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苋科(广义)入侵植物墙生藜在中国的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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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来物种的归化和入侵对全球环境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ꎬ已成为当今各国生物多样性管理

和生态保护中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ꎮ 我国是遭受外来入侵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ꎬ在外来物种入侵的预

警、管理和治理等方面形势严峻ꎮ 基于野外调查和文献研究ꎬ该文报道了苋科(广义)入侵植物墙生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ｍｕｒａｌｅ (Ｌ.) Ｓ. Ｆｕｅｎｔｅｓꎬ Ｕｏｔｉｌａ ＆ Ｂｏｒｓｃｈ]在中国的新记录ꎮ 墙生藜原产于地中海地区ꎬ现
已扩散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 ４０ 多个国家ꎬ是一种危害较大的外来入侵植物ꎬ同时也是我国海关和

检验检疫部门明确规定禁止入境的检疫性有害生物ꎬ现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发现该外来入侵植物ꎮ 该文

对其形态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ꎬ简要介绍了其分类历史ꎬ并提供了可供鉴定比对的野外生态照片ꎻ此外ꎬ 对

墙生藜可能的传入途径进行了分析ꎬ对其危害和风险作了简要评估ꎮ 该物种的新发现说明我国外来入侵生

物的本底调查还存在不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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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来 物 种 的 归 化 (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和 入 侵

(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对全球环境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

响ꎬ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生物多样性管理和生态

保护中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ꎮ 据 ２０１５ 年的统计

资料ꎬ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１３ １６８种植物由于人类

活动在其自然分布地以外地理区域归化生长ꎬ这
些归化植物的数量已经相当于全球现存维管植物

的 ３.９％ꎬ接近于整个欧洲本土的植物物种数目

(Ｋｌｅｕｎｅｎ ｅｔ ａ１.ꎬ ２０１５)ꎮ 归化是生物入侵的基本

前提ꎬ归化植物不断扩散并造成生态危害则被称

为入侵植物ꎮ 归化植物变为入侵植物后ꎬ将会给

侵入地的生物多样性和农、林、牧、渔业带来极大

的危害ꎮ ２０ 世纪后期ꎬ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迅速

发展ꎬ一些外来植物的入侵风险也随之加剧ꎬ加之

我国幅员辽阔ꎬ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生
态环境多样ꎬ为众多外来植物的归化和入侵提供

了适宜的生境ꎬ使得我国成为受外来植物危害最

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李正跃ꎬ ２０１４ꎻ王秋萍等ꎬ
２０１９ꎻ马金双等ꎬ２０２０)ꎮ

近年来ꎬ我国外来植物的调查和研究方面的

工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ꎬ «中国入侵植物名录»
(１－５ 卷)(马金双ꎬ２０１３)、«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名

录»(马金双和李惠茹ꎬ ２０１８)、«中国外来入侵植

物志»(马金双等ꎬ ２０２０)等著作相继出版ꎮ 虽然

这些著作以入侵为题ꎬ 但实际上还包括尚处于归

化阶段的物种ꎮ ２０１９ 年出版的 Ｔｈｅ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系统总结了中国现有归

化植物的现状ꎬ全书共记载了 ９３３ 种归化植物ꎬ其
中云南有分布的种类超过 ５００ 种ꎬ占全国的一半

以上(闫小玲等ꎬ２０１２ꎻＹ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但是ꎬ
外来植物的调查和研究工作远未完善ꎬ本底不清

的问题依然存在ꎬ近年仍有大量的新入侵或归化

植 物 被 持 续 发 现 和 报 道ꎬ 如 白 花 猫 儿 菊

( Ｈｙｐｏｃｈａｅｒｉｓ ａｌｂｉｆｌｏｒａ )、 黄 果 龙 葵 (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二十蕊商陆(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ｉｃｏｓａｎｄｒａ)、北
美黄亚麻( Ｌｉｎｕｍ ｍｅｄｉｕｍ)等(王秋萍等ꎬ２０１９ꎻ席
辉辉等ꎬ２０２１ꎻ郑子洪等ꎬ２０２１)ꎮ

苋科(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属于被子植物门石竹目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ｌｅｓ)ꎬ是一个中等偏大的科(Ｍａｂｂｅｒｌｅｙꎬ
２０１７)ꎮ 该科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ꎬ广义苋科还

包含传统意义上的藜科(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植物ꎮ 近

年来ꎬ分子系统学研究已经证实狭义苋科与藜科共

同构成单系(ＡＰＧ ２０１６ꎻ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 Ｙａ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ꎮ 但 是 由 于 传 统 藜 科 里 甜 菜 亚 科

(Ｂｅｔｏｉｄｅａｅ)和多节草亚科(Ｐｏｌｙｃｎｅｍｏｉｄｅａｅ)的系统

位置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ꎬ藜科的分类地位仍

然存在争议ꎬ因此现在的学者普遍接受广义的苋科

概念ꎬ而将藜科与狭义苋科合并(ＡＰＧ １９９８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０１６ꎻ Ｍａｂｂｅｒｌｅｙꎬ ２０１７ꎻ 陈之端等ꎬ ２０２０ꎻ
Ｍｏｒａｌｅｓ￣Ｂｒｉｏｎ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ꎻ ＰＯＷＯꎬ ２０２１)ꎮ 苋科

(广义ꎬ后同)约有 １８０ 属２ ０５０ ~ ２ ５００种ꎬ主要包括

藜属(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Ｌ.)、苋属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Ｌ.)、滨藜

属 ( Ａｔｒｉｐｌｅｘ Ｌ.)、 菠 菜 属 ( Ｓｐｉｎａｃｉａ Ｌ.)、 青 葙 属

(Ｃｅｌｏｓｉａ Ｌ.)、牛膝属 ( 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Ｌ.)、莲子草属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Ｆｏｒｓｓｋ.)、千日红属 (Ｇｏｍｐｈｒｅｎａ Ｌ.)、
千针苋属 (Ａｃｒｏｇｌｏｃｈｉｎ Ｓｃｈｒａｄ.)等ꎬ广泛分布于全世

界的温带、 热带及亚热带地区 ( Ｋａｄｅｒｅｉ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ꎮ 我国约有苋科植物 ５７ 属 ２３３ 种ꎬ分布于全

国各地ꎬ以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最为丰富(陈之

端等ꎬ２０２０)ꎮ 苋科植物中有许多重要经济植物ꎬ但
也有许多种类是具有危害性的入侵植物ꎬ如喜旱莲

子草[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刺
花莲子草 ( Ａ. ｐｕｎｇｅｎｓ Ｋｕｎｔｈ)、 刺苋 (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Ｌ.)、绿穗苋 ( Ａ. ｈｙｂｒｉｄｕｓ Ｌ.)、反枝苋 ( Ａ.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Ｌ.)等ꎮ

本课题组在开展云南省外来入侵植物的野外

调查过程中ꎬ在昆明市滇池周边发现了一种新的外

来苋科植物ꎬ通过认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仔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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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模式标本照片后ꎬ最终确定该植物为麻叶藜属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Ｓ. Ｆｕｅｎｔｅｓꎬ Ｕｏｔｉｌａ ＆ Ｂｏｒｓｃｈ)的墙

生藜[Ｃ. ｍｕｒａｌｅ (Ｌ.) Ｓ. Ｆｕｅｎｔｅｓꎬ Ｕｏｔｉｌａ ＆ Ｂｏｒｓｃｈ]ꎬ
是一种已经在全世界许多地区广泛扩散的外来入

侵植物ꎬ在国内为首次发现ꎬ现报道如下ꎮ

１　 墙生藜的形态特征与地理分布

墙生藜 (新拟) (ｎｅｔｔｌｅｌｅａｆ ｇｏｏｓｅｆｏｏｔ) 图版 Ｉ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ｍｕｒａｌｅ ( Ｌ.) Ｓ. Ｆｕｅｎｔｅｓꎬ

Ｕｏｔｉｌａ ＆ Ｂｏｒｓｃｈ ｉｎ Ｗｉｌｌｄｅｎｏｗｉａ ４２(１): １４ (２０１２) .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ｍｕｒａｌｅ Ｌ. ｉｎ Ｓｐ. Ｐｌ. １: ２１９ (１７５３).
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 [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ｒｅｎａｎ ｉｎ Ｍｉｌｎｅ￣

Ｒｅｄｈｅａｄ ＆ Ｔｕｒｒｉｌｌꎬ Ｆｌ. Ｔｒｏｐ. Ｅ Ａｆｒ.ꎬ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 ７
(１９５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ａｅ ｍｕｒｉｓ ａｇｇｅｒｉｂｕｓｑｕｅ’ꎬ
Ｈｅｒｂ. Ｌｉｎｎ. Ｎｏ. ３１３ / ６ (ＬＩＮＮ!).

一年生草本ꎬ高 １５ ~ １００ ｃｍꎮ 茎直立ꎬ常具红

色或紫色细棱ꎬ多分枝ꎬ无毛ꎬ上部的嫩枝密被白

粉ꎮ 单叶互生ꎬ呈三角形、菱形至卵形ꎬ长 ４ ~ ８
ｃｍꎬ宽 ３ ~ ５ ｃｍꎬ叶片鲜绿色ꎬ先端急尖或渐尖ꎬ基
部楔形至近圆形ꎬ边缘具不规则锐锯齿ꎬ上面通常

无白粉ꎬ下面疏被白粉ꎬ嫩叶叶背面粉通常更密ꎻ
叶柄长 １.０ ~ ２.５ ｃｍꎬ绿色或稍带紫色ꎮ 花序腋生

和顶生ꎬ通常具分枝ꎬ无苞片ꎬ簇生的团伞花序在

分枝上排列成圆锥花序ꎮ 花被片 ５ꎬ裂至基部ꎬ裂
片卵形ꎬ黄绿色ꎬ先端急尖至钝圆ꎬ背面具纵脊ꎬ被
粉ꎮ 雄蕊 ５ꎬ花药伸出花被ꎬ柱头 ２ꎮ 果期花被片

宿存ꎬ覆盖于果实表面ꎮ 果皮黑色ꎬ贴生于种子表

面ꎮ 种子横生ꎬ呈双凸镜状ꎬ黑色ꎬ表面具细密皱

纹ꎮ 花果期 ６—９ 月ꎮ
凭证标本:中国(Ｃｈｉｎａ)ꎬ云南(Ｙｕｎｎａｎ)ꎬ昆明

(Ｋｕｎｍｉｎｇ)ꎬ呈贡区ꎬ滇池边ꎬ海晏村ꎬ海拔１ ８４０ｍꎬ
１０２°４６′１２.７″ Ｅꎬ２４°４８′４４.４″ Ｎꎬ２０２１－０６－３０ꎬ王焕

冲等 ＣＧ１２７１８(ＹＵＫＵ)ꎮ
地理分布:墙生藜原产于地中海地区ꎬ包括欧

洲南部、北非和西亚等区域ꎬ现已经入侵扩散到欧

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 ４０ 多个国家( Ｂａｊｗ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 ＣＡＢＩꎬ ２０２１)ꎮ 本研究发现于我国云南

省昆明市呈贡区ꎬ为中国首次记录ꎮ
生境:墙生藜适宜生长于亚热带和热带区域ꎬ

潮湿且含氮丰富的土壤非常有利于它的生长(Ｂａｊｗ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本研究发现的墙生藜生长于海拔

１ ８００~１ ９００ ｍ 间的村庄周边、路旁和弃耕的荒地ꎬ

在局部地带已经侵入农田菜地ꎮ 在调查点ꎬ墙生藜

的主要伴生植物有双荚决明 ( Ｃａｓｓｉａ ｂｉｃａｐｓｕｌａｒｉｓ
( Ｌ.) Ｒｏｘｂ.)、 少 花 龙 葵 (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ｍ
Ｍｉｌｌ.)、 喜 旱 莲 子 草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 土荆芥 (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Ｌ.) Ｍｏｓｙａｋｉｎ ＆ Ｃｌｅｍａｎｔｓ)、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Ｌ.)、紫茎泽兰 [ Ａｇｅｒａｔｉｎａ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 Ｓｐｒｅｎｇ.) Ｒ.
Ｍ.Ｋｉｎｇ ＆ Ｈ.Ｒｏｂｉｎｓｏｎ]、曼陀罗(Ｄａｔｕｒａ ｓｔｒａｍｏｎｉｕｍ
Ｌ.)、牛 膝 菊 (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Ｃａｖ.)、 凹 头 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ｂｌｉｔ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等农田杂草或外来入

侵植物ꎮ 在所调查的区域中ꎬ墙生藜与其伴生的入

侵植物相比ꎬ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ꎮ
传入途径:墙生藜在国内没有引种栽培的记

录ꎬ并且在国外也没有被当成花卉、药材、或者粮

食作物等栽培的报道ꎬ因此墙生藜被当成经济植

物有意引入国内栽培的可能性较小ꎮ 墙生藜的胞

果和种子较小ꎬ极容易混在其他植物种子和植物

材料中传播带入ꎮ 发现墙生藜的区域位于昆明市

呈贡区ꎬ沿滇池一带是重要的花卉栽培和交易基

地ꎬ国际贸易发达ꎬ有大量的国外花卉品种被引种

栽培ꎮ 因此可以推测ꎬ墙生藜很有可能是随着国

际贸易无意带入ꎬ从而扩散开来ꎮ

２　 墙生藜的系统分类学

墙生藜最早由瑞典植物学家林奈 ( Ｃａｒｌ ｖｏｎ
Ｌｉｎｎé)(１７５３)将其作为藜属下的物种发表ꎬ种加

词“ｍｕｒａｌｅ”含义为“生于墙上的”ꎬ因此本文将其

中文名称拟为墙生藜ꎮ 随着分子系统学研究不断

深入ꎬ近年来逐渐发现传统的藜属并不是一个单

系类群(Ｆｕｅｎｔｅｓ￣Ｂａｚ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ꎮ Ｆｕｅｎｔｅｓ￣Ｂａｚａｎ
等(２０１２)将传统藜属拆分为 ７ 个属ꎬ除保留狭义

藜属 (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ｓ. ｓ.) 外ꎬ新分立了麻叶藜属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Ｓ. Ｆｕｅｎｔｅｓꎬ Ｕｏｔｉｌａ ＆ Ｂｏｒｓｃｈ)、刺
藜属(Ｔｅｌｏｘｙｓ Ｍｏｑ.)、腺毛藜属(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Ｒ.Ｂｒ.)、
球花 藜 属 ( Ｂｌｉｔｕｍ Ｓｃｏｐ.)、 多 子 藜 属 ( Ｌｉｐａｎｄｒａ
Ｍｏｑ.)和市藜属(Ｏｘｙｂａｓｉｓ Ｋａｒ. ＆ Ｋｉｒ.) ６ 个属ꎮ 其

中ꎬ麻叶藜属与藜属(狭义)的区别主要是:麻叶藜

属植物茎和叶背的囊状毛(粉)在干燥时时完全收

缩ꎬ在成熟时脱落或稍有宿存ꎬ种子具明显的细密

皱纹ꎬ有时稍起皱或光滑ꎻ而后者幼茎和叶密被球

形囊状毛ꎬ在干燥时成为杯状ꎬ宿存ꎬ种子光滑或

有条纹和皱纹ꎬ 有时具细密皱纹 (Ｆｕｅｎｔｅｓ￣Ｂａｚａｎ ｅｔ

２７６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Ａꎬ Ｂ. 植株ꎻ Ｃ. 花序ꎻ Ｄ. 叶(正面)ꎻ Ｅ. 叶(背面)ꎻ Ｆ. 雄花序ꎻ Ｇ. 雌花(侧面)ꎻ Ｈ. 雄花(正面)ꎮ
Ａꎬ Ｂ. Ｈａｂｉｔꎻ Ｃ.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ꎻ Ｄ. Ａｄａｘ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ꎻ Ｅ. Ａｂａｘ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ꎻ Ｆ. Ｓｔａｍｉｎａｔｅ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ꎻ Ｇ. Ｓｔａｍｉｎａｔ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Ｈ. Ｓｔａｍｉｎａｔ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ｐ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图版 Ｉ　 墙生藜
Ｐｌａｔｅ Ｉ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ｍｕｒａｌｅ (Ｌ.) Ｓ. Ｆｕｅｎｔｅｓꎬ Ｕｏｔｉｌａ ＆ Ｂｏｒｓｃｈ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根据 Ｆｕｅｎｔｅｓ￣Ｂａｚａｎ 等(２０１２)研究ꎬ墙
生藜从藜属新组合到麻叶藜属ꎬ 其新的拉丁学名

为: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ｍｕｒａｌｅ (Ｌ.) Ｓ. Ｆｕｅｎｔｅｓꎬ Ｕｏｔｉｌａ ＆
Ｂｏｒｓｃｈꎮ

现知麻叶藜属全属植物共有 ８ 种ꎬ其中我国自

然分布有 ３ 种ꎬ分别是杂配藜 [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ｈｙｂｒｉｄｕｍ (Ｌ.) Ｓ. Ｆｕｅｎｔｅｓꎬ Ｕｏｔｉｌａ ＆ Ｂｏｒｓｃｈ]、 阿富

汗藜 [ Ｃ. ｂａｄａｃｈｓｃｈａｎｉｃｕｍ ( Ｔｚｖｅｌｅｖ) Ｓ. Ｆｕｅｎｔｅｓꎬ
Ｕｏｔｉｌａ ＆ Ｂｏｒｓｃｈ] ( Ｓｕｋｈｏｒｕｋｏｖ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和细穗

藜[Ｃ.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ｐｉｃｕｍ (Ｈ. Ｗ. Ｋｕｎｇ) Ｕｏｔｉｌａ] (Ｕｏｔｉｌ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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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ꎮ 墙生藜与我国广布的杂配藜最为相似ꎬ但
二者在形态上有明显区别ꎬ前者茎上部分枝较多ꎬ
叶片菱状卵形至宽披针形ꎬ叶边缘具不规则锐锯

齿ꎬ顶端急尖或圆钝ꎬ叶基部楔形到圆形ꎬ而后者

杂配藜的叶片宽卵形至卵状ꎬ边缘常 ３ ~ ５ 浅裂ꎬ顶
端常渐尖至尾尖ꎬ叶基部为圆形、截形或略呈心

形ꎮ 单 从 外 观 来 看ꎬ 墙 生 藜 与 藜 属 的 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Ｌ.)也较为相似ꎬ不过根据墙

生藜分枝少且短ꎬ叶为卵形或菱形ꎬ边缘具不规则

锐锯齿等特征可将其区别开来ꎮ
叶片形态是麻叶藜属植物的一个重要的鉴别

特征ꎬ本种叶片边缘具不规则的锐锯齿ꎬ易与同属

植物相区别ꎬ与国产的另外 ３ 种麻叶藜属植物可

通过以下检索表区分ꎮ

中国产麻叶藜属(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ｓｔｒｕｍ)植物分种检索表

１ａ. 叶边缘具不规则的锐锯齿 墙生藜 Ｃ. ｍｕｒａｌｅ (Ｌ.) Ｓ. Ｆｕｅｎｔｅｓꎬ Ｕｏｔｉｌａ ＆ Ｂｏｒｓｃｈ
１ｂ. 叶边缘仅具裂片 １ ~ ３ 对ꎬ不为锐锯齿状 ２
　 ２ａ. 叶片两侧具 ２ ~ ３ 对裂片ꎬ边缘掌状浅裂 杂配藜 Ｃ. ｈｙｂｒｉｄｕｍ (Ｌ.) Ｓ. Ｆｕｅｎｔｅｓꎬ Ｕｏｔｉｌａ ＆ Ｂｏｒｓｃｈ
　 ２ｂ. 叶片近基部两侧仅具 １ 对裂片 ３
　 　 ３ａ. 植株高不超过 ３０ ｃｍꎬ叶基部宽楔形

阿富汗藜 Ｃ. ｂａｄａｃｈｓｃｈａｎｉｃｕｍ (Ｔｚｖｅｌｅｖ) Ｓ. Ｆｕｅｎｔｅｓꎬ Ｕｏｔｉｌａ ＆ Ｂｏｒｓｃｈ



　 　 ３ｂ. 植株高 ４０ ~ ７０ ｃｍꎬ叶基部近截形至心形 细穗藜 Ｃ.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ｐｉｃｕｍ (Ｈ. Ｗ. Ｋｕｎｇ) Ｕｏｔｉｌａ

３　 入侵危害与防治

墙生藜是一个已经在全世界 ４０ 多个国家扩散

的外来入侵物种ꎬ具有严重的入侵危害 ( ＣＡＢＩꎬ
２０２１)ꎮ 该物种为一年生草本ꎬ生长周期短ꎬ种子

数目多ꎬ依靠风力及重力传播ꎬ可在不利条件下休

眠且能在不同的土壤环境中萌发ꎬ因此具有较强

的繁殖能力和种群扩散能力ꎮ 研究表明ꎬ墙生藜

是一种喜氮植物ꎬ并能克服干旱胁迫ꎬ非常容易侵

入农田生态系统ꎬ对蔬菜、谷物、大豆等作物生产

造成危害( Ｂａｊｗ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 ＣＡＢＩꎬ ２０２１)ꎮ 此

外ꎬ墙生藜自身还能释放次生代谢物质进入土壤ꎬ
使邻近植物的种子萌发和生长受阻ꎬ从而提高自

身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竞争能力(Ｅｌ￣Ｋｈａｔｉｂ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ꎻ Ｂａｔ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Ｂａｊｗ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根

据国外学者的报道ꎬ对墙生藜的防治主要以物理

和化学方法为主ꎮ Ｂａｊｗａ 等(２０１９)研究指出ꎬ改变

作物的耕作方式(如轮作或间作)可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墙生藜在耕地中生长的数量ꎮ 在墙生藜开花

和结果前的早期生长阶段ꎬ可以通过拔除或铲除

的物理手段来进行有效的防治ꎮ 此外ꎬ使用除草

剂是防治墙生藜最有效的化学方法ꎮ 有关该物种

的生物防治方法还未有报道ꎬ有待进一步研究

(Ｂａｊｗ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４　 讨论与结论

外来生物入侵通常具有潜伏性和隐蔽性的特

点ꎬ入侵的生态影响可能会随着时间发生巨大的

变化ꎬ也可能会在一个长时间段“无害”的情况下

才显现出来ꎬ而这种潜伏与隐蔽的过程会使得对

它们早期发现和防控预警非常困难( Ｊａｒｉｃ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墙生藜是一个具有较强入侵性的物种ꎬ我
国国家检验检疫部门已经注意到了墙生藜的入侵

危害ꎬ并将其列入我国双边议定书规定的检疫性

有害生物名单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还专门发

布了«墙藜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 / Ｔ ３６８３８—２０１８)
的国家标准ꎮ 然而ꎬ墙生藜还是成功越过我国海

关和边境检验检疫的屏障ꎬ在云南省中部的昆明

市被发现ꎮ 这充分说明入侵生物的防控ꎬ不仅要

重视海关和边境检验检疫工作ꎬ还需要特别重视

全国范围内的入侵生物的本底调查ꎬ需要特别关

注新的入侵植物ꎬ适时进行早期的防控介入ꎬ把危

害降到最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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