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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茎泽兰对凉山农业的危害及综合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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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1 紫茎泽兰生长繁殖能力极强
,

目前 已分布于凉 山州全州 17 个县市
,

并且仍在以每年

3 Okm 的速度 向北
、

向东推进
,

给农
、

牧
、

林业 生产带来 了严重危害
。

本文阐述 了凉 山州紫茎泽兰的侵

入
、

危害现状和综合治理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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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茎泽兰是国际上确定的四大恶性杂草之一
,

被国家环保总局首定为我国最危险的有毒有害外来

入侵生物
,

目前是凉山州最主要的外来人侵有害生

物
。

据农业部最新统计显示
,

人侵我国的外来物种已

达 4 00 多种
,

在国际 自然保护联盟 ( IU CN )公布的全

球 100 种最具威胁的外来生物中
,

我国已有5 0余种
,

成为遭受外来人侵生物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

人

侵我国的外来生物呈现出传人数量增多
、

传人频率

加快
、

蔓延范围扩大
、

发生危害加剧
、

经济损失加重

的趋势
,

近 10 年间
,

新人侵我国的外来生物至少有 20

余种
,

平均每年新增 1一2种
,

外来人侵生物防治形势

日益严峻
。

本文就凉山州紫茎泽兰的侵人
、

危害现状

进行了分析
,

提出了紫茎泽兰的防除方法及综合治

理措施
,

可供政府及有关部门参考
。

1 紫茎泽兰的生物学特性

紫茎泽兰 ( E u p a to ir u m a d e n o p h o ur m )属菊科
、

泽

兰属
,

是一种风媒植物
。

原产中美洲的墨西哥至哥斯

达黎加一 带
,

本世纪中叶传人亚洲
、

大洋洲的热带
、

亚热带山地
。

紫茎泽兰系多年生
,

丛生状
、

半灌木
、

草

本植物
,

喜温喜湿
、

耐旱耐贫膺
。

茎直立
,

高 3c0 m -

9 0(
: m

,

最高可达3m左右
,

叶对生
,

似桑叶
,

开白花
,

根

系 十分发达
,

看上去密密麻麻
,

盘根错节
。

植株的茎

呈紫色
,

上面有细细的绒毛
,

叶片呈卵状三角形
,

边

缘有粗锯齿
。

紫茎泽 兰能耐
一 5℃低温

,

生态适应性很

厂
一 。

紫茎泽兰在凉山州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2 一 4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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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结实
,

部分植株的开花期可延长到7一 8月份
。

其单

株结实量为 7 200
一 100 50 粒

,

瘦果小而轻
,

成熟期恰

遇干燥多风的旱季
,

容易借冠毛随风传播
。

散落地面

的种子
,

待 6月雨季来临时
,

在湿润条件下
,

5天后开

始萌发
。

植株当年生长较慢
,

从根
、

茎部发生分枝
,

形

成灌从
。

在茎
、

枝的顶端开花
,

花后枝端枯萎
,

由两侧

枝继续向上生长
。

紫茎泽兰的繁殖主要依靠大量的

种子
,

试验表明
,

平均每丛4一 5年生的植株可产生成

熟种子 69
.

5 3万粒
,

种子千粒重 0 .0 40
一 .0 04 5克

,

小如

尘土
,

并生有冠毛
,

可以随风飞扬
。

种子成熟期在 3-

5月
,

正是凉山的大干早大风季节
。

往来的汽车
、

人畜

流动频繁更有助于紫茎泽兰的传播
,

同时其根
、

茎也

能进行无性繁殖
。

紫茎泽兰适应性强
、

繁殖快
、

种子扩散迅速
、

体

内含有毒素
,

一旦定居
,

很快形成单优群落
,

通过掠

夺利用资源
、

分泌毒素改变土壤微生物种群结构和

干扰生态系统正常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等方式抑

制
、

排斥其它物种
,

乃至威胁生物多样性
。

2 紫茎泽兰的入侵及分布现状

紫茎泽兰本世纪四十年代从东南亚侵人我国云

南省
,

在2 0世纪7 0年代初开始酿成草害
,

近 30 年来紫

茎泽兰飞速蔓延
,

以每年3 0 km 的速度向北
、

向东传

播
。

目前分布范围已达云南
、

贵州
、

广东
、

广西
、

四川
、

重庆
、

西藏等省区
。

在 80 年代侵人凉山州后
,

最初零

星分布
,

未引起重视
。

而从 19 9 0年至今
,

紫茎泽兰侵

占面积已从 2万多 ha 发展到75 万 ha 以上
,

目前已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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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州 17 个县市
。

西 昌市是紫茎泽兰危害的重灾区
,

据统计
,

200 1年西昌市紫茎泽兰的分布面积达 7
.

6万

ha
,

一级危害 .5 0万 ha
,

二级危害 1
.

5万 ha
,

三级危

害 1
.

0万 ha
,

2 00 3年紫茎泽兰的分布面积达 13
.

58 万

h a
,

给西 昌市农牧林业生产造成了重大危害 ;会东 53

个乡镇有 4 0个乡镇发现紫茎泽兰
,

全县发生面积 5
.

3

万 ha
,

大约有 1
.

3万 ha 土地被紫茎泽兰侵 占 ; 冕宁县

发生面积 .6 0万 ha ; 德 昌县地处安宁河流域中下游
,

全县有 .0 6 7万 h a 以上的半山台地
,

坡度在 25 度 以下

的宜农地被紫茎泽兰重重包围
。

紫茎泽兰在凉山州沿成昆铁路
、

1 0 8国道
、

金沙

江
、

雅碧江
、

安宁河
、

黑水河及其支流传播蔓延
。

目

前
,

凉山州与云南
、

攀枝花市相连的盐源
、

德 昌
、

会

理
、

会东
、

宁南以及西昌
、

冕宁等县市沿公路
、

河谷边

的山坡及其 田埂几乎被紫茎泽兰完全侵 占
。

紫茎泽

兰对农 田和林地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
,

其发生区域

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

紫茎泽兰的传播大有越过凉山

进人成都平原的趋势
。

近 20年
,

紫茎泽兰传人凉山州共侵 占各类优质

草地 8
.

28 万ha
,

年损失牧草巧
.

17 亿 k g
,

即减少 45 万个

羊单位的饲养量
,

造成经济损失 61 00 万元人 民币
。

同

时紫茎泽兰带纤毛的种子和花粉会引起草食动物的

哮喘病
,

重者会引起肺部组织坏死和动物死亡 ;用紫

茎泽兰的草茎
、

叶垫圈或下 田沤肥
,

会引起牲畜烂

蹄 ;牲畜误食紫茎泽兰后
,

轻则引起腹泻
、

脱毛
、

走路

摇晃
,

重则致使母畜流产
,

甚至四肢痉挛
,

最后死亡 ;

其带刺冠毛飞人牲畜眼内
,

能刺激角膜致瞎
。

.3 3 林业

紫茎泽兰人侵林荒地
、

采伐地
、

幼林地
、

疏林地

等经济林木地
,

导致幼林衰弱
,

品质降低
,

甚至死亡
,

严重抑制天然林更新和森林恢复
,

影响苗木生长
,

使

经济林推迟投产
。

同时
,

还排斥药用和蜜源植物的生

长
。

3 紫茎泽兰对农业的危害

紫茎泽 兰的严重发生
,

影响了凉山州农
、

牧
、

林

业生产的发展
,

其损失极大
。

3
.

1 种植业

据调查
,

紫茎泽兰人侵 田地后
,

与作物争水
、

争

肥
、

争光
,

造成粮食减产 3% 一
n % ; 当人侵 120 天后

,

土壤 中的速效氮
、

磷
、

钾分别下降 56 % 一
%%

、

4 6% -

53 %
、

6% 一
33 %

,

从而导致土壤肥力严重下降
,

土地

严重退化 ;另外
,

紫茎泽兰的根系分泌物和腐烂的枝

叶能抑制小麦的萌发和幼苗生长
。

紫茎泽兰的再生

能力强
,

其植株经过砍伐或火烧后
,

过一段时期又从

根颈再生新枝
,

恢复生长
,

农户只有靠不停地人工拔

除来维持农 田不被该草侵 占
,

因此需要投人大量的

人力
、

物力来清除
,

大大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成本
,

据

测算
,

每亩年除草费用约 30 元
一
80 元

。

.3 2 畜牧业

紫茎泽兰侵 占草场后
,

迅速蔓延
,

造成牧草严重

减产
,

载畜量下降
,

对畜牧业构成 了严重危害
。

经调

查测定
,

紫茎泽兰入侵三年后盖度达 8 5一 9 0% 以上
,

而牧草减少 7 0一 7 9%
,

牧草产量仅 16 0 一 195 公斤 / 亩
。

天然草场一旦被紫茎泽兰入侵
,

将导致生态系统多

样性
、

物种多样性
、

生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丧失和破

坏
。

4 紫茎泽兰的综合治理措施

4
.

1 防除方法

4
.

1
.

1 人工铲除

在每年 5月至来年 2月
,

在茎泽兰开花之前拔除

或翻犁
,

连同其根颈集中烧掉
,

有条件的地方推广机

械铲除
。

对生长在 3年以上 已形成灌木丛的紫茎泽兰

群落
,

先人工铲除
,

待幼苗长出后再用药剂防除
。

4
.

1
.

2 化学药剂防除

在最佳的防治时期 5月 一 12 月
,

推广使用高效
、

安全
、

选择性除草剂
,

如草甘磷
、

盖草能等
。

试验表

明
,

化学防治不但能大规模消灭紫茎泽兰
,

还能保留

原有生物
,

恢复本地生物 的多样性
,

而且见效快
、

投

人少
,

每亩费用比人工铲除可节省 50 %
,

是遏制紫茎

泽兰快速蔓延最有效的方法
。

4
.

1
.

3 生物防除

引 人 紫 茎 泽 兰 的 天 敌 一泽 兰 食 蝇

( Por e e e id o e h ar e s u t i l i s S t o n e
.

)
,

被寄生的紫茎泽兰

幼苗死亡率达 53 %
,

成株的有性繁殖力降低 了60 % -

80 %
,

可减轻紫茎泽兰的危害
。

4
.

1
.

4 生物替代

利用植物的种间竞争规律
,

用一种或多种植物

的生长优势抑制紫茎泽兰的繁衍
,

达到防治 目的
,

所

选择的植物同时兼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

如在宁南经

过深人的调查研究发现
,

尽管宁南是紫茎泽兰最适

生长区
,

但在荒山荒坡种植新银合欢速生树后
,

林地

间没有紫茎泽兰生长
。

新银合欢树种具有抗干旱
、

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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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薄
、

生长快的生物特性
,

对紫茎泽兰的生长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
,

由此可以看出
,

新银合欢可以作为紫茎

泽兰的生物替代植物
。

.4 2 综合治理措施

由于紫茎泽兰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侵占性
,

在大

发生区域的凉山州
,

使用上述单一防治方法的效果

都不太明显
,

并且当前紫茎泽兰的防治工作仅限于

对田边地角
、

田地和果园等直接严重为害农作物的

区域
,

其余地方均呈无人管理的状态
。

因此要控制紫

茎泽兰的蔓延
,

必须将上述方法科学地整合在一起
,

研究出新的综合治理措施
。

综合治理紫茎泽兰要以无公害除草剂治理和生

物替代控制为主
,

生物和机械除治相结合的可持续

治理策略
,

分区治理
,

预防为主
,

综合防治
。

具体措施

如下
:

.4 2
.

1 分类指导
,

监控防除

组织调查
,

摸清分布危害情况
,

划定发生区域
,

建立隔离带
,

给予拦截封锁
,

保护未发生的区域
。

对

未发生的区域进行预防 ; 对已发生的区域
,

坚持研究

与综合治理同步进行
。

.4 2
.

2 人工挖除和化学防除相结合

在每年5月至来年 2月
,

人工挖除多年生紫茎泽

兰后
,

再在5一 12 月于杂草的生长旺盛期 2次使用化

学药剂茎叶喷雾处理
。

.4 2
.

3 化学防除和生物替代相结合

使用无公害和环保型的化学制剂
,

并以广谱性

及专杀性除草配合来除治紫茎泽兰
,

为替代物种创

造 良好的初期生长环境
。

当替代物种巩固替代地位

后
,

就能很好地起到防止紫茎泽兰重新入侵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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