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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入 侵 *+,-.-/,01.) ,2314,-25是

指生物由原生存地经自然或人为的途

径侵入到另一个新环境#并对入侵地的

生物多样性$农林牧渔业生产以及人类

健康造成损失或生态灾难的过程#其中

人 类 是 入 侵 生 物 的 主 要 传 播 载 体 6’$!7%

能够入侵的生物可以是植物$动物和微

生物#有许多物种都能潜在地直接或间

接入侵其他的生态系统和影响当地的

生物区系#在全世界 8" 万种维管植物

中 有 近 ’"9 可能 是 入侵 种 687#无 疑#植

物& 包括观赏植物’ 是研究生物入侵问

题的主要对象之一%

生物入侵危及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态

安全#已成为世界广泛关注的生态问题%

入侵物种至少有 # 个方面的危害 68:;7!<’5

通过对环境资源的竞争排挤#改变生态

系统的结构和种类组成#影响到当地生

态景观和气候#造成生态破坏和生物污

染"<!5通过压制或排挤本地物种#形成

单优势种群落# 危及本地物种的生存#

导致物种种群不断缩小和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生物入侵所造成的生物多样性

匮乏仅次于生境的破坏 6(7"<85导致生态

灾难#对农$林$牧$渔业等造成巨大的

经济损失% 美国入侵性外来种中#大约

有 ’;= 能引起严重的灾害# 每年由于

入侵 性动 植 物所 带来 的 经 济 损 失 达 ’)

8>" 亿美元 687"在澳大利亚由于野兔<外

来种5与牲畜争夺牧 草#每年 造成 8$>8

亿 美 元 损 失 "( 种 外 来 杂 草 造 成 ’$";

亿 美 元 的 损 失 687"<#5威 胁 人 类 健 康 #导

致疾病的不断发生%

我国幅员辽阔# 从北到南跨越寒温

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 ; 个气

候带# 多样的生态系统使我国容易遭受

入侵物种的侵害#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多

数外来种都有可能找到适宜的栖息地6>7%

在 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包括了北

京$上 海$香港$澳门$台 湾等’ 均 发 现

有入侵种# 在覆盖全国总面积 ?$(!=

的 ’@’’? 个 自然 保护 区 中# 除 少数 偏

僻的保护区外# 或多或少都 能 找到 入

侵种 6?7% 初步统计显示#在我国生物多

样性极为丰富的云南省#已经形成自然

种群的外来植物至少有 8"" 种# 超过

中国已知的归化 & 指脱离人工栽培环

境#已能自我繁衍生长的野生或半野生

状的植物类群’ 植物 & A ("" 种’ 6?7的

;"= # 几种具有较大潜在危害性的恶

性杂草在云南都有分布%我国已发现有

(! 个 科 !’" 个 属 中 的 8?" 种 维 管 植

物是严重的入侵物种#从 !" 世纪 !" 年

代 开 始 传 入 我 国 的 豚 草& BC+D-4,1

1DEFC ,44,G-.,1’ $ 紫茎泽兰& B/F D1E,21

1HF2-IJ-DKC’ & ;" 年 代 ’ $ 凤 眼 莲

& L ,0JJ-D2,1 0D144,IF4’ $ 大 米 草

<MI1DE,21 12/.,015& (" 年代’ $ 薇甘菊

<N ,O12,1 C ,0D12EJ15& ?" 年代’ 等已产

生了严重的$甚至不可逆转的危害% 资

料统计表明#我国仅由几种主要外来入

侵种造成的损失每年就达 ;># 亿元6%7%

生物入侵对生物多样性的 严 重威

> ?@ 简述生物入侵的概念和危害#并通过分析观赏性

入侵生物的形成过程$危害现状与外来观赏植物引种利用

的关系#阐明对外来观赏植物的引种利用#既 要 考 虑 绿 化

美化及园林艺术功能#更要重视这些引入植物可能引起的

生态灾难% 我国的园林园艺学工作者还面临着如何防止由

于外来观赏植物引种可能带来生态灾难的时代责任%

ABC@ 园林植物" 引种利用" 综述" 生物入侵" 危害"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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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和 对全 球经 济 发展 所带 来 的不 可挽 回 的

影 响! 引 起 国际 组织 和 世界 各国 政 府 的 关

注 " &%%’ 年 环 境 问 题 科 技 委 员 会

# ()*+,-*.*)/ 0122*--++ / .13/ 43156+27/ 1./

-8+ / 9,:*31,2+,-;6! (049 $ 基 于% 生 物 多

样性公约& 的有关内容!特别是针对外来有

害生物 物种 对 环境’生物 多 样性’农牧 业 生

产造成的严重经济损失和危害!建立了全球

入侵生物种日程 <= 615;6/ >,:;7*:+ / (?+)*+7/

431@3;22+A(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提出了制

定外来入侵生物管理法规与准则的指南(南

太 平 洋 区 环 境 日 程 <(1B-8/ 4;)*.*)/

C+@*1,;6/ 9,:*31,2+,-;6/ 431@3;22+ D /

(4C94A / 针对太平洋地区外来生物进行了

现状评估与策略安排) 美国于 &%%% 年成立

了 由 政 府 成 员 组 成 的 国 家 入 侵 种 理 事 会

* E8+ / F;-*1,;6/ >,:;7*:+ / (?+)*+7/

01B,)*6$ ! 专门进行入侵种的管理工作(美

国 的 一 些 地 区 如 阿 拉 斯 加* G 6;7H;$ +夏 威

夷岛也成立了有关入侵物种研究’ 管理’监

控的民间组织"

几年来!各国科学家在不同国度和地域

开 展了 一系 列 有关 生物 入 侵问 题的 研 究工

作! 一些研究成果和出版物也相继问世" 英

国的马克,威廉森* I;3H/ J *66*;271,$ 得出

了生物入侵的- 十分之一. 规律 K&"L(艾伦/哈

斯丁* G 6;,/ M;7-*,@7$ 提出了能够预测外来

种 入 侵 的 CNO 模 型* C+;)-*1,N P*..B7*1,/

21P+ 67$ K&&L(美国入侵物种专家理查德,麦克

* C*)8;3P/ I ;)H$ 博士发表 &" 余篇有重大

影响的研究论文(澳大利亚的杂草学专家理

查 德,格 罗 夫 斯* C*)8;3P/ =31:+7$ 等 人 编

著 出 版 了 0 杂 草 风 险 评 估 & <J ++P C*7H

G77+772+,-AK&!LD 力图对植物的杂 草性 做 出

评 估!以 指 导 人 们 的 引 种 工 作 K&!L(我 国 学 者

彭少麟KQL+解炎+李振宇 K’+RL+李博 K%L+强胜 K&SL+向

言词KQL等专家也发表了许多反映我国入侵物

种研究水平的前沿性研究论文) 这些研究成

果! 为针对生物入侵对植物 * 包括园林植

物$ 多样性的危害制定科学的对策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 /!"#$%&’()*+,-./
"#$012
观赏 植物 资源 是 人类 利用 生 物 资 源 最

为广泛的类群之一) 全球 S" 多万种维管植

物中有近 &TU 的种类* 约 Q 万种$ 是具有观

赏价值的植物!其中至少已有 R 千余种被园

艺化 栽培! 同时 还 有数 以万 计 的园 艺 品 种

* 人工培育的观赏植物$ 被选育!仅月季+郁

金香+水仙+唐菖蒲+芍药+菊花+大丽花等 ’

类观赏植物的品种就有近 U 万个K&#L) 极为繁

多的 观赏 植物 类 群是 物种 自 然演 化和 人 类

定向选育的结果)

人们对观赏植物资源的发掘+ 引种+培

育和利用!无疑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大众物

质文 化生 活水 平 的提 高起 到 了重 大的 推 动

作用) 很不幸的是!许多观赏植物及其品种

在异地引种后变成了危害性高的入侵种!一

些在世界广泛危害的物种中!最初以观赏为

目的 引 种而 成为 入 侵种 的植 物 占有 相当 高

的比率) 在我国已知的 &"R 种外来杂草中!

就有 US 种是 作 为观 赏植 物+ 药用 植物+蔬

菜+饲料+牧草等引入的!占外来杂草总数的

QRV 以 上 K&QL) 许 多 观 赏 植 物 ! 如 马 缨 丹

* W;,-;,; );2;3;$ KSL+ 野 罂 粟* 4;?;:+ 3

,BP*);B6;$ KRL+ 蓟 罂 粟 * G3@+21,+

2+X*);,;$ <在 云 南 干 热 地 区 已 成 为 杂 草 A+

三 裂 蟛 蜞 菊 <J +P+ 6*; -3*615;-;A KRL+ 蓟

* G@+3;-B2 )1,YZ1*P+7$ KRL+ 熊 耳 草

* G@+3;-B2 81B7-1,*;,B2 $ KRL+ 圆 叶 牵 牛

* 48;35*-*7 ?B3?B3+;$ KRL+ 裂 叶 牵 牛

* 48;35*-*7 ,*6$ KRL+ 欧 洲 千 里 光* (+,+)*1

:B6@;3*7$ KRL+含羞草* I *217; ?BP*);$ KRL+三

叶草* E3*.16*B2 3+?+,7$ KRL+肿柄菊<E*-81,*;

P*:+ 37*.16*;A K&UL+ 红 花 月 见 草 <[ +,1-8+3;

317+;A K&RL+ 尖 叶 十 大 功 劳 * I;81,*;

;\B*.16*B2 $ <德 国 中 部 危 害 A+ 腺 点 凤 仙

* >2?;-*+,7 @6;,PB6*.+ 3;$ <德 国 中 部 危 害 A/

等!在 异 地引 种栽 培 后自 然逃 逸 生长!其种

群快速扩增后形成了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经

济发展+人类健康等造成危害的生物入侵种

或杂草) 原产中美洲的紫茎泽兰首次引入欧

洲时也是作为观赏植物而引种的!后再引种

到澳洲和亚洲! 现已在世界 S" 多个国家和

地区产生了 危害 K&QL(被 >]0F 列为 目前 世 界

- &"" 种最严重的入侵生物. 中!有 S! 种是

高 等 植 物 K&’L!其 中 观 赏 植 物 就 有 马 缨 丹 +凤

眼 莲 + 三 裂 蟛 蜞 菊 + 椭 圆 紫 金 牛* G3P*7*;

+ 66*?-*);$ +含羞树* I *217; ?*@3;$ +千屈菜

* WY-83B2 7;6*);3*;$ + 野 牡 丹 科 的 光 秘 柯

* I *)1,*; );6:+7)+,7$ + 虫 蜡 树

* W*@B7-3B2 315B7-B2 $ 等 &" 余种)

近期在云南的调查还显示!一些外来观

赏植物虽然尚未产生危害!但逃逸生长后已

经表现出明显的野生性或入侵性) 如紫茉莉

* I *3;5*6*7 ^;6;?;$ + 一 串 红 * (;6:*;

7?6+,P+,7$ + 黄 花 月 见 草 * [ +,1-8+3;

@6;Z*1:*;,;$ +待霄花* [ +,1-8+ 3; 7-3*)-;$ +

丝 兰* _B)); @613*17;$ +波 斯 菊* 017217

5*?*,,;-B7$ + 麻 疯 树* ‘;-31?8; )B3);7$ +

合欢草* O+72;,-8B7 :*3@;-B7$ +红花酢浆

草 * [ X;6*7 )13Y2517;$ + 美 国 商 陆

* 48Y-16;)); ;2+3*);,;$ +曼 陀 罗* O;-B3;

7-3;21,*B2 $ + 假 连 翘* OB3;,-; 3+?+,7$

等等) 这些植物有可能成为危害杂草!对农

业生产和生物多样性造成危害)

因此!当人们对异域观赏植物进行引种

利用的同时!这些种类就已成为了潜在的生

物入侵种) 从国内外目前对入侵生物研究进

展看! 入侵性观赏植物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已成为全球生物入侵问题研究的主要课题!

应引起我国园林+园艺工作者的重视)

S/ /,-/"#$03456789
一般来说!入侵观赏植物的形成需要很

长的时 间!它 们 有一 个漫 长 的发 生+发 展 和

产生危害的过程!一般要经历a引入!b暂

居!c逃 逸 生 长!d入 侵!e产 生 危 害 Q

个阶段) 植物引入栽培后!首先在相对适宜

的自然或人工条件下暂时定居下来!随着对

环 境条 件的 不 断适 应和 环 境自 身的 不 断 变

化等* 如 全球 气候 变 暖$ !在 自然 力 量 或 人

为的帮助下!这些植物可能逃离栽培环境而

在当地自然条件下自我繁殖!形成野生或半

野生种群) 事实上!在没有致命的环境因素

下!栽培植物能够产生超过栽培地段的新种

群(在 短 期恶 劣的 环境 条 件下!栽培 条 件是

抗拒不良环境的避风港!栽培区为自然种群

的再次建立提供传播源(当移入种种群繁衍

足 够 大时! 就能 够 抵御 当地 的 短期 不 良 环

境!最后该种外逸+自然化生长!并有可能成

为潜在的入侵种而产生危害K&RL)

现实告诉我们!入侵种一旦发生了大面

积的危害!是非常难于控制的) 如解放初期

从 缅 甸 传 入 我 国 云 南 的 紫 茎 泽 兰 ! 早 在

&%’% 年!西南林学院的薛纪如教授等!在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就指出了它的危害性!提出

了防除措施 K&%L!随后国家有关部门投入了大

量资金! 开展了多方位的研究和防除工作!

但时 至 今日 其防 除 工作 仍然 没 有取 得明 显

的突破) 因此!从对观赏植物的园林+园艺利

用来说!控制外来观赏植物造成生物入侵应

考虑f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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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生 & 云 南 人 &

南 京 林 业 大 学 在 职 博 士 生 & 中

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

硕 士 生 导 师 & 从 事 植 物 多 样 性

保护及园林植物学研究 ! 昆明

()"!"#"

向 其 柏 &’%*) 年 生 & 男 & 湖

南人 &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 博士

生导师 ! 南京 !"""%!"

+’,认真研究 外域 观 赏植 物的 生 态生 物

学特性及遗传背景# 慎重筛选引种对象#制

定科学的引种计划#减少有入侵潜力的外来

物 种 被引 进应 用$ 人们 引进 外 来观 赏植 物

时#在 考虑 其观 赏 性的 同时#还 应更 多地 考

虑其% 易繁殖&易栽培管理&有广泛适应性’

等生物生态学特性#然而这些特性也是入侵

种的共性#应引起重视$

+!,对已引进 的外 来 观赏 植物 应 认真 观

察#加强管 护#防 止 大量 的植 株 或繁 殖器 官

! 果 实 &种 子 &枝 条 等 " 逃 离 人 工 栽 培 场 所

! 园林应用区域" # 在自然环境中生长和建

立 种群( 特 别注 意那 些能 产 生大 量 可 育 种

子&且种子传播和种子容易萌发的种类$ 近

年 来 云南 引进 了 适宜 地被 或 花坛 布景 的 萼

距花+-./012 04451 67282,+俗称% 满天星’ ,#

我 们 对部 分栽 培 品种 进行 了 初步 调查 后 发

现#一些 品种 能 产生 大量 的 细小 种子#这 些

种子可育性高#容易萌发#能够借助风力&水

流 ! 包括雨水" 或人畜活动等进入农田危

害(对一个大型苗圃地周围的农田调查结果

显示# 这些品种的幼苗已在农田中出现#有

可能成为一种危害农田的杂草$

+*,对那些已经自然化生长! 逃逸" &但

尚未表现出严重危害性的外来观赏植物! 特

别是多年生种类" 进行重点研究#在利用多

学科交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预测其危害的

可能性和危害程度# 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笔 者近 年来 对 肿柄 菊生 物 生态 学特 征 及其

繁殖特性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发现肿柄菊

的结实量大&克隆繁殖习性强&化感作用大&

分布范围广& 能形成单一优势种群落等#都

是许多危害性强的入侵植物的共同特点#其

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危害#应在采取相应控制

对策的同 时#加 强 其种 群生 态 学&繁 育生 物

学&种 群遗 传 学等 领域 的综 合 研究#从而 建

立科学的 危 害性 预测 模 型(此 外#在 云 南还

应重点研究黄花月见草&蓟罂粟&马缨丹! 半

野生于云南热区" 等已逃逸生长的观赏植

物#它们往往因为美丽而易被人为传播$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道路建设&公

园发展&城 市化 进 程&工 业园 区 建设 等日 益

加快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园林观赏植物的需求越来越大#一个新兴

经 济支 柱产 业)))花卉 产 业 在 我 国 的 云 南

等省区不断形成$ 无疑#随着中国加入 9:;

的逐步深入和园林园艺事业的发展#外来观

赏植物种类的引种和输入将会更直接&更频

繁$ 对外来观赏植物的引种利用#不但要考

虑绿 化& 美 化 及园 林艺 术 塑造 等 方 面 的 功

能#更要重视这些引入植物可能引起的生态

灾难$ 园林&园艺学工作者不但肩负着绿化&

美化人们生活空间的时代责任#同时还面临

着 如 何防 止由 于 引种 外来 植 物而 造成 生 态

灾难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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