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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sive plants and their risk assessment in Qingyuan District, Baoding City
SONG Jialin1, 2, WANG Hui2, LIU Hongmei2, ZHANG Feixue1, 2, ZHANG Haifang2, YANG Dianlin2, ZHAO Jianning2*

（1.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China; 2. Agr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titut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Production Area/
Tianjin Key Laboratory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Safet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invasive alien plants in Qingyuan District, Baoding City, this study conducted a risk
assessment of the invasive alien plants in Qingyuan District, and provided basic data and evaluation method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alien speci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species, spatial distribution, coverage, area, degree of damage, and socio-economic and
ecological loss of invasive alien plants in different areas of Qingyuan District of Baoding City were investigated through inventory, step-by-
step surveys, interview surveys, and sample plot surveys. The introduction risk,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pread characteristics, status of
invasion, harm and impact, and control difficulty of invasive plants were comprehensively assessed, along with their hazard and risk levels.
The survey found 33 species of invasive plants in Qingyuan District, Baoding City, belonging to 13 families and 24 genera. Compositae had
the largest number, with nine species, accounting for 27.27% of the total species. This was followed by five species of Amaranth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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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面调查保定市清苑区外来入侵植物现状的基础上，本研究对清苑区外来入侵植物进行风险评估，为进一步开展全国

外来物种调查评估提供基础数据和评估方法支撑。研究采用清查、踏查、访问调查、样地调查等方法调查了保定市清苑区不同区

域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空间分布、盖度、面积、危害程度、社会经济影响和生态损失，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入侵植物的传入风

险、生物学特征、扩散特征、已入侵现状、危害和影响、防除难度进行综合评估，评估其危害和风险等级。调查发现，保定市清苑区

外来入侵植物共 33种，隶属于 13科 24属。数量最多的为菊科，共 9种，占总种数的 27.27%，其次为苋科，共 5种，占 15.15%。入侵

植物中有意引入的有 20种，占 60.61%；无意引入的有 10种，占 30.30%；自然扩散的有 3种，占 9.09%。入侵植物中草本植物有 30
种，占 90.91%；原产地为美洲的 19种，占 57.58%；产自欧洲的有 10种，占 30.30%。清苑区北店乡是发现入侵植物种数最多的乡

镇，共发现 22种。风险评估结果表明，保定市清苑区Ⅰ级外来入侵植物有 2种，Ⅱ级植物 3种，Ⅲ级植物 2种，Ⅳ级植物 8种，Ⅴ级

植物 18种，其中危害程度最大的入侵植物是大狼杷草和黄顶菊。研究表明，保定市清苑区入侵物种数量不多，风险等级高的入侵

植物较少，建议对黄顶菊等恶性入侵植物加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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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外来

入侵植物对世界的经贸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损

失[1]。外来入侵植物不仅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

样性减少，还会危害农林业生产，甚至危及人类的健

康安全，因此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幅员辽阔，

由于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外来入侵物种数量正在急

剧增加[2]。《2020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

国已发现 660多种外来物种[3]，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

已达 1 19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36%[4]。当前，

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数量还在不断增多，给农业生产

造成了损害，破坏了生态环境，同时，随着气候变化、

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还在不断

加剧[5-7]。

依据《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和《国家重点管理

外来入侵物种名录》[8-12]，本研究在全面调查保定市清

苑区外来入侵植物入侵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保定市清

苑区的自然状况，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
chy Process，AHP）对清苑区的外来入侵植物进行风

险评估，建立一套适宜于当地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现

状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提出保定市清苑区外来入侵

植物的管理和防范对策，为进一步开展全国外来物种

普查提供技术和方法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清苑区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地理坐标位于115°
13′30″~115°45′30″E，38°33′30″~38°55′36″N。研究

区域气候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易旱，

夏季多雨，年均气温为12.3 ℃，年均降水量537.8 mm[13]。

1.2 调查研究方法

1.2.1 清查

根据《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和《国家重点管理

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结合《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植物志等文献，对清苑区的农业入侵植物进行清查，

形成外来入侵植物调查清单[14-16]。

1.2.2 踏查

依据该区域的土地利用现状和种植模式设置踏

查点，踏查点均匀分布于主体乡镇，从而确定外来入侵

物种踏查路线，本研究于2021年5月对保定市清苑区

18个乡镇的46个踏查点进行全面踏查（图1）。农田踏

查时采用平行线法和对角线法，取样点呈点片不均匀

分布时采用“Z”字形法踏查，记录踏查点位置、生境、

主要入侵物种、发生面积及危害程度等。

1.2.3 访问调查

为了更好地补充年际差异，本研究在踏查过程中

开展了访问调查，通过走访当地农资经销商、农户、植

保站等，询问入侵植物的发生面积及危害程度[17]。将

保定市清苑区的农资经销商按照乡镇划分，在 18个

乡镇中的每一个乡镇，随机抽取农资经销商，了解入

侵植物的种类、发生地点、发现时间、面积、危害程度

及损失等[18]。

1.2.4 样地调查

根据踏查结果，依据《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和

《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选取重大危害入

侵植物，在其暴发区、新发区及高危风险区等重点区域

开展样地调查，测算入侵植物样方内的盖度、数量、高

度、危害程度、经济影响、生态影响和潜在扩散风险。

样地调查时，在重大危害入侵植物发生的重点区

域，设置 1 m2（1 m×1 m）样方；每个区域内设置 10个

样方，每个样方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5 m。对样方内的

所有植物种类、数量及盖度进行统计。如果调查对象

为攀援植物，需要测量攀援高度。

1.3 数据分析

根据调查获得的植物种类、数量和盖度等数

accounting for 15.15% of invasive species. Twenty species were introduced intentionally, accounting for 60.61%; ten species were
introduced unintentionally, accounting for 30.30%; and three species were naturally diffused, accounting for 9.09%. Of the invasive
species, there were 30 herbs, accounting for 90.91% of invasive species. The origin of 19 species was from America, accounting for
57.58%, followed by 10 species from Europe, accounting for 30.30%. Beidian Township of Qingyuan District had the largest number of
invasive plant species, with 22 species. The results of the risk assessment showed that there were two species of class Ⅰ invasive alien
plants, three species of class Ⅱ plants, and two species of class Ⅲ plants in Qingyuan District, Baoding City. Additionally, there were 8
grade Ⅳ plants and 18 grade Ⅴ plants. The most harmful of these invasive plants on the risk assessment scale are Bidens frondosa and
Flaveria bidentis. While the number of invasive species in the Qingyuan District of Baoding is not high, there are a few invasive plants with
high-risk levels.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of those invasive plants.
Keywords：Baoding City; invasive alien plants; alien species investigati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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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计算该物种的频度、盖度、密度 [19-21]，具体如下：

频度为调查样方中发现的植物的样方数占调查总样

方数的百分比（%）；盖度为样方内植株枝叶覆盖面积

占样方面积的百分比（%）；密度为样方内植株数量与

样方面积之比（%）。

1.4 风险评估方法

根据清苑区外来入侵植物的分布情况、危害现

状、经济损失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清苑区的外来入

侵植物进行风险评估，建立了一套适应清苑区的入

侵植物风险评估体系。评估体系应严格遵循科学系

统性、完整性、操作性和实用性等基本原则，以满足

本地外来物种管理者的需求。在权重分配方面，运

用层次分析法对入侵植物不同层次和指标的权重进

行了确定，且在不同等级的指标中，每个因素都有不

同的得分。

指标的选取综合考虑了外来入侵植物的生物学

特征，并结合保定不同于其他省份的特有特征，如地

理位置、气候、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以及外来植物对当

地经济、农业、旅游业的影响[22]，确定了 6 项一级指

标、19个二级指标、47个三级指标[23-24]（表 1）。其中，

二级指标中的频度、盖度、密度数据均源自研究区域

植物样方调查数据。

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造成对比

较矩阵，计算层次指标权重值[25]。通过算数平均法，

运用公式（1）计算各指标权重，然后对层次总排序及

其一致性进行检验。

ωi= 1
n∑j = 1

n aij

∑
k = 1

n

akj

， i=1，2，…，n （1）

计算步骤：

①矩阵A的元素按列归一化，即求aij ∑
k = 1

n

akj；

②将归一化后的各列相加；

③将求和后的向量除以n即得权重向量。

通过计算得到，一级指标传入风险、生物学特征、

扩散特征、已入侵现状、危害和影响、防除难度的权重

分别为 0.08、0.19、0.19、0.24、0.22、0.08[26]。二级指标

使用相同的计算方法。根据以上权重的计算结果对

三级指标按照不同程度和等级赋值，构建清苑区外来

入侵植物风险评估体系（表1）。

2 结果与分析

2.1 保定市清苑区外来入侵植物的基本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保定市清苑区有 33种外来入侵

图1 保定市清苑区入侵植物踏查点

Figure 1 Investigation on invasive plants in Qingyuan District of Baod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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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First-level index
指标 Index
传入风险

A1

生物学特征
A2

扩散特征
A3

已入侵现状
A4

危害和影响
A5

防治难度
A6

分值Score
8

19

19

24

22

8

二级指标Secondary index
指标 Index
传入途径

是否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
物种名单

能否在自然界建立自我更
新和繁殖种群

生活史

种子繁殖能力

种子有无特殊的形态特征
（钩刺、冠毛、翅等）

是否有营养生殖器官

生长速度

扩散途径和距离

频度

盖度

密度

国内该物种的分布情况

影响作物生长

对人畜的影响

影响生物多样性

分值Score
4

4

2

3

6

3

5

6

13

6

6

6

6

12

6.5

3.5

三级指标（评分标准）Third-level index（Scale of marks）
指标 Index
有意引入

无意引入

自然扩散

是

否

是

否

1~2年生

多年生

数量大且易萌发

数量一般且易萌发

数量少或不易萌发

有

无

有

无

未知

快

一般

慢

仅能利用风、水流、生物携带、运输工具等1~2种途径进行短距离扩散

利用上述1~2种途径进行较长距离扩散

可利用多种途径进行较长距离扩散

高（>60%）

中（30%~60%）

低（<30%）

高（>60%）

中（30%~60%）

低（<30%）

高（>60%）

中（30%~60%）

低（<30%）

国内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

1/3以上省份有分布

个别省份有分布

轻，局部发生危害

中，危害面积较小

重，危害面积较大

大

小

无

大

中

小

防控难度大，成本高

防控难度中等，成本中等

防控难度低，成本低

分值Score
2

1.5
0.5
4
0
2
0
2
1
4
2
0
2
1
3
2
0
3
2
1
3
4
6
3
2
1
3
2
1
3
2
1
3
2
1
2
4
6
4

2.5
0
2
1

0.5
4
3
1

表1 清苑区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评估体系

Table 1 Risk assessment system of alien invasive plants in Qingyua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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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隶属于 13科 24属（表 2、图 2）。数量最多的为

菊科，共 9种，占总种数的 27.27%。其次为苋科，共 5
种，占总种数的 15.15%。禾本科共 3种，占总种数的

9.09%。藜科、茄科、十字花科、旋花科、锦葵科和豆

科各 2种，各占总种数的 6.06%；大戟科、葡萄科、漆树

科和石竹科各1种，各占总种数的3.03%。

通过查阅文献发现清苑区 33 种外来入侵植物

中，有 20 种是有意引入的入侵植物，占总种数的

60.61%；有 10种是无意引入的，占外来入侵植物总种

数的 30.30%；自然扩散的有 3种，占外来入侵植物总

种数的9.09%。

按照植物的生活型，将清苑区外来入侵植物分为

草本、藤本和木本植物，草本植物又分为一年生草本和

多年生草本。其中：一年生草本植物有 26种，占总入

侵植物种数的78.79%；多年生草本有4种，占总入侵植

物种数的12.12%；藤本植物1种，占3.03%；木本植物2
种，占 6.06%。这说明清苑区的外来入侵植物以草本

植物为主，占全部入侵物种的90.91%，共计30种。

通过中国外来入侵物种信息系统确定入侵植物

原产地（http：//www.iplant.cn/ias/）。根据保定市清苑

区外来入侵植物种属特征，对比原产地气候类型，对

各入侵植物进行原产地分析（少量植物存在同时来自

不同原产地的情况，均重复统计）。结果发现清苑区

入侵植物的原产地包括东非、美国、北非、中亚、西亚、

欧洲、地中海沿岸、印度、非洲、南美洲、北美洲、热带

美洲、美洲、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原产地范围非常广

泛。大多数入侵植物的原产地为美洲地区，共 19种，

占清苑区外来入侵植物总种数的 57.58%；其次是原

产地为欧洲的植物，有 10种，占总种数的 30.30%；产

自亚洲的有 5种，占总种数的 15.15%；产自非洲的有

3 种，占总种数的 9.09%；1 种来源不明，占总数的

3.03%。

2.2 清苑区入侵植物的分布格局

根据调查发现，清苑区北店乡是发现入侵植物种

数最多的乡镇，共发现 22种，其次是李庄乡、魏村镇、

北王力乡和臧村镇，分别发现 12、11、11种和 10种。

白团乡和阳城镇均发现 9种。物种数在 5~8种的乡

镇有5个，分别是望亭镇（8种）、温仁镇（7种）、阎庄乡

（7种）、孙村乡（6种）和石桥乡（5种）；物种数在 5种

以下的乡镇有 5个，分别是大庄镇（4种）、冉庄镇（4
种）、清苑镇（3种）、何桥乡（3种）和张登镇（1种）。由

此可以看出，可能受河流和道路的影响，清苑区中部

入侵物种数最多，西部和东北部区域入侵物种数次

之，东部区域入侵物种数最少（图3）。

在清苑区调查的 46个踏查点中，有 16种入侵植

物的出现频率≥5%（图 4）。其中频度超过 50%（即在

超过 23个踏查点均有分布）的入侵植物有 1种，是藜

科的小藜，出现频率达 89%；出现频率小于 5% 的有

17种，即在各个踏查点出现次数为 1~2次。出现频率

较高（>15%）的 9个入侵植物物种中，反枝苋入侵分

布的乡镇有阳城镇、李庄乡、臧村镇和北店乡，中度危

害的生境包括耕地、农田边界和村落周边，轻度发生

的生境是公路边，主要危害农林业生产，危害面积

245.27 hm2；节节麦入侵分布的乡镇包括魏村镇、李庄

乡、臧村镇、望亭镇、阎庄乡、清苑镇、阳城镇、石桥乡和

大庄镇，其中阳城镇属中度入侵，其余乡镇是轻度入

侵，发生生境以小麦耕地为主，偶见荒地发生，主要危

害农林业生产，危害面积721.85 hm2；小蓬草入侵分布

的乡镇有魏村镇、阳城镇、李庄乡、北王力乡、温仁镇、

清苑镇、望亭镇、石桥乡、何桥乡和北店乡，发生生境包

括耕地、果园、荒地、林地和村落周边，主要危害农林业

生产和生态系统，危害面积204.6 hm2。

2.3 风险评估体系验证

研究选取 15种植物进行风险评估体系验证，并

将其分成 3类：第一类为保定市清苑区现有的外来入

侵植物；第二类为《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公布的未

在保定市清苑区发现的外来入侵植物；第三类为对环

境不会造成严重危害的常见外来栽培植物。每一类

选取 5种植物，验证结果见表 3。对 15种植物进行风

险评估，结果均客观反映了外来入侵植物的实际入侵

风险，验证了本研究所构建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客观性

和实用性。

2.4 保定市清苑区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评估

对保定市清苑区 33种外来入侵植物进行风险评

估，评价结果见表 2。本研究以保定市清苑区外来入

侵植物的风险评价值为依据，对 33种植物进行了风

险分级，共划分为 5个等级。Ⅰ级入侵植物在保定市

清苑区分布广泛，已对生态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

响，得分大于 45；Ⅱ级入侵植物在保定市清苑区广泛

分布，对当地的生态和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分值在

40~44.5之间；Ⅲ级入侵植物在清苑区局部分布，并对

当地造成一定的危害，但迄今还没有在国内造成大规

模危害，分值在 35~39.5之间；Ⅳ级入侵植物在清苑

区局部分布，根据其生物学和生态学特点，可以断定

其危害程度不高或不明显，且很难形成新的入侵态

势，分值 30~34.5之间；Ⅴ级入侵植物在清苑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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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清苑区外来入侵植物组成及数量

Figure 2 Composition and quantity of invasive plants in Qingyuan District

表2 保定市清苑区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统计

Table 2 Species of alien invasive plants in Qingyuan District of Baoding City
科名

Family name
石竹科Caryopyllaceae
藜科Chenopodiaceae

苋科Amaranthaceae

十字花科Cruciferae

锦葵科Malvaceae

豆科Leguminosae

大戟科Euphorbiaceae
漆树科Anacardiaceae

葡萄科Vitaceae
旋花科Convolvulaceae

茄科Solanaceae

菊科Compositae

禾本科Gramineae

属名
Genus name

肥皂草属Saponaria L.
藜属Chenogodium L.

苋属Amaranthus L.

荠属Capsella Medic.
碎米荠属Cardamine L.
苘麻属Abutilon Miller
木槿属Hibiscus Linn.

紫穗槐属Amorpha Linn.
车轴草属Trifolium Linn.

蓖麻属Ricinus L.
盐肤木属Rhus L.

地锦属Parthenocissus Planch.
牵牛属Pharbitis Choisy

曼陀罗属Datura L.

苦苣菜属Sonchus L.

黄顶菊属Flaveria bidentis L.
向日葵属Helianthus L.
鬼针草属Bidens L.

飞蓬属Erigeron L.
秋英属Cosmos Cav.
百日菊属Zinnia L.
黑麦草属Lolium L.

山羊草属Aegilops Linn.
燕麦属Avena Linn.

物种名
Species

肥皂草Saponaria officinalis L.
灰绿藜Chenopodium glaucum L.

小藜Chenopodium album L.
凹头苋Amaranthus lividus L.

反枝苋Amaranthus retroflexus L.
合被苋Amaranthus polygonoides L.

苋Amaranthus tricolor L.
北美苋Amaranthus blitoides S. Watson

荠Capsella bursa-pastoris（L.）Medik.
弯曲碎米荠Cardamine flexuosa With.

苘麻Abutilon theophrasti Medik.
野西瓜苗Hibiscus trionum L.
紫穗槐Amorpha frutcosa L.
白车轴草Trifolium repens L.
蓖麻Ricinus communis L.
火炬树Rhus typhina L.

五叶地锦Parthenocissus quinquefolia（L.）Planch.
牵牛Pharbitis nil（L.）Choisy

圆叶牵牛Pharbitis purpurea（L.）Voigt
曼陀罗Datura stramonium L.
毛曼陀罗Datura innoxia Mill.

花叶滇苦菜Sonchus asper（L.）Hill
苦苣菜Sonchus oleraceus L.

黄顶菊Flaveria bidentis（L.）Kuntze
菊芋Helianthus tuberosus L.
婆婆针Bidens bipinnata L.
大狼杷草 Bidens frondosa L.

小蓬草Conyza canadensis（L.）Cronq.
秋英Cosmos bipinnatus Cav.

多花百日菊Zinnia peruviana（L.）L.
黑麦草Lolium perenne L.

节节麦Aegilops tauschii Coss
野燕麦Avena fatua L.

入侵等级（得分）
Invasion level（Score）

Ⅴ（25）
Ⅴ（29）
Ⅴ（29）
Ⅴ（28）
Ⅱ（44）
Ⅳ（33）

Ⅳ（31.5）
Ⅴ（23.5）
Ⅴ（26）
Ⅳ（32）

Ⅴ（26.5）
Ⅴ（27）

Ⅴ（24.5）
Ⅴ（21.5）
Ⅴ（28）

Ⅴ（26.5）
Ⅳ（32）
Ⅳ（30）
Ⅲ（35）
Ⅴ（27）
Ⅴ（27）
Ⅴ（27）

Ⅳ（34.5）
Ⅰ（46.5）
Ⅴ（26.5）
Ⅴ（29）

Ⅰ（45.5）
Ⅱ（40）

Ⅴ（26.5）
Ⅳ（33）
Ⅳ（34）
Ⅱ（42）

Ⅲ（39.5）

物
种

数
Nu

mb
ero

fsp
eci

es

菊科

科名Family name

10

8

6

4

2

0
苋科

禾本科 藜科 茄科

十字花科
旋花科

锦葵科 豆科
大㦸科

葡萄科
漆树科

石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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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很小，目前没有对经济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但

不能明确它们未来的发展趋势，分值小于30分。

评估结果表明，保定市清苑区Ⅰ级外来入侵植物

有 2 种，分别为黄顶菊（Flaveria bidentis（L.）Kuntze）
和大狼杷草（Bidens frondosa L.）；Ⅱ级外来入侵植物

有 3 种，包括反枝苋（Amaranthus retroflexus L.）、节节

麦（Aegilops tauschii Coss.）和小蓬草（Conyza canaden⁃

sis（L.）Cronq.）；Ⅲ级入侵植物有野燕麦和圆叶牵牛 2
种；Ⅳ级入侵植物有苦苣菜、弯曲碎米荠等 8种；Ⅴ级

入侵植物有婆婆针、灰绿藜等 18种。黄顶菊和节节

麦是外来农业有害生物，已经对河北省农业生产和生

态环境构成威胁，需要重点防控。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发现保定市清苑区有

33种外来入侵植物，隶属于 13科 24属，但调查发现

清苑区存在恶性入侵植物大狼杷草和黄顶菊，繁殖能

力强，防治难度大，一旦扩散会对清苑区造成严重经

济社会损失，需要定期开展外来物种普查，以便准确

掌握外来物种入侵情况，根据普查结果制定相应的防

图4 清苑区入侵植物频度（≥5%）分布图

Figure 4 Frequency（≥5%）distribution of invasive plants in Qingyua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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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清苑区各乡镇外来入侵植物分布图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invasive plants in village and town of Qingyua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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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措施。

研究表明，中国的入侵植物以菊科、豆科、禾本科

和苋科为主[27]。保定市清苑区的外来入侵植物也体

现了这一特点，从种类分布来看，保定市清苑区的外

来入侵植物种类比较丰富。从入侵植物的生活型来

看，清苑区的外来入侵植物多为一年生草本，这与其

具有较好的适应性、较强的繁殖力和较多的种子[20]密

切相关。分析清苑区外来植物的原产地发现，美洲入

侵植物在清苑区占有较大比例，这与中国外来物种的

总体传入来源吻合[28]，说明美洲植物对清苑区生境的

适应性较强。另外，入侵植物的水平分布格局与植物

特性和当地生境息息相关，生长速度快、扩散能力强

的植物受河流、道路以及人口流动的影响，入侵的可

能性大。虽然小藜的出现频率最高，但经过风险评估

后发现其分值较低，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小蓬草

分布范围最广，危害面积大，应加强对其防治力度。

植物的生理反应和代谢机制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小

蓬草分泌化感物质抑制附近植物的生长[29]。苋属植

物可分泌有化感作用的化合物抑制其他植物发芽和

生长[30]。黄顶菊的根能产生一种分泌物，抑制其他植

物生长[31]。

本研究建立的外来入侵植物评估指标体系综合

考虑了多种因素，包括传入风险、繁殖特征、扩散特

征、已入侵现状、危害和影响以及防治难度。评估指

标的选取参考了宁波市[2]、大连市[22]、厦门市[32]等地的

入侵植物风险评估体系，在评估外来入侵植物繁殖能

力时，综合考虑了外来入侵植物的生物学特征，增设

了能否在自然界建立自我更新和繁殖种群、种子有无

特殊的形态特征（钩刺、冠毛、翅等）、是否有营养生殖

器官等评估指标，弥补了以上评估体系中对外来入侵

植物繁殖能力评估的缺陷。相较于以往对指标进行

主观赋值，该体系增设了对研究区域植物样方数据（频

度、盖度、密度）的评估指标，使其评估结果具备一定的

客观性。各指标通过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造成对判

断矩阵，运用算术平均法计算权重，对层次总排序及其

一致性进行检验，确定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根据权重

计算结果对各指标进行赋值，保证了赋值的科学性。

本研究在野外调查及文献查阅基础上，收集充足

的评价信息，根据传入风险、生物学特征、扩散特征、

已入侵现状、危害和影响、防治难度等信息进行风险

评估。但研究未设置评估信息缺失的处理方法，需要

在今后的研究中对其进行改进。

4 结论

（1）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保定市清苑区共有 33种

外来入侵植物，隶属于13科24属，其中菊科植物种数

最多，有 9种。清苑区大部分入侵植物来自美洲，入

侵植物主要以有意和无意两种方式引入，生活型多为

一年生草本或多年生草本植物。

（2）北店乡为外来入侵植物入侵较严重地区，累

计发现入侵植物22种。在清苑区调查的46个踏查点

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入侵植物是藜科的小黎，频度为

89%。

（3）通过层次分析法对清苑区的入侵植物进行风

险等级划分，结果显示清苑区Ⅰ级入侵物种有 2种，

为黄顶菊和大狼杷草；Ⅱ级入侵物种有 3种，包括反

枝苋、节节麦和小蓬草。保定市清苑区入侵物种数量

不多，风险等级高的入侵植物较少，建议对黄顶菊等

恶性入侵植物加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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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Classification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物种名
Species
黄顶菊

大狼杷草

反枝苋

节节麦

小蓬草

凤眼莲

互花米草

豚草

加拿大一枝黄花

大薸

苘麻

牵牛

曼陀罗

秋英

菊芋

拉丁名
Latin name

Flaveria bidentis（L.）Kuntze
Bidens frondosa L.

Amaranthus retroflexus L.
Aegilops tauschii Coss.

Conyza canadensis（L.）Cronq.
Eichhornia crassipes（Mart.）Solms

Spartina alterniflora Loisel.
Ambrosia artemisiifolia L.
Solidago canadensis L.
Pistia stratiotes L.

Abutilon theophrasti Medik.
Pharbitis nil（L.）Choisy
Datura stramonium L.
Cosmos bipinnatus Cav.
Helianthus tuberosus L.

分值
Score
46.5
45.5
44
42
40
48
45
47
50
48

26.5
30
27

26.5
26.5

表3 外来植物的验证结果

Table 3 Validation results for 15 exotic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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