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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样线和样方相结合的方法对大别山区的 ４ 条样线和 １３ 个样方以及皖南山区的 １ 条样线和 ９ 个样方内

金灯藤（Ｃｕｓｃｕｔ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Ｃｈｏｉｓｙ）的生长状况、生境和寄主植物种类等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结果表明：金灯藤在大别

山区和皖南山区的所有寄主植物上生长良好，寄生分枝较多，多生长在海拔 ４００～９００ ｍ 的丘陵地带，且主要生长在

向阳的路旁、河边、荒地、林缘和灌丛等地。 ２ 个山区的金灯藤寄主植物共 ５０ 科 ９８ 属 １１０ 种 ４ 变种，其中，乔木种

类有 ２２ 种 ２ 变种，灌木种类有 ２５ 种 １ 变种，草本种类有 ５１ 种 １ 变种，藤本种类有 １２ 种。 金灯藤在大别山区的枫

杨（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Ｃ． ＤＣ．）、银叶柳（Ｓａｌｉｘ ｃｈｉｅｎｉｉ Ｃｈｅｎｇ）、苎麻〔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ｎｉｖｅａ （Ｌｉｎｎ．） Ｇａｕｄｉｃｈ．〕和盐肤木

（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ｉｌｌ．）上的寄生率较高，分别为 ８ ４％、６ ８％、４ ８％和 ４ ８％；其在皖南山区的枫杨、盐肤木和黄荆

（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Ｌｉｎｎ．）上的寄生率也较高，分别为 ９ ７％、７ ８％和 ３ ９％。 此外，金灯藤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垂

序商陆（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Ｌｉｎｎ．）上的寄生率也较高，分别为 ２ ８％和 ２ ９％。 研究结果显示：在大别山区和皖南

山区，金灯藤寄主植物的多样性较高，且其对寄主植物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偏向性，更偏向于寄生在草本和乔木种类

上，尤其偏向于寄生在枫杨、盐肤木、银叶柳、苎麻、黄荆和垂序商陆等种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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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生植物对寄主植物的作用多为消极影响，但对

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却有一定的促进作用［１－２］。 许

多研究结果［３－６］ 表明：菟丝子属（Ｃｕｓｃｕｔａ Ｌｉｎｎ．）植物

不但能够直接影响寄主植物的生长发育，而且能够通

过改变寄主植物的竞争力影响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
对入侵植物的生态防治也具有重要作用。

金灯藤（Ｃｕｓｃｕｔ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Ｃｈｏｉｓｙ）又名日本菟丝

子，隶属于旋花科（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菟丝子属，为一年

生全寄生草本植物，分布在中国南北各省，越南、朝鲜

和日本也有分布［７］。 金灯藤为一种入侵性极强的恶

性寄生植物，一直是农业和园林业的重点防治对象，
目前其防治措施已经比较成熟。 近年来，金灯藤在入

侵植物生物防治及药用质量控制方面逐渐成为研究

热点。 蒋华伟等［８］ 的研究结果表明：金灯藤寄生在

外来恶性杂草加拿大一枝黄花（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上后，可严重影响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营养生

长、开花及结实，因此，可将金灯藤作为防治加拿大一

枝黄花的有效辅助手段。 相关研究结果［９－１０］表明：金
灯藤等菟丝子属植物寄生在外来恶性杂草薇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Ｋｕｎｔｈ）上后，可导致薇甘菊植株

死亡，从而恢复所在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此外，
金灯藤还是常用的中药材，与菟丝子 （Ｃ．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ａｍ．）和南方菟丝子（Ｃ．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Ｒ． Ｂｒ．）均作为菟丝

子中药材的来源植物［１１］。 菟丝子中药材的质量受寄

主植物影响明显，寄生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菟丝子中

药材的有效成分含量存在一定差异［１２－１３］。 鉴于此，
开展金灯藤生长习性及寄主植物调查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中国南部云南和广西等省（自治区）
金灯藤的寄主植物已有相关研究报道［１４－１５］。 安徽省

是金灯藤的主要分布区之一，但迄今为止尚未见有关

其寄主植物的相关研究报道。 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

植被丰富，气候温暖湿润，夏季均温 ２２ ℃ ～２８ ℃，为
金灯藤的生长和繁殖提供了适宜环境［１６］。 经过初步

的野外实地调查，作者发现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
金灯藤的寄主植物除了《中国植物志》中提及的草本

植物外，还包括落叶小乔木、落叶木质藤本、落叶灌木

和常绿灌木。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金灯藤的寄主植物，
作者采用样线和样方相结合的方法对大别山区和皖

南山区金灯藤各典型生境中金灯藤的生长状况、生境

和寄主植物种类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在此基

础上，分析了 ２ 个山区的金灯藤对寄主植物选择的偏

向性，以期探明金灯藤寄主植物的多样性和偏向性，
丰富《安徽植物志》及《中国植物志》中关于金灯藤生

长习性及其寄主植物的描述，揭示金灯藤在生态学效

应方面的作用，并为高品质金灯藤栽培过程中寄主植

物的选择提供参考资料。

１　 研究地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地概况

大别山位于湖北省、安徽省和河南省的交界处，
山体呈东西走向，是长江和淮河的分水岭，长约 ２７０
ｋｍ。 该区域属北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具有典

型的山地气候特征，雨量充足、气候温和；还具有典型

的森林小气候特征，温、光、雨、热同季；夏季均温

２２ ℃，其中 ７ 月份最热，平均气温 ２３ ℃。 区内海拔

４００～１ ７００ ｍ 区域的森林植被分区明显，景观丰富；
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Ｌａｍｂ．） Ｈｏｏｋ．〕、柳杉

（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Ｈｏｏｉｂｒｅｎｋ ｅｘ Ｏｔｔｏ ｅｔ Ｄｉｅｔｒ．）和马

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Ｌａｍｂ．）等人工林成片分布，林
相整齐，层次分明。

皖南山区位于安徽省长江以南，东面与浙江省西

部相邻，南面和西面与江西省北部相邻，北面以沿江

丘陵平原为界，中间有 ３ 条西南至东北走向的山系。
该区域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量充足，每年 ７ 月

份最热，平均气温 ２７ ４ ℃ ～ ２８ ４ ℃。 区内土壤主要

为红壤，呈酸性，适宜南方喜酸性土植物生长。
１ ２　 研究方法

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 日以及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４ 日分别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采用样线和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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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方法［１７－１９］ 对金灯藤的生长习性、生境及寄

主植物种类进行详细的调查。 在山路两侧选择受人

类活动影响较小、样方可操作性强且金灯藤生长茂盛

的区域设置样地。 若群落内植物分布和结构均一，金
灯藤寄生区域面积较小，则采用样方法进行调查，即
在金灯藤分布较均匀的区域设置面积 ５ ｍ×５ ｍ 的样

方，对样方内金灯藤的所有寄主植物进行调查。 若群

落内植物分布不规则，金灯藤寄生区域面积较大且成

片相连，则采用样线法进行调查，即在金灯藤寄生区

域，用卷尺沿山坡河沟量取长度 １ ｋｍ 的样线，对样线

两侧 ５０ ｍ 范围内金灯藤的所有寄主植物进行调查。
其中，大别山区设置 ４ 条样线和 １３ 个样方，具体位置

见表 １；皖南山区设置 １ 条样线和 ９ 个样方，具体位

置见表 ２。

表 １　 用于大别山区金灯藤寄主植物调查的样线和样方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ｌｏ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ｕｓｃｕｔ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Ｃｈｏｉｓｙ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Ｄａｂｉ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编号１）

Ｎｏ．１）
位置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Ｌ１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 Ｔａｉｈｕ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Ａｎ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５９′５４″－Ｎ３０°５９′５９″ Ｅ１１６°１０′３３″－Ｅ１１６°１１′０２″ ６２７－６１４
Ｌ２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 Ｈｕｏ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Ｌｕ’ａｎ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１°１２′２１″－Ｎ３１°１２′２２″ Ｅ１１６°１６′１４″－Ｅ１１６°１６′１６″ ４３１－４２４
Ｌ３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 Ｈｕｏ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Ｌｕ’ａｎ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１°１２′２２″－Ｎ３１°１２′２３″ Ｅ１１６°１６′１７″－Ｅ１１６°１６′１９″ ４１９－４０３
Ｌ４ 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 Ｓｕｓ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Ａｎ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１５′５１″－Ｎ３０°１５′５５″ Ｅ１１６°２１′０１″－Ｅ１１６°２１′０２″ ５１－５５
Ｐ１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 Ｓｈｕ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Ｌｕ’ａｎ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１°４６′２４″ Ｅ１１７°１０′５１″ ５９７
Ｐ２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 Ｈｕｏ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Ｌｕ’ａｎ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１°０７′０４″ Ｅ１１６°０４′３８″ ５１０
Ｐ３ 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 Ｙｕｅ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Ａｎ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１°０３′４５″ Ｅ１１６°０５′５６″ ６０１
Ｐ４ 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 Ｙｕｅ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Ａｎ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１°０２′５３″ Ｅ１１６°０６′５１″ ６７６
Ｐ５ 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 Ｙｕｅ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Ａｎ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１°０２′１０″ Ｅ１１６°０５′３４″ ７７２
Ｐ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 Ｔａｉｈｕ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Ａｎ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５９′３５″ Ｅ１１６°００′３３″ ４９４
Ｐ７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 Ｔａｉｈｕ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Ａｎ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４５′１７″ Ｅ１１６°２０′２３″ ２４７
Ｐ８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 Ｔａｉｈｕ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Ａｎ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１°０１′１８″ Ｅ１１６°０５′３２″ ８３１
Ｐ９ 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 Ｑｉａｎ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Ａｎ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４１′４７″ Ｅ１１６°２３′３１″ ７７
Ｐ１０ 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 Ｑｉａｎ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Ａｎ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１２′４０″ Ｅ１１６°２８′２２″ ３５
Ｐ１１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 Ｙｉｎｇ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ｇ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１°０１′４５″ Ｅ１１６°０５′３３″ ７９８
Ｐ１２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 Ｙｉｎｇ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ｇ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１°０１′３７″ Ｅ１１６°０５′３２″ ８１７
Ｐ１３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 Ｙｉｎｇ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ｇ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１°０１′１８″ Ｅ１１６°０５′３０″ ８３４

　 １） Ｌ１，Ｌ２，Ｌ３，Ｌ４： 样线编号 Ｎｏ． ｏｆ ｌｉｎｅ； Ｐ１，Ｐ２，Ｐ３，Ｐ４，Ｐ５，Ｐ６，Ｐ７，Ｐ８，Ｐ９，Ｐ１０，Ｐ１１，Ｐ１２，Ｐ１３： 样方编号 Ｎｏ． ｏｆ ｐｌｏｔ．

表 ２　 用于皖南山区金灯藤寄主植物调查的样线和样方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ｌｏ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ｕｓｃｕｔ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Ｃｈｏｉｓｙ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ｈｕｉ

编号１）

Ｎｏ．１）
位置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Ｌ１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 Ｄｏｎｇｚ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１９′３３″－Ｎ３０°２０′１８″ Ｅ１１７°２６′２５″－Ｅ１１７°２６′５３″ ７６－３９
Ｐ１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 Ｄｏｎｇｚ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２８′４２″ Ｅ１１７°２０′０７″ ５２
Ｐ２ 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 Ｓｈｉｔ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０９′１６″ Ｅ１１７°３８′０８″ ９２
Ｐ３ 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 Ｓｈｉｔ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１３′２２″ Ｅ１１７°４６′５４″ １５１
Ｐ４ 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 Ｓｈｉｔ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２０′２７″ Ｅ１１７°５４′４４″ １５５
Ｐ５ 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 Ｓｈｉｔ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２０′１８″ Ｅ１１７°５６′１３″ １１７
Ｐ６ 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 Ｓｈｉｔ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２０′１７″ Ｅ１１７°５６′１３″ １２１
Ｐ７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１７′３９″ Ｅ１１８°１０′１８″ １４４
Ｐ８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１１′２８″ Ｅ１１８°１６′００″ １９２
Ｐ９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３０°１１′２８″ Ｅ１１８°１６′００″ ５１４

　 １） Ｌ１： 样线编号 Ｎｏ． ｏｆ ｌｉｎｅ； Ｐ１，Ｐ２，Ｐ３，Ｐ４，Ｐ５，Ｐ６，Ｐ７，Ｐ８，Ｐ９： 样方编号 Ｎｏ． ｏｆ ｐｌｏｔ．

　 　 详细记录各样线和样方的生境特征、金灯藤生长

状况及其寄主植物的种类和数量（由于金灯藤具有

成片寄生的特点，因此，以丛为单位统计其寄主植物

的数量），并采集制作金灯藤及其寄主植物的蜡叶标

本，参考《中国植物志》和《安徽植物志》对制作的所

有蜡叶标本进行鉴定，据此分析金灯藤寄主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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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性。
根据公式“在某种寄主植物上的寄生率 ＝ （该种

寄主植物的丛数 ／所有寄主植物的总丛数） ×１００％”
计算金灯藤在每种寄主植物上的寄生率；根据公式

“在某种寄主植物上的平均寄生率 ＝ （２ 个山区该种

寄主植物的总丛数 ／ ２ 个山区所有寄主植物的总丛

数）×１００％”计算金灯藤在每种寄主植物上的平均寄

生率；根据公式“在某类寄主植物上的寄生率 ＝ （２ 个

山区该类寄主植物的总丛数 ／ ２ 个山区所有寄主植物

的总丛数）×１００％”计算金灯藤在各类寄主植物上的

寄生率。 寄生率越高，表明金灯藤越偏向于寄生在该

种或该类寄主植物上。

２　 结果和分析

２ １　 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金灯藤的生长习性

根据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实地调查结果，金灯

藤普遍分布在海拔 ０ ～ ２００ 和 ４００ ～ ９００ ｍ 的区域，尤
以海拔 ４００ ～ ９００ ｍ 的丘陵地带为主，多生长于向阳

的路旁、河边、荒地、林缘和灌丛中；其寄生分枝较多，
具有向周围生长扩展的能力，平均每丛缠绕覆盖面积

达 ２～５ ｍ２。
金灯藤在所有寄主植物上生长良好，营养生长和

生殖生长旺盛，繁殖能力强。 金灯藤的寄主植物以草

本为主，灌木和小乔木次之，高大乔木较少；并且，其
木本寄主植物多为落叶木本植物，仅茶树〔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Ｌｉｎｎ．） Ｏ． Ｋｔｚｅ．〕、多花勾儿茶 〔 Ｂｅｒｃｈｅｍｉ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Ｗａｌｌ．） Ｂｒｏｎｇｎ．〕、桂花（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Ｌｏｕｒ．）、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Ａｂｅｌ．）和豹皮樟〔Ｌｉｔｓｅａ
ｃｏｒｅａｎａ ｖａ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ｌｌｅｎ） Ｙａｎｇ ｅｔ Ｐ． Ｈ． Ｈｕａｎｇ〕为
常绿木本植物。
２ ２　 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金灯藤寄主植物分析

调查结果（表 ３、表 ４、表 ５ 和表 ６）表明：大别山

区和皖南山区的金灯藤寄主植物共 ５０ 科 ９８ 属 １１０ 种

表 ３　 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金灯藤寄主植物的乔木种类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ａｒｂ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ｓ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ｕｓｃｕｔ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Ｃｈｏｉｓｙ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Ｄａｂｉ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ｈｕｉ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寄生率 ／ ％１）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ｒａｔｅ１）

ＭＡ１ ＭＡ２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河柳 Ｓａｌｉｘ 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ｏｉｄｅｓ 路旁，河边，荒地，林缘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３ ６ １ ９

银叶柳 Ｓａｌｉｘ ｃｈｉｅｎｉｉ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６ ８ ０ ０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１ ２ １ ０

小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ｋａｚｉｎｏｋｉ 路旁，河边，灌丛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ｂｒｕｓｈ ２ ８ ０ ０
桑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河边，荒地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１ ２ １ ０

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盐肤木 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路旁，河边，荒地，林缘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４ ８ ７ ８

野漆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ｕｃｃｅｄａｎｅｕｍ 河边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０
槭树科 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 天目槭 Ａｃｅｒ ｓｉｎｏｐｕｒｐｕｒａｓｃｅｎｓ 河边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鸡爪槭 Ａｃｅｒ 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枫杨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路旁，河边，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８ ４ ９ ７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刚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ｓｕｌｐｈｕｒｅａ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ｉｓ 路旁，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４ １ ９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山胡椒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ｇｌａｕｃａ 荒地，林缘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０ ４ ０ ０
金缕梅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枫香树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路旁，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４ ０ ０
杜仲科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ｃｅａｅ 杜仲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桃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４ １ ９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河边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８ １ ０
八角枫科 Ａｌａｎｇｉａｃｅａｅ 云山八角枫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ｋｕｒｚｉｉ ｖａｒ． ｈａｎｄｅｌｉｉ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１ ２ ２ ９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白背叶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ａｐｅｌｔａ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９

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 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０
山茱萸科 Ｃｏｒｎａｃｅａｅ 灯台树 Ｂｏｔｈｒｏｃａｒｙｕｍ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ｕｍ 路旁，林缘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０ ０ １ ０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栗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 路旁，林缘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０ ０ １ ０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白花泡桐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０
梧桐科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 梧桐 Ｆｉｒｍｉａｎａ ｐｌａｔａｎｉｆｏｌｉａ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９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榆树 Ｕｌｍ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路旁，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４ ０ ０

　 １）ＭＡ１： 大别山区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Ｄａｂｉ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ＭＡ２： 皖南山区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ｈ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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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金灯藤寄主植物的灌木种类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ｈｒｕｂ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ｓ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ｕｓｃｕｔ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Ｃｈｏｉｓｙ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Ｄａｂｉ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ｈｕｉ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寄生率 ／ ％１）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ｒａｔｅ１）

ＭＡ１ ＭＡ２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插田泡 Ｒｕｂｕｓ ｃｏｒｅａｎｕｓ 路旁，河边，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２ ４ １ ９
灰白毛莓 Ｒｕｂｕｓ ｔｅｐｈｒｏｄｅｓ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８ ０ ０
高粱泡 Ｒｕｂｕｓ 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ａｎｕｓ 路旁，河边，灌丛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ｂｒｕｓｈ ０ ４ ２ ９
茅莓 Ｒｕｂ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ｓ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０
棣棠花 Ｋｅｒ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１ ２ ０ ０
野蔷薇 Ｒｏｓ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路旁，河边，灌丛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ｂｒｕｓｈ ２ ０ １ ９
李 Ｐｒｕｎｕｓ ｓａｌｉｃｉｎａ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０

卫矛科 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 南蛇藤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白杜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ｉ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４ １ ０

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溲疏 Ｄｅｕｔｚｉａ ｓｃａｂｒａ 荒地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４ ０ ０
旌节花科 Ｓｔａｃｈｙｕｒａｃｅａｅ 中国旌节花 Ｓｔａｃｈｙｕ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路旁，灌丛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ｂｒｕｓｈ １ ２ ０ ０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绿叶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ｂｕｅｒｇｅｒｉ 路旁，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８ ０ ０

云实 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ｄｅｃａｐｅｔａｌａ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４ １ ０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青灰叶下珠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ｇｌａｕｃｕｓ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柘树 Ｃｕｄｒａｎｉａ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４ １ ０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刺榆 Ｈｅｍｉｐｔｅｌｅａ ｄａｖｉｄｉｉ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０
金缕梅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檵木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路旁，灌丛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ｂｒｕｓｈ ０ ０ １ ０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桂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林缘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０ ０ １ ０
槭树科 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 三角枫 Ａｃｅｒ 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 林缘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０ ０ １ ０

青榨槭 Ａｃｅｒ ｄａｖｉｄｉｉ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油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林缘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０ ０ １ ０

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林缘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０ ４ ０ ０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多花勾儿茶 Ｂｅｒｃｈｅｍｉ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林缘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０ ４ ０ ０
苦木科 Ｓｉｍａｒｏｕｂａｃｅａｅ 臭椿 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０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豹皮樟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ｏｒｅａｎａ ｖａ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０

狭叶山胡椒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１）ＭＡ１： 大别山区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Ｄａｂｉ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ＭＡ２： 皖南山区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ｈｕｉ．

表 ５　 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金灯藤寄主植物的草本种类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ｈｅｒｂ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ｓ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ｕｓｃｕｔ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Ｃｈｏｉｓｙ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Ｄａｂｉ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ｈｕｉ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寄生率 ／ ％１）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ｒａｔｅ１）

ＭＡ１ ＭＡ２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喜旱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路旁，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１ ６ １ ９

牛膝 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１ ２ ０ ０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葎草 Ｈｕｍｕｌｕ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１ ２ ０ ０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苎麻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ｎｉｖｅａ 路旁，荒地，灌丛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ｂｒｕｓｈ ４ ８ １ ９

悬铃叶苎麻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ｓ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８ ０ ０
细野麻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０
糯米团 Ｇｏｎｏｓｔｅｇｉａ ｈｉｒｔａ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８ ０ ０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柔毛路边青 Ｇｅ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灌丛 Ｂｒｕｓｈ １ ２ ０ ０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五节芒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ｆｌｏｒｉｄｕｌｕｓ 路旁，荒地，灌丛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ｂｒｕｓｈ ２ ８ １ ９

虉草 Ｐｈａｌａｒｉｓ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８ ０ ０
金色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ｇｌａｕｃａ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鸭跖草科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鸭跖草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１ ０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蚕茧草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路旁，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４ ０ ０

杠板归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路旁，河边，灌丛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ｂｒｕｓｈ １ ６ １ ０
水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中华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ｓｉｎｉｃｕｍ 路旁，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４ ０ ０
虎杖 Ｒｅｙｎｏｕｔ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河边，灌丛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ｂｒｕｓｈ １ ６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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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寄生率 ／ ％１）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ｒａｔｅ１）

ＭＡ１ ＭＡ２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小蓬草 Ｃｏｎｙｚａ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路旁，河边，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３ ２ １ ９

一年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路旁，河边，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２ ４ ０ ０
高大翅果菊 Ｐｔｅｒｏｃｙｐｓｅｌａ ｅｌａｔａ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８ ０ ０
野菊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ｉｎｄｉｃｕｍ 路旁，河边，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２ ０ ０ ０
马兰 Ｋａｌｉｍｅｒ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 路旁，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４ ０ ０
蒙古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路旁，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８ ０ ０
奇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ｎｏｍａｌａ 路旁，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４ ０ ０
红足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ｒｕｂｒｉｐｅｓ 路旁，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４ ０ ０
菊芋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ｓ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狼巴草 Ｈｅｒｂａ ｂｉｄｅｎｔｉｓ 河边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０
千里光 Ｓｅｎｅｃｉｏ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荒地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０ １ ０
三脉紫菀 Ａｓｔｅｒ ａｇ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荒地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０ １ ０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爵床 Ｒｏｓｔｅｌｌｕｌａｒｉａ ｐｒｏｃｕｍｂｅｎｓ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南赤瓟 Ｔｈｌａｄｉａｎｔｈａ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 路旁，灌丛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ｂｒｕｓｈ ０ ４ ０ ０
罂粟科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蛇果黄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ｐａｌｌｉｄａ 路旁，河边，灌丛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ｂｒｕｓｈ ０ ４ ０ ０

博落回 Ｍａｃｌｅａｙ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河边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８ ０ ０
商陆科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ｃｅａｅ 垂序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路旁，河边，荒地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２ ８ ２ ９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桔梗 Ｐｌａｔｙｃｏｄｏｎ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ｓ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川续断科 Ｄｉｐｓａｃａｃｅａｅ 川续断 Ｄｉｐｓａｃｕｓ ａｓｐｅｒｏｉｄｅｓ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绿豆 Ｖｉｇｎａ ｒａｄｉａｔａ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８ ０ ０

野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ｏｊａ 荒地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４ ０ ０
鸡眼草 Ｋｕｍｍｅｒｏｗｉ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接骨草 Ｓａｍｂｕｃ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紫珠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４ １ ０

黄荆 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１ ２ ３ ９
马钱科 Ｌｏｇ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醉鱼草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ｌｉｎｄｌｅｙａｎａ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４ １ ０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辣椒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８ ０ ０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牵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 ｎｉｌ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０
败酱科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败酱 Ｐａｔｒｉｎｉａ ｓｃａｂｉｏｓａｅｆｏｌｉａ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０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野芝麻 Ｌａｍ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荒地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０ １ ０

断血流 Ｃｌｉ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ｐｏ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铁苋菜 Ａｃａｌｙｐｈ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柳叶菜科 Ｏｎａｇｒａｃｅａｅ 柳叶菜 Ｅｐｉｌｏｂｉｕｍ ｈｉｒｓｕｔｕｍ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牛皮消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０ ０

　 １）ＭＡ１： 大别山区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Ｄａｂｉ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ＭＡ２： 皖南山区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ｈｕｉ．

表 ６　 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金灯藤寄主植物的藤本种类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ｌｉａｎ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ｓ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ｕｓｃｕｔ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Ｃｈｏｉｓｙ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Ｄａｂｉ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ｈｕｉ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寄生率 ／ ％１）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ｒａｔｅ１）

ＭＡ１ ＭＡ２
防己科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 青风藤 Ｓｉｎｏｍｅｎｉｕｍ ａｃｕｔｕｍ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８ ０ ０

金线吊乌龟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 ｃｅｐｈａｒａｎｔｈａ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１ ９
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ｏｐｐｏｓｉｔａ 河边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１ ２ ０ ０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紫藤 Ｗｉｓｔｅ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荒地，林缘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０ ４ ０ ０

葛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ｌｏｂａｔａ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１ ２ ３ ９
鹿藿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ｉａ ｖｏｌｕｂｉｌｉｓ 荒地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４ ０ ０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鸡矢藤 Ｐａｅｄｅｒｉａ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０
海金沙科 Ｌｙｇ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海金沙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１ ０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三裂蛇葡萄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ｄｅｌａｖａｙａｎａ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０ １ ０

蛇葡萄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 路旁，河边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１ ６ ２ ９
地锦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ｕｍｉｆｕｓａ 荒地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０ ８ １ ０
乌蔹莓 Ｃａｙｒａｔ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路旁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０ ４ １ ０

　 １）ＭＡ１： 大别山区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Ｄａｂｉ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ＭＡ２： 皖南山区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ｈ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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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变种；并且，除蕨类植物海金沙〔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Ｔｈｕｎｂ．） Ｓｗ．〕外，２ 个山区所有金灯藤寄主植物均

为被子植物（包括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未见

金灯藤寄生在裸子植物上。
由表 ３ 可见：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金灯藤寄主植

物的乔木种类总计 ２２ 种 ２ 变种，其中，大别山区有

１５ 种 ２ 变种，皖南山区有 １４ 种 ２ 变种；２ 个山区金灯

藤寄主植物的共有乔木种类有 ７ 种 ２ 变种，分别为河

柳（ Ｓａｌｉｘ 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ｏｉｄｅｓ Ｋｉｍｕｒａ）、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 Ｌ’Ｈéｒ． ｅｘ Ｖｅｎｔ．〕、桑树（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Ｌｉｎｎ．）、盐肤木（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ｉｌｌ．）、枫杨（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Ｃ． ＤＣ．）、刚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ｓｕｌｐｈｕｒｅａ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ｉｓ Ｒ． Ａ． Ｙｏｎｇ）、桃（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Ｌｉｎｎ．）、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Ｌｉｎｎ．）和云山八角枫〔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ｋｕｒｚｉｉ ｖａｒ． ｈａｎｄｅｌｉｉ （ Ｓｃｈｎａｒｆ） Ｆａｎｇ〕。 金灯藤在大别

山区的枫杨、银叶柳（Ｓａｌｉｘ ｃｈｉｅｎｉｉ Ｃｈｅｎｇ）、盐肤木、河
柳、小构树（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ｋａｚｉｎｏｋｉ Ｓｉｅｂ．）、构树、桑树和

云山八角枫上的寄生率较高，分别为 ８ ４％、６ ８％、
４ ８％、３ ６％、２ ８％、１ ２％、１ ２％和 １ ２％；其在皖南

山区的枫杨、盐肤木、云山八角枫、河柳、刚竹、桃、白
背叶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ａｐｅｌｔａ （ Ｌｏｕｒ．） Ｍｕｅｌｌ． Ａｒｇ．〕 和梧桐

〔Ｆｉｒｍｉａｎａ ｐｌａｔａｎｉｆｏｌｉａ （ Ｌｉｎｎ． ｆ．） Ｍａｒｓｉｌｉ〕 上的寄生

率 较高，分别为 ９ ７％、７ ８％、２ ９％、１ ９％、１ ９％、
１ ９％、１ ９％和 １ ９％。

由表 ４ 可见：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金灯藤寄主植

物的灌木种类总计 ２５ 种 １ 变种，其中，大别山区有

１７ 种，皖南山区有 １４ 种 １ 变种；２ 个山区金灯藤寄主

植物的共有灌木 种类有 ６ 种，分别为插田泡（Ｒｕｂｕｓ
ｃｏｒｅａｎｕｓ Ｍｉｑ．）、高粱泡（Ｒ． 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ａｎｕｓ Ｓｅｒ．）、野蔷薇

（Ｒｏｓ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Ｔｈｕｎｂ．）、 白 杜 （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ｉ
Ｒｕｐｒ．）、云实〔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ｄｅｃａｐｅｔａｌａ （Ｒｏｔｈ） Ａｌｓｔｏｎ〕
和 柘 树 〔 Ｃｕｄｒａｎｉａ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 Ｃａｒｒ．） Ｂｕｒ． ｅｘ
Ｌａｖａｌｌｅｅ〕。 金灯藤在大别山区的插田泡、野蔷薇、棣
棠花 〔 Ｋｅｒ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Ｌｉｎｎ．） ＤＣ．〕 和中国旌节花

（Ｓｔａｃｈｙｕ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上的寄生率较高，分别

为 ２ ４％、２ ０％、１ ２％和 １ ２％；其在皖南山区的高粱

泡、插田泡和野蔷薇上的寄生率较高，分别为 ２ ９％、
１ ９％和 １ ９％。

由表 ５ 可见：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金灯藤寄主植

物的草本种类总计 ５１ 种 １ 变种，其中，大别山区有

４３ 种 １ 变种，皖南山区有 １８ 种；２ 个山区金灯藤寄主

植物的共有草本种类有 １１ 种，分别为喜旱莲子草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 苎 麻

〔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ｎｉｖｅａ （ Ｌｉｎｎ．） Ｇａｕｄｉｃｈ．〕、 五 节 芒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ｆｌｏｒｉｄｕｌｕｓ （ Ｌａｂ．） Ｗａｒｂ． ｅｘ Ｓｃｈｕｍ． ｅｔ
Ｌａｕｔ．〕、小蓬草〔Ｃｏｎｙｚａ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 Ｌｉｎｎ．） Ｃｒｏｎｑ．〕、
鸭 跖 草 （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Ｌｉｎｎ．）、 杠 板 归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Ｌｉｎｎ．）、 虎 杖 （ Ｒｅｙｎｏｕｔ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Ｈｏｕｔｔ．）、 垂 序 商 陆 （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Ｌｉｎｎ．）、紫珠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Ｌéｖｌ．）、黄荆 （ 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Ｌｉｎｎ．） 和 醉 鱼 草 （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ｌｉｎｄｌｅｙａｎ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 金灯藤在大别山区的苎麻、小蓬草、五节

芒、垂 序 商 陆、 一 年 蓬 〔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 Ｌｉｎｎ．）
Ｐｅｒｓ．〕、 野 菊 〔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ｉｎｄｉｃｕｍ （ Ｌｉｎｎ．） Ｄｅｓ
Ｍｏｕｌ．〕、杠板归、虎杖、喜旱莲子草、牛膝（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Ｂｌｕｍｅ）、 葎草 〔 Ｈｕｍｕｌｕ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 Ｌｏｕｒ．）
Ｍｅｒｒ．〕、柔毛路边青（Ｇｅ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Ｆ．
Ｂｏｌｌｅ）和黄荆上的寄生率较高，分别为 ４ ８％、３ ２％、
２ ８％、 ２ ８％、 ２ ４％、 ２ ０％、 １ ６％、 １ ６％、 １ ６％、
１ ２％、１ ２％、１ ２％和 １ ２％；其在皖南山区的黄荆、
垂序商陆、五节芒、小蓬草、喜旱莲子草和苎麻上的寄

生率较高，分别为 ３ ９％、２ ９％、１ ９％、１ ９％、１ ９％
和 １ ９％。

由表 ６ 可见：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金灯藤寄主植

物的藤本种类总计 １２ 种，其中，大别山区有 １０ 种，皖
南山区有 ８ 种；２ 个山区金灯藤寄主植物的共有藤

本种类 有 ６ 种， 分 别 为 金 线 吊 乌 龟 （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
ｃｅｐｈａｒａｎｔｈａ Ｈａｙａｔａ ）、 葛 〔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ｌｏｂａｔａ （ Ｗｉｌｌｄ．）
Ｏｈｗｉ〕、海金沙、蛇葡萄〔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 （Ｍｉｑ．） Ｗ．
Ｔ． Ｗａｎｇ 〕、 地 锦 （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ｕｍｉｆｕｓａ Ｗｉｌｌｄ． ｅｘ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 和 乌 蔹 莓 〔 Ｃａｙｒａｔ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Ｔｈｕｎｂ．）
Ｇａｇｎｅｐ．〕。 金 灯 藤 在 大 别 山 区 的 蛇 葡 萄、 薯 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ｏｐｐｏｓｉｔａ Ｔｈｕｎｂ．）和葛上的寄生率较高，分
别为 １ ６％、１ ２％和 １ ２％；其在皖南山区的葛、蛇葡

萄和金线吊乌龟上的寄生率较高，分别为 ３ ９％、
２ ９％和 １ ９％。

根据金灯藤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各寄主植物

上的平均寄生率计算结果，其在枫杨、盐肤木、银叶

柳、苎麻和垂序商陆上的平均寄生率分别为 ８ ８％、
５ ７％、４ ８％、３ １％和 ２ ６％，明显高于其在其他寄主

植物上的平均寄生率。 另外，金灯藤在 ２ 个山区不同

习性寄主植物上的寄生率差异明显，其在乔木、灌木、
草本和藤本种类上的寄生率分别为 ３５ １％、１４ ２％、
４１ １％和 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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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虎印等［２０］对陕西省华阴市金灯藤寄主植物的

调查结果表明：金灯藤的寄主植物以小乔木、木质藤

本和灌木种类为主，并且金灯藤还可在少数草本种类

上生长，所有金灯藤寄主植物均属于被子植物中的双

子叶植物，并且未发现金灯藤寄生于裸子植物。 在大

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金灯藤除了寄生在多种双子叶植

物上，还可寄生在许多单子叶植物上，并能够寄生在

蕨类植物海金沙上，值得注意的是，这 ２ 个山区的金

灯藤也均未寄生在裸子植物上。 在大别山区和皖南

山区，金灯藤广泛寄生在唇形科 （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桑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和槭树科（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植物上。

调查及统计结果表明：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金

灯藤寄主植物共 ５０ 科 ９８ 属 １１０ 种 ４ 变种，寄主植物

种类丰富，且金灯藤可同时与多种寄主植物形成寄生

关系，说明金灯藤属于非专性寄生植物［２１－２２］。 金灯

藤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枫杨、盐肤木、银叶柳、苎
麻和垂序商陆上的寄生率均较高，平均寄生率分别为

８ ８％、５ ７％、４ ８％、３ １％和 ２ ６％，明显高于其在其

他寄主植物上的寄生率，说明这 ２ 个山区的金灯藤对

寄主植物种类有一定偏向性。 值得注意的是，金灯藤

在大别山区的银叶柳上的寄生率很高（７ ５％），但并

未寄生在皖南山区的银叶柳上，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

选取的样线和样方数量有限，无法全面覆盖 ２ 个山区

金灯藤的所有寄生植物。
调查及统计结果还表明：金灯藤在大别山区和皖

南山区草本种类上的寄生率最高（４１ １％），在乔木和

灌木种类上的寄生率也较高 （分别为 ３５ １％ 和

１４ ２％），在藤本种类上的寄生率最低（９ ４％），说明

这 ２ 个山区的金灯藤对寄主植物的习性也有一定偏

向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 ２ 个山区的金灯藤多寄生在

乔木和灌木寄主植物的 １ ～ ３ 年生枝条上，这可能是

因为金灯藤常常通过寄生根侵入寄主植物幼嫩茎皮

层以内的组织中，致使自身与寄主植物的维管组织相

通，从而吸取寄主植物体内的养分和水分，供给自身

生长所需［２３－２４］。
金灯藤在大别山区的枫杨、银叶柳、苎麻和盐肤

木上的寄生率分别为 ８ ４％、６ ８％、４ ８％和 ４ ８％，明
显高于其他寄主植物，而在皖南山区的枫杨、盐肤木

和黄荆上的寄生率分别为 ９ ７％、７ ８％和 ３ ９％，也明

显高于其在其他寄主植物上的寄生率；并且，金灯藤

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垂序商陆上的寄生率也较

高，分别为 ２ ８％和 ２ ９％。 金灯藤在 ２ 个山区同一寄

主植物上的寄生率存在明显差异。 例如，金灯藤在大

别山区的银叶柳和苎麻上的寄生率（分别为 ６ ８％和

４ ８％）明显高于其在皖南山区的银叶柳和苎麻上的

寄生率（分别为 ０ ０％和 １ ９％），而其在大别山区的

盐肤木、黄荆和葛上的寄生率（分别为 ４ ８％、１ ２％和

１ ２％）明显低于其在皖南山区的盐肤木、黄荆和葛上

的寄生率（分别为 ７ ８％、３ ９％和 ３ ９％）。 上述研究

结果表明：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金灯藤对寄主植物

的选择存在区域偏向性，由于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

气候相似，推测造成这种区域偏向性的原因可能是寄

主植物的营养水平或其释放的化学刺激信号等影响

了金灯藤对寄主植物的选择［２５－２６］。
与陕西省华阴市的金灯藤偏向于寄生在构树、连

翘〔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ｓｕｓｐｅｎｓａ （Ｔｈｕｎｂ．） Ｖａｈｌ〕、葎草和牛尾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ｄｕｂｉａ Ｗａｌｌ． ｅｘ Ｂｅｓｓ．）上［２０］ 不同，大别山区

和皖南山区的金灯藤更偏向于寄生在枫杨、盐肤木、
银叶柳、苎麻、黄荆和垂序商陆等植物上，这可能与不

同研究地的气候特征有关［２７］。 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

均位于华东地区，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自然条件优

越，因此，金灯藤易寄生在枫杨和盐肤木等更适应温

暖湿润气候的植物种类上；而陕西省华阴市位于西北

地区，地处秦岭北麓，地形地貌错综复杂，该区域属暖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因此，金灯藤更偏向于寄生在

葎草和连翘等更适应大陆性季风气候的植物种类上。
此外，本研究和陕西省华阴市的金灯藤寄主植物调查

结果均表明：金灯藤的生境相似，主要生长在海拔

４００～９００ ｍ 向阳的路旁、河边、荒地、林缘和灌丛等

地，而在远离人类活动、发育较好的森林内并未发现

金灯藤，这可能是因为此海拔范围是山区居民劳动耕

作的主要区域，这些区域极易形成结构不稳定的小群

落，且这些区域的阳光和水分充足，利于金灯藤

寄生［２］。
综上所述，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金灯藤生长

良好，寄生分枝较多，多生长在海拔 ４００ ～ ９００ ｍ 的丘

陵地带，且主要生长在向阳的路旁、河边、荒地、林缘

和灌丛等地；金灯藤的寄主植物种类丰富，共 ５０ 科

９８ 属 １１０ 种 ４ 变种，其中，乔木种类有 ２２ 种 ２ 变种，
灌木种类有 ２５ 种 １ 变种，草本种类有 ５１ 种 １ 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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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本种类有 １２ 种；并且，金灯藤对寄主植物的选择具

有一定的偏向性，偏向于寄生在草本和乔木种类上，
尤其偏向于寄生在枫杨、盐肤木、银叶柳、苎麻、黄荆

和垂序商陆等种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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