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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记载了中国及上海新记录外来植物凯氏草属，上海新记录植物戟叶凯氏草、合被苋、白蔹、杜衡、多花水苋菜、山东披碱草、

无瓣蔊菜、圆齿碎米荠、地锦苗、落葵及马松子等1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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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ly exotic genus  Kickxia  Dumort.(Scrophulariaceae) is recorded in Shanghai and China. And 

11 newly recorded species are found in Shanghai, namely,  Kickxia elatine  (L.) Dumort.,  Amaranthus 

polygonoides  L.,  Ampelopsis japonica  (Thunb.) Makino,  Asarum forbesii  Maxim.,  Ammannia multiflora

  Roxb.,  Elymus shandongensis  B. Salomon,  Rorippa dubia  (Pers.) H. Hara,  Cardamine scutata 
Thunb.,  Corydalis sheareri  S. Moore,  Basella alba  L. and  Melochia corchorifolia  L.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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