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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西双版纳 282科近 5 000种高等植物中,有外来植物 153科 1 127种,其中药用、花卉和可食用种类分别占

39. 0%、33. 9%和 20. 3%。外来植物集中分布在植物园和当地居民的庭院中,并沿道路向外扩散。外来植物丰富

了西双版纳的物种多样性,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但少数杂草类入侵物种的生态危害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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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f the 282 fam ilies and near 5 000 species of h igh plants recorded in X ishuangbanna, 153
fam ilies and 1 127 species are a liens p lants. The alien plants, o f w hich med icine, flow er and edible
plants accounted fo r 39. 0% , 33. 9% and 20. 3% respectively distributed assembly in bo tan ica l gardens
and ind igenous home-gardens w ith a tendency d ispersing along var ious roads and paths. The alien plants

increased plant biod iversity and bene fited the loca l soc ie ty and economy but some o f ruderal spec ies
resu lted in ev ident eco log ical impacts. It w as emphasized thatmore attentions should pay to the d ispersa l
of a lien p lants assisted by human activ ities and the ecolog ical ro les of a lien p lants in ecosyste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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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器时代以来, 人类干扰使物种从原产地传播

迁徙到新分布地,一些物种能与新分布地的物种和

谐共存,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物种多样性都是有益的;

而另一些物种却抢占生态位,改变新分布地的生态

系统结构和功能,凸现物种入侵
[ 1]

, 因而, 物种入侵

明显地威胁着全球安全
[ 2]
。外来物种到达一个新

的区域后,要经过一定时期的适应与扩展才有可能

造成生态入侵。那么, 那些还没有造成生态入侵的

外来物种在不远的将来会不会造成生态入侵呢? 笔

者以西双版纳的外来植物为例作一些探索。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 21b10c~ 22b40cN、

9 9b55c~ 10 lb50cE, 海拔 477 ~ 2 429m, 总面积

19 200 km
2
,其中山地面积占 95. 1%

[ 3]
。西双版纳

地处东南亚热带北缘, 属于热带亚热带生态交错地

带,年均温度 20e , 年降水量 1 200~ 1 900 mm,高

温多雨、干湿季分明、年温差小,植物区系复杂,物种

数量较为丰富
[ 4]
。西双版纳也是中国与老挝、泰

国、缅甸等国家比邻接壤地区,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促

成了植物的引种栽培。

20世纪 50年代以来, 随着西南热带地区的深

入开发,引种的资源植物种类越来越多
[ 5]
, 到 20世

纪末,西双版纳有高等植物近 5 000种
[ 6]
。研究一

个地区的植物区系,区分出本土植物和外来植物是

十分重要的
[ 7]
。在西双版纳这样小的区域内容纳

了如此多的高等植物, 这些植物有多少是外来的?

是否影响或以什么方式影响西双版纳的生态系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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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有关问题却缺少研究。鉴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

纳热带植物园内保存的外来植物属于近期引入的并

且处于严格的管护状态, 作者仅以 1996年出版的

5西双版纳高等植物名录 6[ 6]
为基础, 并根据此后正

式发表文献中出现的新分布种类, 挑选出明确标注

原产地不在西双版纳的全部植物种类,按分类单元、

原产地、用途及在西双版纳的分布等分别进行统计,

分析西双版纳外来植物的物种数量、来源、用途和分

布状况,讨论外来植物对区域物种多样性的贡献、现

实和潜在的生态危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1 西双版纳外来植物的特征

1. 1 外来植物的物种多样性

西双版纳有高等植物 282科 4 917种 (包括变

种和亚种 )
[ 6 ]

,其中,外来植物有 153科 1 127种,分

别占西双版纳高等植物科总数的 54. 3%、种类总数

的 22. 9%。这些外来植物主要集中在 40个科中,

共 822种, 占外来植物种数的 72. 9%。其中, 含外

来植物种数最多的有棕榈科 ( Pa lmae, 63种 )、

蝶 形 花 科 ( Papilionaceae, 49 种 )、苏 木 科

( Caesa lp in iaceae, 42种 )、大戟科 ( Euphorb iaceae,

40种 ) (表 1) ;有 29个科为外来科, 相当于西双版

纳已知高等植物科总数的 10. 3% , 包括 94种植物,

仙人掌科 ( Cactaceae)、石蒜科 (Amary llidaceae)和凤

梨科 ( Brome liaceae)的种类最多,共有 48种。

此外, 位于勐腊县勐仑镇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

纳热带植物园是引种外来植物最多的机构,到 2004

年底,在其 9 km
2
范围内就保存了约 10 000种高等

植物,这些植物绝大部分为外来物种。

显然,西双版纳地处热带亚热带过渡地区,自然

生态环境复杂,适宜植物生长,植物物种丰富。随着

外来植物的大量引种,西双版纳的植物物种多样性

发生了很大变化。

表 1 含 10种以上外来种的科及外来种在西双版纳的分布
Table 1 Fam ily containing ten and m ore a lien speci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in X ishuangbanna

科名

Fam ily

种类数量 1)

Species num ber1)

A T P

外来种类的分布数量

D istribu tion num ber of alien species

景洪 J inghong 勐腊 M eng la 勐海 M engha i

棕榈科 Palm ae 63 108 58. 3 15 63 4

蝶形花科 Pap il ionaceae 49 224 21. 9 23 43 15

苏木科 C aesa lp in iaceae 42 66 63. 6 12 42 5

大戟科 Euphorb iaceae 40 159 25. 2 28 35 19

桃金娘科 M yrtaceae 32 55 58. 2 15 29 2

天南星科 Araceae 30 72 41. 7 9 29 5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29 90 32. 2 17 28 6

姜科 Zingiberaceae 28 96 29. 2 17 26 3

含羞草科 M im osaceae 27 52 51. 9 12 25 4

竹亚科 B ambu so ideae 26 85 30. 6 9 25 7

茄科 Solanaceae 23 49 46. 9 17 22 16

芸香科 Rutaceae 22 62 35. 5 15 19 8

龙舌兰科 Agavaceae 21 27 77. 8 14 19 2

木兰科 M agn oliaceae 21 32 65. 6 1 21 1

龙脑香科 D ipterocarpaceae 20 22 90. 9 1 20 0

山茶科 Theaceae 20 41 48. 8 3 19 1

菊科 C om pos itae 18 121 14. 9 16 16 10

仙人掌科 C actaceae 17 17 100. 0 8 15 4

紫葳科 B ignon iaceae 17 30 56. 7 9 15 2

葫芦科 Cucurb itaceae 17 69 24. 6 17 15 10

禾亚科 Grost idoid eae 17 98 17. 3 14 13 10

茜草科 Rub iaceae 17 164 10. 4 12 12 2

石蒜科 Am ary llidaceae 16 16 100. 0 15 13 9

锦葵科 M alvaceae 16 50 32. 0 12 14 7

凤梨科 B rom eliaceae 15 15 100. 0 0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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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Table 1 ( Continued)

科名
Fam ily

种类数量 1)

Species num ber1)

A T P

外来种类的分布数量
D istribu tion num ber of alien species

景洪 J inghong 勐腊 M eng la 勐海 M engha i

唇形科 Lab iatae 15 79 19. 0 10 14 4

松科 P inaceae 14 18 77. 8 1 14 0

樟科 Lau raceae 14 82 17. 1 6 12 1

蕃荔枝科 Anonaceae 13 15 86. 7 1 13 4

梧桐科 Stercu liaceae 12 44 27. 3 4 10 0

楝科 M eliaceae 12 50 24. 0 2 12 1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12 56 21. 4 7 12 5

蔷薇科 Rosaceae 12 58 20. 7 4 9 8

爵床科 Acanthaceae 12 61 19. 7 8 12 1

苏铁科 C ycadaceae 11 14 78. 6 1 11 0

柏科 Cup ressaceae 11 23 47. 8 1 9 0

百合科 L iliaceae 11 39 28. 2 3 11 4

山榄科 Sapotaceae 10 18 55. 6 3 10 0

使君子科 C omb retaceae 10 21 47. 6 2 10 0

无患子科 Sap indaceae 10 24 41. 7 3 10 1

合计 Total 822 2 422 33. 9 367 762 181

 1) A: 外来植物种类数量 Number of alien p lan t sp ecies; T: 总的植物种类数量 Total num ber of species; P: 外来植物种类数量 (A )与总的植物
种类数量 ( T)的百分比 (% ) Percen tage of num ber of al ien p lan t species ( A) and total num ber of sp ecies (T ) (% ) .

1. 2 外来植物的原产地

在西双版纳的 1 127种外来植物中有 319种没

有确切的原产地记载,而有明确原产地记载的外来

种来自全球五大洲,其中原产地位于亚洲的种类最

多, 有 4 0 8种 , 占西双版纳外来植物物种数的

36. 2%; 原产地为美洲的有 253种, 占 22. 4%; 原产

地为欧洲、大洋洲和非洲的分别有 14种、31种和

102种,分别占 1. 2%、2. 8%和 9. 1%。原产地为亚

洲的外来种类中有 160种来源于除中国以外的其他

国家, 占西双版纳外来植物种类数量的 14. 2%;原产

地为国内其他地区的共有 248种,占 22. 0%。显然,

西双版纳的外来植物不仅物种数量丰富, 而且来源

广泛。

1. 3 外来植物的用途
按照资源植物的类别和当地民众的使用习惯,

将西双版纳外来植物的用途归纳为药用、花卉等 18

类 (表 2)。其中,种类较多的有药用植物 ( 439种,占

39. 0% )、花卉植物 ( 382种, 占 33. 9% )、可食用植物

( 229种,占 20. 3% )、材用植物 ( 168种,占 14. 9% )、

油料植物 ( 47种, 占 4. 2% )、芳香油植物 ( 46种, 占

4. 1% )、纤维植物 ( 35种, 占 3. 1% )。

此外,按照资源植物的类别划分标准, 有 163种

外来植物没有明确的用途。这些植物, 或是引种作

为科学研究材料, 或是伴随着人类活动来到西双版

纳,增加了西双版纳的植物物种多样性, 但也毫无疑

问地增添了物种入侵的危险, 其中紫茎泽兰

(Eupatorium coelesticum L inn. ) 的入侵就是明显的实

例之一。

表 2 西双版纳外来植物的用途
Table 2 The usage o f alien plant species in X ishuangbanna

用途
U sage

种类数量
Species num ber

百分率 /%
Percen tage

药用 M ed icine 439 39. 0

花卉 F low er 382 33. 9

可食用 E dib le 229 20. 3

用材 T im ber 168 14. 9

油料 O il 47 4. 2

芳香油 Arom at ic 46 4. 1

纤维 F ib re 35 3. 1

染料 Dye 24 2. 1

行道树 Street tree 18 1. 6

编织 W eav ing 12 1. 1

饲料 Forage 11 1. 0

香料 Perfom e 8 0. 7

树胶 Gum 6 0. 5

蜜源 H oney 4 0. 4

紫胶虫寄主 Lac insect host 4 0. 4

手工艺品 H andicraft 3 0. 3

固堤 Dam con struct 2 0. 2

覆盖 C overage 1 0. 1

用途不明确 Undefined 163 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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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外来植物的分布特点

在西双版纳的 1 127种外来植物中, 只有 191种

在全州分布, 多数物种仅分布于局部地区。按行政

区域统计,勐腊县的外来植物最多,有 1 013种,占外

来植物的 89. 9%; 景洪市有 536种, 占 47. 6% ;勐海

县仅有 250种,占 22. 2%。这种分布格局与西双版

纳傣族自治洲 3个县市的生态环境条件有关。勐腊

县、景洪市和勐海县的土地总面积相差不大,分别为

6 850、6 929和 5 349 km
2
,但属于热带气候的土地面

积却相差很大, 其中勐腊县有 1 748 km
2
、景洪市有

1 858 km
2
、勐海县有 133 km

2 [ 3]
。由于热带气候有利

于植物生长, 引种的外来植物就更多地集中分布在

勐腊县和景洪市。此外, 位于勐腊县境内的中国科

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是西双版纳引种外来植物

最多的机构, 其引种栽培的外来植物在周边社区推

广应用有近 50 a的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勐

腊县外来植物的丰富度。

外来植物在西双版纳局部地区的分布也很有特

点。在勐仑地区,除了少数大面积栽种的物种,外来

植物集中分布在植物园和当地居民的庭院里, 并沿

着道路向外扩散。一般情况下, 对地区经济和社会

生活具有重要作用的外来物种,如多种粮食作物、三

叶橡胶 1H evea brasiliensis (H. B. K) M uel.l -A rg. 2等,

分布在大面积的农田和种植园里; 自然传播能力强

的杂草类植物, 如肿柄菊 (T ithon ia diversifolia A.

Gray )、紫茎泽兰、飞机草 ( Eupatorium odoratum

L inn. )等, 则沿着道路及刀耕火种的丢荒地扩散; 树

形美观、生长快的植物, 如油棕 ( E laeis guineensis

Jacq. )和铁刀木 (Cassia siamea Lam. )等, 则作为行

道树沿道路分布;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植物,

如槟榔 (A reca catechu L inn. )、树菠萝 ( A rtocarpus

heterophy lla Lam. )和文殊兰 ( Crinum asiaticum Linn.

var. sinicum Baker)等,则集中分布在各种庭院中;很

多观赏类且尚未推广使用的资源植物和科学研究用

材植物则主要分布在植物园里。

1. 5 外来植物的生态危害

在西双版纳分布的约 5 000种高等植物中,有近

1 /4的种类属于外来植物,如果把那些已引种但还处

于严格管护下的外来植物统计在内, 西双版纳有高

等植物近 10 000种,其中 3 /5为外来植物。外来植

物既丰富了西双版纳的物种多样性, 也具有一定的

社会和生态作用。有些外来植物对西双版纳地方社

会经济发展是有益的,例如,源于巴西的三叶橡胶在

西双版纳的规模化种植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柱
[ 8]

;引自泰国的铁刀木作为重要的柴薪和绿

化树种有效地削弱了人口增加对热带森林柴薪需求

的压力
[ 9]
。

但是,外来植物对西双版纳的生态危害却是明

显的。首先,飞机草、紫茎泽兰和肿柄菊等外来植物

已经成为入侵物种,对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造成一

定程度的破坏。这些植物生长旺盛, 种子风媒传播,

能营养繁殖,还具有一定的化感作用,在失去遮阴条

件的刀耕火种丢荒地、放牧地和道路两侧扩散,抑制

了本土植物的生长
[ 10]
。

其次,人类活动与外来物种的互惠互利促进了

外来植物的扩散和本土植物的退缩。砂仁 (Amomum

villusum Lour. )原产广东阳春, 20世纪 60年代引入

西双版纳,随后在热带雨林栽种。迄今为止,砂仁还

需人工抚育才能生长繁育,但是, 由于砂仁经济价值

较高, 因而在能够种植砂仁的地段几乎都有种植。

定点研究结果表明,在没有种植砂仁的热带雨林样

地里有 76种植物,种植砂仁 5 a后仅有 22种植物,

即植物物种多样性降低为原来的 29%, 同时, 种植砂

仁的地段土壤变得干燥贫瘠
[ 11]
。三叶橡胶引入西

双版纳的时间更长,虽还不能自然繁育, 但橡胶种植

园的大面积发展彻底改变了热带森林的物种组成并

引发强烈的水土流失。引入西双版纳的砂仁、橡胶

以及更多的外来植物,因为对人类经济发展意义重

大,在人工辅助下扩散,改变了区域生态环境和物种

组成,具有明显的生态破坏作用。目前, 关于物种入

侵的研究, 更多地局限于外来物种自然传播的入侵

现象,很少考虑人工辅助下的外来物种扩散。而现

实中,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助长

外来物种扩散,促成其生态入侵,造成生态破坏。

再次,对外来植物在地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持

续性中的作用还缺乏关注。在生态系统中, 绿色植

物为动物和微生物提供了食物 (或能源 )来源和栖息

微环境。研究发现, 热带雨林土壤中节肢动物个体

数是砂仁种植地的 1. 4倍; 在雨季,热带雨林土壤中

节肢动物有 14个目而砂仁种植地仅有 12个目, 表

明在热带雨林里种植外来植物砂仁对土壤无脊椎动

物已经产生了明显影响
[ 12]
。飞机草的次生代谢产

物对昆虫、真菌和其他植物的影响已经得到了重

视
[ 13]

,但在西双版纳还缺乏类似研究。在西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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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外来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对原有动物的食物来

源和栖息微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未知的;外来植物与

本土植物有很多是同一属的近缘种, 它们能否发生

基因交流, 也是未知的。显然需要从生态角度关注

外来植物。

2 结论与建议

在西双版纳高等植物区系中, 外来植物占 1 /4

或更多,是长期引种的结果。外来植物丰富了西双

版纳的植物物种多样性,但其生态危害是很明显的。

除了少数杂草类外来植物被公认为入侵物种而受到

关注外, 在人类经济活动驱使下扩散的外来植物在

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却没有得到重视。在研究西

双版纳外来植物经济和科研价值的同时, 应该强化

研究其现实的和潜在的生态危害。

基于西双版纳的外来植物具有增加生物多样性

和产生生态危害双重特性的现实, 有必要对外来植

物 (包括那些目前没有产生明显生态危害的种类 )进

行研究、监测和控制。

1) 慎重对待引种活动。引种外来物种,在科学

研究和生产实践中都很重要, 但是,在引种过程中要

特别关注引进物种的生态危害,应该有一定的限制。

例如, 云南西北部的三江并流地区是物种丰富而特

殊的重要区域,为了减少可能出现的生态危害,已经

实施了禁止引种外来动植物物种的强制措施。西双

版纳同样是物种丰富而特殊的地区, 在过去的数十

年里一直倡导引种外来植物, 对引进外来植物的生

态危害却关注不多,今后应该有所重视。

2) 加强对外来植物生态与适应性进化的科学

研究。在过去数十年里, 出于两种目的向西双版纳

地区引入大量外来植物, 即生产部门引进经济植物

发展经济和科学研究机构为研究目的引进外来植

物,但是能够在地区经济建设中呈规模化发展的物

种仅有橡胶等数种,而对其生物生态学进行了全面

研究的也不到百种。因此, 迫切需要的不再是引进

更多的外来植物, 而是强化研究已经引进的外来植

物的生态与适应性进化, 以避免或预防因大量引进

外来植物产生的生态灾难。

3) 开展外来植物的监测。除了产生明显生态

危害的杂草类外来植物 (例如紫茎泽兰 )和经济价值

巨大的外来植物 (例如橡胶 )外, 对西双版纳绝大多

数外来植物的扩散能力都缺乏研究, 需要开展生态

监测,包括外来植物向自然环境的扩散能力和趋势、

与近缘种的基因交流、对其他生物的促进或控制作

用及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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