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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植株水浸提液对生菜和大白菜化感作用的研究

莫云容,摇 赵摇 凯,摇 邓明华*

(云南农业大学 园林园艺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摘摇 要:以生菜和大白菜两种蔬菜作物为受体,通过测定番茄植株水浸提液对两种蔬菜作物幼苗生长的影响,对番

茄化感物质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淤低浓度(0. 02 g / ml)的番茄水浸提液抑制大白菜幼苗的根长和根重;
而促进生菜的根长和根重于高浓度(0. 08 g / ml)的番茄水浸提液对生菜和大白菜幼苗根长、根重和苗长均表现为

抑制作用. 随着浓度的加大,抑制作用增强;盂 0. 04 g / ml 的番茄水浸提液对生菜幼苗苗长和大白菜的根重、根长 /
苗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大白菜幼苗苗长、根长有抑制作用;榆番茄水浸提液对生菜幼苗根长 / 苗长比均表现

为抑制作用、而对白菜的却表现为促进作用. 图 5,表 1,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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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化感作用(allelopathy)是近年来生态学研究领

域的热点,植物或微生物通过代谢作用影响环境中

其它植物或微生物的活动. ,植物主要是通过挥发、
淋溶、分泌以及残株腐解等途径释放一些化感物

质,来影响周围环境中植物或微生物的生长和发

育[1鄄4] . 植物的化感作用普遍存在于地球生态系统

中,在农业活动中,在合理安排农业种植制度、控制

农田杂草、防治作物病虫害以及减轻连作障碍等方

面有重要作用[5鄄8] . 因此,对于植物化感作用机理的

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番茄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蔬菜作物,在生产中极

易发生连作障碍. 导致连作障碍的因素有很多,其
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番茄的自毒和它毒作用. 自毒

和它毒作用是化感作用中一种常见现象,它是因为

植物无益代谢的过度积累而自身受抑制. 但目前国

内外关于番茄化感作用机理的研究还很少[9],很有

必要深入研究番茄的化感效应及其机理,为番茄的

种植提供理论依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材料

摇 摇 番茄植株种植在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

实验基地,在盛花期采地上部分用于实验. 生菜和

大白菜均购自云南省昆明市小板桥种子市场.

1. 2摇 方法

1)番茄植株水浸提液的制备:准确称量番茄地

上部分 20 g,用蒸馏水洗净后,剪成 1 cm 长的碎片,
粉碎机粉碎后,倒入烧杯加 250 ml 蒸馏水,在常温

下浸提 48 h 后,三层纱布过滤. 滤液为供试母液,放
置于冰箱,待用. 实验时将实验母液用蒸馏水梯度

稀释成 0. 02 g / ml、0. 04 g / ml、0. 06 g / ml 三个浓度.
2)受体种子预处理:精选籽粒饱满的生菜和大

白菜种子,用 75%酒精溶液处理 5 s,再用蒸馏水冲

洗干净.
3)化感作用的测定:将两层经过灭菌的滤纸平



铺在洗净、烘干的培养皿中,加入适量蒸馏水浸润

滤纸,将生菜和大白菜种子播种在培养皿滤纸上.
第二天取发芽的种子,至于另一洗净、烘干、铺上两

层经过灭菌的滤纸、加入 5 ml 不同浓度的番茄水浸

提液的培养皿中,每皿 25 颗,均匀摆放. 番茄水浸提

液处理设 5 个浓度梯度(0. 00 g / ml (对照)、0郾 02 g /
ml、0. 04 g / ml、0. 06 g / ml、0. 08 g / ml). 7 d 后测定苗

长(根除外)、根长、苗重和根重. 每处理 3 次重复.
在室温条件下进行培养.

4)数据处理. 化感作用效应的计算参照 Willan鄄
son G B 的化感作用效应指数(RI)进行. 当当 T < C
时,RI = T / C - 1;T逸C 时,RI = 1 - C / T,其中 T 为处

理值,C 为对照值, RI 为化感作用效应指数. RI < 0
时为抑制作用,RI > 0 为促进作用,绝对值大小与作

用强度一致[10] .

2摇 结果与分析

2. 1摇 不同浓度番茄植株水浸提液对生菜和大白菜

幼苗根长的影响

摇 摇 由图 1 和表 1 可知,生菜和大白菜幼苗根长对

各浓度的番茄水浸提液的反应各不相同.
随着浓度的增加,番茄水浸提液对生菜幼苗根

长表现为抑制. 浓度为 0. 02 g / ml 时,生菜幼苗根长

为 2. 95 cm, 对照的为 3. 86, 化感作用效应为

- 0. 24. 浓度增加到 0. 06 g / ml、0. 08 g / ml 时,幼苗

根长分别为 2. 21 cm 和 2. 11 cm,均表现为下降,并
且番茄水浸提液浓度越高,对幼苗根长的抑制作用

越强,其化感作用效应分别为 - 0. 43、 - 0. 45.

表 1摇 不同浓度番茄浸提液对生菜和大白菜幼苗的化感作用效应

Tab. 1摇 Allelopathy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aqueous extract of tomato plants on seedling of lettuce and celegy cabbage

浓度
生菜

根长 苗长 根长 / 苗长 根重 苗重

大白菜

根长 苗长 根长 / 苗长 根重 苗重

0. 02 - 0. 24 0. 04 - 0. 27 0. 51 0. 21 - 0. 13 - 0. 29 0. 19 0. 19 0. 10
0. 04 - 0. 30 0. 03 - 0. 32 0. 44 0. 02 - 0. 15 - 0. 38 0. 28 0. 13 - 0. 05
0. 06 - 0. 43 0. 01 - 0. 43 0. 01 - 0. 08 - 0. 26 - 0. 41 0. 20 - 0. 25 - 0. 05
0. 08 - 0. 45 - 0. 09 - 0. 46 - 0. 02 - 0. 21 - 0. 34 - 0. 46 0. 17 - 0. 49 - 0. 07

图 1摇 不同浓度番茄浸提液对生菜

和大白菜根长化感作用效应

Fig. 1摇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aqueous
extract from tomato plants on the root length

摇 摇
不同浓度的番茄水浸提液对大白菜幼苗根长

的作用与生菜相似,也为抑制作用. 浓度为 0. 02 g /
ml 时, 幼苗根长为 3. 96 cm, 化感作用效应为

- 0郾 13;当浓度增加为 0. 06 g / ml 时,幼苗的根长为

3郾 36 cm,化感作用效应为 - 0. 26;浓度为 0. 08 时,
幼苗根长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且浓度越大,其抑

制作用越强,其化感作用效应为 - 0. 34.

2. 2摇 不同浓度番茄植株水浸提液对生菜和大白菜

幼苗苗长的影响

摇 摇 比较了生菜和大白菜幼苗苗长对不同浓度的

番茄水浸提液的反应(表 1)结果表示,生菜和大白

菜幼苗苗长对不同浓度的番茄水浸提液的反应各

不尽相同. 就生菜而言,表现为低浓度促进和高浓

度抑制的双重效应. 对白菜而言,则表现为抑制

作用.
浓度为 0. 02 g / ml、0. 04 g / ml、0. 06 g / ml 时,对

生菜幼苗苗长均为促进作用,幼苗苗长与对照相比

增加 5% 、4%和 0. 8% ,化感作用效应分别为 0. 04、
0. 03 和 0. 01;浓度为 0. 08 g / ml 时,生菜幼苗的苗

长为 3. 61 cm,化感作用效应分别为 - 0. 09,由促进

转变为抑制作用. 0. 02 g / m、0. 04 g / ml、0. 06 g / ml
对白菜和生菜的幼苗苗长的作用效果完全不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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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幼苗苗长表现为抑制效应,化感作用效应分别

为 - 0. 29、 - 0. 38、 - 0. 41(见图 2).

图 2摇 不同浓度番茄浸提液对生菜

和大白菜苗长化感作用效应

Fig. 2摇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aqueous
extract from tomato plants on the shoot length

4 个浓度(0. 02 g / ml,0. 04 g / ml,0. 06 g / ml,
0郾 08 g / ml)的番茄水浸提液都明显抑制生菜幼苗根

长 /苗长比(图 3 和表 1),抑制强度随水浸提液浓度

的增加而加强,而对白菜则表现为促进作用,随浓

度的升高抑制作用减弱. 在上述 4 个浓度的处理下,
生菜幼苗根长 /苗长比分别为 0. 71,0. 66,0. 55 和

0. 58,与对照(0. 97)相比,均有下降,化感作用效应

分别为 - 0. 27, - 0. 32, - 0. 43 和 - 0. 46;同时大白

菜幼苗根长 /苗长比分别为 1. 45,1. 63,1. 48 和

1郾 43,化感作用效应分别为 0. 19,0. 28,0. 20 和

0. 17.

图 3摇 不同浓度浸提液对生菜和大白菜

根长 / 苗长化感作用

Fig. 3摇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aqueous
extract from tomato plants on the seedling and
root length

2. 3摇 不同浓度番茄植株水浸提液对大白菜和生菜

幼苗根重的影响

摇 摇 研究大白菜和生菜幼苗根重对不同浓度番茄

水浸提液的反应,结果见图 4 和表 1. 不同浓度的番

茄水浸提液对生菜和白菜的影响不相同. 就大白菜

而言,表现为双重效应,即低浓度促进和高浓度抑

制. 浓度为 0. 02 g / ml 和 0. 04 g / ml 时,大白菜幼苗

根重为 0. 093 4 g 和 0. 086 3 g,(对照为 0. 074 5)表
现为促进作用;浓度伪. 06 g / ml 和 0. 08 g / ml 时为

抑制,幼苗根重为 0. 055 5 g 和 0. 038 2 g,化感作用

效应为 - 0. 25 和 - 0. 49. 就生菜来说随着浓度的升

高,表现为抑制作用,浓度越高抑制作用越强. 浓度

为 0. 02 g / ml、0. 04 g / ml、0. 06 g / ml、0. 08 g / ml,幼
苗的根重分别为 0. 074 0 g、0. 064 6 g、0. 366 g、
0郾 035 5 g(对照为 0. 036 3 g). 化感作用效应分别为

0. 51、0. 44、0. 01、 - 0. 02.

图 4摇 不同浓度番茄浸提液对生菜和大白菜

根重化感作用效应

Fig. 4摇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aqueous
extract from tomato plants on the root weight
of seedling

2. 4摇 不同浓度番茄植株水浸提液对大白菜和生菜

苗重的影响

摇 摇 比较了大白菜和生菜幼苗苗重对不同浓度番

茄水浸提液的反应(表 1),由此可看出不同浓度番

茄水浸提液对大白菜和生菜的影响不同. 表现为低

浓度促进和高浓度抑制的双重效应. 当浓度为 0. 02
g / ml 时, 苗重 0. 324 g 和 0. 225 g, (对照的为

0. 291 0 g 和 0. 177 2 g)化感作用效应为 0. 10 和

0郾 21,表现为促进作用;当浓度分别伪. 04 g / mi、
0郾 06 g / ml、0. 08 g / ml 时,大白菜的苗重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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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郾 278 g、0. 275 g、0. 2709 g,化感作用效应为 -
0郾 05、 - 0. 05 和 - 0. 07;生菜的苗重分别为 0. 179 7
g、0. 162 2 g、0. 140 1 g,化感作用为 0. 02、 - 0. 08 和

- 0. 21. 随着浓度的升高,均表现为抑制作用,浓度

越高,抑制作用越强(见图 5).

图 5摇 不同浓度番茄浸提液对生菜和大白菜苗重的影响.
Fig. 5摇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aqueous

extract from tomato plants on the seedling weight
of seedling

3摇 讨摇 论

3. 1摇 番茄植株水浸提液化感效应的多样性

摇 摇 研究发现:0. 02 g / ml 的番茄植株水浸提液对生

菜和大白菜幼苗生长的作用不同.
高浓度的番茄植株水浸提液(0. 08 g / ml)对生

菜幼苗生长表现为抑制作用,其幼苗根长、幼苗苗

长和幼苗根长 /苗长比、幼苗的苗重和根重均表现

为抑制作用,其幼苗根长、幼苗根长 /苗长、根重和

苗重分别为 2. 110 cm、0. 58、0. 035 5 g 和 0. 140 1 g,
对照分别为 3. 86 cm、0. 97、 0. 036 3 g 和 0. 177 2 g,
同比分别下降 45% 、40% 、2% 和 21% ,化感效应分

别为 - 0. 45、 - 0. 40、 - 0. 02 和 - 0. 21.
较低浓度的番茄植株水浸提液 (0. 02 g / ml,

0郾 04 g / ml,0. 06 g / ml)对大白菜幼苗生长的化感效

应与生菜却略有不同,大白菜的苗长表现为抑制作

用,化感作用效应分别为 - 0. 29、 - 0. 38、 - 0. 41;而
生菜种子的苗长表现为促进作用,化感作用效应分

别为 0. 04、0. 03、0. 01. 由此可见:不同受体作物对

同一作物的化感物质的反应可能不同,而同一化感

物质对同一作物的不同器官的作用也可能不同.

3. 2摇 番茄植株水化感作用的浓度效应

对番茄化感研究发现,番茄植株水浸提液对供

试受体表现为明显的浓度双重效应(高浓度抑制和

低浓度促进). 其中对根的抑制作用显著大于地上

部分(苗). 研究发现,细叶亚菊不同浓度的挥发油

对垂穗披碱草生长特性(种子的萌发率、株高、根
长)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而且浓度越大抑制作

用越明显,但浓度小时对根重却有一定的促进生长

的作用[11] . 本研究发现不同浓度的番茄植株水浸提

液对生菜发芽和幼苗生长也表现为明显的高浓度

抑制和低浓度促进的浓度双重效应,浓度为 0. 02 g /
ml 时,生菜和大白菜种子根重、苗重均表现为促进

作用. 化感作用效应分别为 0. 51、0. 21 和 0. 20、
0郾 10;当浓度为 0. 04 g / ml 时,有的方面仍然表现促

进作用,有的方面却为抑制作用;浓度为 0. 06 g / ml
和 0. 08 g / ml 则都表现为抑制作用,随着浓度的升

高其抑制效应作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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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lopathy of Aqueous Extract From Tomato Plants
on Lettuce and Celegy Cabbage

MO Yun鄄rong,摇 ZHAO Kai,摇 DENG Ming鄄hua*

(College of Landscape and Horticulture,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Kunming 650201,China)

Abstract:The study of allelopathy on tomato plants was made through measuring seedling growth of
lettuce and celegy cabbage which were watered with the aqueous extract of tomato plants. The results lead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淤 Tomato plants aqueous extract with lower concentration(0. 02 g / ml) re鄄
strained length of seedling root and weight of celegy cabbage,while it prompted those of lettuce. 于 Toma鄄
to plants aqueous extract with higher concentration (0. 08 g / ml) inhibited significantly both lettuce謘s
length of seedling root as well as the weight of root and those of celegy cabbage; and the effects could be
enhan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ncentration. 盂 Tomato plants aqueous extract in this concentration of
0. 04 g / ml,on one hand,which advanced seedling length of lettuces and root weight,root length and seed鄄
ling length of celegy cabbages; on the other hand,which inhibited seedling length and root length of cele鄄
gy cabbage. 榆 Tomato plant aqueous extract inhibited the ratio of seedling(root length) / (shoot length)of
lettuce,while this turned to be helpful for Chinese cabbage. 5figs. ,1tab. ,11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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