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一枝黄花”具有极强繁殖力。

近日，“加拿大一枝黄花”登上各大
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成都、郑州和西安等
地先后发现它的踪迹。这种看似无毒无
害、开着黄花的植物却是外来入侵物种，
繁殖力非常强，一旦入侵就会迅速生长，
从而影响该区域其他植物的生长，因此
被称为“生态杀手”。

据了解，这个入侵物种多年前曾在
花市出现过，但成都早已禁止销售。

11月19日，成都市森林病虫防治检
疫站相关负责人介绍，成都发现了两起
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目前一起已铲除，
另一起已制定除治方案。

官方证实成都发现两起
“近两日，我站先后接到两起关于疑

似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的举报，经现场
核查确认属实。”成都市森林病虫防治检
疫站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两处地点一个
在成华区双林小学御风分校对面绿化空
地，共发现3株，已进行了铲除。另一个
在武侯区太平寺区域，共5亩左右，目前
武侯区正在制定除治方案。该负责人表
示，“已要求武侯区督促该块地负责单位
在除治方案制定后立即组织实施。同时

将及时发布相关预警信息，要求各区
（市）县加强监测，结合越冬虫情调查对
加拿大一枝黄花发生情况进行摸底调
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除治。”

据了解，武侯区发生较大面积加拿
大一枝黄花入侵的主要原因是发生点位
附近人员较少，且相关人员对加拿大一
枝黄花认知不足，未及时上报。

危害农业生产影响生态环境
加拿大一枝黄花原产于北美洲，是

桔梗目菊科植物，又名黄莺、麒麟草。多

年生草本植物，有长根状茎，茎直立可达

2.5 米。叶披针形或线状披针形，长

5-12厘米。它于上世纪30年代作为观

赏植物引进我国，主要通过地下根茎和

种子两种途径进行传播。在生长过程

中，地下根茎会不断向周围蔓延，扩散之

后，会与其他植物抢夺水分、营养和生长

空间，造成本土植物不断凋亡，不仅危害

农业生产，而且严重影响当地生态环境。

成都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防治加拿大一枝黄花主
要有两种方法：种子还未成熟时，采用人
工拔除的方法进行防治；在出苗季节和
开花前后，也可采用内吸性除草剂或灭
生性除草剂对植株进行防治。其中化学
防除是控制加拿大一枝黄花最经济有效
的手段，尤其是在其苗期或成株期，防除
效果较好。

专家提醒不要采摘购买
这种被称为“恶魔之花”的外来物种

到底有什么危害呢？成都市植物园的专
家告诉记者，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繁殖力
非常强，一旦入侵就会迅速生长，从而影
响该区域其他植物的生长。

专家介绍，加拿大一枝黄花具有一
定的观赏性，曾经用来做插花的陪衬，花
店都可以买到。“很多年前就已经禁止销
售。”对此他提醒广大市民，加拿大一枝
黄花属于外来入侵物种，生态破坏性较
大，不要采摘、种植或者购买此类植物，
如果发现其入侵踪迹可及时上报林业园
林管理部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博

在甘孜州石渠县真达乡更思村，村
民根秋泽仁家小楼前的院落里住着一位
特殊的“客人”。每当有人靠近，它就会
发出怒吼，甚至举起爪子，作出将要攻击
的姿势。这是一只年迈的雪豹，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

11 月 12 日，根秋泽仁告诉记者，他
们一家与这只雪豹已经做了3年多的“邻
居”。2017年，当护林员的父亲和同事一
起救助了这只雪豹，因为乡里没有专门
的救助站，就寄养在家中，“以前放归过
一次，发现它没有野外生存能力，又救了
回来，我父亲说要一直救助下去。”

更思村与三江源毗邻，海拔超过
4000米，这里生活着雪豹、白唇鹿、棕熊、
岩羊等珍稀动物。其中有一只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白唇鹿幼崽，目前也在护林员
的照料下慢慢长大。

护林员救助雪豹三年
去世后儿子接力照料

根秋泽仁的父亲甲它生前是更思村
的村支书，也是这个村子的总护林员。
走进根秋泽仁家的客厅，一眼就能望见
墙上悬挂的一排奖状与证书，它们都是
甲它生前获得的荣誉。

2017年，甲它和另外几名护林员一
起救助了一只受伤的雪豹。

“在岩壁下发现了它，因为流血过多

已经奄奄一息了。它的一个前肢断了，
现在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同为护林员
的根呷介绍，当时这只雪豹在同另外一
只雪豹抢食落败后受伤，因为真达乡尚
未建立动物救助中心，雪豹便寄养在甲
它家中。乡政府出资修建了雪豹居住的

“铁笼”，甲它负责给它喂食，甲它的妻子
则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为这头猛兽打扫一
次圈舍。

今年初，甲它因为癌症去世，22岁的
根秋泽仁继承了父亲喂养雪豹的工作。
他按照父亲生前的叮嘱，把牦牛肉切成
大块，隔一天给雪豹喂食一次，每次大概
十三斤左右。

根呷告诉记者，当年雪豹伤愈后曾
被放归山林，但他们观察发现，它已经失

去了野外生存的能力，“它的野性依然存
在，但没法捕猎了。这是一只老年雪豹，
牙齿已经被磨平了，按人的年龄推断，可
能相当于七八十岁的老人。”

“这是我们救助的第二只雪豹，第一
只雪豹比较年轻，放归后就没有回来。
这只雪豹年纪比较大，我们会一直救助
它。”真达乡乡长祝修涛说。

护林员每周定点巡山
山间已未见盗猎套索

石渠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
分布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据统计，这
里的白唇鹿种群数量在11411-14693头
之间。

祝修涛说，白唇鹿曾是许多偷猎者

的目标，“因为白唇鹿的鹿角是珍贵药
材，以前这里盗猎比较多，他们通过各种
方式去偷、去捡。现在即使是树林里面
有脱落的鹿角，所有人都不许捡。”

目前真达乡共有 40 多名正式的护
林员，他们分成小组在各个山头巡逻。
同时，当地按照各区域的不同情况，安装
了红外摄像机，护林员可以随时对各处
进行监控。“每个山头都有人，一个星期
里三四天都有人巡山。通过相机拍摄到
的画面，山上有哪些动物，哪些动物增加
了，它们在做什么，我们都能看到。”祝修
涛说。

“以前巡山都能发现盗猎用的套索，
但这几年这些东西基本上看不见了。”祝
修涛表示，随着近几年巡查力度的提升，
在真达乡，盗猎现象几乎已绝迹。

当地将建动物保护站
更好地救助野生动物

除了寄养在根秋泽仁家的雪豹，目
前真达乡还救助了一只不满周岁的白唇
鹿，寄养在护林员多加家里。祝修涛介
绍，今年5月中旬，护林员在巡山的时候
发现了这只白唇鹿，“当时它才刚刚能
走，它的母亲不知去向。队员们就把它
救助回来，用牦牛奶喂养长大，现在它可
以吃青稞了。等它再长大一些，我们会
把它放归山林。”

“目前小白唇鹿和雪豹都是分养在
护林员家里，我们还没有定点的救助中
心”。祝修涛表示，专业的“动物保护站”
已经在筹备中，预计明年能够开建，“动
物保护站建立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
度会加大，保护的条件也会更好。未来
散养在护林员家中的白唇鹿和雪豹都将
转移到动物保护站，以便接受更好的照
料。”

祝修涛说，保护野生动物在真达乡
已经是一项全民参与的工作，除了护林
员，牧民也会参与到保护动物的工作中
来，“拿工资的也好，不拿工资也好，都在
参与保护动物。”

072021年11月22日 星期一 责编龚爱秋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 要闻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一个村子的野保行动：

父子接力照料雪豹3年 白唇鹿在护林员家成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三江源特别报道组

护林员多加和白唇鹿。

目前寄养在根秋泽仁家的雪豹。

根秋泽仁和母亲照看雪豹圈舍。

成都发现两起“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
一起已铲除另一起已制定除治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