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8 卷

V o
l

.

1 8

第 2 期

N 0 2

西 昌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OJ

u m al of 羌
e h an g A igr

e ul ut alr C o il e
罗

2 0 0 4 年 6 月

J
u n e

.

2 0 04

紫茎泽兰的生物入侵及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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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紫茎泽 兰是一种恶性生物入提杂草

,

目前在我 国西 南部地区扩散范围 日益扩大
,

危害越来越严重
。

本文系统

地阐述 了紫茎泽兰在我国生物扩张成功 的原因及 目前对紫茎泽兰的开发利用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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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紫茎泽兰为一种菊科泽兰属多年生半灌木植

物
,

是一种世界性的恶性有毒杂草
。

原产于墨西哥
,

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经澳大利亚进人我国南部
,

现已

广泛分布于海南
、

云南
、

广西
、

贵州
、

西藏
、

四川等

省
。

紫茎泽兰有着极高的繁殖力
、

扩散力和竞争力
。

其所到之处通过异株克生及对空间资源的竞争而

排挤其它植物
,

形成单优势群落
,

导致了特殊 的
“

绿

色污染
”

及
“

生态灾难
” ,

给当地农业
、

牧业及林业等

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

本文就该毒草成功入

侵我国的原因及 目前对其变害为利的开发利用近

况作一探讨
。

2 紫茎泽兰成功入侵的原因
2

.

1 对环境的广泛适应性

紫茎泽兰喜温暖湿润环境
,

而且适应性及抗逆

性很强
,

只要能基本解决水分和光照的地方都能生

存
,

甚至在干旱贫脊的荒坡 地
、

间隙地
、

墙缝
、

石缝

处均能生长 1j[
。

据测定紫茎泽兰适宜生长的条件为
:

土壤含水量 > 16%
,

气温 一 11
.

5℃ 一 35 ℃
,

据赵 国晶等

调查发现
,

紫茎泽兰可适应于热带至温带的宽气候

带下发生和生长
,

在亚热带温湿气候区域生长最为

茂盛
。

从世界范围来看
,

最北分布在北纬 3 70 的西班

牙
,

南纬3 50 的南非和澳大利亚
〔绷 3〕。 我国长江流域及

以南地区温度
、

湿度及土壤条件均很适于紫茎泽兰

的生长和繁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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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态模拟新方法预测
:
紫茎泽兰在 中国北 至甘

肃
、

宁夏
、

辽宁和黑龙江均有可能建立种群
4̀ }。

.2 2 极强的繁殖力和高扩散力

紫茎泽兰的繁殖方法兼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
。

木质化的茎基及根部均能通过不定根和不定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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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李成佐副教授的指导
,

谨致谢意

行无性繁殖
。

一株紫茎泽兰一年便可形成2一 6个新

枝
,

开始丛生
,

三年便可形成 10 个 以上枝条的株丛
,

无性繁殖力很强 ; 以种子繁殖为主的紫茎泽兰每年

1一 2月出现花蕾
,

2一 3月开花
,

3 一4月种子成熟
。

每株

产种子数量极多
,

生育旺盛的一丛紫茎泽兰 (以 15 个

生殖枝计 )每年可生产成熟种子 69
.

53 万粒阎
。

种子瘦

果极小
,

千粒重仅为 .0 0 49 一 .() 0 4 59
,

顶端有冠毛
,

可随

风四处飘扬
,

所到之处
,

环境适宜
,

便进行有性繁殖
。

除风传播以外
,

流水
、

车流
、

人畜及苗木的调运也会

成为紫茎泽兰传播的媒介
,

故紫茎泽兰的繁殖力极

强
、

扩散力极高
。

目前紫茎泽兰 以每年3 0一 6 0 k m 的速度扩展
,

上

世纪 70 年代进人攀枝花
,

90 年代在凉山巧个县市地

区开始疯狂扩展
,

现已越过泥巴山
,

在雅安地区的两

个县已经出现了紫茎泽兰的身影 圈
。

如不采取有力

的防范措施
,

温湿的成都平原将迎来这可怕的
“

绿色

杀手
” 。

.2 3 极强的竟争能力
。

紫茎泽兰是一种阳性偏阴的 C炭植物
,

对光照

的适宜范围宽
,

而最大净光合速率可达 23 m gC O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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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由于紫茎泽兰人侵草场
、

农 田 12 天后
,

土

壤 中的速效氮
、

磷
、

钾分别下降 56 % 一% %
、

46 % 一

53 %
、

6% 一 33 %
,

从而导致土壤肥力严重下降
,

土地严

重退化
〔9t] 10]

。

使其他植物缺少水
、

肥
,

生长受到限制

甚至消亡
。

紫茎泽兰在 生存竞争 中还能分泌化感作用物

质
,

抑制其他植物的生长发育
。

据研究
,

生长在紫茎

泽兰周 围的三叶草和酸模 的种群数量明显降低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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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和和爱军 t8j 等研究发现
,

用紫茎泽

兰的水浸提取液能抑制其它植物—
小麦

、

玉米
、

兰

按
、

黑麦草
、

白三叶
、

车轴草等种子胚的萌发
,

紫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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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的这种异株克生作用特性使其具有很强的侵染

力和竟争力
,

从而常导致其成为单优群落
。

.2 4 对植食动物的拒食及毒害作用
。

紫茎泽兰枝叶中含有毒物质
,

具有特殊气味
。

B o r d o l o i M J ( 19 8 5 )等从紫茎泽兰中分离到5种具有

昆虫拒食性的倍半枯烯化合物
,

对 P h油
。 in a

凡 ic in

H att 具有明显的拒食作用叫
。

紫茎泽兰花中含有的

克拉维醇和紫茎泽兰内醋对 动物及昆虫的粘膜具

有刺激作用
,

所含靴质
、

单宁对 胃也有刺激作用
,

从

而引起植食动物的拒食闭
。

紫茎泽兰体内由于含有

黄酮类
,

香豆精和其他芳香油
,

家畜一般不采食
,

但

当牛
、

马
、

羊
、

兔等动物在饥不择食或误食后
,

会 引

起中毒现象如腹泻
、

脱毛
、

怀孕母畜流产
、

哮喘等
,

严重者会引起死亡
,

故紫茎泽兰对植食动物的拒食

及毒害作用使其在 自然界中少有天敌
。

虽然 目前有

人用紫茎泽兰实蝇和紫茎泽兰
“

叶斑病
”

病菌投放和

感染紫茎泽兰从生
,

但效果不甚理想
,

也只能在局部

使用
。

3 紫茎泽兰利用现状

紫茎泽兰对我国来说是一种扩展力极强
、

有毒

的恶性生物人侵多年生杂草
,

自人侵以来
,

对我国的

农
、

林
、

牧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

彻底的根除是最好的防范措施
,

但在已经发生严重

危害的地区
,

对其潜在的利用价值进行研究开发
,

也

是降低其负面影响
,

变害为利的重要措施之一
。

3
.

1 饲料的研究利用

紫茎泽兰体内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表 1 )
。

表 1 紫茎泽兰的营养成分含量 (按干物质计% )圈

营养成分 粗蛋白 粗纤维 粗脂肪 粗灰分 无氮浸生物

紫茎泽 兰 19 74 17
.

2 5 13沸7 4 5
.

2 4

由于紫茎泽兰鲜 品及制干品均含有毒素
,

只有

通过脱毒处理才可作为饲料利用
,

脱毒的主要方法

为好氧微生物发酵处理
,

使用的微生物主要有青霉

属
、

短梗霉属
、

头抱霉属
、

曲霉属
、

棒状杆菌属
、

八叠

球菌属等 〔’ 3 ) ,

经复合菌种好氧发酵脱毒处理后
,

作为

配合饲料原料喂猪
,

猪生长良好
,

无不良反应
,

且 日

增重均达到国内日增重 50 0 9的一般水平 〔14}
。

目前云

南省微生物研究所已研制出了使紫茎泽兰脱毒作

饲料的工艺流程
。

.3 2 能量的利用

紫茎泽兰生产量大
,

在缺少燃料的农村可充分

利用其能量
。

目前利用 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

一是晒

干直接作燃料 ; 二是沼气利用
,

鲜 品紫茎泽兰对沼

气微生物群有抑制作用
,

通过好氧微生物预处理能

保证甲烷含量 的相对稳定
,

在标准状态下产得的

C H
4

比水牛粪产气潜力高约三倍圈
。

.3 3 肥料的利用

紫茎泽兰的吸肥能力极强
,

体内含养分齐全
,

据测定紫茎泽兰含全氮 .0 3 72 %
、

全磷 .0 0 62 %
、

全钾

0
.

5 8 0%
、

钙 O
,

4 7 8%
、

镁0
.

05 9%
、

铁 0
.

0 1 7%
、

硫 0
.

0 6 9%
、

硅

0
.

2 7 9%
、

铜 2
.

4 5 9%
、

锌 I o
.

13 9 n l乡吸 g
、

锰 2 9
.

5 2 7 n l
岁

k g
、

硼 5
.

2 5 9 m g k/ g
、

0
.

2 0 4 n l g 吸 g 〔, 6 }。

紫茎泽兰肥料

利用的途径主要为割青作绿肥
、

割青作堆肥原料
、

割青作垫圈物和铲草烧灰用灰肥等
。

目前催腐剂快

速堆腐紫茎泽兰成肥技术已 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

2 0一 40天
,

即可成肥使用 〔, 7〕 。

.3 4 建材利用

生长3年以上的紫茎泽兰木质化程度高
,

含粗纤

维丰富
。

茎杆根完全可用来制造非木质人造板和高

压微粒板
,

不过在生产过程中要解决两个问题
:

中草

药异味的消除及人造板各项性能指标的提高
。

目前

云南省林业设计院与云南华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合作已克服了以上难题
,

2 0 01 年建成了生产紫茎

泽兰高压微粒板 6
,

5 00 多
n 1 3/ 年的生产线

,

产品性能

稳定
,

达到了国家BG T/ 4 8 97 一 92 标准一等品 (3j
。

除了

人造板的利用
,

也有人曾用于造纸
,

但因去异味成本

过高而未能应用
。

.3 5 生物活性物质在农药方面的利用

紫茎泽兰含有十多种生物活性物质
,

对农业害

虫尤其是蚜虫具有很好的防治效果
。

目前已研究发

现紫茎泽兰精油中含有单菇烯粒及含氧单菇类化合

物
,

对米象
、

玉米象
、

绿豆象
、

蚕豆象等 4种仓库害虫

具有很强的薰杀活性叫
,

对柑桔全爪蜡有一定 的防

治效果
`191

。

张其江等用正已烷
,

氯仿
、

乙酸乙醋对紫

茎泽兰进行 固液萃取
,

发现氯仿萃取物对蚜虫及菜

青虫的杀灭性很强吻〕21[ 〕。 所以作为一种植物源农药

资源
,

紫茎泽兰有着较大的开发利用潜力
。

目前云南

省化工冶金研究所已拥有成熟应用紫茎泽兰生产害

虫驱杀剂和草酸 的技术
,

并准备投资 500 万元
,

建一

条生产线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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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值得重视的问题

紫茎泽兰的危害定位为
“

生态灾害
” ,

它严重破

坏 了农
、

林
、

牧业的发展使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

这些

危害近年来已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

相关部门也采

取 了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
,

但对扼制紫茎泽兰的扩

展还远远不够
,

上世纪九十年代 以后
,

四川 的攀西

地区成为了紫茎泽兰危害的重灾区之一
。

从九八洪

灾 以后
,

国家对长江 中上游地 区实行 了大面积坡耕

地的退林工程
,

应该说这项工程在攀西地区取得 了

阶段性成果
,

但 目前值得重视的就是紫茎泽兰人侵

问题
,

在退耕前
,

由于农 民不断耕作的影响
,

紫茎泽

兰基本不能人侵到耕地 中
,

总是零 星地分布在周

围
,

但退耕还林后
,

农 民对坡地 的影响减小
,

同时幼

苗林木竟争力弱
,

紫茎泽兰乘虚而人
。

目前在安宁

河流域两岸的大片退耕还林地
,

紫茎泽兰有迅速蔓

延扩展之势
,

如农林牧相关部门不发动广大群众采

取有力的防范措施
,

相信 3一 5年后
,

很多的退耕还林

还草地将出现
“

远看绿水青 山
,

近看紫茎泽兰一片
”

的可怕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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