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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摸清平潭无居民海岛外来入侵植物的现状ꎬ为海岛外来入侵植物防治及海岛植被修复等提

供参考ꎮ 【方法】采用样线法和样方法ꎬ开展平潭无居民海岛外来入侵植物的调查ꎬ对其科属组成、区系

地理成分、植物功能性状特征、原产地和入侵等级等进行统计分析ꎬ并与其他海岛区域进行对比研究ꎮ
【结果】平潭无居民海岛共有外来入侵植物 １５ 科 ２６ 属 ３０ 种ꎬ以菊科、苋科较为突出ꎬ科、属级地理成分都

以热带成分为主ꎮ 在植物功能性状方面ꎬ生活型、生长型均以一年生草本为主ꎻ叶以小型叶、纸质叶、叶被

毛比重最大ꎻ果实及种子特征以微型的蒴果、瘦果、胞果为主ꎮ 海岛外来入侵植物原产地主要为美洲ꎻ入
侵方式多为人为或其他活动无意引入ꎬ且危害方式多样ꎬ破坏性强ꎻ繁殖方式以种子繁殖为主ꎻ８ 种外来入侵植物的出现频

率≥２７.７８％ꎻ研究区外来入侵植物特征与其他海岛区域外来入侵植物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ꎮ 【结论】平潭无居民海岛外来

入侵植物种类较多、部分植物入侵性较强及出现频率较高等ꎬ建议继续开展平潭其他海岛外来入侵植物的本底调查ꎬ并有

针对性地开展防治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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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入侵植物是通过自然、人类活动等有意或

无意地传播或引入异域ꎬ并能在传入生境中自然生

长和繁殖ꎬ对其传入地的生态系统和经济造成严重

威胁的植物(魏雷等ꎬ２０２２)ꎮ 平潭作为全国第五大

岛、福建第一大岛ꎬ周边海岛众多ꎬ随着经济和城市

建设的不断发展ꎬ人类活动更加频繁ꎬ海岛的植物

多样性和植被保护遭到破坏ꎮ 人类活动等有意或

无意引入的外来入侵植物ꎬ加剧了平潭无居民海岛

植物生态系统的脆弱化ꎮ 目前ꎬ针对平潭海岛植被

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有居民海岛的植物资源、植被

特性、区系特征等方面(何雅琴等ꎬ２０２２ａꎬ２０２２ｂꎻ
彭特等ꎬ２０２１ꎻ 张嘉灵等ꎬ２０１９)ꎬ而对平潭无居民

海岛外来入侵植物的研究还鲜有报道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调查了平潭 １８ 个无居民海岛

的外来入侵植物ꎬ统计分析其科属组成、区系地理

成分、植物功能性状特征、原产地和入侵等级等ꎬ并
与其他海岛区域进行对比ꎬ以期为海岛外来入侵植

物的防治和海岛植被修复等提供基础数据ꎮ

１　 研究区概况
平潭位于福建省东部(２５°１６′ ~ ２５°４４′Ｎꎬ１１９°

３２′~１２０°１０′Ｅ)ꎬ由包含平潭岛(主岛)在内的 １２６
个岛屿组成ꎬ其中 ９０％以上为无居民海岛ꎮ 研究区

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ꎬ季风显著ꎬ为福建省强

风区之一(蔡晓禾和廖廓ꎬ２０１１)ꎮ 年均温度 １９.６
℃ꎬ全年最低温度和最高温度平均值分别是１０.２和
２７.９ ℃ꎻ年均降雨量(１１７２ ｍｍ)小于年均蒸发量

(１３００ ｍｍ)ꎬ夏季常高温干旱ꎮ 本研究选取了平潭

周边大小 １８ 个无居民海岛(光幼屿、红山屿、北香

炉屿、大嵩岛、小嵩岛、黄门岛、北官屿、龙母屿、横
屿、大怀屿、姜山岛、白姜岛、山白岛、东洲岛、古螺

屿、坪洲岛、山洲岛、赤鞋特岛)ꎬ各海岛面积１.０２ ~
４０.２４ ｈｍ２ꎬ主要优势植被包括木麻黄 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 ｅｑ￣
ｕｉｓｅｔｉｆｏｌｉａ Ｆｏｒｓｔ.、黑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ａ Ｐａｒｌａｔｏｒｅ、台
湾相思 Ａｃａｃｉａ ｃｏｎｆｕｓｅ Ｍｅｒｒ.、滨柃 Ｅｕｒｙａ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Ｍａｋｉｎｏ、夹竹桃 Ｎｅｒｉ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Ｍｉｌｌ 以及

一些稀疏灌草丛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７—１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９—
１１ 月、２０２０ 年 ７—８ 月陆续开展调查ꎮ

２　 研究方法
结合样方法和样线法开展调查ꎬ因平潭大风条

件限制出海时间ꎬ故调查时间基本在 ７—１１ 月ꎮ 因

山白岛、东洲岛、古螺屿、坪洲岛、山洲岛、赤鞋特岛

面积极小ꎬ且多为基岩或岩滩ꎬ故仅采用样线法调

查ꎮ 其余各岛均设置 ３ 个以上 ２０ ｍ×２０ ｍ 的大样

方ꎬ测量、记录所有乔木层(胸径≥３ ｃｍ 或树高≥３
ｍ)、灌木层(在大样方 ４ 个对角设置 ５ ｍ×５ ｍ 的中

样方)、草本层(在大样方 ４ 个对角及中部设置 １ ｍ
×１ ｍ 的小样方)的植物名称、高度、乔灌冠幅、数量

及地形因子信息ꎻ同时ꎬ根据岛屿实际地形地势ꎬ设
置环岛及支线调查样线ꎮ 参考马金双和李惠茹

(２０１８)、马金双(２０２０)的研究结果汇总平潭无居

民海岛外来入侵植物名录ꎮ 对调查中无法辨别的

植物ꎬ先进行标本采集和拍照ꎬ再通过请教植物分

类专家及参考«福建植物志»«中国植物志»等进行

植物鉴定ꎮ 文中表格植物科名排序参考«福建植物

志»ꎬ科内种名则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ꎮ
分析区系地理成分时ꎬ主要科、属的分布类型

参考吴征镒(２００３ꎬ２００６)的分类结果进行分析和统

计ꎮ Ｒ / Ｔ 值为各类热带分布类型属(第 ２ 至第 ７ 类

型及变型)之和(Ｒ)与各类温带分布类型属(第 ８
至第 １４ 类型及变型)之和(Ｔ)的比值ꎬ其值越大ꎬ
热带性质越显著(潘小梅等ꎬ２０１９)ꎮ

选取生长型、生活型、叶级、叶质、叶被毛、果实

类型、果实大小等 ７ 项植物功能性状特征进行分析ꎬ
并参考文献(贺学礼ꎬ２０１７ꎻ 宋永昌ꎬ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７ꎻ 易慧

琳等ꎬ２０１７)进行分类:生长型分为乔木、灌木、草本、
藤本ꎻ生活型分为高位芽植物、地上芽植物、地面芽

植物、隐芽植物、一年生植物ꎻ叶级划分为鳞型叶(０~
０.２５ ｃｍ２)、微型叶(０.２６~２.２５ ｃｍ２)、小型叶(２.２６ ~
２０.２５ ｃｍ２)、中型叶(２０.２６ ~ １８２.２５ ｃｍ２)和大型叶

(１８２.２６~１６４２.２５ ｃｍ２)ꎻ叶质分为纸质叶、膜质叶、草
质叶、革质叶、肉质叶ꎻ叶被毛为有被毛、无被毛ꎻ果
实类型分为瘦果、蒴果、颖果、浆果、核果等ꎮ 同时计

算外来入侵植物的出现频率ꎬ出现频率 / ％ ＝(出现海

岛数 /海岛总数)×１００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科属组成

根据调查数据统计ꎬ各海岛共发现有外来入侵

植物 ３０ 种ꎬ隶属于 １５ 科 ２６ 属(表 １)ꎬ都为被子植

物ꎮ 其中ꎬ单子叶植物 ２ 科 ３ 属 ３ 种ꎬ双子叶植物

１３ 科 ２３ 属 ２７ 种ꎮ 科的组成上以菊科和苋科为优

势科ꎬ各有 ７ 和 ４ 种ꎬ分别占总种数的 ２３. ３３％和

１３.３３％ꎮ可见ꎬ单科所含的属、种构成其植物区系的

主体成分ꎬ科的属、种组成呈现多样性的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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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区系地理成分分析

根据植物名录ꎬ对 １５ 科 ２６ 属 ３０ 种进行种子

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析ꎬ平潭无居民海岛外来入侵

植物 １５ 科的地理成分可划分为 ４ 个类型及 １ 个变

型(表 ２)ꎮ 其中ꎬ世界广布科 ９ 科(１７ 属 ２０ 种)ꎬ占
总科数的 ６０.００％ꎻ泛热带分布科 ２ 科(５ 属 ６ 种)ꎬ
占总科数的 １３.３３％ꎻ以南半球为主的泛热带分布

科 １ 科(１ 属 １ 种)ꎬ占总科数的 ６.６７％ꎻ东亚(热带、
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科 ２ 科(２ 属 ２ 种)ꎬ
占总科数的 １３.３３％ꎻ旧世界热带分布科 １ 科(１ 属

１ 种)ꎬ占总科数的 ６.６７％ꎮ 在科水平上ꎬ区系组成

都为热带成分ꎮ
平潭无居民海岛外来入侵植物 ２６ 属的地理成

分可划分为 ５ 个类型及 ２ 个变型(表 ３)ꎮ 其中ꎬ世
界广布属 ６ 属(９ 种)ꎬ占总属数 ２３.０８％ꎻ各类热带

成分属(第 ２ 至第 ７ 类型及变型)计 １７ 属(１８ 种)ꎬ
占总属数(不包括世界广布属)的 ８５.００％ꎻ各类温

带成分属 (第 ８ 至第 １４ 类型及变型) 计 ３ 属 ( ３
种)ꎬ占总属数(不包括世界广布属)的 １５.００％ꎮ 在

属水平上ꎬＲ / Ｔ 值为 ５.６７ꎬ各类热带成分显著高于

各类温带成分ꎬ说明该地区的外来入侵植物区系组

成以热带成分占据绝对优势ꎮ

表 ２　 科的属、种组成及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ｕ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分布区类型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ａｎｇｅ

科数量 / 科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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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名(属数ꎬ种数)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ｇｅｎｕｓ

ｎｕｍｂｅｒꎬ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１.世界广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９ ６０.００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３ꎬ４)
马齿苋科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１ꎬ１)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１ꎬ１)
柳叶菜科 Ｏｎａｇｒａｃｅａｅ (１ꎬ１)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ꎬ１)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２ꎬ２)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ꎬ１)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５ꎬ７)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２ꎬ２)

２.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ａ ２ １３.３３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２ꎬ３)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３ꎬ３)

２Ｓ.以南半球为主的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ａ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ｏｕｔｈ Ｈｅｍｉ￣
ｓｐｈｅｒｅ

１ ６.６７ 番杏科 Ａｉｚｏａｃｅａｅ (１ꎬ１)

３.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
ｃａｌ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ｌꎬ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

２ １３.３３ 仙人掌科 Ｃａｃｔａｃｅａｅ (１ꎬ１)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１ꎬ１)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ｅ １ ６.６７ 天门冬科 Ａｓｐａ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１ꎬ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５ １００

表 ３　 属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分布区类型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ａｎｇｅ

属数 Ｇｅｎｕｓ ｎｕｍｂｅｒ

总数 / 属
Ｔｏｔａｌ / ｇｅｎｕｓ

占总属数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ｕｓ / ％

属含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ｇｅｎｕｓ

总数 / 种
Ｔｏｔａｌ /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总种数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 ％

１.世界广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６ (２３.０８) ９ (３０.００)
２.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ａ １０ ５０.００ １１ ５２.３８
２－２.热带美洲、非洲和中、南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Ａｆ￣
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

１ ５.００ １ ４.７６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
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

５ ２５.００ ５ ２３.８１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１ ５.００ １ ４.７６
８.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２ １０.００ ２ ９.５２
８￣４.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

１ ５.００ １ ４.７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０ １００.００

　 　 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占总属、种数的百分比ꎬ同列无括号的数值不包括世界广布数ꎮ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ｄｏ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２５３ 生物安全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第 ３２ 卷　



３.３　 植物功能性状特征分析

植物的生活型和生长型以一年生植物和草本

为主ꎬ分别为 １８ 和 ２６ 种ꎬ分别占总种数的 ６０.００％、
８６.６７％ꎮ 叶的特征上ꎬ以小型叶、纸质叶和叶被毛

最突 出ꎬ 分 别 占 总 种 数 的 ７０.００％、 ５６.６７％ 和

６６.６７％ꎮ 果实及种子的特征上ꎬ果实类型以蒴果、
瘦果和胞果为主ꎬ３ 者共计 ２１ 种ꎬ合占总种数的

７０.００％ꎮ 果实大小以微型果占据优势ꎬ达 ２２ 种ꎬ占
总种数的 ７３.３３％(表 ４)ꎮ

表 ４　 植物功能性状特征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

功能性状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

类型
Ｔｙｐｅ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种数 /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占总种数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 ％

植物的生长型和生活型 生长型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ｍ 乔木 Ａｒｂｏｒ １ ３.３３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３ １０.００

草本 Ｈｅｒｂ ２６ ８６.６７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高位芽 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３ １０.００

地上芽 Ｃｈａｍａｅｐｈｙｔｅｓ ３ １０.００
地面芽 Ｈｅｍｉ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ｙｔｅ ６ ２０.００
一年生植物 Ｔｈ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１８ ６０.００

叶特征 Ｌｅａｖ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叶级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微型叶 Ｎａｎｏｐｙｈｌｌ ３ １０.００
小型叶 Ｍｉｃｒｏｐｙｈｌｌ ２１ ７０.００
中型叶 Ｍｅｓｏｐｙｈｌｌ ３ １０.００
大型叶 Ｍａｃｒｏｐｙｈｌｌ ３ １０.００

叶质 Ｌｅａ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纸质叶 Ｐａｐｅｒｙ １７ ５６.６７
肉质叶 Ｆｌｅｓｈｙ ６ ２０.００
草质叶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７ ２３.３３

叶被毛 Ｌｅａｆ ｃｏａｔ 有被毛 Ｐｉｌｏｕｓ ｌｅａｆ ２０ ６６.６７
无被毛 Ｎｏｎ￣ｐｉｌｏｕｓ ｌｅａｆ １０ ３３.３３

果实及种子特征 果实类型 Ｆｒｕｉｔ ｔｙｐｅ 蒴果 Ｃａｐｓｕｌｅ １０ ３３.３３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瘦果 Ａｃｈｅｎｅ ７ ２３.３３

颖果 Ｃａｒｙｏｐｓｉｓ ２ ６.６７
核果 Ｄｒｕｐｅ １ ３.３３
浆果 Ｂｅｒｒｙ ２ ６.６７
坚果 Ｎｕｔ １ ３.３３
荚果 Ｌｅｇｕｍｅ １ ３.３３
胞果 Ｕｔｒｉｄｅ ４ １３.３３
分果 Ｓｃｈｉｚｏｃａｒｐ ２ ６.６７

果实大小 Ｆｒｕｉｔ ｓｉｚｅ 微型果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ｆｒｕｉｔ ２２ ７３.３３
小型果 Ｓｍａｌｌ ｆｒｕｉｔ ３ １０.００
中型果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ｒｕｉｔ ２ ６.６７
大型果 Ｌａｒｇｅ ｆｒｕｉｔ ３ １０.００

３.４　 外来入侵植物原产地、入侵等级、出现频率分析

由表 １ 可知ꎬ平潭无居民海岛 ３０ 种外来入侵

植物中ꎬ原产地主要为美洲ꎬ其中ꎬ美洲 ６ 种、北美

洲 ２ 种、南美洲 ５ 种、热带美洲 ７ 种ꎮ 而原产于巴

西、热带亚洲、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美国大西洋海岸

及墨西哥湾海岸、欧洲南部和非洲、加勒比海地区

等地区的均为 １ 种ꎮ
平潭无居民海岛外来入侵植物中ꎬ恶性入侵 ８

种ꎬ严重入侵 ９ 种ꎬ局部入侵 ２ 种ꎬ一般入侵 ８ 种ꎬ
有待观察 ３ 种ꎮ 入侵方式中无意引入 １９ 种ꎬ有意

引入 １１ 种ꎮ 危害方式多表现为通过侵占、排挤、化
感作用、缠绕、覆盖等影响其他植物生长ꎬ使之成为

单优群落ꎬ或成为其他病原菌等的寄主、中间宿主ꎬ
还有少数有毒或刺ꎬ伤害人和牲畜ꎮ 繁殖方式主要

为种子繁殖ꎮ ８ 种外来入侵植物的出现频率≥
２７.７８％ꎮ
３.５　 与其他海岛区域对比

将目前已报道的浙江普陀山 (朱峻熠等ꎬ
２０２０)ꎬ福建东山岛(高伟等ꎬ２０１０)ꎬ浙江嵊泗县花

鸟岛(何伟平等ꎬ２０１７)ꎬ江门市砂质海岸(魏雷等ꎬ
２０２２)ꎬ广西北部湾海岸带、海岛(程欣欣等ꎬ２０２２)ꎬ
浙江南麂列岛(朱淑霞等ꎬ２０１９)等海岛区域外来入

侵植物与平潭无居民海岛进行统计对比分析(表
５)ꎬ各海岛区域因受纬度、面积等因素影响ꎬ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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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种数量上差异较明显ꎬ以广西北部湾海岸带、海
岛种类最多ꎬ而优势科、区系地理主成分、生活型、

生长型、果实类型、原产地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ꎮ

表 ５　 与其他海岛区域对比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ｓｌａｎｄｓ

海岛 Ｉｓｌａｎｄ
植物种类构成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优势科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区系地理主成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生长型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ｍ

果实类型
Ｆｒｕｉｔ ｔｙｐｅ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平潭无居民海岛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ｕｎｉｎｈａｂｉ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１５ 科 ２６ 属 ３０ 种
３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２６ ｇｅｎｅｒａꎬ
１５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热带成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一年生植物
Ｔｈ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草本
Ｈｅｒｂ

蒴果、瘦果
Ｃａｐｓｕｌｅꎬ
ａｃｈｅｎｅ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浙江普陀山
Ｐｕｔｕｏ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２１ 科 ３６ 属 ４７ 种
４７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３６ ｇｅｎｅｒａꎬ
２１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热带成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 草本
Ｈｅｒｂ

－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福建东山岛
Ｄｏｎｇ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ꎬ Ｆｕｊｉａｎ

２２ 科 ５９ 种
５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２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 － 草本
Ｈｅｒｂ

－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浙江嵊泗县花鸟岛
Ｈｕａｎｉａｏ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Ｓｈｅｎｇｓ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１２ 科 １７ 属 １９ 种
１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１７ ｇｅｎｅｒａꎬ
１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 － 草本
Ｈｅｒｂ

－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江门市砂质海岸
Ｓａｎｄｙ ｃｏａｓ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ｍｅｎ
Ｃｉｔｙ

１２ 科 ２２ 属 ２２ 种
２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２２ ｇｅｎｅｒａꎬ
１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热带成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一 年 生 植
物、地面芽
Ｔｈｅｒｏｐｈｙｔｅꎬ
ｈｅｍｉｃｒｙｐｔｏ￣
ｐｈｙｔｅ

草本
Ｈｅｒｂ

瘦果、 荚 果、
颖 果、 浆 果
Ａｃｈｅｎｅꎬ ｌｅｇ￣
ｕｍｅꎬ ｃａｒｙｏｐ￣
ｓｉｓꎬ ｂｅｒｒｙ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广西北部湾海岸带、海岛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Ｂｅｉｂｕ Ｇｕｌｆꎬ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２８ 科 ５５ 属 ６４ 种
６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５５ ｇｅｎｅｒａꎬ
２８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 － 草本
Ｈｅｒｂ

－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浙江南麂列岛
Ｎａｎｊｉ ｉｓｌａｎｄｓ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１４ 科 ３１ 属 ４０ 种
４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３１ ｇｅｎｅｒａꎬ
１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 － 草本
Ｈｅｒｂ

－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表中优势科、生活型、生长型、果实类型、原产地等只列举占比最多的ꎮ “－”表示无相关统计结果ꎮ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ꎬ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ꎬ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ｍꎬ ｆｒｕｉｔ ｔｙｐｅꎬ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ａｂｌｅｓ ｏｎｌｙ ｌｉｓｔ ｔｈｅ ｍｏｓ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ｎｏ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４　 讨论与小结
本次调查发现ꎬ平潭无居民海岛共有外来入侵

植物 １５ 科 ２６ 属 ３０ 种ꎬ全为被子植物ꎮ 其中ꎬ以菊

科、苋科较为突出ꎬ且多为恶性入侵种和严重入侵

种ꎬ这可能与其生命力旺盛ꎬ繁殖能力强ꎬ具有刺、
冠毛等附属结构以及其他生活史特征有关(段婷婷

等ꎬ２０２２)ꎬ导致其在海岛环境中表现出更强的适应

性和繁殖传播能力ꎮ 同时ꎬ单科所含的属、种构成

研究区植物区系的主体ꎬ科内所含的属、种也呈现

多样性特征ꎮ
平潭无居民海岛外来入侵植物在区系地理成

分上ꎬ科水平区系组成均为热带成分ꎻ属水平组成

中ꎬ各类热带成分显著高于各类温带成分ꎬ说明其

植物区系组成以热带成分为主ꎮ 科、属区系地理成

分中以泛热带分布、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占优势ꎬ主要是由于平潭无居民海岛具有相似的纬

度和生境条件ꎬ适宜此类外来入侵植物的生长、繁
殖与传播(魏雷等ꎬ２０２２)ꎮ 因而ꎬ在引进外来植物

时要科学论证ꎬ以维护海岛植物生态系统的平衡ꎮ

平潭无居民海岛外来入侵植物的植物功能性

状特征中ꎬ生活型、生长型以一年生草本为主ꎻ叶以

小型叶、纸质叶、叶被毛占比最大ꎮ 果实大小及类

型则以微型的蒴果、瘦果、胞果为主ꎮ 这说明在高

温干旱、缺水、风大等不利的海岛生境下ꎬ海岛外来

入侵植物的生长多为防御型(Ｗ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ꎬ
即凭借叶小、纸质叶、叶被毛等一年生草本的功能

性状进行自我防护ꎬ减少水分和养分的损失以适应

不利环境ꎬ同时借助微型的蒴果、瘦果、胞果等策略

进行繁殖与传播ꎮ 这也解释了现有研究报道中绝

大多数海岛的外来入侵植物多以热带成分为主的

一年生草本菊科植物占据主要优势ꎮ
与其他海岛区域的研究结果相似ꎬ平潭无居民

海岛外来入侵植物主要来源于美洲ꎬ据推测可能与

纬度相近或大陆漂移学说等有关 (何伟平等ꎬ
２０１７)ꎬ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ꎮ 入侵等级中恶

性、严重入侵种已超总种数的一半ꎬ入侵方式多为

人为或其他活动无意引入ꎬ且危害方式多样、破坏

性强ꎬ繁殖方式以种子繁殖为主ꎻ８ 种外来入侵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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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频率≥２７.７８％ꎬ可能与人为影响加重有关ꎬ
如调查中发现部分海岛中有房屋建筑和散养的山

羊ꎬ以及岛上季节性游客的逗留等ꎮ 海岛受海陆气

候、面积狭小等的共同作用ꎬ其生态系统相较于其

他区域更简单和脆弱ꎬ一旦被破坏或被外来植物入

侵将造成海岛其他物种的灭绝或消失ꎮ 因此ꎬ要继

续开展平潭其他海岛外来入侵植物的本底调查工

作ꎬ建立外来入侵植物数据库ꎬ并依据区系特征、功
能性状、入侵等级、危害方式、繁殖方式等特征有针

对性地做好相关清除工作ꎮ 同时ꎬ根据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原则ꎬ一方面努力提高公众防范意识ꎬ
尽可能地减少人类活动对海岛生态系统的影响ꎻ另
一方面在修复生境受损海岛时ꎬ坚持适地适树原

则ꎬ选用抗逆性好、具有海岛特色的优良乡土树种

进行造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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