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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猫儿菊和黄果龙葵———中国大陆两种新归化植物

王秋萍ꎬ 沈　 微ꎬ 张　 坤ꎬ 王焕冲∗

( 云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ꎬ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

摘　 要: 该文报道了中国大陆新发现的两种归化植物:菊科的白花猫儿菊 [Ｈｙｐｏｃｈａｅｒｉｓ ａｌｂｉｆｌｏｒａ (Ｋｕｎｔｚｅ)
Ａｚｅｖêｄｏ－Ｇｏｎç. ＆ Ｍａｔｚｅｎｂ.]和茄科的黄果龙葵(Ｓｏｌａｎｕｍ 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Ｌｉｎｎ.)ꎮ 白花猫儿菊原产于南美洲ꎬ在中

国的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发现归化ꎬ其与同属种类的区别在于基生叶全缘或有尖齿ꎬ有时羽状浅裂至深裂ꎬ
茎生叶线形ꎬ头状花序圆筒形或狭钟状ꎬ小花白色ꎬ瘦果有 ４ 棱ꎮ 黄果龙葵原产于墨西哥和中美洲ꎬ在中国

的云南省勐腊县发现归化ꎬ其主要识别特征为多年生常绿小灌木ꎬ上部叶常双生ꎬ大小显著不相等ꎬ成熟浆

果呈亮黄色ꎮ 此外ꎬ该文还简要评估了这两种归化植物的危害和入侵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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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化是指某种生物因人为原因从其原来的分

布区扩展到一个新的地区ꎬ 且在新的分布区内该

物种能在野生条件下正常繁殖、扩散和维持种群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ꎮ 归化是生物入侵过程

中非常关键的阶段ꎬ有的归化植物具有很强的繁

殖能力和适应性ꎬ种群规模快速增长ꎬ不断扩散ꎬ
给本地生物多样性和农林经济等带来负面影响ꎬ
发展成为入侵植物ꎮ 因此ꎬ加强对归化植物的监

控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中国幅员辽阔ꎬ
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生态环境多样ꎬ为
众多外来植物的归化和入侵提供了适宜的生境ꎬ
使得我国成为受外来植物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

一ꎮ 目前ꎬ中国归化植物的数量尚未有确切的统

计数字ꎬ但仅入侵植物在«中国入侵植物名录»中

就记载有 ８０６ 种之多(马金双ꎬ ２０１３)ꎮ
最近ꎬ笔者在云南省进行植物资源调查过程

中ꎬ发现两种在中国大陆尚没有发现过的外来归

化植物ꎬ分别是菊科的白花猫儿菊 [Ｈｙｐｏｃｈａｅｒｉｓ ａｌ￣
ｂｉｆｌｏｒａ (Ｋｕｎｔｚｅ) Ａｚｅｖêｄｏ－Ｇｏｎç. ＆ Ｍａｔｚｅｎｂ. ]和茄

科的黄果龙葵(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Ｌｉｎｎ.)ꎬ现在本

文报道ꎮ

１　 白花猫儿菊 　 图 １: ＡꎬＢꎬＣ

Ｈｙｐｏｃｈａｅｒｉｓ ａｌｂｉｆｌｏｒａ (Ｋｕｎｔｚｅ) Ａｚｅｖêｄｏ－Ｇｏｎç. ＆
Ｍａｔｚｅｎｂ. ｉ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 ４２: ３. ２００５. — Ｈ. ｂｒａ￣
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 Ｌｅｓｓ.) Ｂｅｎｔｈ. ＆ Ｈｏｏｋ. ｆ. ｅｘ Ｇｒｉｓｅｂ. ｖ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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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生草本ꎬ高 ２０ ~ ６０ ｃｍꎬ全株具白色乳汁ꎮ
主根圆柱形ꎬ具少数侧根和纤维状细根ꎮ 茎直立ꎬ
多分枝或不分枝ꎬ光滑或疏生开展的长柔毛ꎮ 基

生叶莲座状ꎬ近无柄ꎬ叶片披针形、狭倒披针形、椭
圆状披针形或狭椭圆形ꎬ长 ４ ~ １０ ｃｍꎬ宽 １ ~ ５ ｃｍꎬ
两面无毛或疏生柔毛ꎬ基部狭窄ꎬ先端渐尖至长渐

尖ꎬ叶边全缘或具尖齿ꎬ有时羽状浅裂至深裂ꎬ具
缘毛或无ꎻ茎生叶较基生叶少而且小ꎬ线状披针

形ꎬ全缘或具尖齿ꎬ偶有羽状裂ꎮ 头状花单生或在

茎枝顶端排成伞房状复花序ꎬ花序梗长 ２ ~ ４ ｃｍꎻ
头状花序圆筒形至狭钟形ꎬ长 ８ ~ １２ ｍｍꎬ直径 ３ ~ ４
ｍｍꎬ总苞 ２ 层ꎬ外层披针形ꎬ长 ３ ~ ７ ｍｍꎬ无毛或具

蛛丝状绒毛ꎬ内层苞片线状披针形ꎬ长 ７ ~ １２ ｍｍꎬ
顶端钝ꎬ边缘膜质ꎮ 头状花序具舌状小花 ４０ ~ ６０
朵ꎬ白色ꎬ花期稍短于总苞片ꎬ舌片顶端钝ꎬ有 ５
齿ꎮ 苞片果期开展或反折ꎻ瘦果梭形ꎬ褐色ꎬ长约 ４
ｍｍꎬ有棱 ４ 条ꎬ顶端渐狭成喙ꎬ喙长 ４ ~ ５ ｍｍꎻ冠毛

白色ꎬ长 ７ ~ ８ ｍｍꎬ羽毛状ꎮ 花期 ４—７ 月ꎬ果期 ６—
１０ 月ꎮ

凭证标本:中国(Ｃｈｉｎａ)ꎬ云南(Ｙｕｎｎａｎ) 昆明

(Ｋｕｎｍｉｎｇ)ꎬ盘龙区ꎬ盘龙江边翡翠湾小区附近ꎬ生
于街 道 路 边ꎬ 海 拔 １ ８８０ ｍꎬ １０２° ４２′ ５７. ５６″ Ｅꎬ
２５°０４′１３.８４″ Ｎꎬ ２０１７－０５－１０ꎬ王焕冲等 ＫＭ１９１３
(ＹＵＫＵ)ꎻ地点同上ꎬ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１０ꎬ 王焕冲等ꎬ
ＫＭ３１６９ (ＹＵＫＵ)ꎮ

地理分布:白花猫儿菊原产于南美洲ꎬ现已在

澳大利亚、非洲南部以及美国德克萨斯州、路易斯

安那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归化ꎬ并已成为入侵杂

草(Ｐｒｕｓｋｉꎬ ２０１１)ꎮ 该种在 ２００９ 年发现于我国台

湾(Ｊｕ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ꎬ本次调查发现于云南省昆

明市ꎬ为中国大陆首次记录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本文通信作者在上述地点进行外

来植物调查时发现一种具有披针形叶片的菊科植

物ꎬ由于当时该植物没有花和果实等鉴别特征ꎬ因
而将其错误的鉴定为入侵植物钻叶紫菀(Ａｓｔｅｒ ｓｕ￣
ｂｕｌａｔｕｓ Ｍｉｃｈｘ.)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作者再次去调查时ꎬ
恰逢该植物的花果期ꎬ发现其与钻叶紫菀明显不

同ꎬ是作者原先没有见过的一种新植物ꎬ通过反复

鉴定ꎬ最终确定是我国大陆新归化的白花猫儿菊ꎮ
为了进一步确定白花猫儿菊是否是一个偶然出现

的外来植物ꎬ我们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进行了第三次调

查ꎬ发现该物种能在昆明正常开花结实ꎬ并已产生

大量幼苗ꎮ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ꎬ虽然城市卫生打

扫和清洁工作一直干扰白花猫儿菊归化居群ꎬ但
该居群的个体数量和分布面积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一

直稳步增长ꎬ这充分说明该物种已经在昆明完全

归化ꎮ
猫儿菊属(Ｈｙｐｏｃｈａｅｒｉｓ Ｌ.)隶属于菊科(Ａｓｔｅｒ￣

ａｃｅａｅ)ꎬ 有 ５０ ~ １００ 种ꎬ 主要分布于地中海地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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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ＡꎬＢꎬＣ. 白花猫儿菊　 Ａ. 植株ꎻ Ｂ. 头状花序(俯视)ꎻ Ｃ. 头状花序(侧面观)ꎮ ＤꎬＥꎬＦ. 黄果龙葵　 Ｄ. 植株ꎻ Ｅ. 花序ꎻ Ｆ. 果序ꎮ
Ｎｏｔｅ: ＡꎬＢꎬＣ. Ｈｙｐｏｃｈａｅｒｉｓ ａｌｂｉｆｌｏｒａ (Ｋｕｎｔｚｅ) Ａｚｅｖêｄｏ－Ｇｏｎç. ＆ Ｍａｔｚｅｎｂ.　 Ａ. Ｈａｂｉｔꎻ Ｂ. Ｃａｐｉｔｕｌｕｍ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Ｃ. Ｃａｐｉｔｕｌｕｍ (ｓｉｄｅ ｖｉｅｗ) .

Ｄꎬ Ｅꎬ Ｆ.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Ｌｉｎｎ.　 Ｄ. Ｈａｂｉｔꎻ Ｅ.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ꎻ Ｆ. Ｉｎｆｒｕｃｔｅｓｃｅｎｃｅ.

图版Ⅰ　 中国大陆两种新归化植物
ＰｌａｔｅⅠ　 Ｔｗｏ ｎｅｗｌ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南美洲(Ｔｏｍｂ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７８)ꎮ 我国记载有 ６ 种ꎬ其
中新疆猫儿菊(Ｈ.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和猫儿菊(Ｈ. ｃｉｌｉａｔａ)

为我国本地种ꎬ其余 ４ 种为外来归化植物(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ꎻ Ｊｕ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ꎻ Ｓｈ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６２７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白花猫儿菊最早是由德国植物学家 Ｋｕｎｔｚｅ 于

１８９８ 年 作 为 Ｈ.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 Ｌｅｓｓ.) Ｂｅｎｔｈ. ＆
Ｈｏｏｋ. ｆ. ｅｘ Ｇｒｉｓｅｂ. (现为智利猫儿菊 [Ｈ. ｃｈｉｌｌｅｎｓｉｓ
( Ｋｕｎｔｈｚｅ ) Ｂｒｉｔｔｏｎ]的异名)的变种发表(Ｋｕｎｔｚｅꎬ
１８９８)ꎬ随后ꎬ阿根廷植物学家 Ｃａｂｒｅｒａ 于 １９３７ 年

将其 新 组 合 为 小 头 猫 儿 菊 [ Ｈ. 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 Ｓｃｈ. Ｂｉｐ.) Ｃａｂｒｅｒａ ] 的 变 种 ( Ｃａｂｒｅｒａꎬ １９３７ )ꎮ
Ａｚｅｖêｄｏ－Ｇｏｎçａｌｖｅｓ ＆ Ｍａ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 ２００５ａꎬ ｂ) 通

过研究后发现ꎬ小头猫儿菊实为智利猫儿菊和白

花猫儿菊的杂交种ꎬ因此他们将白花猫儿菊提升

为种ꎬ并为其指定了后选模式ꎮ 白花猫儿菊的叶

形和毛被变异很大ꎬ但其头状花序的形态和花冠

颜色较为稳定ꎮ 在猫儿菊属里ꎬ该新归化种与智

利猫儿菊最为接近ꎬ但后者的头状花序钟状ꎬ花黄

色ꎬ而本种的头状花序圆筒形或狭钟状ꎬ花白色ꎬ
二者区别明显ꎮ

危害和入侵风险评估:白花猫儿菊已在原产

地之外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归化ꎬ并在部分区域成

为入侵植物( Ｐｒｕｓｋｉꎬ ２０１１)ꎮ 从我国入侵植物的

原产地来看ꎬ来自中南美洲的菊科植物危害最大ꎬ
如紫茎泽兰(Ａｇｅｒａｔｉｎａ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飞机草(Ｃｈｒｏ￣
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微甘菊(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熊
耳草 (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ｈｏｕｓｔｏｎｉａｎｕｍ)、藿香蓟 ( Ａ. ｃｏｎｙ￣
ｚｏｉｄｅｓ)等ꎬ它们在我国南部各省区广泛入侵ꎬ严重

危害当地农业、林业ꎬ影响生物多样性ꎬ具有极大

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危害(Ｓｈ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近年

来ꎬ来自中南美洲的菊科植物在我国的归化越来

越多ꎬ如光冠水菊(Ｇｙｍｎｏｃｏｒｏｎｉｓ ｓｐｉｌａｎｔｈｏｉｄｅ)、南泽

兰 ( Ａｕｓｔｒｏ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ｉｎ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 印 加 孔 雀 草

(Ｔａｇｅｔｅｓ ｍｉｎｕｔａ)、天文草(Ａｃｍｅｌｌ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等(Ｓｈ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白花猫儿菊和上述危害严重的种类

原产地相同ꎬ其对我国气候的适应性可能与上述

种相似ꎮ 从实地调查结果来看ꎬ白花猫儿菊生长

和繁殖非常适应云南典型的亚热带气候ꎮ 该植物

为多年生草本ꎬ根系发达ꎬ入土较深ꎬ不易被清除ꎬ
且繁殖能力强ꎬ单株能够产生大量的种子ꎬ种子易

随风扩散ꎮ 可见ꎬ白花猫儿菊具有较大的入侵风

险ꎬ应加强研究和管理ꎬ关注其发展动态ꎬ加强预

警ꎬ降低其入侵的可能性ꎮ

２　 黄果龙葵 　 图 １: ＤꎬＥꎬＦ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Ｌｉｎｎ. ｉｎ Ｓｐ. Ｐｌ. １:
１８４. １７５３.

多年生常绿小灌木ꎮ 茎直立ꎬ光滑或略带绒

毛ꎬ高 ０.５ ~ ２ ｍꎬ幼茎具棱ꎮ 叶互生ꎬ上部叶常双

生ꎬ大小不相等ꎻ大型叶倒卵形至长椭圆形ꎬ全缘ꎬ
基部楔形渐窄成叶柄ꎬ长 ４ ~ ９ ｃｍꎬ宽 ２ ~ ３.５ ｃｍꎬ叶
柄长 １ ~ １.５ ｃｍꎻ小型叶近无柄ꎬ全缘ꎬ叶片卵圆形ꎬ
长 １.５ ~ ３ ｃｍꎬ宽 １.２ ~ ２.２ ｃｍꎮ 花单生或呈近伞形

的蝎尾状花序ꎬ花序由 ５ ~ １０ 朵花组成ꎬ腋生或对

叶生ꎻ总花梗长 ３ ~ １２ ｍｍꎬ花梗长 ５ ~ １２ ｍｍꎬ花期

直立ꎻ萼小ꎬ淡绿色ꎬ浅 ５ 裂ꎬ裂片三角形ꎬ不包被

果实ꎬ长约 １ ｍｍꎬ具有微小的短纤毛ꎮ 花冠白色ꎬ
长 ３.５ ~ ４.５ ｍｍꎬ５ 裂ꎬ裂片卵形至狭卵形ꎻ雄蕊 ５
枚ꎬ花丝短ꎬ花药长 １ ~ １.５ ｍｍꎬ黄色ꎻ子房无毛ꎬ花
柱长 ３ ~ ４ ｍｍꎬ柱头不明显ꎮ 果梗直立ꎬ长 ０.８ ~ １.４
ｃｍꎮ 浆果ꎬ幼果绿色ꎬ成熟时呈亮黄色ꎬ球状ꎬ稍 ２
裂ꎬ直径 ７ ~ １２ ｍｍꎮ 种子黄色或棕褐色ꎬ扁平状ꎬ
肾形ꎬ长约 ３ ｍｍꎬ宽约 ２.５ ｍｍꎬ边缘加厚ꎮ

凭证标本: 中国(Ｃｈｉｎａ)ꎬ云南(Ｙｕｎｎａｎ) 勐腊

县(Ｍｅｎｇｌａ)ꎬ勐仑镇ꎬ罗梭江边ꎬ河岸灌草丛ꎬ海拔

５５０ ｍꎬ１０１°１４′５１.３″ Ｅꎬ２１°５５′５３.６″ Ｎꎬ ２０１７－ ０７ －
１４ꎬ王焕冲等 ＭＬ２０８８(ＹＵＫＵ)ꎮ

地理分布:黄果龙葵原产北美洲的墨西哥和

中美洲的伯利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

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Ｈａｍａｄ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ꎻ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４)ꎮ 在意大利和法国等地被广泛

栽培为观赏植物 ( Ｄａｉｓｉｅꎬ ２００９)ꎬ并已经在北美

(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印度、中国台湾等国

家和地区广泛归化 (Ｍｅｄａ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２ꎻ Ｋｎａｐｐꎬ
２００９ꎻ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４)ꎮ 本次调查发现于云南

省南部的西双版纳ꎬ为中国大陆首次记录ꎮ
黄果龙葵(Ｓｏｌａｎｕｍ 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Ｌｉｎｎ. )是茄科茄

属植物ꎬ由著名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发表

于 １７５３ 年(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ꎬ １７５３)ꎬ种加词 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的

含义是“叶片二型”ꎬ指其双生的叶片有大小两种

类型(Ｋｎａｐｐꎬ ２００８)ꎮ 黄果龙葵为多年生常绿小

灌木ꎬ叶二型ꎬ且成熟浆果呈亮黄色ꎬ与本属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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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种区别明显ꎮ
危害和入侵风险评估: 野外调查发现ꎬ黄果龙

葵在西双版纳罗梭江边长约 １００ ｍ 的河岸灌草丛

里有 ５０ 余株成熟个体ꎬ每年均能正常开花结果ꎮ
在印度ꎬ黄果龙葵于 １９９５ 年首次发现ꎬ至 ２０１５
年ꎬ整个印度均有分布ꎬ已成为难以清除的恶性杂

草 ( Ｋｕｍａｒｉꎬ ２０１３ꎻ Ｓｉｎｇｈ ＆ Ｇａｒｇꎬ ２０１５ꎻ Ｓａ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黄果龙葵的种子常通过喜食小浆果

的鸟类传播( Ｓｉｎｇｈ ＆ Ｇａｒｇꎬ ２０１５)ꎬ由于多数鸟类

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和较远的迁移能力ꎬ使该物种

扩散的风险增大ꎮ 此外ꎬ黄果龙葵为常绿小灌木ꎬ
果实鲜艳ꎬ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ꎬ常被引种栽培ꎬ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传播和逸生的机会ꎮ 该植物

在我国大陆归化ꎬ其有较强的扩散能力ꎬ传播方式

多样ꎬ容易发展成为入侵种ꎬ应密切关注其发展动

态ꎬ加强管理ꎬ防止传播和扩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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