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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盾草（!"#$%#" &"’$()*)"*"）是原产南、北美洲的水生植物，近年来在野外调查中发现它在中 国 已 经 成 为 归

化植物。通过华东、华南和华中地区的实地考察，调查点共 $## 多个，覆盖我国东南沿海及华中 &# 省（ 市、区）’# 多

个县（ 市）。结果发现有水盾草分布的点 () 个。目前水盾草在中国分布于 浙 江 北 部 的 杭 嘉 湖 平 原 和 宁 绍 平 原、江

苏南部的太湖流域及上海西部的淀山湖附近的河网地带。从地理纬度上看，自 "*+$$,)-.（ 建德梅城）至 $&+$/,"-.

（ 常熟昆承湖）；主要的水域类型为一些水流缓慢、水位稳定的小河道和中小型湖泊。在 水 盾 草 所 处 的 沉 水 植 物 群

落中，共调查到大型沉水植物 ’ 科 &’ 属 "& 种，常见种为苦草（+"((),*-’)" *"."*,）、金鱼藻（!-’".$/01((2% 3-%-’,2%）、

黑藻（413’)((" 5-’.)&)(("."）、菹草（6$."%$7-.$* &’),/2,），这些也是浙北、苏南地区水域 主 要 的 水 生 植 物。根 据 水 盾 草

与各个种的种间相遇百分率来看，金鱼藻最高，为 /&0 $$1 ，其次为苦草、黑藻和菹草，分别为 2/0 #/1 、$(0 /(1 、$/0

(21 。可见相对其他水生植物群落而言，由这些种所组成的水生植物群落更易为水盾草所侵入。从各个分布点水

盾草所处状态来看，有些点的水盾草已成为群落的 优 势 种，有 的 刚 刚 定 居，还 有 的 则 仍 处 于 零 星 漂 浮 状 态，这 也 表

明水盾草在我国仍在进一步扩散之中。根据水盾草种子无成熟的胚及植株对脱水的敏感性，推测中国的水盾草最

初可能是作为水族馆观赏水草引进而逸生的。从原产地水盾草分布纬度范围、适生环境、气候条件，结合其在我国

的分布特点分析，水盾草在我国尚有很大的 扩 散 空 间，为 了 避 免 类 似 凤 眼 莲（ 8)&00$’*)" &’",,)/-,）那 样 的 事 件 在 中

国重演，必须引起有关部门及科技人员对水盾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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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盾草（/1;#5;1 ,1’#2"-"1-1）（ 莼菜科）是原产

美 国 至 巴 西 等 地 的 多 年 生 水 生 植 物（ G+7=&)，

$HH"），由于 具 有 精 细 雅 致 的 沉 水 叶 而 常 被 作 为 水

族馆植物引种至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东南亚、南

亚 等 地，并 早 已 在 日 本 和 澳 大 利 亚 成 为 归 化 种

（G+==+;>)&，$H3$；I+(-A= J K+%:)>’-，$HL6；G+(E&?
J M8+’A’:(E，$HHN ）。 我 国 最 早 的 水 盾 草 标 本 是

$HH3 年在浙江省宁波市郊莫枝镇（ 现东 钱 湖 镇）东

钱湖大 坝 下 的 河 流 中 采 到 的 营 养 体 标 本，但 直 至

$HHL 年采到具花标本后才作为新记录予以报道（ 丁

炳扬，$HHH，!555；万志刚等，$HHH；李宏庆，钱士心，

!55$）。

水盾草在我国现处于侵入的早期阶段，因入侵

时间较短，目前对我国水生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不太明显，但它在其他

不少国家的危害已经十分严重。在原产地美国，除

了佛罗里达 州 等 几 个 东 南 部 的 州 将 它 作 为 土 著 种

外，其他包 括 东 北 部 各 州 均 作 为 外 来 种 进 行 防 治。

佛罗里达州 已 将 水 盾 草 列 入 $H 种 禁 止 被 运 送、引

入、培养、采集和出售的物种之一。它已导致很多州

的航道和灌溉渠道堵塞，水库和池塘水面上升引起

水渗漏而使贮水量减少，湖泊和水库的景致遭受破

坏，以 及 水 体 二 次 污 染 等（ O’+(:+，$H66；M+)7&’=，
$HNH；O:AA-)= &) 12< ，$HH"）。在 巴 拿 马，水 盾 草 有

堵塞巴拿马运河的趋势（P&+’)&，$H66）。在 澳 大 利

亚，水盾草有大规模取代本土水生植物的趋势，并已

改变本土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种类组成（G+(E&? J
M8+’A’:(E，$HHN）。

因此，在水盾草对我国大范围侵扰和造成严重

危害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它的侵入途径、分布特点和

适生环境、定居与扩散机制及其生态效应等进行研

究，为生物入侵的深入研究和外来种的有效管理提

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以避免类似凤眼莲的严重

危害在中国重演。

本文将报道水盾草在我国的分布范围和特点，

并探讨其入侵途径。

)* 研究方法

)+ )* 调查区域概况

考虑到我国对外交流以东南沿海最为频繁，而

且水盾草最早发现的逸生点在浙江宁波，所以我们

以宁波 为 起 点，向 北 至 江 苏，向 南 到 福 建、广 东、广

西，向西达湖南、湖北，进行水盾草的分布现状调查。

调查点共 355 多个，涉及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江

西、福建、广东、广 西、湖 南、湖 北 等 $5 个 省（ 市、自

治区）的 L5 多个县（ 市）（ 图 $）。水系流域有淮河、

图 )* 水盾草调查点分布图

Q:,2 $ # R:=*’:A>*:-) -. :)@&=*:,+*:-) =%-*= .-’ /1;#5;1 ,1’#2"-"4
1-1 :) B9:)+
" 调查点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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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水盾草在中国的分布现状

%&’( " $ )&*+,&-.+&/0 /1 !"#$%#" &"’$(
)*+*"+" &0 23&04
# 有 水 盾 草 分 布 的 点 5067*+&’4+&/0 *8/+*
9&+3 !"#$%#" &"’$)*+*"+"，$ 无 水 盾 草 分

布的点 5067*+&’4+&/0 *8/+* 9&+3/.+ !"#$%#"
&"’$)*+*"+"

长江、黄浦江、钱塘江、曹娥江、甬江、椒江、瓯江、闽

江、晋江、九龙江、韩江、珠江、南流江等。纬度最南

到广西北海 ":;"<=>?@，最北到江苏淮安 !!;!!=#?@，

均处于与原产地水盾草自然分布区相应的纬度范围

之内。

#$ !" 调查方法

主要采用实地踏查的方法。每到一个县（ 市），

根据当地的地形及河流的分布，确定 " A ! 条调查路

线，在每条 调 查 路 线 选 择 不 同 水 域 类 型 进 行 调 查。

涉及水域类型包括大江、中小河、湖泊、池塘、运河、

水渠和溪流等 > 个类型。调查的同时记录下水体类

型、水质状况、共存植物种类，目测每种植物的多度

等。

!" 结果与分析

!$ #" 水盾草在中国的分布现状

水盾草属 全 世 界 共 有 # 种（!,’44,B，:<<:），我

国市场上 作 水 族 箱 观 赏 植 物 出 售 的 有 水 盾 草（ !"(
#$%#" &"’$)*+*"+"，市 场 上 称 绿 菊 花 草）、美 丽 水 盾

草（!, &"’$)*+*"+" 64,( -.)&/0’’*+"）和 红 菊 花 草（ !,
1.’&"2"）! 种，但仅有水盾草已归化。目前有水盾草

分布的点为 C> 个，隶属 ! 省（ 市）"D 个县（ 市）。其

分布区域包括江苏太湖流域、上海淀山湖附近、浙江

杭嘉湖平原 和 宁 绍 平 原、浙 江 建 德 新 安 江（ 梅 城 镇

附近）。在纬度上，分布范围自建德梅 城 镇（"<;!!=

>?@）至江 苏 常 熟 的 昆 承 湖（!:;!#="?@）（ 见 图 "）。

分布区的海拔高度除浙江省建德市梅城镇较高约达

"# E 外，均在 :F E 以下。

!$ !" 水盾草分布的水域类型

水盾草分布的水域类型主要是平原水网的小河

流和小型湖 泊，这 些 水 域 水 位 较 稳 定，水 流 速 度 缓

慢，水深不超过 ! E，水盾草常成片或成丛生长成为

优势种，如余杭五常乡、奉化方桥镇、吴江庙港镇、阳

澄湖镇等的小河以及绍兴东湖和嘉兴南湖等中小湖

泊。在大型湖泊和江河一般只有零星生长或局部成

丛，如太湖中无论是吴县太湖乡还是吴江庙港镇两

个点均只在湖边浅水处有少量水盾草零散生长；淀

山湖的主湖区中有成片的马来眼子菜（3$2"%$402$+
%")"*+.5）、苦 草（ 6"))*5+0’*" +"2"+5 ）和 菹 草（ 3$2"(
%$402$+ &’*5-.5）生 长，仅 在 湖 周 围 的 湖 叉 和 小 河 中

有少量水盾草生长；建德梅城是新安江和兰江的汇

合处，处于富春江水库的尾部，水深稳定，流速较缓，

水盾草已有较多生长，局部成丛成为优势种之一。

!$ %" 群落中共存的其他水生植物

水盾草所处群落的其他水生植物有 ": 种，隶属

于 G 科 :G 属，大多为常见水生植物，如属于沉水植

物的金 鱼 藻（ !0’"2$-/7)).% 80%0’5.%）、苦 草、黑 藻

（978’*))" :0’2*&*))"2"）、菹草、穗花 狐 尾 藻（ ;7’*$-/7)(
).% 5-*&"2.%）、马来眼子菜；属于漂浮植物的凤眼莲

（<*&//$’+*" &’"55*-05）、紫萍（=-*’$80)" -$)7’’/*>"）、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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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莲子 草（ ./)&’-0-)1&’0 21"/#3&’#"$&(）、浮 萍（ 4&5-0
5"-#’）等。这些 植 物 在 多 数 分 布 点 都 可 发 现，往 往

成为优势种或共优种。此外，属于漂浮植物的水鳖

（6*$’#,10’"( $78"0）、黄 花 水 龙（ 47$9":"0 2&2/#"$&(
%%&; ()"27/0,&0）和 属 于 浮 叶 根 生 植 物 的 野 菱（ <’020
"-,"(0）、荇菜（=*521#"$&( 2&/)0)75）等也较常见。密

齿 苦 草（ >0//"(-&’"0 $&-(&(&’’7/0)0）、水 车 前（ ?))&/"0
0/"(5#"$&(）、小 叶 眼 子 菜（ @#)05#:&)#- ,’"()0)7(）、小

茨藻（=0A0( 5"-#’）、茨 藻（=; 50’"-0）、蓖 齿 眼 子 菜

（@; 2&,)"-0)7(）、黄 花 狸 藻（B)’",7/0’"0 07’&0）、水 蓑

衣一种（6*$’#21"/0 %&’ ）、金 银 莲 花（=*521#"$&( "-C
$",0）、芡（D7’*0/& E&’#3）等仅出现于个别分布点中。

群落中与水盾草共存的沉水植物的种类和数目各分

布点有很大差别，一般 ( ) * 种，少的仅 $ ) ! 种，甚

至 $ 种也没有而成为水盾草的单纯群落；多的则可

达 $+ 种以上，如湖州道场乡、吴县太湖乡等分布点。

总体上，水盾草所处群落的共存种类与澳大利

亚（,-./0%1- 2 3400456，$778）相比较有共有属 " 个，

共 有 种 8 个；但 与 美 国 东 部（ 9:;-/<./0 2 =/5/0，
$7>!）相比较，则仅有共有属 ( 个，共有种 ! 个。

!" #$ 水盾草容易入侵的群落类型

种间 相 遇 百 分 率 @F（ &/0:/-54?/ 1@ :1A4&&/40A
4-:/）是表示各种间关联程度最常用的一 个 相 关 性

指标（B<:;1C% 2 DE:;4-，$77F）。其计算方法为 @F
G 0 H（0 I 8 I ,），式 中 0 表 示 两 个 种 均 出 现 的 样 点

数，8、, 分 别 表 示 只 有 种 $ 或 种 ! 出 现 的 样 点 数。

@F 值越高，说明两个种共同出现在一群落中的机会

越大。现将浙 江 北 部、江 苏 南 部 和 上 海 地 区 共 $(+
个调查点（ 其 中 "F 个 点 有 水 盾 草）中 生 长 的 $F 种

沉水植物，用 @F 值 表 示 其 关 联 程 度（ 见 表 $）。结

果表明，水盾草与金鱼藻的种间相遇百分率最高，其

次是苦草、黑藻、菹草，说明水盾草最有可能侵入以

这些植物为优势种的群落；而水盾草与石龙尾（ 4"5C
-#21"/0 (&(("/"E/#’0）、微齿眼子菜（@; 500,J"0-7(）、小

眼子菜（@; 27("//7(）等的种间相遇百分率为零。

!" %$ 水盾草入侵的不同阶段

从 "F 个调查点的水盾草生长状况看，有的仅为

少量漂浮的断枝（ 如浙江杭州蒋村乡、江苏太浦河、

浙江绍兴新三江闸），呈刚刚入侵的态势；有的则已

经定居，如浙江杭州留下镇、浙江绍兴湖塘镇、江苏

吴县光福，呈 现 零 散 生 长；有 的 局 部 成 丛 但 不 成 片

（ 如 浙 江 绍 兴 仁 让 堰、浙 江 绍 兴 皋 埠、浙 江 建 德 梅

城），有进一 步 扩 散 的 可 能；而 有 的 如 江 苏 太 湖 乡、

浙江绍兴陶堰，已在适宜的水深范围内成片生长连

绵数十米，其在群落中也处于绝对优势。这些都表

明水盾草入侵的不同阶段———侵入、定居、扩散和危

害等在这一地区均存在。江苏吴县光福镇的一条小

河，!++$ 年 " 月 调 查 时 还 是 零 散 生 长，处 于 刚 定 居

阶段，而同年 7 月再次调查时已经成为局部成丛生

长了，可见水盾草扩散速度是非常快的。水盾草在

各分布点的生长情况见附录。

表 &$ 水盾草与其他沉水植物的种间相遇百分率
G4HC/ $ # I/0:/-54?/ 1@ :1A4&&/404-:/ H/5J//- F08#580 ,0’#C
/"-"0-0 4-. 15;/0 4KE45<: &C4-5%

物种

9&/:</%
种间相遇百分率（L ）# #

I/0:/-54?/ 1@ :1A4&&/404-:/（L ）# #

金鱼藻 F&’0)#21*//75 $&5&’(75 *$ ; ((
苦草 >0//"(-&’"0 -0)0-( 8* ; +*
黑藻 6*$’"//0 %&’)","//0)0 (" ; *"
菹草 @#)05#:&)#- ,’"(27( (* ; "8
穗花狐尾藻 K*’"#21*//75 (2",0)75 !$ ; (*
马来眼子菜 @#)05#:&)#- 50/0"0-7( $! ; +*
密齿苦草 >0//"(-&’"0 $&-(&(&’’7/0)0 * ; ((
水车前 ?))&/"0 0/"(5#"$&( 8 ; ++
小叶眼子菜 @#)05#:&)#- ,’"()0)7( ( ; >*
小茨藻 =0A0( 5"-#’ ! ; "F
茨藻 =; 50’"-0 $ ; ((
水蓑衣 6*$’#21"/0 %&’ $’ ((
蓖齿眼子菜 @#)05#:&)#- 2&,)"-0)7( $ ; !F
微齿眼子菜 @; 500,J"0-7( + ; ++
小眼子菜 @; 27("//7( + ; ++
黄花狸藻 B)’",7/0’"0 07’&0 + ; ++
石龙尾 4"5-#21"/0 (&(("/"E/#’0 +’ ++

!" ’$ 水盾草的入侵途径

对于水盾草是如何传入我国的，李宏庆（!++$）

认为是通过水生候鸟携带其种子从日本传入。可是

据我们 ( 年的观察，水盾草虽然每年都能开花，花期

F ) $$ 月，但从未见到过成熟的果实和种子，它主要

通过断枝繁殖，因此通过水鸟携带种子传入的可能

性可以排除。即使在其原产地美国，有性生殖也几

乎可以忽略，因为没有发现过幼苗、萌发的种子或带

成熟胚的种子（M4:N/6 2 9J40H0<:N $77F；O</P/0 2
QC-<:N<，$7">）。解剖实验也证明水盾草种子没有发

育完全的胚（9:;-/<./0 2 =/5/0，$7>!）。另外水盾草

的生长 与 扩 散 主 要 依 靠 断 枝 进 行（ 94-./0，$7F7；

R4-C1-，$77+），故以植株引入的可能性最大。但是

水盾草植株 对 脱 水 非 常 敏 感（M4:N/6 2 9J40H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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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由此可以排除水盾

草随农产品或货物的进口而带入，也不可能由飞机、

火车和汽 车 等 交 通 工 具 带 入。 因 水 盾 草 是 淡 水 植

物，更不可能随海流越洋传入。有些水生植物可随

运输船的压舱水而传入，但果真如此，水盾草应该以

靠近沿海的港口和江河的河口为最先定居地，但我

们调查并未在这些地点发现。如在宁波，水盾草仅

见于甬江中游的鄞县、奉化、余姚，而下游的宁波市

区未 见，黄 浦 江、钱 塘 江 水 系 的 情 况 也 一 样。最 近

%2 多年在我国杭州、绍兴、宁波等地的花鸟市场，水

盾草被作为水族箱观赏水草出售，因此水盾草最有

可能是通过作为水族箱植物引进而逸生的。我们调

查发现水盾草主要分布在城镇和村边的水域便是最

好的佐证。

!" 结 " 语

水盾草是原产美洲的水生植物，经调查发现目

前在中国分 布 于 浙 江 北 部 的 杭 嘉 湖 平 原 和 宁 绍 平

原、江苏南部的太湖流域和上海淀山湖附近的河网

地带；分布的水体类型是小河流及中小型湖泊。根

据其目前分布状况及植株对脱水敏感的特征，水盾

草最初可能是作为水族箱观赏水草引入我国后逸生

的。水盾草生长的 群 落 内 沉 水 植 物 一 般 ! 3 1 种 ，

多的则可达 %2 余种，从种间相遇百分率来看，金鱼

藻最 高（1%4 !!5 ），其 次 是 苦 草（ 614 215 ）、菹 草

（!74 175 ）和黑藻（!14 765 ），表明有这些植物生长

的群落容易为水盾草所侵扰，同时也预示以这些植

物为优势种 或 共 优 种 的 地 区 相 对 水 盾 草 的 易 侵 入

性。从各个分布点来看，分别处于水盾草入侵的不

同阶段，有的已成为群落的优势种并已对生态系统

产生影响，有的局部成丛生长正处于扩散阶段，有的

星散生长处于刚刚定居阶段，还有的则可见漂流的

断枝尚处于入侵阶段，可见水盾草在我国尚在进一

步扩散之中。从水盾草整个分布区的纬度来看，在

北美洲分布于自美 国 东 南 部 的 佛 罗 里 达（"#89）至

加拿大南部（6#89），从 沿 海 深 入 至 内 陆 %122 多 公

里的堪萨斯州，在南美洲则见于南纬 "28 3 !18的阿

根廷东北部、巴 拉 圭、乌 拉 圭 和 巴 西 南 部（!0+((0.，

%&&%），而 在 我 国 目 前 仅 分 布 于 北 纬 "&8 !!: #; 3
!%8!1:";的江浙 地 区，可 见 在 我 国 水 盾 草 还 有 很 大

的扩散空间。因此，对于入侵种水盾草，我们必须加

以重视，以避免类似凤眼莲（!"#$$%&’"( #&())"*+)）事

件的重演。

致谢 $ 参加野外调查的还有周宏、沈海铭、方洁、沈

脂红、唐柳娅、盛文龙等，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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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水盾草在中国的分布及生境状况

分布地点 调查时间
水盾草生长状况

与入侵阶段
伴生的沉水植物 水体类型

浙江杭州古荡 4";DG;!G 零 散 生 长（ 定

居）
0&’1)#<6*4493 $&3&’(93%，:*$’"441 %&’)","441)1%，8#)13#C&)#- ,’"(<9( 小河

浙 江 杭 州 三 墩

东蒋桥
DD @$D @!U 优势种（ 危害） 0&’1)#<6*4493 $&3&’(93，5*’"#<6*4493 (<",1)93 小河

浙 江 余 杭 五 常

邱桥
DD @$D @!U 优势种（ 危害）

D144"(-&’"1 -1)1-(%， 0&’1)#<6*4493 $&3&’(93， 5*’"#<6*4493 (<",1)93，

:*$’#<6"41 A6+
小河

浙 江 建 德 梅 城

码头
DD @$$ @!4 成丛 生 长，局 部

优势（ 扩散）
D144"(-&’"1 -1)1-(%，0&’1)#<6*4493 $&3&’(93，:*$’"441 %&’)","441)1 河流

浙 江 建 德 大 洋

镇
DD @$! @D4 成 丛 生 长（ 扩

散）
0&’1)#<6*4493 $&3&’(93%，D144"(-&’"1 -1)1-(%，5*’"#<6*4493 (<",1)93 河流

浙 江 建 德 将 军

岩
D! @D^ @$" 零 散 生 长（ 扩

散）
5*’"#<6*4493 (<",1)93%，D144"(-&’"1 -1)1-(，0&’1)#<6*4493 $&3&’(93 河流

浙 江 萧 山 城 厢

镇裘江
DD @D^ @D4 零星 漂 浮，局 部

成丛（ 定居）
D144"(-&’"1 -1)1-(%， 0&’1)#<6*4493 $&3&’(93%， 8#)13#C&)#- ,’"(<9(，
:*$’"441 %&’)","441)1

河流

浙 江 萧 山 城 厢

镇湘湖
D$ @$! @!" 优势种（ 危害）

D144"(-&’"1 -1)1-(%，:*$’"441 %&’)","441)1，8#)13#C&)#- ,’"(<9(，5*’"#<6*4493
(<",1)93，0&’1)#<6*4493 $&3&’(93

小河

浙 江 萧 山 西 小

江
DD @D^ @D4 成 丛 生 长（ 扩

散）
D144"(-&’"1 -1)1-(%，8#)13#C&)#- ,’"(<9(%，:*$’"441 %&’)","441)1 小河

浙 江 鄞 县 莫 枝

镇
4T @D" @$T 优势种（ 危害） :*$’"441 %&’)","441)1，D144"(-&’"1 -1)1-( 小河

浙江鄞县洞桥 DD @D^ @$$ 优势种（ 危害） 8#)13#C&)#- ,’"(<9( 小河

浙江奉化方桥 DD @D^ @$$ 优势种（ 危害） 8#)13#C&)#- ,’"(<9(，0&’1)#<6*4493 $&3&’(93，E))&4"1 14"(3#"$&( 小河

浙江奉化江口 D! @D^ @!U 零 散 生 长（ 定

居）
0&’1)#<6*4493 $&3&’(93% 河流

浙江宁波车河 D! @D^ @!T 优势种（ 危害） D144"(-&’"1 -1)1-(% 小河

浙 江 宁 波 和 家

村
D! @D^ @!T 优势种（ 危害） D144"(-&’"1 -1)1-(，0&’1)#<6*4493 $&3&’(93 小河

浙 江 余 姚 河 姆

渡姚江
4" @$D @TD 零 星 生 长（ 定

居）
0&’1)#<6*4493 $&3&’(93，8#)13#C&)#- ,’"(<9( 河流

浙 江 余 姚 汽 车

南站
DD @D^ @$D 零星 生 长，局 部

优势（ 扩散）
8#)13#C&)#- ,’"(<9(% 小河

浙 江 余 姚 火 车

站
DD @D^ @$D 零 星 生 长（ 定

居）
0&’1)#<6*4493 $&3&’(93%，8#)13#C&)#- ,’"(<9(% 小河

浙 江 余 姚 丈 亭

镇
DD @D^ @$D 分 散 生 长（ 扩

散）
0&’1)#<6*4493 $&3&’(93%，8#)13#C&)#- ,’"(<9( 小河

浙 江 上 虞 白 马

湖
DD @D^ @$D 分 散 生 长（ 扩

散）
0&’1)#<6*4493 $&3&’(93%， D144"(-&’"1 -1)1-(， 8#)13#C&)#- ,’"(<9(，
5*’"#<6*4493 (<",1)93

湖泊

浙 江 绍 兴 陶 堰

吕家楼
DD @D" @$5 优势种（ 危害） 0&’1)#<6*4493 $&3&’(93，:*$’"441 %&’)","441)1，5*’"#<6*4493 (<",1)93 小湖

浙 江 绍 兴 城 东

水产村
4" @D4 @D" 优势种（ 危害） D144"(-&’"1 -1)1-(%，0&’1)#<6*4493 $&3&’(93，:*$’"441 %&’)","441)1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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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续）

分布地点 调查时间
水盾草生长状况

与入侵阶段
伴生的沉水植物 水体类型

浙 江 绍 兴 东 浦

清水闸
%%&%’&(’ 成 丛 生 长（ 扩

散）
!"##$%&’($" &")"&%%，*’(")+,-.##/0 1’0’(%/0，2.1($##" 3’()$4$##")" 小河

浙江绍兴柯桥 %% 5%’ 5(’ 成丛 生 长，局 部

优势（ 扩散）
2.1($##" 3’()$4$##")"%，!"##$%&’($" &")"&%%，!"##$%&’($" 1’&%’%’((/#")"，*’("5
)+,-.##/0 1’0’(%/0

运河

浙江绍兴湖塘 %% 5%’ 5(’ 成 丛 生 长（ 扩

散）
!"##$%&’($" &")"&%%，2.1($##" 3’()$4$##")"%，*’(")+,-.##/0 1’0’(%/0 运河

浙 江 绍 兴 鉴 湖

南池江
%% 5%’ 5(# 成丛 生 长，局 部

优势（ 扩散）
2.1($##" 3’()$4$##")"%，!"##$%&’($" &")"&%%，*’(")+,-.##/0 1’0’(%/0%，6+)5
"0+7’)+& 0"#"$"&/%，8.($+,-.##/0 %,$4")/0

小河

浙 江 绍 兴 东 湖

镇同心
%% 5%’ 5"% 局 部 成 丛（ 扩

散）
*’(")+,-.##/0 1’0’(%/0%，2.1($##" 3’()$4$##")"，!"##$%&’($" &")"&% 小河

浙江绍兴斗门 %% 5%) 5(% 散生，局 部 成 丛

（ 扩散）
!"##$%&’($" &")"&%%，2.1($##" 3’()$4$##")"%，*’(")+,-.##/0 1’0’(%/0 小河

浙江嘉兴南湖 #’ 5%* 5(( 零星 生 长，局 部

成丛（ 扩散）
6+)"0+7’)+& 4($%,/%%，*’(")+,-.##/0 1’0’(%/0%，8.($+,-.##/0 %,$4")/0 湖泊

浙 江 桐 乡 崇 福

上莫村
%" 5%( 5(# 优势种（ 危害） !"##$%&’($" &")"&% 小河

浙 江 嘉 善 干 窑

新平村
%( 5%( 5(# 成 丛 生 长（ 扩

散）
6+)"0+7’)+& 4($%,/%%，*’(")+,-.##/0 1’0’(%/0，!"##$%&’($" &")"&% 河流

浙 江 湖 州 稻 场

乡
#’ 5%* 5() 优势种（ 危害）

!"##$%&’($" &")"&%%，2.1($##" 3’()$4$##")"%，6+)"0+7’)+& 4($%,/%，9))’#$" "#$%5
0+$1’%，8.($+,-.##/0 %,$4")/0，*’(")+,-.##/0 1’0’(%/0，:";"% 0"($&"，

:";"% 0$&+(，6+)"0+7’)+& 0"#"$"&/%，<)($4/#"($" "/(’"
小河

浙 江 湖 州 锦 山

星火村
%( 5(" 5() 优势种（ 危害） *’(")+,-.##/0 1’0’(%/0 小河

浙 江 湖 州 三 长

镇
%" 5%( 5"% 成 丛 分 布（ 扩

散）
6+)"0+7’)+& 4($%,/%，*’(")+,-.##/0 1’0’(%/0 河流

浙 江 湖 州 横 街

登云桥
%" 5%( 5"% 成 丛 分 布（ 扩

散）
6+)"0+7’)+& 4($%,/%，!"##$%&’($" &")"&% 河流

浙 江 湖 州 双 林

陈塘村
%" 5%( 5"% 优势种（ 危害） *’(")+,-.##/0 1’0’(%/0%，6+)"0+7’)+& 4($%,/%，8.($+,-.##/0 %,$4")/0 小河

浙 江 德 清 新 市

大桥
%" 5%( 5"% 零星 分 布，偶 见

成丛（ 扩散）
6+)"0+7’)+& 4($%,/%%，!"##$%&’($" &")"&%%，*’(")+,-.##/0 1’0’(%/0 运河

浙 江 德 清 雷 甸

曙光村
%( 5%) 5(% 优势种（ 危害） !"##$%&’($" 1’&%’%’((/#")"，*’(")+,-.##/0 1’0’(%/0，2.1($##" 3’()$4$##")" 运河

浙 江 德 清 络 舍

镇
%( 5(" 5() 零 星 分 布（ 定

居）
!"##$%&’($" &")"&%%，*’(")+,-.##/0 1’0’(%/0 小河

浙 江 德 清 东 衡

茧场
%( 5(" 5() 零 星 分 布（ 定

居）
!"##$%&’($" &")"&%%，6+)"0+7’)+& 0"#"$"&/%%，6+)"0+7’)+& 4($%,/%，*’(")+5
,-.##/0 1’0’(%/0，2.1($##" 3’()$4$##")"

运河

浙 江 德 清 雷 甸

大丰村
%( 5(" 5() 优势种（ 危害） *’(")+,-.##/0 1’0’(%/0，!"##$%&’($" &")"&% 运河

浙江长兴洪桥 %" 5%+ 5%( 优势种（ 危害） *’(")+,-.##/0 1’0’(%/0 小河

浙江长兴横山 %" 5%+ 5%( 零 星 漂 浮（ 入

侵）

!"##$%&’($" &")"&%%，2.1($##" 3’()$4$##")"，*’(")+,-.##/0 1’0’(%/0，8.($+5
,-.##/0 %,$4")/0，6+)"0+7’)+& 4($%,/%，6+)"0+7’)+& 0"#"$"&/%，6+)"0+7’5
)+& 4($%)")/%

小河

浙江长兴新塘 %" 5%+ 5%( 有漂浮（ 入侵） *’(")+,-.##/0 1’0’(%/0，!"##$%&’($" &")"&% 小河

浙 江 长 兴 车 站

边大河
%" 5%+ 5%( 有漂浮（ 入侵） *’(")+,-.##/0 1’0’(%/0 小河

浙 江 长 兴 后 漾

中学旁
%" 5%+ 5%( 优势种（ 危害）

!"##$%&’($" &")"&%%，9))’#$" "#$%0+$1’%%，*’(")+,-.##/0 1’0’(%/0，8.($+5
,-.##/0 %,$4")/0，6+)"0+7’)+& 4($%)")/%，2.1($##" 3’()$4$##")"，:";"% 0"($&"

小河

上海马陆 %" 5%+ 5(( 偶见（ 定居） 6+)"0+7’)+& 4($%,/%，!"##$%&’($" &")"&%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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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续）

分布地点 调查时间
水盾草生长状况

与入侵阶段
伴生的沉水植物 水体类型

上 海 青 浦 练 塘

太浦河
##&#’&!# 零 星 漂 浮（ 入

侵）
.#)/0#1&)#- ,’"(23(%，4/55"(-&’"/ -/)/-(%，6&’/)#27*5530 $&0&’(30 河流

上 海 青 浦 淀 山

湖
(’ 8#’ 9 局 部 生 长（ 定

居）
.#)/0#1&)#- ,’"(23(%，.#)/0#1&)#- 0/5/"/-3(，4/55"(-&’"/ -/)/-( 湖泊、河汊

上海青浦商榻 ## 8#’ 8!# 局 部 散 生（ 定

居）
.#)/0#1&)#- 0/5/"/-3(%，4/55"(-&’"/ -/)/-(%，6&’/)#27*5530 $&0&’(30，

.#)/0#1&)#- ,’"(23(
湖泊

江 苏 吴 县 阳 澄

湖镇
## 8#’ 8!! 优势种（ 危害）

4/55"(-&’"/ -/)/-(，6&’/)#27*5530 $&0&’(30，.#)/0#1&)#- ,’"(23(，:/;/( 0"8
-#’ 小河

江 苏 吴 县 太 湖

乡
() 8%% 8#* 9 优势种（ 危害）

4/55"(-&’"/ -/)/-(%，<))&5"/ /5"(0#"$&(，=*$’"55/ %&’)","55/)/，6&’/)#27*5530
$&0&’(30，:/;/( 0/’"-/，.#)/0#1&)#- ,’"(23(，:/;/( 0"-#’，>*’"#27*5530
(2",/)30，.#)/0#1&)#- 0/5/"/-3(

小河

江 苏 吴 县 太 湖

乡太湖
## 8#( 8%) 偶见（ 定居）

.#)/0#1&)#- 0/5/"/-3(%， 4/55"(-&’"/ -/)/-(%， >*’"#27*5530 (2",/)30，

=*$’"55/ %&’)","55/)/
湖泊

江 苏 吴 县 光 福

镇
#% 8#+ 8!" 零 星 生 长（ 定

居）
6&’/)#27*5530 $&0&’(30，=*$’"55/ %&’)","55/)/，.#)/0#1&)#- ,’"(23( 小河

江 苏 吴 江 平 望

太浦河
## 8#’ 8!, 零 星 漂 浮（ 入

侵）
4/55"(-&’"/ -/)/-(%， .#)/0#1&)#- ,’"(23(%， 6&’/)#27*5530 $&0&’(30，

=*$’"55/ %&’)","55/)/
河流

江苏吴江平望 ## 8#’ 8!, 零星 生 长，局 部

成丛（ 扩散）
.#)/0#1&)#- ,’"(23(%， 4/55"(-&’"/ -/)/-(%， 6&’/)#27*5530 $&0&’(30，

=*$’"55/ %&’)","55/)/
运河

江 苏 吴 江 桃 园

镇
#% 8%# 8#" 零 星 生 长（ 定

居）
6&’/)#27*5530 $&0&’(30%，=*$’"55/ %&’)","55/)/，4/55"(-&’"/ -/)/-( 运河

江 苏 吴 江 庙 港

太湖
## 8#’ 8!, 零 星 漂 浮（ 入

侵）
.#)/0#1&)#- ,’"(23(%，4/55"(-&’"/ -/)/-(，6&’/)#27*5530 $&0&’(30，.#)/8
0#1&)#- 0/5/"/-3(

湖泊

江 苏 吴 江 庙 港

开弦弓
## 8#’ 8!, 优势种（ 危害）

4/55"(-&’"/ -/)/-(，6&’/)#27*5530 $&0&’(30，=*$’"55/ %&’)","55/)/，>*’"#27*58
530 (2",/)30 小河

江 苏 宜 兴 周 铁

镇边
#! 8#+ 8#% 零 星 生 长（ 定

居）
.#)/0#1&)#- 0/5/"/-3(%， 4/55"(-&’"/ -/)/-(%， >*’"#27*5530 (2",/)30，

=*$’"55/ %&’)","55/)/，.#)/0#1&)#- ,’"()/)3(
小河

江 苏 宜 兴 新 庄

黄角村
#! 8#+ 8%) 优势种（ 危害）

6&’/)#27*5530 $&0&’(30%， 4/55"(-&’"/ -/)/-(， 4/55"(-&’"/ $&-(&(&’’35/)/，

.#)/0#1&)#- 0/5/"/-3(，=*$’"55/ %&’)","55/)/
小河

江 苏 无 锡 锡 山

市
#! 8#+ 8#! 偶见（ 定居）

.#)/0#1&)#- 2&,)"-/)3(，4/55"(-&’"/ -/)/-(，=*$’"55/ %&’)","55/)/，6&’/)#27*58
530 $&0&’(30，.#)/0#1&)#- ,’"(23( 小河

江苏无锡闾江 #! 8#+ 8#! 优势种（ 危害） 6&’/)#27*5530 $&0&’(30%，=*$’"55/ %&’)","55/)/，.#)/0#1&)#- ,’"(23( 小河

江 苏 常 熟 虞 山

戈山村
#! 8#+ 8#! 有漂浮（ 入侵） 6&’/)#27*5530 $&0&’(30 小河

江 苏 常 熟 沙 家

浜镇
() 8%# 9 成 丛 生 长（ 扩

散）
6&’/)#27*5530 $&0&’(30%，=*$’"55/ %&’)","55/)/，4/55"(-&’"/ -/)/-(，.#)/8
0#1&)#- ,’"(23(，4/55"(-&’"/ $&-(&(&’’35/)/

小河

江 苏 常 熟 莫 城

镇
#!&#+&#! 零 星 漂 浮（ 入

侵）
无 湖泊

%：优势种，-：据万志刚等，%(((.

（ 责任编辑：孙大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