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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业有害生物中，薇甘菊可以算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曾
被列为世界上最有害的 100 种外来入侵物种之一，同样也是世界
上十大有害的杂草之一，原产于南美洲和中美洲，现已广泛传播
到亚洲热带地区，成为当今世界热带、亚热带地区危害最严重的
杂草之一。大约在 1919 年薇甘菊作为杂草在中国香港出现，1984
年在深圳发现，2008 年来已广泛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被列入
中国首批外来入侵物种，对其进行重点治理。

一、薇甘菊特征及危害
薇甘菊的种子是非常小的，一千粒种子的重量大约在 0.0892g

左右，而且不同种群的薇甘菊其染色体也是有着二倍体和四倍体
的区分，薇甘菊在进行光合作用时，不仅依靠C3（叶片），还能
依靠C4（茎、叶柄、叶脉）等其他非同化器官进行。薇甘菊生长
阶段的初期是非常缓慢的，一个月内的苗高仅有 11cm，但随着
其苗龄的不断增加，其生长速度也会变得越来越快，并且在其茎
节间易长出不定根，当其不定根接触到土壤后则又能形成新的植
株。由于薇甘菊的上述特性，导致其繁殖能力极强，只要找到符
合生存条件的环境，薇甘菊就能进行入侵、定居、扩散和蔓延，
从而影响林地林木的正常生长，严重者还会使其原有的生态系统
消失，形成单优群落，从而造成生态灾难。根据薇甘菊危害限度
地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四级。无危害：薇甘菊不攀附、覆盖其他
植物，在与其他植物竞争中处于劣势。轻度危害：薇甘菊所攀附
和覆盖的植物较少，对其他植物的正常生长不产生明显影响。中
度危害：薇甘菊所攀附的植物较多，其他植物的生长已经受到明
显的影响，其生长状态较差。重度危害：薇甘菊严重覆盖、攀附
其他植物，其他植物的生长情况不容乐观、濒临死亡。

二、林地薇甘菊防治措施
根据林地薇甘菊的实际生长、危害和蔓延情况，在危害施策

原则下，可以分别采取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治以及综合
防治的措施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治理。

（一）物理防治
薇甘菊的物理防治就是采用人工物理机械清除，此种方法适

用于所有薇甘菊危害林种、地类和薇甘菊覆盖类型。但根据薇甘
菊的不同覆盖类型，可以范围以下四种消除方式：对于薇甘菊只
覆盖裸露地类型的，可以对薇甘菊实施斩草除根全面清除，将清
除下的薇甘菊可以进行深埋、暴晒或者是堆沤处理。清理完毕的
林地如果再次复发，则应当采取此种方式重复操作，直至彻底根
除。对于薇甘菊攀附、覆盖灌木类型，既可以采用斩草除根全面
清除的方法，也可以在距离地面 30 ～ 80cm处，将攀附在灌木丛
上薇甘菊的枝茎割断，然后将其剩余的残茎等进行清理，并对其
进行深埋、暴晒或者是堆沤处理。对于薇甘菊攀附在乔木类型，
其物理防治方法与灌木丛类清除方法相同，但其最佳处理时间为
4—6 月（雨季前）和 9—11 月（种子成熟前），在这期间进行处
理效果最佳。在进行人工物理机械清除时，一定要注意清除的时
间必须要在种子成熟前进行清除。其次要注意选择在晴天进行物
理防治工作降低薇甘菊的存活率。最后，一定要对薇甘菊斩草除
根全面清除。以此，才能不断降低薇甘菊复发的概率，为全面根
除薇甘菊奠定基础。

（二）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对于林地薇甘菊的防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只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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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商品林中的用材林、薪炭林以及部分经济林、薇甘菊覆盖裸
露地类型、部分薇甘菊覆盖灌木类型以及薇甘菊覆盖乔木类型。
例如：防除薇甘菊专用药 18%2,4-滴微乳剂

本品为非耕地防除薇甘菊的专用药。由 2,4-滴、双戊烯和表
面活性剂等组成，以速渗内传导代替自然吸收传导，药后 12 小时
内具速效药害，25 ～ 40 天起二次慢性药害使薇甘菊死亡，枝茎
及种子难以萌生。对禾本和不含萜烯类和精油类成分杂草安全，
有灭薇保草，修复生态效果。对阔叶植物如芭蕉、芋类、瓜类等
有严重药害至死.不能作一般除草剂使用，其灭除薇甘菊机理尚未
完全了解，药后的短时间内下小雨有增效作用。用药量及使用方
法：盘绕覆盖 1m以下杂草、矮小丛林植物的施药方法：根据薇
甘菊盘覆杂草的盖率、盖厚，选用 500 ～ 800 倍浓度液，喷枪工
作压力为 3Mpa，喷至全株及根部土壤湿润，即“上翻下扣”施药
法。盘绕乔灌木，覆盖树冠或成树丘状薇甘菊群落的施药方法：
覆盖树木的薇甘菊，一般均为多年生，蔓茎较非耕地的薇甘菊粗
大，配药浓度一般为 500 倍以下浓度。喷药前用刀砍断盘绕上树
的薇甘菊藤茎再喷药于地面蔓茎湿润或土壤灌注法喷药杀根。人
工清除的藤茎可集中一起放入配药桶内浸泡 30 秒处理。

（三）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是指利用薇甘菊的天敌—寄生植物、动物以及微生

物等对薇甘菊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控制，使用生物防治后，在原则
上就不再进行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生物防治不和物理防治、化
学防治那样简单，生物防治既需要考虑对薇甘菊的抑制作用，又
要考虑和林地植物的共存共生，导致其存在一定的难度。不能贸
然引进外来物种进行生物防治，必须事前对其进行严格、科学的
评估，否则将会引发新的物种入侵事件。因此，在进行生物防治
时要边实验边进行，其生物防治规模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四）综合防治
综合防治技术是指在林地薇甘菊防治过程中，合理采用物理

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治手段，因地制宜选择相配套的防治手
段。如：商品林、公益林等可以在采用物理防治的基础上辅以化
学防治，优化防治效果。环境保护林、自然保护区等则可以在采
用物理防治的基础上辅以生物防治，从而对薇甘菊进行有效的防
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出现薇甘菊的林地要进行及时的防治和处

理，避免其快速蔓延带来更大的不良影响。但是想要一次性全面
彻底地清除薇甘菊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在进行防治时，要采取预
防为主、综合治理原则，再清除薇甘菊的同时又要保证林地植物
健康的生长发育，以此对林地生物多样性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
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的质量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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