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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进到潜在入侵的植物——南美蟛蜞菊 

吴彦琼 ，胡玉佳 ，廖富林 
(1．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2．嘉应学院生物系，广东梅州 514015) 

摘 要 ：对南美蟛蜞菊的起源与分布、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和利用途径进行介绍。通过分析其潜在危害，认 

为南美蟛蜞菊是潜在入侵危险的植物 ，并进一步探讨了对南美蟛蜞菊的预防与控制措施 。通过探讨其它有害 

入侵种外来物种的防治经验，建议合理管理南美蟛蜞菊以减少或避免这样的损失 ；可采用人工或机械、化学防 

除方法；另外，要加强其生物学生态特性及适应原理的研究，为治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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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elia trilobata— — A species from 

introduced to potential inva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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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rigin and distribution，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phological and biological，and the utilization of 

Wedelia t rilobata were introduced．Its potential damages was studied．Furthermore，the prevent and control 

measure were discussed．From successfully controlling experience of other exotic plants，W ．trilobata were ad— 

vised tO be managed probably to reduce or avoid the loss．Measures Of manual，machine or herbicide can be 

tried．To offer scientific basis for controlling，researches on b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species 

must be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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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生物多样性大 国，随着长期以来 与外界 

经济文化的交流 ，导致了大量物种的引进和输出，外 

来物种入侵的问题也变得比较突出。资料显示我国 

目前已知的外来人侵植物达 380种之多(Xie等， 

2000)，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薇苷 

菊(Mikannia micrantha)、水 花 生 (Alteranathera 

philoxeroides)、水 葫芦 (Eichhornia crassioes)、互 

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等外来植物的入侵 

已经对我国的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安全、区域经济 

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有必要提高警惕，对 

于新人侵或者潜在入侵的外来种，及早重视甚至给 

予治理，同时加强了解其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为科 

学管理提供依据。 

南美蟛蜞菊(Wedelia trilobata(L．)Hitc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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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菊科(Compositae)蟛蜞菊属(Wedelia)植物。该 

属全世界约 6O余种，原产中国的有 5种分别为孪花 

蟛蜞菊(w．biflora)、麻叶蟛蜞菊(W．urticifolia)、 

山蟛蜞菊(W．wallichii)、卤地菊 (W．prostrata)和 

蟛蜞菊(W．chinensis)，南美蟛蜞菊作为一种外来植 

物，在 1985年版的《中国植物志 》中尚没有收录(石 

涛，1985)。据“Flora of Taiwan”中记载 ，南美蟛蜞 

菊原产南美洲及中美洲地区，其环境适应性强，繁殖 

快 ，易形成覆盖植被而许多 国家频繁地作为地被绿 

化植物频繁地引进，现 已广泛分 布于东南亚和太平 

洋许多国家和地区地，定居后很快逃逸为野生。南 

美蟛蜞菊已经在许多热带、亚热带国家 和地区形成 

危害，澳大利亚、巴拿马、美国等国家把其列为有害 

入侵杂草(Holm等，1977)。我国具体何时引入没 

有详细的文献资料 ，但早在 8O年代香港首先作为地 

被绿化植物引进栽培 ，以后迅速在华南地 区发展蔓 

延 ，目前在我国的东北部 、东部、南部以及沿海 、岛屿 

等多见分布，主要生长于路边 、田边，湿润草地等处 ， 

攀援于公园、住宅绿地等，逐渐成为农业 、林业、园林 

业和环境危害严重的杂 草。在我国，对南美蟛蜞菊 

的入侵与危害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仍然不断有栽培 

繁殖，对其研究也较少。因此本文就南美蟛蜞菊的 

生物学特性、入侵成因、利用途径进行简单介绍 ，并 

对其潜在危害等进行评述，探讨防止其进一步蔓延 

的策略，以期引起对南美蟛蜞菊的重视 ，避免发生新 

的生态灾难，保护生态安全。 

1 南美蟛蜞菊的生物学特性 

1．1生物学及生态学特性 

南美蟛蜞菊为多年生草本，茎匍匐，上部茎近直 

立，节间长 5～14 cm，光滑无毛或微被柔毛 ，茎可长 

达 180 cm；叶对生 、具齿，椭 圆形、长圆形或线形 ，长 

4～9 em，宽 2～5 em，呈三浅裂，叶面富光泽，两面 

被贴生的短粗毛 ，几近无柄 ；头状花序中等大小，花 

序宽约2 cm，连柄长达 4 cm，花黄色，小花多数：假 

舌状花呈放射状排列于花序四周，筒状花紧密生于 

内部 ，单生的头状花序生于从 叶腋处伸长的花序轴 

上；瘦果倒卵形 或楔状长 圆形 ，长约 4 mm，宽近 3 

mm，具 3～4棱 ，基部尖 ，顶端宽 ，截平 ，被 密短柔 

毛，无冠毛及冠毛环(Wagner等 ，1999)。 

花期极长、 终年可见花， 以夏至秋季盛开为 

主，瘦果主要在夏秋季采到。适应于高湿度到一般 

空气湿度的环境里，可在海拔 700 m以上地区生长 

(可达到 1 300 m)；但主要分布于海滨、水边、石灰 

岩地 区；可在沼泽地、盐碱土、粘土、砂壤 、酸性土及 

壤土上生长。生性强健 ，耐旱又耐湿，在潮湿至干旱 

的地方及瘠薄的土壤 内都能正常生长 ，喜肥沃疏松 

排水良好 的壤 土，植株 有一定 的耐 盐碱 性 (Holm 

等 ，1979)。南美蟛蜞菊生长迅速，其种群主要以无 

性繁殖为主，依靠匍匐茎不断占领新的空间，节节生 

根并在节上产生新的植株而蔓延扩散，不断入侵新 

的领地。其无性繁殖能力极强，其茎段的可塑性很 

大，扦插 、压条及无 土栽培试验显示，只要一个带有 

节的茎段就有成功发展扩大种群潜力。 

1．2南美蟛蜞菊的生理 生化特性 

南美蟛蜞菊有较强的 CO 固定能力，其净光合 

速率峰值达 22．1 tzmol·m-。·s～，光饱和点为 1 531 

tzmol·m ·s～，光补偿点为 2O．0 tzmol·m ·s～， 

表现为喜阳植物的特性，且对弱光条件的适应力较 

强，有效光合辐射范 围广，光量子利用效率高，具有 

极强的忍耐强光及适应阴生环境的能力(吴彦琼，胡 

玉佳 ，2004)。一直以生命力和入侵性强著称的薇甘 

菊，其新生组织生长快，单株植物在生长季几个月内 

就能扩展蔓延大片面积(Holm等，1977)。薇甘菊 

净光合速率峰值 为 21．56 t~mol·m ·s～，饱 和光 

强为 1 002 tzmol·m ·s。(温达志等 ，2000)。从光 

合生理因子角度上分析，南美蟛蜞菊具有与薇甘菊 

类似 的较强的 CO 固定能力和较宽的有效光合辐 

射范围，可见其潜在的入侵能力不容忽视。 

南美蟛蜞菊有较强的化感作用，抑制其他作物 

如花生、水稻、菜心 、大豆 、白菜等和农 田杂草异型莎 

草、雀稗草 、莲子草、狗牙根草等杂草的生长，其生长 

的群落中极少有其它杂草，往往趋向于纯种群，表现 

为很强的侵占性，对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有重要 

影响(骆世明等 ，1995；聂呈荣等，2002a，2002b；曾任 

森等，1994，1996；Hena riete，2001；Luciana，1998； 

Mohammad，2003)。骆世明等(1996)对其化学他感 

作用物质的初步分离鉴定表明主要作用物质为两个 

半倍萜内酯：Oxidoisoyri1obo1ide一6—0一isnbutyrate和 

Trilobolide一6—0一isnbutyrate。 

对南美蟛蜞菊的遗传学，特别是分子进化方面 

的研究尚未见有报导 ，这有待许多对外来物种遗传 

变异或对生态入侵机理感兴趣的学者们去进一步探 

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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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美蟛蜞菊的利用途径和入侵原因 

2．1利用途径 

南美蟛蜞菊是 以利用为 目的开始引进的，在地 

被绿化应用上较为普遍。也用于裸地恢复、深加工 

制药，制饲料等；或分析提取其成分进行人工合成， 

为生物防治控制所用，目前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 

较多研究利用 。 

2．1．1园林绿化 据南美蟛蜞菊的匍匐茎能在节上 

生出新的植株，迅速繁殖，能够很好地覆盖地表的特 

性，且长年大量开花且生长稳定从而非常漂亮引人 ， 

适当修剪保持其低矮度和整形 ，常常被作为地被绿 

化之用，也适于花坛或者吊盆栽培作为悬垂绿化利 

用(王志奇等 ，2003；薛联贤 ，1999)。 

2．1．2改造与恢复退化生态 系统 实验证明利用南 

美蟛蜞菊在陡壁、河滩，弃耕地、矿山、垃圾场等进行 

植被恢复是成功的。南美蟛蜞菊枝叶密集重叠，能 

防止雨滴直接溅击、阻挡阳光直接照射土壤 ，从而使 

植被下的土壤水分变幅也减小 ，能缓解 因土壤膨胀 

收缩频繁所导致的土块剥落和土壤泻溜，群落的匍 

匐茎密集，根系及许多不定根深扎，构成一张固结土 

壤的网络 ，水土保持 的 生态效 益显 著 (张 淑光等 ， 

1999)。南美蟛蜞菊对城市垃圾渗滤液有一定的耐 

性，对渗滤液污染的土壤有较好的净化修复能力，可 

作为垃圾填埋场植 被重建材料 (姜必亮等 ，2001；林 

学瑞等，2002)。 

2．1．3湿地重建及污水治理 采用种植植物除吸附 

染水体中的重金属以重建湿地的研究己取得很大进 

展，资料显示，用元素示踪法对南美蟛蜞菊等植物对 

有害元素的吸附积累进行测定，南美蟛蜞菊对有害 

金属元素的吸附积累作用较强，尤其是其幼茎中能 

积累很高浓度的 Cd和 Ni，是较好的污水处理 、湿地 

恢复优选植物(Q Jan，1999)。 

2．1．4药用开发 外来植物的药用研究一直是个热 

门课题，南美蟛蜞菊的全株含有较高成分的挥发油， 

其叶子中的蟛蜞菊油主要成分为 a—Pinene、p—Pinene 

(Craveiro，1993)；蟛蜞菊具有清热解毒 ，化痰止 咳， 

散瘀止痛的功能，民间常用 于治疗 白喉，咽喉肿痛 ， 

肺结核咳嗽、咯血，百 日咳、跌打扭伤、痔疮等，其水 

提物腹腔注射对小 鼠艾氏腹水癌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 

(江苏新医学院，1977)。研究报导采用蟛蜞菊含片 

治疗急性咽喉炎疗效满意(陈可等．2003)。对南美 

蟛蜞菊化学成分尚少研究，从同属植物金盏蟛蜞菊 

(Wedelia calendulacea)叶子中曾分得蟛蜞菊内酯 

(Wedeolactone，C16H10O7)，属于 3、4呋喃骈香豆 

精衍生物，并含有异黄酮类化合物(全 国中草药汇编 

组 ，1975)。 

2．1．5用于生物防治 植物 自身抗性是生物防治中 

一 个古老又新兴的技术，以生物学为基础抑制病虫害 

的研究逐渐被重视和利用。蟛蜞菊属中的很多植物 

中含有倍半帖内酯和聚乙炔化合物对昆虫有驱避、拒 

食 、抗生等作用，这对于生物防治有重要意义，将是今 

后研究开发重点(陈泽坦等，2003；冼继东 等，2003a； 

冼继东等，2003b；赵辉等，2002；庞雄飞等 ，2000)。 

2．1．6开发利用叶蛋 白 利用新鲜植物茎叶提取叶 

蛋 白，作为蛋 白来源补充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蛋白， 

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开发利用叶蛋白是解决食 

品饲料中蛋 白质紧缺的一条有效途径(程道梅， 

2000；李宁红等 ，1990；Ashok等，1985)。研究表 明 

其叶中蛋白质含量高达 8．42％(干物质含量)，是制 

备叶蛋 白的良好原料(邱贺嫒 ，2004)。 

2．2引起南美蟛蜞菊的潜在入侵的根源 

许多国家由早期把南美蟛蜞菊作为地被绿化引 

进开始，我国引进后很快逃逸为野生。南美蟛蜞菊 

生命力旺盛，只要有 一段茎干就 足以长成另一株 。 

其匍匐茎的节间可向下生出不定根，向上生出直立 

茎 ，强大的营养繁殖能力使之能不断地延伸其种群； 

另外，因其具有强烈的化学他感作用，排斥异种，能 

在一定区域形成单纯的单一种群，是一种有害的潜 

在入侵种。 

3 南美蟛蜞菊对生态安全的潜在危害 

外来人侵种的生态代价是造成本地物种多样性 

不可弥补的消失以及物种的灭绝，其经济代价是农 

林牧渔业产 量与质 量的惨重损失与高额的防治 费 

用。在利用南美蟛蜞菊的同时，必须面对、思考下面 

的现实问题 。 

3．1南美蟛蜞菊的 自然发展趋势破坏生态系统的生 

物多样性 

自然界 的规律是每种生物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 

个成员，在其原产地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处于食物链 

的相应位置，相互制约，生态系统保持着相对的稳 

定。外来种入侵后，就会干扰那里原有的生态平稳， 

影响着本土植物的生长，影响本地植物群落功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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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尤其是对一些珍稀濒危物种的生存构成威胁。 

除森林的盲 目砍伐 、城市扩张的影响外，外来物种入 

侵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美 蟛 蜞 菊 定 居 后 入 侵 许 多 的 群 落 类 型 

(Edward，1999)，使本土植物生境发生变化或丧失，严 

重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在许多地方 ，南美 

蟛蜞菊危害农林业和果 园，对公 园的观赏性也有一 

定的影响。它与微甘菊、五爪金龙 、飞机草和豚草、 

大米草等，己引起一些环境问题 ，成为广东地区最具 

危害性的杂草，列为重点防除对象(曾宪锋 ，2003)。 

3．2对社会经济的潜在危害 

外来种侵入新区之后 ，占据适宜的生态位 ，往往 

发展成当地的优势种，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对人类 

社会经济的直接损 害。一旦入侵成功 ，要彻底根 除 

是极其困难的，薇甘菊、紫茎泽兰、飞机草、豚草及其 

它外来人侵种的盲 目扩展，导致对农林业生产的破 

坏并引发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 ，以及控制其危害、扩 

散蔓延的防治代价巨大。据《中国人 口 ·资源与环 

境》中保守估计，全国外来物种造成的农林业经济损 

失平均每年达 574亿元(2002)。 

目前，南美蟛蜞菊有害经济影响还不十分明显 ， 

但是植物本身的特性对其入侵、生存和扩展极为重 

要，适应性强和耐性强的物种具有较大的入侵潜力 

(彭少麟等 ，1999)。入侵潜 力是外来物种的特征之 
一

，指物种所具有的内在的入侵能力，受干扰程度以 

及物种抗干扰 能力 的影响 (Lonsdale，1999)。有的 

外来种在不利于生存的条件下可维持自身的存活， 

一 旦生长条件适宜将从少量迅速扩增，伺机爆发 

(Williamson，1996)。外来种的繁殖和传播特性是 

影响其在异地扩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成功的入侵者 

常表现出很强的营养繁殖能力，能快速产生大量后 

代。外来种侵入新环境后与本地种竞争资源得以生 

存，竞争力强的外来种可以有效利用资源甚至排斥 

和驱逐本地种 (Vitousek，1987)。南美蟛蜞菊较强 

的无性繁殖能力与生性强健的抗干扰能力正好与这 

些潜在入侵特性吻合，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建 

议在其损害尚未严重时关注这一问题并采取适 当的 

防范措施减少或避免这样的生物灾难。 

4 预防与控制策略 

4．1提高意识 ，加强管理 

据笔者观察，目前许多已造成南美蟛蜞菊入侵 

危害的地方(例如广州的白云山公园、雕塑公园等地 

及一些公路、铁路交通干线边沿)，都是开始时人工 

绿化为 目的而引种种植的，因种植后疏于管理，其定 

居后便迅速向周围的群落蔓延扩展，且又因具有强 

烈的化感作用而形成疯 狂入侵的局面。因此，对于 

外来植物的防治工作 ，必须做 到政府重视，加强领 

导 ；提高群众意识 ，积极参与 。建议对那些南美蟛蜞 

菊尚未蔓延的地区，要高度警惕该物种的侵入。 

4．2预先提防。空间设限 

南美蟛蜞菊以匍匐茎上长出的幼株进行营养繁 

殖为主，增殖迅速，经多方观察研究没发现其成功有 

性繁殖的实例。因此利用时要加强管理 ，预先防备。 

在园林绿化或用作 为陡壁 、弃耕地 、矿 山、垃圾场等 

植被恢复时，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不能在森林、果 

园、草地内部或其它非常逼近这类群落的地方随意 

利用南美蟛蜞菊。建议 种植在易 于控制边界生境 

内，让其只能生长于有限的空间范围 内而不至于盲 

目扩展 ，例如采用人工建筑固定的围墙 、人行道或其 

它景观隔开的方法可有效 防止南美蟛蜞菊泛滥扩 

展 。 

4．3人工清除 

在南美蟛蜞菊影响严 重的区域，宜采用人工或 

机械清除的办法。在每年植物生长旺季和雨季来临 

之前，利用人工或机械进行地毯式清除。人工拨掉 

或割断根茎，及时清除土壤中留下的茎段。在园林 

景观绿地、果园等处可结合日常管理进行清除；在自 

然山体、人工林、风景区等受保护 自然景观，集中时 

间和人力清除。清除后及时选择一些生长迅速，适 

应性强的经济作物或观赏植物种植 。 

4．4化学防除 

采用化学防除剂杀灭有害植物有一定效用，尤 

其是草本类的入侵植物，国内曾有成功采用低毒高 

效的除草剂有兰达(Rouneup)、草坝王(Bentazon)、 

毒莠 定(Tordon)、恶草灵 (Ronstar)等防除微苷菊 

的报道(胡玉佳等 ，1994)。虽然化学防治不能彻底 

根除有害植物，但对危害严重、面积大的地区，采用 

化学药剂结合人工清除进行防治，既可以大面积清 

除，又可节省人力物力，在一定范围内是可行的。防 

除南美蟛蜞菊可借鉴这方面的经验，但在使用时，要 

特别注意环境和生物安全。 

4．5生物防除 

利用有害植物的天敌昆虫和病原微生物(真菌、 

细菌、病毒、线 虫等)进行控制 ，已取得了不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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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eto，l995；Cock，l982；Caunter，l996)。生物 

防治既能成功地控制杂草的危害、传播和蔓延 ，更重 

要的是不会对环境造成不 良的后 果。虽然研究 、找 

出各种植物的相应天敌及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不是 
一 件容易的事情 ，但它将是今后防治工作的重心。 

4．6加强研究 ，为外来入侵种管理提供依据 

历史经验证明，防治一个物种危害的前提是研 

究它，了解它。目前 ，有关外来入侵植物的知识还不 

足以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价 和制定有效的管理措施， 

有关南美蟛蜞菊生物学特性 、潜在入侵生态 学机制 

的研究基础方面都十分薄弱，因此 ，加强对南美蟛蜞 

菊生长繁衍规律的研究 ，摸清楚其生物生态 学特性 

可为研制防治方法 与技术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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