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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西南部是我国中亚热带的南缘、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过渡区域,研究该区域外来植物及其对生态安

全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结果表明: 江西南部有外来植物 111种 (包括变种、变型 ) ,隶属于 47科 84属,

物种多样性较高。江西南部的外来植物的原产地涉及到世界 5大洲; 属的地理成分的特点以热带性成分为主 ;

草本种数最多,高位芽植物也有较高的比例;有害外来植物只有 13种。此外, 有害外来植物具有三个特点, 这

些特点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机理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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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thern part of Jiangx iProv ince, w hich is ca lled the transit iona l area from them iddle subtrop

ica l zone to the southern subtrop ical zone, is located at edge o f the southern subtropical zone in China. B e

cause o f this, study ing on the a lien plan ts in th is area becom es a typical case to d iscuss the d iversity and safety

of a lien p lants in southern China. B ased on this po in,t a study on the a lien p lant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Jian

gx i Prov ince has been conducted to get the conc lusions as fo llow s: 1) there are 111 spec ies o f a lien plants in

the southern part o f Jiangx i Prov ince , w hich be long to 47 fam ilies and 84 genus; 2) the a lien p lants, w hich

com e from 5 continents in the w orld, show h igher d iversity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Jiangx i Prov ince; 3) the

m a in geog raphic com ponents o f genus o f the alien p lants in th is area are o f trop ica l d istribut ion type; am ong

these a lien plants, herb p lants and phanerophytes havem ore num bers of spec ies, harm fu l alien p lants have on

ly 13 species. Besides these, the harm ful alien plants in southern Jiangx i show three character isticsw hich w ill

he lp us approach the m echan ism o f invasive a lien pla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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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植物是指某些植物物种,由其原产地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到另一个国家的植物。它与外来

入侵植物的概念不同,外来入侵植物是在一个特定地域的生态系统中, 不是本地自然发生和进化的植

物,而是通过不同途径从其它地区传播过来的,在自然状态下能够生长和繁殖, 并对本地生物多样性构

成一定威胁以及给农林业造成一定危害的植物
[ 1- 2]
。本文所涉及的外来入侵植物主要指国家之间的入

侵植物。人类有意识地从异国他乡引进植物物种或无意识地把其他国家的植物带入自己的国土是一个

漫长的历史过程,但长期以来没有评估这些外来物种对本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危害。 20世纪 80年代

末期, 外来植物的入侵成为最严重的全球生态问题之一,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我国对外来入侵

植物的研究日渐重视,已有许多详细的研究报道, 胡刚等
[ 3]
研究了安徽淮北地区外来入侵植物; 藏敏

等
[ 4]
研究了安徽的外来植物;许凯扬等

[ 5]
对群落入侵性进行了分析;李博等

[ 6]
开展了上海外来杂草区

系与植物入侵的关系
[ 6]

;冯建孟等
[ 7]
分析了中国外来植物区系组成大尺度格局等。江西南部地区是我

国中亚热带的南缘,也是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过渡区域, 自然地理和自然历史特征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因此研究这个区域的外来植物及其对生态安全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根据多年的调查和整

理,本文对江西南部外来植物的多样性及其生态安全进行分析,为保护我国的生态安全、促进地方生态

-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江西南部的自然条件

江西南部主要是赣州市所辖地域 (俗称赣南 ),总面积 39 379. 64 km
2
,约占江西省国土面积的 23. 6%,该

区域属于南岭山地北坡,生长着十分丰富的中亚热带南部地带性常绿阔叶林森林植被。地理位置东径

113 52 ~ 116 39 ,北纬 24 30 ~ 27 10 。属典型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18. 9 ! , 1月气温平

均最低 ( 6. 7~ 8. 5 ! ) , 7月平均最高气温 ( 26. 9~ 29. 6 ! ) ,极端高温 41. 2 ! , 极端低温 - 8 ! 。稳定
通过 5 ! 的天数 338 d,稳定通过 10 ! 的天数 267 d,无霜期为 287 d。全区年均积温 6 898. 5 ! ,为全

国第 2个积温最多区。

年降水总量大于年蒸发量, 30年年均降水量 1 586. 9 mm, 雨量分布是东北部多于西南部,高山多

于低丘。四季中,一季度降水占全年总量的 17. 5%,二季度占 47. 8%,三季度占 22. 8%,四季度占 12. 9%。

二、三季度降水量占年降水总量的 70. 4%,第四季度气候略显干燥。

森林土壤主要有 5种类型: ∀红壤,主要分布于海拔 500 m以下的丘陵和低山, 其面积占土地总面

积的 60%; # 山地红黄壤, 分布于海拔 500~ 800 m的山地; ∃ 山地黄壤, 分布于海拔 800~ 1 400 m的山

地; %山地红棕壤,分布于海拔 1 400 m以上的山地; &山地草甸土,分布于海拔 1 400~ 1 700 m的山地。

2 江西南部外来植物的多样性

2. 1 物种多样性

根据调查 (附录 1), 江西南部的外来植物为 111种 (包括变种、变型 ) , 隶属于 47科 84属。外来植

物种数在各科中的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 12个科,以菊科 ( Com positae)种数最多 ( 16种 ) ,其次是苋科

(Am aran thaceae) 6种、含羞草科 (M im osaceae) 6种、蝶形花科 ( Pailionaceae) 6种、天南星科 ( A raceae) 5

种、桃金娘科 (M yrtaceae) 4种、苏木科 ( Caesalpiniaceae) 4种、旋花科 ( Convo lvulaceae) 4种、百合科 ( L ili

aceae) 4种、大戟科 ( E phorbiacea) 3种、夹竹桃科 ( Apocynaceae) 3种、石蒜科 (Am ary llidaceae) 3种。另

外,根据附录 1,江西南部的外来植物不仅种数丰富,而且涉及的科较多, 表明该区域外来植物的物种多

样性较高。

2. 2 生活型多样性

植物的生活型反映了植物在相同或相似环境中的趋同适应性,因此分析外来植物的生活型系统,有

利于了解外来植物的适应性以及控制有害植物的扩散和蔓延。根据 Raunliaer的生活型系统
[ 8]

, 江西南

部外来植物的生活型结构如图 1。

从图 1可知,江西南部外来植物中, 1年生草本种数最多, 地面芽和高位芽植物也有较高的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江西南部的外来植物中不仅高位芽植物较多, 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巨高位芽植物,如银

桦 ( Grevillea robusta )、大叶桉 (Eucalyp tus robusta)、蓝花楹 (Jacaranda m imosifolia )、南洋楹 (A lbizia falcataria)

∋1210∋



第 6期 汪玉如等:江西南部外来植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分析

G为巨高位芽植物; P为高位芽植物; Ch为地上芽植物; H 为地面芽植物; T为一

年生草本; C r为隐芽植物。

G = G igantic phanerophy tes; P= Phanerophy tes; Ch = Cham aephytes; H = H em ic

ryptophy tes; T= Therophy tes; Cr= C ryptophytes.

图 1 江西南部外来植物生活型结构

F ig. 1 L ife fo rm spec trum o f a lien plan ts in southern par t of J iangx i P rov ince

4种,它们在本区域生长高

达 30 m, 基本上保持了原产

地的生活型特征。由此表明

了江西南部地区的自然地理

特征具有中亚热带向南亚热

带过渡的特点, 是热带树种

引种驯化的理想区域。

2. 3 区系成分多样性

江西南部外来植物的地

理成分划分为 12个类型
[ 9]

(表 1),以热带亚洲 ( 热带美
洲分布最高,达到 28. 5%, 如

胜红蓟属 Ageratum )、南洋杉

属 ( A raucaria )、美人蕉属

(Canna )、番木瓜属 ( Cari

ca)、万年青属 (D ieff enbach i

a)、千日红属 ( Gomphrena )、

朱顶红属 (H ippeastrum )、蓝花楹属 (Jacaranda )、肖鸢尾属 (M oraea )、龟背竹属 (M onstera )、紫茉属 (M ira

bilis )、瓜栗属 (P achira )、鸡蛋花属 ( P lumeria )、野甘草属 ( Scoparia )、紫叶鸭趾草属 ( Setcreasea )、裸柱菊

属 ( Soliva)、桃花心木属 ( Sw ietenia )、万寿菊属 (Tagetes)、黄花夹竹桃属 (Thevetia)、水竹草属 ( Z ebrina )、

玉帘属 ( Zephyanthes)、百日草属 (Z innia )、矮牵牛属 ( etunia )、凤眼蓝属 ( ichhornia ); 其次是泛热带成分

( 22. 5% ),如金合欢属 (Acacia)、莲子草属 (A lternanthera)、秋海棠属 (B egonia)、决明属 ( Cassia )、吊兰属

(Chlorphytum )、白酒草属 ( Conyza )、刺桐属 ( E ry thrina )、榕属 ( F icus )、红薯属 ( Ipomoea )、冷水花属

(P ilea)、马齿苋属 (Portulaca)、狗尾草属 ( Setaria )、金腰箭属 ( Synedrella )、土人参属 (Talinum )、蟛蜞菊

属 (W edelia、曼陀罗属 (Da tura )、白花菜属 (C leome)、铁苋菜属 (Acalypha)、大澡属 ( P istia )。世界性成分

也占有较大的比例。

总之,在这些外来植物中,热带性成分 (表 1中 2 ~ 7类型 )有 59属, 占总属数的 70. 2%; 温带性属

(表 1中 8~ 12类型 ) 15属,占总属数的 17. 9%。显然, 江西南部的外来植物中以热带性成分为主,兼有

温带性成分。表明江西南部的自然环境条件具有明显的热带性质,是南北范围引种驯化的天然场所。

2. 4 原产地多样性

根据附录 1,在江西南部外来植物中,原产地南美洲热带地区 (包括中美洲热带地区 )的种数最多,

达 52种,占总种数的 46. 8%;其它依次是非洲、北美、澳大利亚、欧洲、东南亚、印度和日本。原产地涉

及到世界五大洲,多样性很丰富,同时也表明江西南部自然条件的优越性和特殊性, 对外来植物的引种

驯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中原产地为热带地区的 (南美洲热带、澳洲、东南亚、非洲、印度 ) 88种, 占

总种数的 79. 3%;原产地为温带地区的 (北美洲、日本和欧洲 ) 23种, 仅占 21. 7%, 热带原产地占优势。

由表 2可知,乔木外来树种主要来自南美洲热带和澳洲, 分别为 10种和 8种, 而且这些树种在本地

生长良好,表明江西南部与南美洲热带 ( 亚热带和澳洲的自然条件具有较大的相似性。按照外来乔木
的用途划分,园林观赏的外来乔木 18种, 林业用途的乔木 15种,这两个用途的外来树种基本相等,反映

了江西南部林业发展历史过程中的特点以及与其他城市外来树种结构的差异。外来植物中的草本植物

和灌木主要用于园林观赏。

3 生态安全分析

根据前面的概念,外来植物不一定是有害植物,有害植物是对引入地区生态系统或人类生活等构成

威胁或直接产生危害的植物。判断某种外来植物是否有害, 首先考察它是否能在引入地区 )逃逸 ∗为野
生类型,并自然繁殖; 其次是占据的生境类型的多少 (适应能力 )和危害程度。本文主要从这 3个方面

分析江西南部外来植物的生态安全
[ 10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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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江西南部外来植物属的地理成分

Tab. 1 Geograph ic componen ts of a lien genus in sou thern part of J iangxi Prov ince

分布类型

Types of d istribution

属数

Numbers of genus

占外来植物总属数 /%

Percentage of genus

各分布类型的地理范围

Geog raph ic range o f types o f d istribution

1. 世界分布 Cosm opo litan 10 11. 9 世界各大洲,没有特殊分布中心

2. 泛热带分布

Pantrop ic
19 22. 5

东、西两半球热带地区, 少数延伸到亚热带

甚至温带地区

3. 热带亚洲 ( 热带美洲分布

T rop. A sia and trop. Amer. d isjuncted
24 28. 5

间断分布于美洲和亚洲热带地区, 有些属伸

展到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

4. 旧世界热带

O ld wor ld trop ics
6 7. 1

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热带地区 (旧世界热带 )

以及临近岛屿

5. 热带亚洲 ( 热带大洋洲分布

T rop. A sia and trop. Australasia
5 6. 0

旧世界热带 (古热带 )东翼, 西到马达加斯

加,但不包括非洲大陆

6. 热带亚洲 ( 热带非洲分布

T rop. A sia to trop. A frica
2 2. 4

旧世界热带 (古热带 )西翼, 热带非洲 ( 印

度 ( 马来西亚 ( 华南,不到澳洲

7. 热带亚洲分布

T rop. A sia
3 3. 6

旧世界热带 的中心, 即东南亚 (包括印

度 ) ( 我国西南、华南至加里曼丹

8.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5 6. 0 欧洲、亚洲、北美洲温带地区

9. 东亚 ( 北美分布

East A sia and northern Am erica d is

juncted

4 4. 8
间断分布于东亚 ( 北美洲温带及亚热带

地区

10.旧世界温带分布

O ld wor ld temperate
2 2. 4

欧洲、亚洲中 ( 高纬度的温带、寒带地区, 个

别延伸到非洲热带山地

11.地中海 ( 西亚、中亚分布

M editerranea , W. Asia to C. A sia
3 3. 6

现代地中海周围 (含西亚 ( 西南亚 ( 中亚 (

新疆 ( 青藏高原西北部 ( 蒙古高原 )

12.东亚分布 East A sia 1 1. 2
东喜马拉雅至日本, 北不超过阿穆尔州 , 南

至越南北部,东到爪哇

合计 Tota l 84 100. 0

表 2 外来植物的原产地分析

Tab. 2 O riginal p laces of alien p lan ts in sou thern part of Jiangxi Province

原产地

O rig inal pla ce

南美洲热带

T ropic of Southern Am erica

北美洲

Northern Am erica

澳洲

Austra lia

日本

Japan

东南亚

Eastern and Southern A sia

非洲

A frica

印度

Ind ia

欧洲

European

合计

T otal

种数

N um bers o f species

52 10 9 4 8 14 5 9 111

乔木种数

Num bers of spec ies o f trees

10 3 8 4 3 1 3 1 33

灌木种数

Num bers o f shrub spec ies

4
2 6

草本种数

Num bers of herb spec ies

38 7 1 0 3 13 2 8 72

乔木用途

U se o f trees 园林 G arden

5 3 3 2 1 3 1 18

林业 Fo restry
5 3 5 1 1 15

3. 1 外来植物在引入地的自然繁殖

有可能造成生态危害的外来植物必定是逃逸为野生的类型,并能自然繁殖, 否则不会造成危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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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附录 1, 江西南部外来植物逃逸为野生的种类有 47种 (表 3) ,其中完全自然繁殖的 35种,占逃逸为野

生种类的 74. 5% ;主要依靠人工繁殖,同时也可自然繁殖的种类仅 12种,所占比例较小。表 3说明, 江

西南部逸为野生的种类在繁殖途径方面有 3个特点: ∀ 乔木主要以人工繁殖为主,而且种类较少, 仅 5

种,即日本柳杉 ( Cryp tomeria japonica )、银合欢 (L eucaena leucocephala )、金合欢 (Acacia farnesiana )、黑荆

树 (A caciam earnsii),这些乔木主要以人工繁殖为主, 局部地区可见自然繁殖; #草本植物较多,逃逸为

野生类型的主要来自草本,共计 42种, 占总数的 89. 4% ; ∃ 扩散能力强、种群数量较大的有 7种, 即空

心莲子草 (A lternanthera philox eroides)、大狼把草 (B idens f rondosa )、小飞蓬 ( Conyza canadensis)、一年蓬

(E rig eron annuus)、裂叶牵牛 ( Ip omoea nil)、紫花牵牛 ( Ipomoea purpurea)和凤眼莲 ( E ichhornia crassipes),

这些种类自然繁殖快、扩散能力强,并能排斥本地物种, 对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程度的危害。

表 3 江西南部逃逸为野生的外来植物

Tab. 3 A lien p lan ts of escap ing to be w ild species in sou thern par t of Jiangxi P rovince

序号

No.

种名

Species

城区环境

Env ironm ent

of c ity

低丘与农耕环境

Env ironm ent of

h illy land and fie ld

山地森林环境

Env ironm ent

o fm ounta ins

繁殖途径

Reproduce

危害程度

Threaten

1 日本柳杉 Cryp tom eria japonica + + + 可自然繁殖

2 北美独行菜 Lep idium virg inicum + + + 自然繁殖

3 篮睡莲 Nymphaea stellata + 可自然繁殖

4 大花马齿苋 P ortulaca grand if lora + + 可自然繁殖

5 土人参 Talinum paniculatum + + + 自然繁殖

6 垂序商陆 Phy tolacca am er icana + + 自然繁殖 +

7 土荆芥 Chenopodium am brosioid es + + + 自然繁殖 +

8 空心莲子草 A lternanthera ph ilox ero ides + + + 自然繁殖 + +

9 刺苋 Amaranthus sp inosus + + 自然繁殖

10 苋 Am aranthus trico lor + + + 自然繁殖

11 皱果苋 Amaranthus virid is + + + 自然繁殖

12 红花酢浆草 Oxalis corymbosa + + + 自然繁殖

13 紫茉莉 M irab ilis jalapa + + + 自然繁殖

14 决明 Cassia tora + + 自然繁殖

15 含羞草决明 Cassia m imo so ides + + 自然繁殖

16 望江南 Cassia occid entalis + + 自然繁殖 +

17 银合欢 Leucaena leucocephala + 可自然繁殖

18 金合欢 Acacia farnesiana + 可自然繁殖

19 黑荆树 A cacia m earnsii + + 可自然繁殖

20 豌豆 P isum satiram + + + 可自然繁殖

21 白车草 T rifolium rep ens + + + 自然繁殖

22 红车草 T rifo lium p ra tense + + + 自然繁殖

23 刺槐 Rob inia p seudoacacia + + 可自然繁殖

24 芫荽 Cor iandrum sativum + + + 自然繁殖

25 金盏菊 Calendula off inalis + + + 自然繁殖

26 藿香蓟 Ageratum conyzoides + 自然繁殖

27 大狼把草 B idens frondosa + + + 自然繁殖 + +

28 茼蒿 Chry san themum coronar ium + + + 可自然繁殖

29 野塘蒿 Conyza bonariensis + + 自然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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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江西南部逃逸为野生的外来植物

Tab. 3 A lien p lan ts of escap ing to be w ild species in sou thern par t of Jiangxi P rovince

30 小飞蓬 Cony za canadensis + + + 自然繁殖 + +

31 一年蓬 E rig eron annuus + + + 自然繁殖 + +

32 牛膝菊 G alinsoga parv iflora + + + 自然繁殖

33 菊芋 H elianthus tube rosus + + + 自然繁殖

34 裸柱菊 Soliva anthem ifo lia + + + 自然繁殖

35 金腰箭 Synedre lla nod iflora + + 自然繁殖

36 蟛蜞菊W edelia ch inensis + + + 自然繁殖 +

37 旱金莲 T ropaeo lum m a jus + 自然繁殖

38 五爪金龙 Ipom oea car ica + + 自然繁殖 +

39 裂叶牵牛 Ipom oea n il + + + 自然繁殖 + +

40 紫花牵牛 Ipom oea purpurea + + 自然繁殖 + +

41 茑萝 Quam oclit pennata + + 可自然繁殖

42 风雨花 Zephyranthes grandiflora + 可自然繁殖

43 葱兰 Zephyranthes cand ida + 自然繁殖

44 野甘草 Scopa ria dulc is + 可自然繁殖

45 凤眼莲 E ichhorn ia crassipes + + + 自然繁殖 + +

46 蓖麻 R ic inus comm un is + + + 自然繁殖

47 棕叶狗尾草 Se taria pa lm ifo lia + + + 自然繁殖 +

) + ∗表示轻度危害, ) + + ∗表示中度危害。

3. 2 生境占领与危害程度分析

由表 3可知,在城区环境、低丘与农耕环境、山地森林环境中都能生存的有 27种, 如日本柳杉

(C ryp tomeria japonica )、北美独行菜 (L ep id ium virg inicum )、土人参 (Talinum pan iculatum )、空心莲子草

(A lternanthera ph ilox eroides)、红花酢浆草 (Oxalis corymbosa )、金盏菊 ( Calendula off ina lis)、大狼把草 ( B i

dens f rondosa )、蟛蜞菊 (W edelia chinensis)、凤眼莲 (E ichhornia crassipes)等。这些外来植物有较强的适应

能力和自然繁殖能力,但其中有些不造成生态危害, 如日本柳杉 (C ryp tomeria japonica )、白车草 (Trifoli

um repens)、红花酢浆草 (Oxalis corymbosa )等。

在 2种生境中都能生存的有 13种,如大花马齿苋 ( Portulaca grandif lora )、垂序商陆 (Phy tolacca a

m ericana )、刺苋 (Amaranthus sp inosus)、含羞草决明 ( Cassia m imosoid es)、望江南 (Cassia occidentalis )、黑

荆树 (Acacia mearnsii )、刺槐 (R obinia p seudoacacia)等, 这些种类大多数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占领 2

种生境中的外来植物中,乔木仅 2种 (即黑荆树、刺槐 ),它们也不会造成生态危害。

在城区环境中生存的只有 7种, 如篮睡莲 (N ymphaea stellata )、银合欢 ( Leucaena leucocepha la )、金合

欢 (A cacia farnesiana)、旱金莲 (Tropaeolum majus)、风雨花 ( Zephyranthes grandif lora)、葱兰 (Z ephyranthes

candida )、野甘草 (Scoparia dulcis)。这些种类的扩散能力较弱, 可能只适应城区环境, 不适应山地森林

环境, 因此对自然生态系统不造成危害。

3. 3 危害程度分析

外来植物的危害方式主要有两种:间接危害和直接危害。间接危害机理较复杂, 如分泌特殊的化学

物质抑制本地种的生存等;直接危害一般是接触性危害,可以直接观测, 如花粉对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致

病、排斥本地物种、绞杀本地物种等, 因此建立评价外来植物危害的技术与方法值得重视和研究。本文

主要根据直接危害的结果,讨论江西南部地区外来植物的危害程度。根据表 3, 造成危害的外来植物只

有 13种,其中可能造成危害或轻度危害的 6种 (如蟛蜞菊等 ) ,它们虽然已经完全逸为野生,自然繁殖

快,但多在路边、次生林下、城区河堤两侧等生境,对生态系统没有太大威胁, 只是轻度的危害。造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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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危害的 7种,如水生外来植物凤眼莲,自然繁殖迅速,常常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 13]

, 危害水域生态环境。

江西南部外来植物中的有害植物具有如下特点 (表 3) : ∀均为草本植物,没有乔木和灌木。乔木对

生境类型的选择较专一,种子传播较困难,原因可能是引入地野生动物对其果实的适应性较差,不利于

野生动物取食、传播, 如银合欢、金合欢、黑荆树、日本柳杉等;日本柳杉虽然可以依靠风传播种子,但它

的生境选择性较窄,竞争能力不如本地的常绿阔叶树种, 所以很难扩大其种群数量。 # 果实通常体积
小、具有粘刺状附属物等, 有利于人类或其他动物无意识地传播, 如土荆芥 (Chenopodium ambrosio ides )、

空心莲子草、小飞蓬、蟛蜞菊等。∃自然繁殖能力强,种子繁殖与营养器官繁殖并举, 有利于扩大其种群

数量和适应多样化的生境类型
[ 14 - 15]

。认识这些特点,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机理具有

一定意义。

4 结 论

( 1)江西南部外来植物来源的途径主要有 4个: 园林引进、林业引进、无意识带入和临近地区传入。

通过调查研究,江西南部有外来植物 111种 (包括变种、变型 ), 隶属于 47科 84属,物种多样性较高。

( 2)属的地理成分的特点是:以热带性成分为主,兼有温带性成分, 说明江西南部的自然环境条件

带有一定的南亚热带特点,是南北范围引种驯化的天然场所。

( 3) 原产地涉及到世界五大洲, 多样性很丰富, 其中以南美洲热带地区的种数最多, 占总种数的

46. 8%。乔木外来树种主要来自南美洲热带和澳洲, 而且这些树种在本地生长良好,表明江西南部自然

条件的优越性和特殊性。

( 4)外来的乔木树种中,园林观赏与林业用途的乔木种类基本相等, 反映了江西南部林业发展历史

过程中的特点以及与其他城市外来树种结构的差异。

( 5)外来植物中,虽然草本种数最多,但高位芽植物有较高的比例, 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巨高位芽

植物, 它们基本上保持了原产地的生活型特征。反映了江西南部地区具有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过渡的

特点, 是热带树种引种驯化的理想区域。

( 6)研究认为外来植物的危害方式主要有两种: 间接危害和直接危害。江西南部地区外来植物中,

有害外来植物只有 13种,其中可能有危害或轻度危害的 6种, 中度危害的外来植物 7种。此外, 有害外

来植物具有三个特点: ∀均为草本植物,没有乔木和灌木; #果实通常体积小, 具有粘刺状附属物; ∃ 自
然繁殖能力强,种子繁殖与营养器官繁殖并举。认识这些特点,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

机理具有一定意义。

附录 1:江西南部外来植物名录

1.南洋杉科: ( 1)南洋杉 (A raucaria cunningham ii Sw eet) , 大洋洲东南沿海, 乔木, 人工繁殖。

2.松科: ( 2)湿地松 (P inus ellio ttii Enge lm ann) , 美国东南部, 乔木, 人工繁殖。 ( 3)火炬松 P. taeda L. , 北美东南部,

乔木, 人工繁殖。

3.杉科: ( 4)日本柳杉* [Cryp tom eria japonica ( L. F. ) D. Don],日本, 乔木, 人工和自然繁殖。

4.柏科: ( 5)绒柏 [Cham aecypar is p isifera ( S iebold et Zuccar in i) End.l ,Squarrosa− ],日本, 乔木,人工繁殖。

5.木兰科: ( 6)白兰 (M ichelia alba DC. ), 东南亚, 乔木, 人工繁殖。

6.睡莲科: ( 7)篮睡莲* (Nymphaea stellataW illd. ), 北非及东南亚热带, 多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7. 十字花科: ( 8)北美独行菜* ( Lep idium v irginicum L. ), 北美洲, 1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9)羽衣甘蓝 (Brassica o l

eracea L. var. acephala .f tricolor H ort. , )欧洲, 1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8.马齿苋科: ( 10)大花马齿苋* (P ortulaca g rand if lora H ook. ), 巴西, 多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11) 土人参* [Tali

num paniculatum ( Jacq. ) Gaertn. ], 美洲热带, 多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9. 商陆科: ( 12)垂序商陆* (Phyto lacca am ericana L. ), 北美洲, 多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10. 藜科: ( 13)土荆芥* (Chenopod ium am brosio ides L. ) , 美洲热带, 多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11. 苋科: ( 14) 空心莲子草* [A lternanthera philox eroid es (M art. ) G r iseb. ] , 巴西, 多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15)红龙

草 * [A. d entate (M oench) Stuchlik ,Rulig inosa− ], 美洲热带 (巴西 ), 多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或人工繁殖。 ( 16 )刺苋*

( Amaranthus sp inosus L. ),美洲热带, 1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17)苋 ( A. tricolor L. ), 印度, 1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18)

皱果苋 * (A. viridis L. ), 非洲热带, 1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19)千日红 (Gomphrena g lobo sa L. ) , 美洲热带, 1年生草

本, 人工繁殖。 ( 20)千日粉 (Gomphrena globosa L. .f rosea H ort. ), 美洲热带, 1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12. 山龙眼科: ( 21)银桦 (G revillea robusta A. Cunn. ex R. Br. ), 澳大利亚,大乔木 ,人工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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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紫茉莉科: ( 22)三角花 (B ougainv illea g labra Cho isy ),巴西, 灌木,人工繁殖。 ( 23)紫茉莉* (M irab ilis jalapa L. ),

南美洲, 1年生草本,自然繁殖。

14. = 牛儿苗科: ( 24)天竺葵 (P elargonium hor torum Ba i.l ) , 南非, 1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15. 酢浆草科: ( 25)红花酢浆草* (Oxalis corym bosa DC. ), 美洲热带,多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16. 秋海棠科: ( 26)秋海棠 (B egonia evansinna A rdr. ), 巴西,多年生草本,人工繁殖。

17. 旱金莲科: ( 27) 旱金莲* ( T ropaeolum majus L. ) ,南美洲, 1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18. 桃金娘科: ( 28)大叶桉 (Eucalyp tus robu sta Sm ith. ), 澳大利亚, 大乔木, 人工繁殖。 ( 29 )细叶桉 (E. tereticornis

Sm ith. ), 澳大利亚,乔木, 人工繁殖。 ( 30)赤桉 (E. camaldu lensis Dehnh. ) , 澳大利亚, 乔木, 人工繁殖。 ( 31)红千层

(Callis tem on rig idus R. Br. ), 澳大利亚, 乔木, 人工繁殖。

19. 木棉科: ( 32)瓜栗 [Pachira m acrocarpa ( Cham. e t Schlecht. ) W a lp. ] ,哥斯达黎加, 乔木,人工繁殖。

20. 白花菜科: ( 33)醉蝶花 (Cleom e sp inosa L. ) , 南美洲, 1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21. 大戟科: ( 34)红桑 (Acalypha w ikes ianaM uel.l - A rg. ) , 东南亚, 灌木,人工繁殖。 ( 35)变叶木 (Cod iaeum variega

tum ( L. ) B .l va r. p ictum M. - A. ), 南亚 ( 太平洋岛屿, 灌木, 人工繁殖。 ( 36)蓖麻* (R icinus communis L. ),非洲, 多年

生草本, 自然繁殖。

22. 番木瓜科: ( 37)番木瓜 (Car ica papaya L. ), 美洲热带, 乔木, 人工繁殖。

23. 蔷薇科: ( 38)日本樱花 [Cerasus y edo ens is (M atsum. ) Yu et L i], 日本, 乔木, 人工繁殖。 ( 39)日本晚樱 [Cerasus

serrula ta G. Don va r. lannes iana ( Carr. ) M ak ino. ], 日本,乔木, 人工繁殖。

24. 苏木科: ( 40)决明* (Cassia tora L. ), 美洲热带, 1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41)黄槐决明 (C. surattensis Burm.

F. ), 西印度,乔木, 人工繁殖。 ( 42)含羞草决明* (C. m imo soides L. ), 美洲热带, 灌木, 自然繁殖。 ( 43)望江南* (C.

occiden talis L. ), 南美洲, 灌木, 自然繁殖。

25. 含羞草科: ( 44)美蕊花 (Calliandra sur inam ensis Benth), 南美洲, 灌木, 人工繁殖。 ( 45)银合欢* [ Leucaena leuco

cephala ( Lam. ) DeW it], 美洲热带, 乔木, 自然繁殖。 ( 46)金合欢* [Acacia farnesiana ( L. ) W illd. ], 热带美洲, 乔木,

自然繁殖。 ( 47)大叶相思 (A. auriculiform is A. Cunn. ex Benth. ), 澳大利亚, 乔木, 人工繁殖。 ( 48)黑荆树* ( Acacia

m earns ii DeW ild. ), 澳大利亚, 乔木, 人工和自然繁殖。 ( 49)南洋楹 [ A lbizia falcataria ( L. ) F osbe rg] ,印度尼西亚, 大

乔木, 人工繁殖。

26. 蝶形花科: ( 50)豌豆* (P isum satiram L ), 欧洲和亚洲, 1年生草本,人工、自然。 ( 51)龙芽花 (Ery thrina corallo

dendron L. ),热带美洲, 乔木,人工繁殖。 ( 52)刺桐 [E. or ientalis ( L. ) M urr. ], 热带亚洲, 乔木, 人工繁殖。 ( 53)白车

草 * (T r ifo lium rep ens L. ), 欧洲, 多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54)红车草 * (T. pratense L. ), 欧洲, 多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55)刺槐* (Rob inia p seudoacacia L. ), 北美, 乔木, 自然繁殖。

27. 悬铃木科: ( 56)法国梧桐 (P iatanus or ientalis L. ), 欧洲东南部,乔木, 人工繁殖。

28. 桑科: ( 57)菩提树 (F icus religiosa L inn. ) , 印度, 乔木, 人工繁殖。 ( 58)橡皮树 (F. elastica Roxb. exH ornem ),印

度, 乔木, 人工繁殖。

29. 荨麻科: ( 59)花叶冷水花 (P ilea cadierei Gagnep. et Gu il.l ), 东南亚和印度, 多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30.楝科 : ( 60)大叶桃花心木 ( Sw ieten ia macrophy lla K ing) ,热带美洲, 乔木, 人工繁殖。 ( 61)桃花心木 [ S. m ahago

n i ( L. ) Jacq. ], 热带美洲, 乔木,人工繁殖。

31. 伞形科: ( 62)芫荽* (Coriandrum sativum L. ), 地中海, 1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32. 夹竹桃科: ( 63)长春花 [Catharanthus roseus ( L. ) G. Don] ,东非, 1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 64)鸡蛋花 (P lum eria

rubra L. ,Acu tifo lia− ),南美洲, 乔木,人工繁殖。 ( 65)黄花夹竹桃 [Thevetia peruviana ( P ers. ) K. Schum ] .美洲热带, 乔

木, 人工繁殖。

33. 菊科: ( 66)金盏菊* (Calendula off inalis L. ) , 非洲北部至中亚, 1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67)藿香蓟* (Ageratum

conyzo ides L. ), 中南美洲, 1年生草本 , 自然繁殖。 ( 68)雏菊 (B ellis p erennis L. ), 欧洲至西亚, 1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 69)大狼把草* (B idens frondo sa L. ) , 北美洲, 1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70)茼蒿 * (Chrysanthem um coronar ium L. ), 地中

海, 1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 71 )野塘蒿* [Conyza bonariensis ( L. ) C ronq. ] ,美洲, 1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72)小飞

蓬 * [Conyza canadensis ( L. ) Cronq. ], 北美洲, 1年生草本,自然繁殖。 ( 73)一年蓬* [ Er igeron annuus ( L. ) P ers. ], 北

美洲, 1年生草本 , 自然繁殖。 ( 74)牛膝菊 * (Galinsoga parviflor Cav. ), 南美洲, 一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75)非洲菊

(G erbor jam esonij Bo lug), 非洲, 1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 76)菊芋 * (H elianthus tuberosus L. ), 北美洲, 多年生草本, 人

工、自然繁殖。 ( 77)裸柱菊* [ Soliva anthem ifolia ( Juss. ) R. B r. ex Less. ] , 大洋洲, 1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78)金腰

箭 * [ Synedrella nod iflora( L. ) Gae rtn. ] , 美洲热带, 1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79)万寿菊 (Tagetes erecta L. ) , 墨西哥, 1年

生草本, 人工繁殖。 ( 80)蟛蜞菊* [Wedelia chinensis ( O sbec. ) M err. ], 南美洲热带, 1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81)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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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Z innia v io lacea C av. ), 墨西哥, 1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34. 茄科: ( 82)黄花曼陀罗 (Datura m etel L. ), 印度, 多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 83)碧冬茄 (Petunia hybr ida V ilm ).

南美洲, 1年生草本,人工繁殖。

35. 旋花科: ( 84)五爪金龙* [ Ip om oea car ica ( L. ) Sw eet], 北美洲, 多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85)裂叶牵 * [ I. nil

( L. ) Ro th. ], 美洲热带, 多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86)紫花牵牛 * [ I. purpurea ( L. ) Roth], 美洲热带,多年生草本,自

然繁殖。 ( 87)茑萝* [Quam oclit p ennata ( Desr. ) Bo jer. ], 南美洲, 多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36. 玄参科: ( 88)金鱼草 (An tirrh inum majus L. ), 欧洲至北非, 1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 89)野甘草 * ( Scopar ia dulcis

L. ), 美洲热带, 1年生草本,自然繁殖。

37. 紫葳科: ( 90)蓝花楹 ( Jacaranda m im osifolia D. Don) ,巴西大乔木, 人工繁殖。

38. 唇形科: ( 91)彩叶草 (Co leus hy rida Voss), 爪哇, 1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 92)一串红 ( Salvia sp lendens Ker-

Gaw .l ), 巴西, 1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39. 美人蕉科: ( 93)大花美人蕉 (Canna generalis Ba iley), 美洲热带,多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40. 百合科: ( 94)金边吊兰 [Ch lorphy tum como sum ( ihumb). jacques], 非洲南部, 多年生草本,人工繁殖。 ( 95)宽叶

吊兰 (Chlorphy tum capense Ktze. ), 南非, 多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 96)吊兰 (Chlorphy tum com osum Baker) ,南非, 多年生

草本, 人工繁殖。 ( 97)文竹 ( A sparagu s p lumosus B aker), 南非, 多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41. 雨久花科: ( 98) 凤眼莲* [E ichhornia crassip es (M art. ) So lm s], 南美洲, 水生草本, 自然繁殖。

42. 天南星科: ( 99)绿萝 [Ep ip remnum qureum ( L inden. et Andre) Bua ting ], 所罗门群岛, 多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 100)花叶万年青 [Dieffenbachia p icta ( L odd. ) Schott], 巴西, 多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 101)龟背竹 (Monstera deliciousa

L iebm. ex End.l ), 南美洲热带, 多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 102)合果芋 ( Syngonium podophy llum Scho tt , A lbov irens− ) ,中

美洲、南美洲热带,多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 103)水浮莲 (P istia stratio tes L. ), 巴西,水生草本, 自然繁殖。

43. 石蒜科: ( 104)朱顶红 [H ipp eastrum vittatum ( A it. ) H erb. ] , 南美洲, 1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 105)风雨花

(Z ephyranthes grandiflora L ind.l ), 中、南美洲, 1年生草本, 人工、自然繁殖。 ( 106 )葱兰* [ Zephy ranthes candida

( L ind.l ) H erb. ] , 南美洲, 1年生草本, 人工、自然繁殖。

44. 龙舌兰科: ( 107)凤尾兰 ( Yucca glor io sa L. ), 北美洲东南部, 多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45. 鸭趾草科: ( 108)紫竹梅 ( Setcreasea purpurea Boom. ), 墨西哥, 多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 109)吊竹梅 (Z ebrina

p endu la H ort. ex Bosse), 墨西哥, 多年生草本, 人工繁殖。

46. 棕榈科: ( 110)油棕 (E laeis gunieensis Jacq. ),非洲热带 , 乔木, 人工繁殖。

47. 禾本科: ( 111)棕叶狗尾草* [ S etaria palm ifo lia ( Koen. ) Stapf] ,非洲, 多年生草本, 自然繁殖。

带有 ) * ∗的外来植物已经逸为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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