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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甘菊是世界十大有害杂草之一，同时也是我国首

批外来入侵物种之一，被人们称为“植物杀手”“生态入

侵者”或“绿癌”。薇甘菊的危害主要集中在我国南方

地区，其中以两广地区最为严重。在广西，薇甘菊常常

给当地的农业、林业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带

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由于广西受到薇甘菊入侵的

时间较短，各地对薇甘菊的防治经验非常匮乏，目前尚

未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防治体系，所以一旦发生薇甘菊

的危害，许多地区并不能及时、迅速地采取有效应对措

施，以减弱薇甘菊入侵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为了能

够有效应对薇甘菊带来的威胁，笔者对薇甘菊的危害及

防治展开相关探讨，希望借此能够对各地防治薇甘菊有

所帮助。

一、薇甘菊的简介及其危害现状

（一）薇甘菊简介

薇甘菊属于菊科假泽兰属植物，别名小花蔓泽兰或

小花假泽兰，是多年生草本或灌木状攀援藤本植物，原

产于南美洲和中美洲地区，现已广泛分布在亚洲和大洋

洲的热带及大部分亚热带地区。薇甘菊的叶片通常比较

薄，为绿色或深绿色，单叶对生，呈卵形或近三角形，

叶宽 6 ～ 12cm，叶缘有数个浅波状圆锯齿；茎细长，

多分枝，当年生薇甘菊茎直径约为 2 ～ 8mm，多年生

则稍粗一些，茎上有白色短柔毛或近无毛，常匍匐或攀

援；根多为白色须状，数量多而浅，主要着生在茎节之

上，且每个茎节都能长出大量的不定根，接触土壤后可

形成植株；头状花序小而数量多，含小花 4朵，为白色

管状，5齿裂，有香气，多为顶生或侧生，一般在每年的

10月至翌年 2月开花结实，黑色瘦果，长约 2mm，表面

有粒状突起物。

（二）薇甘菊的危害现状

我国的薇甘菊最早于 1919 年在香港地区出现，后

于 1984 年在内地的深圳地区被发现，进入 21世纪后迅

速蔓延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而广西最早证实有薇甘

菊分布的时间是在 2008 年，在玉林市陆川县铁路沿线

处发现有薇甘菊存在的痕迹。随着近几年的不断普查监

浅谈薇甘菊的危害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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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广西越来越多的地方发现有薇甘菊的存在，特别是

与广东交界的玉林市所管辖的几个县市，薇甘菊的危害

尤为严重，其中以博白县、陆川县、容县、北流市 4个

县（市）的 21个乡（镇、林场）的薇甘菊危害最严重、

最集中，并有进一步向周边地区扩散蔓延的趋势。而薇

甘菊入侵的生境类型主要是林地和农用地，多分布在公

路、铁路沿线、养殖场周边以及河流两岸等人为活动比

较频繁的地方。

博白林场属于广西林业局直属的国有大型林场，位

于广西东南部的博白县境内，全场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光热丰富、雨热同季，十分适合发展林业经济。目

前，国有博白林场总经营面积约为 73万亩，活立木蓄积

量约为 278 万立方米，年产商品材 20万立方米以上；主

要经营树种为桉树、马尾松、杉木、火力楠、香樟等，

是国家速生丰产林培育基地、广西珍贵树种示范基地

等。2019 年国有博白林场资产总额 32亿元，经营收入

5.6 亿元，年利润 7800 万元，整体综合实力位于广西林

业的前列。但是，博白林场同时也是广西区内受薇甘菊

为害比较严重的国有林场之一，2019 年全场薇甘菊发生

面积约为 3.87 万亩，主要分布在兰冲分场、三滩分场、

三育分场、东方分场、五峰分场、马子分场、林果分

场、云飞分场等，对林场内桉树、松树等树种的健康生

长造成重大影响。2020 年全场受薇甘菊危害的面积更是

超过了 4.22 万亩，虽然每年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

防治，并取得了一定的防治效果，但是薇甘菊仍有进一

步扩散蔓延的趋势，想要彻底防治尤为困难。

二、薇甘菊的危害分析

（一）造成薇甘菊广泛为害的原因

1.繁殖能力强。薇甘菊的繁殖能力极强，不仅可以

通过种子进行有性繁殖，还可以通过营养茎进行无性繁

殖，这是造成薇甘菊广泛为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进行

有性繁殖时，薇甘菊的种子数量是非常的大，一般一株

薇甘菊的种子数量就高达数千粒，在每平方米面积的范

围内产生的种子数量至高可达 12万～ 21万粒，且种子

萌发率也高达 83.3% ～ 95.3%。不仅如此，薇甘菊从花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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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盛花期通常仅需 5d左右，开花后可在 5d内完成授粉，

再经过 5～ 7d种子便可成熟，种子成熟后便会广泛散布

开始新一轮的传播。在进行无性繁殖时，薇甘菊各个茎

上的节点都能随时生根，然后伸入土壤中吸收养分，长

成新的植株个体，因此只要外界条件适宜，营养丰富，

薇甘菊的营养茎便可进行旺盛的营养繁殖。

2.生长速度快。薇甘菊在幼苗期的生长相对缓慢，在

1个月内苗高仅为 11cm左右，而且单株薇甘菊的叶面积

也仅在 0.33 平方厘米上下，因此幼苗期的薇甘菊经常会

被人们给忽略掉。但是，随着薇甘菊苗龄的不断增长，

其生长速度也不断加快，尤其是种子苗的生长速度要快

得多，一天一个节就能生长将近 20cm。此外，薇甘菊每

个节的叶腋都能长出 1对新的分枝，而且侧分枝和主枝

一样生命力顽强，生长非常迅速，一般 1个节在一年中

的所有分枝生长出来的所有节总长度将近 1000m，所以

有些学者形象地称其为“一分钟一英里杂草”。

3.传播途径广。由于薇甘菊的种子质量较轻，同时

也比较小，因此其主要是通过自然风力进行传播，或借

助流水、昆虫等进行远距离传播。生长在路边、铁路沿

线、城市公园以及交通比较便利的林地里的薇甘菊，可

借助车辆等交通工具将种子带入其他地区进行传播。此

外，因为人们对薇甘菊的认识不够，防范意识不强，所

以常常会通过人畜携带、农产品运输、园林花卉交流等

形式，不经意间就在生产活动中将薇甘菊的种子带到其

他非疫区去，造成薇甘菊的隐性传播，这些都是薇甘菊

远距离传播的主要途径。

4.适应性极强。不同种群的薇甘菊，其染色体类型也

不同，有的种群为二倍体，而有的种群为四倍体，这是

薇甘菊适应性及生存力极强的内在原因。薇甘菊对土壤

要求比较低，具有很强的耐盐碱、耐旱能力，因此薇甘

菊与本土物种相比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形态可塑性；同

时由于薇甘菊的茎具有较强的光合补偿能力，所以对比

伴生物种具有更高的净光合速率，能够长期稳定地生长

在林缘、路边、旱地、污水沟旁以及湿地边缘等地方。

只要条件适宜，薇甘菊就能进行入侵、定居、扩散和蔓

延，形成一个单优群落。

（二）薇甘菊主要的为害对象分析

1.对林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薇甘菊具有生长速度

快的特点，同时又具有极强的攀援能力，因此能够迅速

攀援至乔灌木身上并形成一层厚厚的覆盖层，将乔灌木

团团包围，使乔灌木无法进行正常的呼吸与光合作用，

导致树体长势较差、停止生长与繁殖，严重时甚至造成

成片树木枯萎死亡。在广西薇甘菊危害较严重的是桉树

林、松杉树林等，且发生危害的林地以成片居多，每年

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其进行防治，严重影响林地

的整体经营状况，对林业健康发展造成严重的威胁。

2.对农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薇甘菊不仅会危害乔

灌木的正常生长，同时还会对一些低矮植物和经济作物

造成严重危害。薇甘菊与大多数的农作物都会产生激烈

的竞争关系，不断降低土壤中的有效肥力，造成农作物

减产。不仅如此，薇甘菊还能通过根须分泌一些有机化

合物来影响土壤，起到抑制农作物种子萌发和生长的作

用，即所谓的化感作用。目前，广西地区遭受薇甘菊危

害的主要经济作物有水稻、玉米、甘蔗、木薯、龙眼、

荔枝、橘子、香蕉以及人工草场等，主要是因为这些经

济作物种植区受人为干扰比较严重，且水肥条件比较

好，很容易遭到附近薇甘菊的入侵，并快速形成群落

优势。

3.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薇甘菊不同于一般的

植物，其茎秆和叶片一样具有较强的光合作用能力，同

时薇甘菊还可以通过分泌化感物质来抑制周围植物的正

常生长。不管是林地还是农用地，快速生长的薇甘菊都

能在短时间内直接覆盖在其他植物身上，快速抢占原生

境，不断改变原有的群落关系或生态系统结构，形成自

身的优势群落。从而，导致原有的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

退化，降低原有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的经济、社会和生

态效益。因此，一旦薇甘菊大面积分布，必将会造成严

重的生态破坏和生物污染，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是极其不利的。

三、薇甘菊的防治时机及方法

（一）防治时机

抓住薇甘菊最佳的防治时机进行防治，能有效提高

防治工作质量与效率以及防治效果。第一，薇甘菊通常

在越冬后的 3月左右开始萌生，当薇甘菊幼苗零星出现

时，就要及时进行防治，做到防早、防了，起到事半功

倍的防治效果。第二，在薇甘菊进入花期之前，最迟在

薇甘菊种子成熟之前完成防治工作，以减少薇甘菊通过

种子进行传播蔓延，避免防治效果大打折扣。第三，在

一些需要萌芽更新的林地，比如桉树林，可以在桉树采

伐前对薇甘菊进行防治，并对采伐迹地进行清理，条件

允许时还可以进行炼山处理，不断减少薇甘菊种源保存

量甚至是彻底灭绝薇甘菊，以免桉树伐桩难以萌芽，影

响后期萌芽造林质量。

（二）防治方法

对于已经发生或者接近薇甘菊灾情危害的地方，应

结合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合理使用不同方法进行综合防

治。薇甘菊进行防治的过程中，依据实际情况合理采用

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等手段，因地制宜地进

行防治。例如，在商品林、公益林等林业资源项目中，

可以在优先考虑采用物理防治的基础上再辅以化学防

治，不断优化薇甘菊的防治效果；而在环境保护林、自

然保护区等生态区位，则可以优先考虑采用物理防治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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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以生物防治，从而实现对薇甘菊有效、绿色、环保的

防治效果。

1.物理防治。首先在发生薇甘菊严重入侵的次生林、

人工林等林缘周围，种植一圈血桐、阴香、幌伞枫等对

薇甘菊抵抗能力较强的树种，形成一圈自然生态保护

圈，使薇甘菊得以持续控制，不易蔓延到其他非疫区。

其次在人工林靠近公路旁、水源、农用地或光照较强的

地方，适当增大林木种植密度，并及时做好除草、松

土、施肥等管理工作，使林木尽早郁闭成林，破坏薇甘

菊入侵的定居条件。最后对已经发生小面积薇甘菊危害

的地区，则可以采取人工防除的方法进行防治，一是直

接铲除匍匐发生的薇甘菊幼苗，阻止其长大后形成危害；

二是割断缠绕植株向上攀爬的薇甘菊，并将其根部进行

挖除，夯实土壤，防止其再生，同时将薇甘菊根系、茎

条等作焚烧、深埋或堆沤处理，确保其无再生可能。

2.生物防治。生物防治主要是利用各种薇甘菊天敌

相生相克的关系来对其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包括寄

生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等。在进行薇甘菊的生物防治

时，原则上不能再进行化学防治，以免对天敌造成不良

影响。同时，生物防治还要考虑到天敌与当地其他植物

共同生存，事先必须进行严格、科学的评估，不能贸然

引进天敌进行生物防治，否则有可能会造成新的物种入

侵事件。目前，田野菟丝子及紫红短须螨是用来防治薇

甘菊最常见的两种生物，其中田野菟丝子能够寄生并致

死薇甘菊，同时又不会对其他植物造成伤害；紫红短须

螨可使薇甘菊的藤叶成片黄化卷曲，使其逐渐枯萎死亡。

3.化学防治。化学防治是薇甘菊最有效的防治手段，

具有成本低廉、操作简单、见效快等优势。但是在使用

化学防治方法防治薇甘菊时，要优先考虑使用低毒、低

残留、高效的化学农药，禁止使用剧毒农药，同时不对

水源区及自然保护区使用化学防治的方法。目前，我国

防治薇甘菊最为安全、有效的药剂为“灭薇净”，它是一

种以植物源为主要原材料的防除薇甘菊专用药，具有安

全性、专一性、速效持久性、使用方法多样性的特点，

防效在 95%以上，现已在我国多省广泛应用。此外，“草

甘磷”“紫薇清”等化学药剂也常用于薇甘菊的防治，在

实际使用过程中应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进行使用，尽量

减少其负面影响。

四、薇甘菊的防治对策及建议

对于薇甘菊的防治，必须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

合”的方针进行，建立起一套完善、可靠的防治体系。

一是做好薇甘菊防控宣传工作，减少因为缺乏认知而造

成薇甘菊大面积人为传播的情况发生。二是继续抓好预

警与监测工作，提前对有可能发生的薇甘菊危害情况制

定相应的应急措施，在其未形成蔓延危害趋势之前彻底

清除掉。三是强化检疫执法及监管力度，严格控制其传

播途径。四是加强基层防治技术的指导，全面提升相关

技术人员与广大人民群众对薇甘菊的防治技术水平，以

提高防治工作质量与效率。五是加大防治物资与人员的

投入，确保各地薇甘菊防治工作所需的人力、物力充

足，保证整个防治工作顺利进行，不断提高防治成效。

但是因为薇甘菊具有反复发生的特点，很难一次性防治

彻底，因此在实际防治过程中应当进行多次防治，避免

出现漏防的情况。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薇甘菊具有难灭杀、易复发、根除防治

难度大的特点，现已对广西多地林业、农业发展以及生

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危害。在防治薇甘菊的过程中，只有

将多种防治方法进行结合，才能达到更加理想的防治效

果，从而减弱薇甘菊入侵带来的各种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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