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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城市湿地是生态系统的关键部分，但生物入侵问

题对其构成威胁。本研究探讨城市湿地外来生物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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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湿地保护提供理论支持。城市湿地生物入侵研究始

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针对欧美。自 20 世纪 90 年

代起，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 [1]。国际研究集中于入侵过

程、物种识别和生态影响，而国内研究关注物种多样性

和生态效应。城市化和湿地退化导致环境更易受外来种

入侵 [2–4]。本研究关注城市湿地外来物种入侵现状，包

括物种种类和生境分析。研究将探讨外来物种对湿地生

态的影响，并提出建议，旨在减少入侵影响，促进湿地

保护。研究总结城市湿地主要入侵物种和来源；分析入

侵对生态和社会的危害 [5]；提出湿地生物入侵的管理建

议，为湿地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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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综合文献研究，总结了我国城市湿地外来入侵生物的物种组成、

来源及其危害，系统分析了重要外来生物的入侵扩散机制和防控现状。为相关研究提供基础和参考。目前已知的城

市湿地外来入侵植物超过100种。而外来入侵动物种类约为60种。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对入侵物种的扩散进行监测

和管理、加强场地的封闭监控和限制、以及保护自然物种以提高湿地生物多样性的效率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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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湿地外来生物入侵现状

1. 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组成分析

根据《2020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国已发现

超过 660 种外来入侵物种。在这些物种中，有 71 种已经

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或具有潜在威胁，被列入《中国

外来入侵物种名单》。此外，69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

了外来入侵物种调查，结果发现有 219 种外来入侵物种

已经侵入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科名

Family name

入侵物种数

Number of 

invasive specles

种百分比

Percentage 

of species

葫芦科 Cucurbitaceae 3 2.75%

芸香科 Rutaceae 2 1.83%

石蒜科 Amaryllidaceae 2 1.83%

马齿苋科 Portulacaceae 2 1.83%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2 1.83%

蔷薇科 Rosaceae 2 1.83%

十字花科 Brassicaceae Burnett 1 0.92%

茜草科 Rubiaceae Juss 1 0.92%

廖科 Polygonaceae 1 0.92%

唇形科 Labiatae 1 0.92%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1 0.92%

2. 外来入侵生物生境分析

中国城市湿地，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面临着外来植物入侵的挑战。这一问题与城市化的快速

进程和人类活动的频繁干预密切相关。根据生境类型，城

市湿地可以主要划分为河流湿地、湖泊湿地和人工湿地。

（1）外来入侵植物生境类型分析

研究显示，洞庭湖区有大约 86 种外来入侵物种，其

中菊科、禾本科和览科的物种最为常见。而在城市公园

湿地，由于人为干扰，外来植物入侵情况更为复杂。

（2）外来入侵动物生境类型分析

以黄河流域为例，据统计，该区域的入侵水生动物

种类丰富，其中鱼类的入侵尤为严重，对黄河的生态平

衡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此外，湖泊湿地的外来动物入侵

也对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如福寿螺在浙江省的繁殖和

扩散。

3. 外来入侵生物原产地分析

（1）外来入侵植物原产地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湿地的外来入侵植物主要来自

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和亚洲。其中，北美洲的物种数

量最多，达到 39 种。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的大部分入侵

植物主要来自美洲，这与其地理环境和生态因素等有关。

（2）外来入侵动物原产地分析

我国城市的外来入侵动物主要来自亚洲和北美洲。

随着我国海关管控技术的不断完善，这些外来动物主要

通过与我国接壤的地区进入。

4. 外来入侵生物的管理策略

（1）法律法规

近年来，我国已制定或修改了多项与生物多样性相

关的法律法规。例如，《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已经获

得批准，并将于 2022 年 8 月 1 日开始实施。

（2）管理机制

根据《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我国已建立了跨部

门的防控协调机制。涉及的部门包括农业农村部、自然

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等。

二、城市湿地外来生物入侵危害

城市湿地面临着外来植物入侵的严重威胁。特别是

一年生草本植物，如豚草、意大利苍耳和小蓬草，它们具

有短的生命周期、高的结实率，从而更易于扩散和繁殖。

1. 改变生物多样性结构，降低物种数量

外来入侵物种与本地物种争夺资源，导致生态系统

平衡被打破，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这种生物多样性的丧

失可能导致生态系统服务的降低，从而影响人类的福祉。

2. 干扰和破坏生态系统功能结构

入侵生物不仅改变生物多样性，还会引起土壤生态

系统功能和结构的改变，如土壤微生物数量与土壤有机

碳的稳定性。

3. 威胁人畜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据研究，每年我国因外来生物入侵造成的经济损失

大约为 270 亿美元。这种经济损失不仅仅是生态修复的

费用，还包括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的损失。

三、城市湿地主要外来生物入侵的暴发和扩散性

外来植物的入侵经历了四个关键阶段：引入、定殖、

种群建立和扩散。它们是否能成功入侵，主要取决于三

大因素：1. 外来植物本身的生物特性；2. 与土著种之间

的相互作用；3. 新生境的可侵入性。

1. 外来生物显著的繁殖特性

在城市湿地中，外来生物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性和

生存竞争力。这些生物通常具有较短的生命周期和高效

的繁殖能力，使它们能够在新环境中迅速扩散并建立稳

定种群。

2. 外来生物对异质型环境的适应性

异质性环境是指具有不同生态特征和资源分布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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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来植物，如藿香蓟，能够在种间竞争中展现出较

高的表型可塑性，使其在新环境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3. 外来植物的化感作用

外来植物能够通过释放化感物质来影响其周围的环

境和其他生物。例如，紫茎泽兰和小飞蓬等植物的茎水

浸提液对狗牙根种子的发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4. 入侵地的易受性

由于人类的活动和干预，城市湿地的生态系统变得

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外来物种的侵害。这些湿地的生

物多样性往往较低，为外来物种提供了入侵的机会。外

来物种能够成功入侵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它们能够占据被

入侵群落中的空余生态位。

四、对城市湿地生物入侵的展望

加强城市湿地生物入侵的研究对保护湿地生态环境、

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

不仅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还可创造经济利益，如沼泽

生态旅游。从整体上看，多方合作能更好地采取措施保

护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这需要政府、科研机构、

公众等的共同努力，有效防止生物入侵，保护生态系统

和生物多样性。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积

极的态度，确保城市湿地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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