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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摸清柳州市外来入侵植物的种量和危害程度，于2005年在柳州市的城中区、柳北区、柳南区、鱼峰

区，柳江县、柳城县、鹿寨县、融水县、融安县、三江县开展柳州市外来入侵植物调查及肪除对策研究。调查区

包括六县四城区55个乡镇的农田、果地、林地、牧场、山坡(包括茶园)、公园、流域等，总面积499km2。调查采

用线路和定点方法，通过表格记录和数码相机拍摄的方式记录种类、分布、出现频率、危害程度等内容，并征对

入侵植物进行危害程度、经济损失及新增利润等方面的评估，分析入侵原因，提出防除措施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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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amount of alien invasive plant species and the degree of

harm，the countermeasure researchs for investigation and eradication of alien invasive“plant was

carried out in city center zone，north zone，south zone，Yufeng zone，Liujiang country，

Liucheng country，Luzai country，Rongshui country and Rongan country of IAuzhou city．The

investigation area includes the farmland，fruit land，woodland，pastures，hillsides(including tea

park)。parks and watershed in 5 5 towns of six countries and four city zones．The total

investigation area iS 499 km2．The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includes lines and fixed—point．By

forms recording and photos from digital camera，the species，distribution，the frequency of

appearance and the degree of harm will be recorded．According to assessment of the harm degree

of invasive plant，economic lOSS，new profit and the invasive reason will be analyzed and the

eradication countermeasures will be proposed．

Key words-invasive plant，species，distribution，harm degree，invasive reason，profit

外来入侵植物是指植物从其原生地经自然或人

为的途径传播到另一个环境定居、繁殖和扩散，最终

明显影响、危害、改变迁居地的生态环境，甚至造成

迁居地严重生态灾害的植物。外来入侵植物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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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破坏，最直接的表现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因

此，一般来说，外来入侵植物都是国家明令禁止引入

的对象，一经发现，必须严格封锁直至消除。

柳州市地处我国南疆的广西桂中地区，东经

108。4’～109。457，北纬23。547～24。507；阳光充足，雨

量充沛，土地肥沃，辖区内既有高山丘陵，也有峰丛

谷地和局部平原，优越的自然条件给外来入侵植物

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存条件。为了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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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外来植物的种量和危害程度。我们于2005年

开展了柳州市外来入侵植物调查及防除对策研究。

1调查方法及内容

1．1调查地点和范围

选择柳州市的城中区、柳北区、柳南区、鱼峰区、

柳江县、柳城县、鹿寨县、融水县、融安县、三江县作

为调查地点，调查范围包括六县四城区的乡镇55

个，农田134个点片，耕地222个点片，果地26个点

片，林地25个点片，牧场14个点片，山坡(包括茶

园)78个点片，公园10个，道路76条，流域33条，

鱼塘58张，每个调查点片的面积为lhm2，总面积

499 km2。

1．2调查方法和内容

采用线路和定点调查方法，通过表格记录和数

码相机拍摄的方式记录种类、分布、出现频率、危害

程度等内容。在调查出的入侵植物中，根据调查点片

中入侵植物的发生频率，采用模糊向量综合法

(Fozzy)[1]对入侵植物危害程度进行评估与划分，其

计算公式为：

M=≥：(zf·c)=z1·C+z2·C+⋯⋯+
五卅·C．

式中：Zi为入侵植物发生面积占灾害作物种植面积

的百分比，归一化后组成模糊向量；C表示与zj相对

应的级别，由于≥：矗一1，如果把灾害植物发生程

度预定为轻、中、重3个级别，那么M=3。因此可以

计算出入侵植物危害程度的危害级别，然后参照文

献[2]中的农作物有害植物发生程度划分标准进行

评估。外来入侵植物给柳州农林牧渔业造成的损失

是根据柳州市四区六县农业植保部门实施人工、药

物及部分生物综合防治技术措施。按照农业部农业

司(1991)农(农)函字第44号2农计(农植)1—15

表标准进行统计，其中农作物(水田、旱地)按3元／

公斤，甘蔗0．19元／公斤，茶叶160元／公斤计算新

增产值和利润。新增产值=新增部产(挽回损失)×

农作物单价，利润一(新增产值_物质投入一科技推

广)×0．25(K值)。防治对策通过内业分析进行归

纳总结。
j

2结果与分析

2。l外来入侵植物的种量及分类

四区六县共调查出外来入侵植物51种，隶属

26个科。其中草本植物40种，占总数的78．43％；藤

本植物4种，占总数的7．84％；灌木6种，占总数的

11．76％；小乔木1种，占总数的1．96％。详见表1。

2．2入侵植物在不同调查区的分布情况

在调查出的51种入侵植物中，陆生种类在不同

调查区的分布出现交叉，其中分布在农业耕作区的

有34种，占总数的66．67％；分布在林业(含果园、

园林)耕作区的有18种，占总数的35．29％；分布在

牧场的有24种，占总数的47．06％；分布在河流水

域的有3种，占总数的5．88％；影响生态环境的有8

种，占总数的15．69％。详见表2。

2．3入侵植物危害程度分级评估结果

表3结果显示，51种入侵植物中，有30种为轻

度为害，占总数的58．82％；11种为中度为害，占总

数的21．57％；10种为严重为害，占总数的

19．61％。也就是说，造成中度为害以上的已有21

种，占总数的41．18％，并有偏严重发展的趋势。

2．4经济损失及新增利润

表4结果显示，柳州市四区六县农业植保部门

实施人工、药物及部分生物综合防治技术措施后，仅

农业一项2005～2007年就挽回经济损失28461．74

万元(按3元／公斤计算)，新增利润6546．20万元，

平均每年挽回经济损失9487．25万元，新增利润

2182．07万元，经济效益明显。

3外来入侵植物的入侵原因与防除对策

3．1入侵原因

外来入侵植物具有极强的生态适应能力和繁殖

传播能力，可谓无孔不入，一旦具有足够的可利用资

源与条件，势必肆无忌惮地大爆发而形成生态灾害。

柳州市入侵植物入侵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大类：(1)

有意引进。入侵植物有意引进主要发生在农业、林

业、园林、水产畜牧及特种种养业，以提高经济收入、

观赏、环保为目的引进。在我国目前已知的外侵种中

有50％的种类是人为引进的结果。如作为牧草或饲

料引进的空心莲子草、赛葵、风眼莲等；作为观赏引

进的万寿菊、马缨丹、含羞草、红花酢浆草、蟛蜞菊

等；作为药用植物引进的决明、土人参、垂序商陆、蔓

陀罗等；作为改善环境条件引进的大藻及凤眼莲等，

而且这些入侵植物都是逸生后而形成生态灾害的。

(2)无意引进。入侵植物无意引进主要是随人及产品

通过飞机、轮船、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作为“偷渡

者”、“搭便车”被引入。除此之外，军队转移、旅游以

及邮件服务等也会无意引进外来物种。比如毒黍、北

美车前草、匙叶伽兰菜等都是无意引进的入侵植物。

据统计，仅1989年，大连、青岛、上海、张家港、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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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等12个口岸就截获了来自30个国家的547种

和5个变种的杂草，分属于49个科，其中的170种

可能在运输和扩散过程中入侵到野外¨]。(3)自然传

人。入侵植物自然传入主要是通过风力、水流、鸟类

等自然传播。如紫茎泽兰、飞机草等虽然主要是通过

公路交通等从中缅、中越传人我国，但是风和水也是

其自然传播、扩散的原因之一。如薇甘菊可能是通过

气流从东南亚传人我国广东省的。

表l柳州市外来入侵植物分类统计结果

3．2防除与对策

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及文化、技术、旅游等

的交流与合作，给入侵植物提供了诸多的方便，至目

前为止，中国已知外来的归化植物超过了600种，外

来杂草108种，其中被认为是全国性或地区性入侵

的达到15种心]，已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农林牧渔业

生产及生态安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积极采取防除

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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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入侵植物在不同调查区的分布情况

危害程度 种数 属性’ 入侵植物植物名称

*：括号内的数字是种致。

在防除上，首先是人工防除，对那些刚刚引入，

建立或处于停滞期阶段的入侵植物，采用早期人工

拔除是最有效的方法。其次是化学防除。化学防除

有见效快，易推广应用的优点，也有缺点，如特殊环

境的水库、湖泊、鱼塘及河流水域等，则无法使用。同

时易杀死当地生物种，费用也较高。须作多方试验找

到专用制剂和方法。目前已知的对紫茎泽兰

(Eupatorium adenophorum Spreng)在小苗期用洗衣

粉水剂喷洒有良好的效果，农达、草甘磷对空心莲子

草、阔叶丰花草等多年生草本植物有良好的防除作

用，克芜踪控制猫爪藤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不能彻

底消除。再次是综合治理，即把人工、化学、生物、物

理、生态环境等单项技术有机的融合起来，发挥各自

优势，弥补各自不足，从而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综

合治理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生物技术工程，须花长

时间进行研究。以生物防治为主，人工、化学防治为

辅，通过三者的有机结合来达到控制入侵植物发展、

扩散或蔓延的目的。最后是生态环境管理控制，利用

当地植被自我繁殖建立优势种群来恢复退化的生态

环境，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系统是有效控制外来入

侵植物大爆发的良策。良好的生态系统既能维系物

种本身的组成结构和自身的自治，也能维系外界胁

迫的恢复能力。以当地树种为主组成的良好的植物

群落，不仅具有复杂的生态系统，而且还具有稳定的

群落结构，这就从有利资源的利用上有效地控制了

入侵植物的生活来源。即生长所需的光照温度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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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江县2005

2006

2007

柳城县2005

2006

2007

鹿寨县2005

2006

2007

融安县2005

2006

2007

融水县2005

2006

2007

三江县2005

2006

2007

合计

1．87

1．77

1．72

1．87

1．87

1．85

1．80

1．73

1．88

0．87

0．83

0．80

0．73

0。65

0．60

0．05

0．05

0．05

21．Ol

1．83

1．67

1．70

1．80

1．77

1．67

1．77

1．73

1．85

0．80

0．80

0．80

0．67

O．57

0．57

0．04

0．04

0．05

20．12

O．90 O．88

0．75 0．73

0．80 0．79

O．93 O．90

0．95 0．93

O．87 0．73

0．60 0．59

O．55 O．52

O．53 O．50

0．13 0．13

0．17 ‘0．15

0．17 0．13

O．05 0．04

O．05 O．03

0．05 0．05

肥条件，使之难以立足，从而达到长期控制入侵植物

扩散的目的。因此，管理、保持和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是有效控制入侵植物入侵的一种既经济实效而又长

久的方法。

在对策上，为减少或避免入侵植物的入侵和扩

散蔓延给农林牧渔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除以上

的防除措施外，更重要的是关口前移，在体制机制上

建立入侵屏障。首先是严格执法，建立入侵植物的防

御体系。入侵植物涉及国际、国内贸易问题，而目前

我国实施的法律法规的各实施部门不同，难免存在

遗漏，应联合形成一个整体或者紧密合作的防御体

系，关口前移，把入侵植物拒绝于国门之外，为人侵

植物的入侵设立第一道关口屏障。其次是部门合作，

建立外侵种早期预警体系。部门与部门之间建立协

调机制，建立网络平台，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如网站、

书刊、光盘等)，提供外侵种的信息，评估入侵植物的

危险性，预测潜在的影响，并提供防除技术指导。通

过畅通的渠道将入侵植物的发展动态及时反馈到相

应的管理部门供领导决策，为入侵植物的扩散、蔓延

立下预警屏障。再次是农业部门建立植保监测和快

速反应体系。对已侵入或被评估为高危指数的入侵

植物，需要严密监测，一旦扩散或再次入侵，植保部

门要快速反应，迅速组织专家进行鉴定，研究对策，

制定计划，提供防除措施，短时间内控制住入侵植物

的扩散与蔓延，直至消除，为人侵植物的蔓延或爆发

立下消除屏障。最后是加强宣传教育，建立人人参与

防御的社会体系。入侵植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

习惯息息相关，必须加强宣传教育，认知其危害性。

通过教育，提高全民意识，自觉地参与到社会防御体

系中来，杜绝引进和防除入侵植物，为入侵植物的入

侵立下永久性的社会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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