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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钟藤的防治，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开展了相关的研究［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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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D 等［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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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从而有效控制金钟藤为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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