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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类型对入侵植物肿柄菊(Tithonia diversifolia) 

种群和个体水平特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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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来植物入侵过程是入侵生态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被入侵生境中的各种要素对这一过程具有重要影响。为探讨入侵 

植物肿柄菊(Tithonia diversifolia)在种群和个体水平对不同生境的反应，调查了肿柄菊单优群落、肿柄菊与飞机草(Chromolaena 

odorata)共优群落和肿柄菊与紫茎泽兰(Ageratina adenophora)共优群落中肿柄菊的相对盖度、相对密度和高度，并开展了一个3 

因素(小气候、土壤类型和竞争)两水平的控制实验。结果表明：单优群落中，肿柄菊的相对盖度和相对密度显著大于其它两种 

群落中肿柄菊的相对盖度和相对密度；单优群落中肿柄菊的高度显著大于肿柄菊与紫茎泽兰共优群落中肿柄菊的高度，而与肿 

柄菊与飞机草共优群落中肿柄菊的高度无显著差异；肿柄菊的相对盖度、相对密度和高度在两个共优群落问无显著差异。小气 

候、土壤类型和竞争单个因素对肿柄菊的株高和叶片数没有显著影响，但三者的交互作用却显著影响肿柄菊的株高生长。这些 

结果表明：3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肿柄菊的株高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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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panding processes of alien invasive plant spec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ir distribution． 

These processes ore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in the invaded communities．Tithonia diversifolia，a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invasive plant species in Yunnan Province，has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ecology，agricuhure，and the environment．To 

answ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pulation—and individual—level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olia and habitat types．we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and an experiment．We surveyed the exotic S relative cover，relative density and height in the 

communities dominated by diversifolia(H1)， diversifolia and Chromolaena odorata(H2)，and diversifoli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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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ratina adenophora(H3)，respectively，using ten 1×1 m2 plots per habitat．The relative cover and relative density of 

diversifoli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H1 than in the I-I2 and H3：the height of diversifoli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H1 than in the H3，but not in the I-I2；I-I2 and H3 exhibited similar relative cover，relative density，and height． 

A fi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individual—level responses of diversifolia to microclimate，soils，and 

competition，each with two levels(i．e．，shrubland microclimate and grassland microclimate，shrubland soil and grassland 

soil，and with and without competition)．There were ten replicates for each combination． A dominant native species 

Neyraudia reynaudiana was chosen to compare its responses with ones of diversifolia．We created growth containers． 

changed the soils，and transplanted experimental seedlings．At the end of this experiment，we determined height and leaf 

number of T．diversifolia and N．reynaudiana．The interactions of microclimate．soils and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height，but not number of leaves of diversifolia，and the height and number of leaves of diversifolia did not 

respond to microclimate，soils，and competition alone．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responses between 

diversifolia and reynaudiana．These findings are showing that multiple factors determine the habitat association of 

diversifolia． 

Key Words：habitat；individual growth；invasive plant；population character；Tithonia diversifolia 

大量外来植物不断地入侵当地生物群落，这是一个在生态学和经济学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Ⅲ。现 

在要找到一个不包含入侵植物的群落是非常困难的 j。因此，理解外来植物的入侵过程是保护生物学和生 

态系统管理面临的中心问题。已有很多研究分析了生物和非生物环境要素对植物入侵过程的影响 ]。植物 

群落的可入侵性变化常常与决定当地群落组成和结构的非生物要素密切相关。例如，入侵植物的盖度与土壤 

养分、水分和光资源有关 ；严酷环境常常比优越环境具有更强的抵抗外来植物入侵的能力 j。另一方面， 

生物要素对入侵植物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外来种能够定居、传播与它们施与本地种的竞争压力有 

关⋯，人为干扰通过降低本地种的优势和竞争能力进而促进入侵植物成功定居 4l5]。 

外来人侵植物的成功定居和扩散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适应新生境的过程 j。因此，新生境的各种要 

素对外来人侵植物的系列行为特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例如，不同的小气候意味着不同的空气温度、相 

对湿度、透光率和风速，进而产生温度和湿度梯度；不同的土壤意味着不同的结构、强度、pH和养分状况；这些 

变化影响植物幼苗的生长、发育和分布格局 6 J。 

肿柄菊(Tithonia diversifolia A．Gray)原产墨西哥和中美洲，曾作为观赏植物、绿肥和防止土壤侵蚀植物被 

广泛引种到亚洲、非洲、北美和澳洲。目前在东南亚、南非、太平洋一些地区成为入侵草地、河岸、路边的杂 

草c9]。作为云南六大入侵植物之一，肿柄菊已经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危害 刨̈；其 目前的逃逸地区集中在云南 

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热带、亚热带地区，肿柄菊的快速扩展无疑将对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 。这 

种状况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肿柄菊的种群特征和个体行为如何随生境类型发生变化?为此，作者调查了 

云南干热河谷地区肿柄菊的种群特征，并开展了一个三因素两水平的野外控制实验，以期揭示生境类型对肿 

柄菊种群和个体水平行为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野外调查 

1．1．1 研究地区概况 

以肿柄菊广泛分布的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 自治县为研究区域。该区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南，北纬 23。38 

15”～24。26 05”，东经101。16 30 ～102。16 50”；年均降雨量973 mm，1月份均温10．6℃，7月份均温21．5℃， 

年均温 17．3℃，是典型的干热河谷。 

1．1．2 群落调查 

2006年7月在新平县内选取3种典型群落形成的不同生境：肿柄菊单优群落为生境1(HI)，肿柄菊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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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草(Chromolaena odorata)群落为生境 2(H2)，肿柄菊与紫茎泽兰(Ageratina adenophora)群落为生境 3(H3)， 

每个生境内设置 10个 1×1 m 样方，调查肿柄菊的相对盖度、相对密度和高度。 

相对盖度(％)=c／∑C ×100 

式中，C 为样方内某种植物的盖度；∑C 为群落中所有植物盖度的总和。 

相对密度(％)=D ／∑D ×100 

式中D 为样方内某种植物的密度；∑D 为群落中所有植物种群密度的总和 。 

高度 =∑Hi／N 

式中，∑ 为样方内某种植物高度和，N为样方内某种植物的数量。 

1．1．3 数据分析 

利用 SPSS 13．0(SPSS Inc．，USA)进行分析，肿柄菊的相对盖度、相对密度和高度通过了方差齐次性检 

验，显著度分别为 0．261、0．083和0．194。采用 SPSS 13．0(SPSS Inc．，USA)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如果生境 

差异显著，利用 LSD检验来确定不同生境之间的差异性，显著水平为0．05。 

1．2 野外实验 

1．2．1 实验地点概况 

选取肿柄菊人侵严重的云南省新平县杨武镇大开门村为实验地点(24。00 N，102。1 1 E)，山坡为人工播 

种的坡柳(Salix myrtillacea)和橄榄(Canarium album)占优势的郁闭灌丛 ，平地分布有单优肿柄菊亚灌丛 ，以及 

本地种类芦(Neyraudia reynaudiana)，人侵种较多。 

1．2．2 实验设计 

该实验于2006年7月 23日～2006年9月23日进 

行，分别选取条件类似的坡柳灌丛(无肿柄菊)和草地 

(有肿柄菊)两种生境，通过挖掘构造 60 cm×60 cm× 

60 cm的实验小区，将实验小区内的土壤分别换为坡柳 

灌丛土壤(pH 7．90，全氮 0．303％，有效磷 0．00018％， 

速效钾 0．0033％)和草地土壤(pH 7．24，全氮0．140％， 

有效磷 0．000058％，速效钾 0．0021％)，将肿柄菊和类 

芦幼苗移栽人实验小区，当两个物种种植在一起(无间 

隔)时表示竞争(Competition)，相距 30 cm时为无竞争 

(Alone)(图 1)，每种处理 10个重复。实验开始时，记 

录每株幼苗的初始株高和叶片数量，9周后再次调查每 

株植物的株高和叶片数量。 

1．2．3 数据分析 

利用 SPSS13．0(SPSS Inc．，USA)对数据进行分 

析，肿柄菊和类芦株高通过了方差齐次性检验，显著度 

分别为0．160和 0．187，将叶片数量进行开平方转换 

后，也通过了方差齐次性检验，显著度分别为 0．373和 

0．149。将小气候、土壤和竞争作为固定变量，利用 

SPSS 13．0(SPSS Inc．，USA)对株高和叶片数量开方后 

数据进行三元方差分析，显著水平为0．05。 

灌丛小气候 草地小气候 
Shrubland microclim ate Grassland microclimate 

⋯ 壤 

0n 

～ 壤 

一  

白 

无竞争 
Alone 

图 1 实验设计图(两条粗线分别代表两株幼苗(黑色为肿柄菊， 

灰色为类芦)，立方体代表种植幼苗的实验小区) 

Fig．1 Layout of the Experiment(Two thick lines stand for two 

seedlings(black line for Tithonia diversifol／a and gray one for 

Neyraudia reynaudiana)，and the cubes stand for the growth containers 

for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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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群落类型与种群特征 

群落类型对肿柄菊的相对盖度(P=0．007)、相对密度(P<0．001)和高度(P=0．025)均有极显著或 

显著的影响。单优群落中肿柄菊的相对盖度(0．87±0．05)和相对密度(0．64士0．10)显著大于其它两种群落 

(肿柄菊与飞机草共优群落、肿柄菊与紫茎泽兰共优群落)中肿柄菊的相对盖度(0．57士0、13，0．67士0．06) 

和相对密度(0．17士0．04，0．11士0．03)。单优群落中肿柄菊的高度显著大于肿柄菊与紫茎泽兰共优群落中 

肿柄菊的高度(1．89 m士0．14 m；1．16 m士0．10 m)(P=0．002)，而与肿柄菊与飞机草共优群落中肿柄菊的 

高度无显著差异(1．89 m士0．14 m；1．63 m士0．28 m)(P=0．352)。肿柄菊的相对盖度、相对密度和高度在 

两个共优群落间无显著差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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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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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稍 
麓 

图2 不同生境中肿柄菊的相对盖度(A)、相对密度(B)、高度(C)变化(Hl代表肿柄菊单优群落，H2代表肿柄菊与飞机草群落，m 代表肿 

柄菊与紫茎泽兰群落)。数据为：平均值 ±标准误 (n=10) 

Fig．2 Changes in relative cover，relative density，and height 0f~thonia di~ ifolia with habitats(H1 s~nds f0r 幽 e 扣池 community，I-I2 f0r 

di~ ifo 口+Chromo~ena odo~ta community，and／／3 f0r di~ ifolia+Ageratir~adenophora community)．Data=n1e如s±SE( =10) 

2．2 小气候、土壤和竞争对株高的影响 

灌丛小气候对肿柄菊的株高生长的影响大于草地小气候(7．47 em士1．00 em；5．30 em士0．82 em)，但差 

异并不显著(P=0．086)；灌丛小气候对类芦的株高生长的影响明显大于草地小气候(11．30 em士1．83 em； 

4．98 em士0．85 em)(P=0．001)；灌丛土壤和草地土壤对肿柄菊和类芦的株高生长的影响均不显著(6．44 

em±0．76 em；6．22 em士1．09 em，P =0．817；8．22 em±1．28 em；7．54 em±1．68 cm，P=0．864)；竞争对肿 

柄菊和类芦的株高生长无显著影响(6．48 em士0．98 em；6．19 em士0．88 em，P=0．862；8．53 em士1．56 em； 

7．33 em士1．37 em，P=0．410)；小气候、土壤和竞争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了肿柄菊(P=0．044)和类芦(P 

= 0．008)的株高生长(图3A、B)。 ， 

2．3 小气候、土壤和竞争对叶片数量的影响 

灌丛小气候和草地小气候对肿柄菊和类芦叶片数量的影响均不显著(6．73士1．46；4．66士1．06，P = 

0．251；5．53士1．13；5．06±0．86，P=0．756)；灌丛土壤和草地土壤对肿柄菊和类芦叶片数量的影响也不显 

著(4．46士0．89；6．94士1．67，P =0．173；5．88士1．88；4．60士0．63，P =0．350)；竞争不影响肿柄菊(P = 

0．604)和类芦的叶片数量(P=0．074)；小气候、土壤和竞争的交互作用对肿柄菊和类芦的叶片数量影响均 

不显著(P >0．05)(图3C、D)。 

3 讨论 

肿柄菊是云南危害非常严重的一种入侵植物 。入侵植物的个体和种群特征对其生境选择具有重要影 

响，因此在不同等级研究入侵植物的特征是必要的。本文从种群和个体两个水平初步研究了生境类型对肿柄 

菊种群特征和个体生长的影响。在自然生境中，不同群落组成对肿柄菊的种群特征具有重要影响(图2)，这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不同群落的可入侵性。在人工构造的生境中，影响肿柄菊个体生长的原因是小气候、土 

壤类型和竞争三者之间的共同作用，而任何单个环境要素都不具有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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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生境中肿柄菊株高(A)、类芦株高(B)、肿柄菊叶片数量(c)、类芦叶片数量(D)变化(平均值 4-标准误 (n=10)) 

Fig．3 Changes in the height and number of leaves of Tithonia diversifolia and Neyraudia reynaudiana(ss，GS，SM，and GM stand for shmbland 

soil，grassland soil，shmbland microclimate，and grassland microclimate，respectively)(means 4-SE(n=10)) 

对植物而言，不同生境中的各种环境因素(如小气候、土壤养分)可能存在差异。小气候的不同会引起光 

照、13最高温度、13最低温度、13平均温度、水分状况、风速等的改变，而土壤的改变则会引起土壤质地、结构和 

化学性质的差异。草地小气候和灌丛小气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前者能够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和降水，吸收 

较少的地面长波辐射，风速较大，蒸散较高，昼夜温度、湿度差异较大 ’”j。灌丛土壤和草地土壤的差异主要 

体现在不同的养分含量上，前者具有更高的氮、有效磷和速效钾等无机养分。 

此外，不同生境中种间或种内的竞争压力也可能存在差异。例如，被入侵植物群落中的物种组成不同，因 

此对相同资源的需求存在差异；另一方面，这些群落中的资源可利用性也存在差异，这会导致物种之间关系发 

生改变。在低资源生境中，物种间的竞争强度较小，而在高资源生境中，种间竞争强度较高。 

外来植物的盖度和相对盖度与本地物种的多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光、水和养分等资源的可利用 

性也密切相关u 。以前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群落或生境中，植物的株高和盖度均表现出显著差异n 。本 

研究支持这一发现。入侵植物的扩散过程与其种群动态特征密切相关。入侵植物在新生境中的优势度越大， 

其空间扩散的能力越强u 。在不同的生境中，肿柄菊的相对盖度、相对密度和高度等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这表明生境类型可通过影响肿柄菊的种群动态进而影响肿柄菊的入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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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影响植物的株高生长和相对生长率[1 ，环境异质性影响着外来种的生长 。不同生境通过改变空 

气温度、相对湿度、透光率、风速、土壤结构、化学性质等影响植物生长 蚺]。已有研究表明：土壤湿度对肿柄 

菊的株高、叶面积以及干生物量等有显著影响 。有趣的是：本地植物与入侵植物对小气候、土壤类型和竞 

争的响应存在差异(图3)。这些结果指示：生境类型对本地植物和入侵植物的生长可能具有差别效应。这种 

差别效应对改变群落的组成和优势度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 

一 个物种扩散到一种新的生境中，必然面对原来存活于此生境中的物种的竞争，主要包括对光、水分、空 

间和养分的竞争-20 。本地种的竞争可以对抗外来种的入侵，降低外来种的存活率或阻止外来种的扩散心 ， 

但也有研究表明，竞争与土壤养分、物理干扰等相互作用时，才会对入侵起重要作用 。本文结果表明，小气 

候、土壤和竞争单个因子的作用对肿柄菊的株高和叶片数量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肿柄菊的适应性有关。 

与本地种或外来非入侵种相比，入侵种对环境因子如营养供给、水和光等反应的可塑性更高 n ，肿柄菊属 

于密集型克隆生长植物，密集型克隆植物通常对生境的选择范围较宽，能极度地利用局部资源，忍受环境压力 

的能力较强 。此外，小气候、土壤和竞争的交互作用对肿柄菊的株高生长具有显著影响，换言之，生境类型 

对肿柄菊的株高生长有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可改变植物的种间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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