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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地处华东区域，三面环山，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适宜的气候，加之近年与国内外频繁的交流，使不同生活习性

的外来植物在江西省定居和扩散。 本文所指的“外来植物”
是指非中国原产且在研究区域内有分布的物种，当该物种形

成居群，威胁本地植物的生物多样性，并造成生态和经济损失

时，就构成了入侵［１］ 。 为提高人们对外来植物的认知，并为江

西省植物区系积累新资料，作者对江西省分布的外来植物进

行了调查和研究。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作者对江西省分布的外来植物进行了

全面调查；在此基础上，参考相关资料［２－１０］ ，确定了其中 ８ 种

外来植物为江西省分布新记录，各种类的形态特征见图 １。 凭

证标本均存放于上海辰山植物标本馆（ＣＳＨ）。
１） 长 芒 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ａｌｍｅｒｉ Ｓ． Ｗａｔｓｏｎ （ 苋 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苋属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Ｌｉｎｎ．）
产于南昌，较少见；生于荒地、农田和建筑工地；原产于美

洲。 本种在北京、江苏、辽宁、山东和天津也有分布，且已造成

严重危害［１１］３５。 近年来还出现在安徽［１２］ ；据作者调查，本种

已在广东、广西、河北、湖南和上海等地迅速形成稳定居群，扩
散非常快。 本种为一年生草本，雌雄异株；花被片极不同形且

不等大，雌花苞片先端具坚硬的芒尖（图 １－１～ ３）。 本种以种

子繁殖，结实量巨大，每株可产种子 ２×１０４ ～ ６×１０４ 粒［１３］ ，于

２０１１ 年被列入中国《禁止进境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入侵风

险大。
凭证标本：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１００１６，２０１６－０９－２２，南昌

市进贤县高铁站附近，海拔 ４６ ｍ。
２） 裂 叶 月 见 草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 Ｈｉｌｌ （ 柳 叶 菜 科

Ｏｎａｇｒａｃｅａｅ 月见草属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Ｌｉｎｎ．）
产于鹰潭、抚州和上饶，常见；生于田间地头、园林绿地和

路边荒地；原产于北美洲东部。 本种在福建、甘肃、广东、湖
南、上海、台湾、浙江和安徽也有分布［１１］１１９，［１２］ 。 本种为一年

生或多年生草本，叶形及花大小变异较大（图 １－４ ～ ６）；种子

椭圆状或近球状，不具棱角。 本种以种子繁殖，每株可产种子

６×１０４ 粒以上，繁殖系数大［１４］ ，且具化感作用［１５］ ，有强大的适

应力和繁殖能力。 本种广泛分布于江西省东北部，并形成大

面积的稳定居群，已入侵农田及园林绿地。
凭证标本：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０３４５４，２０１６－０５－２５，鹰潭

市贵溪市贵溪大道，海拔 ４７ ｍ；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０３５２１，
２０１６－０６－０４，抚州市黎川县篁竹村，海拔 １４４ ｍ；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０３３１３，２０１６－０４－１８，上饶市信州区畴口村，海拔 ６５ ｍ。
３） 苞叶小牵牛 Ｊａｃｑｕｅｍｏｎｔｉａ ｔａｍｎｉｆｏｌｉａ （ Ｌｉｎｎ．） Ｇｒｉｓｅｂ．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小牵牛属 Ｊａｃｑｕｅｍｏｎｔｉａ Ｃｈｏｉｓｙ）
产于南昌和宜春，较少见；生于路边荒地和园林绿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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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于西印度群岛。 本种在广东、广西、上海、台湾和海南也有

分布［１１］１３９，［１６］ 。 本种为一年生缠绕藤本；聚伞花序排列成密

集的头状，苞片叶状，花后宿存（图 １－７，８）。 本种可感染波多

黎各麻疯树花叶病毒（Ｊａｔｒｏｐｈａ ｍｏｓａｉｃ Ｐｕｅｒｔｏ Ｒｉｃｏ ｖｉｒｕｓ， ＪＭＶ－
ＰＲ），可能是该病毒传播的中间宿主［１７－１８］ ；本种在江西省的分

布较少见，但在分布区域内已形成稳定居群。
凭证标本：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１００１５，２０１６－０９－２２，南昌

市进贤县高铁站附近，海拔 ４５ ｍ；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０３３８４，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宜春市丰城市赣江东岸沿江路，海拔 ４６ ｍ。

４） 瘤 梗 甘 薯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ｌａｃｕｎｏｓａ Ｌｉｎｎ． （ 旋 花 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番薯属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Ｌｉｎｎ．）
产于九江、南昌和宜春，常见；生于园林绿地和荒地；原产

于北 美 洲。 本 种 在 江 苏、 山 东、 浙 江 和 安 徽 也 有 分

布［１１］１３５，［１２］ 。 本种为一年生藤本，花冠多为白色，花药紫红色

（图 １－９，１０）；而同属植物三裂叶薯（ Ｉ． ｔｒｉｌｏｂａ Ｌｉｎｎ．）花冠淡红

色，花药白色，二者易于区分。 本种在江西省分布广泛，已入

侵农田及园林绿地，有进一步扩散的趋势。
凭证标本：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１０００７，２０１６－０９－２３，九江

市永修县火车站附近，海拔 １１ ｍ；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１００３９，

２０１６－０９－１９，南昌市江西农业大学，海拔 ５４ ｍ；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０３３７４，２０１６－１０－１９，宜春市靖安县双溪镇，海拔 ７０ ｍ。
５） 蒜芥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ｓｉｓｙｍｂ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Ｌａｍ．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茄属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ｉｎｎ．）
产于南昌，少见；生于路边荒地；原产于南美洲。 本种在

广东、河北、上海和云南也有分布［１１］１６１。 本种为一年生草本，
全株被腺毛及钻形皮刺；浆果成熟后红色（图 １－１１ ～ １３），种
子多数。 本种在江西省内仅见于南昌，但已形成稳定居群。

凭证标本：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１００３２，２０１６－０９－１９，南昌

市南昌大学，海拔 ４６ ｍ。
６） 穿叶异檐花 Ｔｒｉｏｄａｎｉｓ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ａ （Ｌｉｎｎ．） Ｎｉｅｕｗｌ． （桔梗

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异檐花属 Ｔｒｉｏｄａｎｉｓ Ｒａｆ．）
产于鹰潭和上饶，较少见；生于路边草丛、公园绿地和林

缘；原产于北美洲。 本种在安徽、福建、台湾和浙江也有分

布［１１］１７４。 本种为一年生草本，叶宽卵圆形，基部心形抱茎（图
１－１４，１５），与同属的异檐花〔Ｔ．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ｂｉｆｌｏｒａ （Ｒｕｉｚ
ｅｔ Ｐａｖ．） Ｌａｍｍｅｒｓ〕相近，但后者叶基部不抱茎。 本种具完全

花和闭锁花 ２ 类花，繁殖能力极强，在分布区域内已形成大面

积稳定居群。

１－３： 长芒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ａｌｍｅｒｉ Ｓ． Ｗａｔｓｏｎ； ４－６： 裂叶月见草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 Ｈｉｌｌ； ７，８： 苞叶小牵牛 Ｊａｃｑｕｅｍｏｎｔｉａ ｔａｍｎ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 Ｇｒｉｓｅｂ．；
９，１０： 瘤梗甘薯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ｌａｃｕｎｏｓａ Ｌｉｎｎ．； １１－１３： 蒜芥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ｓｉｓｙｍｂ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Ｌａｍ．； １４，１５： 穿叶异檐花 Ｔｒｉｏｄａｎｉｓ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ａ （Ｌｉｎｎ．） Ｎｉｅｕｗｌ．；
１６，１７： 春飞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ｃｕｓ Ｌｉｎｎ．； １８： 扁穗雀麦 Ｂｒｏｍｕｓ ｃａｔｈａｒｔｉｃｕｓ Ｖａｈｌ．

图 １　 江西省 ８ 种外来植物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ａｌｉｅ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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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证标本：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０３４４１，２０１６－０５－２４，鹰潭

市鹰潭学院，海拔 ４９ ｍ；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０３４６８，２０１６－０５－
２７，上饶市余干县洲上村，海拔 ２２ ｍ。

７） 春飞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ｃｕｓ Ｌｉｎｎ．（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飞

蓬属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Ｌｉｎｎ．）
产于景德镇、抚州、南昌和上饶，常见；生于路边草丛和公

园绿地；原产于北美洲。 本种在安徽、贵州、江苏、上海、四川

和浙江也有分布［１１］２０３。 本种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叶基部

耳状抱茎，舌状花线形（图 １－ １６，１７），与同属的一年蓬〔Ｅ．
ａｎｎｕｕｓ （Ｌｉｎｎ．） Ｐｅｒｓ．〕相近。 本种瘦果细小，易随风传播，广泛

分布于江西省东北部。
凭证标本：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０３３３１，２０１６－０４－２４，景德

镇市浮梁县三贤湖湿地公园， 海拔 ４３ ｍ； 严靖， 王樟华

ＲＱＨＤ０３４７８，２０１６－０５－２８，抚州市东华理工大学，海拔 ４５ ｍ；
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０３３６８，２０１６－１０－１８，南昌市青云谱区象湖

湿地公园，海拔 ３１ ｍ；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０３３２５，２０１６－０４－２０，
上饶市玉山县高铁站，海拔 ９３ ｍ。

８）扁穗雀麦 Ｂｒｏｍｕｓ ｃａｔｈａｒｔｉｃｕｓ Ｖａｈｌ．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雀

麦属 Ｂｒｏｍｕｓ Ｌｉｎｎ．）
产于鹰潭和抚州，较少见；生于路边荒地和田间地头；原

产于南美洲。 本种在北京、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湖北、江
苏、内蒙古、四川、台湾、云南以及西北地区也有分布［１１］２４１。 本

种为一年生草本，小穗两侧极压扁（图 １－１８）。 本种在江西省

已形成稳定居群。
凭证标本：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０３４５０，２０１６－０５－２４，鹰潭

市西门村岱宝山路，海拔 ２８ ｍ；严靖，王樟华 ＲＱＨＤ０３５１８，
２０１６－０６－０３，抚州市南丰县环城南路，海拔 １２４ ｍ。

以上 ８ 种外来植物目前在江西省的部分区域已形成稳定

居群，且长势良好。 裂叶月见草和春飞蓬等种类的繁殖力强

且危害风险高，目前已多处扩散，对农田和城市绿地造成了一

定的危害；长芒苋和苞叶小牵牛等种类目前在其他省（市）已
造成危害，在江西省可能正处于扩散初期，这些植物大多是人

为有意引进或无意带入。 此外，一些在江西省广泛栽培的外

来植物目前已逃逸并快速扩散，如粉绿狐尾藻〔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 Ｖｅｌｌｏｚｏ ） Ｖｅｒｄｃ．〕、 南 美 天 胡 荽 （ 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和柳叶马鞭草（Ｖｅｒｂｅｎａ ｂｏｎ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等；
外来杂草小花山桃草（Ｇａｕｒ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ｅｘ Ｌｅｈｍ．）目前

在华东地区广泛分布，其种子具有休眠萌发的特性，可在适宜

的季节持续不断萌发出苗，高种子萌发率和高出苗率使其能

够快速扩张［１９］ 。 综上所述，应该对这些外来植物给予足够的

关注，尤其是对具有潜在危害的种类，在加强宣传力度的同时

需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防止其进一步扩散。

参考文献：
［１］ 　 李振宇， 解　 焱． 中国外来入侵种［Ｍ］．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

社， ２００２．
［２］ 　 《江西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江西植物志： 第 １ 卷［Ｍ］． 南昌： 江

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３．
［３］ 　 《江西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江西植物志： 第 ２ 卷［Ｍ］． 北京： 中

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４］ 　 《江西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江西植物志： 第 ３ 卷上册［Ｍ］． 南

昌：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５］ 　 《江西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江西植物志： 第 ３ 卷下册［Ｍ］． 南

昌：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６］ 　 鞠建文， 王　 宁， 郭永久， 等． 江西省外来入侵植物现状分析

［Ｊ］ ． 井冈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１， ３２（１）： １２６－１３０．
［７］ 　 徐向荣， 陈　 京， 徐　 攀， 等． 江西桃红岭自然保护区外来植物

入侵种的分析［Ｊ］ ． 江西科学， ２０１２， ３０（６）： ７５３－７５６．
［８］ 　 季春峰， 王　 智， 钱　 萍． 江西外来入侵植物的初步研究［ Ｊ］ ．

湖北林业科技， ２００９（３）： ２６－２９， ３１．
［９］ 　 雷　 平， 葛　 刚， 陈少风， 等． 赣江流域河岸带外来入侵植物的

调查分析［Ｊ］ ． 亚热带植物科学， ２０１０， ３９（３）： ４４－４８．
［１０］ 　 王　 宁． 江西省外来入侵植物入侵性与克隆性研究［ Ｊ］ ． 井冈

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０， ３１（２）： １０８－１１２．
［１１］ 　 马金双． 中国入侵植物名录［Ｍ］．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１２］ 　 严　 靖， 闫小玲， 王樟华， 等． 安徽省 ５ 种外来植物新记录［Ｊ］ ．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２０１５， ２４（３）： １０９－１１１．
［１３］ 　 车晋滇． 外来入侵杂草长芒苋［ Ｊ］ ． 杂草科学， ２００８， ２６（１）：

５８－６０．
［１４］ 　 蒋　 明， 曹家树， 丁炳扬， 等． 新外来杂草———裂叶月见草的

生物学特性及防控对策 ［ Ｊ］ ． 生物学通报， ２００４， ３９ （ ９）：
２０－２１．

［１５］ 　 刘龙昌， 董雷鸣． 外来物种裂叶月见草化感作用［Ｊ］ ． 中国农学

通报， ２０１０， ２６（１６）： ２５６－２６１．
［１６］ 　 李西贝阳， 王永淇， 李仕裕， 等． 广东菊科一新归化属与海南

旋花科一新归化种 ［ Ｊ］ ． 热带 作 物 学 报， ２０１６， ３７ （ ７ ）：
１２４５－１２４８．

［１７］ 　 ＳＥＬＬＥＲＳ Ｂ Ａ， ＳＭＥＤＡ Ｒ Ｊ，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Ｗ 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ｉｘ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Ｊ］ ． Ｗｅ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３， ５１： ３２９－３３３．

［１８］ 　 ＢＲＯＷＮ Ｊ Ｋ， ＩＤＲＩＳ Ａ Ｍ， ＴＯＲＲＥＳ⁃ＪＥＲＥＺ Ｉ， ｅｔ ａｌ． Ｊａｔｒｏｐｈａ
ｍｏｓａｉｃ ｂｅｇｏｍｏｖｉｒｕｓ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ｗｅｅｄ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ｈｏｓｔｓ ｉｎ
Ｐｕｅｒｔｏ Ｒｉｃｏ［Ｊ］ ． Ｐｈ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９， ９０： Ｓ１２２．

［１９］ 　 刘龙昌， 徐　 蕾， 冯　 佩， 等． 外来杂草小花山桃草种子休眠

萌发特性［Ｊ］ ．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４， ３４（２４）： ７３３８－７３４９．

（责任编辑： 郭严冬）

０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