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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长春地区入侵植物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子，对长春地区入侵植物种类组成
和植物区系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长春地区共有外来入侵植物 ８５ 种，隶属于 ２６ 科 ６４
属，其中 ４ 种为有害检疫杂草；菊科、苋科、禾本科、豆科和茄科构成了长春市入侵植物的主
体，其中以菊科（１８ 种）为最多，占总种数的 ２１．１８％；草本植物共 ８１ 种，占 ９５．２９％，说明草
本植物比木本植物对长春地区更具有入侵性；长春地区入侵植物区系成分复杂，入侵植物
科的区系类型主要为世界分布；入侵属的分布区系类型是世界分布占优势，其次为北温带
和泛热带分布。 根据入侵现状，本文对长春地区防范外来植物入侵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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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之间相互制约，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

稳定的生态平衡系统。 当一种外来植物在种群建立

的生长与繁衍过程中对原生境植物产生影响，改变

或威胁该地域的生物多样性，形成入侵生物（张国

良等，２００８；何家庆，２０１２）。 入侵植物占据了土著种

原有生态位而形成优势种群，危及本地种群的生物

多样性，其与乡土种的杂交往往导致原有植物种群

的遗传侵蚀，还可使入侵种具有乡土植物的基因，加
强了入侵种在新的环境中的适应性，使生物区在基

因种类组成和功能上丧失其独特性，引发生物同质

化（李冰等，２００９；王光美等，２００９）。 现在植物可以

轻轻松松地跨越整个地球，迁移到新的地方去居住，
大量绿化观赏植物和经济植物的无序引入无疑也增

加了外来植物入侵的风险（郑宝江等，２０１２）。
外来生物入侵的研究工作也已成为当前全球关

注的热点（高扬等，２０１３），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外

来种的入侵潜力与入侵性、生境或生态系统的可入

侵性和生物入侵的危害与管理三个方面（Ｐｉｍｅｎｔｅ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徐汝梅等，２００３）。 中国 ３４ 个省市自治

区均发现外来入侵植物（冯建孟等，２０１０），李振宇

等（２００２）统计中国外来入侵植物有 ９０ 种；徐海根

生态学杂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３４（４）：９０７－９１１
　 　 　 　 　 　 　 　 　 　 　 　 　



（２００４）报告 ２８３ 种；何家庆（２０１２）列出了 ８２７ 种。
很多学者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外来入侵植物开展了调

查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李斌等，２００７；孙仓

等，２００７；苏丽涛等，２００９；高燕等，２０１０；吴晓姝等，
２０１０；鲁萍等，２０１２）。 在外来植物入侵导致生物多

样性严重受损的情况下，植物区系的研究越来越显

得重要，自从吴征镒（１９７９）较系统地提出中国植物

区系的分区理论后，在中国很多地区都开展了植物

区系研究（徐文铎等，２００３；何兵等，２０１１；张辛阳等，
２０１３），对阐明各地区植物区系的性质和特征有着

重要的意义，但尚未见到有关长春市入侵植物编目

及其区系成分研究的报道。 对长春市入侵植物进行

调查和区系分析，能够了解这些入侵植物的生境和

生态特征，预测植物的入侵性，为长春地区入侵植物

的控制与利用提供理论依据，促进长春地区生态和

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 １　 自然概况

长春位于 ４３° ０５′ Ｎ—４５° １５′ Ｎ， １２４° １８′ Ｅ—
１２７°０２′Ｅ，处于欧亚大陆东岸的中国东北松辽平原

腹地，市区海拔在 ２５０ ～ ３５０ ｍ，地势平坦开阔，地面

坡度 ４° ～ ５°，幅员 ２０６０４ ｋｍ２，地貌由山地 （约占

９％）、台地（约占 ４１％）和平原（约占 ５０％）组成。 长

春地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地处湿润区向亚干旱

区的过渡地带，气温自东向西递增，降水自东向西递

减，具有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干湿适中的气候特征。
植被分为森林、灌丛、草原、草甸、沼泽、水生、沙生和

栽培等 ８ 种类型。 长春地区交通十分发达，为外来

植物的入侵和蔓延提供了便利条件。
１ ２　 研究方法

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２０１３ 年 ９ 月，采用路线调查与

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吉林省长春地区的外来入

侵植物进行标本采集和鉴定。 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

名录等资料为数据来源，结合野外调查确定长春市

入侵植物的种类组成，以吴征镒等（２００３）划分的世

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系统进行科的区系统

计；以吴征镒等（１９９１）划分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

布区类型进行属的区系统计。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长春地区入侵植物种类组成

采集了植物标本 １４５０ 份，确定外来入侵植物有

８５ 种，分属于 ２６ 科 ６４ 属（表 １），其中双子叶植物有

２３ 科 ５３ 属 ７４ 种，单子叶植物仅有 ２ 科 １０ 属 １０ 种，
蕨类植物 １ 科 １ 属 １ 种。 从各科所含入侵植物种类

的数量看，包含 １０ 种以上的科只有菊科 １８ 种，占入

侵植物总种数的 ２１．１８％；包含 ７ 种以上的科有苋科

和禾本科各 ９ 种， 各占 １０． ５９％， 豆科 ８ 种， 占

９ ４１％，茄科 ７ 种，占 ８．２４％；旋花科 ５ 种，占 ５．８８％；
石竹科 ４ 种，占 ４．７１％；３ 种的科有十字花科和车前

科，各占 ３．５３％；２ 种的科有紫草科、藜科和锦葵科，
各占 ２．３５％；１ 种的科有木贼科、漆树科、凤仙花科、白
花菜科、莎草科、亚麻科、桑科、柳叶菜科、罂粟科、蓼
科、伞形科、葡萄科和堇菜科 １３ 个科，各占 １．１８％。
　 　 其中被列入中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的有 ４ 种，分别是豚草、三裂叶豚草、毒麦和野燕麦。
豚草、三裂叶豚草和毒麦，分别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入

侵物种名单 （２００３） 和中国第二批入侵物种名单

（２０１０），是中国最具威胁的入侵植物。
从生活型上看，草本植物有 ８１ 种，占总数的

９５ ２９％，是外来入侵植物的主体。 １ 年生草本植物

５９ 种，占总种数的 ６９．４１％，多年生草本植物 １９ 种，
占 ２２．３５％；缠绕草本 ３ 种，占 ３．５３％，入侵木本植物

仅有 ４ 种，占 ４．７１％，其中木质藤本 １ 种，占 １．１８％。
２ ２　 长春地区入侵植物的区系

２ ２ １　 长春地区入侵植物科的区系特征　 从科的

分布区类型来看，长春地区入侵的植物有 ２６ 科，隶
属于世界分布、热带广布和北温带 ３ 个分布区类型

和变型 （表 ２），其中世界分布构成了入侵种的主

体，有 １９ 科，占 ７３．０８％；其次为热带分布，有 ５ 科，
占 １９．２３％；北温带分布较少，只有 ２ 科，占 ７．６９％。
从长春地区植物区系科的分布类型来看，世界分布

科入侵非常普遍，而热带分布科和北温带和南温带

间断分布“全温带”所占比例较少。
２ ２ ２　 长春地区入侵植物属的区系特征　 从属的

分布区类型来看，长春地区入侵植物有 ６４ 属，隶属

于分布区系的 ９ 个类型及 ３ 个变型 （表 ３），总体来

看，世界分布有 １８ 属 ３３ 种， 占入侵植物属的

２８ １３％，其次为北温带分布，有 １６ 属 １８ 种，占

２５％，泛热带分布占 ２０．３１％，旧世界温带分布的占

１０．９４％，温带亚洲、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和中亚分

布均只有 １ 属 １ 种，均只占 １．５６％。 总体看来，入侵

种的世界分布成分最多，其次是北温带和泛热带分

布，三者共占 ７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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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长春市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科 　 　 种

木贼科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 节节草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ｕｍ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白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ａｌｂｕｓ， 北美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ｂｌｉｔｏｉｄｅｓ， 刺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长芒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ａｌｍ⁃

ｅｒｉ， 尾穗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凹头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ｌｉｖｉｄｕｓ， 反枝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苋 Ａｍａｒａｎ⁃
ｔｈｕｓ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皱果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ｖｉｒｉｄｉｓ

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火炬树 Ｒｈｕｓ ｔｙｐｈｉｎａ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聚合草 Ｓｙｍｐｈｙｔｕｍ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附地菜 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ｒｉｓ
凤仙花科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ｃｅａｅ 凤仙花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
白花菜科 Ｃａｐｐａｒａｃｅａｅ 醉蝶花 Ｃｌｅｏｍｅ ｓｐｉｎｏｓａ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麦毒草 Ａｇｒｏｓｔｅｍｍａ ｇｉｔｈａｇｏ， 白花蝇子草 Ｓｉｌｅｎｅ ｐｒａｔｅｎｓｉｓ， 肥皂草 Ｓａｐｏｎａｒ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麦蓝菜 Ｖａｃｃａｒｉａ

ｓｅｇｅｔａｌｉｓ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大叶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ｈｙｂｒｉｄｕｍ， 灰绿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ｇｌａｕｃｕｍ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蓍 Ａｃｈｉｌｌｅａ ｍｉｌｌｅｆｏｌｉｕｍ，豚草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ｉｆｏｌｉａ，三裂叶豚草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ｔｒｉｆｉｄａ，大狼把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ｆｒｏｎｄｏ⁃

ｓａ，秋英 Ｃｏｓｍｏｓ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ｕｓ，一年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小飞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屋根草 Ｃｒｅｐｉｓ ｔｅｃｔｏｒｕｍ，
牛膝菊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菊芋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ｓ， 同花母菊 Ｍａｔｒｉｃａｒｉａ ｍａｔｒｉｃ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欧洲千里光
Ｓｅｎｅｃｉｏ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续断菊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ａｓｐｅｒ， 苦苣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刺苍耳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ｐｉｎｏｓｕｍ， 百日菊 Ｚｉｎｎｉａ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ａ， 狗舌草 Ｔｅｐｈｒｏｓｅｒｉｓ 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圆叶牵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牵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 ｎｉｌ， 田旋花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ｕｓ ａｒｖｅｎｓｉｓ， 南方菟丝子 Ｃｕｓｃｕｔａ ａｕｓｔｒａ⁃
ｌｉｓ， 欧洲菟丝子 Ｃｕｓｃｕｔａ ｅｕｒｏｐａｅａ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荠菜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北美独行菜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ｕｍ， 密花独行菜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ｄｅｎｓｉｆｌｏｒｕｍ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芒颖大麦草 Ｈｏｒｄｅｕｍ ｊｕｂａｔｕｍ， 毒麦 Ｌｏｌｉｕｍ ｔｅｍｕｌｅｎｔｕｍ， 少花蒺藜草 Ｃｅｎｃｈｒｕｓ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ｓ， 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梯牧草 Ｐｈｌｅｕｍ ｐｒａｔｅｎｓｅ， 稗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ｃｒｕｓｇａｌｌｉ， 白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野燕麦 Ａｖｅｎａ ｆａｔｕａ，
虎尾草 Ｃｈｌｏｒｉｓ ｖｉｒｇａｔａ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莎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ｏｔｕｎｄｕｓ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紫穗槐 Ａｍｏｒｐｈａ ｆ 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百脉根 Ｌｏｔｕ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紫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白花草木樨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ａｌ⁃

ｂｕｓ， 黄花草木犀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红车轴草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ｐｒａｔｅｎｓｅ， 白车轴草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亚麻科 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亚麻 Ｌｉｎｕｍ ｕｓｉｔ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野西瓜苗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ｔｒｉｏｎｕｍ， 苘麻 Ａｂｕｔｉｌｏｎ ｔｈｅｏｐｈｒａｓｔｉ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大麻 Ｃａｎｎａｂｉｓ ｓａｔｉｖａ
柳叶菜科 Ｏｎａｇｒａｃｅａｅ 月见草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ｂｉｅｎｎｉｓ
罂粟科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野罂粟 Ｐａｐａｖｅｒ ｎｕｄｉｃａｕｌｅ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披针叶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北美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ａ， 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萹蓄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ｅ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洋金花 Ｄａｔｕｒａ ｍｅｔｅｌ， 曼陀罗 Ｄａｔｕｒａ ｓｔｒａｍｏｎｉｕｍ， 刺萼龙葵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 天仙子 Ｈｙｏｓｃｙａｍｕｓ ｎｉ⁃

ｇｅｒ， 假酸浆 Ｎｉｃａｎｄｒａ ｐｈｙｓａｌｏｉｄｅｓ， 酸浆 Ｐｈｙｓａｌｉｓ ａｎｇｕｌａｔａ， 毛酸浆 Ｐｈｙｓａｌｉ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细叶芹 Ａｐｉｕｍ ｌｅｐ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五叶地锦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ｑｕｉｎｑｕｅｆｏｌｉａ
堇菜科 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 紫花地丁 Ｖｉｏｌａ ｙｅｄｏｅｎｓｉｓ

表 ２　 长春地区入侵的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
ｃｈｕｎ
分布区类型 科数 比例（％）

１． 世界分布 １９ ７３．０８
２． 热带广布 ５ １９．２３
８－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全温带” ２ ７．６９
合计 ２６ １００．００

　 　 长春地区入侵植物世界分布属有 １８ 个，全为草

本植物，其中问荆属、苋属、藜属、豚草属、飞蓬属、牛
膝菊属、旋花属、独行菜属、蓼属、酸浆属和堇菜属在

研究区极为常见，是低山丘陵草本群落的优势种；狼

把草属和莎草属在水边形成优势种；芹属、千里光

属、苍耳属、车前属和茄属在长春地区零星分布。
泛热带分布属有 １３ 个，全为草本植物，其中苘

麻属、牵牛属、狗尾草属、虎尾草属和木槿属在长春

地区较为常见，菟丝子属、白茅属、燕麦属、曼陀罗

属、假酸浆属、凤仙花属、白花菜属和蒺藜草属只是

零星分布。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属有 ３ 个，全为

草本植物，其中月见草属分布最为广泛，常在山坡草

地形成优势种，而秋英属和百日菊属只有少量分布。
北温带及变型分布属有 １６ 属，典型的北温带分

布有 １１ 个，其中木本类有 １ 个：盐肤木属，在丘陵山

９０９曲同宝等：长春地区入侵植物种类组成及区系分析



坡成为群落优势种。 草本植物中还阳参属、蒲公英

属、狗舌草属、荠属、稗属和车轴草属在山坡林下及

草地常形成优势种，而苦苣菜属、大麦属、罂粟属和

蓍属只在长春地区零星分布。 这一类型在长春地区

有 １ 个变型，是北温带南温带间断分布，包括 ５ 个

属，均为草本。 母菊属在山坡路边能形成优势种群，
蝇子草属、亚麻属在山坡草地少量分布，麦仙翁属和

梯牧草属只是零星分布。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属有 ４ 个，其中木本植

物有 ２ 个属，刺槐属为大乔木，常与其他阔叶树种混

生。 紫穗槐属为灌木，常在山坡形成优势种群。 草

本植物向日葵属在山坡林下常形成优势种群，地锦

属也较为常见，常用于园林绿化。
　 　 旧世界温带及变型分布属有 ７ 个，典型的旧世

界温带分布有 ４ 个，其中草木犀属最为常见，在山

坡、草地及路边形成优势种群，肥皂草属也较为常

见，麦蓝菜属和黑麦草属只有零星分布。 旧世界温

带类型 ３ 个间断分布的变型在长春地区有 ２ 个，其
中地中海区、西亚（或中亚）和东亚间断分布变型只

有天仙子属 １ 个，也只是在山坡草地偶有分布，欧亚

和南部非洲（有时也在大洋洲）间断分布变型包括 ２
个属，其中苜蓿属最为常见，百脉根属只有少量分

布，这两个属均可作为牧草。
温带亚洲分布属只有附地菜属 １ 个，广泛分布

于长春地区，并能在山坡、林下、路边及草地构成优

势种群。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属只有聚合草

属 １ 个，占全国世界分布所有属的 ０．６６％，只是在局

部地区能形成优势种群。中亚分布属只有大麻属

表 ３　 长春地区入侵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
ｃｈｕｎ
分布区类型 长春地区属数 比例（％）

１． 世界分布 １８ ２８．１３
２． 泛热带 １３ ２０．３１
３．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３ ４．６９
８． 北温带 １１ １７．１９
８－４．北温带南温带间断分布 ５ ７．８１
９．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 ４ ６．２５
１０． 旧世界温带
１０－１．地中海区、西亚（或中亚）和东亚

间断分布
１０－３．欧亚和南部非洲（有时也在大洋

洲）间断分布

４
１
２

６．２５
１．５６
３．１３

１１． 温带亚洲 １ １．５６
１２．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１ １．５６
１３． 中亚 １ １．５６
合计 ６４ １００．００

１ 个，占全国分布所有属的 １．４５％，常在林下、河边

及水沟边形成优势种群。
总体来看，世界分布构成了入侵种的主体，其次

是北温带分布，说明长春地区入侵植物的分布具有

广布性和地域性的特点。

３　 讨　 论

长春地区入侵植物以陆生草本的菊科、苋科、禾
本科和豆科为主，这与中国多数省区外来入侵植物

相似 （刘全儒等， ２００２；何兵等， ２０１１；郑宝江等，
２０１２）。 菊科因其具有超强的繁殖能力和适应性的

生物学特性，容易占领空地和排挤本地植物种类而

成入侵最多科，这与黑龙江省（郑宝江等，２０１２）外

来入侵植物情况一致。 １ 年生植物生活史较短，种
子量大且扩散繁殖快；２ 年生或多年生的植物有地

下块根或根状茎，无性繁殖能力很强，陆生草本植物

因其种子或植株易随人或动物迁移，成为主要外来

入侵植物，给长春地区的生态和经济造成了严重危

害。 木本植物进化程度较低，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发
育成熟期较长，故对长春地区危害也较小。 从长春

地区入侵植物区系起源上来看，世界分布类型起源

（占 ２８．１３％）的外来入侵植物可能有广泛的气候适

应能力，而北温带起源（占 ２５％）的植物因其与长春

地区有较相似的地理及气候特征，从而导致入侵比

例较大。 亚热带北界位置的向北推移是对全球气候

变暖的一种响应，对中国农业布局和生态环境有重

要影响（缪启龙等，２００９），也可能是长春地区泛热

带分布（占 ２０．３１％）入侵植物比例较大的原因。
从大空间尺度范围来看，入侵植物的分布格局

是环境因子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Ｒｏｓ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而从小尺度上看，人类活动是影响外来

入侵种分布和扩散的主要因素（陈志伟等，２００９）。
长春地区地处平原与山地的交接地带，大面积的砍

伐、长期垦种及放牧等人类活动对长春地区生态系

统的群落结构以及分布有着深刻的影响。
生物入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世界的自

然环境和生态特性，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方法阻

止，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就将面临枯竭和丧失

多样化的危险（Ｍａ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 长春地区已经

成为外来植物入侵严重的地区，但除了豚草、三裂叶

豚草和葎草等入侵植物已经大面积爆发外，绝大多

数入侵植物还处于时滞阶段，还未达到扩散阶段。
为了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资源，要及时掌握外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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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植物的为害情况，及时开展对长春地区外来入侵

植物的调查、防治及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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