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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因素对外来入侵种紫茎泽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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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的分布区内设置171块临时样地，研究它的盖度和多度与经

纬度、海拔、坡向、坡度、风向坡等地形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紫茎泽兰入侵最严重地区位于102° E左右，

随着纬度增加入侵能力逐渐下降，但不显著(p>0.05)；紫茎泽兰在中国的分布以云贵高原，尤其是云南高原为
主体，通过云贵高原与原产地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的气候条件对比，推断紫茎泽兰将来在中国的分布区主体还将

局限在云贵高原，但不排除在某些局域气候条件下，形成斑块的可能；该次调查的海拔范围为75 m～2 330 
m，以200 m为一个海拔梯度，多项式回归分析显示：紫茎泽兰的盖度与多度随着海拔升高而增加

（p<0.05），但在2 000 m左右已趋平缓，表明紫茎泽兰适宜生长在海拔2 000 m左右； ANOVA的结果显

示：坡向对紫茎泽兰的入侵影响显著（p<0.05），通过多重比较发现，北坡和南坡的盖度比东坡大

（p<0.05）；北坡的多度比东坡大（p<0.05），说明东坡不易被紫茎泽兰入侵，而北坡和南坡紫茎泽兰的盖度

和多度差异并不显著（p>0.05），说明温度与湿度可能不是造成不同坡向紫茎泽兰入侵差异的主导因素；坡度

对紫茎泽兰入侵的影响并不显著（p>0.05）；风向坡对紫茎泽兰的盖度影响不显著（p>0.05），而对多度的影

响显著（p<0.05），背风坡的多度显著大于侧风坡。 

关键词   紫茎泽兰   入侵种   地形因素    

分类号 

DOI:   

对应的英文版文章:s04191

通讯作者: 
马克平 makp@brim.ac.cn 
作者个人主页: 卢志军 马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