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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叶西番莲—中国西番莲科植物新归化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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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６５０２０４； ３． 孟连县林业局， 云南 孟连 ６６５８００ ）

摘　 要： 外来物种的归化和入侵对全球环境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已成为当今各国生物多样性管理

和生态保护中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我国是遭受外来入侵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外来物种入侵的预

警、管理和治理等方面形势严峻。 该研究报道了中国西番莲科（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ｃｅａｅ）西番莲属（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Ｌｉｎｎ．）一
个新归化种，即桑叶西番莲（Ｐ．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ａ Ｍａｓｔ．），并提供了形态描述和野外生态照片。 桑叶西番莲原产于中

美洲和南美洲的热带地区，现发现新归化于我国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的竜山龙血树省级自然保护区。 桑叶

西番莲的主要鉴别特征为叶片草质，掌状 ３ 浅裂，疏被短硬毛，托叶卵形，半抱茎，聚伞花序退化，苞片线状，
具 １～ ２ 花，花梗长 ３～ ６ ｃｍ，花瓣白色，副花冠基部紫色，浆果成熟时紫黑色，被短刺毛和白霜。 国产种类中，
桑叶西番莲与龙珠果（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最为近似，但后者全株被柔毛和腺毛，叶柄不具腺体，花序苞片一至

三回羽状分裂，丝状的副花冠基部常粉红色。 此外，还简要评估了桑叶西番莲的危害和入侵风险。
关键词： 桑叶西番莲， 中国， 新归化种， 西番莲科， 西番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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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植物，是相对于本土植物而言，指由于人

类故意或偶然原因进入新地理区域的植物（Ｒｉｃｈ⁃
ａｒｄ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 归化植物，指在没有人类直接

干预（或尽管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能够不断地繁

殖出具有繁衍能力的后代，并能维持种群经历数

个生命周期的外来植物（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
外来物种的归化和入侵已经是当今全球生物多样

性管理和生态保护中面临的严峻问题。 据统计，
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１３ １６８种植物由于人类的

活动在其自然分布地以外地理区域归化生长，这
些归化植物的数量已经相当于全球现存维管植物

的 ３．９％，接近于整个欧洲本土的植物物种数目

（Ｋｌｅｕｎ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就中国而言，归化植物的

物种数量尚未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中国入侵植

物名录》就记载有入侵植物 ９４ 科 ４５０ 属 ８０６ 种

（马金双，２０１３），可以看出，归化植物的数量是非

常庞大的。 云南省是我国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环境

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省份，同时也是受归化和入侵

植物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据报道仅外来入

侵植物就有 ３００ 余种（李乡旺等，２００７）。 当归化

植物潜伏到一定程度，个体数量和种群扩增，给生

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等带来危害和

损失时，就成为了入侵植物。 因此，调查和研究归

化植物，对入侵植物的预警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西番莲属（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Ｌｉｎｎ．）是西番莲科最大的

一个属，全属有 ５２０ 余种，集中分布于热带美洲和

热带亚洲（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我国约有 ２０ 种，分
布于南部和西南部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尤以云

南省最为丰富。 其中，７ 种为我国特有种，如广东

西番莲 （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杯 叶 西 番 莲

（Ｐ． ｃｕｐｉｆｏｒｍｉｓ）等；７ 种为外来种，如龙珠果（Ｐ． ｆｏｅ⁃

ｔｉｄａ）、鸡蛋果（Ｐ． ｅｄｕｌｉｓ）等（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谷粹

芝，１９９９；吴征镒，１９７７）。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作者在云南省南部和西南部进行

野外调查过程中，在孟连县竜山龙血树省级自然保

护区内发现一个西番莲属植物居群，与现知国产种

类均不同，通过认真查阅该属相关文献资料和仔细

研究模式标本照片后，确定其为原产中南美洲的桑

叶西番莲（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ａ）。 根据保护区的护林

员介绍，该物种为近年来新出现，每年均能正常开

花与结实，且个体数量有增多趋势。 因此，可以确

定其为中国尚未有过纪录的新归化种。
桑叶西番莲　 （新拟） 　 图 １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ａ Ｍａｓｔ． Ｍａｒｔｉｕｓ， Ｅｉｃｈｌｅｒ ＆

Ｕｒｂａｎ， Ｆｌ． Ｂｒａｓ． １３ （ １）： ５５５ － ５５６． １８７２； Ｋｉｌｌｉｐ，
Ｐｕｂｌ． Ｆｉｅｌｄ Ｍｕｓ． Ｎａｔ． Ｈｉｓｔ， Ｂｏｔ． Ｓｅｒ． １９ （ １ ）：
１０７． １９３８．

多年生攀援藤本。 茎淡黄色，微四棱，有纵条

纹，被短柔毛，节长达 ７ ｃｍ。 叶草质，长 ４ ～ １１ ｃｍ，
宽 ５ ～ １５ ｃｍ，掌状 ３ 浅裂，裂片尖锐，中间裂片卵

形或卵状披针形，基部心形，上面深绿色，下面淡

绿色，具短硬毛，脉上稍多，边缘呈不规则波状或

近全缘；具有叶柄，长 ５ ～ ９ ｃｍ，且靠近叶片基部具

有 １ ～ ２ 个头状腺体；托叶半抱茎，卵形，渐尖，稍具

短硬毛。 聚伞花序退化仅存 １ ～ ２ 花，成对生于卷

须的两侧或单生于卷须和叶柄之间；花梗纤细，长
３ ～ ６ ｃｍ，且花梗近中部具有 ２ ～ ３ 个线形苞片，长
可达 １ ｃｍ；花大，直径 ２ ～ ３ ｃｍ；萼片 ５ 枚，花瓣状，
淡绿色，且底部被柔毛；花瓣 ５ 枚，淡白色，稍短于

萼片；外副花冠裂片丝状，外部白色，内部紫色；内
副花冠折扇状，稍弯曲；具雌雄蕊柄；雄蕊 ５ 枚，花
丝分离；花柱 ３，分离，淡绿色，柱头头状；浆果近圆

４４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图 １　 桑叶西番莲　 １． 植株； ２． 腺体； ３． 苞片； ４． 叶； ５． 花； ６． 果。
Ｆｉｇ． １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ａ　 １． Ｈａｂｉｔ； ２． Ｇｌａｎｄ； ３． Ｂｒａｃｔｓ； ４． Ｌｅａｆ； ５． Ｆｌｏｗｅｒ； ６． Ｆｒｕｉｔ．

球形，成熟时紫黑色，被短刺毛和白霜；内含种子

多数，种子长约 ４ ｍｍ，稍扁平，种子周围具有橘色

黏性的假种皮浆。 花果期 ７—９ 月。
中国（Ｃｈｉｎａ）：云南（Ｙｕｎｎａｎ），普洱（Ｐｕ’ｅｒ），孟

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Ｍｅｎｇｌｉａｎ），竜山龙血树省

级自然保护区，生于南垒河边，河岸季雨林林缘灌丛，
海拔 ９６０ ｍ，２０１５⁃０７⁃２４，王焕冲等 ＭＬ⁃０１４（ＹＵＫＵ）。

国外地理分布：原产中美洲和南美洲。 现在原

产地以外的世界五大洲均已有归化，包括北美洲的

美国，欧洲的西班牙，亚洲的以色列，印度尼西亚爪

哇岛，马来西亚，大洋洲的太平洋岛屿和非洲的津

巴布韦等（Ｇｒｅｅｎ， １９７２；Ｊｏｅｌ ＆ Ｌｉｓｔｏｎｅ， １９８６）。 而

本次研究发现于我国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的竜山

龙血树省级自然保护区，为中国首次记录。
鉴别特征：本种作为一种新归化植物，凭以下

特征易与我国同属其他物种区别开来。 茎上被短

柔毛；叶片阔卵形至心形，掌状 ３ 浅裂，疏被短硬

毛；叶柄顶端具有 １ ～ ２ 个头状腺体；托叶卵形，半
抱茎；聚伞花序退化仅存 １ ～ ２ 花；花梗长 ３ ～ ６ ｃｍ，
且在花梗近中部具有 ２ ～ ３ 个线形苞片；花瓣白色，
副花冠基部紫色；浆果成熟时紫黑色，被短刺毛和

白 霜 等。 在 国 产 种 类 中， 本 种 与 龙 珠 果 （ Ｐ．
ｆｏｅｔｉｄａ）最为近似，但后者全株被柔毛和腺毛，叶柄

不具腺体，花序苞片一至三回羽状分裂，丝状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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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冠常粉红色。
本种叶片掌状 ３ 浅裂，易与国产西番莲属中叶

片全缘和 ２ 裂种类相区别，其与叶片掌状 ３ 或 ５ 裂

种类可用检索表区别如下：

中国西番莲属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Ｌｉｎｎ．） 叶片掌状 ３ 或 ５ 裂种类的分种检索表

１ａ．叶片掌状 ３ 裂 ２…………………………………………………………………………………………………
１ｂ．叶片掌状 ５ 裂 西番莲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ｃａｅｒｕｌｅａ………………………………………………………………………
　 ２ａ．叶片 ３ 浅裂，缺刻很浅，最多达到叶片的 １ ／ ２ ３……………………………………………………………
　 ２ｂ．叶片 ３ 深裂，缺刻很深，超越叶片的 １ ／ ２ 鸡蛋果 Ｐ． ｅｄｕｌｉｓ………………………………………………
　 　 ３ａ．花无花瓣 细柱西番莲 Ｐ．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３ｂ．花有花瓣 ４…………………………………………………………………………………………………
　 　 　 ４ａ．苞片线状；叶柄具有 １－２ 个头状腺体 桑叶西番莲 Ｐ．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ａ……………………………………
　 　 　 ４ｂ．苞片 １ 至 ３ 回羽状分裂；叶柄无腺体 龙珠果 Ｐ． ｆｏｅｔｉｄａ……………………………………………

　 　 危害和入侵风险评估：本种现已在全球五大洲

的多个地区逸野归化，其潜在的危害和风险应引起

关注。 从现今危害我国的入侵植物的地理来源看，
原产中南美洲的植物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很多

臭名昭著的外来入侵植物的原产地就是中美洲和

南美洲，如紫茎泽兰（Ａｇｅｒａｔｉｎａ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和飞机

草（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等，同样来自南美的同属

植物龙珠果（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已在我国南部和西

南部的广东、广西、海南、台湾和云南广泛入侵，危
害当地农作物、果园，影响生物多样性（申时才等，
２０１２；李乡旺等，２００７）。 因此，对于像桑叶西番莲

这类来自南美的外来物种，其潜在的危害应引起警

惕。 此外，云南南部湿热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条

件，非常适宜桑叶西番莲的生长和繁殖，使得其有

进一步蔓延的可能性；加上本种具有一定的观赏价

值，常被人为引种栽培，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其

蔓延的风险；桑叶西番莲很可能是靠鸟类取食后传

播种子，由于多数鸟类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和较远的

迁移能力，其有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因此，本种具

有较大的扩张和蔓延可能性，从而有产生入侵危害

的风险，应引起管理和研究部门的关注和警惕，加
强预警和防范工作，减少其可能的入侵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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