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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北京外来植物是城市植物景观的组成部分!但同时对生态系统也造成了潜在的威胁"为了

对北京市外来植物的有序管理和安全利用提供更多可行性建议!在对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进行

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外来植物的种类构成#传播途径#原产地#景观效果等以及其中入侵植物的

现状"结果表明!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外来植物种数总体比例为
!&>$%L

!低于建成区外来植物

比例!入侵植物占外来植物的
)@>&#L

$外来植物优势科为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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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本科%

F-/G;.6/6

&!传播方式主要为种子自然掉落#人工携带栽植和风力传播!原产地集中在

亚洲和北美洲"本研究对不具危害性外来植物的应用价值进行评价!并从预防评估#综合治理#生

态平衡
%

个方面提出防控入侵风险的措施"

关键词!外来植物$入侵植物$北京$郊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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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物入侵已经被列为威

胁世界生态系统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

#

+

!导致生物

入侵的重要因素就是外来植物的引入(中国土地面

积广阔'气候条件多样!拥有类型丰富的生态系统和

悠久的引种历史!极易遭受外来物种入侵(目前我

国入侵种已经出现在各类生态系统中!对自然和人

工生态系统造成了显著威胁及破坏(但同时!部分

外来植物被应用到城市各类绿地中!满足了人们的



观赏需求!也为城市植物景观增加了多样性(

北京复杂的地质地貌'水文和气候条件为乡土

植物创造了有利的生长条件!同时也给外来植物提

供了合适的生态位(北京近年来经济和贸易高速发

展!城市化势头迅猛!这些都增加了生物入侵的风

险*

!

+

(已有研究表明!北京市在全国城市中单位面

积入侵物种数排在第
%

位*

%

+

(目前北京外来植物的

研究主要针对入侵植物!包含种类组成'入侵时间'

起源地'入侵途径等基础信息研究*

)(&

+

!水平和垂直

分布格局及影响因子研究*

@('

+

!潜在的生态风险和防

治对策研究*

$

+等(

根据,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T!"!"

年#-

和,北京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指导意见!北京从
!""'

年开始郊野公园环的建设!计划
%/

内建成
@"

处约

)"""4G

! 公园!使其成为具有游憩功能的景观绿

化带和生态保护带*

?(#"

+

(郊野公园应成为城市中地

域性植物景观的集中展示区域!然而北京市郊野公

园中外来植物尤其是入侵植物的比例不断增加!这

不仅容易导致原有植物风貌的逐渐消失!而且对城

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造成了一定威胁(

本研究在对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植物进行实

地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外来植物的种类构成'群

落结构'景观效果等特征!对外来植物中具入侵性物

种的特点以及不具危害性物种的应用价值进行评

估!研究防控风险发生的应对措施以及不具危害的

外来植物的应用模式!以期为城市中外来植物的有

序管理和安全利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

!

研究区概况

北京"

%?U%$VT)#U"&V2

!

##&U!)VT##'U%"VE

#位

于华北平原北部!隶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土壤

属于褐土带!地带性植被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全

市总面积
#@$"'>$OG

!

!山区面积占
@#>!L

!多为

海拔
!""

"

&""G

的低山丘陵和海拔
$""

"

#&""G

的中山!主要分布在北部'东部和西部!海拔
#

#""G

的平原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也导

致了生态上的脆弱性(

!"

世纪
'"

年代以来!北京

城市化势头迅猛!现有建筑用地已达
%%!&>&'OG

!

!

占北京总面积的
!">%L

(

!"""

年后!北京市建设用

地发展重点由建成区转移向郊区*

##

+

!剧烈的人类活

动给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增加了巨大的压力!使得郊

区生态环境破碎化日益严重(近年来!北京地区各类

林地面积在退耕还林和封山育林等政策影响下有少

量增加!但林地总体质量却呈下降趋势*

#!

+

(生境破

碎单一'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现状给外来植物的进入'

繁殖和扩散创造了条件!也加剧了生物入侵的风险(

!

!

研究方法

!"#

!

调查方法

根据北京市郊野公园分布情况!对近郊区共
))

处郊野公园进行实地调查(采用网格法!共设置调

查样点
$&&

个(根据,普通生态学实验手册-采用标

准取样法!在各样点设置
#"GW#"G

的乔木调查

样方!乔木样方四角处布置
&GW&G

的灌木样方
)

个"含木质藤本'竹类#!乔木样方中心及
)

个角点处

布置
#GW#G

的草本样方(

调查时!乔木和灌木记录种名'株数"株#'株高

"

G

#'胸径"

KG

#'冠幅"

G

#'生长势等&草本记录种

名'盖度'生长势等&同时记录样方位置'植物群落结

构等信息!拍摄照片记录样点群落的景观效果!作为

对样点数据的直观生动补充(

!"!

!

外来物种和外来入侵物种的确定

!>!>#

!

外来植物
!

目前已有的对北京市外来植物

的研究中!有关外来植物和入侵植物种数的结论有

一定差异(除了研究时间和范围的不同之外!出现

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是对外来植物的界定不统一(

本研究采用
!"""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R:D2

#物

种生存委员会"

CCD

#对外来物种的定义!即出现在

过去或现在分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以外"在其分布范

围以外或在未直接或间接引入或人类照顾之下而不

能存在#的物种'亚种或以下的分类单元!包括其所

有可能存活'继而繁殖的部分'配子或繁殖体(统计

北京郊野公园外来物种中的植物部分!并将外来植

物进一步界定为国外外来植物和国内区域性外来植

物!以,北京植物志-和,河北植物志-为参考!原产地

为国外的归为国外外来植物!原产地为华北以外中

国境内的植物归为国内区域性外来植物(

!>!>!

!

入侵植物
!

外来植物并非全部具有入侵性(

徐承远*

#%

+等将外来种在新栖息地发生爆发性生长

并失去控制的种类称为入侵种(迟德富*

#)

+等将入

侵植物界定为在引入地建立了庞大的种群!并向周

围地区扩散!对新分布区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

成明显损害和影响的外来种(王惠惠*

#&

+等认为外

来入侵物种是指历史文献中没有相关记录的!可以

引起生态系统发生大的波动变化的物种(可见!定

义入侵物种的重要标准是对生态系统的威胁性(结

合前人定义及研究成果!本研究将入侵植物定义为

非北京原生态系统进化出来",北京植物志-中记载

为非北京及河北地区原产的#!由于自然或人为因素

被引入北京地区!并对北京本地生态系统环境及物

种构成威胁的植物种类(

?'!

第
&

期 孙芳旭 等$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外来植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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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处理方法

将调查所得到的原始数据运用
EIK60

'

CNCC

软

件进行汇总处理!参照生态学方法!对调查结果进行

频度'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及均匀度指数等指标

的计算(用优势度表示植物种在群落中的优势地位

与作用!重要值作为衡量优势度的综合数量指标(

?@X

"

AY6YB

#%

%

"

#

#

式中!

?@

为重要值!

A

为相对密度"

L

#!

6

为相对频

度"

L

#!

B

在乔灌层计算中为相对基盖度"

L

#!在草

本层计算中为相对盖度(

%

!

结果与分析

$"#

!

外来植物组成

本次调查到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外来植物

$@

种"含品种%变种!下同#!占植物总数的
!&>$%L

!

其中国内原产的外来植物
!#

种!占植物总数的

@>%#L

!占外来植物总数的
!)>)!L

&国外原产的外

来植物
@&

种!占植物总数的
#?>&!L

!占外来植物

的
'&>&$L

(国外外来植物所占比例在草本'灌木

和乔木中明显
$

国内外来植物"表
#

#(

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外来植物中含
$

种及以

上植物的科
%

个!分别为菊科"

B736-/K6/6

!

#@

种!

#$>@"L

#'苋科"

BG/-/.34/K6/6

!

?

种!

#">)'L

#和

禾本科"

F-/G;.6/6

!

$

种!

?>%"L

#!仅占总科数的

$>&'L

!但 包 含 的 物 种 数 占 外 来 植 物 总 数 的

%$>%'L

&含
#

"

%

个种的科总计
%#

个!占总科数的

$&>'!L

!包含的物种数占外来植物总数的
&"L

(

结果表明!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外来植物各科之

间表现出一定的大小等级!种类集中的优势科在植

物组成中有较突出的地位"表
!

#(

表
@

!

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植物整体组成

S/J06#

!

D+.73;3,3;+.+.

M

0/.37+1K+,.3-

9M

/-O7;.7,J,-J+1P6;

A

;.

H

类型 乡土植物种数 外来植物种数 国内外来植物种数 国外外来植物种数 总计

乔木
@$ #) ! #! $!

灌木
)! ## & @ &%

草本
#%' &? #% )@ #?@

藤本
" ! # # !

种数总计
!)' $@ !# @& %%%

百分比总计%

L ')>#' !&>$% @>%# #?>&! #""

表
A

!

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外来植物种类构成

S/J06!

!

C

M

6K;6773/3;73;K7+.1/G;0;67+1K+,.3-

9M

/-O7;.7,J,-J+1P6;

A

;.

H

科内种数 科数 占总科数百分比%

L

种数 占总种数百分比%

L

科

%

$ % $>&' %% %$>%'

菊科'苋科'禾本科

)

"

' ! &>'# #" ##>@%

蔷薇科"

Z+7/K6/6

#'豆科"

[6

H

,G;.+7/6

#

#

"

% %# $&>'! )% &">""

大戟科"

E,

M

4+-J;/K6/6

#'茄科"

C+0/./K6/6

#'百合
科"

[;0;/K6/6

#'酢浆草科"

\I/0;=/K6/6

#'旋花科
"

D+.<+0<,0/K6/6

#等

总计
%@ #"">"" $@ #"">"" T

$"!

!

入侵植物现状

对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绿地植物进行核定!

统计结果见表
%

!外来植物中有
)"

种入侵植物!隶

属于
#!

科
%!

属!占外来植物的
)@>&#L

!占调查植

物的
##>##L

(入侵植物的大科主要有菊科"

#%

种#'苋科"

?

种#和禾本科"

)

种#(调查到的入侵植

物中草本植物占到
?"L

!其中
&#>$&L

为具有较强

的适应性和扩散能力的野生草本!这些植物在低维

护的郊野公园很容易大面积繁殖!进而对原有的植

物群落和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比较常见的有反

枝苋 "

.=(/()203+/$2/"

&

#$C3+

#'小 蓬 草 "

!")

7

D(

,()(*$)+1+

#'牛膝菊"

E(#1)+"

%

(

-

(/91

&

#"/(

#(另外

有部分属于园林绿化中引进的外来栽培植物!如野

牛草"

43,0#"$*(,2

7

#"1*$+

#'白车轴草"

B/1

&

"#13=

/$

-

$)+

#'菊芋"

F$#1()203+23:$/"+3+

#等!可以在日

常养护管理下被限制在一定可控范围内!对其他物

种及种群的危害性不明显(

$"$

!

外来植物传播方式

在调查到的
$@

种外来植物中!可以通过人工携

带栽植和种子自然掉落传播的植物最多!分别为
&"

种"

&$>#)L

#和
)&

种"

&!>%%L

#!其次为风力传播

"

!?

种!

%%>'!L

#和人或动物身体携带传播"

#%

种!

#&>#!L

#!而通过水力传播'动物吞食传播'果实弹

力传播的植物最少!只分别占外来植物的
%>)?L

'

%>)?L

和
!>%%L

(

)"

种入侵植物中!可通过种子自

然掉落进行传播的种数最多!为
!%

种!占全部入侵

植物的
&'>&"L

&其次为人工携带栽植和风力传播

的!分别为
#'

种"

)!>&"L

#和
#@

种"

)">""L

#(另

外还有通过人或动物身体携带传播的
&

种"

#!>&"L

#'

通过水力传播的
%

种"

'>&"L

#'通过果实弹力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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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

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入侵植物统计

S/J06%

!

D+.73;3,3;+.+1;.</7;<6

M

0/.37+1K+,.3-

9M

/-O7;.7,J,-J+1P6;

A

;.

H

科 物种 属数
占该科总属数
的百分比%

L

种数
占该科总种数
的百分比%

L

菊科 小蓬草
加拿大一枝黄花"

G"#1*(

%

",()(*$)+1+

#

意大利苍耳"

"

H()2013=12(#1,3=

#

一年蓬"

</1

%

$/")())33+

#

鬼针草"

41*$)+

-

1#"+(

#

牛膝菊"

蛇目菊"

"

G()912(#1(

-

/",3=:$)+

#

大花金鸡菊"

"

!"/$"

-

+1+

%

/()*1

&

#"/(

#

串叶松香草"

"

G1#

-

013=

-

$/

&

"#1(23=

#

天人菊""

"

E(1##(/*1(

-

3#,0$##(

#

豚草"

.=:/"+1((/2$=1+11

&

"#1(

#

菊芋"

钻叶紫菀"

.+2$/+3:3#(23=

#

#% !@>'? #% !%>&%

苋科 喜旱莲子草"

.#2$/)()20$/(

-

01#"C$/"1*$+

#

长芒苋"

.=(/()203+

-

(#=$/1

#

合被苋"

"

.I

-

"#

7%

")"1*$+

#

凹头苋"

"

.I#191*3+

#

北美苋"

"

.I:#12"1*$+

#

皱果苋"

"

.I91/1*1+

#

刺苋"

.I+

-

1)"+3+

#

反枝苋
青葙"

"

!$#"+1((/

%

$)2$(

#

% '&>"" ? $)>@!

禾本科 牛筋草"

"

<#$3+1)$1)*1,(

#

稗"

"

<,01)",0#"(,/3+

%

(##1

#

野燕麦"

.9$)(

&

(23(

#

野牛草"

) #%>$? ) #%>#@

大戟科 齿裂大戟"

"

<3

-

0"/:1(*$)2(2(

#

斑地锦"

"

<I=(,3#(2(

#

通奶草"

"

<I0

7-

$/1,1

&

"#1(

#

# #"">"" % $">""

豆科 白车轴草"

刺槐""

"

;":1)1(

-

+$3*"(,(,1(

#

紫穗槐""

"

.="/

-

0(

&

/321,"+(

#

% ##>&) % #)>!@

茄科 曼陀罗"

"

A(23/(+2/(=")13=

#

苦蘵"

"

J0

7

+(#1+()

%

3#(2(

#

! &" ! &"

旋花科 圆叶牵牛"

J0(/:121+

-

3/

-

3/$(

#

# #@>@' # !&>""

木贼科 节节草"

"

<

K

31+$23=/(="+1++1=3=

#

# #"">"" # #"">""

葡萄科 五叶地锦""

"

J(/20$)",1++3+

K

31)

K

3$

&

"#1(

#

# #"">"" # #"">""

漆树科 火炬树"

"

;03+2

7-

01)(

#

# %%>%% # !&>""

玄参科 阿拉伯婆婆纳"

"

@$/")1,(

-

$/+1,(

#

# %%>%% # %%>%%

酢浆草科 红花酢浆草"

"

LC(#1+,"/

7

=:"+(

#

# #"">"" # %%>%%

总计
%! )"

!!

注$未标注为环保部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中的植物&

"

为学术界认可的入侵种&

""

为争议种(

的
!

种"

&>""L

#'通过动物吞食传播的
#

种"

!>&"L

#

"多种传播方式植物进行多次统计#(

由此可知!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外来植物的

传播方式主要为种子自然掉落'人工携带栽植和风

力传播(入侵植物的传播途径与非入侵外来植物相

比!更为多样'全面!如水力传播'动物吞食和果实弹

力的方式!在非入侵种的外来植物传播中几乎不存

在!这也证明入侵植物具有更强的扩散能力!需要从

防止扩散的角度阻止其传播和繁殖(

$"%

!

外来植物原产地及气候型

外来植物的原产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传播

方式'自生繁衍等特性(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外

来植物中!原产于亚洲的植物最多!共
%'

种!占外来

植物的
)%>"!L

!其中
!#

种来自中国境内其他地

区(其 次 为 北 美 洲!共
%"

种!占 外 来 植 物 的

%)>$$L

(原产于南美洲和欧洲的外来植物分别为

#!

种"

#%>?&L

#和
$

种"

?>%"L

#!原产于非洲的外

来植物最少!只有
)

种"

)>@&L

#(而入侵植物中!原

产于北美洲的植物最多!共
!!

种!占入侵植物总数

的
&&L

(原产南美洲的
?

种"

!!>&L

#!原产亚洲的

@

种"

#&L

#!其中
#

%

!

来自中国境外的日本'印度和

西亚等地(原产于欧洲和非洲的入侵植物种类相对

较少!分别为
%

种"

'>&L

#和
!

种"

&L

#"产于多个地

区的物种进行重复统计!下同#(

#$!

第
&

期 孙芳旭 等$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外来植物特征



综合各原产地条件来看!北京地区与北美洲部

分地区纬度大致相同!海陆条件相当!历史气候环境

有相似之处(因此来自北美洲的外来植物进入北京

地区后能很快适应环境!这些外来植物中大部分的

物种"

'%>%%L

#由于避开了原产地病原体及生态系

统消费者的抑制!繁衍成为入侵种(而来自亚洲其

他国家的外来植物中只有
#$>'&L

发展为入侵种!

这说明在引入外来植物时需要格外注意相似气候条

件的植物种!避免其繁衍成为入侵植物(

不同地域的气候类型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

了植物物种分布的差异性(来自不同产地的外来植

物也能够对此有所反映(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外

来植物和外来入侵植物中!属大陆东岸气候型的物

种数 量 最 多!分 别 为
@"

种 "

@?>''L

#和
!'

种

"

@'>&"L

#!其次为大陆西岸气候型和热带气候型植

物(北京地区为温带季风气候!乡土植物气候类型

属于亚欧大陆东岸气候型(相较之下!原产地属于

大陆东岸气候型的外来植物与北京的乡土植物生境

最为相似!最容易适应北京的气候环境!因此这一气

候型的外来'入侵植物数量最多(而随着园艺产业

的发展和国际贸易'交通的日渐发达!来自欧洲'热

带地区等的观赏植物'经济作物引入也日趋广泛!这

些植物在北京被栽培'应用!并通过各类传播途径扩

散到郊区(其中!热带气候型的外来植物发展成为

入侵种的比例最高"

'!>'%L

#!风险最高(在人为管

控意识和措施不足的情况下!容易造成生物入侵(

$"&

!

外来植物优势种

重要值反映植物在全部物种中的优势程度!重

要值高的外来植物在植物群落景观中具有比较重要

的地位(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的优势植物分别为

刺槐'大叶黄杨和野牛草!其中野牛草的重要值
$

&"L

"表
)

#(乔木'灌木'草本植物中优势度前
%

位

的外来植物原产地气候型均为大陆东岸气候型!其

中刺槐在北京引种历史久'应用范围广!反映出其对

北京自然条件的极高适应程度(根据统计结果!只

有
)>&$L

的外来植物重要值
$

)"L

!且全部为灌木

和草本植物!而大部分植物重要值很低!反映了北京

市近郊区郊野公园植物配置存在对少数外来植物选

择的偏向性!也说明乡土植物在北京市近郊区郊野

公园绿地中占据较大优势!而外来植物并未被大量

应用(

$"'

!

外来植物景观效果

郊野公园在植物景观营造上!既要突出自然野

趣!营造朴实静谧的氛围!又要满足游客的游憩需求

和人性化的功能服务!同时也要考虑到管理精度上

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营造自然效果(进行种植设

计时除了充分利用乡土植物突出地域性特征之外!

组合搭配品质优良'入侵性弱的外来植物可以丰富

植物景观!提升公园的可观赏性(例如在郊野公园

中采用混播方式种植栽培类外来草本植物可以模拟

自然野花地被景观!如滨菊"

'$3,()20$=3=93#M

%

(/$

#'大花金鸡菊'波斯菊"

!"+="+:1

-

1))(2(

#'天

人菊等!对体现野趣'形成景观亲和力效果明显(

表
C

!

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外来植物优势种前
B

位

S/J06)

!

S+

M

%=+G;../.K6+16I+3;K

M

0/.37+1K+,.3-

9M

/-O7

;.7,J,-J+1P6;

A

;.

H

类型 优势种 优势度"重要值#%

L

乔木 刺槐
!$>#

洋白蜡"

6/(C1)3+

-

$))+

7

#9()1,(

#

!">"

火炬树"

;03+2

7-

01)(

#

#&>?

灌木 大叶黄杨"

;03+2

7-

01)(

#

)?>!

金叶女贞"

'1

%

3+/3=W@1,(/

7

1

#

!)>%

铺地柏"

G(:1)(

-

/",3=:$)+

#

#'>%

草本 野牛草
@!>)

小蓬草
)'>&

狗牙根"

!

7

)"*")*(,2

7

#")

#

)#>@

外来植物中常见的栽培类乔灌木往往经过多年

人工驯化和栽植!具有良好的抗性和适应能力!或观

赏性强'季相特征较明显!这类乔灌木在北京近郊区

郊野公园重点打造的景观中应用较多!尤其是紫叶

李"

J/3)3+,$/(+1

&

$/(1>(2/"

-

3/

-

3/$(

#'紫叶矮樱

"

J/3)3+W!1+2$)(

#'金叶女贞等常年异色叶植物弥

补了北京乡土植物在季相上的不足&草本植物中有

一些具有观赏性或较强地表覆盖能力的外来植物!

可以在园林应用中结合用途考虑种植!但也应注意

到草本植物中野生外来植物和入侵植物所占比例较

高!说明其具有很强的扩散能力!因此在郊野公园景

观营造中应注意避免使用入侵性强的植物(郊野公

园养护管理成本相对较低!多为粗放式管理!这会对

有入侵倾向植物产生一定的促进效益!因此应加强

入侵抵御型生态群落设计!秉持乡土化原则!增加乡

土植物在群落中的适应性和生态位!同时通过一定

的郁闭度限制有入侵倾向植物的扩散(表
&

为季相

特征较明显'景观效果较好且入侵性弱的外来植物(

)

!

结论与讨论

%"#

!

结论

本次调查到外来植物种数总体比例为
!&>$%L

!

低于其他研究中北京市建成区外来植物的比例

"

&%>"L

"

&)>$L

#

*

#@(#'

+

!与世界其他城市郊区外来

物种的研究结果相比!属于中等水平(这说明北京

市近郊区与建成区相比!乡土植物的应用更普遍!植

物景观的地域性特征更明显(外来植物种数最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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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科为菊科'苋科'禾本科(从优势度来看!所有

外来乔木以及绝大部分的灌木'草本重要值均
#

)"L

!表明在进行近郊区郊野公园植物景观设计时!

并未主动大量应用外来植物!生态系统具备一定的

稳定性!能够得到较好的人为控制(北京市近郊区

郊野公园外来植物的传播方式主要为种子自然掉

落'人工携带栽植和风力传播(原产地集中在亚洲

和北美洲!气候型以大陆东岸气候型最多(

表
D

!

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景观效果良好的外来植物

S/J06&

!

EI+3;K5;0=

M

0/.375;34+-./G6.3/0</0,6;.K+,.3-

9M

/-O7;.7,J,-J+1P6;

A

;.

H

观赏特性 生活型 植物种类

春花 乔木 刺槐'紫叶李'美人梅"

J/3)3+W:#1/$()(

#'日本樱花"

!$/(+3+

7

$*"$)+1+

#'紫叶矮樱

灌木 贴梗海棠"

!0($)"=$#$++

-

$,1"+(

#'平枝栒子"

!"2")$(+2$/0"/1D")2(#1+

#

草本 阿拉伯婆婆纳'鸢尾"

?/1+2$,2"/3=

#'矮牵牛"

J$23)1(0

7

:/1*(

#

灌木 紫穗槐'醉鱼草"

43**#$

5

(#1)*#$

7

()(

#'粉花绣线菊"

G

-

1/($(

5

(

-

")1,(

#

夏花 草本

圆叶牵牛'牛膝菊'白车轴草'蛇目菊'串叶松香草'青葙'大花金鸡菊'天人菊'玉簪"

F"+2(

-

#()M

2(

%

1)$(

#'紫萼"

F"+2(9$)2/1,"+(

#'大花美人蕉"

!())(

%

$)$/(#1+

#'随意草"

J0

7

+"+2$

%

1(91/

%

1)1M

()(

#'荆芥"

>$

-

$2(,(2(/1(

#'福禄考"

J0#"C*/3==")*11

#'圆叶堇菜"

@1"#(

-

+$3*"M:(=:3+$2"M

/3=

#'金光菊"

;3*:$,N1(#(,1)1(2(

#'波斯菊'矮牵牛'黄花酢浆草"

LI

-

$+,(

-

/($

#

秋色叶 乔木
洋白蜡'水杉"

O$2(+$

K

3"1(

%

#

7-

2"+2/":"1*$+

#'美国梧桐"

J#(2()3+",,1*$)2(#1+

#'加杨"

J"

-

3#3+

,()(*$)+1+

#

藤本 五叶地锦"

J(/20$)",1++3+

K

31)

K

3$

&

"#1(

#'扶芳藤"

<3")

7

=3+

&

"/23)$1

#

常年异色叶 乔木 紫叶李'紫叶矮樱

灌木 金叶女贞'紫叶日本小檗"

4$/:$/1+203):$/

%

11</->(2/"

-

3/

-

3/$(

#

枝%干 乔木 白皮松"

J1)3+:3)

%

$()(

#

果%种子 灌木 山茱萸"

O(,/",(/

-

13="

&&

1,1)(#1+

#'平枝栒子

!!

注$下划线部分为调查中有较弱入侵性的物种(

!!

在
$@

种外来植物中!野生植物
%!

种!栽培植物

&)

种(在北京市近郊区!大部分外来植物是以提升

景观的观赏性为目的被有意引入园林中的(在应用

上!主要有
!

种突出的形式$常绿树种'色叶树种丰

富季相景观(外来乔'灌木全部为人为栽培植物(

常见的有雪松"

!$*/3+*$"*(/(

#等常绿树'紫叶李'

紫叶矮樱'金叶女贞等常年异色叶植物(草本植物

的应用丰富地被景观(与外来乔'灌木相比!外来草

本植物在全部草本植物种数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一

些野生草本扩散能力强外!人工使用外来草本植物

丰富地被景观的情况也很多(如天人菊'随意草等(

本次调查到入侵植物共
)"

种!占植物总数的

##>##L

!占外来植物总数的
)@>&#L

(入侵种的优

势科与外来植物一致!主要有菊科"

#%

种#'苋科"

?

种#和禾本科"

)

种#(入侵植物中野生草本植物的

比例较大"

&#>$&L

#!这部分植物具有较强的适应

性!对原有生态系统'植物群落和物种存在威胁!如

反枝苋'小蓬草'牛膝菊等(另外!入侵植物的传播

途径更加多样!需要从防止扩散的角度阻止其传播

和繁殖(

预防为先!评估风险(预防'消灭和控制是管理

外来入侵种的
%

个步骤!首先从源头上阻止外来入

侵种的侵入(应完善检疫体系和引种管理体系!引

种前了解引入的植物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是否造成过

负面影响*

#$

+

&在野外种植前!需进行室内引种试验!

全面评估其安全性(同时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对容

易造成危害的植物要明确其在引入地建立种群的风

险(对外来植物可能产生的正'负效应及控制措施

给予公正科学的评估!凡未经过风险性评估或评估

后负效应的植物种不允许引进(

对已侵入的外来植物要及早研究出有效方法予

以控制和消除(入侵植物的防治措施目前主要有物

理'化学和生物
%

个方向(物理防治成本较高!但不

会破坏环境(化学防治成本低'效果明显!但对环境

危害程度大(生物防治成本较低且对环境无害!但

所需时间较长(防治入侵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

因此应以对环境不产生威胁的防治措施为主!再结

合各种方法综合治理(另外!要对入侵植物或有入

侵风险的植物建立更完善的数据库!包括种类'产

地'生境'生活史'入侵机制'传播方式'种群建立情

况和防治方法等信息*

#&

+

!同时加强宣传力度!提高

专业人员和公众的意识(

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恢复力!本

身能够抵御一些具有危害的植物入侵(但随着近年

来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不断干扰和破坏!地区间物种

流动日益频繁!生态系统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抵御干

扰能力下降!这使得一些繁殖扩散能力强的外来植

物更容易侵占乡土植物生态位(故保护当地生态环

境'维护生态平衡是应对生物入侵的重要前提!对控

制入侵植物进入和扩散有意义重大 (

%"!

!

讨论

在近郊区郊野公园发挥的功能中!最受重视的

%$!

第
&

期 孙芳旭 等$北京市近郊区郊野公园外来植物特征



是其为城市环境所带来的生态效益(这项功能得益

于植物类型的合理配置!形成多层次'多物种'高稳

定性'强抵御力的植物景观系统*

#?

+

(从北京市整体

来看!优势度较高的几种乔木'灌木'草本植物在各

生活型园林植物中所占比例很高!植物的多样性低!

配置模式单一(这种情况在近郊区大面积绿化中尤

为突出(研究表明!被入侵生态系统的环境特性是

除了植物生物学特性和人类活动强度外!影响入侵

植物分布的重要因素*

!"

+

(近年来相同种类外来植

物的大量应用和城市化范围的扩大改变了地区原有

植物种类和群落特征!也进一步推进了植被的均质

化*

!#

+

(在此影响下!城市景观结构更加单一!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越来越差!城市近郊区

绿地因自我恢复能力弱和本身管理成本较低等因

素!比较容易遭受外来植物的入侵(

但另一方面!部分观赏性强的外来植物可以与

乡土植物在季相等方面形成互补&外来植物的强抗

逆性也使其可以作为立地条件较差地区的先锋植物

或补植植物!有助于实现快速绿化(因此!对待外来

植物!应秉持客观'科学'全面的态度!既要看到外来

植物在丰富城市植物景观'满足人们的观赏需求和

生态恢复等方面的作用!又要防止其迅速扩散蔓延

成为入侵种!对原有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造成威胁(

在引进外来物种时应严守维护生态安全的原则!严

格控制具有入侵性的物种进入!建立外来物种数据

库!进一步研究入侵植物的分布和扩散机制!完善风

险评估体系!降低生物入侵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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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Z ÊCS\**>F0+J/0J;+=;<6-7;3

9

7K6./-;+71+-346

9

6/-!#""

*

*

+

>CK;6.K6

!

!"""

!

!$'

$

#''"(#'')>

*

!

+

!

王苏铭!张楠!于琳倩!等
>

北京地区外来入侵植物分布特征及

其影响因素*

*

+

>

生态学报!

!"#!

!

%!

"

#&

#$

)@#$()@!?>

_B2FC^

!

]̀B2F2

!

a:[b

!

$2(#>c;73-;J,3;+.

M

/336-.

/.=346;-;.10,K;.

H

1/K3+-7+1;.</7;<6/0;6.

M

0/.37;.P6;

A

;.

H

*

*

+

>

BK3/EK+0+

H

;K/C;.;K/

!

!"#!

!

%!

"

#&

#$

)@#$()@!?>

"

;.D4;.676

#

*

%

+

!

刘义
>

北京植物多样性分布影响因素及其保护管理对策*

c

+

>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

!"##>

*

)

+

!

刘全儒!于明!周云龙
>

北京地区外来入侵植物的初步研究
>

北

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

#$

%??()")>

[R:bZ

!

a:^

!

]̀\:a[>B

M

-60;G;./-

9

73,=

9

+.346;.</(

7;<6

M

0/.37;.P6;

A

;.

H

*

*

+

>*+,-./0+1P6;

A

;.

H

2+-G/0:.;<6-7;3

9

$

2/3,-/0CK;6.K6

!

!""!

!

%$

"

%

#$

%??()")>

"

;.D4;.676

#

*

&

+

!

彭敏!宿敏!周伟磊!等
>

北京地区外来植物组成特征及入侵植

物分布*

*

+

>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

!

%!

"

#

#$

!?(%&

NE2F^

!

C: ^

!

]̀\: _ [

!

$2(#>D+G

M

+7;3;+.K4/-/K36-;7(

3;K7+1/0;6.7

M

6K;67/.==;73-;J,3;+.+1;.</7;<6/0;6.7

M

6K;67;.

P6;

A

;.

H

*

*

+

>*+,-./0+1P6;

A

;.

H

8+-673-

9

:.;<6-7;3

9

!

!"#"

!

%!

"

#

#

!?(%&>

"

;.D4;.676

#

*

@

+

!

杨景成!王光美!姜闯道!等
>

城市化影响下北京市外来入侵植

物特征及其分布*

*

+

>

生态环境学报!

!""?

!

#$

"

&

#$

#$&'(#$@!>

aB2F*D

!

_B2FF^

!

*RB2FDc

!

$2(#>EK+0+

H

;K/0K4/-/K(

36-7/.==;73-;J,3;+.+1;.</7;<6

M

0/.37,.=6-346;.10,6.K6+1

,-J/.;Q/3;+.;.P6;

A

;.

H

*

*

+

>EK+0+

H9

/.=E.<;-+.G6.3/0CK;(

6.K67

!

!""?

!

#$

"

&

#$

#$&'(#$@!>

"

;.D4;.676

#

*

'

+

!

王苏铭
>

北京地区外来入侵植物种类'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

c

+

>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

!"#!>

*

$

+

!

高芳!徐驰!周云龙
>

外来植物刺萼龙葵潜在危险性评估及其防治

对策*

*

+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

#$

%??()")>

FB\8

!

d:D

!

]̀\: a[>S466</0,/3;+.+1

M

+36.3;/01/3/0(

.6771+-/O;.=+16I+3;K7

M

6K;67G"#()3=/"+2/(23=/.=73-/36(

H

;671+-;37K+.3-+0

*

*

+

>*+,-./0+1P6;

A

;.

H

2+-G/0:.;<6-7;3

9

$

2/3,-/0CK;6.K6

!

!""!

!

%$

"

%

#$

%??()")>

"

;.D4;.676

#

*

?

+

!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
>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

T!"!"

年#*

*

+

>

北京城市规划!

!""@

"

&

#$

?$(#"#>

*

#"

+

!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
>

北京市绿地系统规划*

EP

%

\[

+

>433

M

$%%

555>J

AH

45>

H

+<>K.

%

56J

%

73/3;K

%

/-3;K067

%

K/3/(

0+

H

(%"#""

%

/-3;K06(11$"$"$#!/K'/1?6"#!/K$6KK&K#""&&

%

11$"$"$#!/K'/1?6"#!/K$6KK&K#""&&>43G0>!"#"

*

##

+

!

赵威!宫辉力!李小娟!等
>

北京市郊城市化过程土地利用变化

研究*

*

+

>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

"

!

#$

#"#(#"&>

]̀B\ _

!

F\2F ] [

!

[Rd*

!

$2(#>Z676/-K4+.0/.=,76

K4/.

H

6=,-;.

H

,-J/.;Q/3;+.;.7,J,-J7+1P6;

A

;.

H

*

*

+

>*+,-./0

+1B

H

-;K,03,-/0:.;<6-7;3

9

+1]6J6;

!

!""$>%#

"

!

#$

#"#(#"&>

"

;.

D4;.676

#

*

#!

+

!

范小杉!高吉喜
>FRC

支持下
#?$&T!"""

年北京林地数量'质

量演变与驱动分析*

*

+

>

水土保持研究!

!""$

!

#&

"

#

#$

#)$(#&&>

8B2dC

!

FB\*d>b,/.3;3

9

/.=

e

,/0;3

9

6<+0<;.

H

+.5++=0/.=;.

P6;

A

;.

H

1-+G#?$&

.

!"""J/76=+.FRC

*

*

+

>Z676/-K4+1C+;0/.=

_/36-D+.76-</3;+.

!

!""$

!

#&

"

#

#$

#)$(#&&>

"

;.D4;.676

#

*

#%

+

!

徐承远!张文驹!卢宝荣!等
>

生物入侵机制研究进展*

*

+

>

生物

多样性!

!""#

!

?

"

)

#$

)%"()%$>

d:Da

!

]̀B2F _*

!

[:PZ

!

$2(#>N-+

H

-677;.73,=;67+.

G6K4/.;7G7+1J;+0+

H

;K/0;.</7;+.

*

*

+

>P;+=;<6-7;3

9

CK;6.K6

!

!""#

!

?

"

)

#$

)%"()%$>

"

;.D4;.676

#

*

#)

+

!

迟德富!严善春
>

关于外来植物的几点思考*

*

+

>

世界林业研

究!

!""'

!

!"

"

)

#$

#(#!>

D]Rc8

!

aB2CD>C+G6K+.7;=6--/3;+.7+./0;6.

M

0/.37

*

*

+

>

_+-0=8+-673-

9

Z676/-K4

!

!""'

!

!"

"

)

#$

#(#!>

"

;.D4;.676

#

*

#&

+

!

王惠惠!刘晶岚!张容!等
>

北京外来入侵植物研究*

*

+

>

农学学

报!

!"#)

!

)

"

@

#$

)?(&!>

_B2F] ]

!

[R:*[

!

]̀B2FZ

!

$2(#>S4673,=

9

+1;.</(

7;<6/0;6.

M

0/.37;.P6;

A

;.

H

*

*

+

>*+,-./0+1B

H

-;K,03,-6

!

!"#)

!

)

"

@

#$

)?(&!>

"

;.D4;.676

#

*

#@

+

!

_B2F F ^

!

*RB2F F ^

!

]̀\: a[

!

$2(#>P;+=;<6-7;3

9

K+.76-</3;+.;./1/73(

H

-+5;.

H

G63-+

M

+0;3/./-6/;.D4;./

$

/

K/7673,=

9

+1

M

0/.3=;<6-7;3

9

;.P6;

A

;.

H

*

*

+

>P;+=;<6-7;3

9

/.=

D+.76-</3;+.

!

!""'

!

#@

$

)"!&()"%$>

*

#'

+

!

赵娟娟!欧阳志云!郑华!等
>

北京建成区外来植物的种类构成

*

*

+

>

生物多样性!

!"#"

!

#$

"

#

#$

#?(!$>

]̀B\**

!

\:aB2F`a

!

]̀E2F]

!

$2(#>C

M

6K;67K+G

M

+(

7;3;+.+1/0;6.

M

0/.37;.346J,;03(,

M

/-6/+1P6;

A

;.

H

*

*

+

>P;+=;(

<6-7;3

9

CK;6.K6

!

!"#"

!

#$

"

#

#$

#?(!$>

"

;.D4;.676

#

%下转第
!?@

页&

)$!

西北林学院学报
%%

卷
!



其价值!对了解新疆经济林林种分布格局!种植林种

选择以及较全面了解新疆经济林固土及保肥功能!

为评估新疆经济林生态系统生产力提供数据参考(

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意义主要在于抓住几个有

计算依据的核心服务功能!不在于对每一项功能价

值的精确估算!评价的目的是为政府决策提供依

据*

#?

+

(但由于人为因素以及监测条件的限制!本文

未能对全疆所有经济林树种进行监测!在监测及计

量中也有一定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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