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2卷 第4期

2013年 7月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Vol.32 No.4

July2013,28~32

中国外来观赏入侵植物的种类与来源及其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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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整理分析中国外来观赏入侵植物的种类组成、生长特性、首次发现或引入

时间及地点、地理来源,并对其进行风险评价。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外来观赏入侵植物共计84种,隶属30科,其
中以菊科、柳叶菜科、豆科、茄科和旋花科植物为主,且多年生和一年生草本植物占据多数;入侵植物繁殖方式

多以种子进行繁殖,部分兼具无性繁殖能力;首次发现或引入外来观赏植物时间较集中于1890-1969年,地点

主要为中国一些沿海省份以及云南省,其地理上多来源于美洲;属于高、中、低入侵危害等级的外来观赏植物分

别有8种、56种和20种,中等风险入侵植物所占比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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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赏植物是人类利用生物资源的主要类群之

一,自古以来在国际物种交换与迁移中占据很大比

重。据不完全统计,仅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

从国外引进了大约500种4000多个品种的观赏植

物[1]。外来观赏植物的引入极大丰富了引入国的绿

化植物种类,有效提高了城镇人居环境质量。但由

于早期历史上人们更偏重外来观赏植物的经济效益

和观赏价值,而对其中一些植物的入侵危害性认识

不足,致使其逃逸后常给引入地造成严重的环境问

题和重大经济损失[2-5]。
随着全球生物入侵危害性的日益严重,国内外

学者对外来观赏植物的引入途径、危害方式和管理

措施等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6-10],这为其合理利用

提供了理论与技术支持。
但迄今为止,中国的外来观赏入侵植物有多少?

其入侵史和地理来源怎样? 其入侵危害风险如何?
这些问题长期以来缺乏定量化的系统研究,也严重

制约了中国对外来观赏植物的合理利用和有效防

控。鉴于此,确定中国当前外来观赏入侵植物的种

类,了解外来观赏入侵植物的危害性,分析其生长特

性并划分入侵危害等级,对我国城镇建设与绿化应

用和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等均具有重要

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通过查询相关文献资料[11-12],归纳整理最初以

观赏为目的引入中国而现在已成为外来入侵植物的

种类(表1)。
1.2 评价方法

根据文献资料分析外来观赏入侵植物的种类组

成、生活型、繁殖方式、首次发现或引入时间及地点、
地理 来 源 等,并 参 照 相 关 外 来 入 侵 植 物 评 价 体

系[13-15]对其进行风险评价。按生活型划分:乔木、灌
木、藤本植物、半灌木和小半灌木、多年生草本植物、
一年生草本植物、水生草本植物等;按地理来源划

分: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大洋洲;按首次发现或

引入地点划分: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和

西北等七大地理分区。风险评价体系采用百分制,
具体评价指标:引入可能性(15%)、定植可能性

(15%)、散布潜力(15%)、入侵史与物种型(10%)、
危害性及影响(30%)、防治难易度(15%)等六大类

别,每个类别下又划分出2~4种亚评价指标,可根

据相应的评估标准对每个植物种进行赋值。风险等

级划分:1级(70~100分)、2级(50~69分)、3级

(0~49分),从1~3级其入侵性危害性依次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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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外来观赏入侵植物名录

Table1 InventoryofalieninvasiveornamentalplantsinChina

风险等级
Riskrank

中文名
Scientificname

拉丁学名
Latinname

风险等级
Riskrank

中文名
Scientificname

拉丁学名
Latinname

1 凤眼莲 Eichhorniacrassipes 2 毛马齿苋 Portulacapilosa
1 加拿大一枝黄花 Solidagocanadensis 2 土人参 Talinumpaniculatum
1 肿柄菊 Tithoniadiversifolia 2 五叶地锦 Parthenocissusquinquefolia
1 水盾草 Cabombacaroliniana 2 香膏萼距花 Cupheacarthagenensis
1 马缨丹 Lantanacamara 2 阔叶丰花草 Spermacocelatifolia
1 美洲商陆 Phytolaccaamericana 2 毛曼陀罗 Daturainnoxia
1 五爪金龙 Ipomoeacairica 2 洋金花 Daturametel
1 猫爪藤 Macfadyenaunguis-cati 2 曼陀罗 Daturastramonium
2 短柄吊球草 Hyptisbrevipes 2 假酸浆 Nicandraphysaloides
2 吊球草 Hyptisrhomboidea 2 假烟叶树 Solanumerianthum
2 山香 Hyptissuaveolens 2 水茄 Solanumtorvum
2 田野水苏 Stachysarvensis 2 刺芹 Eryngiumfoetidum
2 银边翠 Euphorbiamarginata 2 桉树 Eucalyptusrobusta
2 金合欢 Acaciafarnesiana 2 单刺仙人掌 Opuntiamonacantha
2 银合欢 Leucanealeucocephala 2 匙叶莲子草 Alternantheraparonychioides
2 巴西含羞草 Mimosainvisa 2 三裂叶薯 Ipomoeatriloba
2 含羞草 Mimosapudica 2 头花小牵牛 Jacquemontiatamnifolia
2 刺槐 Robiniapseudoacacia 2 圆叶牵牛 lpomoeapurpurea
2 荆豆 Ulexeuropaeus 2 变色牵牛 Pharbitisindica
2 黄花蔺 Limnocharisflava 2 裂叶牵牛 Pharbitisnil
2 落地生根 Bryophyllumpinnatum 2 紫茉莉 Mirabilisjalapa
2 熊耳草 Ageratumhoustonianum 2 铜锤草 Oxaliscorymbosa
2 线叶金鸡菊 Coreopsislanceolata 3 皱子白花菜 Cleomerutidosperma
2 蓝花野茼蒿 Crassocephalumrubens 3 翅荚决明 Cassiaalata
2 堆心菊 Heleniumautumnale 3 地毯草 Axonopuscompressus
2 滨菊 Leucanthemumvulgare 3 长春花 Catharanthusroseus
2 三裂蟛蜞菊 Sphagneticolatrilobata 3 田春黄菊 Anthemisarvensis
2 孔雀草 Tagetespatula 3 矢车菊 Centaureacyanus
2 鸭嘴花 Justiciaadhatoda 3 小茼蒿 Chrysanthemumcarinatum
2 月见草 Oenotherabiennis 3 大花金鸡菊 Coreopsisgrandiflora
2 海滨月见草 Oenotheradrummondii 3 蛇目菊 Coreopsistinctoria
2 黄花月见草 Oenotheraglazioviana 3 秋英 Cosmosbipinnatus
2 裂叶月见草 Oenotheralaciniata 3 硫磺菊 Cosmossulphureus
2 曲序月见草 Oenotheraoakesiana 3 伞房匹菊 Pyrethrumparthenifolium
2 小花月见草 Oenotheraparviflora 3 万寿菊 Tageteserecta
2 红花月见草 Oenotherarosea 3 多花百日菊 Zinniaperuviana
2 待宵草 Oenotherastricta 3 克拉花 Clarkiapulchella
2 四翅月见草 Oenotheratetraptera 3 蒲桃 Syzygiumjambos
2 长毛月见草 Oenotheravillosa 3 龙珠果 Passiflorafoetida
2 马利筋 Asclepiascurassavica 3 三角叶西番莲 Passiflorasuberosa
2 假连翘 Durantaerecta 3 仙人掌 Opuntiastricta
2 蔓马缨丹 Lantanamontevidensis 3 银花苋 Gomphrenacelosioides

2 结果与分析

2.1 种类组成及其相关生物性状

经整理分析,目前中国外来观赏入侵植物共计

84种,隶属30个科(表1),占中国外来入侵植物总

数的31.70%,其中菊科、柳叶菜科、豆科、茄科和旋

花科植物占据多数,分别有19种、11种、7种、6种

和6种,共占外来观赏入侵植物总数的58.33%,其
余25科植物有35种,占41.67%。在生活型方面,
乔木有3种(3.57%),灌木有10种(11.90%),藤本

植物有8种(9.52%),半灌木和小半灌木有4种

(4.76%),多年生草本有36种(42.86%),一年生草

本有21种(25%),水生植物有2种(2.38%)。在繁

殖方式方面,共有22种(26.19%)外来观赏入侵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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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具有无性繁殖能力;除水盾草(Cabombacarolini-
ana)仅以断枝方式进行无性繁殖外,其他83种观赏

植物均可通过种子进行有性繁殖。
2.2 首次发现或引入时间及地点、地理来源

对上述外来观赏入侵植物的入侵年代进行分析

(图1),结果表明:在1850年前,仅有仙人掌(Opun-
tiastricta)、金 合 欢(Acaciafarnesiana)、含 羞 草

(Mimosapudica)、蒲桃(Syzygiumjambos)等19
种外来观赏入侵植物进入中国。自1850年起,新出

现的外来观赏入侵植物种数总体呈逐步上升的趋

势,并在1930年前后40年间达到一个高峰;而自

1970年至2009年间,其入侵物种数量明显下降,每
个划分期内仅有4~5种观赏入侵植物进入中国。

 A.1850年以前 Before1850;B.1850-1869;C.1870-

1889;D.1890-1909;E.1910-1929;F.1930-1949;

G.1950-1969;H.1970-1989;I.1990-2009.

图1 不同历史时期首次发现或引入至中国的

外来观赏入侵植物种类数量

Fig.1 Speciesnumberofalieninvasiveornamental

plantswerefirstdiscoveredorintroducedin

differentChinesehistoricalperiods

  对不同历史时期首次发现外来观赏入侵植物或

引入地点进行分析(图2),结果显示:引入地点多集

中 在 沿 海 省 份 和 云 南 省。华 南 地 区 50 种

(59.52%),占外来观赏入侵植物的绝大多数,其中

具代表性且可详至省区的为台湾24种、香港6种、
广东6种、福建4种;西南地区10种(11.90%),其
中云南省占据7种;华东地区9种(10.71%),基本

出自浙江、江苏两省;华北地区8种(9.52%),其中

仅山东青岛就占据5种;东北地区3种(3.57%);华
中地区2种(2.38%)。洋金花和曼陀罗因历史上引

入中国时间较早,未能确定其具体发现或引入地点。
在地理来源方面,来自美洲的外来观赏入侵植

物最多,有67种(79.76%);来自欧洲的有7种

(8.33%);来自亚洲的有5种(5.95%);来自非洲

的有 4 种 (4.76%);来 自 大 洋 洲 的 仅 有 1 种

(1.90%)。

 A.东北 Northeast;B.华北 NorthChina;C.华东EastChi-
na;D.华 南 SouthChina;E.华 中 CenralChina;F.西 南

Southwest;G西北 Northwest;H.不确定 Uncertain.

图2 首次发现或引入至中国各地区的

外来观赏入侵植物种类数量

Fig.2 Speciesnumberofalieninvasiveornamentalplants
werefirstdiscoveredorintroducedineachregionofChina

2.3 风险评价

对外来观赏入侵植物进行风险评价(表1),结
果表明:其中属于1级风险、2级风险和3级风险的

入侵植物分别有8种(9.52%)、56种(66.67%)和

20种(23.81%)。其中,8种高风险外来观赏入侵植

物分别为凤眼莲(Eichhorniacrassipes)、加拿大一

枝黄花(Solidagocanadensis)、肿 柄 菊(Tithonia
diversifolia)、水盾草(Cabombacaroliniana)、马缨

丹(Lantanacamara)、美洲商陆(Phytolaccaamer-
icana)、五爪金龙(Ipomoeacairica)、猫爪藤(Mac-
fadyenaunguis-cati)。

3 讨 论

在中国外来观赏入侵植物种类组成中,菊科、柳
叶菜科、豆科等5科植物占据多数,这可能是由于此

类植物常生成色彩艳丽的花朵,因而易成为人们引

进的主要对象。例如,加拿大一枝黄花因可生成大

量色泽艳丽的黄花,故作为花卉植物被引入至上海

等地栽培,进而野外逸生造成严重入侵危害[16]。在

植物生活型方面,主要以多年生草本和一年生草本

植物为主,这可能是由于相比乔灌木类观赏植物,草
本类观赏植物可供选择的品种数量更多且能更快产

生美化效果。在繁殖方式方面,绝大多数观赏入侵

植物可进行种子繁殖,这从侧面说明它们当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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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以种子携带的方式进入中国。因为植物种子

一般体小量轻、易于储藏,便于长距离携带运输。此

外,值得注意的是较多观赏入侵植物具有种子数量

多、繁殖周期长兼具无性繁殖能力等生长特点,这也

加剧了其入侵危害性。
在首次发现或引入时间上,1850年以前进入中

国的外来观赏入侵植物虽然种类数量较多,但主要

是整个明朝和清朝建立后累计近500年的整体统计

结果,实际历史侵入时间可能并不是非常集中。整

体来看,其侵入时间主要集中于19世纪末期到20
世纪中期,地点上则较集中于沿海省份以及云南省,
这与中国当时的历史国情密切相关。从19世纪中

后期开始,各国列强陆续侵入中国领土,不断在沿海

地区或边境省份设立通商口岸和租界,打破了中国

长期相对封闭的对外贸易状态,外籍传教士、各国科

学家等社会各阶层人士以及各商业机构进行了大量

的物种引入或引出活动[12,17]。其中,许多国外观赏

植物因具有较高的花卉园艺利用价值,因而常成为

人们引进的重点。而当时人们对生物入侵危害缺乏

认识,中国政府也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外来有害生物

防范体系,这使得中国外来观赏入侵植物种类急剧

增加。在地理来源上,中国外来观赏入侵植物多来

自美 洲,这 与 中 国 入 侵 生 物 的 整 体 传 入 来 源 相

符[11,18],两地间相似的气候环境可能是影响其入侵

成功的重要因素[19-20]。例如,中国华南地区高温多

雨、四季常绿的热带-南亚热带区域气候特点就为多

数观赏入侵植物的繁殖扩散提供了适宜条件。
对外来观赏入侵植物进行风险评价,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本研究的风险评价结

果,各地区相关部门可采取适宜的观赏植物引种活

动和相关政策制定。被列入高风险的外来观赏入侵

植物,在本次各项评价指标中均得分较高,即意味着

其具有很强的入侵危害性,应是当前禁止引种并严

格管控的对象。本研究亦发现,所有高风险外来观

赏入侵植物最初均发现于中国的华南和华东地区,
这说明上述两地区在今后国外观赏植物引种时需格

外谨慎。其中,凤眼莲、加拿大一枝黄花和马缨丹均

已 列 入 中 国 政 府 发 布 的 外 来 入 侵 物 种 名 单 之

中[21-22],这表明本次风险评价结果可信度较高。对

属于中等风险的观赏入侵植物则应该谨慎使用,加
强其管控以避免大量逸生。对属于低风险的观赏入

侵植物应加强其引种栽培管理,防止其大量蔓延扩

散。事实上,对具有多种繁殖方式的观赏入侵植物,

在其管控中必须谨慎处理,因为多样化的繁殖方式

常使其野外逸生后很难被有效铲除。此外,需要指

出入侵植物风险评价是动态的并具时效性[23-24],有
些观赏入侵植物虽然在当前并未表现出较强的入侵

性,但并不能排除其未来暴发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加

强对上述外来观赏入侵植物的长期监管。除上述观

赏植物外,另有一些植物最初因牧草饲料等目的而

引入中国,但目前也常被当做观赏绿化植物而广泛

使用。例如,白三叶(Trifoliumincarnatum)、黑麦

草(Loliumperenne)等植物,因其在某些地区也表

现出一定的入侵危害,故在大规模绿化中也应谨慎

使用。需要强调的是,增加乡土观赏植物的应用是

保护城镇生物多样性的有效途径[25-26],应该大力提

倡。总之,只有正确认识和科学引用外来观赏植物,
才能既充分利用其经济观赏价值,又能有效保护当

地的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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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originsandriskassessmentof
alieninvasiveornamentalplantsinChina

WANGNing1 DULi2,3 ZHOUBing1 YANXiao-hong1

1.SchoolofLifeScience,JinggangshanUniversity,Ji′an343009,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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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asedonliteratureandpreviousstudies,risksofalieninvasiveornamentalplantsinChi-
nawereassessedforthefirsttime,takingintoconsiderationoftheircomposition,growthcharacteris-
tics,detectionorintroductiontimeandplace,andgeographicalorigin.Theresultsshowthatthereare
84invasiveplantsbelongingto30familiesinChina.MostofthemwerepartofAsteraceae,Onagraceae,

Leguminosae,SolanaceaeandConvolvulaceae.Perennialandannualherbsaccountforthemajority.
Mostoftheseornamentalplantscouldreproducebyseedsandapartoftheplantshaveasexualreproduc-
tionability.TheyweremainlydetectedinorintroducedtoChinafrom1890to1969incoastalprovinces
andYunanProvinceofChina.Americawastheprimarygeographicaloriginofthesealieninvasive
plants.Thenumberofthestrongestinvasiveplants,thestrongerinvasiveplantsandtheweakerinva-
siveplantsarerespectively8,56and20.Themajorityofthealieninvasiveornamentalplantsaremod-
eratelydangerous.

Keywords ornamentalplant;invasiveness;species;geographicalorigin;riskassessment;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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