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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5年 9月 ～2006年 5月，采用线路调查 法及样方调查 法对 纳版河流域 自然保 护 区内分 布的外来入侵植物 

种类及分布状况等进行了调查．发现外来入侵植物有 17科28属 32种，分布方式有零星、斑块状及成片3种，入侵 

方式为人为有意引种及无意带入2种．分析外来入侵植物对保护区生态环境及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并提 出了建 

立监测体 系、制 定长期 的综合 治理计划 、加 强对外来入侵植物研 究等 防范对策． 

关键词 ：外来入侵植 物；危害 ；防范对策 ；纳板 河 自然保护 区 

中图分类号 ：$759．9；$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l一3l68(2008)06一Ol12一O3 

Investigation on the Alien Invasive Plants in Nabanhe Nature 

Reserve and Precauti0narv M easures 

LIU Feng ，TAO Guo—da ，WANG Dong-sheng 

(1．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Nanbah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Jinghong Yunnan 666100，China； 

2．Tropical Botanic Garden，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AS)，Menglun Yunnan 666303，China) 

Abstract：W ith the methods of routine survey and sampling survey，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of alien invasive plants from September of 2005 to May of 2006 in Nabanhe Nature Reserve 

had revealed that there totally had been 32 species，subordinating 28 genera and 1 7 families with 3 types 

of distribution and 2 kinds of invasion．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invasive plants on eco- 

environment and local people’S life，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ecautionary measures concerning inven- 

tory system，long—term integrated control plan as well as specific study on invasive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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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入侵物种对全球 的威胁 日益增加 ，已显现 

出对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及农林业生产的不 良影 

响，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环境问题．笔者所指的外来 

入侵植物是在自然保护区内有分布，并在当地生态 

系统 中形成了自我再生能力 ，对生物多样性或景观 

造成一定损害或影响的外来物种⋯．纳板河流域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物种资源丰富，生态类型多样，是生 

物多样性的天然宝库和资源基地 ，具有重要 的科学 

价值、经济价值和环保价值，为了能让这个生物遗传 

物质极为丰富的天然基因库得到更好 的保护 ，发挥 

其潜能，保护区管理局于2005年9月 ～2006年5月 

开展了保护区外来人侵植物调查课题．通过该课题 

的实施，初步查明了纳板河保护区外来入侵植物的 

种类 、分布范围． 

1纳板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概况 

纳板河流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西双 

版纳傣族 自治州中北部，景洪市与勐海县的接壤地 

带 ，地理坐标为北纬 22。04 ～22。17 ，东经 100。32 

～ 1O0。44 ，土地总面积266．60 km ．保护 区地 势西 

北高，东南低，最高海拔2 304 m，最低海拔 539 m， 

自然环境复杂，垂直高差较大，立体气候明显．年降 

雨量1 100～1 600 mm，年平均气温 18～22℃．保护 

区内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具有热带雨林 、热带季雨 

林 、常绿阔叶林 、落叶阔叶林 、暖性针叶林 、竹林 、稀 

树灌木草丛、灌丛 8种植被类型．保护区涉及 2个乡 

(镇)、5个村 、31个 自然村 ，居住着拉祜、哈尼、傣 、 

汉、彝、布朗6个民族，共5 769人(2007年统计)． 

收稿 日期 ：2008—07—21 修 回日期 ：2008—09—12 

作者简介：刘 峰(1977一)，男，云南勐海人，工程师，从事自然保护区植物资源保护及管理工作 



第 6期 刘 峰等 ：纳板 河 自然保 护 区外来入侵植物状况调查及 防范对策 。113· 

从以上的概况中可以看出，保护区拥有足够的 

可利用资源(如光照、水和食物)，加上居住在保护 

区内的居民众多，人为活动频繁，为外来植物的入侵 

提供 了机会 ． 

2调查时间及方法 

由于西双版纳雨季持续时间长，而许多外来人 

侵植物的生长旺盛期恰恰在雨季 ，因此此次野外实 

地调查选择的时间为 4月 25日 ～10月 25日．研究 

人员按照保护区的不同功能分区，选择 了区内32个 

自然村的轮歇地、荒山荒地、集体林、次生植被、次生 

植被与原生植被交接处及部分国有林作为主要调查 

区域．在实际调查过程 中，研 究人员采用线路 调查 

法，通过 目测观察，记录线路两边外来入侵植物的种 

类、生境、分布状况及伴生植物．并在外来人侵植物 

分布较多的区域采用样方调查法，设置2 m X2 m的 

小样方，对样方内外来人侵植物的种类、数量、盖度、 

优势度、伴生植物等数据进行详细记录和统计．另 

外，调查人员每到一个 自然村都要同当地老、中、青 

3个年龄段的村民进行有关外来人侵植物方面 的座 

谈和访问，最后再结合实物拍照、采集标本等手段会 

同专家一起进行分析和研究． 

3调查结果 

3．1外来入侵植物种类 

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发现纳板河保护区外来人 

侵植物有 17科 28属32种，详见表 1． 

表 1 纳板河保护区外来入侵植物种类 

注：危害程度：严重——该物种成片、大面积连续分布，并且其生长区域内没有其它土著地被植物；重——该物种呈片段 、块状分布，在其生长地 

很少有其它土著地被植物；轻——该物种零散生长，没有形成连片状，并且其生长地有其它土著地被植物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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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分布现状 

从表 1中可以看 出，保护区外来入侵植物为零 

星分布、斑块状分布和成片分布3种分布方式，其中 

零 星 分 布 、危 害程 度 轻 的 有 22种 ，占入侵 总数 

68．7％ ；斑块状分布 、危害程度重的有 7种 ，占入侵 

总数21．9％；成片分布、危害程度严重的有 3种，占 

入侵总数9．4％．入侵核心区的只有 1种，占入侵总 

数 3．1％；入侵实验区和缓冲区的有 31种，占入侵 

总数 96．9％． 

外来入侵植物在纳板河保护区内分布最多的地 

方是生产试验区和部分缓冲区，入侵 的区域主要集 

中在村寨边缘、轮歇地、荒山荒地、公路沿线、菜圃、 

果园和经过人为砍伐后的次生林及林缘等地，核心 

区基本没有外来人侵植物．这是因为纳板河保护 区 

的生产试验区和缓冲区居住有许多当地居民，频繁 

的人为活动，在无意中为外来植物创造了入侵的机 

会 ；而核心区的森林植被非常好 ，无论是上 、中、下 

层，还是层间的土著植物都十分丰富，再加上有高 

山、河流等的阻隔，构成 了阻止 物种 迁移的天然屏 

障，使得外来植物依靠 自然的扩散能力进入这样一 

个完善的生态系统相当困难． 

3．3入侵方式 

根据人为活动情况 ，保护区外来人侵植物的入 

侵主要为有意引种和无意引入 2种方式．其中，作为 

观赏、药材、食用、家畜饲料等用途有意引种 7种，占 

总数的 21．9％；因为 自然传入及随交通工具、工程 

建设 、进 口农产品和货物等无意引入 25种 ，占总数 

的 78．1％． 

3．4对保护区生态的影响 

3．4．1降低了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度 

保护区外来人侵植物通过竞争 占据本地土著植 

物的生境而形成大面积的单优群落 ，排挤本地种 ，与 

本地种竞争生存空间和物质甚至直接扼杀本地种， 

造成本地种和依赖这些种生存的其它植物种类和数 

量 日趋减少，使生物多样性丰富度明显降低． 

3．4．2破坏植被的 自然性和完整性 

保护区的外来人侵植物常常分割或包围本地土 

著植物，造成了本地种生境和群落 的片段化和破碎 

化，使得一些植被近亲繁殖，形成物种单一的植被类 

型，为病虫害的快速传播和爆发提供了条件，从而破 

坏了植被原有的自然性和完整性． 

3．5对 当地居民的影响 

在实地调查和走访村 民的过程 中，了解到对保 

护区村 民影响最大的外来入侵植物是飞机草 、紫茎 

泽兰和阔叶丰花草．这 3种植物不仅大肆排挤本地 

植物 ，侵 占宜林荒 山，影响林木生长和更新 ，更主要 

的是侵占了当地居民的许多经济林地和农事用地， 

极大地影响了经济作物的产量，让当地居民蒙受了 

很大的经济损失；其次，飞机草和紫茎泽兰的花瓣非 

常轻，很容易随风飘散，当地老百姓放养的牛、羊等 

牲畜一旦吸入它们的花瓣，就常常导致窒息而死，因 

此也给当地居 民的养殖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3．6 当地居民对外来入侵植物的认知状况 

保护区当地居民对外来入侵植物的认识知之甚 

少 ，特别是对本次调查 的大部分种类都不知道是入 

侵种，因为其中的许多种类并没有给他们造成威胁， 

甚至一些种类还是他们经常利用的资源 ，如水茄 、假 

烟叶、刺芹、野甘草等，因此也就没有引起重视．但 

是 ，飞机草、紫茎泽兰这 2个种类 由于所占用的土地 

越来越多，给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利 

影响，当地居民很是反感 ，并且 已经开始重视．近些 

年来，当地居民也采取了一定的防治措施，但效果都 

不是太好，其原因主要有 3点：①能利用的天敌少， 

并且已经有的天敌根本控制不住其蔓延；②采用化 

学防治 ，一方面花费大，难 以承受，另一方面，农药的 

残留物会危害到居民自身的身体健康；③如采用人 

工拔除 ，不仅要投人大量的劳力 ，而且还不能控制其 

蔓延，甚至反而为其提供了新的入侵空间．因此，对 

于外来入侵植物，保护区当地居民目前的做法是任 

其 自生 自灭 ，最多是把农 田附近妨碍劳作的该类植 

物加 以清除而已． 

4 防范对策 

4．1建立监测体 系 

运用 GPS对保护区入侵植物的分布点及范围 

进行定位 ，定期对入侵 区域的种群数量变化进行监 

测 ，并建立相关数据库．适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和研究 ，确定重点 防治对象 ，为综合 防治提供数据 

支持． 

4．2 制定长期的综合治理计划 

根据入侵植物危害程度的轻重 ，制定出人工 、机 

械、化学、生物等多项防治技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相互交融的综合治理计划． 

4．3对外来入侵植物的利用进行深入研究 

外来入侵植物当中有一部分具有食用、药用等 

利用价值，并且有一些种类已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了 

一 定的经济收入．因此应该加强对外来人侵植物在 

利用方面的研究，筛选出一些种类 (下转第 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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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枝草叶等覆盖地表，不应将表土裸露；制定并严格 

执行采伐作业规范 ，禁止从 山坡 向下滚木 ，以免滚木 

道的形成 ，最大限度地保护林下植被和枯枝落叶． 

为减缓地力衰退，实施测土平衡施肥技术；肥料 

以复合肥为主，尽量使用有机肥，推广使用菌肥，以 

维持林地地力和保护环境；在保障苗木正常生长的 

前提下，尽可能恢复和保持地被物；采伐时的伐区剩 

余物如叶、皮和树根应保留在林地． 

为减缓物种单一化趋势 ，尽可能增大造林地块 

问的 空 间距 离 ，原 则 上地 块 之 间距 离 应 不 小 于 

100 m；造林地块的面积控制在 33．3 hm 以内，每 

3．3 hm 应采取建造宽 20 m 的乔灌 草混生带进行 

纵横分割，以起到阻断和隔离的作用． 

为减轻环境污染 ，尽可能不使用 化肥 、农药 ，如 

果必须使用应做到适时适量 ；肥料选择应增大有机 

肥和绿肥的比例 ；严禁在地表撒施肥料 ，所施肥料必 

须采用沟内、坑内施肥 ，施后立即覆土并覆盖枯枝草 

叶 ；严禁使用剧毒和残 留期长的农药 ，农药使用应优 

先选择无公害农药；严禁喷洒过量的农药 ；对肥料包 

装袋 、农药瓶等可重复利用的包装物要 回收利用 ，不 

能再利用的包装袋、农药瓶以及简易工具等也要回 

收处理 ，不得遗弃在林地内；森林防火等使用的宣传 

牌应尽可能采用木质材料． 

3．3生态恢复 

对于工业原料林建设无法避免和减缓的生态影 

响，应按照“谁破坏、谁补偿、谁恢复”的原则，根据 

影响和破坏程度给予补偿 ，生态补偿费用应在工程 

建设费用 中列支． 

原料基地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一个渐进持 

续的过程 ，有些影响在短期内难以看出，有些影响的 

累积和叠加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对 目前 已经 出现 

和预测到可能出现 的生态影响造成 的损失 ，应采取 

必要的生物或工程措施予以恢复 ，如工程活动造成 

的植被破坏、生物量损失、水土流失等以及不按规划 

设计实施 、不按规范作业 、不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等带来的生态破坏，都应采取措施及时进行恢复． 

4 结语 

在辽宁省大力发展杨树等工业原料林建设 ，对 

于加快辽宁经济发展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推 

进辽宁省工业 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起着重要的作 

用．通过上述分析 ，在项 目实施期间对生态环境造成 

的不利影响 ，可通过环保措施 、水土保持及合理的造 

林技术措施等得以减缓 ，不会产生 由于工程实施而 

造成重大的环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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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14页)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使其 

变害为宝． 

4．4 建立监管制度 

由当地政府出面协调，将外来入侵植物涉及到 

的农 、林 、水 、土等各部 门联合起来 ，建立起长期 、稳 

定的监管制度，对外来植物入侵源头进行严格监管． 

4．5加强宣传和培训力度 

运用各种宣传媒介，采取各种宣传手段加强对 

当地居民进行外来入侵植物的宣传教育．同时对一 

些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员进行系统 、深入的培训 ，引导 

大家建立起生物防护的意识． 

4．6积极繁育和种植本地乡土树种 

对入侵 区域的本地乡土树种进行深入调查 ，对 

适合于该地域生长 的本地树种 ，应循序渐进地开展 

苗木繁育和人工种植 ，使 当地植 被的物种多样性尽 

快得到恢复． 

4．7建立早期预警、预测、预报体 系 

作为管理部门，应尽可能地收集有关外来入侵 

物种的详细资料和信息，制定出相关的技术规程和 

指南 ，尽快建立起 针对新 引人 物种 的早期预警 、预 

测 、预报体系，指导 当地居 民在发展经济 的同时 ，积 

极主动防范外来有害物种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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