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网友在“问政四川”平台上
反映，凉山州冕宁县县城周边山上发现
大量紫茎泽兰，这种毒草生长速度非常
快，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威胁其他植物
生长。

紫茎泽兰原产于美洲，约20世纪40
年代传入我国云南南部。在《中国外来
入侵物种名单》（第一批）中，紫茎泽兰名
列首位。因其具有强大的入侵性和生态
适应性，以及巨大的破坏力，这种草也被
称为植物界的“入侵魔头”。

据不完全统计，凉山州已有超过
390万亩土地遭到紫茎泽兰的入侵。它
是如何来到凉山的？其破坏力究竟几
何？当地有怎样的应对措施？4月 23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对话凉山
州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以及中国人民
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孟秀祥，探讨针
对这一“毒草”的应对之法。

毒草蔓延迅速
已占凉山土地面积的8.7%

“以前还能在山上看到很多杜鹃花
和菌类，现在很多山上只能看见紫茎泽
兰。”这名网友在留言中提到，近几年，在
冕宁县城周边的山上，紫茎泽兰蔓延迅
速，“如果不及时处理，长远来看，不只是
冕宁，凉山其他地方早晚也要被紫茎泽
兰覆盖，植物多样性肯定会受到威胁，希
望相关部门能重视。”

对此，冕宁县林业和草原局回复称，
目前，紫茎泽兰覆盖面积已占凉山土地
面积的8.7%。从2020年起，该局通过天
然草原改良和人工种草等生态修复项目
对紫茎泽兰进行清理，取得了一定效
果。同时，还在冕宁县复兴镇等区域开
展人工拔除行动，2024年累计清理面积
达1200亩，焚烧处理植株300吨。此
外，试点替代种植，引入柠檬桉、皇竹草
等植物抑制紫茎泽兰生长，试点区域植
被恢复率达40%。

下一步，当地还将开展人工与物理
防治工作，对紫茎泽兰进行清除，同时补
种杜鹃、山茶等本土物种，恢复生态链。

繁殖力强毒性大
如何根除属业界共有难题

在中国科学院微信公众号上，紫茎
泽兰被植物学家定性为“桀骜不驯的入
侵魔头”：它开着白色小花，茎和叶柄呈
紫褐色，叶四季常绿，繁殖能力极强，有

它在的地方通常其他植物难以生长；其
植株有毒，家畜食之会引起中毒或死亡；
其花粉也能引起人畜患过敏性疾病，种
子也有毒。

凉山州林业和草原局草原工作站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凉山州已有超390万亩土地遭到紫茎泽
兰入侵。

“这种植物通常生长在气候温暖、湿
润的地方，像二半山（注：海拔在800米
至1500米的山区）、林下、河边，是生长
的密集区域。草原和高山草甸上，因为
海拔较高、气温较冷，所以很少有分布。”
该工作人员介绍说，受泥巴山等高山遮
挡，紫茎泽兰很难北上“飘”到成都平原，
但会在山间繁殖。

“如何完全清除它，这应该是业界共
有的难题。目前我们也没有特别完善的
方法全部清除紫茎泽兰，只能在每年
11-12月，对其干枯的枝叶进行人工砍
除，但其根系部分，很难处理干净。”

该工作人员表示，因为紫茎泽兰覆盖
面积较大，如果大面积喷洒药物清除，可
能会对其他本地植物和土地造成破坏。

在凉山扩散近50年
专家称目前仍在可控范围内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孟
秀祥，早在2003年就关注到紫茎泽兰

“入侵”凉山的状况。

紫茎泽兰原产于美洲的墨西哥至哥
斯达黎加一带，后作为观赏植物被引种
到欧洲，再传入澳大利亚及亚洲，约20
世纪40年代经由缅甸传入我国云南南
部。孟秀祥调研发现，紫茎泽兰于20世
纪70年代末从云南传入凉山州，首先发
现于金沙江畔的盐源县树河乡，最初呈
零星分布，到 20 世纪末，开始全面蔓
延。到2003年，凉山全州已有15个县
市受到紫茎泽兰不同程度的侵袭。

“凉山地处我国西南的横断山区，降
水和气温条件极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

热点地区之一。对紫茎泽兰而言，这里
的生境极好。”孟秀祥说，紫茎泽兰的种
子数量巨大、质量轻小，加之长有帮助种
子漂浮的冠毛结构等，使得其种子非常
容易借助风力和水流传播。此外，区域
间的贸易、交通、运输等经济活动及人为
的无意携带，也会无形中促进紫茎泽兰
的传播。

“紫茎泽兰大量入侵后会导致本土
物种的消失，也会造成景观污染。”孟秀
祥说，紫茎泽兰的大量入侵还会影响农
业生产，造成水土流失等灾害。

虽然目前紫茎泽兰已在凉山境内有
大面积生长的态势，但孟秀祥认为，目前
的情况仍处于可控状态。

那么，是否有合理、系统的方法来遏
制紫茎泽兰的生长？“可以提倡用人工去
除植被后结合生物替代的方式，也可引
进其天敌昆虫进行生物防治、短期内用
农药灭杀等。”孟秀祥建议，或者将其进
行资源化防除，进行色素提取、农药研制
及造纸等利用。

多地大面积出现
亟待找到有效的治理方式

其实，紫茎泽兰的“入侵”，在云南、
贵州、四川等地早有发现，各地也曾采取
不同措施进行治理。

与凉山类似，攀枝花也曾受到紫茎
泽兰的困扰。2013年，当地一家企业与
科研机构合作，建立了首条紫茎泽兰生
物有机肥生产线，将紫茎泽兰防治转化
为综合利用。不过，因企业方自身发展
原因，项目终止。

凉山州会理市则采用种植皇竹草的
方式，来有效遏制紫茎泽兰的扩散。

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在
20世纪80年代便出现了紫茎泽兰的身
影。为了解决其泛滥问题，当地曾采用
人工拔除、制成燃料等方式，但因成本太
高、效益低下，最终失败。之后，当地开
始种植白刺花、花椒、皇竹草等植被，与
紫茎泽兰“抢占”土地，并发展相关产业，
既控制了紫茎泽兰的生长，也促进了当
地农户增收，效果相对明显。

2022年至2023年，云南省昆明市
林草局组织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发
现紫茎泽兰为重度危害入侵物种。目
前，昆明市采用物理清除、替代控制、生
物防治、化学防除等综合防治技术措施
融为一体的方式，防治外来入侵物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石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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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吃了会中毒，花粉能引起人畜患过敏性疾病

“魔鬼毒草”紫茎泽兰入侵凉山超390万亩土地

4月23日，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
研究中心获悉，当地时间23日8时许（北
京时间14时许），大熊猫“荷风”和“兰
韵”搭乘飞机抵达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附
近的施韦夏特国际机场。两只大熊猫将
前往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开启为期10
年的旅居生活。

大熊猫“荷风”“兰韵”外形可爱。
活泼好动的“荷风”为雄性，出生于2020
年8月27日，名字寓意为带着荷花的清
新。乖巧温柔的“兰韵”为雌性，出生于
2020年 7月 29日，名字寓意为传递兰
花的幽香。为保证两只大熊猫的旅途
安全和身体健康，中方派出1名兽医，奥
方派出1名饲养员同机护送。中方还精
心准备了新鲜的竹子、竹笋、特制窝窝

头、饮用水和药品。“荷风”“兰韵”抵达
美泉宫动物园后将接受隔离检疫，之后
将与公众见面。中方选派的1名饲养员
和1名兽医将在奥驻留一段时间，陪伴
和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为让新一对大熊猫在奥期间身体
健康、生活舒适，今年 3月，中方组织
专家前往奥地利，实地验收奥方升级
改造后的大熊猫场馆，并从生活环境、
食物供给、健康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技
术指导。焕然一新的大熊猫场馆，室
内活动区布置了全新的攀爬架，配备
了温湿度自控系统。室外运动场新种
了乔木、灌木等多种绿植，增加了木制
栖息架，搭建了假山和洞穴，配备了带
自动过滤系统的池塘与溪流。食物供

给方面，建设有大熊猫主食竹种植基
地，保证了食物来源稳定充足。饲养
管理方面，组建了专业的饲养管理团
队，制定了完备的饲养管理制度和技
术规范。

美泉宫动物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动物园之一，建园历史270余年。2003
年，中奥两国正式开始大熊猫保护研究
合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大熊
猫保护繁育、疾病救治、技术交流、人员
培训和公众教育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
果。合作期间，大熊猫“阳阳”“龙徽”创
造了通过自然交配成功繁育4胎5崽的
欧洲纪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图据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飞抵奥地利大熊猫“荷风”“兰韵”开启十年旅居生活

大熊猫“荷风”

大熊猫“兰韵”

疯长的紫茎泽兰。 受访者供图

孟秀祥在凉山调查紫茎泽兰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