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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绿地中的优势植物、
 

有害植物、
 

珍稀濒危植物等各类植物对城市居民的安全健康、
 

景观效果乃至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都有重要影响,
 

但目前对城市植物种类构成分析的研究较少.
 

基于深圳市建成区城市植物600个1
 

hm2

样地的实地调查数据,
 

分析各类型城市植物的种类构成特征,
 

并对其管控措施提出建议.
 

本次调查共记录深圳市建

成区城市植物963种,
 

根据重要值选出优势种30种,
 

有害植物包括有毒植物97种、
 

入侵植物48种、
 

花粉致敏植物

186种,
 

此外珍稀濒危植物45种.
 

主要优势植物中相对多度最高的是乔木榕树(Ficus
 

microcarpa)、
 

灌木鹅掌藤

(Heptapleurum
 

arboricola)和草本沟叶结缕草(Zoysia
 

matrella).
 

入侵植物中87.50%是草本植物,
 

70.83%来源

于美洲,
 

重要值较高的地毯草(Axonopus
 

compressus)已经成为深圳市建成区草本群落的优势入侵物种.
 

有毒植物

以大戟科(Euphorbiaceae)、
 

天南星科(Araceae)为主,
 

毒性大、
 

中、
 

小的植物各有33,
 

38和26种,
 

在道路绿地分布

数量最多.
 

珍稀濒危植物中有极危(CR)物种6种、
 

濒危(EN)物种10种、
 

易危(VU)物种22种;
 

种数以公园绿地最

高,
 

共发现95株有病害、
 

190株发生虫害、
 

151株生长不良.
 

该调查揭示了各类型城市植物在深圳市建成区的种类

构成和分布特征,
 

为城市植物多样性研究、
 

城市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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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minant
 

plants,
 

harmful
 

plants,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s,
 

and
 

other
 

urban
 

plants
 

in
 

ur-
ban

 

green
 

space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urban
 

residents,
 

landscape
 

effect,
 

and
 

even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but
 

there
 

were
 

still
 

few
 

studies
 

on
 

the
 

analysis
 

of
 

urban
 

plant
 

species
 

composition.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data
 

of
 

600
 

1-hectare
 

sample
 

plots
 

of
 

urban
 

plants
 

in
 

the
 

buil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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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of
 

Shenzhe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urban
 

plant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ntrol
 

measures.
 

A
 

total
 

of
 

963
 

species
 

of
 

urban
 

plants
 

in
 

the
 

built-up
 

area
 

of
 

Shenzhen
 

were
 

recorded,
 

and
 

30
 

dominant
 

species
 

were
 

selected
 

ac-
cording

 

to
 

the
 

value
 

of
 

importance.
 

Harmful
 

plants
 

included
 

97
 

species
 

of
 

toxic
 

plants,
 

48
 

species
 

of
 

inva-
sive

 

plants,
 

186
 

species
 

of
 

allergenic
 

pollen
 

plants.
 

In
 

addition,
 

there
 

were
 

45
 

species
 

of
 

rare
 

and
 

endan-
gered

 

plants.
 

Among
 

the
 

main
 

dominant
 

plants,
 

species
 

with
 

the
 

highest
 

relative
 

abundance
 

were
 

the
 

arbor
 

(Ficus
 

macrocarpa),
 

shrub
 

(Heptapleurum
 

arboricola)
 

and
 

herb
 

(Zoysia
 

matrella).
 

Among
 

the
 

inva-
sive

 

plants,
 

87.50%
 

were
 

herbaceous
 

plants
 

and
 

70.83%
 

came
 

from
 

America.
 

Axonopus
 

compressus,
 

with
 

high
 

importance,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invasive
 

species
 

of
 

herbaceous
 

community
 

in
 

the
 

built-up
 

area
 

of
 

Shenzhen.
 

The
 

poisonous
 

plants
 

were
 

mainly
 

Euphorbiaceae
 

and
 

Araceae.
 

There
 

were
 

33,
 

38
 

and
 

26
 

species
 

of
 

plants
 

with
 

high,
 

medium
 

and
 

low
 

toxicity,
 

respectively,
 

with
 

the
 

highest
 

abundance
 

oc-
curred

 

in
 

the
 

road
 

green
 

space.
 

Among
 

the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s,
 

there
 

were
 

six
 

species
 

of
 

extremely
 

endangered
 

(CR),
 

ten
 

species
 

of
 

endangered
 

(EN)
 

and
 

22
 

species
 

of
 

vulnerable
 

(VU).
 

The
 

number
 

of
 

spe-
cies

 

was
 

the
 

highest
 

in
 

the
 

park
 

green
 

space.
 

A
 

total
 

of
 

95
 

plants
 

suffered
 

from
 

diseases,
 

190
 

plants
 

suf-
fered

 

from
 

insect
 

pests,
 

and
 

151
 

plants
 

exhibited
 

poor
 

growth.
 

This
 

paper
 

reveals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types
 

of
 

urban
 

plants
 

in
 

the
 

built-up
 

area
 

of
 

Shenzhen,
 

which
 

pro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urban
 

plant
 

diversity,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urban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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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化发展迅猛,
 

联合国预测,
 

到2050年全球将有6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区域[1].
 

城市大部分居

民很难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大自然,
 

而城市植物和动物就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自然替代品[2-3].
 

城市植物

对城市人类和野生动物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生态服务功能,
 

城市植物的研究对人类福祉具有重要意义[4-5].
 

植物种类构成是城市植物的基础研究[6],
 

比多样性指标更能反映群落植物种类的特征,
 

能够反映单一植物

多样性指标所反映不了的生态问题和生态过程[7].
 

目前国内对城市植物种类构成的研究较少,
 

主要集中在

城市植物多样性、
 

区系类型、
 

来源结构、
 

生活型构成、
 

优势种构成、
 

影响因素等方面[7-10].
随着城市化逐渐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城市植物物种构成、
 

数量特征及其产生的不

利影响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1-13].
 

城市植物主要包括城市区广泛分布、
 

数量占较大比例的优势植

物,
 

及其他数量较少的植物,
 

城市优势植物以少量物种占据城市植物数量的大部分,
 

其他大量非优势植物

在生物量上起较小作用,
 

但在景观、
 

生态和生物学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14-15].
 

在数量较少的植物种类中,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以及入侵植物、
 

有毒植物、
 

花粉致敏植物等有害植物都对植物多样性起到了特殊的作

用,
 

值得更多关注.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包括珍稀濒危植物和重点保护植物两方面[16].

 

根据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IUCN)估计,
 

全球面临灭绝危险的植物种类到21世纪将达到5~6万种[17].
 

珍稀濒危植物的快速灭绝严

重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18-19],
 

相关研究已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重大课题.
 

城市绿地空间可以

为本地的濒危物种提供生境,
 

早在20世纪80年代,
 

德国就开始通过城市“杂草保护区”保护生物多样

性[20].
 

珍稀濒危植物中也有不少绿化观赏树种,
 

可以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作用[21].
 

目前湖南[22]、
 

广东[23]、
 

江

苏[24]、
 

桂林[25]等省(市)已经报道城市中的珍稀濒危植物及其园林应用.
21世纪初以来,

 

有害植物的负面影响作为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盲点”受到关注.
 

在城市环境中,
 

城市

植物除了提供正面的生态系统服务外,
 

在特定条件下还有一些负面影响,
 

如植物花粉引起的过敏,
 

根系生

长、
 

枝果掉落破坏城市的基础设施等,
 

被称为城市生态系统危害(UEDS)[26].
 

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

下,
 

大量本地野生植物和外来观赏植物被引进城市绿地,
 

可供选择应用的植物种类也越来越多[27].
 

如果将

植物的功能定义为效益,
 

仅仅强调城市植物的正面功能,
 

没有充分注意各种不可避免的危害,
 

可能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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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负效益[28].
 

例如,
 

外来植物的引入,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植物多样性,
 

但如果成为入侵种则可能

导致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有毒有害植物更会危害居民健康,
 

甚至危及生命.
外来入侵物种(IAPs)指“在不同的栖息地和发生范围内,

 

个体在多个地点分散、
 

生存和繁殖的引入物

种”[29].
 

城市环境与当地自然环境不同,
 

且植物中外来物种占很大比例,
 

为外来入侵植物的建立、
 

扩散和繁

殖提供了机会[30-31].
 

调查城市外来入侵植物不仅为早期发现和预防提供了依据,
 

也为外来入侵植物的管理

提供了参考[32].
 

目前,
 

我国对城市入侵植物的研究还较少,
 

主要集中在植物调查、
 

入侵物种清单及外来入

侵植物风险评估等方面[33-35].
 

外来入侵植物的分布动态作为基础信息也至关重要,
 

有学者基于 Maxent模

型对入侵植物进行适生区预测,
 

结果显示这些植物的适宜生境在未来都将显著扩大,
 

但扩张程度不同[36].
 

据预测,
 

在当前的全球环境变化下,
 

植物入侵还将进一步增加[37].
有毒植物研究是古老的实用科学之一,

 

人类在寻找食物、
 

药物的过程中积累了有毒植物的大量知识.
 

1987年出版的《中国有毒植物》[38]是我国关于有毒植物最完整、
 

最系统的书籍资料.
 

我国对城市园林有毒

植物的研究始于1996年,
 

很多文章是实地调查的研究成果.
 

特别是近20年来,
 

我国一些城市对有害植物

进行了调查,
 

包括上海、
 

青岛、
 

北京、
 

杭州等,
 

但深圳有害植物的研究仍未见报道[39].
 

目前主要研究内容集

中在城市有毒植物的种类、
 

数量、
 

毒性等方面[27,40-42],
 

研究结果显示,
 

各城市园林有毒植物以被子植物为

主,
 

集中在大戟科(Euphorbiaceae)、
 

夹竹桃科(Apocynaceae)、
 

天南星科(Araceae)等,
 

生长型以草本为主,
 

毒性以中毒、
 

低毒为主,
 

剧毒较少,
 

食用剂量不足不会致命[27].
 

总体上,
 

对城市中影响人类健康福祉的有

毒植物,
 

目前研究报道依然很少.
随着城市的迅猛发展,

 

由于缺乏相关认知,
 

在城市建设中对城市植物缺少管控的情况时有发生.
 

深圳

是我国拥有口岸数量最多、
 

出入境人员最多的城市,
 

且气候温和湿润,
 

雨水充足,
 

给城市植物的引入和生

存繁殖提供了良好条件.
 

本文针对深圳市建成区城市植物开展实地调查,
 

分析城市优势植物、
 

珍稀濒危植

物、
 

入侵植物、
 

有毒植物等重要类型植物的种类构成与分布特征,
 

为我国开展城市植物生态研究提供一定

的参考,
 

也为相关部门对城市植物进行应用、
 

选择和管理等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研究区域

深圳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
 

介于113°43'~114°38'E,
 

22°24'~22°52'N之间.
 

据统计,
 

截至2021年底,
 

全市绿地面积96
 

868.33
 

hm2,
 

其中建成区绿地面积35
 

443.02
 

hm2,
 

建成区绿地率37.07%[43].
 

深圳下辖

9个行政区和1个新区:
 

福田区、
 

罗湖区、
 

盐田区、
 

南山区、
 

宝安区、
 

龙岗区、
 

龙华区、
 

坪山区、
 

光明区,
 

大

鹏新区.
 

亚热带季风气候,
 

雨量丰沛,
 

气候宜人.
 

夏季偏东南风盛行,
 

湿热多雨;
 

其余季节晴朗少雨.
 

整体

气候温和,
 

常年平均气温23.0℃.
 

本研究所涉及范围主要为深圳市建成区绿地.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方法

深圳市城市植物调查采用基于百米网格的电脑随机抽样法.
 

首先采用100
 

m×100
 

m的等距网格覆盖

深圳市的SPOT
 

5遥感图像.
 

然后在网格单元中电脑随机抽600个1
 

hm2 样地进行调查.
 

调查时在确保调

查人员安全的基础上,
 

对整个单元格中可调查的所有乔灌植物种类进行调查.
 

对草本层采用
 

1
 

m×1
 

m的

样方,
 

选取样地斑块中物种较为丰富的典型草本群落进行抽样调查,
 

调查样方量采用物种数累积法确定,
 

当新样方调查到的物种数小于样地斑块中物种数的10%时,
 

达到足够的取样量,
 

一般取3~5个样方.
 

对各

乔木植物种调查种名、
 

株数、
 

胸径、
 

冠幅、
 

树高,
 

对各灌木植物种调查种名、
 

株数、
 

均高、
 

单株均宽、
 

单株均

长,
 

对草本样方中各草本植物种调查种名、
 

均高、
 

频数、
 

盖度.
 

乔、
 

灌、
 

草植物各项指标的具体测量参考美

国URORE模型的调查手册[44]和赵娟娟等[45]的方法.
2.2 数据处理

2.2.1 各类植物的确定方法

有学者认为,
 

有害植物指植物本身不含有毒成分,
 

但它的植株或种子、
 

果实是有钩刺或芒,
 

常常刺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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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造成机械损伤或降低畜产品质量,
 

重则也能引起家畜死亡的植物[46].
 

这里的有害植物主要是区别于植

株本身有毒的植物,
 

可在畜牧业方面造成不良影响[47-49].
 

在植物界,
 

通常认为对其他植物个体或种群会造

成一定影响的植物是有害植物;
 

更为广泛的认为有害植物是指对其他生物,
 

包括人类、
 

动植物等造成一定

影响的植物.
 

本文研究的有害植物,
 

是指能直接或间接对人、
 

植物、
 

动物等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不良影响的

植物.
 

这一不良影响包括动物或某一特定人群通过误食、
 

误触、
 

误闻等行为,
 

对自身健康造成潜在危害.
有毒植物是指含植物毒素、

 

能够对家畜造成死亡或某些组织器官等暂时性至永久性伤害的植物[38].
 

其

主要毒理作用有精神性中毒、
 

神经系统中毒、
 

呼吸系统中毒、
 

免疫系统中毒、
 

皮肤和黏膜刺激性中毒、
 

器官

损伤性中毒和致癌、
 

致突变及致畸胎作用等[50].
 

本文根据《中国有毒植物》[38],
 

在所有植物种类中筛选出有

毒植物,
 

并将有毒植物中仅能使人畜产生某些轻微不良反应并不致死的植物归类为毒性小,
 

将有毒植物中

仅小剂量就能使人畜产生严重中毒反应甚至死亡的植物归类为毒性大,
 

剩下的归类为毒性中.
本文根据《中国外来入侵种》[51]《中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52]《中国第二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53]

《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第三批)》[54]《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第四批)》[55]等,
 

在所有植物

种类中筛选出入侵植物.
珍稀濒危植物是在经济、

 

科研等方向具有特殊重要价值,
 

而其分布有一定局限性,
 

种群数量又很少,
 

在整个分布区受人为破坏或自身繁殖原因处于灭绝危险或者属于某一分布区特有的植物[16].
 

重点保护植

物是将经济和科研价值放在首位并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植物[16].
 

本文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56]《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57]《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I》[58]确定珍稀濒危保护植物清单.
2.2.2 重要值计算

重要值(importance
 

value,
 

IV,
 

以V 表示)表征该物种在群落中的优势程度[59],
 

其计算方法如下:
乔木层重要值:

V乔木 =(Fr +Dr +Pr)/3 (1)

  灌木层重要值:

V灌木 =(Fr +Dr +Cr)/3 (2)

  草本层重要值:

V草本 =(Fr +Cr)/2 (3)
式中,

 

Fr 为第r种植物的相对频度,
 

Dr 为第r种植物的相对多度,
 

Pr 为第r种植物的相对显著度,
 

Cr 为

第r种植物的相对盖度.

3 结果与分析

图1 植物来源构成

3.1 深圳市建成区优势植物的种类构成

此次调研共记录深圳市建成区植物963种,
 

隶属

于149科578属(图1).
 

种数20以上的大科涉及

429种植物,
 

11~20种的较大科涉及188种植物,
 

这

些科共占建成区植物总种数的64.07%,
 

其中种数最

多的科是禾本科(Gramineae)、
 

豆科(Leguminosae)、
 

菊科(Compositae)、
 

大戟科、
 

天门冬科(Asparagace-
ae)等.

 

乡土植物共有122科350属509种,
 

其中,
 

禾

本科(32属51种)、
 

豆科(27属33种)、
 

菊科(17属23
种)是最主要的科.

 

外来植物93科316属454种,
 

占

总种数的47.14%,
 

其中国外外来种数(344种)远超

过国内外来种数(110种).
 

外来植物中种数较多的科

有豆科(35种)、
 

禾本科(27种)、
 

天门冬科(25种)、
 

菊科(24种)、
 

棕榈科(Palmae,
 

23种)、
 

大戟科(21种).
根据重要值对深圳市建成区各绿地植物种进行排序,

 

得到重要值最高的前10位种乔、
 

灌、
 

草植物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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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物种(表1).
 

乔木层优势种中榕树(Ficus
 

microcarpa)、
 

垂叶榕(Ficus
 

benjamina)、
 

黄葛树(Ficus
 

vi-
rens)和高山榕(Ficus

 

altissima)均为桑科榕属植物.
 

优势乔木共占所有乔木植物总株数的30.06%.
 

乔木

层优势种中相对多度最高的物种是榕树(4.34)、
 

荔枝(Litchi
 

chinensis,
 

4.22)和小叶榄仁(Terminalia
 

neotaliala,
 

3.81),
 

而相对频数最高的物种是榕树(3.81)、
 

凤凰木(Delonix
 

regia,
 

2.98)和樟(Cinnamo-
mum

 

camphora,
 

2.75),
 

平均胸径最高的树种是高山榕(57
 

cm)、
 

榕树(50
 

cm)和黄葛树(49
 

cm).
 

灌木层优

势种中,
 

鹅掌藤(Heptapleurum
 

arboricola)的重要值最大,
 

相对多度(10.29)、
 

相对盖度(6.06)均位于首

位.
 

金叶假连翘(Duranta
 

erecta
 

‘Golden
 

Leaves’)、
 

龙船花(Ixora
 

chinensis)及朱槿(Hibiscus
 

rosa-sinen-
sis)为绿地植被常见种,

 

相对多度、
 

相对频度均比较高,
 

分别在5.49~10.29,
 

3.42~4.05之间,
 

在灌木层

植物中占有重要地位.
 

优势灌木共占所有灌木植物总株数的54.11%.
 

草本层优势种中,
 

沟叶结缕草(Zoy-
sia

 

matrella)以占绝对优势的相对盖度(13.98)位于重要值首位,
 

且远超过排在第2位的地毯草(Axonopus
 

compressus).
 

优势草本共占所有草本植物总盖度的48.54%.
 

此外,
 

草本层中的优势种还有南美蟛蜞菊

(Sphagneticola
 

trilobata)、
 

鬼针草(Bidens
 

pilosa)和狗牙根(Cynodon
 

dactylon)等,
 

盖度均相对较大,
 

在

5.69~13.98之间.
 

总体上,
 

草本层植物种类丰富,
 

但以少数植物种为主体,
 

优势性比较明显.
表1 重要值前10位的物种

物种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重 要 值 前10
位的物种(以

重要值为序)

榕树、
 

荔 枝、
 

垂 叶 榕、
 

大 王 椰

(Roystonea
 

regia)、
 

高山榕、
 

黄

葛树、
 

小叶榄仁、
 

凤凰木、
 

樟、
 

糖胶树(Alstonia
 

scholaris)

鹅掌藤、
 

金叶假连翘、
 

龙船花、
 

朱槿、
 

红 背 桂 (Excoecaria
 

co-

chinchinensis)、
 

叶子花(Bouga-

invillea
 

spectabilis)、
 

黄 金 榕

(Ficus
 

microcarpa
 

‘Golden
 

Leaves’)、
 

假 连 翘 (Duranta
 

erecta)、
 

灰莉(Fagraea
 

ceilani-

ca)、
 

散尾葵(Dypsis
 

lutescens)

沟叶结缕草、
 

地毯草、
 

南美蟛蜞

菊、
 

狗牙根、
 

鬼针草、
 

海芋(Alo-

casia
 

odora)、
 

红尾翎(Digitaria
 

radicosa)、
 

酢浆草(Oxalis
 

cor-

niculata)、
 

蓝花草(Ruellia
 

sim-

plex)、
 

伞 房 花 耳 草(Hedyotis
 

corymbosa)

3.2 深圳市建成区有害植物的种类构成

根据样地调查数据,
 

深圳市建成区共有有害植物81科179属295种,
 

其中包括有毒植物42科77属

97种,
 

入侵植物18科42属48种,
 

花粉致敏植物46科92属186种(图2).
 

所有有害植物中,
 

同时属于两

种以上有害类型的植物共33种.
 

各科有害植物中,
 

豆科种类最多,
 

达31种,
 

其次是禾本科(26种)、
 

大戟

科(26种)、
 

菊科(22种)、
 

桃金娘科(Myrtaceae,
 

18种)、
 

棕榈科(17种)、
 

夹竹桃科(12种).
 

深圳本地种

150种,
 

占有害植物总种数的50.85%;
 

国内引进种29种,
 

占9.83%,
 

国外引进种116种,
 

占39.32%.

图2 有害植物科属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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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有害植物在深圳市各行政区的种数除大鹏新区外,
 

由多到少依次为花粉致敏植物、
 

有毒植物、
 

入侵植物(图3).
 

花粉致敏植物比例最大的为罗湖区,
 

占59.32%,
 

共105种;
 

其次是坪山区、
 

光明区、
 

龙岗区、
 

福田区、
 

宝安区、
 

南山区、
 

龙华区、
 

盐田区,
 

且均超过了该行政区有害植物种类的一半.
 

有毒植

物在南山区所占比例最大,
 

为29.82%,
 

其次是福田区、
 

宝安区、
 

龙岗区、
 

龙华区、
 

盐田区、
 

罗湖区、
 

大

鹏新区、
 

坪山区、
 

光明区.
 

就入侵植物种数所占比例而言,
 

大鹏新区(32.20%)、
 

盐田区(20.93%)入侵

植物种数占比较高,
 

最低是龙岗区,
 

占14.02%.
 

总体上,
 

龙岗区的有害植物种数最多(246种),
 

其次是

南山区(207种)、
 

宝安区(192种),
 

盐田区(75种)、
 

大鹏新区(51种)的有害植物种相对较少.

花粉致敏植物的定义及测量方法等参见张曼琳等[60].

图3 深圳市建成区3类有害植物的分布

3.2.1 入侵植物的种类构成

入侵植物中,
 

菊科是最主要的科,
 

包含13个种;
 

其次是禾本科,
 

包含11个种.
 

从生长型来看,
 

草本植

物占87.50%,
 

重要值较高的地毯草已经成为深圳市建成区草本群落的优势入侵物种.
 

调查中还发现外来

入侵种微甘菊(Mikania
 

micrantha)数量很大;
 

乔、
 

灌入侵物种有银合欢(Leucaena
 

leucocephala)、
 

马缨丹

(Lantana
 

camara)、
 

水茄(Solanum
 

torvum)、
 

假烟叶树(Solanum
 

erianthum).
 

就来源而言,
 

所记录到的

入侵植物中有70.83%来源于美洲.
从各行政区的分布来看,

 

龙岗区的入侵植物种数最多,
 

达37种,
 

其次是南山区36种,
 

宝安区、
 

龙华区

均为33种,
 

坪山区30种,
 

福田区、
 

罗湖区、
 

光明区分别为28,
 

27,
 

26种,
 

大鹏新区为19种,
 

盐田区最低,
 

为18种.
 

银合欢作为调查中记录的唯一乔木状入侵植物种,
 

主要分布在南山区和龙岗区.
 

马缨丹作为数量

最多的灌木状入侵植物种,
 

在各行政区中分布较普遍,
 

龙岗区的数量最多,
 

其次是龙华区和南山区.
 

水茄、
 

假烟叶树仅少量分布,
 

且多在龙岗区.
 

各绿地类型中,
 

道路绿地的入侵植物种数最多,
 

涉及全部48种入侵

植物.
 

单位绿地、
 

公园绿地、
 

居住区绿地、
 

荒地中的入侵植物种数也较多,
 

分别为43,
 

38,
 

36,
 

34种,
 

滨河

绿地及广场绿地分布种类较少,
 

分别为18,
 

9种.
3.2.2 有毒植物的种类构成

此次调研共记录到有毒植物42科77属97种,
 

其中,
 

本地植物11科12属54种,
 

占总种数的55.67%,
 

以大戟科、
 

天南星科为主,
 

各有20种;
 

国内外来植物9种,
 

国外外来植物34种,
 

共隶属于8科9属.
 

按有毒程

度分类,
 

毒性大(表2)、
 

中、
 

小的植物各有33,
 

38和26种.
 

按有毒部位分类,
 

全株有毒的植物占比最大,
 

共

33种;
 

其次是叶有毒和乳汁有毒的植物,
 

分别为24种和21种.
 

毒性大的植物中,
 

种数最多的是大戟科,
 

共15种.
 

占全部有毒植物种数的15.46%;
 

其次是夹竹桃科和天南星科,
 

分别有6种,
 

占6.19%.
 

各绿地

类型中乔、
 

灌、
 

草有毒植物种数差异不大,
 

藤本植物较少,
 

其中鸡矢藤(Paederia
 

foetida)在各绿地类型中

均有出现.
 

乔、
 

灌、
 

藤有毒植物株数最多的绿地类型是道路绿地,
 

其中灌木有毒植物株数为12
 

392株,
 

远

09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5卷



远多于其他生长型;
 

居住区绿地、
 

公园绿地中也较高,
 

达10
 

639,
 

10
 

329株;
 

单位绿地中仅为3
 

289株.
 

而草本有毒植物频数最高的绿地类型是道路绿地,
 

其次为公园绿地、
 

居住区绿地、
 

单位绿地,
 

分别为

2
 

268,
 

2
 

090,
 

1
 

642,
 

1
 

024.
将各生长型中毒性大的有毒植物按单个样点内的数量排序,

 

发现乔木中数量最多的是龙岗区龙岗街

道碧新路2306号龙园,
 

有夹竹桃(Nerium
 

oleander)83株;
 

灌木中数量最多的是光明区凤凰街道光侨路

松园大厦,
 

有黄蝉(Allamanda
 

schottii)880株;
 

草本中数量最多的是龙岗区平湖街道嘉湖路,
 

有海芋

(Alocasia
 

odora)72株.
表2 毒性大的有毒植物清单

科名 种名 拉丁名 有毒部位 中毒方式

大戟科 霸王鞭 Euphorbia
 

royleana 枝叶、
 

乳汁 食用

蓖麻 Ricinus
 

communis 全株、
 

种子 食用

黑面神 Breynia
 

fruticosa 枝叶 食用

红雀珊瑚 Pedilanthus
 

tithymaloides 枝叶、
 

乳汁 食用

木薯 Manihot
 

esculenta 全株 食用

乌桕 Triadica
 

sebifera 枝叶、
 

果、
 

乳汁 食用

斑地锦草 Euphorbia
 

maculata 全株 食用

地锦 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全株 食用

飞扬草 Euphorbia
 

hirta 全株 食用

虎刺梅 Euphorbia
 

milii
 

var.
 

splendens 乳汁 接触

火殃簕 Euphorbia
 

antiquorum 枝叶、
 

乳汁 食用、
 

接触

金刚纂 Euphorbia
 

neriifolia 枝叶、
 

乳汁 食用、
 

接触

绿玉树 Euphorbia
 

tirucalli 乳汁 食用、
 

接触

洒金变叶木 Codiaeum
 

variegtum
 

‘Aucubaefolium’ 乳汁 食用、
 

接触

一品红 Euphorbia
 

pulcherrima 乳汁 接触

夹竹桃科 黄花夹竹桃 Thevetia
 

peruviana 全株、
 

乳汁 食用

夹竹桃 Nerium
 

oleander 全株 食用

沙漠玫瑰 Adenium
 

obesum 乳汁 食用

长春花 Catharanthus
 

roseus 根、
 

枝叶 食用

重瓣狗牙花 Tabernaemontana
 

divaricata
 

‘Flore
 

Pleno’ 枝叶、
 

皮 食用

黄蝉 Allamanda
 

schottii 乳汁 食用

天南星科 海芋 Alocasia
 

odora 全株 接触

黛粉芋 Dieffenbachia
 

seguine 全株、
 

乳汁 食用、
 

接触

犁头尖 Typhonium
 

blumei 全株 食用

野芋 Colocasia
 

antiquorum 全株 食用

尖尾芋 Alocasia
 

cucullata 全株 食用

芋 Colocasia
 

esculenta 乳汁 食用

豆科 台湾相思 Acacia
 

confusa 种子 食用

紫藤 Wisteria
 

sinensis 果、
 

种子 食用

银杏科 银杏 Ginkgo
 

biloba 果 食用

葫芦科 甜瓜 Cucumis
 

melo 蒂 食用

萝藦科 牛角瓜 Calotropis
 

gigantea 乳汁 食用

石蒜科 文殊兰 Crinum
 

asiaticum
 

var.
 

sinicum 全株 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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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花粉致敏植物的种类构成

花粉致敏植物中,
 

豆科植物最多,
 

共21种,
 

占所有致敏植物种数的11.29%;
 

其次是桃金娘科植物,
 

有18种,
 

占所有致敏植物种数的9.68%;
 

禾本科植物16种,
 

占所有致敏植物种数的8.60%.

3.3 深圳市建成区珍稀濒危植物的种类构成

本次调查共记录到珍稀濒危植物29科38属45种(表3),
 

其中涉及《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所

列极危(CR)物种6种,
 

濒危(EN)物种10种,
 

易危(VU)物种22种,
 

近危(NT)物种7种.
 

涉及《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I级保护植物2种,
 

分别为董棕(Caryota
 

urens)、
 

仙湖苏铁(Cycas
 

szechuanensis);
 

II级保护 植 物4种,
 

即 土 沉 香(Aquilaria
 

sinensis)、
 

水 蕨(Ceratopteris
 

thalictroides)、
 

银 杏 和 苏 铁 蕨

(Brainea
 

insignis).
 

涉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I》植物3种:
 

紫檀(Pterocarpus
 

indicus)、
 

苏铁(Cycas
 

revoluta)、
 

仙湖苏铁.
 

珍稀濒危植物的种数以公园绿地最高,
 

达33种;
 

其次是道路绿地和居住

区绿地,
 

分别是21种和20种.
珍稀濒危植物中,

 

发现病害情况的有紫檀、
 

董棕、
 

扁桃(Amygdalus
 

communis)、
 

中国无忧花(Saraca
 

dives)、
 

蒲葵(Livistona
 

chinensis)、
 

毛果杜英(Elaeocarpus
 

rugosus)、
 

斯里兰卡天料木(Homalium
 

cey-
lanicum)、

 

苏铁,
 

共计95株,
 

其中蒲葵和斯里兰卡天料木的病害株数分别为31株和30株;
 

发现虫害的有

紫檀、
 

扁桃、
 

蒲葵、
 

大青树(Ficus
 

hookeriana)、
 

毛果杜英、
 

青梅(Vatica
 

mangachapoi)、
 

五桠果(Dillenia
 

indica)、
 

壳菜果(Mytilaria
 

laosensis)、
 

土沉香,
 

共190株,
 

其中扁桃、
 

蒲葵各有84株和52株;
 

生长不良

的有竹柏(Nageia
 

nagi)、
 

蝴蝶果(Cleidiocarpon
 

cavaleriei)、
 

黄檀(Dalbergia
 

hupeana)、
 

蒲葵、
 

罗汉松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土沉香、
 

江边刺葵(Phoenix
 

roebelenii)、
 

银杏、
 

扁桃、
 

黄兰(Cephalanther-
opsis

 

obcordata)、
 

董棕、
 

苏铁、
 

中国无忧花,
 

共151株,
 

其中罗汉松36株,
 

蒲葵21株.
 

另外草本发现盖裂

果1种有虫害,
 

盖裂果、
 

松叶蕨(Psilotum
 

nudum)2种存在生长不良现象.
 

蒲葵、
 

斯里兰卡天料木、
 

扁桃、
 

罗汉松是生长状况出现问题较多的珍稀濒危植物种,
 

在养护管理上值得重点关注.
表3 深圳市建成区《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珍稀濒危植物

ICUN标准 珍稀濒危植物种名

CR 紫檀、
 

细叶凤尾蕨(Pteris
 

angustipinna)、
 

大青树、
 

苏铁、
 

仙湖苏铁、
 

银杏

EN 银珠(Peltophorum
 

dasyrrhachis
 

var.
 

tonkinensis)、
 

狗 牙 花(Tabernaemontana
 

divaricata)、
 

棒 节 石 斛

(Dendrobium
 

findlayanum)、
 

竹柏、
 

亮叶木莲(Manglietia
 

lucida)、
 

夜香木兰(Lirianthe
 

coco)、
 

白桂木

(Artocarpus
 

hypargyreus)、
 

小果柿(Diospyros
 

vaccinioides)、
 

长柄银叶树(Heritiera
 

angustata)、
 

五桠果

VU 蝴蝶果、
 

中国无忧花、
 

毛果杜英、
 

南方红豆杉(Taxus
 

wallichiana
 

var.
 

mairei)、
 

壳菜果、
 

鼓槌石斛(Den-

drobium
 

chrysotoxum)、
 

美花石斛(Dendrobium
 

loddigesii)、
 

青梅、
 

罗汉松、
 

紫玉兰(Yulania
 

liliiflora)、
 

鸡爪槭(Acer
 

palmatum)、
 

盖裂果(Mitracarpus
 

hirtus)、
 

扁桃、
 

土沉香、
 

水蕨、
 

松叶蕨、
 

苏铁蕨、
 

银叶树

(Heritiera
 

littoralis)、
 

斯里兰卡天料木、
 

董棕、
 

江边刺葵、
 

蒲葵

NT 黄檀、
 

海桑(Sonneratia
 

caseolaris)、
 

黄兰、
 

乐昌含笑(Michelia
 

chapensis)、
 

玉兰(Magnolia
 

denudata)、
 

桫椤(Alsophila
 

spinulosa)、
 

大野芋(Leucocasia
 

gigantea)

  注:
 

ICUN标准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界定的物种保护级别,
 

CR为极危,
 

EN为濒危,
 

VU为易危,
 

NT为近危.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本文对深圳市城市植物中起重要作用的优势植物、
 

珍稀濒危植物及有害植物的种类构成进行了分

析.
 

调查共记录了963种植物,
 

其中外来植物占47.14%.
 

筛选出重要值前10位的乔、
 

灌、
 

草植物,
 

共

占乔木、
 

灌木株数的30.06%和54.11%及草本盖度的48.54%,
 

证实城市植物优势种在数量上占比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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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具有明显的优势性[7,
 

14-15].
 

乔木层优势种中有4种为桑科榕属植物,
 

这类植物普遍具有根系发达、
 

生命力旺盛、
 

四季常绿的特点,
 

被广泛应用于城市道路及广场、
 

公园或附属绿地中.
 

我国东南部地区,
 

街道两旁通常都会选用树形高阔且生长迅速的植物以提供荫凉,
 

如榕树和高山榕;
 

如果道路较为狭窄,
 

则用可被修剪成灌木状的植物,
 

如垂叶榕,
 

不仅可以美化城市环境,
 

还可以为路人和行车指引方向[61].
 

榕属植物主要发源于热带雨林,
 

对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生长环境十分适应,
 

在深圳绿地中生长旺盛、
 

枝叶繁茂,
 

很适合推广种植.
灌木层优势种中,

 

鹅掌藤的重要值最大,
 

相对多度、
 

相对盖度也均位于首位,
 

具有突出重要的作用,
 

其

生态环境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另外几种灌木优势植物同样具有一些优良品质,
 

其中金叶假连翘是我国南方

重要的彩叶植物,
 

观赏价值高,
 

应用形式丰富,
 

被广泛应用于草坪、
 

道路、
 

居住区等绿地;
 

龙船花株型优美

且花期较长,
 

是热带、
 

亚热带良好的绿化植物,
 

丛植或群植于公园、
 

道路和居住区等地;
 

红背桂叶片背面呈

紫红色,
 

极具观赏价值,
 

常用于公园、
 

居住区等林缘绿化.
 

草本层优势种中,
 

沟叶结缕草占绝对优势,
 

且远

超过第2位的地毯草,
 

这两种植物都是在深圳适应性较好的草坪草种类.
本次调查的各种绿地类型中均发现了入侵植物,

 

其种类构成的主要特点与我国外来入侵植物的总体特

点相一致[62],
 

如以草本植物为主,
 

菊科是最主要的科,
 

约7成的入侵植物来源于美洲.
 

菊科植物为世界分

布科,
 

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其瘦果小而种实量大,
 

且种子质量轻,
 

具有冠毛、
 

钩刺等,
 

有助于扩散传播[63].
 

另外,
 

深圳地处东南沿海,
 

其气候条件与南美洲相似,
 

因此会有利于原产于南美洲的植物进行定居和扩

散[64].
 

各种绿地类型中道路绿地调查到的入侵植物种数最多.
 

多项研究表明,
 

道路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境类

型,
 

凭借其连通性已经成为外来植物入侵的主要通道[65].
深圳市建成区有毒植物以灌木型为主,

 

且在道路绿地中分布较多,
 

大大增加了人类植物中毒的风险.
 

另外,
 

许多观赏植物不是本地植物,
 

城市居民难以识别其是否有毒.
 

儿童是城市居民中最脆弱的群体,
 

缺

乏对未知植物进行规避的意识,
 

同时其发育状态和新陈代谢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有害物质的影响[66-67].
 

国外

的学前教育装备标准中对有毒有害植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范[68].
 

我国学前教育法规、
 

标准也明确规定托

儿所、
 

幼儿园及儿童游乐场等严禁种植有毒、
 

带刺、
 

有刺激性的植物[69-70].
 

而此次调查中发现,
 

某儿童公园

样地中种植有750株有毒植物,
 

这些潜在危害更加验证了城市有毒植物研究的必要性.
 

但有毒植物的毒性

研究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植物毒素的化学成分不一样,
 

植物单体中有毒物质的含量以及中毒个体对有毒

物质的抗性差异也很大,
 

并且从兽医学中收集的证据不一定适用于人类,
 

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有毒植物的研

究较为困难,
 

但这些不确定性也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过高估计风险的预防措施是合理的[66].
各类有害植物在城市植物的应用中应当谨慎.

 

针对深圳市建成区的有害植物分布现状,
 

提出以下管控

防治措施:
 

1)
 

已经种植的有毒(大戟科、
 

夹竹桃科、
 

天南星科大部分植物都有很大的毒性)植物种类,
 

应挂

牌或制作植物解说警示标识,
 

避免误触或误食造成过敏或中毒;
 

2)
 

加大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有害

植物种类,
 

提升自我防范意识,
 

同时提高公众对有害植物危害性的认识[71];
 

3)
 

对于入侵植物的潜在危害,
 

可建立适当的风险评估体系,
 

被列入高风险的入侵植物应禁止引种并严格管控,
 

中风险、
 

低风险的入侵植

物也要引起重视,
 

做好集中治理及科学监测工作[71];
 

4)
 

对于幼儿园、
 

儿童游乐场这类脆弱人群密度较高的

场所,
 

制定禁用植物清单,
 

加强监管,
 

避免有害植物的致敏或致毒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
 

“有害植物”与“有
利植物”并不是非黑即白,

 

这些植物“适用”和“适量”是决定植物是否“有害”或“有利”的关键.
 

在正确认识

有害植物的基础上合理应用,
 

对其有害的一面采取防治措施,
 

变“害”为“益”,
 

让“有害植物”在城市绿地中

也能发挥作用.
4.2 结论

综上所述,
 

本次调查共记录到植物149科578属963种,
 

乡土植物占52.86%,
 

且以榕树、
 

鹅掌藤、
 

沟

叶结缕草等为主的优势植物占重要地位.
 

有害植物包括以豆科、
 

大戟科为主的有毒植物97种,
 

菊科为主的

入侵植物48种,
 

以及豆科为主的花粉致敏植物186种.
 

3类有害植物在各行政区及绿地类型中均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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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加强有害植物潜在危害的进一步评估,
 

特别是被广泛应用的高频植物,
 

应在充分了解其生态系统危害

的前提下,
 

加强管理,
 

谨慎应用.
 

此外,
 

还调查到珍稀濒危植物45种,
 

以公园绿地的应用最为丰富,
 

但在

各绿地中的应用不均匀,
 

只有少数植物应用较多,
 

其他则零星分布,
 

需加强对珍稀濒危植物的合理开发并

应用于城市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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