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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并结合整理、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研究了中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组成、原产地、生活型、入侵途径和危害状况等。 结果表明：（１）中国香港有外来入侵

植物共 １０１ 种，隶属于 ３６ 科 ７７ 属，其中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植物的种类最多，有 １７ 种。 （２）来源于美洲的外来入

侵植物种类最多，占入侵植物总数的 ７７．２％。 （３）外来种类中草本植物占了绝大多数，占总种数的 ８０．２％。
（４）恶意入侵与严重入侵植物共 ４２ 种，占总种数的 ４１．６％。 同时，通过与邻近的珠海、深圳、澳门、广州四个地

区的外来入侵植物进行比较，提出了珠三角区域共防共治外来植物入侵、保障环境生态安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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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入侵植物（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ＡＩＰｓ）是

指从其原生地，借助人为或自然力进入新栖息地，
并在新栖息地失去控制而爆发性扩散，造成农林

牧业减产，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

等危害现象的外来植物（李叶等， ２０１０）。 外来入

侵植物的传入途径主要有人为有意引进、无意引

入和自然扩散三种。 人为有意引进的物种主要包

括一些对农业生产及日常生活具有经济价值的饲

料植物、药用植物及花卉和对改善生态环境方面

有作用的绿化品种。 无意引入的物种主要是通过

海陆空交通工具由旅客无意带入或混入进口贸易

货品当中传入国内。 自然扩散主要是在没有人为

干扰的条件下，外来入侵植物的种子或其他繁殖

体可能借助风力、水流，或通过某些动物（鸟类、牛
羊等）进行传播扩散（徐海根等， ２００４）。 日趋便

捷的国际间交通以及日益频繁的各国经贸往来大

大增加了外来入侵物种的传入几率，加上全球气

候变化、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人口密集，工业、农业

等活动影响对自然破坏加重，导致外来植物更易

入侵 当 地 自 然 生 境 和 生 态 系 统 （ 王 发 国 等，
２００４）。 外来入侵植物因其种类数量多、分布范围

广、繁殖迅速，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而且侵占本地物

种的生存空间，因此外来植物的入侵已经成为全

球性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香港作为世界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与各地

区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加上人口密集且旅游业高

度发达，这些都是导致外来植物通过人为因素有意

无意引入香港的主要原因。 再者，由于香港地区植

被类型主要是次生林或人工林（邢福武等， １９９９），
对外界环境干扰抵抗力较弱，这也是外来有害物种

容易入侵本土植被并广泛扩散的重要因素。 所以，
对香港外来植物进行广泛的调查和分析，了解其组

成特征、危害程度、原产地和入侵途径，并依此制定

合理的防控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在对外来植物物种数据调查方面，Ｎｇ ＆ Ｃｏｒｌｅｔｔ
（２００２）曾记载了 ２３８ 种香港已经归化或怀疑为外

来的植物，但该名录中的一些种类尚未形成入侵现

象。 前人（Ｘ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Ｎｇ ＆ Ｃｏｒｌｅｔｔ， ２００２； 严

岳鸿等， ２００５； Ｌｅｕ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的研究对香港外

来入侵植物的种类组成和危害状况尚未进行全面

的分析。 因此，本研究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大范围调查

了香港地区的外来入侵植物，并详细总结它们的种

类组成、原产地、生活型、入侵途径和危害状况等，
为后续研究香港外来入侵物种的预防和控制提供

了重要的本底资料，对全面研究和系统监测以及科

学普及与管理外来入侵植物奠定了基础。

１　 自然地理概况

香港位于我国南部沿岸，北接广东省、西邻珠

江口及澳门、南向我国南海，由香港岛、大屿山、九
龙半岛以及新界 （包括 ２６２ 个离岛） 组成，介于

１１３°４９′—１１４°３１′ Ｅ，２２°０８′—２２°３５′ Ｎ 之间。 香

港总面积为１ １０６．４２ ｋｍ２，地形主要有山地、丘陵、
台地和平原四种（香港地政总署测绘处，２０１８）。
香港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全境受亚热带

季风的控制和影响，年均气温为 ２２．８ ℃ ，年均降水

量为１ ８７４．５ ｍｍ（香港天文台，２０１７）。
香港的原生植被为热带或南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主要由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和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等
乔木组成。 但是，由于长期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原生植被仅零星地散布，目前幸存的次生林多分布

于陡峭的山谷及山顶地带，是经过近 ６０ ａ 的恢复而

发展起来的（邢福武等， １９９９）。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依据香港植物志（Ｘｉ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前

０９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人发表的相关文献 （王芳等， ２００９； 邵志芳等，
２００６； 严岳鸿等， ２００５，２００４； 王发国等， ２００４；
黄辉 宁 等， ２００５； 王 忠 等， ２００８； 蒋 奥 林 等，
２０１７）和《中国入侵植物名录》 （马金双， ２０１３）对

国内外有关香港及其周边地区的外来入侵植物或

入侵现象进行了收集整理，并结合全国范围内的

调查名录，以及收集的资料和查阅的库存标本及

野外调查与采集的标本，整理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的外来入侵植物名录。
野外调查范围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８ 个区划地

区，即大埔区、元朗区、沙田区、南区、深水埗区、离
岛区、北区和西贡区。 因为香港中西区、东区、九
龙城区、观塘区、黄大仙区、湾仔区、油尖旺区、葵
青区、屯门区、荃湾区这 １０ 个行政区人口密度极

大、现代化建筑集中、野生植物分布极少，所以本

次调查并未涉及。 此次调查采集及引证标本均保

存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 ＩＢＳＣ）和香港

植物标本室（ＨＫ）中。
根据实际情况将香港特别行政区外来入侵植

物的危害等级划分为五级（附表 Ｉ）：１ 级，恶性入

侵类，已对经济或生态效益造成巨大损失与严重

影响的物种。 ２ 级，严重入侵类，对经济和生态效

益造成较大损失和影响的物种。 ３ 级，局部入侵

类，造成局部危害，但未造成大规模危害的物种。
４ 级，一般入侵类，根据其生物学特性已经确定其

危害性不明显，且难以形成新的发展趋势的物种。
５ 级，有待观察类，主要是指了解不深，或出现时间

短、最新报道的、目前了解不详细而无法确定未来

发展趋势的物种（马金双， ２０１３；闫小玲等， ２０１４ａ）。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入侵植物的种类组成

经过对上述区域内的植物资源历时 １ ａ 的采

集和调查，确定香港现有外来入侵植物 ３６ 科 ７７ 属

１０１ 种。 构成外来入侵植物主体的科主要有菊科

１７ 种、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１１ 种、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９
种、苋科（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８ 种、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６
种，总计 ５１ 种。 这些种类占香港外来入侵植物总

数的 ５０．５％。

３．２ 入侵植物的原产地

中国香港的外来入侵植物主要来源于美洲、
非洲和亚洲。 其中，来自美洲的物种数目最多，有
７８ 种 （ ７７． １％），非洲 １４ 种 （ １３． ９％），亚洲 ５ 种

（５．０％），欧洲 ３ 种（３．０％），大洋洲 １ 种（１．０％）。
３．３ 入侵植物的生活型

从表 １ 可以看出，在入侵香港的 １０１ 种外来植

物中，陆生植物总计 ９７ 种，占入侵植物总数的

９６．０％。 在草本、灌木、乔木、藤本、蕨类（Ｂｅｅｎｔｊｅ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２０１０）五类入侵植物生活型中，主要以

入侵草本居多，总计 ８１ 种，占入侵植物总数的

８０．２％。 从外来种对本地生态系统的危害情况来

看，草本、藤本和灌木的种类常常带来比较严重的

危害，如草本中的喜旱莲子草（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
ｅｒｏｉｄｅｓ）、鬼针草（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小蓬草（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 等； 藤 本 中 的 薇 甘 菊 （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五爪金龙（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ｃａｉｒｉｃａ）、圆叶牵牛

（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 等； 灌 木 中 的 光 荚 含 羞 草

（Ｍｉｍｏｓａ ｂｉ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ａ）、马缨丹 （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等。 这些种类对环境的适应性强、生长迅速，多隶

属世界性分布以及处于相对进化系统位置的大

科，具 有 较 强 的 适 应 性 和 入 侵 性 （闫 小 玲 等，
２０１４ａ），已对农业生产、城市园林绿化美化、物种

多样性等造成了严重影响。
３．４ 入侵植物的入侵途径

外来植物的入侵途径为有意引进＞无意引入＞
自然扩散。 其中，有意引进有 ５６ 种，占外来入侵

植物的 ５５．４％；无意引入有 ４１ 种，占 ４０．６％；自然

扩散有 ３ 种，占 ３． ０％；入侵途径不详有 １ 种，占
１．０％。 外来植物在入侵香港的过程中，人为因素

占 ９６．０％。 可见，人们的一些有意无意的干扰活

动是导致外来植物入侵的最主要因素。
３．５ 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状况

香港外来入侵植物：１ 级，恶意入侵类有 １９
种，占总数 １８．８％；２ 级，严重入侵类有 ２３ 种，占总

数 ２２． ８％； ３ 级， 局 部 入 侵 类 有 ２４ 种， 占 总 数

２３．８％；４ 级，一般入侵类有 １４ 种，占总数 １３．８％；５
级，有待观察类有 ２１ 种，占总数 ２０．８％。 在这些入

侵植物中，菊科的薇甘菊、飞机草（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
ｏｒａｔａ）， 苋科的喜旱莲子草， 雨久花科 （Ｐｏｎｔｅｄｅ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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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香港外来入侵植物生活型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Ｒａｔｉｏ
（％）

陆生植物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９７ ９６．０

水生植物 Ｈｙｄｒｏｐｈｙｔｅ ３ ３．０

两栖植物 Ａｍｐｈｉｐｈｙｔｅ １ １．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１ １００．０

草本 Ｈｅｒｂ ８１ ８０．２

灌木 Ｂｕｓｈ ８ ７．９

乔木 Ｔｒｅｅ ３ ３．０

藤本 Ｖｉｎｅ ８ ７．９

蕨类 Ｆｅｒｎ １ １．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１ １００．０

ａｃｅａｅ）的凤眼蓝（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禾本科的石

茅（Ｓｏｒｇｈｕｍ ｈａｌｅｐｅｎｓｅ），这 ５ 种外来入侵植物属于国

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首批 ９ 种外来入侵植物（国家

环保总局， ２００３）。 马鞭草科（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的马缨

丹，天南星科（Ａｒａｃｅａｅ）的大薸（Ｐｉｓｔｉａ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ｅｓ），禾
本科的蒺藜草 （ Ｃｅｎｃｈｒｕｓ ｅｃｈｉｎａｔｕｓ），苋科的刺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土荆芥 （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ａｍｂｒｏ⁃
ｓｉｏｉｄｅｓ），落葵科 （ Ｂａｓ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的落葵薯 （ Ａｎｒｅｄｅｒ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这 ６ 种外来入侵植物属于国家环境保护

部公布的第二批 １０ 种外来入侵植物（国家环境保

护部和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０）。 菊科的钻形紫菀（Ａｓｔｅｒ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ｓ ）、 小 蓬 草、 苏 门 白 酒 草 （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ｓｕｍａｔｒｅｎｓｉｓ）、假臭草 （Ｐｒａｘｅｌｉｓ ｃｌｅｍａｔｉｄｅａ），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的圆叶牵牛。 这 ５ 种外来入侵植

物属于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第三批 １０ 种外来入

侵植物（国家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４）。 豆

科的光荚含羞草，旋花科的五爪金龙，菊科的藿香

蓟（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这 ３ 种外来入侵植物属

于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第四批 １１ 种外来入侵植

物（国家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６）。

４　 讨论

香港的外来入侵植物以菊科、豆科、禾本科、

苋科、茄科（每科物种数≥５）为主，占入侵植物总

数的 ５０．５％。 这些科的植物分布范围较广，大多

为一年生草本，较易适应新的生境，因此也容易在

适宜的新环境中大量繁殖并侵占本地种的生存空

间。 例如，菊科植物能产生大量生有冠毛或刺的

种子，使其易于通过风媒传播或粘附在兽类皮毛

或人身上传播，适应性强且极易扩散和定居到新

环境中，如假臭草、薇甘菊、鬼针草、南美蟛蜞菊等

已在我国南方地区泛滥成灾。
香港外来入侵植物中草本种类最多，藤本和

灌木次之，乔木最少。 这种现象可能与植物的适

应性有关，一般草本、藤本和灌木相对乔木来说是

更进化的类型，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曾宪锋等，
２００９）。 草本作为植物中进化等级最高的类群，具
有生命周期短、个体小、结实率高且种子小易扩

散、繁殖快等生活史特征，使其在与其他生活型植

物竞争时具有明显优势（李博等， ２００１；黄建辉

等， ２００３）。 草本外来入侵植物同时也通过各种

方式占据更多的生存空间，如薇甘菊通过化感作

用抑制、排挤本地植物扩大种群领地 （舒易星等，
２０１３）。 此外，草本植物容易被无意携带或作为花

卉、药用等用途引种时容易存活，这些都可能是其

易被人类引种到外地且具有更强入侵性的原因

（王忠等， ２００８）。 乔木在上述植物进化类群中等

级相对原始，生长速度慢、种类少且适应能力相对

较低，因此造成危害的植物种类也相对较少。
人为干扰促进外来植物的入侵，外来植物大多

生长在人为影响和破坏较严重的生境中，例如，村
旁、荒地和路边等，很难存在于发育良好的原始林

和一些次生林中。 在人口密集的港口、口岸附近，
经国际货运传入的外来物种往往首先在此登陆，遇
到适宜的环境条件时先建立小的种群而后开始扩

散。 汽车携带的外来种容易在公路两侧定居和扩

散，如小蓬草多生长在公路两侧。 在生物种类比较

简单的灌丛、草丛和疏林中，外来种也很容易入侵，
这些区域群落结构简单、物种多样性低，各物种间

的关系相对比较松散且抑制干扰能力较低，对资源

利用不完全，这样就给外来植物有可乘之机。
外来入侵物种较易入侵与其来源地区系、气候

条件、生态环境相似的区域。 由于被入侵的环境对

２９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外来种影响较大，如果此环境与外来种以前的栖息

地相似，就可能入侵成功；如果生境相差大，只有那

些可塑性大的物种可入侵成功（彭少麟和向言词，
１９９９）。 从中国香港外来入侵植物来源地分析可以

看出，来源于热带美洲的外来植物最多，来源于欧

洲地区的外来植物种类较少，可能是因为中国香港

和欧洲的环境和气候差异较大，而与热带美洲地区

的纬度、区系、生态环境更相似有关。
对与香港同属一个经济贸易圈的大珠三角区

域内的珠海、深圳、澳门、广州的外来入侵植物状

况进行分析比较 （王发国等， ２００４；严岳鸿等，
２００４；黄辉宁等， ２００５），结果表明这些区域由于

相互邻近，处于相似的区系及气候带，因此其外来

入侵植物的组成、生长型及原产地均有较强的相

似性。 在种类组成上，这五个地区的主要外来入

侵植物属于禾本科、菊科、豆科和苋科；在生长型

方面，外来入侵植物大部分为陆生草本，其次为灌

木；原产于热带美洲地区的入侵植物在五个区域

内均占有较大比例；危害程度较大的凤眼蓝、五爪

金龙、假臭草、喜旱莲子草和薇甘菊，这 ５ 种 １ 级

危害入侵植物在五个地区都有分布。 这种状况与

五个区域因日趋紧密的经济联系而导致的人员频

繁交流和货运高度发达有很大关系。
中国香港作为世界级港口城市，经济发达、交

通便利、气候适宜、对外交往密切，在中国与国外

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窗口作用，因此香港在外

来入侵植物防控方面面临严峻挑战。 为了能减少

外来植物入侵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降低对本地生

态系统安全的威胁，首先香港政府相关部门应加

强对现有外来入侵植物的调查和定期监测，了解

入侵植物的种类、分布与危害、生物学特性、扩散

趋势等信息，制定积极的防治措施，加大对这些植

物的管制和清除。 其次，应加强对海关、码头等人

口和货物流动比较密集区域的检验检疫工作，提
高对进口外来植物种类的监管和评估工作，以降

低外来植物入侵本地生态系统的机会；另外，加强

对外来入侵植物的繁殖能力、繁殖体扩散方式、种
子萌发特性、幼苗生长状况、表型可塑性以及生态

系统被入侵的特性等进行评估，并开展有害植物

入侵的风险分析；再者，由于香港、广州、珠海、深

圳和澳门地区邻近，经济一体化及各地区旅游交

通日益紧密，在外来入侵植物防范方面应进行联

合应对，切实加强区域性的共同防范，对在相邻地

区已经产生较大危害且具有潜在入侵本区能力的

外来植物进行预防性研究，提前介入对这些物种

的观察和监测，并根据物种的生物学特性编制应

急预案，一旦入侵植物出现大规模扩散或爆发时，
启动不同规模的应急预案将损失降到最低（闫小

玲等， ２０１４ｂ）。 最后，开展对外来入侵植物进行

综合利用的研究，将这些植物“变废为宝”，这对降

低外来植物对本土生物多样性的危害也同样具有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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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 Ｆ， ＷＡＮＧ ＲＪ， ＺＨＵＡＮＧ Ｐ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Ｃｈｉｎ Ｊ Ｅｃｏｌ， ２８ （ １０）： ２０８８ －
２０９３． ［王芳，王瑞江，庄平弟，等， ２００９． 广东外来入侵植物
现状和防治策略［Ｊ］． 生态学杂志，２８（１０）： ２０８８－２０９３．］

ＷＡＮＧ ＦＧ， ＸＩＮＧ ＦＷ， ＹＥ Ｈ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ｃａｕ［Ｊ］． Ａｃｔａ Ｓｃｉ Ｎａｔ
Ｕｎｉｖ 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ｉ， ４３（６）： １０５－１１０． ［王发国，邢福武，叶华
谷，等， ２００４． 澳门的外来入侵植物［Ｊ］． 中山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４３（６）： １０５－１１０．］

ＷＡＮＧ Ｚ， ＤＯＮＧ Ｓ Ｙ， ＬＵＯ Ｙ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Ｊ］． Ｊ Ｔｒｏｐ Ｓｕｂｔｒｏｐ Ｂｏｔ， １６（１）： ２９－
３８． ［王忠，董仕勇，罗燕燕，等， ２００８． 广州外来入侵植物
［Ｊ］．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１６（１）： ２９－３８．］

ＸＩＡ ＮＨ， ＹＩＰ ＫＬ， ＬＡＩ ＰＣＣ， ２００７．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Ｍ］．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１： １６－３０８．

ＸＩＡ ＮＨ， ＹＩＰ ＫＬ， ＬＡＩ ＰＣＣ， ２００８．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Ｍ］．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２： １－３３１．

ＸＩＥ Ｙ， ＬＩ Ｚ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 １０（８）：
１３１７－１３４１．

ＸＩＮＧ ＦＷ， ＣＯＲＬＥＴＴ ＲＴ，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ＫＣＣ， １９９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Ｊ］． Ｊ Ｔｒｏｐ Ｓｕｂｔｒｏｐ Ｂｏｔ， ７（４）： ２９５－
３０７． ［邢福武，Ｃｏｒｌｅｔｔ ＲＴ，周锦超，１９９９． 香港的植物区系
［Ｊ］．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７（４）： ２９５－３０７．］

ＸＵ ＨＧ， ＱＩＡＮＧ Ｓ， ＨＡＮ Ｚ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 １２（６）： ６２６－６３８． ［徐海根，强胜，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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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等， ２００４． 中国外来入侵物种的分布与传入路径分析
［Ｊ］． 生物多样性， １２（６）： ６２６－６３８．］

ＹＡＮ ＹＨ， ＸＩＮＧ ＦＷ， ＨＵＡＮＧ ＸＸ，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Ｅｘｏ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 ２４（３）： ２３２－２３８． ［严岳
鸿，邢福武，黄向旭，等， ２００４． 深圳的外来植物［Ｊ］． 广西
植物，２４（３）： ２３２－２３８．］

ＹＡＮ ＸＬ， ＬＩＵ ＱＲ， ＳＨＯＵ Ｈ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ａ．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 ２２
（５）： ６６７－６７６． ［闫小玲，刘全儒，寿海洋，等， ２０１４ａ． 中国
外来入侵植物的等级划分与地理分布格局分析［Ｊ］． 生物
多样性，２２（５）： ６６７－６７６．］

ＹＡＮ ＸＬ， ＳＨＯＵ ＨＹ， ＭＡ ＪＳ， ２０１４ｂ．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Ｊ］．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 ３６（１）：
７７－８８． ［闫小玲，寿海洋，马金双，２０１４ｂ． 浙江省外来入侵植
物研究［Ｊ］． 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３６（１）： ７７－８８．］

ＹＡＮ ＹＨ， ＨＥ ＺＸ， ＳＨＥＡ Ｓ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
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Ｋａｐ Ｏ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Ｊ］． Ｂｕｌｌ Ｂｏｔ Ｒｅｓ， ２５（２）： ２４２－２４８． ［严岳鸿，何祖霞，佘
书生，等， ２００５． 香港东北角吉澳群岛入侵植物调查
［Ｊ］． 植物研究，２５（２）： ２４２－２４８．］

ＺＥＮＧ ＸＦ， ＬＩＮ ＸＤ， ＱＩＵ Ｈ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ｌｉｅ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Ｊ］． Ｊ Ｆｕｊｉａｎ Ｆｏｒ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３６（２）： １７４－１７９． ［曾宪锋，林晓单，邱贺媛，等， ２００９． 粤
东地区外来入侵植物的调查研究［Ｊ］． 福建林业科技，３６
（２）： １７４－１７９．］

附表Ⅰ　 中国香港外来入侵植物名录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Ⅰ　 Ｐｌａｎｔ ｌｉｓｔ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植物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入侵途径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

危害等级
Ｈａｚａｒ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

凭证标本
Ｖｏｕｃｈｅｒ

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粉叶蕨
Ｐｉｔｙｒｏｇｒａｍｍａ ｃａｌｏｍｅｌａｎｏｓ （Ｌ．） Ｌｉｎｋ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Ｆ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０９９７

胡椒科
Ｐｉ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２．草胡椒
Ｐｅｐｅｒｏｍｉａ 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ａ （Ｌ．） Ｋｕｎｔｈ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４８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３．大薸
Ｐｉｓｔｉａ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ｅｓ Ｌ．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ＱＨ Ｉ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１２４１

雨久花科
Ｐｏｎｔｅｄ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４．凤眼蓝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ｓ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ＱＨ Ｉ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０９９０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５．香附子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ｒｏｔｕｎｄｕｓ Ｌ．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ＴＨ ＵＩ ４ ＲＱＨＮ００９５７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６．巴拉草
Ｂｒａｃｈｉａｒｉａ ｍｕｔｉｃａ （Ｆｏｒｓｓｋ．） Ｓｔａｐｆ

西非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０９７４

７．蒺藜草
Ｃｅｎｃｈｒｕｓ ｅｃｈｉｎａｔｕｓ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７１

８．红毛草
Ｍｅｌｉｎｉｓ ｒｅｐｅｎｓ （Ｗｉｌｌｄ．） Ｚｉｚｋａ

南非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７６

９．大黍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Ｊａｃｑ．

东非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４７

１０．铺地黍
Ｐ． ｒｅｐｅｎｓ Ｌ．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ＴＨ Ｕ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８５

１１．两耳草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ｕｍ Ｐ．Ｊ． Ｂｅｒｇｉｕｓ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８７

１２．丝毛雀稗
Ｐ． ｕｒｖｉｌｌｅｉ Ｓｔｅｕｄ．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０９８６

１３．棕叶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ａｌｍｉｆｏｌｉａ （Ｊ． Ｋｏｅｎｉｇ） Ｓｔａｐｆ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４ ＲＱＨＮ００９４９

１４．石茅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ｈａｌｅｐｅｎｓｅ （Ｌ．） Ｐｅｒｓ．

欧洲地中海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 Ｕ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１０１８

景天科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５．洋吊钟
Ｂ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ｅｌａｇｏｅｎｓｅ （Ｅｃｋｌ． ＆
Ｚｅｙｈ．） Ｄｒｕｃｅ

马达加斯加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ＴＨ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１１１０

１６．落地生根
Ｂ． ｐｉｎｎａｔｕｍ （Ｌａｍ．） Ｏｋｅｎ

马达加斯加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ＴＨ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１１０９

小二仙草科
Ｈａｌｏ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１７．粉绿狐尾藻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Ｖｅｌｌ．） Ｖｅｒｄｃ．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ＱＨ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０９８８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１８．山扁豆
Ｃｈａｍａｅｃｒｉｓｔａ ｍｉｍｏｓｏｉｄｅｓ （Ｌ．） Ｇｒｅｅｎｅ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４ ＲＱＨＮ００９８３

１９．南美山蚂蝗
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 ｔｏｒｔｕｏｓｕｍ （Ｓｗ．） ＤＣ．

中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０９６８

２０．银合欢
Ｌｅｕｃａｅｎａ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Ｌａｍ．） ｄｅ Ｗｉｔ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Ｔ Ｉ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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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Ⅰ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植物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入侵途径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

危害等级
Ｈａｚａｒ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

凭证标本
Ｖｏｕｃｈｅｒ

２１．大翼豆
Ｍａｃｒｏｐｔｉｌｉｕｍ ｌａｔｈｙｒｏｉｄｅｓ （Ｌ．） Ｕｒｂ．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０９８２

２２．光荚含羞草
Ｍｉｍｏｓａ ｂｉ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ａ （ＤＣ．） Ｋｕｎｔｚｅ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Ｓ Ｉ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１０１９

２３．巴西含羞草
Ｍ． ｄｉｐｌｏｔｒｉｃｈａ Ｓａｕｖａｌｌｅ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ＴＳ ＩＩ ４ ＲＱＨＮ０１００５

２４．无刺巴西含羞草
Ｍ． ｄｉｐｌｏｔｒｉｃｈａ ｖａｒ． ｉｎｅｒｍｉｓ
（Ａｄｅｌｂ．）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ＴＳ ＩＩ ４ ＲＱＨＮ０１２３０

２５．含羞草
Ｍ． ｐｕｄｉｃａ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６５

２６．望江南
Ｓｅｎｎａ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 Ｌｉｎｋ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１２３８

２７．决明
Ｓ． ｔｏｒａ （Ｌ．） Ｒｏｘｂ．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１１０４

２８．田菁
Ｓｅｓｂａｎｉａ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ａ （Ｒｅｔｚ．） Ｐｏｉｒ．

大洋洲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ＴＨ Ｉ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７３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２９．小叶冷水花
Ｐｉｌｅ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Ｌ．） Ｌｉｅｂｍ．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０９４６

酢浆草科
Ｏｘａ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３０．红花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ｄｅｂｉｌｉｓ ｖａｒ．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ＤＣ．）
Ｌｏｕｒｔｅｉｇ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４ ＲＱＨＮ０１００３

西番莲科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ｃｅａｅ

３１．龙珠果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Ｖ Ｉ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０９６０

３２．三角叶西番莲
Ｐ． ｓｕｂｅｒｏｓａ Ｌ．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ＴＶ Ｉ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０９３１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３３．飞扬草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ｉｒｔａ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３５

３４．通奶草
Ｅ． ｈｙｐｅｒｉｃｉｆｏｌｉａ Ｌ．

热带亚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０９５６

３５．千根草
Ｅ． ｔｈｙｍｉｆｏｌｉａ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０９３４

３６．蓖麻
Ｒｉｃｉｎ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Ｌ．

东非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１０１３

叶下珠科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３７．纤梗叶下珠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ｔｅｎｅｌｌｕｓ Ｒｏｘｂ．

马斯克林群岛
Ｍａｓｃａｒｅｎ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ＴＨ Ｕ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１１１６

千屈菜科
Ｌｙ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３８．无瓣海桑
Ｓｏｎｎｅｒａｔｉａ ａｐｅｔａｌａ Ｂｕｃｈ．⁃Ｈａｍ．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ＴＴ ＩＩ ４ ＲＱＨＮ００９８４

柳叶菜科
Ｏｎａｇｒａｃｅａｅ

３９．草龙
Ｌｕｄｗｉｇｉａ ｈｙｓｓｏｐｉｆｏｌｉａ （Ｇ． Ｄｏｎ） Ｅｘｅｌ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４ ＲＱＨＮ０１１１４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４０．倒地铃
Ｃａｒｄ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ｈａｌｉｃａｃａｂｕｍ Ｌ．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Ｖ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１１０５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４１．赛葵
Ｍａｌｖａｓｔｒｕｍ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ａｎｕｍ
（Ｌ．） Ｇａｒｃｋｅ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５０

４２．黄花稔
Ｓｉｄａ ａｃｕｔａ Ｂｕｒｍ． ｆ．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ＮＡ ４ ＲＱＨＮ００９８０

４３．刺蒴麻
Ｔｒｉｕｍｆｅｔｔａ ｒｈｏｍｂｏｉｄｅａ Ｊａｃｑ．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ＳＢ ＩＩ ４ ＲＱＨＮ０１１０３

白花菜科
Ｃｌｅｏｍａｃｅａｅ

４４．皱子白花菜
Ｃｌｅｏｍｅ ｒｕｔｉｄｏｓｐｅｒｍａ ＤＣ．

热带非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１１１７

４５．印度白花菜
Ｃ． ｒｕｔｉｄｏｓｐｅｒｍａ ｖａｒ． ｂｕｒｍａｎｎｉｉ （Ｗｉｇｈｔ ＆
Ａｒｎ．） Ｓｉｄｄｉｑｕｉ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ＴＨ Ｕ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１０１６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４６．北美独行菜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ｕｍ Ｌ．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１２３４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４７．华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ａｒｏｎｙｃｈｉｏｉｄｅｓ Ａ． Ｓｔ．⁃Ｈｉｌ．

阿根廷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ＴＨ Ｕ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０９９２

４８．喜旱莲子草
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ＭＨ Ｉ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０９４４

４９．刺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０９７８

６９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续附表Ⅰ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植物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入侵途径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

危害等级
Ｈａｚａｒ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

凭证标本
Ｖｏｕｃｈｅｒ

５０．皱果苋
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１１０２

５１．青葙
Ｃｅｌｏｓ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０９６９

５２．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Ｌ．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１０２０

５３．土荆芥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 Ｌ．） Ｍｏｓｙａｋｉｎ
＆ Ｃｌｅｍａｎｔｓ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１１０７

５４．银花苋
Ｇｏｍｐｈｒｅｎａ ｃｅｌ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０９８９

紫茉莉科
Ｎｙｃ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５５．紫茉莉
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 ｊａｌａｐａ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１０２１

落葵科
Ｂａｓ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５６．落葵薯
Ａｎｒｅｄｅｒ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Ｔｅｎ．） Ｓｔｅｅｎｉｓ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９１

土人参科
Ｔａ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５７．棱轴土人参
Ｔａｌｉｎｕｍ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ｕｍ （Ｌ．） Ｊｕｓｓ．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１０１４

５８．土人参
Ｔ．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Ｊａｃｑ．） Ｇａｅｒｔｎ．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４ ＲＱＨＮ００９３２

马齿苋科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５９．毛马齿苋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ｐｉｌｏｓａ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１２３９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６０．盖裂果
Ｍｉｔｒａｃａｒｐｕｓ ｈｉｒｔｕｓ （Ｌ．） ＤＣ．

安第斯山区
Ａｎｄｅｓ ＴＨ Ｕ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０９６２

６１．伞房花耳草
Ｏｌｄｅｎｌａｎｄｉａ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Ｌ．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０９３３

６２．墨苜蓿
Ｒｉｃｈａｒｄｉａ ｓｃａｂｒａ Ｌ．

安第斯山区
Ａｎｄｅｓ ＴＨ Ｕ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１２３５

６３．阔叶丰花草
Ｓｐｅｒｍａｃｏｃｅ ａｌａｔａ Ａｕｂ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１２４８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６４．长春花
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ｏｓｅｕｓ （Ｌ．） Ｇ． Ｄｏｎ

马达加斯加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ＴＨ Ｉ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１１１２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６５．五爪金龙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ｃａｉｒｉｃａ （Ｌ．） Ｓｗｅｅｔ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Ｖ Ｉ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０９６３

６６．七爪龙
Ｉ． ｃｈｅｉ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Ｏ＇Ｄｏｎｅｌ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ＮＡ ５ ＲＱＨＮ０１２４５

６７．牵牛
Ｉ． ｎｉｌ （Ｌ．） Ｒｏｔｈ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Ｖ Ｉ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７７

６８．圆叶牵牛
Ｉ．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Ｌ．） Ｒｏｔｈ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Ｖ Ｉ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０９７９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６９．苦蘵
Ｐｈｙｓａｌｉｓ ａｎｇｕｌａｔａ Ｌ．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１２４０

７０．少花龙葵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ｍ Ｍｉｌｌ．

美国
ＵＳＡ ＴＨ Ｕ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０９５４

７１．牛茄子
Ｓ． ｃａｐｓｉｃｏｉｄｅｓ Ａｌｌ．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ＴＳ Ｕ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１２４３

７２．假烟叶树
Ｓ． ｅｒｉａｎｔｈｕｍ Ｄ． Ｄｏｎ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Ｔ Ｕ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１１０８

７３．珊瑚樱
Ｓ． ｐｓｅｕｄｏ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Ｌ．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ＴＳ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０９５１

７４．水茄
Ｓ． ｔｏｒｖｕｍ Ｓｗ．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Ｓ ＩＩ ４ ＲＱＨＮ００９５２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７５．野甘草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ｄｕｌｃｉｓ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４５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７６．小花十万错
Ａｓｙｓｔａｓｉａ ｇａｎｇｅｔｉｃａ ｓｕｂｓｐ．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Ｎｅｅｓ） Ｅｎｓｅｒｍｕ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１０１５

７７．芦莉草
Ｒｕｅｌｌｉａ ｔｕｂｅｒｏｓａ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１１００

７８．山牵牛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 Ｒｏｘｂ． ｅｘ Ｒｏｔｔｌ．）
Ｒｏｘｂ．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ＴＶ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０９９８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７９．马缨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Ｓ Ｉ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０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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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Ⅰ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植物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入侵途径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

危害等级
Ｈａｚａｒ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

凭证标本
Ｖｏｕｃｈｅｒ

８０．假马鞭草
Ｓｔａｃｈｙｔａｒｐｈｅｔａ ｊａｍａｉｃｅｎｓｉｓ （Ｌ．） Ｖａｈｌ

中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５９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８１．吊球草
Ｈｙｐｔｉｓ ｃａｐｉｔａｔａ Ｊａｃｑ．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５ Ｙ． Ｓ． Ｌａｕ ２３８

８２．山香
Ｈ． ｓｕａｖｅｏｌｅｎｓ （Ｌ．） Ｐｏｉｔ．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５ Ｈ． Ｃ． Ｔａｎｇ １８８８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８３．马醉草
Ｈｉｐｐｏｂｒｏｍａ ｌｏｎｇｉｆｌｏｒａ （Ｌ．） Ｇ． Ｄｏｎ

西印度群岛
Ｗｅｓｔ Ｉｎｄｉｅｓ

ＴＨ Ｉ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０９６１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８４．藿香蓟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０９６７

８５．熊耳草
Ａ． ｈｏｕｓｔｏｎｉａｎｕｍ Ｍｉｌ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７０

８６．钻形紫菀
Ａｓｔｅｒ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ｓ Ｍｉｃｈｘ．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ＮＡ １ ＲＱＨＮ００９９４

８７．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０９５３

８８．飞机草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Ｌ．） Ｒ． Ｍ． Ｋｉｎｇ ＆
Ｈ． Ｒｏｂ．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０９９３

８９．野茼蒿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ｎｔｈ．）
Ｓ． Ｍｏｏｒｅ

热带非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０９９９

９０．鳢肠
Ｅｃｌｉｐｔ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Ｌ．） Ｌ．

美洲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１００４

９１．白花地胆草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ｏｐ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ｕｓ Ｌ．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３ ＲＱＨＮ０１０００

９２．小蓬草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Ｎ １ ＲＱＨＮ００９９６

９３．苏门白酒草
Ｅ． ｓｕｍａｔｒｅｎｓｉｓ Ｒｅｔｚ．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０９４２

９４．薇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Ｋｕｎｔｈ

中美洲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Ｖ Ｉ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０９３９

９５．假臭草
Ｐｒａｘｅｌｉｓ ｃｌｅｍａｔｉｄｅａ （Ｇｒｉｓｅｂ．） Ｒ． Ｍ． Ｋｉｎｇ ＆
Ｈ．Ｒｏｂ．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１ ＲＱＨＮ００９４０

９６．苦苣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Ｌ．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 ＵＩ ５ ＲＱＨＮ０１００８

９７．美洲蟛蜞菊
Ｓｐｈａｇｎｅｔｉｃｏｌａ ｔｒｉｌｏｂａｔａ （Ｌ．） Ｐｒｕｓｋｉ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Ｉ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６４

９８．金腰箭
Ｓｙｎｅｄｒｅｌｌａ ｎｏｄｉｆｌｏｒａ （Ｌ．） Ｇａｅｒｔｎ．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３８

９９．肿柄菊
Ｔｉｔｈｏｎｉ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ｏｌｉａ （Ｈｅｍｓｌ．） Ａ．Ｇｒａｙ

墨西哥
Ｍｅｘｉｃｏ

ＴＨ ＩＩ ４ ＲＱＨＮ００９９５

１００．羽芒菊
Ｔｒｉｄａｘ ｐｒｏｃｕｍｂｅｎｓ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２ ＲＱＨＮ００９３７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１０１．刺芹
Ｅｒｙｎｇｉｕｍ ｆｏｅｔｉｄｕｍ Ｌ．

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 ＵＩ ４ ＲＱＨＮ０１２４４

　 注： １． 各科排列顺序为被子植物参照 ＡＰＧＩＶ（ＡＰＧ， ２０１６）；蕨类植物参照 ＰＰＧＩ（ＰＰＧ， ２０１６）。 ２． 生活型缩写含义为 ＴＨ． 陆生草本；
ＴＶ． 陆生藤本； ＴＳ． 陆生灌木； ＡＱＨ． 水生草本； ＴＴ． 陆生乔木； ＴＳＢ． 陆生亚灌木； ＡＭＨ． 两栖草本； ＴＦ． 陆生蕨类。 ３． 入侵途径的
缩写含义为 ＩＩ． 有意引进； ＵＩ． 无意引入； ＮＡ． 自然扩散； ＵＮ． 不详。 ４． ＲＱＨＮ 标本采集人为王瑞江、薛彬娥、朱双双、陈雨晴和蒋
奥林。
　 Ｎｏｔｅ： １．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ｗｅｒ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ＰＧＩＶ（ＡＰＧ， ２０１６）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ｆｅｒｎｓ ｗｅｒ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ＰＧＩ （ＰＰＧ，
２０１６） ｓｙｓｔｅｍ． ２．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ＴＨ．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ｈｅｒｂｓ； ＴＶ．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ｖｉｎｅ； ＴＳ．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ｓｈｒｕｂｓ； ＡＱＨ．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ｈｅｒｂ； ＴＴ．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ｅｅｓ； ＴＳＢ．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ｓｕｂｓｈｒｕｂｓ； ＡＭＨ． Ａｍｐｈｉｂｉｏｕｓ ｈｅｒｂｓ； Ｔ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ｆｅｒｎｓ． ３．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ｖａ⁃
ｓ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Ｉ．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Ｉ． Ｕ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 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ＱＨＮ ｖｏｕｃｈ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ＷＡＮＧ Ｒｕｉｊｉａｎｇ， ＸＵＥ Ｂｉｎ’ｅ， ＺＨＵ Ｓ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Ｙｕｑｉｎｇ ＆ ＪＩＡＮＧ Ａｏｌｉｎ．

８９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