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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措施是最普遍的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也是最有效、最根本的保持水土方法。 入侵植物是有害植物,会对农

业、林业、草原、湿地、淡水和海洋等不同生态系统造成危害与威胁。 探究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中的入侵物种

及其应对措施,可为今后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中植物种的选择及抚育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查询文献和相关行业技术

规范,发现《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2014)附录“工程扰动土地主要适宜树(草)种表”中涉及入侵植物名

录中的植物 28 种,其中入侵植物 22 种(包括局部入侵蚀植物 4 种、一般入侵植物 5 种、有待观察种 13 种),建议排除种 4
种,中国国产种 2 种。 对于局部入侵植物,建议在“工程扰动土地主要适宜树(草)种表”中删除此类植物;对于一般入侵

植物,应尽量避免选择此类植物;对于有待观察种,在涉及多个自然区域的长距离线性工程中应避免选择此类植物;对于

建议排除种与中国国产种,可以与乡土树(草)种等同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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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是指在山地丘陵区以控制水土

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改良土壤、维持和提

高土地生产潜力为主要目的所进行的造林种草措施,
也称为水土保持林草措施[1] 。 它与水土保持工程措

施、水土保持农业措施共同组成了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措施体系,是水土流失治理中最常用的措施,也是水土

保持中最有效和最根本的方法[2] 。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具有适应性强、容易实施、蓄水保土作用大、营造投资

小、抗灾防护作用大等优点,并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能促进林、牧、副业生产,是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

境的根本性措施[3] 。

1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设计原则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应优先选择固土保水能力强、
根系发达、抗逆性强的品种,以实现水土流失治理的目

的。 在植物措施的选择上,要求在植物的种植、管护及

收获过程中不会对地表造成新的扰动,不产生新的水

土流失。 因此,以收获地下部分为目的的植物,不宜作

为水土保持植物[4] 。
1. 1　 功能性原则

功能性是指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设计首先应满足

治理水土流失的需求。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设计可运用

多样化的生态修复手段,治理原本水土流失严重的区

域,或因生产建设项目的实施而新增的水土流失易发

区域,如自然状态下降雨多、植被盖度小、土层薄、坡面

长、坡度大的区域,在生产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

各类边坡、弃渣、无植被迹地,以及其他造成植被损坏、
地表裸露的区域。 这些水土流失严重、易发的区域,也
是迫切需要治理的区域。
1. 2　 生态性原则

生态性是指在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设计时要综合考

虑项目区的气温、降雨、土壤等自然条件,也要综合考

虑项目区的坡向、坡度、坡长及沟壑的发育与分布状况

等立地条件,根据项目区的生态要素特点,注重生物多

样性,采用以乡土树草种为主的多林种、多草种配置,
真正做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树(草)”。
1. 3　 经济性原则

经济性是指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设计在重视功能性

的同时,也应综合考虑植物措施的生产功能,优先选择

种植投入低、推广易、管护要求低、经济价值高且可持

续的植物。 考虑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经济性,应根据

项目区的自然条件、当地经济状况、产业结构及发展方

向,确定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规模与特性,并着力于提

高土地生产力。
1. 4　 自然性原则

自然性是指在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设计中,通过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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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群落设计和地形起伏处理等方式,将水土流失治理

融入项目区自然环境中,创造和谐、自然的新景观,达
到自然与治理的和谐统一。
1. 5　 兼顾景观的原则

兼顾景观是指在不影响工程安全的前提下,水土

保持植物措施设计应优先满足生态与景观的要求,将
生物多样性与景观建设相结合,合理配置树(草) 种。
通过不同植物的合理搭配,构建合理的植物群落,使水

土保持植物措施能够显现景观的层次性,达到与自然

和谐的景观效果。

2　 工程扰动区域的水土保持植物选择

在实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时,对有景观要求的要

结合主体工程设计,做到生态要求与景观要求相结合,
使主体工程建设达到既保持水土、改善生态,又美化环

境的要求,同时应在不影响主体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尽
可能增加林草覆盖面积。 主要掌握以下几条原则:

1)应统筹考虑、统一布局,将生态和景观要求相结

合、工程措施与林草措施相结合。
2)应按对水土资源的扰动程度和潜在危害程度,

配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因地制宜地布设林草措施。
3)对生产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挖填方高陡

边坡、取土场与弃渣场产生的边坡、隧洞进出口边坡等

不同类型的边坡,在保证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应优先考

虑植物措施或工程与植物相结合的措施。 混凝土和砌

石边坡等区域,有条件的也应进行绿化。
4)总体布局应与生态和景观要求相结合,并应与

周围自然景观协调统一。
5)应满足项目区生产生活服务的功能要求。
为了促进生产建设项目工程扰动区域水土保持植

物措施 的 实 施, 《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设 计 规 范 》 ( GB
 

51018—2014)给出了“工程扰动土地主要适宜树(草)
种表”,并提出“生产建设项目弃渣场、料场、采石场、
高陡边坡和裸露地等工程扰动区域,应根据限制性立

地因子选择适宜树(草)种”的要求。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要满足水土流失治理需求,主

要用于治理原本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或因生产建设

项目的实施而新增的水土流失易发区域,这些区域通

常土层较薄、立地条件较差,因此要求所选择的水土保

持植物有较强的环境适应性,具备耐瘠薄、生长迅速、
枝叶繁茂、根系发达、分蘖能力强等特性,而这些特性

通常也是入侵植物所具备的特性。

3　 水土保持植物中涉及的入侵植物

入侵植物是指植物借助人为或自然力,从其原生

地进入新的栖息地,在新的栖息地失去预防和控制,发
生暴发性扩散,造成农林畜牧业减产、生物多样性下

降、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等危害的植物[5] 。 入侵植物

包括草本、藤本、灌木、藻类和部分有明显危害性的乔

木等对农业、林业、草原、湿地、淡水和海洋等不同生态

系统造成危害和威胁的植物[6] 。
参考《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志》 [7] 、《中国外来入侵

植物名录》 [8]和《中国入侵植物名录》 [9] 等资料,根据

外来入侵物种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起源的自然地

理分布信息、入侵范围和造成的危害,可将中国的外来

入侵物种分为以下 7 个等级[10] :
1 级:恶性入侵植物。 入侵范围超过一个自然地

理区域,在国家层面已经对经济或生态环境造成巨大

损失与严重影响。
2 级:严重入侵植物。 至少在一个自然地理区域

分布,在国家层面上对经济和生态环境造成较大损失

或明显影响。
3 级:局部入侵植物。 分布在一个或一个以上自

然地理区域,造成局部危害,但尚未在国家层面造成大

规模危害。
4 级:一般入侵植物。 已经根据其生物学和生态

学特性确定的,不论入侵范围广泛与否,危害不大或不

明显,并且难以形成新的入侵发展趋势的物种。
5 级:有待观察种。 主要是一些尚处于归化状态

的物种,它们出现的时间短或是最新报道的,目前人们

对此类物种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因而无法确定其未来

发展趋势。
6 级:建议排除种。 指虽有文献报道称其为入侵

物种,但经过野外调查发现仅处于栽培状态或是在自

然环境中偶有逃逸但尚未建立稳定种群的物种。
7 级:中国国产种。 指虽然有报道称其为入侵物

种,但经考证发现是原产于中国的物种。
将《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 GB

 

51018—2014)
中“工程扰动土地主要适宜树(草)种表”推荐的水土

保持植物,对照《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名录》 [8] ,可得知

规范推荐的水土保持植物中涉及的入侵植物种,结果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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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程扰动土地主要适宜树(草)种表”中涉及的入侵植物

区域或植
被类型区

耐旱 耐水湿 耐盐碱
沙化(北方和沿海地区)、

石漠化(西南地区)

东北 　 紫花苜蓿(4 级)
　 火炬树(4 级)、紫穗槐(6 级)、羊
草(3 级)、紫花苜蓿(4 级)、野豌豆
(6 级)

　 草木樨(4 级)

三北
　 野牛草(5 级)、紫花苜蓿(4 级)、
紫羊茅(7 级)

　 紫穗槐(6 级)、四翅滨藜(5 级)、
苏丹草(5 级) 　 草木樨(4 级)

黄河流域 　 四翅滨藜(5 级) 　 刺槐( 4 级)、草木樨( 4
级)

北方 　 刺槐(4 级) 　 四翅滨藜(5 级)、紫穗槐(6 级) 　 紫穗槐( 6 级)、草木樨
(4 级)

长江流域 　 多变小冠花(5 级) 　 双穗雀稗(3 级)、香根草(4 级)、
芦竹(7 级)、杂三叶草(5 级)

南方
　 山毛豆(5 级)、百喜草(5 级)、糖
蜜草(5 级)、五叶地锦(5 级)

　 木麻黄( 6 级)、大叶桉
(5 级)、铺地藜(3 级) 　 苇状羊茅(5 级)、苏丹草(5 级) 　 象草( 3 级)、香根草( 4

级)、五叶地锦(5 级)

热带
　 大叶相思(6 级)、木豆(5 级)、百
喜草(5 级)、糖蜜草(5 级)、五叶地
锦(5 级)

　 木麻黄(6 级) 　 直干桉(5 级)

　 　 经统计,《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 GB
 

51018—
2014)附录的“工程扰动土地主要适宜树(草)种表”中

涉及入侵植物名录中的植物 28 种,其中入侵植物 22
种(包括局部入侵植物 4 种、一般入侵植物 5 种、有待

观察种 13 种)、建议排除种 4 种、中国国产种 2 种,详
情如下:

局部入侵植物(4 种):羊草、铺地藜、双穗雀稗、
象草。

一般入侵植物(5 种):火炬树、刺槐、紫花苜蓿、草
木樨、香根草。

有待观察种(13 种):大叶桉、直干桉、木豆、野牛

草、四翅滨藜、苏丹草、多变小冠花、杂三叶草、山毛豆、
百喜草、糖蜜草、五叶地锦、苇状羊茅。

建议排除种(4 种):紫穗槐、大叶相思、木麻黄、野
豌豆。

中国国产种(2 种):紫羊茅、芦竹。

4　 水土保持植物中入侵植物的应对措施

生态系统的健康受到外来生物入侵的严重威胁,
被认为是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仅次于破坏生境的因素[11] 。 外来植物入侵不仅是一

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全球化现象,而且是我国生态、经
济、社会的一个重要威胁[12] 。 利用现行的物理、化学

和生物方法控制外来入侵植物后总是出现反复暴发现

象,成为外来植物入侵的防控难点[13] 。 不恰当地引入

外来物种是造成外来物种泛滥成灾的最主要原因[14] ,
因此避免人为地引入外来物种是防止入侵植物的最简

单、最有效的方法。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 GB
 

51018—2014)附

录的“工程扰动土地主要适宜树(草)种表”中共计涉

及 22 种入侵植物,绝大多数为一般入侵种与有待观察

种,其危害较为轻微或者目前还没有形成明显的危害,
但按照水土保持植物选择中的生态性原则,应采用以

乡土树(草)种为主的多林种、多草种配置,真正做到

“因地制宜、适地适树(草)”,这就要求在水土保持植

物的选择上应尽量避免选择入侵植物。
结合水土保持植物选择的一般性原则,对《水土

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 GB
 

51018—2014)附录的“工程

扰动土地主要适宜树(草)种表”中涉及的入侵植物提

出不同的应对措施:
1)对于 3 级局部入侵植物,已有研究资料证实其

在一个或一个以上自然地理区域分布并造成局部危

害,虽然没有造成国家层面的大规模危害,但其危害性

已经显现,因此建议在 “工程扰动土地主要适宜树

(草)种表”中删除此类植物。
2)对于 4 级一般入侵植物,现有研究资料显示其

危害不大或不明显,且难以形成新的入侵发展趋势,但
应优先选择乡土树(草)种,并尽可能避免选择此类植

物,这是基于水土保持植物选择的生态性原则。
3)对于有待观察种,目前尚未深入了解,所以未

来的发展趋势还不能确定。 “工程扰动土地主要适宜

树(草)种表”中此类植物数量较多,基于生态性与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原则,需审慎对待此类植物,原则上优

先选择乡土树(草)种。 若确有需要,则在有专职管护

人员的小范围点式工程中,可以选择此类植物,但在涉

及多个自然区域的长距离线性工程中应避免选择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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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4)对于建议排除种与中国国产种,可以与乡土树

(草)种等同选用,不做更多要求。

5　 结论

通过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中的入侵

物种进行分析,针对不同入侵物种提出了不同的应对

措施,主要结论如下:
1)入侵植物是有害植物,可对农业、林业、草原、

湿地、淡水和海洋等不同生态系统造成危害与威胁。
2)《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 GB

 

51018—2014)
附录的“工程扰动土地主要适宜树(草)种表”中涉及

入侵植物名录中的植物共有 28 种,其中入侵植物 22
种(包括局部入侵植物 4 种、一般入侵植物 5 种、有待

观察种 13 种),建议排除种 4 种,中国国产种 2 种。
3)对于局部入侵植物,建议在“工程扰动土地主

要适宜树(草)种表”中删除此类植物;对于一般入侵

植物,应尽量避免选择此类植物;对于有待观察种,在
涉及多个自然区域的长距离线性工程中应避免选择此

类植物;对于建议排除种与中国国产种,可以与乡土树

(草)种等同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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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土保持》杂志新版官网正式上线

　 　 为适应水土保持宣传新形势、新要求,打造权威信

息发布、网上收稿审稿的专业平台,拓宽网站服务功

能,2023 年,编辑部对官方网站进行了改版升级。 日

前,新版网站(http: / / www. swcczz. cn)面向公众正式

上线。
新版官网兼容 PC 端、移动端等,既可以使用电脑

浏览,也可以通过移动设备进行查看。 官网提供了作

者投稿、专家审稿、编辑办公的快捷通道,读者可以直

观了解杂志概况、投稿指南、期刊订阅、编委会组成等

内容,并可通过多种方式与编辑部进行沟通交流。
官网上线后,将成为水保杂志的宣传窗口和功能

平台,更好地贯彻水土保持方针政策,宣传水土保持治

理成就,交流水土保持工作经验,介绍水土保持治理典

型,推广水土保持先进技术,报道水土保持科技成果,
探讨水土保持监测方法,传递水土保持动态信息,传播

水土保持科学知识。
下一步,编辑部将持续完善网站功能、改进界面设

计,为全国水土保持战线广大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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