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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地区入侵植物加拿大一枝黄花风险分析①

王 奎, 蔡卫东, 潘 琪, 李明雨, 何薇薇

贵州省黔南州林业局,贵州 都匀558000

摘 要:加拿大一枝黄花SolidagocanadensisL.是我国极具威胁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主要发生在我国长三角及

东南沿海地区.2018—2021年,在黔南独山、贵定、都匀、福泉、长顺、惠水先后发现入侵植物加拿大一枝黄花.本

研究运用林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指标体系,对加拿大一枝黄花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风险综合评

价值R 为2.55.根据林业有害生物风险等级划分标准,判定加拿大一枝黄花在黔南地区属于特别危险类入侵植物.

针对黔南地区的发生情况,提出了监测、防治等风险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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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lidagocanadensisL.isamostthreateninginvasivealienspeciesinChina,mainlyoccurringin
theYangtzeRiverDeltaandsoutheastcoastalareasofChina.From2018to2021,theinvasionofS.
canadensiswasdiscoveredsuccessivelyinDushan,Guiding,Duyun,Fuquan,ChangshunandHuishuiof
QiannanPrefecture,Guizhou Province.Based onthecollection data ofS.canadensis andfield
investigation,qualitativeandquantitativeanalysesofS.canadensiswerecarriedoutusingtheriskanalysis
indexsystemofforestpests.TheresultsshowedthatthecomprehensiveriskassessmentvalueRofS.
canadensisinQiannanPrefecturewas2.55.Accordingtotheclassificationstandardsofforestpestrisk
levels,S.canadensiswasidentifiedtobeadangerousinvasiveplantinQiannanPrefecture.Inresponseto
theoccurrenceofS.canadensisinQiannanPrefecture,managementmeasuressuchasmonitoringand
preventionareproposedinthi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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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一枝黄花SolidagocanadensisL.为菊科(Asteraceae)一枝黄花属(Solidago)多年生草本植物,

又名“黄莺”“麒麟草”“幸福草”“北美一枝黄花”,原产于北美洲东北部.20世纪30年代中期作为观赏植物

引入我国上海、南京等地,由于缺少天敌控制、繁殖迅速,该植物迅速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十多个省份繁

衍生长,成为我国极具威胁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1].加拿大一枝黄花排挤其他植物,导致植被退化和生物

多样性降低,甚至引起部分物种的灭绝;同时,它还严重影响农作物的正常生长,造成减产甚至绝收[2].据
调查,浦东某开发区约10hm2 农田抛荒近10年,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覆盖率基本上达到100% ,为重发生

区,其植株最高达3.61m,平均密度为101株/m2,除有少量薄草外,基本无其他共生植物[3].2018年以

来,黔南地区独山、贵定、都匀、福泉、长顺、惠水先后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鉴于加拿大一枝黄花对长三

角地区造成的农林生产、生态环境和社会影响,本研究在收集加拿大一枝黄花资料及野外调查的基础上,

运用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指标体系[4],对加拿大一枝黄花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期望对其入侵

的风险进行客观评估,为更好地对其进行监测和防控提供依据.并根据其风险系数,提出了全面排查,及时

除治;加强监测,严防输入扩散;广泛宣传,群防群治等风险管理措施.

1 风险评估

1.1 分布

2018年以来,黔南地区独山、贵定、都匀、福泉、长顺、惠水先后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面积累计

450.35m2(表1),主要分布在道路绿化带和农田.绿化带是随绿化苗木土球带入,农田是被农民当作“一枝

黄花”种植.

表1 黔南地区加拿大一枝黄花统计

年份 县(市) 面积/m2 来源

2018

2019

2021

独山

贵定

都匀

福泉

长顺

惠水

都匀

42.00 随绿化苗木土球带入

120.00 随绿化苗木土球带入

160.00 人工引种栽培

0.01 随绿化苗木土球带入

1.00 人工引种栽培

75.00 人工引种栽培

5.04 随绿化苗木土球带入

16.50 随绿化苗木土球带入

9.80 人工引种栽培

21.00 随绿化苗木土球带入

1.2 潜在的经济危害性

加拿大一枝黄花植株高大,根系发达,耐阴、耐旱、耐瘠薄,生态适应性较广,与本地植物争资源能力

强,而且还能分泌有毒化学物质,抑制其他植物生长.加拿大一枝黄花侵占林地,影响林木的生长和林下经

济发展;侵入农田同农作物争水、争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严重发生时能导致土地不能耕种;侵入

公园、住宅和湿地等生态景观,破坏景观观赏性,降低了其美学价值.因此,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发展和扩散

均会对当地农林业等造成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
1.3 扩散蔓延的可能性

加拿大一枝黄花为多年生宿根草本,种子产量十分惊人,平均单株达2万多粒,种子成熟后可借助风

力传播到各处,遇有合适的环境条件即可萌发,几年后便能形成具有较强生存能力的群体.加拿大一枝黄

花每年开花结实后,地上部分逐渐枯死,其发达的根状茎能储存能量,来年春天根状茎上萌生更多数量的

新芽则开始不断冒出地面,形成更多的植株.以前认为加拿大一枝黄花在国内主要是危害荒地、路边、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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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入侵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的可能性较小,近年有报道在江苏地区入侵人工林、生态防护林带,在江西

入侵庐山自然保护区林地,在云南入侵滇池湿地系统,并能维持正常生长与繁殖,这与它在路边与荒地等

空白生境形成的入侵相比,有可能会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造成更严重而长远的影响[5-7].虽然目前

在黔南部分地区,主要发生在绿化带和农田,但部分土壤条件差的环境下,加拿大一枝黄花当年不开花,

地上部分也不死亡,地上部分能一直缓慢生长至第二年7月才死亡,说明其适应性在不断增强,对黔南其

他生态系统也有威胁.

1.4 检疫和铲除的难度

目前,国内对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调运检疫是根据其花序、叶脉等植物形态特征做检疫鉴定,国内又有

近似种一枝黄花,这对非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有一定难度的.报道的人工或除草剂防治效果不十分理想,有

效的生物防治措施也未见报道;主要是人工结合化学方法进行清除,人工铲除未成熟的种子和地下茎,消

灭有效种源;在出苗季节和开花前后,利用化学药剂进行防治,可控制出苗率和种子成活率.因此,基于加

拿大一枝黄花的生物学特性,针对其检疫和铲除难度较大.

1.5 定量评估

按照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指标体系和评判标准,进行定量分析,将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各项评

判指标赋值,根据评判指标的赋分值(表2),用林业有害生物风险指标量化公式(表3),分别进行各项评判

指标(Pi)和风险值(R)的计算.结果显示,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风险综合评价值(R)为2.55,根据林业有害生

物风险分析等级划分标准(表4),2.50≤R<3.00为特别危险,判定加拿大一枝花黄在黔南地区属于特别危

险的林业有害生物.

表2 加拿大一枝黄花风险分析指标及赋值

目标层 准则层(Pi) 指标层(Pij) 评判指标 赋分区间 赋值 权重

有害植

物风险

综合评

价值(R)

黔南分布

情况(P1)

传入、定殖

和扩散的可

能性(P2)

潜在危害性

(P3)

受害对象的

重要性(P4)

危险性管理

难度(P5)

分布情况(P11)
有害植物分布面积占其适生面积的百分

率<5%
2.01~3.00 2.7

有害植物被截获的可能性(P21) 被调运和携带繁殖体的可能性都大 2.01~3.00 2.8

运输过程中种子存活率(P22) 存活率≥40% 2.01~3.00 2.8

自然扩散能力(P23) 随介体携带扩散能力或自身扩散能力强 2.01~3.00 2.8

国内适生范围(P24) ≥50%的地区能够适生 2.01~3.00 2.8

潜在经济危害性(P31)
如传入可造成的树木死亡率或产量损

失≥20%
2.01~3.00 2.5

官方重视程度(P32)
曾经被列入省(区、市)补充林业检疫性有害

生物名单
1.01~2.00 2

对人类健康危害的情况(P41) 发病率<1‰ 0~1.00 1

对林业生产的危害(P42) 能入侵各种林地 2.01~3.00 2.9

对环境的破坏(P43)
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入侵并迅速形成优势

种群而破坏环境
2.01~3.00 2.8

检疫识别难度(P51)
当场识别可靠性一般,由经过专门培训的技

术人员才能识别
1.01~2.00 2

除害处理难度(P52) 常规方法的除害效率<50% 1.01~2.00 2

根除难度(P53) 效果差,成本高,难度大 2.01~3.00 2.3

等权

等权

0.70

0.30

等权

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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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风险分析指标体系采用的量化计算公式

层次 量化计算公式 计算值

准则层

目标层

黔南地区分布情况(P1) P1=P11 2.7

传入、定殖和扩散的可能性(P2) P2=4 P21×P22×P23×P24 2.8

潜在的危险性(P3) P3=0.7×P31+0.3×P32 2.35
受害寄主的经济重要性(P4) P4= Max(P41,P42,P43) 2.9

危险性管理难度(P5) P5= (P51+P52+P53)/3 2.1

风险综合评价值(R) R=5 P1×P2×P3×P4×P5 2.55

表4 林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等级划分标准

风险等级 风险综合评价(R)值

特别危险 2.50≤R<3.00
高度危险 2.00≤R<2.50
中度危险 1.50≤R<2.00
低度危险 0≤R<1.50

2 防控管理

目前加拿大一枝黄花在黔南地区属于入侵初期的定植阶段,危害面积不大,应及时除治,阻断其定植

传播.对于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风险管理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强各地林业人员培训,提高对加拿大一枝

黄花的辨识能力和风险意识,开展常年监测,做到及时发现,确保早发现早除治;二是加强检疫执法,发生

区向外调运苗木时要严格调运检疫,有从发生区调入苗木的地区要进行复检,定植后进行1~2年监测,从

路径上阻断加拿大一枝黄花跨境传播,有效防御和降低其入侵风险;三是根据加拿大一枝黄花发生点,采

用人工拔除结合化学药剂的办法进行持续防治;四是开展广泛宣传,提高全民防范意识,推行有奖举报,
群防群治.

3 结论

通过对黔南地区加拿大一枝黄花危险性的定量分析,R 值为2.55,本研究判定其在该地区属于特别危

险等级.加拿大一枝黄花在黔南适生范围广,如不加以控制,将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生态损失.为此,建议及

时做好风险管理:全面排查,及时除治;加强监测,严防输入扩散;广泛宣传,群防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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