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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活动干扰是河岸带外来植物侵入的主要原因之一.
 

选取唐河县乡村段和城市段,
 

对比研究河岸湿地

外来植物群落特征,
 

旨在探明不同类型人类活动对外来植物的影响程度.
 

研究发现,
 

6个处理中乡村段河岸上乡

土植物的比例最高(65.38%).
 

乡村段的乡土植物比城市段多,
 

乡村段的入侵植物明显低于城市段.
 

无论是乡村

段还是城市段,
 

乡土植物优势度都最高,
 

乡村段河岸的乡土植物优势度高于城市段,
 

而乡村段河岸外来植物的优

势度明显低于城市段,
 

乡村段河岸的入侵植物优势度也显著高于城市段.
 

在乡村段的外来植物中,
 

多年生旱生草

本植物的比例最高(38.29%),
 

而在城市段的外来植物中,
 

一年生中生草本植物的比例最高(29.45%).
 

乡村段

与城市段的本土植物相似度最高(0.823),
 

其次是乡村段与城市段的外来植物(0.692).
 

随着人类活动干扰强度

不断增加,
 

物种的更替变化导致不同区域的植物群落构成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降低了区域之间植物物种的相似

性.
 

唐河县段河岸带外来植物种类的构成特点,
 

反映出人类活动对河岸带外来植物干扰逐渐扩大的趋势,
 

包括快

速城市化和农业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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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river
 

wetland
 

plant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plant
 

species
 

origin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native
 

plants
 

on
 

rural
 

riverbanks
 

was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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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8%)
 

among
 

6
 

treatments.
 

There
 

were
 

more
 

native
 

plants
 

in
 

rural
 

sections
 

compared
 

to
 

urban
 

sec-

tions,
 

and
 

the
 

invasive
 

plants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in
 

rural
 

sections
 

than
 

in
 

urban
 

sections.
 

Both
 

in
 

rural
 

and
 

urban
 

sections,
 

native
 

plants
 

were
 

the
 

dominant
 

plants,
 

and
 

the
 

dominance
 

of
 

native
 

plants
 

in
 

rural
 

section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t
 

of
 

urban
 

sections.
 

In
 

addition,
 

the
 

dominance
 

of
 

exotic
 

plants
 

on
 

ru-

ral
 

riverbank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urban
 

sections,
 

and
 

the
 

dominance
 

of
 

invasive
 

plants
 

on
 

rural
 

riverbank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urban
 

sections.
 

Among
 

the
 

exotic
 

plants
 

in
 

rural
 

sec-

tions,
 

the
 

proportion
 

of
 

perennial
 

xerophytic
 

herbaceous
 

species
 

was
 

the
 

highest
 

(38.29%),
 

while
 

in
 

urban
 

sections,
 

the
 

proportion
 

of
 

annual
 

mesophytic
 

herbaceous
 

species
 

was
 

the
 

highest
 

(29.45%).
 

The
 

similari-

ty
 

of
 

native
 

plant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sections
 

was
 

the
 

highest
 

(0.823),
 

followed
 

by
 

the
 

exotic
 

plants
 

(0.692).
 

With
 

the
 

increasing
 

disturbance
 

intensity
 

of
 

human
 

activity,
 

the
 

change
 

of
 

species
 

alteration
 

led
 

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plant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reby
 

reducing
 

the
 

similarity
 

of
 

plant
 

species
 

between
 

regions.
 

Introduction
 

of
 

new
 

foreign
 

invasive
 

species
 

have
 

been
 

seen
 

in
 

urban
 

sections,
 

with
 

the
 

number
 

being
 

about
 

twice
 

as
 

high
 

as
 

in
 

rural
 

sections.
 

The
 

newly
 

encountered
 

species
 

included
 

iris,
 

gladiolus,
 

hydrangea,
 

and
 

olean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otic
 

plant
 

species
 

com-

position
 

in
 

the
 

riverbank
 

zone
 

of
 

Tanghe
 

County
 

reflected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interference
 

of
 

human
 

ac-

tivities
 

on
 

exotic
 

plants
 

in
 

the
 

riverbank
 

zone,
 

including
 

rapid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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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地球上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
 

提供了重要的生态服务,
 

如水质净化、
 

洪水调节和栖息地供给

等[1].
 

然而,
 

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和外来物种的引入,
 

湿地植物群落面临着许多威胁[2-3].
 

外来植物物种的

引入可能是有意的,
 

例如用于园艺等农业目的;
 

也可能是无意的,
 

例如通过船只或风传播的种子.
 

无论是

有意还是无意引入,
 

外来植物物种都有可能对湿地植物群落造成不利影响[4].
 

既可能对湿地植物群落的物

种组成和多样性产生影响,
 

如竞争湿地乡土植物的生存空间、
 

养分和光线资源,
 

导致乡土植物数量减少或

消失[5];
 

也可能导致湿地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降低,
 

从而降低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还可能破坏湿地

的水质净化和洪水调节功能,
 

导致水质恶化和洪水风险增加[6].
 

因此,
 

研究人类引进外来植物物种对湿地

植物群落的影响对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至关重要.
人类引进外来植物物种使植物群落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变化,

 

这些外来物种可以改变当地物种的组

成、
 

结构和功能,
 

对生态系统产生重要的影响,
 

且外来植物在河岸带的引入、
 

传播和影响被广泛认为对

生态系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7].
 

外来植物的引入主要是由人类活动所致,
 

例如引进外来植物作为观

赏植物、
 

农作物或园艺植物,
 

或者是通过人类活动扩张和改变自然生境,
 

使外来植物有机会进入并传播

到河岸带.
 

这些外来植物的传播能力和适应力强,
 

往往能够迅速占领河岸带的生境,
 

对原有植被群落产

生重要的影响.
 

人类活动对自然生境的干扰导致河岸带植被的物种组成发生明显的变化[8].
 

由于人类活

动的干扰,
 

河岸带原始植被群落逐渐被破坏,
 

乡土植物种类减少,
 

而外来植物种类增多.
 

这种物种组成

的变化降低了河岸带植被群落的多样性和功能,
 

影响了水陆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交换等生态系统功能.
 

因此,
 

研究在不同人为干扰下河岸带外来植物群落的特征,
 

对揭示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河岸带植被结构的

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有学者已经对河岸带植被的分布格局、

 

物种多样性、
 

功能群划分和生态服务功能等方面进行了研

究[9],
 

但对河道附近湿地外来植物的研究却较少.
 

特别是在不同人类活动干扰类型下,
 

对外来植物群落特

征和影响程度的相关研究还未见报道.
 

本研究选择汉江流域的一个主要支流,
 

即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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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湿地外来植物群落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湿地植被进行系统调查,
 

分析不同人类活动干扰类型下的湿

地外来草本植物群落特征,
 

以期反映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背景下河道湿地外来植物群落的变化规律,
 

为湿地

生态恢复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地区

唐河为长江流域汉水水系的支流.
 

唐河经由河南的社旗、
 

唐河、
 

新野以及湖北襄阳市,
 

在两河口与白

河汇合后更名为唐白河,
 

终南至张家湾,
 

为汉水提供补给.
 

唐河全程230
 

km,
 

流域总面积为8
 

685
 

km2,
 

拥

有众多支流.
 

左岸分布有毗河、
 

泌阳河、
 

三家河、
 

清水河、
 

蓼阳河、
 

礓石河等,
 

右岸则有桐河、
 

绵延河、
 

涧河

等,
 

其中流域面积超过100
 

km2 的支流有26条.
本研究区域在唐河流域的唐河县段.

 

唐河县位于豫西南南阳盆地东部,
 

与桐柏、
 

泌阳相连,
 

西通新野、
 

南阳,
 

北侧与社旗接壤,
 

南部与湖北的枣阳相邻.
 

地理位置处于北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区,
 

具有北亚热

带季风型大陆气候特征.
 

年平均日照总时数约为2
 

187.8
 

h,
 

年平均太阳总辐射量为116.56
 

kcal/cm2.
 

年平

均气温为15.2
 

℃,
 

月平均气温在1.4~28.0
 

℃范围内变化.
 

该地无霜期长达233
 

d,
 

年平均降雨量为

910.11
 

mm,
 

主要降雨期集中在4-9月,
 

降水量达689.2
 

mm,
 

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7%.

2 研究方法

2.1 试验设计

本研究以河南省唐河县的唐河河段为研究区域,
 

采用完全随机试验设计开展不同区域与植物物种来源

2个因素试验.
其中不同区域(C)设置2个水平,

 

分别为乡村段唐河湿地(C1)、
 

城市段唐河湿地(C2);
 

植物物种来

源(P)设置3个水平,
 

分别为乡土植物(P1)、
 

外来植物(P2)、
 

入侵植物(P3).
 

试验设计见表1.
表1 试验方案

序号 处理 区域 植物物种来源 序号 处理 区域 植物物种来源

1 C1P1 乡村段 乡土植物 4 C2P1 城市段 乡土植物

2 C1P2 乡村段 外来植物 5 C2P2 城市段 外来植物

3 C1P3 乡村段 入侵植物 6 C2P3 城市段 入侵植物

2.2 植被调查

2023年1-6月,
 

对河南唐河县唐河河段进行草本植物群落土壤生态考察.
 

首先,
 

河岸全部区域进

行物种调研,
 

标定出每块地带的特殊植被.
 

随后,
 

根据每种植物群落的特殊类型,
 

在每个样地设定一条

样线.
 

这条样线遵循垂直于河流方向的设计原则,
 

起始于河滩,
 

每隔20
 

m划定一个样地,
 

一直延伸到河

岸的边界.
 

通过众多样品的获取,
 

本研究得以揭示植物群落的基本属性.
 

在唐河县段的河岸区域,
 

我们

总共设立了8个考察点,
 

获取了80个样本,
 

包括4个农村段的样地(共40个样地)和4个城区段的样地

(共40个样地).
该地区主要植被为针叶、

 

阔叶混交林,
 

典型的种类包括常绿阔叶林、
 

落叶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
 

常

绿落叶阔叶林及常绿针叶林.
 

本次考察积累了每个样地草本植物群落的重要数据.
 

这些数据包括样地中

草本植物的名称、
 

生活习性、
 

水源类型、
 

个体数量、
 

平均高度和地表生物量.
 

在测算个体数量时,
 

如果存

在簇生或簇状植物,
 

每种都独立计算.
 

若样地只包含一类植物且分布均匀,
 

那么将在50×50
 

cm2 的试验

区域考察样地的总体数量.
 

若植物种群分布不均,
 

则会取150×150
 

cm2 样本的地表生物量进行收集并

烘干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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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分析

2.3.1 判断植物来源的方式

1)
 

乡土植物:
 

本研究中乡土植物不包括本地与外来植物杂交形成的种类,
 

而是根据植物种类在流域内

自然分布及人为引入和种植的历史来确定.

2)
 

外来植物:
 

进一步将外来植物分为国内外来物种和国外外来物种,
 

通过考察其本地寄生地、
 

人为引

入的记录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的主要分布地来进行判断.

3)
 

入侵植物:
 

通常在其天然生长环境以外产生大量个体,
 

并具备广泛扩散的可能性.

2.3.2 确定优势度和相似性分析

为了评估河滩带草本植物群落中各物种的优势程度,
 

本研究使用了合成优势度指标进行计算,
 

并使用

了Sorensen相似性指数表征植物群落的相似性.
 

优势度和相似性分析具体计算见文献[10].

2.4 数据处理

采用Excel
 

2010
 

和SPSS
 

22.0软件对本文中所用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区域段湿地植物物种的构成及来源

本研究选择唐河县的唐河河段作为调查对象,
 

发现该地区植物群落非常丰富,
 

共包括93科维管植物,
 

意味着在该地区存在多样性的植物群落,
 

涵盖了不同的科属植物.
 

在这93科维管植物中,
 

共有294个属和

386个种类.
 

这种多样性在生态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
 

维持着植物间的相互作用和生态平衡.
 

在唐河河段

的植物群落中,
 

有一部分是外来植物,
 

占所有植物的31.28%.
 

在外来植物中,
 

来自国内的有18科、
 

22属

和14种,
 

这些植物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引入或者自然扩散到了该地区.
 

来自国外的有27种,
 

分布在3个

科、
 

13个属中.
 

这些外来物种主要来自美洲、
 

欧洲和亚洲.
 

进一步分析外来物种的比例,
 

发现这些外来植

物中美洲物种占24.54%,
 

欧洲物种占23.02%,
 

亚洲物种占52.44%,
 

说明唐河河段外来植物主要来自这

3个地理区域,
 

其中亚洲物种的占比最高.
 

在所有的外来植物中,
 

有一些科的外来物种比例较高,
 

例如菊

科、
 

禾本科、
 

豆科和苋科是其中比较典型的科,
 

特别是菊科占外来物种的比例最大.

图1 不同区域河岸带植物物种比例分布图/%

3.2 不同区域段湿地植物物种比例和优势度

3.2.1 外来物种比例

由图1可知,
 

各区域河岸植物群体的种类构成存

在显著变化(p<0.05).
 

乡村段乡土植物的比例最大,
 

占总种类构成的65.38%,
 

意味着乡村地区的河岸植

物群落主要由本地的乡土植物组成,
 

这些植物可能具

有在该地区长期生存和繁衍的优势.
 

其次是入侵植

物,
 

占总种类构成的比例较大,
 

表明乡村地区的河岸

植物群落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入侵植物物种,
 

这些植

物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引入或者随着环境变化进入了

该地区.
 

入侵植物的存在可能对乡土植物群落造成竞

争和生态影响.
 

相比之下,
 

城市河段的入侵植物比例

明显少于外来植物的比例,
 

表明城市地区的河岸植物

群落中外来植物的种类更多,
 

而入侵植物相对较少,
 

19第6期          张慧斌,
 

等:
 

人类活动对河岸湿地植物群落的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城市地区人为干扰和管理措施对入侵植物的管控和抑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乡土植物方

面,
 

乡村地区的数量优于城市地区,
 

说明乡村地区相对保留了更多乡土植物的物种多样性,
 

也保护了本地

生态系统的特色和稳定性.
 

对于入侵植物而言,
 

乡村地区的数量明显低于城市地区,
 

表明随着人为干扰增

加,
 

外来植物进入乡村地区的数量明显增加,
 

在城市地区却更容易受到管理和控制.
 

乡村地区和城市地区

各自独有的乡土植物和外来植物种类存在差异.
 

乡村地区的乡土植物种类较多,
 

有15种,
 

而城市地区只有

3种.
 

在外来植物方面,
 

乡村地区有7种独有外来植物,
 

城市地区有13种独有外来植物,
 

说明乡村地区和

城市地区在物种构成和物种多样性方面具有差异.
 

这些差异可能与人为干扰、
 

管理措施、
 

环境变化等因素

密切相关,
 

因此对植物群落的结构和生态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图2 不同区域河岸带植物物种优势度对比分析

3.2.2 优势度与优势种

由图2可知,
 

随着人为干扰强度逐步提升,
 

不

同河段带植物种类的主导地位也呈现出明显的差

异(p<0.05).
 

在本研究中农村段入侵植物形成主

导地位,
 

城市段次之.
 

无论农村段还是城市段,
 

乡

土植物的主导地位始终最高,
 

其中农村段乡土植

物的主导地位超过了城市段.
 

农村段外来植物的

主导地位明显低于城市段.
 

同时,
 

不同河段外来植

物中的优势种出现了变化.
 

例如农村段的月季和

城市段的白玉兰、
 

紫荆等,
 

都是引进的外来种.

3.2.3 生活型结构

通过图3分析可知,
 

不同河段植物群落生活

图3 不同处理对河岸带植物群落生活型结构的影响

型构造存在显著差异性.
 

乡村地区的乡

土植物群落主要由多年生中生草本植物

组成,
 

占总生活型的20.52%,
 

意味着乡

村地区的乡土植物倾向于较长生命周期

的中生型草本植物,
 

可能具有适应当地

环境长期生存的特点.
 

在外来植物中,
 

多

年生的旱生草本植物是最常见的生活型

(占38.29%),
 

表明在乡村地区外来植物

主要是适应干旱环境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可能是由于乡村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更适合这类植物的生存与繁殖.
 

入侵植

物种类最丰富的生活型仍为多年生中生

草本植物(占28.97%),
 

说明在乡村地区

的入侵植物更倾向于多年生中生型草本

植物,
 

这些植物可能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和适应性,
 

从而占据了较多的生境.
 

但是,
 

城市河段的情况有所

不同.
 

本土植物倾向于多年生中生草本植物,
 

占总生活型的34.56%.
 

入侵植物倾向于一年生湿生草本植

物(占31.21%),
 

表明城市地区的本土和入侵植物在生活型上与乡村地区的本土和入侵植物相似,
 

都是具

有较长生命周期的中生型草本植物.
 

在城市河段中外来植物主要以一年生中生草本植物为主(占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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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城市环境对于一年生中生型草本植物的生存和繁殖更为有利,
 

可能是由于城市的频繁扰动和人为活

动,
 

导致了这类植物更易于快速繁殖和适应环境.
 

通过对不同河段植物群落生活型构造的描述,
 

可以了解

到乡村地区和城市地区植物群落的生活型组成存在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可能受到环境条件、
 

人为干扰和竞

争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进一步说明了不同区域植物群落的适应能力和生态特征各不相同.

3.3 不同区域段湿地植物物种相似性分析

由表2可知,
 

乡村和城市河段的乡土植物群落具有最高的相似度,
 

为0.823,
 

意味着乡村和城市河

段的乡土植物之间有较高的物种共享性和相似性.
 

乡土植物的相似度高可能与它们存在共同的生态环

境和种群适应性有关.
 

在乡村和城市河段中外来植物的相似度稍低,
 

为0.692,
 

表明在不同区域中外来

植物的种群组成存在差异,
 

可能受到不同环境条件和人为干扰的影响.
 

外来植物的相似度较高,
 

说明其

在乡村和城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强.
 

本文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随着人类干扰活动增多,
 

植物种

类替换引发了群落组成的大幅度变化,
 

从而降低了不同区域植物种类的相似度,
 

表明人类活动对植物群

落的影响显著,
 

包括生境破坏、
 

引入外来物种和改变生态过程等.
 

这些干扰因素导致群落物种组成变

动,
 

进而降低了植物种类的相似度.
 

根据相似度的高低排序,
 

可以看出乡土植物在乡村和城市河段的相

似性最高,
 

其次是入侵植物,
 

最低是外来植物.
 

这进一步验证了在不同区域中,
 

植物群落的组成存在较

大差异.
 

乡土植物和入侵植物在乡村和城市河段的相似度较高,
 

可能是由于它们对当地环境的适应性较

强所致.
 

外来植物种群的相似度较低,
 

说明它们在不同区域的适应能力较弱,
 

更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

响而发生变化.

本文利用Sorensen相似性指数对不同区域河段的植物群落构成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结果揭示了不同

区域之间植物种类相似度存在差异.
 

随着人类活动干扰强度增加,
 

导致了植物种类的替换和群落组成的变

化,
 

并降低了不同区域植物种类的相似度.
表2 不同处理下河岸湿地植物物种相似性分析

序号 处理 相似性指数 序号 处理 相似性指数

1 C1P1 C1P2 0.000 9 C1P2 C2P3 0.234

2 C1P1 C1P3 0.000 10 C1P3 C2P1 0.433

3 C1P1 C2P1 0.823 11 C1P3 C2P2 0.000

4 C1P1 C2P2 0.678 12 C1P3 C2P3 0.123

5 C1P1 C2P3 0.102 13 C2P1 C2P2 0.000

6 C1P2 C1P3 0.000 14 C2P1 C2P3 0.000

7 C1P2 C2P1 0.042 15 C2P2 C2P3 0.000

8 C1P2 C2P2 0.692

3.4 不同区域段湿地外来入侵植物物种

根据表3的结果可知,
 

不同区域段湿地外来入侵植物物种存在差异.
 

其中,
 

各河段独有的外来植物数

量相差不大,
 

意味着不同湿地区域之间在外来植物入侵物种的种类数上没有明显的差异.
 

然而,
 

尽管数量

上相近,
 

但具体的外来植物组成存在差异.
 

随着人类干扰活动增加,
 

不同区域段的湿地植物组成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
 

特别是在城市段,
 

国外外来物种数量比乡村段增长了大约2倍,
 

表明城市段湿地更加容易引入

国外外来物种,
 

可能因为其受到了更多的人类活动干扰和外来物种传播途径的影响.
 

具体而言,
 

城市段湿

地中新出现的国外外来物种包括鸢尾、
 

凤尾兰、
 

绣球和夹竹桃,
 

这些物种的引入与城市环境的特点紧密相

关.
 

鸢尾和凤尾兰是受欢迎的观赏植物,
 

很可能通过园艺市场进入城市段的湿地.
 

绣球和夹竹桃等物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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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人类带入的种子或苗木传播.
 

在城市环境下,
 

人类活动和交通流动的频繁性为这些植物的传播提供

了更多的机会.
 

相比之下,
 

乡村段湿地的外来物种数量相对较少,
 

这可能是由于乡村段受到的人类活动干

扰较少,
 

包括园艺、
 

贸易和旅游等活动的影响较小所致.
 

因此,
 

乡村段湿地的物种组成变化较小,
 

外来物种

数量较少.
 

城市段由于频繁的人类活动和交通流动,
 

以及外来物种的传播途径更多,
 

导致国外外来物种数

量显著增长;
 

而乡村段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少,
 

外来物种的数量相对较少.
 

对于湿地生态系统的管理和保护,
 

需要针对不同区域段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措施.
表3 不同区域段湿地外来入侵植物物种

序号 种名 科名
物种总数

乡村段 城市段
物种来源

1 龙葵 茄科 0.667 0.333 国内外来

2 山茱萸 山茱萸科 0.421 0.579 国内外来

3 苘麻 锦葵科 0.544 0.456 国外外来

4 牛筋草 禾本科 0.775 0.225 国外外来

5 苍耳 菊科 0.916 0.084 国内外来

6 白玉兰 木兰科 0.317 0.683 国外外来

7 紫荆 豆科 0.222 0.778 国内外来

8 波斯菊 菊科 0.563 0.437 国外外来

9 鸢尾 鸢尾科 0.214 0.786 国内外来

10 绣球 绣球科 0.147 0.853 国内外来

11 红枫 槭树科 0.217 0.783 国内外来

12 凤尾兰 天门冬科 0.094 0.906 国外外来

13 田旋花 旋花科 0.591 0.409 国内外来

14 月季 蔷薇科 0.385 0.615 国内外来

15 夹竹桃 夹竹桃科 0.276 0.724 国外外来

4 讨论

人类活动对河岸湿地植物群落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
 

涉及不同区域和植物物种来源的差

异[11-12].
 

本研究发现乡村段河岸上的植物以乡土植物为主,
 

可能是因为乡村段河岸受到农业活动的较大影

响[13]所致.
 

农业活动包括种植作物、
 

养殖畜禽等,
 

这些活动会导致土壤变化、
 

水质污染和生物多样性减少.
 

乡村地区的农业活动通常以传统农业为主,
 

种植的作物多为乡土植物,
 

如稻谷、
 

玉米等,
 

这些植物适应当

地气候和土壤条件,
 

并且生长状况较好,
 

因此在乡村段河岸上的植物群落中占比较高[14].
 

同时,
 

乡村段河

岸上的植物群落受到人类活动的保护和管理[15].
 

另外,
 

乡村地区通常人口密度较低,
 

人类对河岸湿地的干

扰相对较小,
 

乡村居民对当地自然环境有较高的认识和保护意识,
 

通常采取措施来保护河岸湿地的植物群

落,
 

如禁止乱砍滥伐、
 

限制过度放牧等,
 

这些保护和管理措施有助于维持乡村段河岸上乡土植物的较高比

例[16].
 

乡村段河岸上的植物群落还受到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乡村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以农业为主,
 

农田通常占据河岸带的一部分,
 

种植的作物多为乡土植物.
 

而城市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以工业和居住

为主,
 

河岸带通常被开发为城市公园或居民区,
 

种植的植物多为观赏植物和外来植物.

本研究发现,
 

乡村段河岸上的外来植物优势度显著低于城市段,
 

这可能是因为乡村段的土地利用方式

更多样化,
 

包括农田、
 

草地和林地,
 

而城市段主要是城市建设用地所致[17].
 

城市建设用地的人为干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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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土壤质量可能较差,
 

限制了外来植物物种的生存和繁殖[18].
 

相比之下,
 

乡村段的土壤质量可能更适

合乡土植物物种的生长,
 

因此外来植物的优势度较低.
 

城市段的建设活动导致生境破坏和退化,
 

如水体和

土壤污染,
 

这些环境污染对乡土植物物种的生长和繁殖造成了不利影响,
 

但对适应能力较强的外来植物物

种可能并不致命.
 

因此,
 

在城市段的河岸上外来植物物种更容易适应并占据生境,
 

形成优势[19].
 

城市段的

河岸受到更频繁和强烈的人为干扰,
 

如园林绿化和道路建设,
 

这些干扰可能导致乡土植物物种减少,
 

而一

些适应能力较强的外来植物物种却会受益于这些干扰[20].
 

相比之下,
 

乡村段的河岸受到人为干扰较少,
 

乡

土植物物种更容易维持其优势地位.
 

在城市环境中,
 

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和环境条件的改变,
 

外来植物更

容易适应和繁殖.
 

一年生中生草本植物具有快速生长和繁殖的特点,
 

适应能力强,
 

能够迅速占领空闲土地

和受干扰的生境.
 

因此,
 

在城市段中以一年生中生草本植物为主的外来植物比例较高.
 

这种现象可能是由

于城市环境中土地利用变化、
 

人为干扰和气候条件等多种因素所致[21-22].
 

城市地区常常存在大量的空地和

裸露土壤,
 

为一年生中生草本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空间.
 

城市环境中的人为干扰,
 

如建筑工地和道路施

工会打乱土壤和植被的稳定性,
 

进一步提供了一年生中生草本植物生长的机会[23].

本研究还发现乡村段与城市段本土植物的相似性最高,
 

其乡村段与城市段的外来植物次之,
 

这可能

是由于地理距离和环境相似所致.
 

乡村段与城市段通常地理位置相近,
 

意味着它们可能共享相似的自然

环境,
 

如土壤类型、
 

气候特征和水源等,
 

这些相似的环境条件为本土植物提供了类似的生存和繁殖条

件,
 

因此乡村段与城市段的本土植物种类相似性较高.
 

还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和人为引入所致,
 

城市作

为人类活动集中的地区,
 

通常会引入许多外来植物种类,
 

这些外来植物可能通过人类活动(如农业、
 

园

艺、
 

贸易等)或自然传播进入城市段.
 

乡村段与城市段地理位置相近,
 

可能存在相似的人类活动和自然

传播途径,
 

因此乡村段与城市段的外来植物种类也可能相似.
 

城市段频繁的人类活动,
 

更有可能引入更

多的外来植物种类.

随着人类活动增加,
 

对自然环境的干扰不断加大.
 

这种干扰包括土地利用变化、
 

森林砍伐、
 

生物入

侵和污染物排放等,
 

对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和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4].
 

这种影响导致了物种的更替

变化,
 

进而使不同区域的植物群落构成呈现出差异,
 

降低了区域之间植物物种的相似性.
 

生物入侵是植

物群落的重要干扰因素之一[25].
 

通过外来物种侵入到原有生态系统中,
 

并对原有物种和生态系统造成

负面影响.
 

这些外来物种通常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
 

容易在新环境中形成大规模的种群[26],
 

它们与原有物种竞争资源,
 

导致原有物种减少或灭绝.
 

在生物入侵过程中,
 

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和结构

发生了较大变化,
 

新的物种取代了原有物种,
 

导致植物群落的物种更替并产生差异[27].
 

因此,
 

生物入侵

也是导致区域间植物物种相似性降低的重要原因,
 

这种现象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着重要的影响,
 

需要

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

5 结论

针对不同区域与不同植物物种来源条件下,
 

人类活动对河岸湿地植物群落的影响研究表明,
 

6个处理

中乡村段河岸上乡土植物的比例最高(65.38%).
 

乡村段的乡土植物比城市段多,
 

乡村段的入侵植物明显

低于城市段.
 

无论乡村段还是城市段,
 

乡土植物的优势度都最高,
 

乡村段河岸的乡土植物的优势度高于城

市段,
 

而乡村段河岸外来植物的优势度明显低于城市段,
 

乡村段河岸的入侵植物的优势度也显著高于城市

段.
 

在乡村段的外来植物中,
 

多年生旱生草本植物的比例最高(38.29%),
 

而城市段的外来植物中一年生中

生草本植物的比例最高(29.45%).
 

乡村段与城市段本土植物相似度最高(0.823),
 

其次是乡村段与城市段

的外来植物(0.692).
 

随着人类活动干扰强度增加,
 

物种的更替变化导致不同区域植物群落构成呈现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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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异,
 

降低了区域之间植物物种的相似性.
 

城市段出现了新的国外外来种,
 

数量比乡村段增长了大约

两倍,
 

新出现的物种包括鸢尾、
 

凤尾兰、
 

绣球、
 

夹竹桃等.
 

河南省唐河县段河岸带的外来植物种类构成特

点,
 

反映出人类活动对河岸带外来植物干扰逐渐扩大的趋势,
 

包括快速城市化和农业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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