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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大白菜化感作用的初步研究

范　 适ꎬ　 宋光桃ꎬ　 刘飞渡ꎬ　 郭　 锐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学院ꎬ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０５)

摘　 要:以黄花菜根为试材ꎬ研究不同浓度水浸提液对不同品种大白菜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ꎬ对黄花菜根化

感物质的作用进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浓度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不同品种大白菜(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种子

萌发和幼苗生长的作用效果不同.当浓度为 １０ ｍｇ / ｍＬꎬ１５ ｍｇ / ｍＬꎬ２０ ｍｇ / ｍＬ 时ꎬ对于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的化感作

用不同ꎬ有的表现为促进作用ꎬ有的表现抑制作用.高浓度(２５ ｍｇ / ｍＬ)对于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则全部表现为抑制

作用ꎬ且浓度越高抑制作用越明显.图 ５ꎬ表 ２ꎬ参 １２.

关键词:黄花菜ꎻ化感作用ꎻ大白菜

中图分类号:Ｓ６３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植物化感作用(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ｙ)在 １９３７ 年由德国

科学家 Ｍｏｌｉｓｈ 首次提出.它是指植物通过挥发、淋
溶、根系分泌和残体分解向环境中释放化学物质ꎬ
从而对周围其他植物(包括微生物)或自身产生直

接或间接的有害或有利的作用[１￣３] .充分利用植物化

感作用的原理机制和应用研究上的潜力ꎬ对促进农

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ꎬ减少有害化学制剂的投

入ꎬ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拥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和应用前景[４] .蔬菜作物的化感作用研究在辣椒、石
蒜等蔬菜以及杂草对蔬菜作物的化感作用已有进

展[５￣８] .例如:候永侠[９] 等就辣椒根系分泌物的化感

作用进行研究ꎻ徐桂芳[１０]、王瀚[３] 等就农田杂草水

提液中的化感物质进行研究已初见成果.本文旨在

对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不同品种大白菜(迷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的化感作用进行研究.研究黄花菜的

化感作用有利于揭示植物化感作用的本质ꎬ并且对

确定合理的栽培措施具有理论意义和时间价值.本
次实验是针对蔬菜之间的相互促进或抑制作用的

研究ꎬ讨论百合科萱草属植物黄花菜根部不同浓度

水浸提液对不同品种大白菜(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

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ꎬ以期逐步揭示黄花菜

根的化感作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试验黄花菜根采取自湖南省祁东县ꎬ精选 ８３￣

１、迷你黄均购自云南省昆明春乐种业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黄花菜根水浸提取液的制备.取干制的黄花

菜植株地下根茎部分 ４０ ｇꎬ剪成小段后粉碎ꎬ加入

１ ０００ ｍｌ 的蒸馏水定容ꎬ在常温下浸提 ４８ ｈ 后过滤.

过滤所得溶液为供试母液 ４０ ｍｇ / ｍＬ.试验时用蒸馏

水将母液稀释成 １０ ｍｇ / ｍＬ、１５ ｍｇ / ｍＬ、２０ ｍｇ / ｍＬ、

２５ ｍｇ / ｍＬ 四个浓度.



(２)受体种子预处理.选择籽粒饱满的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种子ꎬ用纱布包扎好放入浓度为 ７５％的酒

精中消毒 ５~６ ｓꎬ再用蒸馏水漂洗 ３ 次ꎬ每次 １ ｍｉｎꎬ
放入培养皿中供试验用.

(３)水浸提液对种子发芽影响.在干净、干燥的

培养皿中铺垫双层的滤纸ꎬ加入不同浓度的黄花菜

根浸提液ꎬ以蒸馏水设置为对照(ＣＫ)ꎬ选取饱满的

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种子放入培养皿中ꎬ每个培养皿

中放入 ５０ 粒种子ꎬ在常温下进行常规培养.种子萌

发过程中ꎬ要保持滤纸的湿润.每天观察记录发芽

数ꎬ统计种子萌发率.
(４)水浸提液对幼苗生长影响.选 ７０ ~ ８０ 粒精

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种子在清水中催芽ꎬ当发芽率达到

８０％时ꎬ每个培养皿中选取萌发发芽种子 １０ 粒ꎬ在
培养皿中垫上滤纸常温下进行培养.每个培养皿中

加入不同浓度的黄花菜根浸提液ꎬ以蒸馏水设置为

对照(ＣＫ)ꎬ进行为期一周的常温下常规培养ꎬ在此

期间保持滤纸的湿润.一周后将幼苗取出ꎬ随机抽取

出七株ꎬ用吸水纸将其根部的残留水分吸干ꎬ测量

幼苗的苗高和根长ꎬ用分析天平称量根重和茎重ꎬ
记录数据.

(５)数据处理.测定项目参照«国际种子检验规

程» [１１]计算种子萌发的以下指标:发芽率 ＝总发芽

种子数 /供试种子数×１００％ꎻ发芽势＝自发芽至发芽

最高峰时的发芽种子数 /供试种子数×１００％ꎻ发芽

指数＝∑(Ｇｔ / Ｄｔ):Ｇｔ 为第 ｔ 天的发芽数ꎬＤｔ 为相应

的发芽天数.
化感效应指数(ＲＩ)的测定参照 Ｗｉｌｌａｎｓｏｎ 的方

法进行[１２] .当 Ｔ≥Ｃ 时ꎬＲＩ ＝ １－Ｃ / Ｔꎻ当 Ｔ<Ｃ 时ꎬＲＩ ＝

Ｔ / Ｃ－１.其中 Ｃ 为对照值ꎬＴ 为处理值ꎬＲＩ 为化感效

应指数.ＲＩ>０ 时为促进作用ꎬＲＩ<０ 时为抑制作用ꎬ
绝对值的大小与作用强度一致.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浓度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精选 ８３￣１ 和迷

你黄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由图 １ 和表 １ 可以看出ꎬ不同浓度的黄花菜根

水浸提液对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种子的发芽率有影

响ꎬ其化感效应不同.具体表现为低浓度促进ꎬ而高

度则表现出抑制的双重效应.浓度为 １０ ｍｇ / ｍＬ 的黄

花菜根水浸提取液对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种子的发

芽率均有促进作用ꎬ其种子发芽率都为 ９８％ꎬ化感

作用效应都为 ０.０２.浓度为 １５ ｍｇ / ｍＬ 的黄花菜根水

浸提液对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种子的发芽率影响差

异明显.该浓度对精选 ８３￣１ 的种子发芽率表现为促

进作用ꎬ种子发芽率为 ９８％ꎬ化感作用效应为 ０ ０４ꎬ
对迷你黄的种子发芽率表现为抑制作用ꎬ种子发芽

率为 ８８％ꎬ化感作用效应为－０.０８.浓度为２０ ｍｇ / ｍＬ
和 ０.０２５ ｇ / ｍＬ 的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精选８３￣１和
迷你黄的发芽率均有抑制作用ꎬ且浓度 ２５ ｍｇ / ｍＬ
的抑制作用明显强于浓度为 ２０ ｍｇ / ｍＬ.在浓度为 ２０
ｍｇ / ｍＬ 和 ２５ ｍｇ / ｍＬ 时精选 ８３￣１ 的种子发芽率为

９４％和 ８０％ꎬ化感作用效应为 ０.００ 和－０.１７ꎬ迷你黄

的种子发芽率为 ８６％ 和 ７８％ꎬ化感作用效应为

－０.１０和－０.１９.

图 １　 不同浓度处理液对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２.２　 不同浓度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精选 ８３￣１ 和迷

你黄种子发芽势的影响

　 　 由图 ２ 和表 １ 可以看出ꎬ浓度不同的黄花菜根

水浸提液对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种子的发芽势有影

响.１０ ｍｇ / ｍＬꎬ１５ ｍｇ / ｍＬꎬ２０ ｍｇ / ｍＬꎬ２５ ｍｇ / ｍＬ 浓度

的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种子的

发芽势均为抑制作用ꎬ且浓度越高抑制作用越明显.
不同浓度黄花菜根水浸提液下精选 ８３￣１ 种子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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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指数分别为 ８２％ꎬ７８％ꎬ７４％和 ３２％ꎬ其化感作用

效应分别为－０.０２ꎬ－０.０７ꎬ－０.１１ 和－０.６２.迷你黄种

子发芽势指数分别为 ７０％ꎬ４２％ꎬ４０％和 ３６％ꎬ其化

感作用效应分别为 ０.００ꎬ－０.４０ꎬ－０.４３ 和－０.４９.精选

８３￣１ 在浓度为 ２５ ｍｇ / ｍＬ 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抑制

作用ꎬ而迷你黄则在浓度为 １５ ｍｇ / ｍＬ时表现出较为

明显的抑制作用.

图 ２　 不同浓度处理液对种子发芽势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表 １　 不同浓度处理液对种子发芽的化感作用效应

Ｔａｂ.１　 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浓度
ｇ / ｍＬ

精选 ８３￣１

发芽率 发芽势 发芽指数

迷你黄

发芽率 发芽势 发芽指数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４ －０.１９

０.０２ ０ －０.１１ －０.２１ －０.１ －０.４３ －０.３

０.０２５ －０.１７ －０.６２ －０.３７ －０.１９ －０.４９ －０.３８

２.３　 不同浓度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精选 ８３￣１ 和迷

你黄种子发芽指数的影响

　 　 由图 ３ 和表 １ 可见ꎬ不同浓度的黄花菜根水浸

提液对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种子的发芽指数的影响

不同.１５ ｍｇ / ｍＬꎬ２０ ｍｇ / ｍＬꎬ２５ ｍｇ / ｍＬ 浓度的黄花

菜根水浸提液对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种子的发芽指

数均表现为高浓抑制作用ꎬ随着浓度升高抑制作用

加强.精选 ８３￣１ 种子的发芽指数化感作用效应为

－０.０９ꎬ－０.２１ 和－０.３７ꎬ迷你黄种子的发芽指数化感

效应为－０.１９ꎬ－０.３０ 和－０.３８.而浓度为 ０.０１ｇ / ｍＬ 的

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精选 ８３￣１ 种子的发芽指数起

到抑制作用ꎬ对迷你黄种子的发芽指数则起到促进

作用.在浓度为 １０ ｍｇ / ｍＬ 是精选 ８３￣１ 的发芽指数

化感作用效应为－０.０６ꎬ而迷你黄的发芽指数化感效

应 ０.０３.

图 ３　 不同浓度处理液对种子发芽指数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２.４　 不同浓度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精选 ８３￣１ 和迷

你黄幼苗苗长、苗重生长情况的影响

　 　 由图 ４ 和表 ２ 可以看出ꎬ不同浓度黄花菜根水

浸提液对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的幼苗生长的影响相

似ꎬ对苗长和苗重的生长都表现为低浓度促进高浓

度抑制的双重作用.

图 ４　 不同浓度处理液对幼苗苗长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精选 ８３￣１ 在浓度 １０ ｍｇ / ｍＬ 时对幼苗的苗长、

苗重均表现为促进作用ꎬ幼苗的平均苗长为 １.９ꎬ化

５１第 ３ 卷第 １ 期 范　 适ꎬ等: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大白菜化感作用的初步研究



感作用效应为 ０.１７ꎬ苗重的化感作用效应为 ０.２１.而

浓度为 １５ ｍｇ / ｍＬꎬ２０ ｍｇ / ｍＬꎬ２５ ｍｇ / ｍＬ 时对幼苗

的苗长、苗重均表现为抑制作用ꎬ且浓度越高抑制

作用加强.幼苗平均苗长分为 １.３９ ｃｍꎬ１.０３ ｃｍꎬ０ ８６

ｃｍꎬ苗长化感作用效应为－０.１１ꎬ－０.３４ 和－０ ４５ꎬ苗

重化感效应为－０.０１ꎬ－０.３３ 和－０.４１.

迷你黄在浓度为 １０ ｍｇ / ｍＬꎬ１５ ｍｇ / ｍＬꎬ２０ ｍｇ /

ｍＬ 的处理液时对幼苗的苗长、苗重表现为促进作

用ꎬ但随着浓度的升高促进作用减弱ꎬ幼苗平均苗

长分别为 １.５９ ｃｍꎬ１.０３ ｃｍꎬ１.０１ ｃｍꎬ化感作用效应

为 ０.４１ꎬ０.０９ 和 ０.０７ꎬ苗重化感效应为 ０.４０ꎬ０.１９ꎬ

０ １７.在浓度为 ０.０２５ ｇ / ｍＬ 时表现为抑制作用ꎬ其幼

苗的平均苗长为 ０. ９０ ｃｍꎬ苗长化感作用效应为

－０.０４ꎬ苗重化感效应为－０ ０４.

表 ２　 不同浓度处理浸提液对幼苗生长的化感作用效应

Ｔａｂ.２　 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浓度
ｇ / ｍＬ

精选 ８３￣１

苗长 根长 苗重 根重

迷你黄

苗长 根长 苗重 根重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３４ ０.２１ －０.３７ ０.４１ ０.３０ ０.４０ ０.５０

０.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７０ －０.０１ －０.６４ ０.０９ －０.４３ ０.１９ －０.６１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８６ －０.３３ －０.９ ０.０７ －０.５２ ０.１７ －０.７５

０.０２５ －０.４５ －１ －０.４１ －１ －０.０４ －０.７８ －０.０４ －０.８７

２.５　 不同浓度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大白菜和迷你

黄幼苗根长、根重生长情况的影响

　 　 由图 ５ 和表 ２ 中可以看出ꎬ不同浓度的黄花菜

根水浸提取液对精选 ８３￣１ 幼苗根的生长情况均起

到抑制作用ꎬ且抑制作用随着浓度的升高抑制作用

增强. 浓度为 １０ ｍｇ / ｍＬꎬ １５ ｍｇ / ｍＬꎬ ２０ ｍｇ / ｍＬꎬ

２５ ｍｇ / ｍＬ时ꎬ精选 ８３￣１ 幼苗的平均根长分别为

１ ４１ ｃｍꎬ０.６３ ｃｍꎬ０.２９ ｃｍ 和 ０ ｃｍꎬ化感作用效应分

别为－０.３４ꎬ－０.７０ꎬ－０.８６ꎬ－１ꎬ幼苗根重的化感作用

效应分别为－０.３７ꎬ－０.６４ꎬ－０.９０ꎬ－１.幼苗生长在浓

度为 ０.０１５ ｇ / ｍＬ 时受到的抑制作用明显增强.

由图 ５ 和表 ２ 中可以看出ꎬ迷你黄幼苗根的生

长情况在不同浓度的黄菜菜根水浸提取液中具体

表现为低浓度促进高浓度抑制的作用.在浓度为

０ ０１ ｇ / ｍＬ 时对幼苗的根长、根重均表现为促进作

用ꎬ幼苗平均根长为 ２. ４０ ｃｍꎬ根长的化感效应为

０ ３０ꎬ根重的化感效应为 ０.５０.浓度在 ０.０１５ ｇ / ｍＬꎬ

０ ０２ ｇ / ｍＬꎬ０.０２５ ｇ / ｍＬ 时对幼苗的根长、根重表现

为抑制作用ꎬ幼苗平均根长分别为 ０.９６ ｃｍꎬ０.８ ｃｍꎬ

０.３７ ｃｍꎬ根长的化感效应为－０.４３ꎬ－０.５２ꎬ－０.７８ꎬ根

重的化感效应－０.６１ꎬ－０.７５ꎬ－０.８７.幼苗生长在浓度

为 ０ ０２５ ｇ / ｍＬ 时受到的抑制作用明显增强.

图 ５　 不同浓度处理液对幼苗根长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３　 结　 论

实验结果初步表明: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精选

８３￣１ 的种子萌发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ꎬ对其幼苗苗

长和苗重生长具有低浓度促进高浓度抑制的双重

作用ꎬ对根长和根重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ꎻ但其对

迷你黄种子萌发具有低浓度促进高浓度抑制的作

用ꎬ对其幼苗生长具有低浓度促进高浓度抑制的作

用ꎬ随着浓度升高促进作用减弱ꎬ在一定浓度时抑

制作用明显.因此ꎬ在蔬菜栽培生产实践中ꎬ黄花菜

不适宜与精选 ８３￣１ 进行轮作和套作ꎬ它们之间的抑

制作用明显.而黄花菜可以于迷你黄进行适当合理

的轮作与套作.

近年来ꎬ对于植物化感作用的研究逐年增加ꎬ

了解植物间的化感作用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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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生态农业有着重大意义.合理有效的利用植物间

的化感作用ꎬ解决现存的植物连作障碍、自毒作用

与作物间的抑制作用.植物化感作用的研究可以应

用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ꎬ如:开发有益的化感物

质作为新型的植物生长调节剂ꎬ或开发新型无污

染、无残留ꎬ符合农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农药等[４] .

本文旨在初步研究不同浓度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

不同品种大白菜(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的化感作用ꎬ

根据试验结果可以初步了解黄花菜根对于大白菜

(精选 ８３￣１ 和迷你黄)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的作用

机制ꎬ使其成为生产实践上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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