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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地区属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

东喜马拉雅区域［１］ ，其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北部为念青唐古

拉山脉，东部与横断山脉对接，区内地质地貌复杂多样。 由印

度洋来的季风性暖湿气流从东南方向沿雅鲁藏布江进入林芝

地区，与从西北部高原来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丰富的降水和

温暖的气候，有利于植物生长发育；同时，该地区社会经济活

动相对活跃，外来物种迁入概率随之增大。 作者通过查阅标

本及相关资料［２－８］对在林芝地区野外考察过程中采集的植物

标本进行了鉴定，发现外来植物 ３ 种（包括外来入侵种 １ 种和

归化种 ２ 种）和野生植物新记录 １ 种，隶属于 ４ 科 ４ 属。 现对

这 ４ 种植物的主要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进行了描述，凭证标

本保存在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植物标本室（ＸＺＥ）。
１） 喜 旱 莲 子 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 Ｃ．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莲子草属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Ｆｏｒｓｓｋ．）
（图 １－Ａ）

产于林芝市察隅县，生于农场周边和路边空地。 本种为

外来入侵种，原产于巴西［４］ ，在中国北京、福建、广西、河北、湖
北、湖南、江苏、江西、四川、浙江和台湾均有分布［３］ 。 本种为

多年生草本；茎基部匍匐，上部向上生长，在节处生根；叶片绿

色；头状花序单一， 有总花梗。 与同属 植 物 锦 绣 苋 〔 Ａ．
ｂｅｔｔｚｉｃｋｉａｎａ （Ｒｅｇｅｌ） Ｎｉｃｈｏｌｓ．〕的形态特征相似，但锦绣苋叶片

绿色或红色，或部分绿色，杂以红色或黄色斑纹；头状花序 ３～
５ 个，无总花梗。 本种为全球性恶性入侵杂草，不但能够进行

种子繁殖，还可在节处形成不定根从而进行营养繁殖，通过自

身形态结构变化在入侵地迅速形成地毯式覆盖分布［９］ ，种群

扩张迅速，危害性较大。 近年来，本种在国内已呈蔓延之势，
严重破坏了入侵地的经济及生态环境［１０］ ，建议及时清除。

凭证标本：土艳丽，等 １６０５２３－２６，２０１６－０５－２３，林芝市察

隅县下察隅镇察隅农场，北纬 ２８°２９′１１″、东经 ９７°００′４６″，海拔

１ ７１９ ｍ。
２） 土荆芥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 Ｌｉｎｎ．） Ｍｏｓｙａｋｉｎ ｅｔ

Ｃｌｅｍａｎｔｓ （ 藜 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刺 藜 属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Ｒ． Ｂｒ．）
（图 １－Ｂ）

产于林芝市墨脱县，生于村旁农田附近。 本种为归化种，
原产于热带美洲［４］ ，在中国广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江
西、湖南、四川和台湾等地均有分布，且在北方各省常有栽

培［３］ 。 本种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茎直立，多分枝，有色条

及钝条棱；叶下面具黄色腺点，揉搓叶片后有强烈的香味；花
两性或雌性；胞果扁球形，种子横生或斜生，呈黑色或暗红色。
与同属其他种形态特征的主要区别为本种为圆锥状或穗状花

序，而其他种为复合的二歧聚伞花序。
凭证标本：罗建 １６０５２５－０４，２０１６－０５－２５，林芝市墨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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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木乡东仁村，北纬 ２９°３２′５２″、东经 ９５°２７′４２″，海拔 １ １７８ ｍ。
３） 圆叶牵牛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 Ｌｉｎｎ．） Ｒｏｔｈ （旋花 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番薯属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Ｌｉｎｎ．）（图 １－Ｃ）
产于林芝市墨脱县，生于茶场坡下方空地。 本种为归化

种，原产于热带美洲［５］ ，分布在中国大部分地区［２］ 。 本种为一

年生缠绕草本；叶片通常全缘；外萼片长椭圆形，渐尖，花腋

生，苞片线形，萼片近等长；蒴果近球形，种子卵状三棱形，呈
黑褐色或米黄色，被极短的糠粃状毛。 与同属植物牵牛〔 Ｉ． ｎｉｌ
（Ｌｉｎｎ．） Ｒｏｔｈ〕的形态特征相似，但牵牛叶片通常 ３ 裂，外萼片

披针状线形。
凭证标本：罗建 １６０５２５－１６，２０１６－０５－２５，林芝市墨脱县

拉贡茶场附近，北纬 ２９°１９′２２″、东经 ９５°１９′１５″，海拔 １ １４０ ｍ。

４）红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Ｌｉｎｎ．（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ｉｎｎ．）（图 １－Ｄ）
产于林芝市朗县，生于村旁果园边荒地。 本种为新记录

种，分布在中国大部分地区［３］ ；在朝鲜、日本、俄罗斯、菲律宾、
印度以及欧洲和大洋洲许多国家也有分布［６］ 。 本种为一年生

草本；托叶鞘顶端通常具绿色的翅，叶宽 ５～ １２ ｃｍ。 与同属植

物蓼蓝（Ｐ．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ｍ Ａｉｔ．）和阿萨姆蓼（Ｐ． ａｓｓａｍｉｃｕｍ Ｍｅｉｓｎ．）
的形态特征相似，但蓼蓝和阿萨姆蓼的托叶鞘顶端无翅，叶宽

不超过 ４ ｃｍ。
凭证标本：罗建 １６１００３－２７，２０１６－１０－０３，林芝市朗县日

村岗江村委小组，北纬 ２９° ０５′ ４１″、东经 ９３° ２４′ ２３″，海拔

３ ０５３ ｍ。

Ａ： 喜旱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Ｃ．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 Ｂ： 土荆芥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ｎ．） Ｍｏｓｙａｋｉｎ ｅｔ Ｃｌｅｍａｎｔｓ； Ｃ： 圆叶牵牛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Ｌｉｎｎ．） Ｒｏｔｈ； Ｄ： 红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Ｌｉｎｎ．

图 １　 西藏外来植物 ３ 种及野生植物新记录 １ 种的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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