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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喜旱莲子草是一种入侵我国的恶性杂草，自入侵以来快速传播和蔓延，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危害和经

济损失。目前，对于该草的防控研究已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有些地区的防控问题仍未解决，全球气候变

化和氮沉降又给防控形势带来了新的考验。本文概述了喜旱莲子草在我国的潜在空间分布及主要防控手

段，提出了一些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期为今后有效防控该杂草提供指导。 
 
关键词 

喜旱莲子草，空间分布，防控手段 

 
 

The Potential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Ma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in China 

Xun Huang, Faisal Hayat, Yuhui Tan, Liya Zhao, Zhaohua Li* 
Facul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Received: Nov. 6th, 2020; accepted: Dec. 2nd, 2020; published: Dec. 9th, 2020 

 
 

 
Abstract 
As a malignant alien species,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has rapidly spread across part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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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 huge economic loss. Today,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researches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is grass, but in some area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ill are unresolved problems. In light of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nitro-
gen deposition, the curr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faces more new 
challenges now. In this article,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s potential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was summarized and the ma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search progress were reviewed. 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guide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is we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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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喜旱莲子草学名：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1]；俗名：空心莲子草、水花生、革命草，

苋科莲子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起源于南美洲，原生生境主要分布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目前

广泛分布在世界上热带、亚热带和东南暖温带地区[2]，美洲从南纬 38˚到北纬 36˚、亚洲从南纬 36˚到北纬

32˚范围都有分布[3]，且基本完成归化[4]。喜旱莲子草已经危害我国亚热带地区，且正在对我国温带地区造

成威胁，是中国生态环境部 2003 年公布的首批外来入侵物种之一。根据外来物种环境风险评估与控制研究

[5]，喜旱莲子草在我国为高风险入侵种(S = 25) [6]，对我国原有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形成严重危害，造成

每年高达 6 亿元的经济损失[7]，十分有必要对其潜在分布区进行预测，对未入侵的适生区进行严防死控[2]。 
喜旱莲子草是水陆双生植物，克隆繁殖能力强，在其入侵地由于缺乏天敌，呈现爆发式生长，在很

多地方已出现“一草独霸”的局面。每年喜旱莲子草出芽前就应该开始采取物理、化学、生物等有效手

段进行防除，及时阻止喜旱莲子草的进一步入侵和爆发。目前，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已将喜旱

莲子草纳入其有害生物检疫体系[8]，利用行政手段从宏观上对喜旱莲子草进行防控，以降低其危害。 

2. 在我国的入侵及潜在分布 

喜旱莲子草在我国最早于 1892 年出现在上海附近的岛屿，经过了 50 年左右的停滞期后，20 世纪 30
年代末日本人当作马饲料引种至上海郊区、浙江杭嘉湖[9]，1958 年后，作为猪饲料人为引种到北京、天

津、辽宁、山东、河北、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安徽、江西、苏州、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

南、贵州等省市[3]，由于缺乏控制，逸为野生，在我国中部和南部的广大区域迅速蔓延传播。2000 年以

后还扩散到陕西、河南、海南等 28 个省市[10]。2017 年，利用 MaxEnt 模型和 ArcGIS 分析该物种在中国

的时空分布格局，预测出当前气候条件下该物种在中国的适生区域为 91.8˚E~122.7˚E 和 18.2˚N~39.8˚N，

高度适宜区主要分布在能提供稳定温暖、湿润气候的广西、上海、湖北、重庆和四川地区，总的适生面

积为 213.24 × 104 km2，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22.2% [2]。 
河流网络系统和人为引种传播是其跨区域扩散的主要原因。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华北地区降水增

多，华南地区洪涝灾害频发，以及水体中氮沉降和磷输入，将扩大喜旱莲子草沿河网扩散的范围且加巨

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11]，未来水域生态系统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入侵威胁[12]。在经济持续繁荣下，喜

旱莲子草有可能被用于污水净化[13]、水产养殖和污染地块生态修复[14]，以及由于人们对喜旱莲子草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p.2020.10610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黄旬 等 
 

 

DOI: 10.12677/aep.2020.106100 833 环境保护前沿 
 

危害缺乏认识，在国际旅游、贸易活动中无意识的携带，都使喜旱莲子草具备较大人为引种传播的风险。

因此，在我国 40˚N 以下的省份极易形成喜旱莲子草的大规模扩散区。 
我国作为一个高氮沉降集中区增加了喜旱莲子草向贫瘠土壤和弱光环境拓展的风险[15]。喜旱莲子草

的克隆整合能力让其在异质性土壤中比本地种更加适宜生长[16] [17]，增加了在一些异质性生境中进一步

扩散的可能；表型可塑性，使其能很好的适应水–陆过渡带，能入侵河流、湖泊、水库等的消落带[18]。
喜旱莲子草主要生长在低海拔地区，一般以一月份 0℃等温线为其在我国的分布北限，在高海拔地区很

少观察到，但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现在已经开始扩散到我国北部，且这种扩散可能存在一定的基因

适应性[19] [20]，有持续向北扩散的潜能。 

3. 主要的防除手段 

3.1. 物理防除 

物理防除的具体方法有很多，最常见的方法有人工挖除、翻根、刈割、植物覆盖、水上打捞，每年

4~5 月份对露青时的喜旱莲子草挖除土壤中的根茎后，集中晒干和烧毁，可起到较好的防除效果[21]。通

过对翻根、刈割、覆盖 3 种物理处理方式进行对比，覆盖处理对喜旱莲子草的杀灭效果最明显，光照强

度低于 9%以下时，会显著抑制喜旱莲子草的生长[22]，但覆盖处理只适用于不需要考虑植被生长的地方。

喜旱莲子草在水面呈厚织的毯状，需要采用机械打捞，从水体打捞上岸后应及时深埋或沤制，以免造成

二次污染。物理防除法环境友好、目标针对性强、效果即刻显现，但是需连年防治、成本较高。 

3.2. 化学防除 

化学防控的最佳时间是 5 月中下旬至 6 月上旬喜旱莲子草开花之前，开花前喜旱莲子草生长量大，

生命活动旺盛，叶片吸收、传导快，且此时喜旱莲子草尚未建立强大的种群，有利于发挥最大药效。选

择合适的除草剂种类、浓度、打药时间，保证用药的时效性，这是化学防除喜旱莲子草的一个关键环节

[23]。目前最常用的化学药剂是一种灭生型茎叶传导剂草甘膦(农达)，会在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时随叶

绿素在茎叶中快速传导，使植物叶片失水萎蔫，对喜旱莲子草的地上部分有较好的杀灭效果，但对地下

部分基本无效，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登记允许使用于水域，在我国实际使用中常加入食盐、洗衣粉

等助剂来增加对喜旱莲子草的杀灭效果。化学除草剂短期内对地上部分有效，但对喜旱莲子草的老茎和

根部作用效果差，并且化学除草剂选择性差，在农田、果园、水库、河流等处使用时技术要求较高，并

且会造成抗药性，化学药品如若使用不当，易引发对空气、土壤、水体的二次污染，或影响其他动植物

的生长。我国一些研究人员正在考虑将化学除草剂与生长抑制剂[24]和植物激素、助渗剂[25]等连用，以

增加喜旱莲子草的防除效果，减轻杂草的抗药性。 

3.3. 生物防除 

3.3.1. 天敌防除 
1986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从美国引入莲草直胸跳甲，该跳甲在自然条件下完成一代需

25 天，成虫寿命平均 48 天，在我国广西一年可发生 8~9 代，雌雄比近于 1:1，平均每雌产卵 1127 粒，

虫卵 3~4 天就可孵化。莲草直胸跳甲幼虫及成虫均取食叶片，蛹期阶段钻进茎干中化蛹，使喜旱莲子草

茎干受损，被害伤口易引起病原微生物侵染，加速空心莲子草生活力的下降，在水流和强风的作用下易

被折断，且成簇的草被分散[26]。莲草直胸跳甲引入初期在我国四川、湖南、福建取得了很好的防治效果

并成功建立种群，目前主要分布在我国湖南、湖北、广西、广州、广东、福建、重庆、四川、海南等地。

每平方米释放 4 对叶甲就能对喜旱莲子草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27]，环境中 CO2 浓度升高对莲草直胸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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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防控喜旱莲子草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28]。 
莲草直胸跳甲虫卵对热较敏感，可将虫卵 HSP 基因作为其耐热性的生物标记预测叶甲地理分布[29]，

当温度高于 37.5℃时，虫卵数量开始降低，在炎热的夏季应采取适当的虫卵保护措施，保持其在全球气

温升高趋势下的生物防治效果[30]。莲草直胸跳甲不耐低温，在五岭以北地区难以自然越冬，冬季需人工

越冬保护；在具有紧密次生结构的陆生型喜旱莲子草中的化蛹能力较差[31]，其对陆生型喜旱莲子草无明

显防控效果[8]，且随着气候和环境的变化，陆生型喜旱莲子草受水分胁迫的机率增加，也间接降低了莲

草直胸跳甲的生防效果[32]。应加强莲草直胸跳甲的耐寒性驯化、耐热研究[33]及化蛹能力研究。 
同时，我国研究人员也正在积极找寻其他本地天敌，在野外观察到虾钳菜披龟甲[34]、甜菜白带野螟

[35]对喜旱莲子草有较大啃食性。 

3.3.2. 微生物防除 
一般 6 月上旬至 8 月中旬期间的温度和湿度最有利于微生物对喜旱莲子草进行侵染与致病，是微生

物进行田间防除的最佳时期[36]，可以在田间大剂量使用，人为地制造喜旱莲子草的病害大流行。我国利

用微生物防治喜旱莲子草目前仍处于生物防治物的筛选阶段，研究较多的是莲子草假隔链格孢菌，已经

发展到应用研究阶段，适宜的生长发育条件是 20℃~30℃及 pH 6.5~8.5，其菌丝、孢子和代谢产物都能为

害喜旱莲子草的叶和茎，使植物体内保护酶系统发生变化，造成叶片枯死脱落，严重影响植物光合作用，

降低喜旱莲子草的种群密度[37] [38]。微生物除草剂具有很强的目标选择性、环境负荷小、易于控制及大

面积应用，同时还能解决杂草的抗药性问题[39]，其孢子与除草剂连用能起到增效的作用[40]，但微生物

除草剂的除草效果受环境条件制约，施用技术要求太严。 

3.3.3. 植物替代 
许多植物可通过向环境中释放化感物质或与喜旱莲子草争夺生态位、水分、光照、营养物质等，抑制喜

旱莲子草的生长和扩散。植物替代研究进展缓慢，我国已发现对喜旱莲子草有化感作用的植物主要有芦苇、

红薯、葎草，同时还有许多禾本科、菊科对喜旱莲子草的化感作用有待研究。有研究者在实际野外观察中，

发现马唐、牛筋草、早熟禾等禾本科植物、接骨草与喜旱莲子草通过抢夺生态位和资源降低了喜旱莲子草在

群落中的重要值，使植物群落多样性增加。许多学者认为本土群落物种多样性丰富，可有效抵抗喜旱莲子草

的入侵[41]，与我们在武汉 114.2˚E~114.3˚E，30.1˚N~33.2˚N 实际观察到的结果一致。南方菟丝子可天然寄

生喜旱莲子草，降低喜旱莲子草的生物量，但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42]。详见表 1。 
 
Table 1. Several plants that have a controlling effect on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表 1. 对喜旱莲子草有控制作用的几种植物 

植物名称 科属 替代物价值 作用机理 作用效果 

芦苇 禾本科 

药用价值 
景观价值 
园林价值 
畜牧价值 
工业价值 

化感作用 
种间替代 

芦苇乙醇浸提液对无性系小株新生芽数、根冠比、叶绿素的抑制率

最高分别可达 69.2%，89.2%，26.2%，对喜旱莲子草的抑制效果明

显[43]。 

红薯 旋花科 
药用价值 
食用价值 
工业价值 

化感作用 
种间替代 

0.1 mg/l 的红薯水提物可显著抑制喜旱莲子草的吸水、保水能力和对

养分的吸收；红薯产量大、茎长、叶大、养分竞争力强及耐贫瘠，

且与喜旱莲子草拥有类似的生长周期，能在喜旱莲子草刚刚萌芽时

就与其形成竞争[44]。 

葎草 桑科 
药用价值 
畜牧价值 
生态价值 

化感作用 
种间替代 

葎草与喜早莲子草 4:2 种植可显著降低喜旱莲子草的光合速率[45]。
0.1 mol/l 的葎草地下部分水提液能将喜旱莲子草叶片大小降低

40.21%，抑制其根茎的分蘖，有效抑制了喜旱莲子草的生长[10]。 

接骨草 忍冬科 药用价值 种间竞争 在一些林下和林缘等中度遮荫生境中，接骨草已取代喜旱莲子草成

为草本层的优势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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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马唐、牛筋草、

早熟禾等 禾本科 生态价值 种间竞争 
禾本科植物可提高本土物种的多样性，生态位与喜旱莲子草较为接

近，且株高一般高于喜旱莲子草，可以更多占据空间上方的光照资

源等，降低喜旱莲子草在群落中的重要值[3] [41]。 

南方菟丝子 旋花科 药用价值 
生态价值 

种间竞争 
寄生 

南方菟丝子通过对喜旱莲子草的寄生缠绕，直接抑制了喜旱莲子草

的克隆繁殖和扩散，同时通过吸器吸收喜旱莲子草的同化物质和营

养，可将其生物量降低 42.1% [42]。 
 

植物替代对各种生境内的喜旱莲子草都有控制效果，既可使荒地变为生态经济用地，又可提高土地

利用率，一旦成功定植便能长期抑制喜旱莲子草，效果持久，节约人力物力，且还能较为彻底的恢复生

态系统的功能，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47]。因此，选择生态位较高、生物量大、具有竞争优势和一定经济

价值的本土植物，利用化感作用和种间竞争来替代喜旱莲子草，是控制喜旱莲子草泛滥的有效措施之一。 

4. 结论 

目前，喜旱莲子草的潜在分布区仍大于实际分布区，在已被入侵的 28 个省市中，四川西部、陕西和

河北北部、以及甘肃、山西、辽宁和云南的大部分地区还未受到该物种的入侵，但这些地区目前已被入

侵区域所包围，有较大的潜在入侵风险。 
物理防除在喜旱莲子草入侵初期、入侵面积较小时可快速有针对性的去除该草，只能作为较小范围

内解决喜旱莲子草草害的短期方案。 
化学防除在喜旱莲子草大面积爆发时可快速减少喜旱莲子草的地上生物量，但会将新的污染物引入

环境中，仅适用于特定的区域。 
莲草直胸跳甲只在其适生范围内起到防控作用，但其在我国的分布范围远小于喜旱莲子草，引入初

期在部分地区取得了较好的防控效果，但长期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且作为外来物种对我国生态系统的潜

在威胁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微生物除草剂发酵及剂型加工困难，影响了其商品化进程，目前尚处于研究阶段。 
植物替代是控制喜旱莲子草入侵、保持当地生态环境健康和稳定发展的一种有效措施，在严重入侵

的地区，可人工去除喜旱莲子草后，配植繁殖能力高、建叶成本低、光合速率和资源利用率高的本地功

能群植物，进行抚育管理，逐步恢复当地生态。 

5. 展望 

喜旱莲子草在我国的蔓延危害仍在继续，严重影响了生态可持续发展，其生长繁殖的侵略性决定了

防控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单一方法难以有效防治，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增强民众防治意识。

在防控工作上，从喜旱莲子草与环境的整体关系出发，采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控”的策略：1) 进行科

学预测，定期分区分类普查，全面了解喜旱莲子草的分布和危害状况，并制定科学、便捷、高效的监测

预警管控机制[48]，及时进行风险预警，以便有关部门指导工作，各相关部门应统筹编制防治规划、风险

预警方案来指导喜旱莲子草的防治。2) 将喜旱莲子草纳入我国植物检疫名单，构建良好的植物检疫工作

体系，合理有效利用科学检疫技术，搭建国际国内信息技术共享平台[49]，阻止喜旱莲子草的远距离传播，

严防喜旱莲子草从国外或国内传播到我国未发生地区。3) 对利用喜旱莲子草进行经济活动、科学研究和

环境治理的场所要加强监管，防止其不恰当的废弃物处理方式导致喜旱莲子草逸出扩散。4) 引入公众参

与机制，全面宣传喜旱莲子草的危害及成因，普及喜旱莲子草防控知识和技术，提高广大群众防控喜旱

莲子草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减少无意识的人为传播行为。5) 采用物理、化学、生物有机结合的方式进行

综合治理，在每年喜旱莲子草出芽前就开始进行有效防除，及时阻止喜旱莲子草的进一步入侵和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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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针对性的基础研究和以生物防治为主的实际应用研究，进行综合治理示范与推广。6) 加大生态环境

治理力度，逐步改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以创造不利于喜旱莲子草生长的环境，遏制喜旱莲子草

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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