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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AF CON 21/2  

 

清除薇甘菊  

 

1.  目的  

 

1.1 本作業備考旨在爲各政府部門、園藝服務承辦商及有關團體提供

清除薇甘菊的一般技術指引。  

 

2. 背景資料  

 

2.1 薇甘菊（Mikania micrantha）是外來的菊科多年生草本攀緣植物。

薇甘菊原産於中美及南美洲等熱帶地區，現已廣泛分佈於印度、東南

亞、太平洋島嶼及華南地區（包括廣 東及香港 ）。  

 

2.2 一如其他攀緣植物，薇甘菊會藉攀附其他植物至樹冠以攝取更多

陽光。被薇甘菊所覆蓋的植物，最終可能會因爲光照不足而窒礙生長。

此外，薇甘菊會產生生物化學物質，抑制其他植物的種子萌芽和幼苗

生長。在本港，薇甘菊可於春夏兩季迅速生長。  

 

2.3 薇甘菊在印度和東南亞各地被視爲危害經濟作物和植林計劃的

有害植物。在本港，薇甘菊常見於一些低窪、潮濕、陽光充足的受干

擾環境，例如荒廢田野和農地、魚塘田基、路旁、受干擾的或人工河

道，以及鄉村附近的林地邊緣等地方。薇甘菊對茂密的樹林則未有構

成重大威脅。  

 

3. 薇甘菊的特徵  

 

3.1 薇甘菊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攀緣植物。莖細長，多分枝，無毛至略

被毛；葉對生。每塊葉由葉柄（長 1-6 厘米） 和葉片（長 3-13 厘米，

寬達 10 厘米）組成，葉片呈心形，邊緣有不規則粗鋸齒，葉尖逐漸收

窄。開花時，帶芳香的白色花於枝端簇成無數細小的頭狀花序。花能

結出細小的黑色乾果，乾果頂端的白色冠毛有利風力傳播。作業備考

末附有薇甘菊相片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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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薇甘菊可藉種子萌芽生長作有性繁殖，又可在莖節處生根作無性

繁殖。在華南地區，薇甘菊的花期由六月開始；結果期爲十一月至翌

年二月。薇甘菊種子數量甚多，萌發率高，生長速度快。這些特性使

薇甘菊可以迅速蔓生。然而，在低溫和光照不足的環境下，薇甘菊的

結果、種子萌發和幼苗的生長都會受到抑制。因此，在遮蔭的環境（例

如茂盛的樹林和植林區） 通常較少受到薇甘菊的影響。  

 

4. 清除薇甘菊的方法  

 

4.1 定期監察和清除薇甘菊，方能有效阻止其蔓延，以保護相關地點

的植物和生境。一旦發現有薇甘菊出現，便應盡快清除，尤其是在有

重要保育價值的地點。  

 

人手淸除  

 

4.2 一如清除其他攀緣植物，薇甘菊可以使用手攜工具或打草機來清

除。一般而言，清除地面上的薇甘菊時，只須將貼近地面的莖以人手

或機器割斷，然後移除並妥善棄置便可。至於攀附樹上的薇甘菊，則

應把離地大約 3 米以內的部份清除，其餘高掛在樹上的部份則可讓其

自然枯萎。不過，薇甘菊可能會從根部重新生長，在有需要時應再次

淸除。以人手拔除植物能移除根部，但需要更多人力資源。  

 

採用除草劑  

 

4.3 除 草 劑 可 殺 死 薇 甘 菊 ， 例 如 草甘膦（ glyphosate）、 嘧磺隆

（Sulfometuron-methyl）等。不過，在水源附近、常耕農地、花園和住宅

區則不宜使用，在任何情況下亦應小心施放。如因附近環境限制而不

能使用除草劑，則應以人手淸除薇甘菊。噴灑除草劑後，有關地點的

薇甘菊與其他植物可能會一同枯萎，令該處的景觀有一段時間變得難

看。與樹和灌木相比，藤本和草本植物更容易受到除草劑的影響。除

草劑需要由熟練工人施放，並須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為確保安全及

正確使用除草劑，相關人士應遵照《在公共場所安全和正確使用除害

劑工作守則》1，以及《安全及正確使用除害劑–草地及園境管理》2小

冊子。  

                                                 
1 《在公共場所安全和正確使用除害劑工作守則》 (2014)。漁農自然護理署、食物

環境衛生署及康樂文化事務署共同編制。

https://www.afcd.gov.hk/english/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safe/files/COP_public_area_ENG.pdf 
2《安全及正確使用除害劑–草地及園境管理》（ 2017）。漁農自然護理署。

https://www.afcd.gov.hk/English/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safe/files/Turf_Landscape_2017.pdf 

https://www.afcd.gov.hk/english/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safe/files/COP_public_area_ENG.pdf
https://www.afcd.gov.hk/English/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safe/files/Turf_Landscape_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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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管理  

 

4.4 薇甘菊在遮蔽的環境中，發芽和生長速度都會減慢。因此，把薇

甘菊清除後再在原位種植樹木和灌木，可營造樹蔭，遏止薇甘菊重新

生長。擬定種植品種時，應考慮該植物生長條件是否適合、對周圍環

境和現有植物群落的影響、預期效果、保養需求、以及可投入的資源。

在種植樹木或灌木後，薇甘菊可能會重新生長，有需要時應再次淸除，

直至種植的樹木和灌木已成長。這個方法相對地對資源需求較大，而

且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才能觀察到成效。然而，這是個較可持續的防治

薇甘菊的方法。  

 

5.  重要注意事項  

 

 立足安全穩固之地，才可進行清除工作。薇甘菊鋪天蓋地，蔓生各

處，可把地面和樹冠完全遮蔽，因此淸除薇甘菊時要小心留意身處

的環境，特別是被薇甘菊和其他植物所覆蓋的凹凸不平的地面、斜

坡和懸崖。  

 

 注意個人安全。清除薇甘菊時可能會使用到手攜工具、機器或除草

劑。相關人員應遵照相關職業安全健康指引，並穿戴適當的個人保

護裝備。  

 

 妥善棄置割下的薇甘菊。由於已割下的薇甘菊在莖節處仍能長出根

來，形成新株，因此必須把割下的薇甘菊全部收集袋好，並妥爲棄

置，切勿隨意拋棄，以免助其蔓生。  

 

 在薇甘菊結果之前加以淸除。由於薇甘菊的乾果重量很輕，易於經

風力傳播，無論以人手或除草劑來清除薇甘菊，均應盡量在其結果

和種子成熟期（約十一月至翌年二月間，每年可能略有差異）之前

進行，以減低其種子傳播的機會。  

 

 注意其他攀緣植物。本地常見的原生攀緣植物，例如粉葉羊蹄甲

（ Bauhinia glauca），以及一些稀有或受保護植物，例如港油麻藤

（Mucuna championii）和寬藥青藤（ Il ligera celebica），均為自然環

境的一部分。當山坡長有大量原生攀緣植物，離遠看有可能誤認為

薇甘菊。作現場評估時，應加倍注意避免對這些原生攀緣植物造成

不必要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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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可採用註冊除草劑並嚴格遵守產品標籤指示。所採用的除草劑必

須已經註冊 3，而其標籤所載的使用須知事項，包括建議使用量、稀

釋比率、何時及在何處使用除草劑及安全使用守則等，必須嚴格遵

守。負責噴灑除草劑的人士必須穿戴所需的保護衣物及裝備，並於

完成工作時適當清潔有關衣物裝備及棄置空置容器。  

 

6. 備註  

 

6.1 本作業備考旨在提供清除薇甘菊的一般技術指引，以供參考。有

關人士應在計劃或展開清除薇甘菊工作時，小心考慮個別地點的限制

和需要。進行清除薇甘菊工作前亦應徵詢有關當局或土地業權人的意

見，以及其他須注意的事項。各政府部門或團體如有需要，可聘請園

藝服務承辦商、熟練園藝工人或園丁，在其管轄範圍內進行有關的清

除工作。  

 

6.2 現時，各政府部門會按其職責範圍採取適當的植物護理措施。發

展局擬備的工程技術通告第 6/2015 號“Maintenance of Vegetation and 

Hard Landscape Features”）（只有英文版）列明各部門在不同政府土

地類別上保養植物的職責。採用的基本原則如下 4：  

 

土地類別5 負責保養的部門 

已撥用的政府土地 土地所屬的政府部門 

快速公路以外的公共道路兩旁（郊野公園範圍外）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快速公路範圍 路政署  

郊野公園（快速公路範圍外）  漁農自然護理署  

鄉村範圍内的小徑和由民政事務總署管理的通路兩旁 民政事務總署 

未批租、未撥用而並無其他部門負責保養的政府土地 地政總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二零二零年八月  

                                                 
3 有關除害劑註冊紀錄冊第二部分的註冊除害劑列表，請參閱：

https://www.afcd.gov.hk/english/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pes/files/common/Registered_Pestici

des_List_Part_II.pdf 
4 有關保養職責的分工和對現有園景區植物的安排詳情，請參閱發展局的技術通告 DEVB TCW 

No.6/2015第 5至 12段（只有英文版）。 
5 不論土地類別，“有系統鑑辨全港斜坡維修責任計劃”(SIMAR) 下的斜坡植被應該由負責維修

有關斜坡的部門保養，有關 SIMAR斜坡維修的部門職責分工，已在發展局的技術通告 DEVB TCW 

No. 6/2011（“Maintenance of Man-made Slopes and Emergency Works to Deal with Landslides”）（只

有英文版）列明。 

https://www.afcd.gov.hk/english/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pes/files/common/Registered_Pesticides_List_Part_II.pdf
https://www.afcd.gov.hk/english/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pes/files/common/Registered_Pesticides_List_Part_I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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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甘菊 :  (上 )於生境 ;  (中 )乾製標本 ;  (下 )帶有白色冠毛的乾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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