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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风景区外来杂草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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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野外调查和文献资料的整理分析 ，确定杭州西湖风景区有外来杂草 56种，隶属于 21科 44属。 

对西湖风景区外来杂草的种类组成、来源、分布特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种类较多的科是菊科、苋科、豆 

科 ；(2)原产地以来源于北美洲的最多；(3)容易入侵地表裸露较大的生境 ；(4)发生具有季节差异；(5)种类、分 

布上呈动态变化。并就外来杂草近二十至三十年的变化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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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I’act：According to the field inVestigati0n and literature analyzing，there are 56 alien weeds belonging to 44 gene— 

ra，21 fami】ies are identi矗ed and recorded in West—Lake scenic sp0t．The specjes composition，source，and the distri— 

bu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1)Compositae，Amaranthaceae，Legumino— 

sae are the three main families；(2)most of the alien weeds originated from North America；(3)unc0vered habitats 

such as waste1and trend to be invaded and settled m0re easily than others；(4)their occurrences have seasonal differ— 

ences；(5)species and distrIbuti0n have dynamic alteration．The changes of alien weeds in 2O一3O years were also dis— 

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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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地处东南沿海 的长江三角洲南翼 ，杭州 

湾西端 ，钱塘江下游，界于 儿8。2O ～l2O。37 E，29。 

1l ～3O。34 N之间，全市土地面积 l6 596 km ，市 

区 3 O68 km 。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四季分明，温 

暖湿润，年均气温 15．3～16．9℃，极端最高气温 

38．6～42．9℃，极端最低气温～7．6～一1．5℃，年平 

均相对湿度 76 ～82 ，无霜期 230～26O d(杭州 

市地方志编辑委员会，2O03)。其中西湖风景名胜区 

总面积为 59．O4 km。，共划分为环湖景区、北山景 

区、吴 山景 区、植物园景区、灵竺景区、凤凰山景区、 

钱江景区、五云景区、虎跑龙井景区九大景区。作为 

一 个闻名遐迩的旅游文化城市，杭州仅在 2OO2年接 

待境外旅游者就达 1O5万(杭州市统计局，2DO3)，贸 

易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为西湖风景区外来种的传播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本文对杭州市西湖风景区主要 

外来杂草的种类、分布和近二十至三十年来的变化 

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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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20O4年 9月～2OO6年 2月，对西湖风景区范围 

内的 9个 自然生态系统 区域和 1O个人工生态系统 

区域的外来杂草进行了调查(表 1)。种类调查采用 

路线调查法 ，采集腊叶标本 8O0多号 ，并作了分类鉴 

定。群落学调查采用样方法，共设置了 1O m×10 m 

的样方 111个。每个样方内采用相邻格子法设立 l 

mx1 m的小样方 16个。记录样地的生境特点 ，统 

计样方中所有植物的种类、株数和盖度。根据每种 

外来植物在样方中的出现次数(频度)、株数(密度) 

和盖度计算它们重要值，即：重要值一相对盖度十相 

对频度+相对密度 

2 结果分析 

2．1西湖风景区外来杂草的种类组成 

经野外调查和标本鉴定，在西湖风景区内发现 

归化或逸生的外来杂草 53种，加上文献记载和标本 

记录的3种，共 56种，隶属于21科 44属(浙江植物 

志编辑委员会，1993；李振宇等，2OO2；万方浩等， 

2O05)。其中含 5种或以上的科有菊科(Composi— 

tae)18种、苋科(Amaranthaceae)7种、豆科(Legu— 

minosae)6种，共 31种，约占外来种总数的55．4 。 

44个属中含3种或以上的属仅苋属(Am“，-伽￡̂“ )6 

种、婆婆纳属( r0” c )3种、白酒草属(CD，z ＆)3 

种，其它属均只有 1～2种，说明西湖风景区外来杂 

草属种组成较分散。统计九大景 区 19个景点 的外 

来杂草，1O个人工生态系统中以杭州植物园的外来 

杂草种类最多，共计 33种，其次为西湖西线，共计 25 

30种；9个自然生态系统中则以玉皇山的外来杂草 

种类最多，共计 31种，其次为南高峰，共计 24种。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 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外来杂 

草从种类上看，并不比人工生态系统少，但是大多分 

布在受人为影响较大的山脚下、道路两旁以及房屋 

住宅周围，而林下则很少(表 1)。 

对西湖风景区外来杂草的原产地分析表明，它 

们来源于除南极洲外的世界各大洲，但以来源于美 

洲的最多，共 39种，占景区外来杂草物种总数的 

69．6 ；其次为来源于欧洲、亚洲和欧亚共同起源的 

种类，共 14种，占25％；来源于非洲和大洋洲的杂 

草较少，分别为 2种和 1种(图 1)，占 3．6 和 

1．8 。景区内分布广 、发生量大的外来杂草很多来 

自北 美 ，如 一 年 蓬 (Er增Pr0n删 “s)、小 蓬 草 

(C0咒 以c 口 扎 )、钻形 紫菀 (As er s甜6z “ )、 

美洲商陆(P̂  ￡Dzcca nmer c“n口)、北美车前 (Pz鲫一 

￡＆gD rg ” )、加拿大一枝黄花 (S0z 口go c伽(￡一 

s s)等。这是因为我 国东部 与北美的东南部在 

地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关系，两地的现代植物区系 

中存在着众多的东亚一北美间断分布成分，故许多 

北美杂草传人我国华东地区后，极易繁殖蔓延(郭水 

良等，1995)。其次 ，这与杭州市独特的 自然环境和 

气候特点是分不开的，杭州市位于中低纬度地带，属 

亚热带季风性气候，与北美东南部在 自然环境和气 

候特点上有较多的相似性，因此，有利于来自于北美 

的外来植物的适应。 

表 1 西湖风景区各景点的外来杂草种数 

Table l The quantity of alien weeds 

in W est—Lake scenic spot 

人工生态 外来杂 自然生态 外来杂 

。 毒黧 
system weeds system weeds 

1 植物园 33 1 宝石山 18 

2 孤山公园 19 2 飞来峰 12 

3 曲院风荷 13 3 北高峰 22 

4 花港观鱼 14 4 南高峰 24 

5 湖滨公园 11 5 玉皇山 31 

6 西湖南线 2O 6 虎跑山 2O 

7 太子湾 17 7 九溪 2O 

8 三潭 印月 n 8 五 云山 22 

9 西湖西线 30 9 天竺山 2O 

10 梅家坞 17 

4％ 2％ 

图 1 西湖风景区外来植物的原产地组成 

Fig．1 The。r nal areas of a1ien weeds 

in W est_Lake scenic spot 

2．2西湖风景区外来杂草的分布特点 

2．2．1外来杂草的生境分布 本次调查共做 l0 m 

×1O m的样方 l11个。调查表明，西湖风景区的各 

类生境几乎都可以被外来杂草人侵。陆生生境中的 

广布种有喜早莲子草、小蓬草、野塘蒿 (CD72 z口 

60 Ⅱr )、婆婆纳( r0 c“ 0胁n)等，在各种荒 



1期 梅笑漫等：杭州西湖风景区外来杂草的调查研究 127 

地、房前屋后、农田、草坪、路边旷地等不同生境都可 

见 ，发生频度分别为 0．467、O．262、0．252、O．224。 

常见种有北美车前、大狼把草(Bi P 厂rD 0sn)、 

阿拉伯婆婆纳( r0 c口pPrs c口)、一年蓬、钻形紫 

菀、霍香蓟(AgPrn f072 z0 es)、野老鹳草(GP— 

rn “ c口r0f n 72 m)、美洲商陆等；稀见种如白车 

轴草(丁r 厂0z m rP s)、凤眼莲、裸柱菊(S0z P 

口 P 
． z 口)等，只见于个别生境。 

人类及其经济和非经济活动是外来种入侵的主 

要动因(Mack& Lonsdale，2OO1)，裸地是外来杂草 

定居的主要生境，很多外来杂草，如豚草、一年蓬和 

小蓬草，均沿交通沿线发生分布(Au1d& Martin， 

1975)。调查研究表明，西湖风景区的各类生境几乎 

都可以被外来杂草入侵，在调查的 111个样地中，外 

来杂草出现的频率为 87 。但是比较而言，西湖风 

景区里一些人为干扰明显且地表裸露较大的道路 

旁、弃荒地、闲置地和暂时性裸地受外来杂草影响最 

大。如九溪路边荒地外来杂草丰富度达 12，盖度为 

O．738，重要值之和为 3．231，主要的种类为喜旱莲 

子草、一年蓬、小蓬草、野塘蒿。其次是长桥海军疗 

养院附近的弃荒地，外来杂草的丰富度为 1O，盖度 

为O．93，重要值为 2．75。大狼把草、野塘蒿、斑地锦 

(E“ 0r6 a m口c 搬)、为该生境的优势外来种 ，还 

出现了少数加拿大一枝黄花(表 2)。 

而西湖风景区以人工草坪及人工疏林下草地为 

主的人工生态系统中，由于有专门、规范的人工管 

理，定期去除杂草，不利于杂草的自然生长，因此外 

来杂草的盖度、重要值等参数都较低。如长桥公园 

人工草坪、人工疏林外来种的丰富度为 6，重要值分 

别为 O．97和 O．5O6。九溪公园人工草坪、人工疏林 

外来种的丰富度分别为 6和 7，重要值分别为O．546 

和O．438(表 2)。可见，相对于长桥弃荒地和九溪路 

边荒地，人工生态系统中外来种的丰富度和重要值 

均小得多。 

表 2 西湖风景区部分外来杂草的生境分布 

Tab1e 2 The habitat。f some alien weeds in W est—Lake scenic pl0ts 

2．2．2外来杂草发生的季节差异 2。O5年 4～5月、 

7～8月、lO～l1月、2OO6年 1～2月 ，对柳浪 闻莺、 

杭州植物园、孤山公园 3个人工生态 系统进行 四次 

群落学调查，并对影响较大的一些外来杂草(发生频 

度和重要值大于 O．OO1)进行统计。调查表明，外来 

杂草发生的种类和数量随季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冬春季外来杂草的发生较多，夏秋季则较少，温度和 

湿度是影响外来杂草发生和分布的重要因素。2OO6 

年 l～2月外来杂草的发生频度为 O．7l，重要值为 

O．854，主要种类有北美车前、婆婆纳、小蓬草、野老 

鹳草等 9种；2O05年 4～5月外来杂草的发生频度 

为 O．55，重要值为 0．713，主要种类有婆婆纳、喜早 

莲子草 、阿拉伯婆婆纳、野塘蒿等 8种 ；2OO5年 1O～ 

11月外来杂草的频度为 O．438，重要值为 O．5O8，主 

要种类有喜旱莲子草、美洲商陆、一年蓬等 6种； 

2OO5年7～8月外来杂草的发生频度仅为 0．39，重 

要值为 O．429，主要种类只有喜旱莲子草、小蓬草、 

野塘蒿等 5种(见表 3)。 

其中，喜旱莲子草不仅可以在各种生境中正常 

生长，而且受季节的影响较小，一年四季中的发生量 

都较大。特别是夏秋季节，杭州温度高，而雨水少、 

湿度低，不少外来杂草的发生量都有所减少，如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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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小蓬草、野瑭蒿等，但是喜早莲子草的发生频度 

和重要值却达到了最大，与此同时，各样地中外来杂 

草的丰富度则最小。有研究表明，在土壤水分含量 

低的地方外来杂草主要为喜旱莲子草，且喜旱莲子 

草猖獗的地方物种丰富度很低，其匍匐茎对其它植 

物定居生长非常不利，因而对物种多样性影响的程 

度显著大于直立茎的野塘蒿、一年蓬等(金银根等， 

2O02)。这与我们的调查是一致的。此外，北美车前 

的分布也表现出明显 的季节特性，除了冬春季在九 

溪的路边荒地和长桥附近的弃荒地等几个样地发生 

量较大外，景区其余 8个调查景点内，夏秋季的发生 

量均较小 。 

表 3 西湖风景区人工生态系统 中主要的 l4种外来杂草 

Table 3 The 14 major alien weeds of artificial ecosystems in W est—lake scenic spot 

2OO5年 4～5月 2。O5年 7～8月 2O05年 1O～u 月 2OO6年 1～2月 

种名 spec s 频度 
I 频度 1 烹 频度 I 频度 I 

equen。y a1ue eq ency alue 。q“ ncy alue eq“en。y alue 

西湖风景区外来杂草的发生具有季节差异可能 

与生态位有关。有观点认为，物种丰富的群落比较 

稳定且空生态位较少，不易被外来种入侵(李博等， 

2O01)。可能由于杭州冬季温度低，景区内大部分的 

一 年生植物都枯黄死亡，群落的物种丰富度降低，这 

时留出的大量生态位就被外来杂草占据了。外来杂 

草的季节特征可能还与它们的生态学特性有关。要 

在高强度频度干扰的生境中存活，并实现种群的增 

长、扩散，短命植物具有明显的优越性(郭水良等， 

1995)。调查表明，西湖风景区 56种外来杂草中一 

年生植物 26种 ，二年生植物 14种，共 占 71．4 ；多 

年生植物 16种，仅占29．6 。许多一、二年生外来 

杂草冬季长苗，春季开花后枯死，如北美车前、阿拉 

伯婆婆纳、婆婆纳等。 

3 西湖风景区外来杂草的变化 

西湖风景区外来杂草名录见表 4。 

3．1外来杂草种类的变化 

在西湖风景区 56种外来杂草中属近年新增加 

的有 5种，分别是草胡椒(Pepgrom “p zz“c Ⅱ)、 

野茼蒿 (Cr口s Dc p̂ 口Z“ cr p D es)、睫毛牛膝 

菊(G“z ，z 0皇’n c n￡＆)、裸柱菊、续断菊(S sⅡs一 

声 r)等，占总数的 8．9 。 

3．2外来杂草分布点的变化 

西湖风景区外来杂草种类的分布呈现总体不断 

增长的趋势，除新增种外 ，小叶冷水花(P Z n m瑟ro— 

zz )、土荆芥(ĉ 0 0 n7 6rDs 0 s)、刺 

苋(Am“r“n 矗“s 声 720 “ )、皱果苋(A．u r )、凹 

头苋(A．z “s)、美洲商陆、土人参(T“z " p 一 

c“z“f“m)、臭荠 (C0r0舢 M “ )、野老鹳草、 

斑地锦、喜旱莲子草、北美车前、直立婆婆纳、阿拉伯 

婆婆纳、婆婆纳、霍香蓟、钻形紫菀、一年蓬、小蓬草、 

野塘蒿、大狼把草、加拿大一枝黄花、苦苣菜(So — 

f̂“ 0z r以c “ )、稗(Ec 0ĉ￡o“cr sg zz )、多花黑 

麦草(Loz “m “ 厂zDr“ )、凤尾兰( ccn gz0 (J— 

sn)、大漂(P “s r“￡ (J Ps)、凤眼莲等 28种外来杂 

草的分布点有明显增加，占总数的 5O 。尾穗苋 

(A 以r“7z ̂ c“ “ )、绿穗苋(A． 6，． s)、紫 

茉莉 (M r“6 5 口zn户n)、北美独行菜 (LP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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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草胡椒 PP Pr0m 户 “f 如 胡椒科 热带美洲 

2 小叶冷水花 z∞m ㈣  荨麻科 南美热带 

3 土荆芥 藜科 中南美洲 
( 0户0d “ t口m6rD“0 dP5 

4 刺苋 Am口r口n如“s p s“s 苋科 热带美洲 

5 尾穗苋 A．c口“ 口￡“s 

6 皱果苋 A． r 如 

7 绿穗苋 A．̂ d 

8 凹头苋 A_z “s 

苋科 美洲 

苋科 热带美洲 

苋科 热带美洲 

苋科 热带美洲 

9 喜旱莲子草 Az rn口 班Pr口 苋科 巴西 
户 ZD Pr0 Ps 

1O 紫茉莉 M m6 4 

l1 美洲商陆 
P，l ￡DZcf口口mPr f盘押口 

12 土人参 
丁 锄“m 口 f“ f“m 

13 臭荠 C0r0n0户“s m“j 

紫茉莉科美洲热带 

商陆科 北美洲 

马齿苋科美洲热带 

十字花科 南美洲 

14 北美独行菜 十字花科 美洲 
LP “仇 rg n fMm 

15 白车轴草 Tr -，'0z “m rP ns 豆科 欧洲 

16 南苜蓿 m 0zy or n 豆科 印度 

17 草木樨  ̂ zo缸s o，J c m￡ 豆科 欧洲 

18 望江南 C口s occi出 衄 豆科 美洲 

19 紫穗槐 AmDr n “f ∞sⅡ 豆科 北美 

2O 长柔毛野豌豆 Ⅵf缸 f20m 豆科 欧洲 

21 红花酢浆草 酢浆草科 南美 
O nZ s f0rv7 6Ds口 

23 斑地锦 E“ or6 m口f“ 大戟科 北美 

24 细叶旱芹 
A “m P声￡0p f2“m 

25 野胡萝 D口“f“s cnr0￡n 

26 牵牛 ， 0m0Pa n 

27 直立 婆 婆 纳 V r0 c口口r一 
P s s 

伞形科 热带美洲 

伞形科 欧洲 

旋花科 热带美洲 

玄参科 欧洲 

28 阿拉伯婆婆纳 ． er m 玄参科 欧洲及亚 
洲西部 

29 婆婆纳 V． 0z 缸 

玉皇山、杭州植物园 花圃、苗圃 

北高峰、玉皇山、虎跑山、五云山 花圃、苗圃 

宝石山、北高峰、南高峰、玉 皇山、虎跑山、九 旷野、河岸 、路边 

溪、五云山、天竺山 

宝石山、北高峰、南高峰、玉 皇山、虎跑 山、天 田野、荒地 、屋边 

竺山、西湖西线 

杭州植物园 

南高峰、玉皇山 

西湖西线 

宝石山、北高峰、南高峰、玉皇山、天竺山、西湖 
西线 

宝石山、灵隐、北高峰、南高峰、玉皇 山、天竺 

山、1O个人工生态系统 

宝石山、灵隐、北高峰、玉皇山、九溪 

宝石山、灵隐、北高峰、南高峰、玉皇山、虎跑 

山、九溪、五云山、天竺山、1O个人工生态系统 

灵隐、北高峰、玉皇山、五云山 

南高峰、玉皇 山、虎跑 山、五云山、天竺山、九 

溪、孤山、太子湾 

宝石山、灵隐、北高峰、南高峰、玉皇山、虎跑 
山、九溪、五云山、天竺山、1O个人工生态系统 

西湖西线 

有记载，没采集到 

杭州植物园 

杭州植物园 

杭州植物园 

有记载 ，没采集到 

北高峰、南高峰、玉皇山、虎跑 山、杭州植 物 
园、西湖西线 

北高峰、南高峰、玉皇 山、虎跑 山、九溪、五云 
山、天竺山、杭州植物 园、孤 山、西湖西线、西 

湖南线、太子湾、梅家坞 

北高峰、南高峰、玉皇 山、虎跑 山、五云山、天 

竺山、西湖西线、梅家坞、西湖南线、孤山 

杭州植物园、西湖西线 

南高峰、九溪、天竺山、杭州植物园 

景区常见栽培种 

宝石山、灵隐、北高峰、南高峰、玉皇山、虎跑 
山、九溪 、五云山、天竺山、1O个人工生态系统 

宝石山、灵隐、北高峰、南高峰、玉皇山、虎跑 

山、九溪、五云山、天竺山、1O个人工生态系统 

玄参科 西亚 宝石山、北高峰、南高峰、虎跑 山、五云山、天 

竺山、10个人工生态系统 

3O 北美车前 Pkn缸g0 rg n 一车前科 北美洲 九溪、杭州植物园、西湖南线、孤山 
Cn 

31 熊耳 草 A rⅡ￡“m 0“s￡o一 菊科 美洲 西湖西线 
n 口n 7 

32 藿香蓟 Ag m￡“m c0 zD dPs 菊科 墨西哥 

33 钻形紫菀 As￡Pr s“6 f“s 菊科 北美 

九溪、五云山、西湖西线、西湖南线、梅家坞、太 

子湾 

宝石山、灵隐、北高峰 、南高峰 、玉皇山、虎跑 

山、九溪、五云山、天竺山、1O个人工生态系统 

荒地 

田野、村边、草丛 

路边 、草从 

路边 、草从 

各种生境 

庭院、宅旁 

林缘、村 边、路 边、草 
地 

墙角、路边 

果 园、荒地、草地 

农 田、草地 

湿地、路边、草地 

草地、旷野 

湿地、旷野 

花园、苗圃 

花园、苗圃 

路边、田间 

庭院、路边 、旷野 

少见 

少见 

常见 

较常见 

少见 

少见 

少见 

较常见 

常见 

较常见 

常见 

少见 

较常见 

常见 

较常见 

罕见 

少见 

少见 

少见 

罕见 

较常见 

草地、荒地、路边 常见 

路边、田埂、荒地、草 较常见 

地 

田野、草坪、荒地 少见 

山坡路边、旷野、田间 少见 

路边、墙脚、田边、灌丛 常见 

农 田、路边荒地、草地 常见 

农 田、路 边 荒 地、菜 常见 

园、草地 

林缘 、荒 地、路边 、草 

地 

荒地、宅旁、疏林 、草 
地 

花园、苗圃 

农田、山坡、草丛 

湿地、草地 、旷野 

常见 

常见 

少见 

较常见 

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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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 n f“ )、草木樨 (M o M (J c 72“z s)、望江 

南(CⅡs in 0cc e扎 n z s)、茑 和 槐(A7 0r “_厂r“f co— 

sⅡ)、红花酢浆草(0z“挑 c0r ，，f60 Ⅱ)、白车轴草、牵 

牛(Jp07n0g“n z)、细 叶旱芹 (A户 甜 zgp￡0p̂ z— 

z m)、野胡萝 卜(Dn“c“ c“r0m)、熊耳草(Ag rd一 

￡“77z 0 0 口 772)、豚草 (A7 6r0 n“r 厂0一 

z 口)、苏门白酒草(J () o “n z)、剑叶金鸡菊(Cor — 

D s za c oz口￡Ⅱ)、菊芋(H 以 矗“ 6 ，．u “ )、野 

燕麦(A P 口 ￡““)、棕叶狗尾草(S ￡“ n户＆z 厂0一 

Z “)、葱莲( 乡̂ r伽 s c“n “)等 2O种外来杂 

草的分布点保持基本不变，占总数的 35．7 。只有 

南苜 蓿 (M c“go fJz Drp Ⅱ)、长柔 毛 野豌 豆 

( c “ o n)、三裂叶豚草(Am6ros “￡r d口)等 

3种外来杂草的分布点有所减少，占总数的 5．4 。 

3．3外来杂草数量的变化 

外来杂草中有些种类入侵时间较长，数量大分 

布广，在风景区内随处可见，已造成严重危害，如喜 

旱莲子草、一年蓬、小蓬草、野塘蒿、婆婆纳、阿拉伯 

婆婆纳、直立婆婆纳( r。n “r e，z )等；有些种 

类入侵时间较短，呈现出正在爆发的趋势，其发生的 

数量和分布点较 2O～3O年前相比较，均有明显的增 

加，如加拿大一枝黄花、北美车前、藿香蓟、大狼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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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还有些是近几年新人侵的种类，在周边城市它们 

有的已成为恶性杂草，有的开始大面积扩散，但在西 

湖风景区内它们只是零星出现在一些景点，尚未大 

面积发现，应 引起警惕 的外来 杂草，如 睫毛牛膝菊 

(G以z 以 0g以c z n n)、裸 柱 菊 (SDz P口 ￡̂P77z 一 

z 日)、豚草(A 6r0s Ⅱ口r z n)、水盾 草(C口一 

6D c口r0z 口)等。此外，还应该引起注意的是 

黄秋英(C0 0s “z )、秋英(C0 D 6 一 

“ n)、万寿菊( gP s r c )等在杭州市多有栽 

培，而这些植物在我国西南地区已大面积归化(郭水 

良等，1995；强胜等，2。01)；毒莴苣、裂叶月见草等虽 

未入侵杭州，但在邻近地区已发现。有关部门要严 

格采取生态安全保护措施，并跟踪监测，防止它们在 

本地区扩散、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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