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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钟藤在海南的危害与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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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国内原产地的金钟藤进行初步调查，发现该种在海南岛分布广泛，并对该岛中部山区的中低海

拔次生林和人工残次林造成严重危害；而在云南、广西等省区虽有分布，但危害较轻。根据对金钟藤生物生

态学特性的分析，结合其在新旧分布地的现状，认为该种为典型的生态危害种，具有很强的潜在入侵能力，对

其防治应以综合防治为主。

关键词" 金钟藤" 海南岛" 危害和防治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 + &&-. + &,

!"#"$% "&’ ()%*%&+,-& -. !"##"$%& ’(%)%&*& ,& /",&"&
()-*,&0%，12,&"

/0 1234536! " " 12536 7836923# " " :;<3 =536# " " 12 >;836?;58! " " :58 @836A23!

（!$ (80B; :;235 C8B532?5A D5EF<3，B;< :;23<G< *?5F<HI 84 (?2<3?<G，D0536J;80，%!&’%&；

#$ K8E<GBEI C0E<50 84 @52353 LE8M23?<）

345+)"0+6 !"##"$%& ’(%)%&*&（D563$ ）M$ N8GBGBE，53 566E<GG2M< O88FI BO23<E B;5B 23M5F<G A8OA53F 48E<GB
;5P2B5BG，2G 5 H<HP<E 84 B;< :83M8AM0A5?<5< ?8HH83AI ?5AA<F Q23J;836B<36（KN:）$ KE8H B;< 23M<GB265B283 23 2BG 8R
E26235A ;5P2B5BG，2B 2G 4803F B;5B B;2G GS<?2<G ;5G F83< G<E280G F5H56< B8 B;< H2FFA< 53F A8OR5AB2B0F< H803B523 G<?R
83F5EI 48E<GB 53F 5EB242?25A G<?83F5EI 48E<GB 23 @52353 TGA53F，P0B A<GG 2HS52EH<3B 23 703353 SE8M23?< 53F D0536U2
SE8M23?<$ C5G<F 83 535AIG2G 83 <?8A862?5A 53F P28A862?5A ?;5E5?B<E2GB2?G 53F <USE<GG2M2B2<G 84 !+ ’(%)%&*& 23 8E26235A
53F ?0EE<3B F2GBE2P0B283 5E<5G 23 :;235，B;2G S5S<E ;5G SE8S8G<F B;5B B;< GS<?2<G 2G 5 BIS2?5A <?8A862?5AR;5J5EF 23M5R
G2M< SA53B，53F ?8HSE<;<3G2M< SE<M<3B2M< H<5G0E<G G;80AF P< S0B 23B8 48E?< 2HH<F25B<AI$

7%8 9-)’56 !"##"$%& ’(%)%&*&，@52353 TGA53F，F5H56< 53F SE<M<3B283

#&&, 年底，广州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在该市东北郊爆发的一种新植物杀手———金钟藤（!"##"$%& ’(%)%,
&*&）对当地森林植被造成极大破坏的情况，它是通过攀援盖幕作用杀死其它植物，形成大面积铺地式的单

优群落，其中在龙眼洞林场最大的一块危害面积约 !, ;H#，其危害程度超过前些年发现的外来入侵植物薇

甘菊（!%-&*%& $%.#&*/0&）；因其对群落入侵为害没有选择性，故有“ 森林杀手”之称，已引起政府及有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R#］，有关科研单位也迅速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工作［.R!&］。

入侵种是指那些出现在其过去或现在的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以外，并对当地的自然或半自然生态

系统造成危害，改变或威胁本地生物多样性的种或种以下分类单元，包括其所有可能存活继而繁殖的部分、

配子或繁殖体［!!］。“外来入侵种”的概念不是仅以国界定义的，有时在一个国家内完全不同的生态系统间也

可能发生外来种入侵，如“四大家鱼”被引入云南、青海、新疆等高海拔地区的水域中，就成了外来种，并可能

成为入侵种［!#］。外来入侵种一般具有生态适应能力强（可以在多种生态系统中生存）；繁殖能力强（通常兼

具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两种方式）；传播能力强等特性［!.］。

有关外来种入侵的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外来种在新栖息地成功入侵的主要原因是失去其天敌的控制，即

“天敌逃避假说”（V3<HI W<A<5G< @IS8B;<G2G）［!,R!)］。因此，防治生物入侵的一种有效手段就是调查该入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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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原产地，了解其在原产地的种群和群落及生态系统状况，着重了解其在原产地的伴生种、天敌（ 包括动

植物和微生物等）状况，通过引入天敌、优化群落结构等手段将有害生物的种群密度控制在危害生态和经济

水平之下，达到生物防治的目的。

我们对金钟藤在国内的原产地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金钟藤在云南（河口）和广西（那坡、防城）等地的

分布较少，危害较轻，但在海南的分布较广，危害也较严重。为此，本文在对金钟藤进行生物生态学特性分析

和其在海南的分布与危害的观察基础上，认为该种具有很强的潜在入侵能力，为典型生态危害种，探讨了对

它的防治策略。

!" 金钟藤的生物生态学特性

金钟藤为旋花科（#$%&$’&(’)*+)+）鱼黄草属（!"##"$%&）多年生木质大型藤本植物，又名多花山猪菜［!,］或

假白薯［!-./0］。叶纸质，阔卵形或近圆形，无论在原产地还是在入侵地，其最大叶片长宽均可达 /1 *2，较植物

志记录大许多。金钟藤生长迅速，据在广州龙眼洞林场调查，其一条侧枝一年可生长 , 3 !0 2，最长可达 !4
2，主茎一年可增粗近 ! *2。

金钟藤原产我国海南、云南、广西等省区，越南、老挝及印度尼西亚也有分布［5］。一般生长于水湿条件

较好的沟谷、溪边、山坡中下部，通过攀援其它植物迅速扩大覆盖范围。其茎节着地可发生不定根，形成匍匐

茎，以利于吸收更多的营养和水分，供应其快速攀援生长。根据 !/ 个 ! 2/ 样方生物量分析，金钟藤以匍匐

茎（带根茎）所占生物量比例最高，平均达 647 859 ，其次为一年生茎和叶，分别为 !-7 159 ，!47 ,!9 ，可见其

生存策略明确，物质与能量大部分贮备于匍匐茎部分［/!］，利于其维持长时间的快速增长。金钟藤群落中的

枯落物占地上部分质量的 /19 以上，表明金钟藤生长代谢旺盛。

金钟藤的最大光合速率出现在中午 !/ : 50，达到 /0 2$’ 2./ ·;.! 左右；光合作用的光饱和点较高，在

! 000 3 ! /00 2$’ 2./·;.!之间，表现出较典型的阳生性植物的特性；金钟藤生长迅速可能与其具有较强且较

稳定的光合能力有关［8］。金钟藤叶片光系统!的光化学效率在 07 , 左右，与一般的植物没有太大差别，但在

中低光强下有较高的光能利用能力，说明其适应于森林低层空间的生长。金钟藤叶片即使在高光强、低温及

中度脱水条件下也保持相当程度的光合电子传递量子效率（07 ! 3 07 5），并且具有较强的非光化学热耗散能

力，表明其有强的适应环境胁迫的能力［//］。

据我们在广州的观察，金钟藤的单花花期一般为 ! <，受温度影响较大。花开放时间与阳光照射有密切

关系，一般在接受阳光照射 50 2=% 后开放，! > 内全开，于夜间闭合。在花开后 ! 3 / > 后开始弯曲裂开，花粉

散出。蜂类和蚁类是金钟藤的主要访花者，可能对其传粉具有重要作用。

/" 金钟藤在海南的分布与危害

王伯逊等［5］认为海南是金钟藤分布中心之一，几乎全岛都有分布，但主要集中分布于中部山区中低海

拔的次生林区域。根据我们对吊罗山、五指山、尖峰岭、霸王岭、鹦哥岭等海南岛中部几座主要山脉的初步调

查，发现金钟藤分布的海拔范围较广，从约 !0 3 ,00 2 范围都有分布，但多在海拔 500 3 100 2 的次生林山区

常见，危害也较严重，危害较大的连片面积可达 !0 >2/ 以上；危害特点与广州的近似，也多以沟谷地最先发

生，尔后逐渐向两面山坡发展，危害后期形成金钟藤单优群落。

海南岛是我国的典型热带北缘地区之一，中低海拔地区原生林为热带雨林和热带季雨林分布区，组成种

类复杂多样而富于热带性，但由于长期受人为干扰和破坏，大部分地区被开垦成橡胶林，槟榔林等，少部分林

分因人为反复干扰而成次生林群落，其组成种类除典型热带种类外，还常见南亚热带及亚热带的种类，或是

人工种植的一些树种林分因缺乏管理而成的残次林，这些群落林相较差，郁闭度一般在 07 6 左右，树高较矮，

冠幅较大，容易受金钟藤危害。

调查发现，受金钟藤危害的植被类型较多，如分布于沟谷地段的白桐、粗毛野桐、对叶榕群落（#$22(%=?@
$A ’(&)*+(), %,-%./$，!&(()0/1 2))3"#%&,/1，4%./1 2%15%-&），鸭脚木、假苹婆、中平树群落（#$22(%=?@ $A 6.2"77("#&
).0)52+((&，60"#./(%& (&,.")(&0&，!&.&#&,8& -",0%./(&0&）等；分布于山坡地的台湾相思人工林（BC?=A=*=)’ A$C+;? $A
9.&.%& .),7/1&），红花天料木次生林（D+*$%<)C@ A$C+;? $A :)$&((%/$ 2&%,&,",1"），枫香次生林（D+*$%<)C@ A$C+;?
$A ;%</%-&$=&# 7)#$)1&,&），马占相思人工林（BC?=A=*=)’ A$C+;? $A 9.&.%& $&,8%/$）、青皮竹人工林（BC?=A=*=)’ A$C.
+;? $A >&$=/1& 0"*0%(%1）等；分布于路边的簕仔树、红背叶、光叶山黄麻群落（#$22(%=?@ $A !%$)1&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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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木麻黄林带（!"#$%$&$’( %)"*+# )% 0’,1’$*%’ &21*,&(*3#4*’），白桐、马樱丹、飞

机草群落（,)--./$#0 )% 04’#564#% *%+*!1.，7’%(’%’ !’.’$’，819’(#$*1. #+#$’(1.）等。

在海南岛与金钟藤伴生的藤本植物也较多，主要的有刺果藤（:1&((%&$*’ ’,9&$’）、月光花（0’4#%6!(*#% ’!;
14&’(1.）、相思子（</$1, 9$&!’(#$*1,）、藤黄檀（=’4/&$>*’ "’%!&*）、山鸡血藤（?*44&((*’ +*&4,*’%’）、野葛藤（@1&$’$;
*’ 4#/’(’）、越南葛藤（@1&$’$*’ .#%(’%’）、广州相思子（</$1, !’%(#%*&%,*,）、天香藤（<4/*A*’ !#$%*!14’(’）、买麻藤

（B%&(1. 4#31&%,&）、红叶藤（C#1$&’ .*%#$）、玉叶金花（?1,,’&%+’ 91/&,!&%,）、龙须藤（:’1"*%*’ !"’.9*#%**）、锡

叶藤（-&($’!&$’ ’,*’(*!’）、粗叶悬钩子（C1/1, ’4!&’&3#4*1,）、紫玉盘（DE’$*’ .*!$#!’$9’）、瓜馥木（F*,,*,(*>.’ #4+;
"’.**）、海金沙（76>#+*1. G’9#%*!1.）、酸藤子（8./&4*’ 4’&(’）、白花酸藤子（8./&4*’ $*/&,）等等。

受金钟藤危害的植物很多，其危害几乎没有选择性，所到之处均被其完全覆盖，但其对宿根性或具地下

茎的植物如芭蕉类（?1,’ +112 ）、桫椤（<4,#9"*4’ ,9*%14#,’）、金毛狗（0*/#(*1. /’$#.&(A）等的危害较轻，由于这

些植物每年可从地下或地表茎发出新枝或新叶，保持植株一定的光合作用能力，从而能抵抗金钟藤的危害。

34 讨论与建议

3! 54 金钟藤是一种生态危害种，具有潜在入侵特性

金钟藤原产于我国的海南、云南、广西等地及越南、印尼等国，对广东而言是否为入侵种还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和更广泛的调查，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广州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害，毁灭了大面积的森林植

被［567］。在上世纪 89 年代初，金钟藤曾对罗浮山风景区的一片次生林造成毁灭性破坏。通过本次调查，发现

它对海南中部山区的中低海拔次生林也造成严重危害，但在广西的防城、那坡，云南的河口则危害不甚严重，

而在河口对面的越南境内的次生林山坡，其危害也较严重，资料还表明，金钟藤在越南被列为入侵种［59，73］。

由此可见，金钟藤无论在原产地，还是在新分布地，都可能造成生态危害，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危害种。

金钟藤的根、茎、叶水抽取物对菜苔（:$’,,*!’ 9’$’!"&%,*,）种子萌发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不同器官水抽

取物的抑制强弱表现为叶 : 茎 : 根），超过相同浓度薇甘菊水抽取物的抑制能力［8］。根据金钟藤的生物生

态学特性分析得出：该种生长迅速，光合速率高，耐受环境胁迫的能力较强，可见其生态适应性较广；该种还

兼具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方式，其花量大，花期长（广州地区花期为 55 月至翌年春，云南河口 ; 月底还采到

花），匍匐茎着地可生根，说明该种繁殖力和传播力也较强，具备入侵种所需的一般特性，因此，它是一种潜

在的入侵种，有必要列入有关地区和国家的检疫名单，以防止其进一步扩散为害。

3! 74 全球气候变暖，有利于低纬度物种向高纬度地区入侵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这为外来种入侵提供了气候条件的支持，有利于具入侵潜力的低纬度物种向高

纬度地区入侵。

原产热带美洲的薇甘菊，入侵至东南亚地区已相当长时间了，但近 79 年入侵到我国的南亚热带地区，并

在短时期内造成严重危害；同样原产热带美洲的飞机草（819’(#$*1. #+#$’(1.），过去只在我国的海南、云南

等热带地区危害，近年来已入侵到珠三角地区的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原产热带美洲的三裂叶蟛蜞菊（H&+&;
4*’ ($*4#/’(’），因其具绿化功能而被我国广大亚热带地区引种，后来失控继而变成野生，形成生态危害［55］。

研究表明，随着温度的升高，金钟藤种子发芽率、发芽指数、活力指数均随之上升；芽和胚根出现不同的

生长趋势，芽生长增加而根生长减少，进一步显示其地上部分受温度影响会加快生长，预示其入侵危害可能

加剧［<］。从金钟藤原产地的气候条件分析，该种应为热带起源的种类，近年来由于气候变暖，它从低纬度向

高纬度南亚热带的广州及其附近地区扩散；从低海拔向海南的高海拔山区扩散，并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危

害。

因此，在全球气候变暖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从防控入侵种危害的角度出发，高纬度地区应特别关注其邻

近低纬度地区的生态危害种。

3! 34 金钟藤的防治措施

一般对入侵种的防治主要有化学防除、人工防除、生境管理、生物防治、综合防治等方法，其中以综合前

; 种方法的综合防治方法最为有效，也最为安全。

对金钟藤的防治，早在上世纪 89 年代中期就开展了相关的研究［7;］，但效果不明显。针对金钟藤为大型

木质藤本的特性，且目前还没有发现有效的生物天敌，因此，我们建议以人工防除和生境管理为主，结合适当

的化学防治方法，实行综合防治。一片金钟藤危害地常只由一棵金钟藤构成，只要找到其主根茎并设法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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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就能有效控制其进一步扩展蔓延。对成片的金钟藤可喷洒内吸性除草剂，如草甘膦、!，"#$ 等［%，!"］。

对清除后的金钟藤危害地应种植速生树种，可考虑用能分泌化学他感物质的桉树等速生树种，桉树生长迅

速，成林快，能有效抑制金钟藤的生长发育，同时它可分泌化学他感物质影响金钟藤生长。

此外，还可从变害为利的角度控制金种藤为害。金钟藤又名“多花山猪菜”，其枝叶应可作饲料加以利

用；利用金钟藤较少昆虫为害的特性，还可能提取有效的抗病虫物质加以利用［!&］，从而有效控制金钟藤为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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