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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三种新记录归化植物及其入侵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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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研究所， 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６ ）

摘　 要： 该文报道了广西三种新记录归化植物，即长芒苋（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ａｌｍｅｒｉ）、橙红茑萝（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ｈｅｄｅｒｉｆｏｌｉａ）
和宽叶雀稗（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ｗｅｔｔｓｔｅｉｎｉｉ）。 其中，长芒苋是人为无意引进的外来种，该植物成为 ２０１６ 年我国环境保护

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的第四批外来入侵种之一；橙红茑萝和宽叶雀稗属于人为有意引进栽培，已在自然

生境中定居，它们是具有潜在入侵性的外来种。 同时还简要介绍了此三种新记录植物的分布、生长特征和繁

殖特性，对其扩散性和入侵性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这三种植物在广西首次发现归化，为广西外来入侵物种的

预防和控制提供了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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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种（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是指出现在其过去或现

在的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以外地区的物种或种

下分类单元（朱世新，２００５）。 外来种进入到新的生

态系统后，能够在自然状态下定居和繁殖，成为归化

种 （Ｗａｇ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归化种种群数量增多，对
本地动物和植物等产生负面影响，就发展成为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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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Ｗａｇ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对于生物入侵，预防和预

警是最有效的办法（万方浩等，２０１０）。 对外来植物

进行系统普查，尽早发现外来入侵植物，及时处理，
可避免其入侵和扩散后造成的严重危害和控制需要

花费的巨额资金等所带来的巨大损失。 近几年，我
们在对广西的外来植物进行调查时，发现三种新的

归化植物，对其进行采集和报道，为外来入侵植物的

防治 工 作 提 供 一 定 的 参 考。 其 中， 长 芒 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ａｌｍｅｒｉ）为无意引入的外来植物；橙红

茑萝 （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ｈｅｄｅｒｉｆｏｌｉａ） 和宽叶雀稗 （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ｗｅｔｔｓｔｅｉｎｉｉ）是人为有意引入的栽培植物。 这三种植

物首次在广西发现归化。 引证的标本保存在广西植

物标本馆（ＩＢＫ）内。

１　 归化植物新记录

１．１ 长芒苋　 图版Ⅰ： Ａ－Ｂ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ａｌｍｅｒｉ Ｓ． Ｗａｔｓ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ｃ．

Ａｍｅｒ． Ａｃａｄ． Ａｒｔｓ １２：２７４．１８７７； 马金双， 中国入侵

植物名录 ３５． ２０１３．
发现地：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公路边， ａｌｔ．

１１３．０３ ｍ，２２°３９′１９″ Ｎ，１０８°１３′３５″ Ｅ。
生境：草丛中，砂土，强光处，较干旱。
引证标本：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８ 日，李象钦和韦春

强，ＲＱＸＮ０８３３１（ＩＢＫ）。
传播途径：随进口农产品进入。
分布：原产美国西部至墨西哥北部，归化于大洋

洲、欧洲、日本等，我国辽宁、北京、河北、江苏、山东、
天津有分布。 广西首次记录。
１．２ 橙红茑萝　 图版Ⅰ： Ｃ－Ｄ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ｈｅｄｅｒｉｆｏｌｉａ Ｌ．， ｉｎ Ｓｙｓｔ． Ｎａｔ． （ ｅｄ． １０）
２： ９２５． １７５９； 马 金 双， 中 国 入 侵 植 物 名 录

１３４． ２０１３．
发现地：广西，钦州市，浦北县，石埇镇，荒地上，

ａｌｔ． ２１．０５ ｍ，２１°５７′１４″ Ｎ，１０９°３４′２２″ Ｅ。
生境：桉树林缘，黄壤土，光线充足，较干旱。
引证标本：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９ 日，李象钦和韦春

强，ＲＱＸＮ０８７３１（ＩＢＫ）。
传播途径：作为观赏植物被引入，后逃逸到自然

生境中。
分布：原产于美洲，我国各地有栽培，如安徽、北

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川、云南、浙江等，广西

外来物种新记录。

１．３ 宽叶雀稗　 图版Ⅰ： Ｅ－Ｆ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ｗｅｔｔｓｔｅｉｎｉｉ Ｈａｃｋ．， ｉｎ Ｅｒｇｅｂｎ． Ｂｏｔ．

Ｅｘｐ． Ｓüｄｂｒａｓ． １：５． １９０６．
发现地：广西，河池市，环江县，大才乡，路边、荒

地，ａｌｔ． ２６８．０６ ｍ，２４°４４′１６″ Ｎ，１０８°１９′３０″ Ｅ。
生境：灌草丛，棕色石灰土，光线充足，较干旱。
引证标本：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唐赛春和潘玉

梅，ＲＱＸＮ０８５２６（ＩＢＫ）。
传播途径：作为牧草被引进，后逃逸到自然生

境中。
分布：原产南美，我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

建、湖南和江西等地均有栽培。 该种在广西作为牧

草引进有记载（赖志强，１９８９），但其作为野生居群

存在及其入侵性分析在广西系首次报道。

２ 　 归 化 植 物 生 物 学 特 性 及 其 入

侵性

２．１ 长芒苋

长芒苋（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ａｌｍｅｒｉ） 系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
ｔｈａｃｅａｅ）苋属（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植物。 一年生草本，雌雄

异株，高可达 ３ ｍ，浅绿色。 茎粗且直，黄绿色，无毛

或被柔毛；分枝斜展至近平展。 叶无毛，卵形，边缘

全缘，每边 ３～８ 条侧脉。 穗状花序，长可达 ６０ ｃｍ。
苞片披针形，先端芒刺状。 雄花花被片 ５，雄蕊 ５，短
于内轮花被片。 雌花花被片 ５，最外面一片倒披针

形。 果近球形，长 １．５～２ｍｍ，果皮膜质，包藏于宿存

的花被片内。
长芒苋为中国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６

年联合发布的第四批中国入侵种之一。 该种在我国

首次发现的时间是 １９８５ 年，在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

（李振宇，２００３）。 长芒苋适应性强，危害巨大，是难

防除的恶性杂草之一（Ｂｅｃｋｉｅ，２００６）。 恒温条件下，
种子的萌发率达到 ９０％（王秋实，２０１５）。 其繁殖力

和竞争能力强，能抗除草剂，对作物的产量与品质产

生严重的影响，造成经济损失。 长芒苋含有硝酸盐，
且雌花序外苞片芒尖，对人畜产生一定的危害（林
玲等，２０１５）。 长芒苋的传播方式以自然传播为主，
也容易被人为远距离传播（Ｎｏｒｓｗｏｒｔｈｙ，２００９）。 近

年来，在我国的各口岸，常有长芒苋在进境种子中被

截获，从 ２００３ 年到 ２０１４ 年，就被截获１ ６３０次（杨静

等， ２０１５）， 可见其入侵的可能性大。 研究表明，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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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Ⅰ　 广西三种新记录归化植物　 Ａ－Ｂ． 长芒苋　 Ａ． 花序， Ｂ． 生境； Ｃ－Ｄ． 橙红茑萝

Ｃ． 花序， Ｄ． 生境； Ｅ－Ｆ． 宽叶雀稗　 Ｅ． 花序， Ｆ． 生境。
ＰｌａｔｅⅠ　 Ｔｈｒｅｅ ｎｅｗｌ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Ｂ．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ａｌｍｅｒｉ　 Ａ．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Ｂ． Ｈａｂｉｔ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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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苋在中国的潜在分布区是中东部和华北平原地区

（徐晗等，２０１３；李慧琪等，２０１５），它们一旦在新的

环境中繁殖，就很难根除。 王秋实（２０１５）通过风险

评估，发现长芒苋的风险等级为 Ａ 级，是入侵风险

高的外来植物。 ２０１１ 年，我国将含有长芒苋的异株

苋亚属（ｓｕｂｇｅｎ． Ａｃｎｉｄａ）杂草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而且，除了长芒

苋，异株苋亚属的其他两种杂草西部苋（Ａ． ｒｕｄｉｓ）和
糙果苋（Ａ．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ａｔｕｓ）在我国也有很大范围的适生

区，比长芒苋的适生区偏北，它们一旦进入并定殖，
就会对许多重要作物产生危害，造成作物严重减产

（徐晗等，２０１３）。 因此要高度重视，禁止引入这些

检疫性杂草。 对已发生区，要及时地进行防除。 防

除手段包括加强植物检疫工作、人工铲除和化学喷

药处理等（车晋滇，２００８）。
在南宁江南区发现的长芒苋，零散地分布在公

路边，在多个路段有发现。 其长势好，处于开花结果

状态，一旦成熟，极有可能扩散到周边地区。 而且旁

边的 Ｇ３２２ 国道车流较多，长芒苋的种子也容易通

过交通工具被带到其他地方进行远距离传播。 因

此，应当及早拔除，销毁植株。 鉴于长芒苋是国家检

疫性杂草，在广西也应当上报有关部门，从而组织相

关专业人员对附近地区进行摸底普查，及早发现及

时处理，防止其进一步扩散。 同时，制作长芒苋危害

的宣传手册，发放到农户手中，提高他们的防范

意识。
２．２ 橙红茑萝

橙红茑萝（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ｈｅｄｅｒｉｆｏｌｉａ）系旋花科（Ｃｏｎｖ⁃
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番薯属（ Ｉｐｏｍｏｅａ）植物。 一年生草本，茎
缠绕，无毛。 叶心形，边缘为多角形，叶脉掌状；叶柄

细长。 聚伞花序，腋生，有花 ３～６ 朵，总花梗较叶柄

长，苞片 ２；萼片 ５，不相等；花冠高脚碟状，橙红色，
喉部带黄色，管细长，冠檐 ５ 深裂；雄蕊 ５，显露于花

冠之外，稍不等长，花丝丝状，基部肿大，有小鳞毛，
花药小；花柱丝状，柱头头状，２ 裂。 蒴果小，球形，
种子 １～４，卵圆形，或球形。

橙红茑萝在我国主要是作为庭院栽培植物被记

载（孟淑娥等，２００７）。 在台湾地区已成为归化植物

（Ｃｈｅｎ ＆ Ｗｕ，２００１）。 朱华 （２０１２） 报道其为在云

南首次发现的外来入侵植物。 由于该植物在我国出

现时间短，目前不了解详细而无法确定其未来发展

趋势，因此在《中国入侵植物名录》中的入侵等级暂

定为 ５ 级（马金双，２０１３）。 在钦州浦北发现的橙红

茑萝可能原本作为栽培观赏，后来被遗弃，在路边、
耕地旁定居，发现时正值花期，生长旺盛，在个别地

段已形成优势种群。

８０８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橙红茑萝在我国的危害虽然较少被报道，但在

巴西，该植物为农业杂草，可使甘蔗减产 ４６％（Ｓｉｌｖ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对玉米、豆类等其他农作物也具有危害

（Ｃａｌｏｒ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橙红茑萝在汤加王国、帕劳共

和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已产生危害，成为外来入侵

植物 （Ｊａｍｅｓ ＆ Ｆｌｙｎｎ，２００１；Ｊａｍ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此

外，在我国，橙红茑萝与入侵严重的近缘植物五爪金

龙（ Ｉ． ｃａｉｒｉｃａ）和圆叶牵牛（ Ｉ．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原产地相同，
后两种植物已被列为一级入侵植物，在国家层面上

已经对经济或生态效益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影

响（马金双，２０１３）。 这 ３ 种近缘植物都为藤本，地
上部分能够攀援到相邻植物上，缠绕相邻植物或覆

盖在相邻植物顶端，使其对光照的利用受到影响；地
下部分又能与相邻植物竞争水分和养分等资源。 我

们认为，橙红茑萝具有极大的入侵潜力，应当加大对

橙红茑萝的研究力度，调查和监测归化种群，并加强

监督防范工作，规范引种和栽培，禁止随意引种和随

便丢弃到自然生境中，避免其演变成入侵植物。
２．３ 宽叶雀稗

宽叶雀稗（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ｗｅｔｔｓｔｅｉｎｉｉ）为禾本科（Ｇｒａ⁃
ｍｉｎｅａｅ）雀稗属（Ｐａｓｐａｌｕｍ）植物。 多年生禾草，匍匐

丛生。 株高可达 ２ ｍ，具较短的根状茎，有不定根，
须根发达。 秆无毛，有时有分枝。 叶片披针形，具柔

毛，叶缘有小锯齿。 花序多样，有圆锥花序，穗状花

序和总状花序等。 种子卵形，一侧隆起，一侧压扁。
宽叶雀稗 １９７４ 年作为牧草引进广西，种植面积

超过 ４００ ｈｍ２，是优良牧草之一（赖志强，１９８９）。 该

植物适应性强，能耐干旱贫瘠；既能通过种子繁殖，
也能营养繁殖，分蘖能力强，生长速度快（沈林洪

等，２００１）。 在环江县，宽叶雀稗被发现生长于路边

和弃耕地，在自然生境中已归化，形成一定的种群，
株丛较高大，生长良好，正处于开花结实期。 其种子

小而数量多，极易被人或载体传播到其他地方。
对环境适应性强，生长较快和具有较高的繁殖

和扩散能力等常被认为是外来入侵植物的生物学特

性 （ Ｄａｖｉ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Ｐｙšｅｋ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２００７；
Ｂａｒｒｅ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目前，宽叶雀稗虽在我国尚未被

列为入侵种，但其具有与入侵性相关的多个性状，如
适应性强，耐干旱贫瘠；生长速度快；兼具有性和无

性繁殖特点；种子小，多数，易传播和扩散等。 并且，
该植物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会助长病虫害

的发生，影响家畜安全，具有一定的风险（吴新华

等，２００６）。 与宽叶雀稗近缘的外来植物两耳草

（Ｐ．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ｕｍ）在我国分布广泛，是 ２ 级入侵植物，
具有较严重的危害（马金双，２０１３）。 宽叶雀稗与两

耳草相比，二者均原产于南美洲，对原产地气候有着

相似的适应性。 但宽叶雀稗形态、繁殖特性和生长

性状等方面优于已列为入侵种的两耳草，例如其株

高更高，可达 ２ ｍ，较大的株高使植物能够吸收更多

的养 分 （ Ｎｉｋｌａｓ， １９９３ ）， 提 高 植 物 的 竞 争 能 力

（Ｇｕｐｔａ ＆ Ｎａｒａｙａｎ，２０１２）。 两耳草仅为种子繁殖，
而宽叶雀稗兼具有性和无性繁殖。 许多近缘种间的

比较证实，与繁殖相关的性状的绝对优势是外来物

种成功入侵的重要原因 （Ｗａｌ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与两

耳草相比较，宽叶雀稗可能具有更大的入侵优势。
然而，外来物种从引入到扩散爆发，往往要经过

一个很长的潜伏期，例如，有名的 “植物杀手”薇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１８８４ 年被引种到香港动植物公

园，１９１９ 年在香港野外发现逃逸的植株，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到 ９０ 年代已广泛分布于广东省沿海各地，尤
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造成了极大危害，对自然植

被、人工林、园林绿化、果园、农场等生态环境造成极

大的危害（冯惠玲等，２００２；昝启杰等，２０００）。 宽叶雀

稗虽在我国引入已有较长的历史，但未见有入侵报

道，可能与有的外来植物有一个很长的潜伏期，要到

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扩散爆发，形成入侵的特点

有关；也可能其一直被栽培和管理，野外未见有野生

种群报道，并未在自然生境中归化有关。 但现在，随
着交通运输、物流等的发展，该植物在野外归化，种群

可能会扩散和爆发，影响本地植物的生长，发展成为

入侵种。 因此，应密切关注宽叶雀稗种群在自然生境

中的发展动态，并规范引种和种植。
总体上，本文报道的这三种广西新记录归化植

物，目前虽然在广西自然生境分布范围较少，尚未形

成危害，但鉴于它们有的（如长芒苋）已被列为我国

入侵种，有的（橙红茑萝和宽叶雀稗）具有较大的入

侵潜力，将来可能会扩散到更多地方，产生危害。 就

像入侵植物银胶菊 （Ｐａｒｔｈｅｎｉｕｍ ｈｙｓｔｅｒｏｐｈｏｒｕｓ），在
１９７１ 年出版的《广西植物名录》中尚未记载，可能那

时较少，未被引起注意，但现在，几乎整个广西都有

分布 （Ｔａｎｇ，２０１２）。 因此，对于新记录的归化植物，
应该注意防范，并密切关注其在野外的种群发展动

态，定期进行调查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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