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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主要外来杂草种类及危害

袁 颖

(西昌学院 农学系
,

四川 西昌 6 15 0 13 )

【摘 要】 外来杂草 已对凉 山州的农作物生产
、

果园
、

草坪
、

环境和生物 多样性等造成 了严重

危害
。

本文论述 了凉山州主要外来杂草的种类及其危害
。

【关键词】 外来杂草 ; 种类 ; 危害 ; 凉山州

[ 中图分类号 1 5 5 4 5 [文献标识码 I A [ 文章编号 1 16 7 3一 18 9 1 ( 200 5 ) 04
一
X() 14 一 0 2

外来杂草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
、

竞争能力和惊

人的繁殖能力
,

一旦人侵
,

能排挤 当地物种
,

蔓延迅

速
,

很快成为优势种群
。

目前
,

我州的外来杂草主要

有紫茎泽兰
、

凤眼莲
、

空心莲子草
、

马缨丹
、

毒麦
、

车

前草
、

苍耳
、

加拿大飞蓬
、

三叶鬼针草
、

辣子草等
,

其

中紫茎泽兰
、

凤眼莲
、

空心莲子草及马缨丹在我州分

布广泛
,

大量繁殖和蔓延
,

已成为恶性杂草
,

严重影

响我州的农林生产及生物多样性
。

8% ; 香蕉植株少2至 3片叶
,

矮 1米左右
。

侵人林地
,

则

会使幼树难 以成林
,

经济林木推迟投产
。

紫茎泽兰对

人畜健康也有影响
,

开花时能引起人的过敏性疫病 ;

带冠毛的种子和花粉能引起马属动物哮喘病
,

尤其

是种子上带钩的纤毛被牲畜吸人后直接往气管和肺

部钻
,

引起牲畜组织坏死和死亡 ; 用紫茎泽兰的茎叶

垫圈或下田做沤肥
,

可引起牲畜蹄子腐烂
、

人的手脚

皮肤发炎
。

1 紫茎泽兰 ( E礴妞 iOr mU ad e on ph o

nnn
Sp祀 n g

.

) 2 凤眼莲 ( Eie h h o m i a e ar s s
ip

e s OS lm s
.

)

1
,

1 传入方式及生物学特性

紫茎泽兰是菊科泽兰属丛生型半灌木多年生草

本植物
,

原产于墨西哥
,

2 0世纪 5 0年代初从中缅
、

中

越边境传人云南南部
,

70 年代开始在我国酿成草害
。

近 30年来飞速蔓延
,

以每年 3 0公里的速度向北
、

向东

传播
。

紫茎泽兰是一种有毒的植物
,

根呈绳索状
,

其

种子于 3一 5月成熟
,

有冠毛
,

可 以随风飞扬传播
,

每

株可产 70万粒种子
,

因此传播极快
。

凉山州于 199 0年

在海拔 1800 米的盐源县树河乡首次发现紫茎泽兰
,

当时
,

紫茎泽兰仅在凉山州的六县一市有零星分布
,

当年调查的全州危害面积只有 4 3万亩
,

仅十多年时

间
,

紫茎泽兰已遍布全州 15 个县市
,

危害面积达 800

多万亩
,

几乎占了全州土地总面积的 1 0%
。

1
.

2 危害

紫茎泽兰侵人草场后
,

普通的杂草大都会被迅

速排挤
,

据测定
,

天然草场被紫茎泽兰人侵三年后覆

盖程度可达9 0% 以上
,

牧草几乎全部消失
。

侵人农耕

地
,

会造成粮食减产 3% 一 11 % ; 桑叶
、

花椒减产 4% -

2
.

1 传入及生物学特性

凤眼莲又名水葫芦
,

是雨久花科凤眼莲属多年

生草本植物
。

原产南美洲
,

1 901 年从 日本引人作观赏

花卉
,

2 0世纪 5 0年代作为猪饲料推广
,

并发展为水质

净化种类
,

后大量逸生
,

是 目前我国危害最严重的恶

性水生杂草之一
。

凤眼莲的植株能 自由漂浮在水面
,

叶片丛生
,

叶柄呈海绵葫芦体
,

具有无性和有性两种

繁殖方式
。

在适宜条件下
,

s d就能繁殖一个新植株
,

一支花絮大约能结 3 0 0粒种子
,

成熟种子在水 中可存

活 5年 一 20年
,

通常沿河岸波动线萌发生长
。

目前凉

山州安宁河流域各县市的湖泊
、

河道中均有该物种

分布
,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水草锁河的现象
。

.2 2 危害

凤眼莲大量生长繁殖后
,

往往会形成单一优势

物种
,

致使其他水生植物减少甚至消灭 ; 它不仅能降

低光线对水体的穿透能力
,

影响水底生物的生长
,

并

能降低水中氧溶量
,

增加水 中C O Z的浓度
,

降低水产

品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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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沟渠中的生长会堵塞水道
,

限制水流
,

增加沉
,

对水运输和农 田灌溉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路
、

公用绿地
、

居民区等生长影响环境的美观和卫

积边生

3
.

1 传入及生物学特性

空心莲子草又名水花生
、

革命草
,

是览科多年生

草本植物
。

空心莲子草原产巴西
,

2 0世纪 3 0年代末随

日军侵华引种至我国
,

起初在上海郊区栽培用作养

马饲料
。

2 0世纪5 0年代
,

我国南方一些省市将其作为

猪羊饲料推广
,

随后又被进一步引人我国长江流域

及南方各省
。

凉山州各县市均有空心莲子草分布
。

该

物种通常 自2月下旬开始从地下根茎抽 出新芽
,

6一

or 月开花
,

11 月下旬冰冻后地上部分死亡
。

.3 2 危害

空心莲子草生命力强
,

适应性广
,

生长繁殖迅

速
,

水陆均可生长
。

空心莲子草主要在农田 (包括水

田和早 田 )
、

空地
、

鱼塘
、

沟渠
、

河道等环境 中生长为

害
。

空心莲子草根系发达
,

地上部分繁茂
,

在农 田中

生长会与作物争夺阳光
、

水分
、

肥料以及生长空间
,

造成严重减产 ; 在田埂和田间成片生长影响农事操

作 ;在鱼塘等水生环境中生长繁殖迅速
,

降低水中溶

解氧含量
,

腐败后又污染水质
,

影响鱼虾生长 ; 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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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入及生物学特性

马缨丹又名五色梅
、

七变化
,

是马鞭草科常绿灌

木
,

全年均能开花
,

以 4一 10月最盛
。

马缨丹原产美洲

热带地区
。

164 5年作为观赏花卉由荷兰引人我国
,

后

逸为野生
。

凉山州安宁河流域各县市均有马缨丹分布
。

.4 2 危害

马缨丹植株具臭味
,

茎有刺
,

其肉质果实通过鸟

类啄食而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

目前
,

它已经被列人世

界上最有害的 100 种外来人侵物种 目录
,

是一种危害

极大的杂草
。

马缨丹的适应性很强
,

它的全株或残体

都可产生强烈的化感物质
,

使其他植物无法生存
,

人

或动物误食其叶片或果实会中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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