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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抑制薇甘菊 Mikania
 

micrantha 的生长蔓延, 该研究连续 2 年 (2021—2022 年) 采用人工

清除与化学防治相结合的方式, 在中山市三乡镇实施薇甘菊防治。 化学防治使用 24%滴酸·二氯吡或

24%氨氯吡啶酸药剂, 每年在花期前对薇甘菊进行喷药, 连续治理 3 个月, 期间至少喷药 3 次, 不适合喷

药的地点则使用人工清除。 防治工作结束后, 调查其残存率和复发度。 结果表明, 在 74. 35
 

hm2 和 34. 60
 

hm2 的防治任务作业区域中, 薇甘菊残存率均控制在 0. 3%及以下, 复发度控制在 0. 2%及以下, 两次薇

甘菊防治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24%氨氯吡啶酸防治薇甘菊的效果与 24%滴酸·二氯吡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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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hibit
 

the
 

growth
 

and
 

spread
 

of
 

Mikania
 

micrantha,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for
 

two
 

con-
secutive

 

years (2021—2022
 

)
 

to
 

implement
 

the
 

control
 

of
 

M. micrantha
 

in
 

Sanxiang
 

town
 

of
 

Zhongshan
 

city
 

by
 

combining
 

artificial
 

clearance
 

and
 

chemical
 

control. 24%
 

drop
 

acid
 

clopyralid
 

or
 

24%
 

picloram
 

was
 

selected
 

as
 

a
 

chemical
 

control
 

agent
 

to
 

spray
 

M. micrantha
 

before
 

the
 

flowering
 

period
 

of
 

each
 

year
 

and
 

was
 

continuously
 

trea-
ted

 

for
 

three
 

months. At
 

least
 

three
 

times
 

agent
 

spraying
 

was
 

carried
 

out
 

during
 

the
 

period, meanwhile, manual
 

removal
 

was
 

used
 

in
 

areas
 

unsuitable
 

for
 

spraying. Afte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he
 

residual
 

rate
 

and
 

re-
currence

 

rate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idual
 

rate
 

of
 

M. micrantha
 

was
 

controlled
 

below
 

0. 3%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controlled
 

below
 

0. 2%
 

and
 

below
 

in
 

the
 

control
 

area
 

of
 

74. 3
 

hm2
 

and
 

34. 6
 

hm2
 

of
 

the
 

prevention
 

task. The
 

control
 

M. micrantha
 

ha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nd
 

the
 

effect
 

of
 

24%
 

picloram
 

on
 

M. micrantha
 

was
 

equivalent
 

to
 

that
 

of
 

24%
 

drop
 

acid
 

clopyr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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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甘菊 Mikania
 

micrantha, 菊科假泽兰属多年

生藤本植物, 中国首批外来入侵物种之一、 公认的

林业有害植物, 原产于热带美洲地区, 上个世纪 80
年代已入侵中国香港[1] 。 薇甘菊的生长速度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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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能力强, 在其适生地攀援缠绕于乔灌木植物,
重压于其冠层顶部, 阻碍附主植物的光合作用继而

导致附主死亡, 形成单优势群落, 致使森林退化为

灌木丛或草丛, 具有 “碰草覆盖, 遇树攀援” 的危

害特性[2] , 被称为 “植物杀手”、 “生态杀手” 或

“美丽杀手” [3] 。 薇甘菊在气候温和潮湿、 水资源与

森林植被丰富的地方散生蔓延、 复生繁殖, 严重影

响当地林木生长更新和生物多样性的发展, 造成生

态灾害, 其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难以估算,
例如广西、 云南、 海南、 广东等[4-7] 。 防控薇甘菊

的方式主要有人工清除、 化学防控, 较为常用的是

人工清除和化学防控。 其中, 化学防控使用的药剂

多种多样, 目前国内使用最多的是紫薇清 (24%滴

酸·二氯吡) [8-14] 。
高光照强度和高土壤湿度正向影响薇甘菊的

生长速度[15] 。 近年来, 受气候等因素影响, 属亚

热带季风气候的中山市, 光热充足, 雨量充沛,
太阳辐射能量丰富, 为薇甘菊的扩散繁殖提供了

良好的环境条件。 经黄传勇等人实地踏查、 调查

分析发现, 截至 2020 年 10 月份, 中山市已受到较

为严重的薇甘菊入侵, 且扩散趋势未被遏制[16] 。
如不及时采取治理措施, 将加重生态安全问题,
其带来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 因此, 持续观测并

开展薇甘菊防控工作十分必要。
本研究连续两年对中山市三乡镇薇甘菊危害

状况进行调查并开展防治, 化学药剂使用了 24%
滴酸·二氯吡和 24%氨氯吡啶酸, 均收到了良好

的成效, 可为中山市辖所有镇 (街道) 的薇甘菊

防治提供参考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三乡镇隶属于广东省中山市, 位于珠江三角

洲中部、 中山市南部, 毗邻珠海, 地处山区与冲

积平原中间, 山丘环列, 主要地形为洪积扇平原、
台地和丘陵, 全镇海拔最高 473

 

m, 版图总面积

93. 68
 

km2。 三乡镇地处低纬度, 镇中心坐标为

N22°21′, E113°26′, 全境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光热充足, 雨量充沛, 干湿明显, 台风灾害较多。
1. 2　 薇甘菊危害调查

通过罗山姝山、 城桂公路、 金凤路、 小琅环公

园周边、 竹溪路等实地踏查发现, 薇甘菊主要分布

于三乡镇各主要交通干线两侧的绿地: 有的零星攀

爬于路边的绿化隔离带, 有的攀爬于绿地的大树树

干上, 严重影响城市绿化美观, 也有些薇甘菊散生

或连片分布于公路两侧的杂草地、 山体护坡、 林缘、
荒田以及路边隔离铁丝网或围墙上 (图 1)。

注: 左图为 2021 年, 右图为 2022 年。
Note: The

 

left
 

image
 

is
 

2021
 

and
 

the
 

right
 

image
 

is
 

2022.

图 1　 三乡镇薇甘菊危害状况
Fig. 1　 Hazard

 

status
 

map
 

of
 

Mikania
 

micrantha
 

in
 

Sanxiang
 

town

调查时间为 2021 年的 5—6 月 (萌生期) 和

2022 年的 5—6 月 (萌生期)。 采用目测和踏查相结

合的方法, 运用 GPS 定位仪来统计薇甘菊分布面

积, 并记录危害特征。 薇甘菊发生面积=危害面积

(轻度+中度+重度) [17] 。 危害程度由其他植物受薇

甘菊攀援覆盖或植物生长受阻状况决定 (表 1)。 薇

甘菊盖度通过设置标准地调査, 乔木林样方面积为

10
 

m×10
 

m, 灌木林和草灌丛样方面积为 5
 

m×5
 

m,
草丛样方面积为 1

 

m×1
 

m。 每公顷取 1 个样方。

表 1　 薇甘菊危害程度等级

Table
 

1　 The
 

damage
 

degree
 

grade
 

of
 

Mikania
 

micrantha

分类
Class

盖度 / %
 

Coverage
无危害 轻度危害 中度危害 重度危害

薇甘菊 (新发区) 0 ≤5 6~ 20 ≥21
薇甘菊 (旧发区) 0 ≤30 31~ 60 ≥61

1. 3　 防治方法

1. 3. 1　 人工清除　 时间为每年的 8—9 月, 本项人

工清除范围主要是零星分布于路线两侧零星隐生或

攀爬于绿化隔离带内的灌木层内、 绿化灌木球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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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树干上的薇甘菊; 不适宜采用化学喷药的地

方, 如菜园、 苗圃、 果园、 鱼塘及水源地等地,
尤其是木质化程度较低的植物 ( 如香蕉 Musa

 

′Hybrids′) 及古树名木。
在薇甘菊营养生长初期, 夏初至种子成熟前,

连续进行 2 次以上人工清除。 方法: 先清除薇甘菊

地上部分的藤蔓, 使用刀、 枝剪等将上树的薇甘

菊藤蔓在离地面 0. 5
 

m 处割断, 再用铲或锄挖出根

部, 集中销毁或置于阳光下晒干。 完成第 1 次全面

清理后 2 个月内进行复查, 若发现残留或新萌发薇

甘菊植株, 及时安排 2 次或 3 次拔根除治。 清除时

采用人工拔根或喷药处理。
1. 3. 2　 化学防治　 最适宜防治的时期为营养生长

期。 采用 24%滴酸·二氯吡水剂 (商品名为紫薇

清) 和 24%氨氯吡啶酸 (商品名为益霖薇净) 为

药剂, 施药量见表 2。 防治时的施药浓度根据薇甘

菊生长时间、 危害程度等确定, 施药时应根据地

势、 林地状况及薇甘菊生长适当调整。

表 2　 施药量参照

Table
 

2　 Dosage
 

reference

生境类型
Habitat

 

types
特征描述

Feature
 

description

施药量 / (mL·m-2 )
Optimum

 

dosage
24%滴酸·二氯吡水剂 24%氨氯吡啶酸

A 薇甘菊大面积覆盖的草灌丛, 薇甘菊生长约 3
 

a 以上,
盖度大于 50%, 杂草高 50

 

cm 以上的生境
0. 2 125

B 薇甘菊大面积覆盖的草灌丛, 薇甘菊生长约 2
 

a 以下,
盖度小于 50%, 杂草高 50

 

cm 以上的生境
0. 1 100

C 一般草灌丛, 薇甘菊生长约 2
 

a 以下 0. 1 100
D 一般灌木林, 薇甘菊生长约 3

 

a 以上 0. 2 125
E 一般灌木林, 薇甘菊生长约 2

 

a 以下, 盖度 50% 0. 1 100
F 高度在 4

 

m 以上的乔木林, 被薇甘菊覆盖 0. 1 100
G 高度在 4

 

m 以下的乔木林, 被薇甘菊覆盖 0. 2 125
H 湿润或潮湿生境中的薇甘菊 0. 3 150

　 　 10—11 月为薇甘菊普遍开花季[18] , 尽量在 9
月底之前开始防治, 薇甘菊种子成熟前完成; 施

药时还应选择无风或微风无雨的天气, 避免中午

高温时段施药。 治理期间至少喷药 3 次。 2021 年 8
月 26 日开始, 9 月 20 日完成第 1 次全面喷药, 10
月 21 日完成第 2 次补喷, 11 月 21 日完成第 3 次补

喷。 2022 年 10 月 13 日开始, 10 月 20 日完成第 1
次全面喷药, 2022 年 12 月 27 日完成第 2 次补喷

(第 1 次喷药后 60
 

d), 2023 年 1 月以后 (第 2 次

喷药后 30
 

d) 根据前 2 次喷药效果, 对薇甘菊复

生严重区域进行补喷, 2023 年 3 月 3 日完成第 3
次补喷。
1. 4　 残存率和复发度测定

时间为第 1 次施工后 30
 

d 和第 1 次施工后 90
 

d。
统计施药区域内样方薇甘菊盖度。 Rs =C1 / C2 ×

100%[4] , 式中 Rs 为薇甘菊残存率, C1 为施药后

盖度, C2 为施药前盖度。
采用步行测量法, 在施药区域内每步行 20 步,

选取 1 个抽样点, 察看半径 5
 

m 范围内有无薇甘菊

出现。 每施药区域抽样点数不少于 10 个。 Rr =N1 /
N2 ×100%, Rr 为复发度, N1 为施药后出现薇甘菊

的抽样点数, N2 为施药区总抽样点数。

2　 结果与分析

2. 1　 调查结果及防治区域的确定

2021 年防治明细见表 3, 散生或连片分布的薇

甘菊面积 74. 35
 

hm2, 其中, 轻度危害面积 13. 95
 

hm2, 中度危害面积 29. 27
 

hm2, 重度危害面积

0. 30
 

hm2。 2022 年防治明细见表 4, 危害程度均为

重度。
2. 2　 防治成效

2021 年 11 月底和 2022 年 12 月初防治成效见

表 5 与表 6。 从表中得知, 无论是用 24%滴酸·二

氯吡还是 24%氨氯吡啶酸药剂, 防治后各地薇甘

菊残存率均处于 0. 1% ~ 0. 3%之间, 达到薇甘菊残

存率不高于 5% 的标准, 复发度均处在 0. 1% ~
0. 2%之间, 达到乔木林、 灌木林和草灌丛薇甘菊

复发度应低于 5%, 草丛应低于 1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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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1 年三乡镇薇甘菊防治区域及其危害程度

Table
 

3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gion
 

and
 

damage
 

degree
 

of
 

Mikania
 

micrantha
 

in
 

Sanxiang
 

town
 

in
 

2021

分布地点
Distribution

 

location
危害群落

Harmful
 

community
 

危害植物
Harmful

 

plants
分布面积 / hm2

Distribution
 

area
发生程度

Occurrence
 

degree
化学药剂

Chemical
 

agent

罗三妹山 灌木林 金合欢
 

Vachellia
 

farnesiana 9. 82 轻度 24%滴酸·二氯吡

城桂公路 草丛 杂草 0. 20 轻度 24%氨氯吡啶酸

平埔工业区 草灌丛 金合欢 19. 65 中度 24%氨氯吡啶酸

G105 国道两侧 草灌丛 杂草 1. 32 轻度 24%氨氯吡啶酸

G105 国道两侧 草灌丛 杂草 0. 11 轻度 24%氨氯吡啶酸

三鑫学校 草丛 杂草 0. 30 重度 24%氨氯吡啶酸

金凤路 草丛 杂草 0. 30 轻度 24%氨氯吡啶酸

小琅环路 草丛 杂草 0. 30 轻度 24%氨氯吡啶酸

小琅环路 草丛 杂草 0. 46 轻度 24%氨氯吡啶酸

小琅环路 草丛 杂草 0. 09 轻度 24%氨氯吡啶酸

小琅环路 草丛 杂草 0. 32 轻度 24%氨氯吡啶酸

小琅环路 草丛 杂草 0. 48 轻度 24%氨氯吡啶酸

小琅环公园周边 草灌丛 杂草 0. 83 中度 24%氨氯吡啶酸

小琅环公园周边 草灌丛 杂草 0. 18 中度 24%氨氯吡啶酸

小琅环公园周边 草灌丛 杂草 0. 05 中度 24%氨氯吡啶酸

小琅环公园周边 草灌丛 杂草 0. 11 中度 24%氨氯吡啶酸

竹溪路 灌木林 黄皮
 

Clausena
 

lansium 0. 11 零星分布

竹溪路 灌木林 黄皮 0. 07 零星分布

平东石场 草灌丛 火龙果
 

Selenicereus
 

undatus 0. 30 零星分布

白石良种场 草灌丛 金合欢 0. 27 零星分布

石岐鸽场 草丛 杂草 0. 15 零星分布

碧华公园 草丛 杂草 0. 32 轻度 24%氨氯吡啶酸

泉林山庄 草丛 杂草 0. 51 中度 24%氨氯吡啶酸

金凤路 草丛 杂草 0. 03 轻度 24%氨氯吡啶酸

金凤路 草丛 杂草 0. 04 轻度 24%氨氯吡啶酸

八亩隧道 草丛 杂草 37. 94 中度 24%滴酸·二氯吡

G105 国道 草丛 杂草 0. 16 轻度 24%氨氯吡啶酸

合计 74. 35

表 4　 2022 年三乡镇薇甘菊防治区域及其危害程度

Table
 

4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gion
 

and
 

damage
 

degree
 

of
 

Mikania
 

micrantha
 

in
 

Sanxiang
 

town
 

in
 

2022

分布地点
Distribution

 

location
危害群落

Harmful
 

community
危害植物

Harmful
 

plants
分布面积 / hm2

Distribution
 

area
发生程度

Occurrence
 

degree
化学药剂

Chemical
 

agent

小琅环公园 灌木林 金合欢 16. 60 重度 24%滴酸·二氯吡

尖角岭森林公园 灌木林 金合欢 3. 30 重度 24%氨氯吡啶酸

中珠排洪渠及水库周边 草灌丛 杂草 13. 30 重度 24%氨氯吡啶酸

雍陌小学教育路侧 草灌丛 杂草 1. 30 重度 24%滴酸·二氯吡

合计 34. 60

3　 讨论与结论

薇甘菊严重危害着农田、 林地, 对各地区造

成不均等巨额损失[15] 。 截至目前, 薇甘菊入侵广

东约有 40 年的历史, 绝大部分地区深受其害, 珠

三角地区的薇甘菊早已泛滥成灾。 广东阳光充足、
温暖湿润的气候特点更是为薇甘菊生长繁殖提供

了天然的温床。
在充分吸取前人经验的前提下, 本研究采用

人工清除与化学防治结合的方式, 对广东省中山

941黄传勇等: 24%滴酸·二氯吡和 24%氨氯吡啶酸防治薇甘菊成效



市三乡镇的薇甘菊危害进行化学防治, 薇甘菊防

治成效以残存率和复发度为检验标准。 要达到既

防除薇甘菊又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小, 且工作高效,
水剂施药一般采用担架式压力喷雾机进行作业。
施药时应保持喷雾器的喷头上有雾状物, 对不同

群落类型采用不同的施药方法。 对几乎没有其他

植物生长、 薇甘菊大面积分布的区域, 可采用非

定向喷雾法, 对植物茎、 叶均匀喷雾至药液微流

淌; 对覆盖其他植物或与其他植物混合生长的薇

甘菊, 应采用定向喷雾法, 只对薇甘菊的茎、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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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1 年三乡镇薇甘菊防治后残存率和复发度

Table
 

5　 The
 

residual
 

rate
 

and
 

recurrence
 

rate
 

of
 

Mikania
 

micrantha
 

af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Sanxiang
 

town
 

in
 

2021

分布地点
Distribution

 

location
序号

Number
残存率 / %
Residual

 

rate
复发度 / %

Recurrence
 

rate

罗三妹山 1 0. 1 0. 2
罗三妹山 2 0. 2 0. 1
罗三妹山 3 0. 3 0. 1

城桂公路、 小琅环路 4 0. 1 0. 1
平铺工业区 5 0. 1 0. 2
平铺工业区 6 0. 2 0. 1
平铺工业区 7 0. 3 0. 1
平铺工业区 8 0. 1 0. 1
平铺工业区 9 0. 2 0. 2
平铺工业区 10 0. 3 0. 1

平铺工业区、 G105 国道 11 0. 1 0. 1
平 G105 国道两侧、 金凤路、 三鑫学校 12 0. 2 0. 1

小琅环公园周边、 竹溪路、 平东石场、 白石良种场 13 0. 3 0. 1
石岐鸽场、 碧华公园、 金凤路、 泉林山庄 14 0. 1 0. 1

八亩隧道 15 0. 2 0. 2
八亩隧道 16 0. 1 0. 1
八亩隧道 17 0. 3 0. 1
八亩隧道 18 0. 1 0. 1
八亩隧道 19 0. 1 0. 2
八亩隧道 20 0. 2 0. 1
八亩隧道 21 0. 3 0. 1
八亩隧道 22 0. 1 0. 2
八亩隧道 23 0. 2 0. 1
八亩隧道 24 0. 1 0. 1
八亩隧道 25 0. 2 0. 1

表 6　 2022 年三乡镇薇甘菊防治后残存率和复发度

Table
 

6　 The
 

residual
 

rate
 

and
 

recurrence
 

rate
 

of
 

Mikania
 

micrantha
 

af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Sanxiang
 

town
 

in
 

2022

分布地点
Distribution

 

location
序号

Number
残存率 / %
Residual

 

rate
复发度 / %

Recurrence
 

rate

小琅环公园 1 0. 1 0. 2
小琅环公园 2 0. 2 0. 1
小琅环公园 3 0. 3 0. 1
小琅环公园 4 0. 1 0. 1

尖角岭森林公园 5 0. 2 0. 2
中珠排洪渠及水库周边 6 0. 3 0. 1
中珠排洪渠及水库周边 7 0. 1 0. 1
中珠排洪渠及水库周边 8 0. 2 0. 1

雍陌小学教育路侧 9 0. 1 0. 2



均匀喷雾至药液微流淌。 对攀援在乔木或灌木上

的薇甘菊, 宜采用定向喷雾法, 只对攀援树干离

地面 3
 

m 以下的薇甘菊茎、 叶均匀喷雾至药液微

流淌; 对攀上乔木或高大灌木的薇甘菊, 可在地

面上寻找根茎部, 对其均匀喷雾至药液微流淌:
也可对薇甘菊根部土壤均匀喷雾至土壤表面湿润。
在不适宜喷雾的地区, 可采用对薇甘菊根部土壤

撒施药物的方法进行防除。
2021 年和 2022 年的两次人工清除与化学防治

结合的防治措施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防治任务

的 74. 35
 

hm2 和 34. 67
 

hm2 作业区域中, 薇甘菊残

存率均控制在 0. 3%及以下, 复发度控制在 0. 2%
及以下, 防治效果显著。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原

农业部办公厅印发 《第八届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

员会第十八次全体会议纪要》, 评审委员会建议:
“不再受理、 批准含 2, 4-滴丁酯成分农药产品的

田间试验、 登记申请; 不再受理含 2, 4-滴丁酯成

分农药产品的登记续展申请, 停止办理相关产品

登记续展” [19] 。 自 2021 年 1 月 29 日起, 我国全面

停止供应国内的 2, 4-滴丁酯产品生产, 而紫薇清

的主要成分是 2, 4 滴, 虽然紫薇清防治薇甘菊的

效果显著, 按 2 年有效期计算, 2023 年 1 月 28 日

后再也无法使用紫薇清进行防治。 连续两年成功

的案例, 证明紫薇清和益霖薇净对薇甘菊的防治

成效相当, 即使未来市面上缺少紫薇清药剂, 益

霖薇净也可以取而代之, 为珠三角地区甚至广东

省今后对抗薇甘菊危害提供良好借鉴。
薇甘菊防治工作需要长期投入和持续性观测,

化学防治是使用药剂喷杀薇甘菊, 长此以往农田

林地以及生长于此的其他植物也将不可避免地受

到损害。 长远来看, 群落改造不失为一个利于生

态健康的手段。 植树造林本就有利于生态发展,
群落改造是通过种植乔木增加郁闭度, 影响薇甘

菊生境从而达到防治的效果[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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