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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逸外来植物肿柄菊在云南的生长繁殖 

特性 、地理分布现状及群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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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调查表明，肿柄菊在云南省 已逃逸生长于北纬 24。lo 以南 的 53个县区，面积达 184，212km。。分布区为热带、南亚热带、中 

亚热带气候类型 。逃逸生长的肿柄菊呈多年生灌木或亚灌木状 ，植株全年生长，5～1O月份的雨季是其生长旺盛期 ，lO月份开始 

献蕾 ，花期为 11月至翌年 1月份 ，果熟期 l2月下旬至翌年 2月份。肿柄菊的结实量高达 80000~l60000枚／m ．种子(瘦果 )千 

粒重 4．5782~6．5292g。成熟种子在风力摇曳下从果序 中脱 出，借助风力、流水或附着于交通工具 、人畜等广泛散播 ，在适宜的 

生境下实现萌发生长和种群扩增 。肿柄菊能依靠植株基部节处萌生的小芽体形成克隆分株 ，克隆分株迅速生长后成密集状丛 

生 ，在倒伏或贴地面生长的茎秆上萌生无数的不定根和不定芽 ，进一步实现植物体的克隆增殖。由于肿柄菊强大种子繁殖潜力、 

特殊的克隆增殖特性和植物体 固有的化感作用 ，种群个体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快速扩增 ，排挤本土植物 ，形成大面积的单一优 

势种群落，其伴 生植物多为一些适应范 围广的 1年 、2年生或 多年生杂草。肿柄菊的多种特征表 明它是～种具有较大潜在危害 

性的外来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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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s of plant proliferation， geographic spread and the natural 

communities invaded by the naturalized alien plant species Tithonia diversifolia 

in Yunnan，China 

WANG Si—Hai ，SUN W ei—Bang 、” ，CHENG Xiao (KuM?i glnstituteof]3otany，ChineseAcademy ofSciences，Kunming 

650204．China：2．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210037，China)．Acta Ecologica Sinica，2004，24(3)：444 449． 

Abstract：Tithonia diversifoh'a，an alien ornamental plant introduced from Central America，is naturalized in tropical，southern 

and central sub—tropical regions in Yunnan，China．Field investigations showed that T．diversifolia is currently distributed in 

53 counties of the province，which covers an area of 184．212km。(47 of Yunnan’S total territory)．Ominously，populations 

have expanded northward tO a latitude of 24。10 N in Yunnan where they are commonly establishing at altitudes of 100t 2000 

meters． The naturalized populations in Yunnan are shrubs or semi shrubs，most of which flower between October and 

February and fruit from late December．M ature plants can produce a large number of fertile seeds．The light—winged seeds can 

be readily dispersed to the new regions by air，water，vehicles，human activity or on livestock． Meanwhile·naturalized 

populations have a great capacity tO grow clonally． The clonal growth is especially common during rainy seasons when 

adventitious roots and young shoots rapidly emerge from nodes on lower or the prostrate branches．Because of its capacity tO 

spread，naturalized Tithonia diversifolia dominates various indigenous plants in Yunnan．We conclude that T．diversifolia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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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invasive potential in Yunnan．It becomes necessary，therefore，tO take urgent measures tO control its further spread SO 

that its impact on local plant diversity can be minimized． 

Key words：Tithonia diversifolia；Yunnan；alien plant；proliferation；spread status；potential invasiveness 

文章编号：1000—0933(2004)03—0444—06 中图分类号：Q948 文献标识码：A 

外来人侵植物给环境和经济带来多方面的不 良后果 ，影响本地植物的生长、生态系统 的结构 和功能，加速了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和物种的灭绝 ，造成生物多样性均质化l_lj。以往人们对待入侵种问题多采取“亡羊补牢”的方式 ，待某个人侵种大范围扩散 

带来巨大的生态和经济后果时才引起重视。目前国内对外来种的研究也仅限于一些 已产生了严重危害的种类 ，而对于潜在入侵 

物种危害性的预测研究工作开展不多。植物从异地传人到发展为人侵种要经过一个相 当长的滞后期，然后种群指数式增长，迅 

速 占据新环境的适宜生长区并带来危害l_2]，所 以做好外来植物 、特别是大范围逃逸生长的外来植物初始种群的监测和研究尤显 

重要 ，这样就可对那些可能形成入侵种 的外来植物及早预防。 

肿柄菊[Tithonia diversifolia(Hems1．)A．Gray]是菊科肿柄菊属植物 ，原产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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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的许多国家和地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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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北部山地肿柄菊广泛蔓延形成单一优势种 ]。我国广东、云南曾作 为观赏植物引种 ，目前在广东 、 

广西、云南及台湾地区有逃逸种群分布n ，福建省的福州、莆田、泉州、厦 门等地广为栽培l7 。由于云南多样化的气候类型和特 

殊的地势地貌 ，使得众多的外来植物都有可能找到其适宜的栖息地 ，成为我国外来人侵性植物的潜在传播源 因此 ，云南是研究 

我 国外来植物危害性的重要地区之一。本文对逃逸外来植物肿柄菊在云南的生长繁殖特性、种群分布现状及群落特征进行研 

究 ，讨论其潜在的危害性。 

1 研 究地 区 和研 究方 法 

1．1 研究 地 区概况 

本研究以云南全省为研究地区。云南地处北纬 21～9～29。1 5 ，东经 97。39 ～1O6。1 2 。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 ，以高原山地为主 ， 

地势起伏大、地貌类型复杂多样 ，全省气 温和降水 区域 差异大 ，年均温在 4．7～23．7 C，≥10C积 温 1000～8669 C，年降雨量 

565．7～2780．9mm，有明显的干季 (11～翌年 4月份 )、雨季 (5～10月份)之分，干季雨量 占全年雨量的 5 ～1 5 ，根据热量标 

准全省可划分为北温带、中温带 、南温带 、北亚热带 、中亚热带 、南亚热带和北热带 7个气候带l_8j。云南四周连接着 自然条件和植 

被都极不相同的区域 ，地处几个不同植物区系成分的交错过渡带，境 内植物种类繁多，植被类型多样 ，分布错综复杂 植物资源 

十分丰富 。 

1．2 研 究 方法 

1．2．1 逃逸肿柄菊生长的分布范围调查 对 KUN(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现有馆藏标本进行查 阅和大量文献资 

料研读的基础上 ，确定重点调查地区。重点地 区以县为单位进行实地调查 ，每个县调查 3～4个点，如果该县区内至少一个地点 

有肿柄菊逃逸种群，则确定该县区有其分布 ，在调查过程中记 录肿柄菊分布的生境条件。调查时间集中在肿柄菊开花的 1O～翌 

年 1月份 。 

1．2．2 不同生境下肿柄菊的样方调查及数据采集 花果期(11～12月份)选取位于云南 3个不同气候类型的西双版纳州勐养 

镇、思茅市城郊 、新平县城郊(主要地理气候状况见表 1)，在 3个地点的河边和山坡肿柄菊分布地段设 6个样地，每个样地随机 

设置 6个 3×3mz小样方进行系统调查 ，测定肿柄 菊的盖度 、植株高度、群丛分枝数及分枝基径(游标卡尺测量)、地上生物量鲜 

重 ，同时统计主要伴生植物种类、多度、总盖度及分盖度、地上生物量鲜重等。在人畜干扰较小 的样方内随机选取 30支基部分生 

枝条，从地表截取后，统计每一个枝条的花序数 ，从花序 中再随机选 3O头计数 每头花序的瘦果(俗称“种子”)量进行结实量估 

算。把选取的 30支分生枝条的花(包括花梗)、叶、枝剪开分别称鲜重后 ，再带 回实验室干燥后分别称重。结实l／m 平均基部 

分生枝条数／m ×每枝条平均花序数 ×每花序平均结实数。 

表 1 调查地点的主要地理气候状况 

Table 1 Geographical localities and the climatic conditions at investigation sites in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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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有性繁殖潜力和克隆繁殖方式的观察分析 通过结实量的统计分析 ，肉眼或体式显微解剖观察其瘦果的形态结构和种 

胚 的有无及发育状况 ，分析肿柄菊在 自然环境中的有性繁殖能力 。选择人为干扰较少 的地段 ，定期观察和测定肿柄菊基部萌芽 

情况 、不定根和萌芽的发生部位 、分枝 特点和群丛间的联系、伏地枝或 自然倒伏枝 萌生不定根及芽体萌发 的状况 ；测量分株之 

间、分株与基株之间的距离 ；实地拍照或绘图纪录克隆繁殖的过程 。 

2 结 果与 分析 

2．1 肿柄菊在云南逃逸生长的可能时间及地理分布现状 

KUN馆藏标本中肿柄菊在云南采集的最早记录是 1936年，采集地为云南省车里县 (今西双版纳景洪县)，当时的生长条件 

为 观 赏 栽 培 (KUN No．0499935)。以 后 的 馆 藏 标 本 (KUN：No．0499938，No．0499940，No．0499944，No．0499946， 

No．0499949)显示 ，大约在 2O世纪 5O年代肿柄菊已在西双版纳州、德宏州的潞西县 、临沧地区的耿 马县和沧源 县半人工栽培 

条件下生长于村寨旁或路边 ，作为绿篱或观赏。因肿柄菊叶和茎秆富含氮Elo3，在 2O世纪 7O年代曾作为绿肥在云南南部地区被 

广泛栽培 ，在当时化学肥料缺乏的条件下 ，肿柄菊在某些地区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后来高效经济便捷的化学肥料取代了这一 

施肥方式 ，但肿柄菊已被随意遗弃于田埂、路边 、村寨旁等地段 ，并在人为帮助下建立了更多新种群 ，为其扩散提供 了更多传播 

源 。调查表明，肿柄菊已在云南 9个地州的 53个县广为分布(图 1)，分布面积估计达 184，212km 。肿柄菊有多样化的生境，在 

大小河流两侧 、公路旁 、荒野山坡、村寨附近、农 田周 围、丢荒地 、向阳林窗等地常见。水平分布集中在北纬 24。1O 以南的热带、南 

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地区，分布地区的最冷月平均气温>8．4 C，年平均气温>16．0 C，分布区年降雨量在 800mm 以上；在水平分 

布区内，肿柄菊分布的海拔变幅为 100t 2000m，而在海拔 1600m 以下的地区较为集中，在山间的大小坝子中最为普遍。 

图 1 肿柄菊在云南逃逸生长的地理分布示意图 

Fig．1 Current distribution of Tithonia diversifolia in Yunnan，China 

2．2 逃逸种群的生物学特征 

2．2．1 个体生长发育和物候特征 资料记载[4 肿柄菊为 1年生草本 ，花果期 9～11月份 。调查显示 ，在云南逃逸生长的肿柄菊 

已成为多年生的灌木或亚灌木性状 ，基部多分枝形成群丛状 ，每丛分枝数随植株生长年限而增加 ，每群丛分枝多达上百枝 ；主干 

枝粗度一般 2～5cm，最粗可达 10cm；每丛冠幅 2～6m，植物体的一般高度 2～5m，最高可达 6m 以上。肿柄菊开花结实期随分布 

区内海拔的增加及纬度的北移而略有推迟 ，但多数在 lO月份植株就开始献蕾 ，ii月下旬至 l2月上旬进入盛花期，从 l2月下 

旬开始可见部分果实成熟 ，次年的 2月份植物开花结束。结实后植株的花梗及其枝条顶部逐渐干枯死亡 ，在春季温度 回升时下 

部茎枝的节处开始萌芽，在高温高湿 的 5～1O月份为生长旺期。调查资料分析表明，在云南分布区内肿柄菊约有 8个月营养生 

长期 ，生殖生长期约 4个月。 

2．2．2 有性繁殖潜力及克隆繁殖特征 

(1)有性繁殖潜力 统计分析表明 ，多数肿柄菊 的头状花序直径约 15cm，顶生于假轴分枝的长花梗 ；每 1基部分生枝条可 

产生花序 15～4O头 ，多者百余头，每 1花序含瘦果 18O～250枚，分布地段平均可产生瘦果 80000～160000枚／m ，70 以上的 

瘦果都含有饱满的种子 ，种胚发育好 。瘦果灰色至灰黑色 ，长椭圆形，压扁 ，被短柔毛 ；瘦果附属有柔毛和冠毛，冠毛多数 ，鳞片 

状 ，约为 1／2果长，顶端有芒或无 ；瘦果细小 ，包括冠毛长 9～12mm，宽 2～3mm，千粒重为 4．5782~6．5292g。因此 ，在云南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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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肿柄菊 已能产生大量的有性繁殖器官，瘦果特殊的外部结构和细小轻微的特性 ，使它们易于借助风力 、流水 、或附着于交通工 

具和人畜等实现远距离散播，找到适宜萌发和生长的自然生境 ，扩建新的种群 。 

(2)克隆繁殖特性 对多个 自然群落的调查表明，肿柄菊表现出较强的克隆繁殖能力 ，图 2示意其克隆过程和分株特点。枝 

茎是肿柄菊贮存营养物质的器官 ，测定显示其生物量 占地上部分总生物量鲜重的 89 ，干重的 92．4 ，丰富的枝茎营养贮存为 

克隆幼苗早期的生长竞争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 。肿柄菊基部分枝时，枝条常斜 出生长 ，靠近地表的茎生出不定根，节处萌生芽 ， 

形成新的分株，萌生分株间距一般几厘米至几十厘米 ；在风、人畜或其它动物等外力的作用下，一些枝条倒伏贴近地面生长，在 

这些枝条的叶节处向下萌发无数的不定根的同时，向上萌生幼芽形成新的个体，产生更远 的克隆分株(常 Im 以上)。克隆植株 

又不断萌生新的分株 ，形成密集状丛生。在温度和湿度较高的雨季(5～1O月份 )是肿柄菊营养生长旺盛期 ，肿柄菊不仅能在分 

枝基部产生大量的近距离分株 ，同时 由于暴风雨、流水冲刷常使群落内枝条大量倒伏 ，还沿枝条产生若干较远距离分株 。 

b 

图 2 肿柄菊克隆生长过程及分枝特点 

Fig．2 Clonal growth and branching of Tithonia diversifolia 

a 初始集丛 Branch—cluster；b 斜生分枝和倒伏枝产生克隆分株 Proliferation from the basal branches and the prostrate branches；c 密集 

型丛生 Plant phalanxes；I 基部分生枝条 Basal branch；Ⅱ 斜生分枝基部萌生近距离分株 Clonal ramets produced by inclined branches； 

I 倒伏枝萌生远距离分株 Distant ramets produced by the prostrate branches；Ⅳ 基部新枝 Branches produced from the cluster base；V 

间隔物 Spacers；Ⅵ 失去连接功能的间隔物 Senescent spacers 

克隆植物通过克隆整合，在分株 、分株和基株之间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分摊 ，更有利于种群的建立和巩固 一。根据宋明 

华⋯]、何成新 对克隆植物生长型的划分，肿柄菊属于密集型(集团型)克隆植物 。密集型克隆植物对生境的选择范围较宽，其 

能极度地利用局部分布的资源，忍受环境压力的能力较强，在种群密集及 同质性生境中具有更大优势；密集型克隆植物分株间 

密集，增加 了种内接触的机会 ，高度密集的种群阻止其它物种的定居，形成垄断格局 。肿柄菊密集型克隆方式使其种群能在 

短期 内快速扩增形成单优种群落 。 

2．3 群落特征 

2．3．1 群落的外相特征 外来种最初在新的地区形成逃逸种群时，常常是在其宜生地建立个体数量较少的种群 ，当种群繁衍 

足够大时就能抵御当地的一些不 良环境 ，并进一步向其它宜生地扩散，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入侵种 。对在云南逃逸生长的肿柄 

菊的调查发现，肿柄菊在扩散的过程中能不断适应新环境，占据新领地 ，形成单优种群落。但由于受新种群建立时间长短和不同 

自然环境压力的影响 ，其表现出不同群落外貌，这在开花期表现极为明显。 

(1)小斑块状散生 这是肿柄菊初始侵入到一新地区表现出的群落外貌特征 。肿柄菊 的繁殖器官 ，如种子、茎枝、植物活体 

传播到一个新地区后 ，首先在最适宜的小生境进行繁育生长完成少量株体的形态建成，少量株体逐步通过克隆增殖形成密集的 

单丛散生或数丛聚生而呈斑块状 。斑块面积常 5～50m!不等 ，零星分布于初始传人区。斑块常存在于向阳林窗 、弃耕农地 、农田 

周围、村寨周围等。 

(2)长带状集群分布 这是由于传播体如交通工具、人畜、水流等 ，在较短期 内高密集的频繁扩散肿柄菊繁殖器官后进行个 

体繁殖、生长和种群扩增而形成的。长带分布型常见交通频繁公路两侧和河流两岸。肿柄菊常形成宽 10~50m、延绵几百米、甚 

至数公里的长带状集群分布。玉元高速公路(玉溪一元江)2000年建成通车，目前在肿柄菊扩散区内的路段护堤已完全被肿柄菊 

侵占，部分肿柄菊已蔓延到路边的次生灌木林地 。 

(3)不规则的片块状集群分布 这是肿柄菊经过较长时间的定居、适应和扩增后而形成的，在植被稀少的山坡、湿地、河漫 

滩能形成大面积群落 ，常 占据整个山坡、滩地 ，排挤其它植物。在管理粗放的苗圃地 、香蕉园常有肿柄菊侵入，严重影响苗木和香 

蕉植 株 的生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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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群落结构 通过 6个样地的调查分析 ，不同生境 和气候条件下肿柄菊群落密集 ，都能达到最 大盖度级 ，其密度、株体高 

度、基茎粗度差异不显著(表 2)。肿柄菊地上生物量鲜重 22．43~31．49kg／m 。其伴生植物盖度级 3～5，地上生物量鲜重 0．79～ 

1．87kg／m ，仅占群落内地上总生物量 的 3．2 ～6．4 。因此 。肿柄菊不但在群落外相上表现出单优势种群落，而且单位面积内 

地上生物量也占绝对优势地位。 

表 2 肿柄菊单优种群落内肿柄菊和伴生植物的生物学指标 

Table 2 The biological indexes of Tithonia diversifolia and its companion species 

①采用 Braun—Blauquet系统 According to Braun—Blauquet system；表中数据 Data of table：平均值±标准误差 Average value±standard 

error；显著水平 Significant level：NS P>0．05，*P<0．05，**P<O．O1 

野外调查发现，在肿柄菊单优群落内很少有乔灌木生长 ， 

在乔灌木生长较好的林地内肿柄菊个体稀少 。勐养、思茅和新 

平 3个分布点虽地处不同气候带 。具有不同的气候和植被类 

型L9]，但群 落 内与肿柄 菊伴 生的主要植 物种类 都很有 限(表 

3)，多为一些适应性强和分布范围广 的 1、2年生或多年生杂 

草 ，植物种类趋于均一化 ，不 可能形成丰富 的物种 多样性。有 

关研究资料表 明L3 肿柄菊含有能够对其它植物产生毒害作用 

的多种化学物质 ，其叶、茎 、根 的提取液都能显著地抑制多种 

植物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 ，其化感作用是肿柄菊形成单一优 

势种群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肿柄菊的化感作用和繁殖特性决 

定了它是一种入侵性强的植物。 

3 讨论 

已经形成逃逸种群的外来植物在某种程度上都能改变当 

地生态群落组成 ，这些植物是否能够变为入侵种或带来危害 ， 

这要由外来种 的本身特性和当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两方面决 

定Ll 。在云南逃逸生长的肿柄菊，其结实量多、克隆繁殖习性、 

化感作用、分布范围广、能形成单一优势种群落等 ，都是许多 

表 3 肿柄菊单优势群落内的主要伴生植物夏其多度 

Table 3 The main companion plant spe cies and their abundance 

地 点 

Sites 

伴生植物及其多度级 

The companion species and their abundance 

勐养 Mens ans MAc F ；

；
； sC a。F；)sC m ；Rs 0；(2Fu；。 ；E ；M ； 

思茅 Simao Ac ；Bp‘ ；Dc ；Ds ；Ar ；Eo ；Sp。；UI‘ 

新平 Xinping Ac ；Bp ；Dc ；Ds ；Ar }Eo ；UI。 

上标 为多度 级，采用 Clements系统，Superscript is Clements‘ 

grades of abundance；F 常见 Frequent；O 偶见 Occasional；R 稀 

少 Rare；Ac 胜红蓟 Ageratum conyzoides；Ar 紫茎泽兰 Ageratum 

coelesticum； Bp 三 叶 鬼 针 草 Bidens pilosa； Ca 竹 节 草 

Chrysopogon aciculatus；Cm 猪屎豆 Crotalaria mucronata；Dc 毛 

马唐 Digitaria ciliaris；Ds 马唐 D．sanguinalis{Dv 紫 马唐 D． 

violanscens； Eo 飞 机 草 Eupatorium odoratum； Mc 莠 竹 

Microstegium ciliatum；Mp 含羞 草 Mimosa pudica；Pn 心 叶稷 

Panicum notatum；Sg 金 色狗 尾 草 Setaria glauca；Sn 金 腰 箭 

．s nedrella nodiflora；SP 金纽扣 Spilanthes paniculata；UI 地桃 

花 Urena lobata 

危 害性强的入侵植物的共同的特点 。与已经在云南产生很大危害的紫茎泽兰(Ageratum coelesticum)和飞机草 (Eupatorium 

odoratum)[16 相 比，肿柄菊 目前的分布范围不如紫茎泽兰广，而与飞机草分布范围大致相 当，但 飞机草在中亚热带地 区是零 

星分布 ，没有明显的危害[1 3。从肿柄菊在云南不同分布点的种群密度、种群生境及群落特征来看 ，它 比飞机草有着更为广泛的 

适应性 ，其种群实现灾难性扩散 的潜力比飞机草大。 

肿柄菊原产墨西哥及 中美洲地区，由于北美和东亚在地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加之北美和东亚处在同一纬度范围，北 

美洲植物具有适应亚洲气候的能力 ，北美洲来源 的植物成为入侵性植物的可能性较大Ll 。目前肿柄菊在云南主要分布于中亚 

热带以南的地区 ，有两种可能的原因 ，其一是该物种正处在从 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扩散 的过程之 中，这个过程是超过其分布区 

生态限制因子的适应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的生境适应；其次 ，在向北亚热带扩散的过程中可能受到某一种或几种致命环境因子 

(如冬季的低温等)的制约，使其无法在另一气候环境 中生存 。肿柄菊强大的有性繁殖潜力 、较强的克隆特性和化感作用是其易 

于在新的地 区定居 、扩增形成巩 固型单优势种群落的主要 因素 ，这种巩固型的单优势种群落经过较长时间的生态适应后，突破 

某些致命环境因子进行更大范围扩增 的可能性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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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云南逃逸生长的肿柄菊至少带来两方面的影响：①在农 田周围生长的肿柄菊已经在 田地边或部分农 田内杂草化生 

长 ，其植株密集、高大的主体和较强的繁殖能力 ，彻底清除极为困难 ，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危害；②肿柄菊 目前 的逃逸地区集 中 

云南植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热带 、亚热带地区，随着肿柄菊大面积单一优势种群落在这些地区的进一步扩增，无疑会对云南的 

植物多样性造成威胁 。 

鉴于 目前逃逸肿柄菊在云南的生长及扩散现状 ，应加强其种群生态学 、繁育生物学、种群遗传学等领域的综合研究 ，精确评 

价种群的生态地位和种群发展趋势，预测其危害的严重性和建立科学的危害性预测模型。此外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阻止种群的进 

一 步蔓延：① 肿柄菊为喜光植物，在郁闭度大的林地内难以完成个体发育，应防止因毁林开荒造成 的植被破坏给种群的建立提 

供宜生地 ；②加强宣传，提高人们对外来人侵物种危害性 的意识 ，阻止因人为引种所引起的种群进一步扩散 ；⑧肿柄菊含有多种 

药用成分l_6]，又可做绿肥，应研究其经济利用的新途径 ，通过资源的经济利用控制其种群的扩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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