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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言

紫茎泽兰为菊科泽兰属 ( E u p at o ni u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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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我们反复查

证和拜请有关专家鉴定
,

订正为 E
.

ad 叨。-

p hor o m S p o n 只 我国的紫茎泽兰大体是解放

前后 由缅越边境传入云南
,

迄今 30 余年历史
,

基本只在云南境 内有分布
,

目前在北纬 25
“

3 0, 以南
,

大约 10 个地州
,

86 个县市
,

.

24 万

多平方公里 〔1 〕土地上
,

发现了紫茎泽 兰 的

踪迹
。

其 中
,

早期侵入的南部地 区 危 害 严

重
,

引起了相应的生态性灾难
。

对此广大群

众反映十分强烈
,

纷纷要求治理紫茎泽兰
。

二
、

紫茎泽兰的分布

泽兰属植物全世界约 1 2 0 0种 〔4〕
。

我国

有 14 种
,

云南产 9 种
。

其中列为杂草植物者

共为29 种 即
,

我国有两种
,

主要分布于云

南南部
。

一种是紫茎泽兰
,

性喜温凉
,

能耐

寒抗旱
,

生态适应性很广
,

可以蔓延到广大

的湿润
、

半湿润的亚热带地区
。

目前在我省

的腾冲
、

保山
、

弥渡
、

牟定
、

禄劝
、

富源等

地 以南的广大地区
,

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布
,

其中尤以滇南的红河
、

思茅
、

临沧等地州分

布最多
,

危害最重
,

据初步统计约有 34 个县

的n 万多平方公里面积
,

其中海拔 在 6 00 一

3 0 0 0米的垂直地段上都有紫茎泽兰的生长
,

‘

而且在1 0 0。一 2组0 0米的适生范围内形成了密

集的单优植物群落
,

占据着除固定耕地
、

密

林
、

河流和水塘之外的大部分荒山草坡
,

形

成
“远看青山绿水

,

近看是紫茎泽兰
”

的自

然景观
,

严重地影响了山地的合理利用和当

地农
、

林
、

牧付业的发展
。

另一种杂草植物

是飞机草 (E
. o dor at u m L

.

)
,

性喜湿热
,

生态适应性较窄
,

基本上只局限在我省南部

1 2 0 0米以下的低热地区
,

也有与紫茎泽兰相

似的危害存在
。

据调查
,

紫茎泽兰在一个新侵入地区
,

首先是在道路两旁
,

沟边凹地
、

撩荒地
,

土

壤疏松湿润的生境中定居 (见表 1 )
,

呈散

生或另星小块状分布
,

一般不发 生 危 害 作

用
,

但随时间增加而逐步蔓延扩散
,

严重时

布满荒山草坡和林间空地
,

危害十分突 出
。

紫茎泽兰以种子繁殖为主
,

其种籽萌发

要求充足的水分和阳光
,

幼苗时期生命力极

弱
,

但只需经过半年左右的生长
,

植株半木

质化之后
,

极能耐荫
,

也能抗早
,

耐寒
,

是

一种生态适应性极强的多年半灌 木 阳 性 植

物
,

因此在紫茎泽兰成灾的地区
,

往往是在

田边地角
、

草坡疏林
、

沼泽水 边
、

岩 缝 裸

地
、

墙头房顶
、

树丫石堆等等
,

只要有少量

土壤的
,

紫茎泽兰都可以繁茂生长
。

可说是

一种无孔不入
,

见缝插针的先锋植物
。

参加本项工作人员有刘伦辉
、

庞金虎
、

谢寿昌
、

邱学忠
、

三
、

紫茎泽兰的危害

1
.

危害标准的确定与危害面积的推算

紫茎泽兰发生危害
,

主要是 由它密集成

范家瑞
、

余有德
、

徐徐等
。

, J



表 1 紫茎泽兰在新侵入地区
,

(西畴县瓦广大队) 各类土地 出现与生长状况调查表

土地类别 调查点数 出现点数 出现率
%

IM 2 株数

(株)
平均株高
(em )

IM 2 鲜重
(Kg )

其他

群
‘重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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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地

断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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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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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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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紫茎泽兰繁茂状况分级表

株数 (株 / M Z
) 植株高 ( e 皿) 地上部分鲜重 ( K g / M

Z )

1 1 1 正 V A B C D E 1 2 3 4 5

1 一 5 0 {;了
1 2 1一
2 0 0

2 0 1一
2 5 0

7 2 5 0 1 一 3 0 {{一
7 1一

1 2 0

1 2 1一
2 0 0

72 01 <0
·

5

{罗一 ;:;一 ;: ;一
7

.

61

丛 的生长习性造成的
。

根据我们在危害严重

的临沧地区进行了 2 40 个 ( 1 x I M
“

) 的 随

机抽样调查
,

如果按照紫茎泽兰 的 生 长 密

度
、

植株高度和地上部分枝叶鲜重计量
,

划

分为五个区间级 (见表 2 )
,

然后按三者的

数字组合分为五个危害等级 (见表 3 )
。

水域和耕种的农田 (地 ) 等土地面积
。

计算

结果如表 4
。

如按每 4 一 5 亩 山地草场能放

养一头牛计算
,

那么 4 千多万亩被紫茎泽兰

危害的面积
,

可放养一千多万头牛
。

表 4 滇南地区紫茎泽兰危害面积

推算表
表 3 紫茎泽兰危害级别各主要测

试因子区 间组合表
危害分级 合计

危害等级
2 3

。

了 1 8
。

0 2 1
。

6 1 7
。

危害类型
开始
侵入

定居

蔓延

大量

发展

成片
危害

严重
危害

各级 占%

各级面积
(万亩 )

1 5 7 0 2 4 4 0 1 8 6 1 2 2 3 3 1 7 8 8 4 4 5 1 0 3 3 7

典型测试指标 I A I
I B :

I C 3
F D ;

V E S 小计 5 87 1万亩 4 46 6万亩 1 0 3 3 7

统计分析结果
,

约有85 %样地出现紫茎

泽兰
,

其中危害等级分配是
: i 级 2 3

.

7 %
。

2 级 1 8
.

0 %
, 3 级2 1

.

6 %
, 4 级 1 7

.

4 %
, 5

级4
.

3%
。

如果按 3 级
、

4 级
、

5 级作 为 紫

茎泽兰已经发生危害的地段
,

推算滇南 34 个

县地区
,

即有 4 4 6 6万亩土地受灾
。

推算过程

是在 1 7 2 2 8万亩总面积中
,

依据滇南地 形 扣

除 40 %紫茎泽兰不可能危害的面积
,

例 如

2 5 0 0米 以上的高山
、

10 0 0米以下的低地以及

评价不同地类被侵入和危害的程度通常

采用危害指数表示
,

(表 5 ) ,

计 算公 式

为
:

危害指数%=
艺 (各级样方数 x 该级代表值)

调查总样方数
又
最高危害级 ( 5)

沐 1 0 0

从表 5 中可见
,

在一个地区紫茎泽兰危

害最严重的是路旁
、

沟边
、

撩荒地 , 其次是

疏林
、

草坡和沼泽地 ; 经济林地 若 管 理 较

1 ) 面积按 1 9 7 8年云南测绘局编制的云 南省行政区 划图资料统日



表 5 紫茎泽兰对各类土地的危害

情况表

农地密林茶园沼草坡 泽地疏林撩荒地
土地类别

路沟

旁边

危害指数
%

72
.

5 7 0
。

6 5 2
。

1 4 7
。

3 4 0
。 0 2 9

。 4 1 1
。

1 8
。

0

差
,

也有一定危害
,

固定耕地的集约经营程

度高
,

紫茎泽兰难以立足造成危害, 唯有密

林和密灌丛天然覆盖大 (70 % 以上 )
,

紫茎

泽兰几乎无法生长
。

2
.

紫茎泽兰危害的主要方面

( 1 ) 破坏牧草
,

侵占牧场
,

严重地影

响畜牧业发展
。

紫茎泽兰呈密集成丛的单优

植物群落出现的地区
,

其它一切草本植物都

无法与它抗衡
,

造成牧草急剧减少
,

牲畜饲

草缺乏
。

据初步调查 (表 6 )
,

在 同 一 地

区
,

无紫茎泽兰分布的原有草坡
,

每亩可产

牧草 (以禾草为主) 2钧公斤左右
,

其 它 非

牧草 (威类植物和灌木 ) 5 00 多公斤
,

而 当

紫茎泽兰侵入形成危害之后的草坡
,

每亩牧

草则不到20 公斤
,

其它非牧草植物也未超过

10 0 公斤
,

相反紫茎泽兰的重量可高达 3 0 0 0

公斤
。

后果是草食性动物因无草 吃 难 于 发

表 6 紫茎泽兰排斥牧草情况比较表

紫茎泽兰 鲜重 (K g) 收草鲜重 (阮) 其它植物鲜重 (蝇 )

备注
1几f Z

严重危害 (丢荒地 ) 续
.

芯5

散生分布 (荒草坡 ) 。
。

5 6

无分布的草地 O

每亩 工M
Z 每亩 IM

2 每亩

忿8 97
。

1 0

3 7 2
。

0 5

0

6 。

0 3

0
。

1 9

0
。

3 6

1 9
。

9 8

1 2 6
。

5 4

2 3 9
。

7 6

0
。

1 2

0
。

4 5

0
。

8 7

7 9
。

9 2

2 9 9
。

7 0

57 9
。

凌2

2 5个IM 2 样方的平均值

2 个IM
2 样方的平均值

3 个IM
2 样方的平均值

展
,

已有牲畜亦因饲草缺乏变得神虚体瘦而

死亡
。

据调查墨江县 1 9 5 8年建立了 一 个 放 牧

场
,

当时饲草丰盛
,

未出现紫茎泽兰
,

全场

共饲养牛 6 00 头
、

马 2 00 匹和一些山羊 ; 后开

始 出现紫茎泽兰散生
,

到 1 9 7 8年
,

紫茎泽兰

已蔓延成灾
,

目前更布满牧场
,

原有的马匹

因气喘病等全部死光
,

牛亦因缺 饲 草 而 由

60 0头减少到 2 00 头
,

山羊全被淘汰
,

牧场也

就被迫撤消
。

又如永德县
, 1 9 6 8年期间紫茎

泽兰有少量分布
,

全县有马 3 0。。余匹
,

约在

1 9 7 8年
,

紫茎泽兰大量蔓延之后
,

86
.

7 % 的

马死于马气喘病
,

全县仅剩马 4 00 多 匹
,

牛

因无饲草也只好由原来 的放牧改变为分户厩

养
。

当地群众说
:

我们辽阔的山场
,

本来是

很好 的天然牧场
,

自从大黑草 (指 紫 茎 泽

兰) 侵占之后
,

造成牲畜缺草大量死亡
,

谁

知这种草
,

会造成这样严重的恶果
,

这是万

万没有想到的事
。

另外
,

双 柏
、

绿 春
、

元

阳
、

金平
、

景谷
、

南涧
、

沧源等县也有类似

情况
。

( 2 ) 侵占宜林荒 山
,

影响林木生长与

更新
。

众所周知
,

滇 中以南的山地具有气候

温和
、

雨量充沛等特点
,

适宜多种林木生长

发育
,

绝大多数植物是四季常 青
,

终 年 生

长
,

自然更新
,

十分容易
。

当地群众的说法

是
:
这里的森林过去是砍一棵长一片

,

更新

容易
,

但现在不行了
,

砍一片林子就被紫茎

泽兰占据一片
,

成了
“

远看青山一片
,

近看

是紫茎泽兰
” 。

我们在调查时所见到的滇南

山地情况确实如此
,

松树和许多萌生能力较

强的阔叶树种原来在当地 即使 被 小 片
,

砍伐

后
,

只要留有母树
,

森林的恢复是 十 分 快

的
,

然而现在林间空地都长的是紫茎泽兰
,

林木天然更新困难
,

人工造林也是十分费工

和难于管理
,

极大地影响滇南地区森林植被

的恢复和营林工作的开展
。

( 3 ) 侵占经济林地
,

影响栽培植物的

生长
,

增加中耕管理难度
。

滇南山地是我省

亚热带经济林木和经济作物的主 要 生 产 基



地
。

然而 目前紫茎泽兰危害的地区
,

有的经

济林林地 (包括茶
、

桑
、

油桐
、

油茶
、

果园

等等) 如果一年不进行中耕除草管理
,

就会

发生淹没低矮经济植物的危险
,

轻者影响作

物长势
,

产量下降或品质变坏
,

重者导致经

济植物成片死亡
。

当前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

办法是增加中耕除草次数
,

如大面积的茶园

原来每年只需进行一次到二次翻耕松土
,

而

现在至少要进行 2 一 3 次
,

否则将会长满紫

茎泽兰
,

尤其是一年以上没有进行过中耕管

理的茶园地
,

再来中耕
,

就要用先砍
、

后挖

再除根的办法
,

这样才能有效地消除紫茎泽

兰的危害
。

( 4 ) 阻碍交通
,

阻塞水渠
。

紫茎泽兰

在道路两旁
、

水沟 (渠) 两侧生 长 特 别茂

盛
,

枝叶聚集
,

很容易造成水沟渠) 淤塞阻

流
,

道路密封不通
,

每当秋收秋 种 大 忙 季

节
,

需得抽调劳力砍除紫茎泽兰
,

疏通道路

和水渠
,

尔后才能进行各种农事活动
。

( 5 ) 破坏蜜源植物的生长
,

影响养蜂

事业 的发展
。

云南是我国主要的养蜂越冬基

地之一
,

蜜源植物种类繁多
,

每个季节都有

较为丰富的花粉供蜜蜂采食
。

但是
,

当紫茎

泽兰成片生长之后
,

一些蜜源植物被排斥
,

蜜蜂可采花粉数量锐减
,

据说大量采食紫茎

泽兰花粉会造成蜂子死亡
,

蜂蜜质量变坏
。

由此而影响养蜂事业 的发展
。

综上所述
,

成片集丛遍野分布的紫茎泽

兰对农
、

林
、

牧
、

付业生产发展都有很大的

危害
,

一些地区已经形成了
“山大无柴烧

,

地多无法用
”

的严重局面
。

因此尽快控制紫

茎泽兰的继续蔓延和消除其危害
,

便是当前

全省人民和科研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

四
、

小结与讨论

( 1 ) 关于紫茎泽兰生长的环境条件与

分布区域 的分析

紫茎泽兰是一种喜欢温暖湿润的强阳性

半灌木植物
。

在云南是从五十年代开始有生

长
,

六十年代扩散发展
,

七十年代广泛 蔓

延
,

到目前已经遍布整个澜枪江中
、

下游
,

把边江
、

阿墨江
、

元江等流域的荒山草坡
,

严重地影响牧草
、

蜜源植物和林木的生存
,

直接危害当地的畜牧业
、

林业和养蜂事业的

发展
,

对于农业生产也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

劳动强度
。

当前 已在云南 中部以南的80 多个

县广泛传播
,

并 已向邻省广西
、

贵州的部分

县蔓延
。

紫茎泽兰的发展速度
,

按照它传入

云南开始到现在约30 多年的历史
,

已经由南

向北推移了三个半纬度地带
,

按直线距离计

算
,

每年大约向北传播 10 公里左右
。

紫茎泽

兰的传播方式除 自然传播之外
,

还可以借助

人畜带到更广的地方
,

特别是近代交通工具

使散播的距离和速度
,

难以估计
。

在上述连

续分布区之外
,

形成间断另星 分 布
,

如宾

川
、

华坪等地
。

紫茎泽兰的生长发育条件
,

依据 目前经

已形成危害地区的生境条件分析
,

可以明显

地看 出它对土壤类别并无选择
。

但水热条件

却是它能否生长与产生危害的限制因子
。

为

此
,

我们根据 目前已经形成危害地区的有关

气象台站资料
,

进行各气象要素 的 梯 度 分

析
,

分析结果可以确定紫茎泽兰的适生气候

条件为
:

年平均气温 10 一 1 9o C ,

最冷月平均

气温大于 6
O

C ,

极端低温大于
一 4o C ,

年相对

湿度70 % 以上
。

在这些地区
,

紫茎泽兰有可

能泛滥成灾
,

危害农
、

林
、

牧
、

付业生产
。

依照上述限制因子分析
,

推测紫茎泽兰

在云南省的水平分布推移
,

预计 全 省 除 丽

江
、

迪庆各地高海拔地区和元江
、

元谋等干

热河谷底 部 之 外
,

凡 海拔在 1 0 0 0 一 2 2 0 0

(2 4 0 0) 米的山地都可能遭受紫茎泽兰的侵

害
。

还有可能向四川西南部和贵 州 西 部 蔓

延
,

因此紫茎泽兰的可能危害面积远非 目前

这个状况
,

潜在危害地 区更加宽广
。

目前文

山州
、

玉溪地区
、

曲靖地区和楚雄州等地
,

紫茎泽兰只是另星散生
,

尚未发生危害
,

估

计再经过 3 一 5 一10 年时间的蔓延繁衍
,

可



能形成大片的单优植物群落
,

发 生 严 重 危

害
。

至于 目前尚未发现有紫茎泽兰生长的怒

江州
、

大理州大部地区
、

昭通地 区以及四川

西南部
、

贵州西部等
,

在自然 传播 的 情 况

下
,

估计再过20 一30 年 (如有人为传播则可

能大大提前) 也将逐步蔓延
,

潜在的危害也

是存在
。

紫茎泽兰 自传入我国以来
,

目前基本上

只在具有明显干湿交替的西部半湿润季风亚

热带地区分布 ; 至于在承受东南季风
、

四季

分明
、

干湿交替不显著的东部亚热带地区能

否繁衍成灾
,

有待今后定论
。

( 2 ) 对紫茎泽兰发生危害原因的分析

紫茎泽兰是一种多年生的浅根性植物
,

它具有生态适应性广
、

生长速度快
、

繁殖能

力强
、

群居丛生特性强等生态学特征
,

因此

在 自然界中它的竞争能力特别强
,

在草本植

物群落的种间竞争中常为优胜者
。

据 调 查

1 一 2 年生 的 1 紫茎泽兰
,

每年可产种子一

万粒以上
。

种子顶端具有冠毛
,

可以随风四

处飞扬
,

扩散极为迅速
,

同时其种子成熟期

正是云南多风的早季末期
,

对于紫茎泽兰扩

散
、

萌发
、

极为有利
,

所 以当一个地区
,

原

有植被遭到毁坏之后
,

只要在适生范围内很

可能被单优势的紫茎泽兰群落所替代
。

( 3 ) 紫茎泽兰 的防除与利用问题

紫茎泽兰之所以形成危害
,

首先是它以

单优势成片生长方式
,

排挤了其它植物的生

存
,

其次是它具有一定的毒素或 刺 激 性 成

分
,

不能作饲料
,

牲畜也不愿吃
。

据兽医部

门反映
,

在紫茎泽兰开花
、

结果季节
,

马匹

长期在紫茎泽兰地 中生活
,

会导致气喘病友
生

,

造成马匹很快死亡
。

紫茎泽兰使蜜源植

物缺乏或毁灭林木更新受阻
,

使茶
、

桑果园

中耕管理用工量倍增
,

因此从发展农业生产

的角度分析
,

紫茎泽兰确系一种恶性杂草
。

然而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分析认识
,

紫

茎泽兰又有其可利用的一方面
。

首先是它具

有生长迅速
,

密集成片
,

多年生等特性
,

有

利于保持水土
,

防止山地开垦中的水土流失

和恢复土壤肥力
,

应该说只要控制得当
,

它

又是山地合理利用过程 中较有价值的植物种

类
,

其利用问题有待研究
。

另据闻
,

紫茎泽

兰还具有止血
、

消炎
、

抗疟 〔幼等药用价值
。

对紫茎泽兰的研究工作
,

我们认为应在

控制其对农业生产危害的前提下
,

作到充分

利用它的生态学优势
,

本着化害为利的原则

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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