꎮ 从生命周期选择策略

来看ꎬ草本植物包含一年生、二年生、多年生ꎮ 并且

一年生草本占全部草本比例高达 ６４.２％ꎬ较短的生命

周期可以帮助植物的基因更好地适应新环境ꎬ而木

本植物大多数是多年生植物(杜云安等ꎬ２０２０)ꎮ
国内外来入侵植物中木本的占比是低于国外

外来入侵植物木本占比ꎬ可能的原因在于木本植物

绝大多数都具有经济价值ꎬ木本植物大多数是有意

引入ꎮ 虽然中国有很长的引入外来植物历史ꎬ但是

大量有意引入外来入侵植物发生在近代以后ꎬ远远

慢于其他国家ꎮ 例如ꎬ原产美洲的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Ｌ.在 １８７０ 年才引入中国ꎬ但是早在 １７
世纪初就已经引入欧洲ꎮ 木本植物相比草本植物ꎬ
入侵归化时间要长得多并且木本外来入侵植物入

侵的潜伏期较长(郑景明等ꎬ２００８)ꎮ 随着世界交流

越来越频繁ꎬ加上中国目前已经引入了不少外来木

本植物ꎬ所以必须加强对外来木本植物的研究ꎬ防
止外来木本植物逃避成为外来入侵植物ꎬ对当地生

态系统造成潜在风险ꎮ
本文将原产于中国的仅以栽培形态存在的归

化时间漫长已基本没有危害的物种排除在编目之

外ꎬ统计得出湖北省有 １４５ 种外来入侵植物ꎮ 相比

于之前类似的研究ꎬ种类是增加的ꎮ 外来入侵植物

的种类、危害等是动态变化的ꎬ本文采用的数据难

免会有滞后ꎬ统计结果可能会有所疏忽遗漏ꎮ 因

此ꎬ对外来入侵植物进行准确的编目ꎬ需要长期系

统性的监测ꎮ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和 ４ 月ꎬ湖北省林业局和

农业农村厅先后组织和开展了湖北农业、森林、草
原和湿地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ꎬ力争基

本查清湖北省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分布范

围、分布面积、危害程度等基本情况ꎮ 本文可以为

今后湖北省外来入侵植物调查工作提供数据支撑ꎮ

致谢: 感谢陆雪天、陈瑞佳、刘源、张坤、林桥涵等

同学提供野外调查数据ꎮ 感谢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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