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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 iolog ical invasion is becom ing a pervasive eco- environmenta1 problem. Based on the invest igation

resu lt o f exo tic plants a long several typical roads in Yunnan province, 76 exotic p lants are conf irmed that ex ist in

the roadside of Yunnan province. Further analyzed the data on spec ies composition, bio log ical attributes, native

range, and degree of harm of the 76 exo tic plant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Composite, G ram ineae, So lanaceae, and

Amaranthaceae w ere the fam ilies w ith the largest spec ies composition because the spec ies in these 4 fam ilies ac�
counted for 56. 57% of the tota1 exo tic p lants. There are 64 herbs, mak ing up 84. 21% among 76 exot ic p lants, so

most o f the exotic herbs. M ost of the exo tic p lants o rig inated from Am er ica, others from Europe andA frica etc. 11

exotic plants are very dangerous, m aking up 14. 47% among tota l exotic plants. A cco rd ing to the condition o f road

exotic p lants, contro lling methods have been produced.

Key words� env ironmen tal eng ineering; exot ic plants; investiga tion; contro lmethods; h ighw ay.

� � 摘要 � 生物入侵日益成为普遍关注的生态问题。通过对云南几条典型公路外来植物入侵情况调查,

确定云南省公路沿线分布的外来入侵植物共有 76种。从物种组成、生活型、原生地和危害程度进一步分

析,可以看出:云南公路外来入侵植物主要有菊科、禾本科、茄科、苋科组成, 这 4科含种数占到总种数的

56. 57% ;外来植物绝大多数为草本植物,含 64种,占总数的 84. 21% ;原产地主要来源于美洲,其次是来源

于欧洲、非洲等; 危害程度很严重、严重的外来入侵植物 11种,占总数的 14. 47%。根据公路外来入侵植物

现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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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物入侵日益成为普遍关注的生态环境问

题
[ 1]
。广义的外来种 ( exot ic spec ies)指进入一个生

态系统的新物种,包括自然入侵、引种及人工培育

等途径得到的物种
[ 2]
。外来植物入侵造成当地物

种减少甚至灭绝,使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及

人类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 农、林、牧、渔业经

济代价惨重,因此已成为全球生物安全的重大问题

之一和研究全球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 3,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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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入侵和人类的活动紧密相连
[ 5]

,公路是一

种线性廊道, 它的存在既破坏了原来的植被,也打

破了原来的景观本底或斑块, 增加了线性廊道景观

要素, 改变了原来的景观结构, 引起沿线土地利用

覆盖发生巨大变化,对景观中的物种会造成很大影

响。道路在外来植物入侵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 首先, 道路是外来植物传播的主要途径之

一
[ 6, 7]

,其次道旁生境破碎化更为严重和土地利用

变化强度更大
[ 8]
,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山区和半山

区表现更明显, 为外来植物入侵提供了有利的生

境,再次道旁小气候环境表现出高光、高温、风大和

土壤条件特殊的特征
[ 9]
, 为外来植物的生长、发育

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道旁

外来植物成功定居并形成一定的种群优势后, 将向

周边扩散, 改变邻近区物种组成、分布和生态系统

过程, 导致景观格局改变,进而影响整个生态系统

结构与功能。因此,道路对外来植物入侵影响的研

究已成为当代生态学的研究热点之一,这种廊道效

应的定量化对于深刻了解生态系统和景观功能 (包

括对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的影响 )的作用颇为

重要。

1� 研究地概况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位于北纬 21 8!32" ~

29 15!8"和东经 97 31!39"~ 106 11!47"之间, 北回

归线横贯本省南部, 东西横跨 864. 9km, 南北纵距

990km。全省总面积 3. 94 ∀ 10
4
km

2
, 其中山地占

94%。海拔在 76~ 6740m之间,由西北高向东南低

呈阶梯式倾斜,地形地貌复杂。由于云南地处低纬

高原,兼有寒、温、热带等气候类型。全省南北温度

梯度同向双重叠加,而形成 #窄幅高密自然地带 ∃与

#双向垂直生物气候带系列 ∃的组合特征。它的生

态系统几乎包括了地球上所有的陆地生态系统, 堪

称世界生态类型的缩影, 主要有森林、灌丛、草甸、

沼泽和荒漠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多样的森林生

态系统,为动植物资源和微生物资源的生存繁衍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云南被誉为 #动植物王

国∃和 #生物多样性宝库 ∃,它是世界十大生物多样

性的关键和热点地区之一的东喜马拉雅山地区的

核心区域圈。

云南也是我国外来植物入侵最为严重的地区。

由于云南的地形复杂, 气候和生态系统类型多样,

供给外来入侵植物的生境也多样。有资料显示, 云

南 16个地州都有外来入侵植物的踪迹。除了少数

几个其自然性、完整性和典型性均保存完好的自然

保护区 (如独龙江地区 )外,其他地域或多或少出现

外来入侵植物。据初步统计,在云南已形成逃逸种

群的外来植物至少有 300多种,超过中国归化植物

的 50%,具有较大危害性的几种恶性杂草在云南

均有分布
[ 10]
。外来入侵物种在不同生态系统中出

现的频度以路域生态系统最高, 其次是农田、草地、

森林等生态系统。

2� 调查研究方法
2. 1� 典型公路的选择方法

根据公路的走向、等级和通车时间的不同, 选

择典型公路。 % 不同走向的公路:南北走向公路,

以思茅 � 小勐养 (高速 )公路为主; 东西走向公路,

以楚雄 � 大理 (高速 )公路为主; & 不同通车时间的

公路: 20世纪 90年代通车公路, 以昆明 � 楚雄 (高

速 )公路为主, 2000年以后通车公路, 以思茅 � 小
勐养 (高速 )公路为主。

上述选择调查的各条典型公路,其基本信息如

表 1。

表 1� 典型公路基本信息表

名称 走向 等级 通车时间 总长度 ( km )

� 思茅 � 小勐养公路 南北走向 高速公路 2006年 97. 75

楚雄 � 大理公路 东西走向 高速公路 1999年 178. 78

玉溪 � 元谋公路 南北走向 高速公路 2000年 293. 16

昆明 � 楚雄公路 东西走向 高速公路 1998年 152. 30

2. 2� 对入侵物种的调查方法

通过对典型公路沿线的野外考察,选择典型路

段进行样方调查和定点观测, 确定公路沿线外来入

侵植物的种类、数量及其入侵程度。

3� 结果与分析

3. 1� 公路沿线入侵植物的种类

根据对所选择公路典型路段的野外调查和定

点观测,结合对现有相关研究资料的综合分析, 确

定云南省公路沿线分布的入侵植物有 76种。

3. 2� 科、属、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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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对云南省公路沿线外来入侵植物调查所

确定的 76种物种分别属于 24科 55属。其中, 菊

科 (Compositae)植物 21种,占总物种数的 27. 63%;禾

本科 ( G ram ineae ) 植物 11 种, 占总物种数的

14. 47% ;茄科 ( So lanaceae)植物 6种, 占总物种数

的 7. 89% ;苋科 (Amaranthaceae)植物有 5种,占总

物种数的 6. 58% ;含羞草科 (M imosaceae)、仙人掌

科 ( Cactaceae)、玄参科 ( Scrophu lar iaceae)植物各 3

种,共占总物种数的 11. 84% (各占总物种数的

3. 95% );藜科 ( Chenopod iaceae)、十字花科 ( C ruc if�
erae)、大戟科 ( Euphorbiaceae )、锦葵科 (M alvace�
ae)、伞形科 ( Umbelliferae )、旋花科 ( Convolvu lace�
ae)、马鞭草科 ( V erbenaceae)植物各有 2种,共占总

物种数的 18. 42% (各占总物种数的 2. 63% ); 胡椒

科 ( P iperracea)、紫茉莉科 ( Nyctag inaceae )、商陆科

( Phyto laccaceae)、落葵科 ( Basellaceae)、酢酱草科

( Oxalidaceae )、牛儿苗科 ( Geran iaceae )、梧桐科

( Stercu liaceae)、西番莲科 ( Passifloraceae)、天南星

科 ( A raceae)、雨久花科 ( Pontederiaceae)植物各 1

种,共占总物种数的 13. 16% (各占总物种数的

1. 316% )。很显然, 菊科、禾本科、茄科、苋科植物

物种数量超过了云南省公路沿线全部外来入侵植

物物种数量的 50%。

3. 3� 生活型构成

本调查研究所确定的分布于云南省公路沿线

的 76种外来入侵植物中, 草本植物有 64个物种,

占总物种数的 84. 21% ,灌木有 9个物种, 占总物种

数的 11. 84%;藤本植物有 3个物种, 占总物种数的

3. 95%。表明云南省公路沿线分布的外来入侵植

物物种以草本植物占绝对优势。

3. 4� 来源 (原产地 )构成

分析外来物种的原产地发现, 云南省公路沿线

分布的 76种外来入侵植物中, 原产美洲的有 54

种,占总物种数的 71. 05% ,其中,原产南美洲、北美

洲、中美洲、中南美洲和全美洲的物种分别有 31

种、9种、6种、3种、5种,其分别占入侵物种总数的

40. 79%、11. 84%、7. 89%、3. 95%、6. 58% ; 原产欧

洲的入侵植物有 10种,占入侵物种总数的 13. 16%;

原产非洲的入侵植物有 6种, 占入侵物种总数的

7. 89%; 原产亚洲的有 2种, 占入侵物种总数的

2. 63%; 原产其他地方和不确定原产地的有 4种,

占入侵物种总数的 5. 26%。表明云南省公路沿线

的入侵植物有 70%以上物种来自美洲。

3. 5� 危害程度构成

根据入侵物种的危害程度, 可将其划分为 3种

类型,即危害很严重、危害严重、危害一般。在云南

省公路沿线调查发现的 76种外来入侵植物中, 危

害程度很严重的入侵物种有 5种,分别是紫茎泽兰

(Eupa torium adenophorum )、飞机草 ( Eupatorium od�
oratum )、空心莲子草 ( Alternanthera ph iloxeroides )、

马缨丹 (Lantana camera )、凤眼莲 (E ichhorn ia cras�
sipes),占入侵物种总数的 6. 58%;危害程度严重的

入侵物种有 6种, 分别是藿香蓟 ( Ageratum cony�
zoides)、小蓬草 ( Conyza canadensis)、苏门白酒草

( Conyza sumatrensis )、银胶菊 (Parthenium hy stero�
phorus)、肿柄菊 (Tithonia d iversifolia )、土荆芥 ( Che�
nopodium ambro sio ides) ,占入侵物种总数的 7. 89%;

危害程度一般的入侵物种有 65种, 占入侵物种总

数的 85. 53%。

4� 公路外来植物入侵种防治对策

4. 1� 高度重视危害严重的入侵植物的控制

对公路路域生态系统中危害严重的 11种外来

入侵植物 (其中 5种危害很严重, 6种危害严重 )要

进行重点防控。主要采取以下对策: ( 1)在这 11种

外来入侵植物结种子之前进行机械或人工割除, 然

后种植生命力强、覆盖好的植物进行替代; ( 2)生物

防治:泽兰实蝇对紫茎泽兰植株高生长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野外寄生率可达 50%以上, 专食性天敌昆

虫莲草直胸跳甲 (Agasicles hygrophila )对防治空心

莲子草水生型植株效果较好; ( 3)化学防治: 2, 4-

D、草甘膦、敌草快、麦草畏等 10多种除草剂对紫茎

泽兰地上部分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对空心莲子草用

草甘膦、农达、水花生净等除草剂作化学防除,短期

内对地上部分有效。

4. 2� 做好危害程度一般的入侵植物的监控

目前云南省公路沿线蔓延的入侵植物,虽然有

80%以上的物种其危害程度还处于一般水平,但这

并不能说明公路沿线入侵植物的预防和控制形势

比较乐观,因为有些物种属于潜在的严重危害种,

如薇甘菊 2005年在云南省德红州盈江、瑞丽、陇川

等地首次发现, 现已传播到保山地区。因此, 对公

路路域危害程度一般的外来入侵植物要做好监控,

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有蔓延势头就立即采取措

施予以控制。

4. 3� 公路建设中加强原生植被的保护
根据对公路外来植物入侵情况调查, 外来植物

�40�

2010年第 5期 植物检疫 PLANT QUARANT INE V o.l 24 No. 5



以公路扰动区域为入侵重点, 扰动越剧烈,入侵越

严重。而原生植被未经扰动的生态系统, 外来植物

很少入侵。因此,在公路建设过程中要尽量减少扰

动面积, 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生植被群落的稳定性,

不给外来植物可乘之机。

4. 4� 对扰动区域及时恢复植被

外来入侵植物多为喜光、耐瘠薄种类, 公路建

设扰动之后的裸露区域极其适合其侵入和定居。

因此, 对边坡、取弃土场等公路建设扰动的重点区

域,要在施工之后迅速恢复植被, 甚至边施工边恢

复植被。植被恢复时要以当地阔叶乔灌木种类为

主,尽量密植或营造复层植物群落, 迅速占领扰动

区域的裸露空间,限制外来植物侵入。

4. 5� 科学选择公路绿化植物种类
在公路绿化植物选择中要考虑外来植物入侵

因素。一方面选择的植物要生长迅速、竞争力强,

能够快速形成稳定的群落; 另一方面, 又要防止使

用外来入侵植物用于公路绿化,以往云南公路绿化

中常用马缨丹、金合欢、银合欢等, 这些植物属于外

来入侵植物,特别是马缨丹还属于危害很严重的种

类,在以后的公路绿化中要避免使用。

5� 结语

在公路建设过程中,其他外来植物也会不断扩

散和蔓延,并对公路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公

路外来植物入侵不但对沿线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

及生态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 外来入侵植物的

迅速蔓延还会导致公路两边的护坡植物和防护林

带衰退, 从而使路域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加

剧, 并将引起路域植物多样性下降,使公路沿线植

被恢复和景观建设的难度加大。因此, 公路建设中

生物入侵的生态安全隐患应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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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大豆中大豆拟茎点种腐病菌的检疫鉴定

� � 2008年 3月至 2009年 6月间, 新沙口岸对 35批次美国、阿根廷、巴西进口的大豆豆秆进行检验和病害

鉴定,共检出大豆危险性真菌病害大豆拟茎点种腐病菌 (Phomopsis longicolla H obbs) 16批次, 其中阿根廷

和巴西进口大豆中该病菌的检出均为全国首次。

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 华丽 � 王定国 � 黄挺 � 高军 � 陈萍 �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 胡佳

� 王卫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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