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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21/T ####《外来入侵植物监测技术规程》的第1部分。DB21/T ####已经或计划发布以

下部分： 

——第1部分：意大利苍耳 

——第2部分：印加孔雀草 

——第3部分：假苍耳 

——第4部分：刺苍耳 

——第5部分：毒莴苣 

——第6部分：垂序商陆 

……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沈阳农业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许玉凤、关萍、邵美妮、曲波、苗青、翟强、陈旭辉、阚国仕、刘明超、王维

斌、刘志翔。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或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 联系电话：024-23448867。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沈阳农业大学（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路120号），联系电话：024-8848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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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辽宁省地形复杂、交通便利、人员与物资交流频繁，极易遭受外来物种侵袭。而外来入侵植物适生

范围广，争夺水分、营养、光照和生长空间能力强，蔓延迅速，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目前,

辽宁省已有外来入侵植物100余种，对农业、畜牧业造成很大危害。因此急需外来入侵植物监测及风险

评估的技术支撑，及时掌握入侵植物发生动态，有效防治外来入侵植物，避免对当地生态环境、社会经

济、人民健康造成威胁，同时为确保标准制定的系统性和实用性，特制定外来入侵植物监测技术的系列

规程。DB21/T#### 本次发布六个部分。 

——第1部分：意大利苍耳。目的在于确立意大利苍耳的监测技术要求。 

——第2部分：印加孔雀草。目的在于确立印加孔雀草监测技术要求。 

——第3部分：假苍耳。目的在于确立假苍耳的监测技术要求。 

——第4部分：刺苍耳。目的在于确立刺苍耳的监测技术要求。 

——第5部分：毒莴苣。目的在于确立毒莴苣的监测技术要求。 

——第6部分：垂序商陆。目的在于确立垂序商陆的监测技术要求。 

本系列标准还将陆续发布豚草等外来入侵植物监测技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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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入侵植物监测技术规程 

第 1 部分：意大利苍耳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意大利苍耳监测区的划分、监测工具、发生区监测、潜在发生区监测、鉴定、标本制

作与处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意大利苍耳的监测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NY/T 1861 外来草本植物普查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意大利苍耳 Xanthium italicum 

又名瘤突苍耳，菊科苍耳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加拿大南部、美国和墨西哥，是我国重要的危险

性入侵植物。 

4 监测区的划分 

发生区 4.1 

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若发现意大利苍耳，无论发生面积大小，该区域确定为发生区。辽宁省意

大利苍耳发生区见附录A。 

潜在发生区 4.2 

以农业农村部主管部门指定的专家团队做出的风险评估报告为准，报告中确定具有高风险点的县级

行政区域为潜在发生区。 

5 监测工具 

器材 5.1 

野外数据采集器、GPS定位仪、坡度坡向仪、望远镜、轮尺、皮尺、土壤刀、计算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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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及处理设备 5.2 

采集桶（袋）、标本夹、吸水纸、标签、台纸等；其他：药品、防护服、安全用具等。 

表格与文具 5.3 

调查用表、调查用图、铅笔、油性笔、记录本、工作包等。 

其他 5.4 

药品、防护服、安全用具等。 

6 发生区监测 

监测点确定 6.1 

应在旱地、粮库、公路、铁路、农村道路、河流、水库、湖泊、城镇村、建筑用地等生境设置监测

点，每种生境设置监测点不低于3个，2个监测点间距离不低于1 km。其他要求应符合NY/T 1861的规定。 

监测内容 6.2 

包括但不限于发生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和社会经济状况、意大利苍耳的群落特征、意大利苍耳的表型

特征等。 

监测时期 6.3 

一般为2年1个周期。在监测期内苗期和花果期不低于2次监测。 

监测方法 6.4 

6.4.1 走访调查 

向熟悉监测点的周边居民、种（养殖）植户、粮食储运单位、农业和林业管理部门、植物检验检疫

部门等相关人员进行走访或问卷调查，以获得监测区意大利苍耳发生情况。走访调查的主要内容按附录

C中表C.1的要求记录。 

6.4.2 踏查 

通过实地察看监测点，获取监测点意大利苍耳传入和扩散途径、生长发育历程、发生面积、生境类

型、危害情况、利用方式以及防控措施等。踏查结果按附录C中表C.2的要求记录。 

6.4.3 定点调查 

根据基本发生情况调查结果，确定样地，重点监测意大利苍耳种群和群落特征。每个监测内选取 20 

个以上的样方，样方面积不小于 4 m
2
。取样可采用随机取样、规则取样、限定随机取样或代表性样方

取样等方法，具体操作按照NY/T 1861的规定执行。意大利苍耳群落统计内容按附录C中表C.3的要求记

录、表型数据按表C.4的要求记录。 

危害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6.5 

6.5.1 危害评价指标 



DB 21/T XXXX—XXXX 

3 

根据实地踏查和定点调查的结果确定受害对象种类（V1）、受害对象面积（V2）、受害对象经济价

值（V3）以及指标的评价标准和赋分值。意大利苍耳入侵危害评价指标见表1。 

表1 意大利苍耳入侵危害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评价标准 赋分值 

受害对象种类（V1） 受害对象10种以上 3 

 受害对象9种～5种 2 

 受害对象4种～1种 1 

 没有受害对象 0 

受害对象面积（V2） 350万hm2以上 3 

 350万hm2～150万hm2 2 

 小于150万hm2 1 

 无 0 

受害对象经济价值（V3） 

根据应用价值、出口创汇判断定级 

3 

 2 

 1 

 0 

 

6.5.2 危害程度（V值）计算方法 

对不同级别指标进行权重赋值，将层内权重和层次间权重进行组合运算，得出危害程度总分（V值）。

计算方法如下： 

 V = Max（V1, V2, V3） ································································· (1) 

式中： 

V——危害程度； 

V1——受害对象种类赋分值； 

V2——受害对象面积赋分值； 

V3——受害对象经济价值赋分值。 

6.5.3 危害等级评估标准 

根据V值大小可以判断意大利苍耳的危害等级及程度，V值越大，其危害的程度就越大。意大利苍耳

危害等级评估标准见表2。 

表2 意大利苍耳危害等级评估标准 

V值 危害等级 危害程度 

3 3级 严重 

2 2级 一般 

1 1级 轻微 

0 0级 无 

7 潜在发生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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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确定 7.1 

适合意大利苍耳生长，但未发现其分布的区域。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建立 7.2 

7.2.1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内容 

包括潜在的危害性、入侵的可能性、危险性管理难度。 

7.2.2 风险评估指标及评分标准 

根据在潜在发生区踏查情况，确定潜在的危害性、入侵的可能性、危险性管理难度二级指标评价标

准，并进行赋分。入侵风险评估指标及评分标准见附录E。 

7.2.3 风险评价（R）计算方法 

根据入侵风险评估指标P值大小可以判断意大利苍耳的危险程度，P值越大，其入侵风险就越大。风

险评价值（R)按潜在的危害性（P1）、入侵的可能性（P2）和危险性管理（P3）平均赋分值计算。计算

方法如下： 

 P1 =  0.6P11 + 0.2P12 + 0.2P13 ························································ (2) 

式中： 

P1—潜在的危害性赋分值； 

P11—经济危害性赋分值； 

P12—是否为传播媒介赋分值； 

P1—国外重视程度赋分值。 

 P2 = √(5&P21 × P22 × P23 × P24 × P25) ··············································· (3) 

式中： 

P2— 入侵的可能性赋分值 

P21—截获难易程度赋分值； 

P22—运输中存活率赋分值； 

P23—国内分布情况赋分值； 

P24—省内适生范围赋分值； 

P25—传播力赋分值。 

 P3 =  (P31 + P32 + P33)/3 ···························································· (4) 

式中： 

P3——危险性管理难度赋分值； 

P31——鉴定难度赋分值； 

P32——除害难度赋分值； 

P33——根除难度赋分值。 

 R = ∛(P1 × P2 × P3) ·································································· (5) 

式中： 

R——风险评价值，P1、P2、P3按(1)(2)(3)公式进行计算。 

7.2.4 风险性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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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意大利苍耳入侵风险评价值（R)确定风险等级及程度，可分为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和特别

风险四级，高风险和特别风险区为高风险点。意大利苍耳入侵风险性评估标准见表3。 

表3 意大利苍耳入侵风险性评估标准 

R值 风险等级 风险程度 

0≤ R<1.5 4级 低风险 

1.5≤ R<2.0 3级 中风险 

2.0≤ R<2.5 2级 高风险 

2.5≤ R<3.0 1级 特别风险 

R值 风险等级 风险程度 

监测时期 7.3 

每年秋季监测1次。 

监测方法 7.4 

在高风险点实地查看意大利苍耳是否发生，统计内容按附录D中表D.1的要求记录。若监测到意大利

苍耳后，应立即调查其发生情况，并按6.4规定的内容进行监测。 

8 鉴定 

现场鉴定 8.1 

现场观察意大利苍耳，意大利苍耳叶与果实的特征如下： 

——单叶，茎下部叶近对生，上部叶互生；叶柄长3 cm～10 cm，几与叶片等长；叶片三角状卵形

至宽卵形，具糙毛，3裂～5裂，叶缘锯齿状至浅裂，三出基脉。见附录B中图B.1 

——总苞（苞果）卵球形，成熟后棕色至棕褐色，顶端具1或2个锥状喙，喙直且粗，锐尖，表面具

较密的总苞刺，刺直立，顶端具细倒钩，中部以下被刚毛，上端无毛。见附录B中图B.2 

实验室鉴定 8.2 

对现场未能确定的疑似意大利苍耳植株，取其未成熟果实带回室内，进行测量与显微观察，意大利

苍耳未成熟总苞（苞果）为卵球形，连喙长20 mm～30 mm，宽10 mm～16 mm，顶端具1或2个锥状喙，喙

直且粗，锐尖，表面具较密的总苞刺，刺长2 mm～6 mm，径约1 mm，直立，向上部渐狭，基部增粗，顶

端具细倒钩，中部以下被刚毛，上端无毛。 

结果评定 8.3 

以叶和总苞（苞果）特征为依据，符合上述8.1、8.2特征可鉴定为意大利苍耳。 

9 标本制作与处理 

制作 9.1 

每个监测点应采集3株～5株意大利苍耳植株，制作成标本，妥善保存，以备复核。标本采集与制作

方法按照NY/T 1861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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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9.2 

监测中发现的意大利苍耳植株经鉴定、测量、取样和统计后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10 监测报告 

监测活动结束后形成完整的意大利苍耳监测报告。根据意大利苍耳潜在发生区入侵风险评估结果和

发生区的危害程度，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报告提纲见附录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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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辽宁省意大利苍耳发生区 

和平区、沈河区、铁西区、苏家屯区、浑南区、沈北新区、于洪区、辽中区、新民市、康平县、法

库县、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旅顺口区、金州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长海县、立山区、千

山区、海城市、台安县、岫岩县、东洲区、望花区、顺城区、抚顺县、新宾满族自治县、清原满族自治

县、平山区、明山区、溪湖区、南芬区、本溪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振兴区、元宝区、振安区、

东港市、凤城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古塔区、凌河区、太和区、黑山县、义县、凌海市、北镇市、站前

区、西市区、鲅鱼圈区、老边区、盖州市、大石桥市、海州区、新邱区、太平区、清河门区、细河区、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彰武县、宏伟区、弓长岭区、太子河区、辽阳县、灯塔市、银州区、清河区、铁岭

县、西丰县、昌图县、调兵山市、开原市、双塔区、龙城区、北票市、凌源市、朝阳县、建平县、喀喇

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双台子区、兴隆台区、大洼区、盘山县、连山区、龙港区、南票区、兴城市、绥

中县、建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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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意大利苍耳叶子、果实、果实表面的刺图 

意大利苍耳叶子见图B.1，果实见图B.2，果实表面的刺见图B.3。 

 

图B.1 意大利苍耳叶子 

 

图B.2 意大利苍耳果实 

 

图B.3 意大利苍耳果实表面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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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意大利苍耳监测区记录表 

意大利苍耳监测区的走访调查结果、踏查结果、群落统计内容 、表型数据等分别按表C.1、C.2、

C.3、C.4格式记录。记录表如下： 

 

 

表C.1 意大利苍耳走访调查记录表 

调查者：______________调查日期：___________点位编号：____________样地面积（亩）：____________ 

地理位置：___________省___________市（县）_________乡镇（街道）  经度：________纬度：________ 

受访者：___________职业：_______文化程度__________单位：_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 

走访调查内容 意大利苍耳 

俗名  

首次发现（时间、地点、生境）  

（可能的）传入及扩散途径  

生长发育时期（出苗期、营养生长期、花期、成熟期等）  

发生面积（hm
2
）  

发生生境类型  

是否造成危害（若造成危害，其危害对象、危害面积、经济

损失） 
 

当地否对其进行利用（若有，利用途径、及经济效益）  

当地是否对其进行防控（若有，防控措施、成本及效果）  

是否有病虫害发生（若有，病虫害种类、发生情况）  

注： 尽可能列出意大利苍耳的当地名称。     

 

表C.2 意大利苍耳踏查结果记录格式 

调查者：______________调查日期：_____________点位编号：______________经纬度：_____________ 

序号 踏查生境类型 踏查结果 出现次数 危害 利用情况 

      

      

……      

注： 踏查结果为有、没有。危害为无、轻危、一般、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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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 意大利苍耳群落统计记录表 

调查者：________________调查日期：____________调查地点：___________样地面积（亩）：_____________ 

植物名称 株（丛）数 覆盖度/% 高度/m 物候期 生活力 

      

      

      

      

……      

 

 

表C.4 意大利苍耳表型数据记录表 

调查者：________________调查日期：____________调查地点：___________样地面积（亩）：_____________ 

序号 
根深

(cm) 

高度

(cm) 

基径

粗(cm) 

茎颜

色 
叶数 苞果数 

苞果

长(cm) 

苞果

宽(cm) 

喙长

(cm) 

主刺

长(cm) 

主刺

上是

否有

毛 

物候

期 

生活

力 
病害 虫害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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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意大利苍耳潜在发生区域踏查记录表 

意大利苍耳潜在发生区域踏查记录内容见表D.1 

 

表D.1 意大利苍耳潜在发生区域踏查记录表 

调查者：______________调查日期：_____________点位编号：______________经纬度：_____________ 

序号 踏查生境类型 踏查结果 

   

   

……   

注： 踏查结果为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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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意大利苍耳入侵风险评估及评分标准 

意大利苍耳入侵风险评估指标及评分标准见表E.1。 

表E.1 意大利苍耳入侵风险评估指标及评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 赋分值 

潜在的危害性（P1） 经济危害性（P11） 损失20%以上 3 

  损失20%～5% 2 

  损失5%～1% 1 

  损失小于1% 0 

 是否为传播媒介（P12） 可传带3种以上 3 

  可传带2种 2 

  可传带1种 1 

  不传带 0 

 国外重视程度（P13） 20个以上国家将其列为检疫

对象 

3 

  10个～19个国家将其列为检

疫对象 

2 

  1个～9个国家将其列为检疫

对象 

1 

  没有国家将其列为检疫对象 0 

入侵的可能性（P2） 

 

截获难易（P21） 经常被截获 3 

  偶尔被截获 2 

  只截获过少数几次 1 

 运输中存活率（P22） 40%以上 3 

  40%～-10% 2 

  10%～0 1 

  0 0 

 国内分布（P23） 50%以上省（市、区）有分布 3 

  50%～25%省（市、区）有分

布 

2 

  25%～0%省（市、区）有分

布 

1 

  少数几个环境中 0 

 省内适生范围（P24） 省内50%以上的地区 3 

  省内50%～25%的地区 2 

  省内25%～0的地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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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  意大利苍耳入侵风险评估指标及评分标准（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 赋分值 

  适生范围为0 0 

 传播力（P25） 空气传播 3 

  活动力很强的介体传播 2 

  传播力很弱的土传等 1 

危险性管理难度（P3） 鉴定难度（P31） 可靠性很低 3 

  非常可靠且简便快速 0 

  介于两者之间 2、1 

 除害难度（P32） 几乎完全不能杀死有害生物 3 

  50%以下 2 

  50%～100% 1 

  100% 0 

 根除难度（P33） 效果差 3 

  效果显著 0 

  介于之间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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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规范性） 

监测报告格式 

F.1 总论 

F.1.1 项目概况 

包括任务来源、监测区域位置、项目目标与内容、实施期限、总经费等。 

F.1.2 区域概况 

包括监测区水文、气象概况、厂矿、种植业、仓储、旅游业等人类活动概况，区域生态环境历史演

变；已报道的意大利苍耳情况，可能的引入途径；监测区域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珍稀濒危物种、重要

经济物种的种类、分布和资源量等。 

F.1.3 工作组织 

包括受委托时间、监测单位情况、人员组成与分工、监测计划与工作流程等。 

F.2 监测方法与数据处理 

F.2.1 监测点位与监测时间 

F.2.2 区域生态环境指标 

包括土壤类型、植被类型、社会经济状况。 

F.2.3 意大利苍耳种群与群落 

包括监测区域意大利苍耳种群与群落监测方法。 

F.2.4 潜在入侵区域现场勘查 

F.2.5 数据处理 

包括主要监测指标的计算与数理统计方法。 

F.3 结果与分析 

F.3.1 监测区域生态环境 

F.3.2 意大利苍耳种群与群落 

F.3.3 意大利苍耳特性 

包括生物学特征、区域分布、适宜生境、入侵途径、危害等。 

F.4 入侵危害与风险评估 

F.4.1 评估指标 

F.4.2 评估指标的计算方法 

F.4.3 综合评估与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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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4 可能的防控措施 

F.5 结论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