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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站周围 3 种外来物种入侵状况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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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海北生态系统定位站附近 3 种植物播娘蒿 Descurainia sop hia、荠菜 Capsel la bursa2pastoris、灰

绿藜 Chenopodi um glaucum 的分布情况的调查 ,初步分析了 3 种植物的扩散策略 ,并预测了其对高寒草甸

生态系统潜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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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来入侵种 ( Int rusive alien species) 也称为

外来有害种 ( Exotic pest s) ,是与本地物种 (Native

species)相对应的概念 ,指由于人类活动有意或无

意的行为而发生迁移 ,并在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

统或生境中建立了种群 ,成为改变和威胁本地生

物多样性的物种 ,是已经或可能危害经济、环境或

人类健康的非本土物种[1 ] 。外来物种的入侵会对

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当地的生态安全带来很大

的影响[2 ] 。

外来物种借助人类活动越过自身不可逾越的

空间来到一个新的生态系统 ,由于多种原因可能

在最初阶段并不对当地的生态系统产生很大影

响。但是随着外来物种对当地生态环境的适应或

当地某些生态因素对外来物种扩散有利 ,这些外

来物种会逐步在这些地区形成稳定种群 ,在特定条

件下会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的危害[225 ] 。

外来种入侵可分为以下阶段 :引入 (import) 、

逃逸 ( escape ) 、种群建立 ( establish ) 和危害

(pest) 。成功的入侵物种一般有些共同特点如 :

生态适应能力强、繁殖能力强、传播能力强等[2 ] 。

容易被入侵生态系统也有一些共同特点 :具有足

够的可利用空间、缺乏自然控制机制和人类进入

频繁等[2 ] 。

青藏高原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及

人类活动较少 ,其外来物种入侵相对较少[ 2 ,6 ] 。

随着青藏高原人口的增加 ,青藏高原上农业活动

越来越多 ,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很多地区以前没有

农业 ,需要从外地引种。植物引种在外来物种的

入侵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7 ] ,在引种过程中 ,

一些农业杂草不可避免的被引入到这些地区。虽

然这些农业杂草是典型的农业伴生种[8 ] , 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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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强烈的地方才能形成很高密度 ,一般情

况下不会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造成危害。但在特

定条件下 ,它们也会入侵到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内

部。经过较长时间适应 ,会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

造成难以估计的灾害。本文对海北生态系统定位

站周围 3 种主要农业伴生种播娘蒿 Descurai ni a

sop hi a、灰绿 藜 Chenopodi um gl aucum 、荠 菜

Ca psel l a bursa2p astoris 的分布状况及面积进行

了调查 ,分析了 3 种植物不同的入侵特点 ,并预测

了其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潜在的影响。

1 　研究地概况和研究方法

1 . 1 研究地点 　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生态系统

定位站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隅的青海海北藏族自治

州门源县境内。在祁连山北支冷龙岭东段南麓坡

地的大通河河谷西段 , 地理位置为 37°29′～

37°45′N ,101°12′～ 101°23′E ,海拔 3 200 m 以上。

海北站地区气温较低 ,年均温在 - 2. 5～ - 0. 4

℃,多年均温为 - 1. 6 ℃。年内无绝对无霜期 ,

相对无霜期约为 20 d ,在最热的 7 月仍可出现霜

冻、结冰、降雪 (雨夹雪)等冬季的天气现象。多年

平均降水量为 560. 0 mm ,主要集中在 5 - 9 月[7 ] 。

1 . 2 研究方法 　2005 年 8 月 ,对 3 种植物分布

情况和面积进行了调查。调查分布情况时 ,根据

栖息地的不同性质 ,把栖息地分成了房屋周围、路

旁、农田、退化草地和高寒草甸等几种类型。植物

的分布按照其在分布范围内的相对盖度分成以下

几种情况 :相对盖度 > 50 % ,为绝对优势种 ;20 %

< 相对盖度 < 50 % ,为优势种 ;5 % < 相对盖度 <

20 % ,为次优势种 ;相对盖度 < 5 % ,为偶见种及没

有分布。

采用目测法估计 3 种植物在不同栖息地的分

布情况和面积。所有工作由同一人在 3 d 内完成。

2 　结果

2 . 1 分布状况 　播娘蒿、灰绿藜和荠菜在不同

栖息地中的分布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表 1) 。播娘

蒿在所有栖息地类型中均有分布 ,在其分布区域 ,

房屋周围和退化草地中为绝对优势种 ,路旁为优

势种 ,高寒草甸中为次优势种。灰绿藜在退化草

地和高寒草甸中没有分布 ,在其分布区 ,房屋周围

和路旁为绝对优势种 ,农田中为偶见种。荠菜在
表 1 　不同生境中 3 种植物的分布情况

生境 播娘蒿 灰绿藜 荠菜

房屋周围 + + + + + + + + + + +

路旁 + + + + + + + +

农田 + + + + +

退化草地 + + + + - +

草甸中 + + - +

　注 : + + + + 表示绝对优势种 ; + + + 表示优势种 ;

+ + 表示次优势种 ; + 表示偶见种 ; - 表示无分布。

所有栖息地类型中均有分布 ,但只是在房屋周围

为优势种 ,其他栖息地类型中均为偶见种。

2 . 2 分布面积 　3 种植物的分布面积也有很大

不同 (图 1) 。播娘蒿的分布面积最大 ,约为 1 000

m2 ,且其在群落中占绝对优势的分布面积最大 ,

约为 400 m2 。灰绿藜分布面积次之 ,约为 300

m2 ,在群落中占绝对优势的分布面积最大 ,为 178

m2 。荠菜的分布面积最小 ,仅为 93 m2 ,且在群落

中主要是偶见种。

图 1 　3 种植物的分布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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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播娘蒿、灰绿藜、荠菜 3 种植物是典型的农业

杂草[ 8 ] ,其分布范围遍布全国 ,一般不会把其称为

外来物种 ,但是在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

它们并不是本地物种 ,当它们在高寒草甸生态系

统中出现并可能产生危害时 ,人们应该将其确定

为外来入侵物种。

3 种植物在海北生态系统定位站附近的分布

情况是有很大差异的 :播娘蒿分布面积最大 ,范围

最广 ;灰绿藜分布面积次之 ,但在高寒草甸内部没

有分布 ;荠菜分布面积最小 ,一般与播娘蒿共同分

布 (表 1) 。造成这种分布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 3

种植物的自身特点决定的 :播娘蒿适应能力强 ,种

子的数量多 ,质量小[9 ] ;荠菜的适应能力强 ,其种

子的数量少 ,质量大 ;灰绿藜的种子虽然数量大 ,

质量小 ,但是由于其只能分布在裸地上 ,因此在高

寒草甸内部未见分布 ,在调查过程中 ,仅见一处围

栏入口处的空地上有小面积的分布。

海北生态系统定位站附近与青藏高原其他的

地方一样 ,风多且大[10 ] ,这样就给一些种子数量

大、质量小的物种提供了更多传播种子的机会 ,其

种子能更容易到达适宜环境 ,提高繁殖成功率。

播娘蒿和灰绿藜的种子都符合这个条件 ,因此可

能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但是

灰绿藜对环境要求比较高 ,只能生存在空间大的

裸地上 ,因此 ,虽然其种子可能得到了较大范围的

传播 ,其也只能在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大的地方如

房屋周围、农田边、路旁等地方有一定分布。而播

娘蒿适应能力较强 ,不但在人类活动干扰大的地

方可以生存 ,而且在高寒草甸内部也可以存活 ,并

产生大量的种子 ,随风扩散到更多的地方 ,在未来

可能改变高寒草甸的物种组成和生物多样性 ,造

成高寒草甸的进一步退化 ,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

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荠菜虽然分布范围较广 ,

但其种子的数量少、质量较大 ,不可能随风广泛传

播 ,也就不可能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造成重大危

害。

播娘蒿、灰绿藜、荠菜基本是牛羊等家畜不采

食的植物 ,如果广泛分布 ,会减少草甸上牧草的可

利用率 ,进一步加剧牛羊等家畜对草甸的利用 ,使

草地进一步退化。虽然播娘蒿种子的含油率可达

40 %[11 ] ,但其在实际应用中种子并不成熟 ,在高

寒草甸地区并没有足够的经济价值。灰绿藜体内

可能含有对牛羊等家畜有害的次生物质 ,曾有报

道说牛取食后产生中毒症状[12 ] 。有灰绿藜分布

的地方 ,基本没有其他物种 ,可能是其在生长过程

中向土壤中释放了次生代谢物质 ,抑制了其他物

种的生长。

播娘蒿、灰绿藜、荠菜等外来物种是随着人类

的农业活动而进入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 ,对人类

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能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生

存下来 ,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 ,生态系

统的演替产生消极的影响 ,因此必须对其对高寒

草甸生态系统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采取可

行办法消除它们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影响。同

时还应加强对青藏高原外来物种的监测 ,对其可

能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影响进行评估 ,以确保

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由于其自身的特点[13 ] ,对

外来物种的入侵的抵抗力可能比较弱 ,在遭到入

侵后 ,恢复的速度也可能比较慢。当前青藏高原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过度放牧[14 ] 和草

地退化的情况[ 15 ] ,过度放牧使高寒草甸的植物群

落有很大的改变 ,植被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群

落的稳定性降低 ,草甸中的优势种发生了一定的

改变 ,双子叶植物比例增加 ,禾本科和莎草科等单

子叶植物比例下降。这样就降低了总的植被盖

度 ,为外来种的入侵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也增加了

外来物种入侵成功的可能性。

过度放牧还可能增加草甸中小哺乳动物如高

原鼠兔 Ochotona curz oni ae ,高原鼢鼠 M y os p al ax

f ortanieri i 等的数量 ,这些小哺乳动物数量的增

加 ,进一步加剧了高寒草甸的退化 ,使高寒草甸的

群落稳定性进一步降低[ 16 ] 。小哺乳动物一般栖

息在地下的洞穴中 ,其挖掘活动一般会在草甸上

形成面积不等的裸地 ,裸地的存在为一些喜欢开

阔生境的外来物种特别是农田杂草类提供了更多

的生存机会 ,增加了外来物种入侵成功的机率。

综上所述 ,青藏高原普遍存在的过度放牧使

其更容易受到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播娘蒿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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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入侵物种已经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形成了一

定的分布 ,由于其种子数量大、质量小及过度放牧

带来的草地退化及鼠害发生频繁 ,在未来极有可

能在高寒草甸内部大量繁殖 ,对高寒草甸生态系

统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因此 ,应该进一步加强

对青藏高原外来物种的监测和研究 ,保证青藏高

原的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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