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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莴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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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莴苣作为受体ꎬ通过测定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莴苣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ꎬ对黄花菜化感物质进行

了研究.结果表明:浓度为 ５ ｍｇ / ｍＬ 时ꎬ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莴苣幼苗苗长表现为促进作用ꎬ对莴苣发芽率ꎬ发芽指

数ꎬ根长表现为抑制作用ꎻ浓度为 １０、１５ 和 ２０ ｍｇ / ｍＬ 时ꎬ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莴苣发芽率ꎬ发芽指数ꎬ根长和幼苗

苗长均表现为抑制作用.图 ４ꎬ表 １ꎬ参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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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间的化感作用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化
感作用是指植物或微生物通过自身的生理代谢产

生化学物质并通过淋溶、挥发、残体分解等途径使

其进入周围环境中ꎬ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或抑制

周围植物生命活动[１￣４] .化感作用广泛应用于农业生

产中ꎬ无论是作物轮作、间作、套种、覆土、翻埋还是

同科作物的连作ꎬ都要应用化感作用来作参考[５] .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ꎬ对食品安全的日益重视ꎬ
利用植物自身的特性减少农药的使用已然成为一

个趋势ꎬ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社会的主流.利用

化感作用研究成果ꎬ设计合理的种植制度ꎬ避开会

相互抑制或自毒的作物用于后茬ꎬ提高生产效率及

效益ꎻ适时适量地秸秆还田ꎬ提高秸秆的利用率ꎻ防
治农田杂草和植物病害ꎬ减少农药的使用ꎬ实现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６] .
黄花菜(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 ｃｉｔｒｉｎａ Ｂａｒｏｎｉ)学名萱草ꎬ

别名金针花ꎬ古名忘忧草ꎬ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ꎬ
原产于中国南部及日本 [７] .由于黄花菜的栽培技术

要求不高ꎬ适应性强ꎬ而且营养价值丰富ꎬ栽培效益

高ꎬ近年来我国的栽培面积不断扩大[８] .目前针对黄

花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花菜的栽培技术、营养价

值、采后贮藏加工、种质资源、内含物质的抗氧化性

以及酶的活性研究等方面[９￣１２]ꎬ但是没有黄花菜化

感作用研究的相关报道.实验以黄花菜作为研究对

象ꎬ研究黄花菜根部的水浸提液对莴苣种子萌发和

幼苗生长的影响ꎬ进一步了解黄花菜的化感作用ꎬ
为黄花菜种植制度的设计和利用黄花菜研制生物

制剂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黄花菜根采自湖南省祁东县ꎬ莴苣种子购自云

南昆明春乐种业有限公司.

１.２　 试验方法

(１)黄花菜根水浸提液的制备.取晾干的黄花菜

植株ꎬ取其根部 ４０ ｇꎬ用清水洗净ꎬ用剪刀剪成 ３ ~
５ ｃｍ的小段ꎬ然后将其粉碎ꎬ加入盛有１ ０００ ｍＬ 蒸

馏水的广口瓶中搅拌摇匀ꎬ常温下浸提 ４８ ｈ 后过

滤ꎬ滤液为试验母液ꎬ浓度为 ４０ ｍｇ / ｍＬ.试验时用蒸

馏水将母液分别稀释成 ５、１０、１５、２０ ｍｇ / ｍＬ ４ 种

浓度.
(２)种子预处理.选择籽粒饱满的莴苣种子ꎬ用



纱布包好放在 ７５％的酒精中消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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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感作用的测定.取 ５ 个培养皿ꎬ洗净干燥ꎬ

垫一层无菌滤纸ꎬ各加入不同浓度的黄花菜根浸提

液 ５ ｍＬꎬ蒸馏水作对照ꎬ每个培养皿中分别均匀放

入 ５０ 颗莴苣种子.在室温条件下进行培养ꎬ观测种

子萌发情况.定时记录ꎬ发芽标准:芽长为种子长的

１ / ２.
取 ５ 个洗净干燥的培养皿ꎬ均垫上一层无菌的

滤纸ꎬ各加入不同浓度的黄花菜根浸提液 ５ ｍＬꎬ蒸
馏水作对照ꎬ每个培养皿中放入 １０ 颗用蒸馏水培养

刚萌发的莴苣种子ꎬ均匀摆放.在室温条件下培养ꎬ
７ ｄ后测量苗长(不含根)和根长.

(４)数据处理.发芽率 ＝总发芽种子数÷供试种

子数×１００％ꎻ发芽指数 ＝∑(Ｇ ｔ / Ｄｔ)ꎻＧ ｔ 为第 ｔ 天的

发芽数ꎬＤｔ 为相应的发芽天数.
化感效应参照文献[１３]的化感效应指数(ＲＩ)

进行.当 Ｔ≥Ｃ 时ꎬＲＩ ＝ １－Ｃ / Ｔꎻ当 Ｔ<Ｃ 时ꎬＲＩ ＝ Ｔ / Ｃ－
１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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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与作用强度一致[１３] .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黄花菜根浸提液对莴苣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从图 １ 和表 １ 可以看出ꎬ黄花菜根浸提液浓度

不同ꎬ化感作用效应也不同ꎬ具体表现为抑制效应.

图 １　 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发芽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ａｙｌｉｌｙ ｒｏｏｔ ｏ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表 １　 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种子和幼苗生长的化感效应

Ｔａｂ.１　 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ｄａｙｌｉｌｙ ｒｏｏｔ ｏｎ ｓｅ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ｌｅｔｔｕｃｅ

浓度 / (ｍｇ / ｍＬ) 发芽率 发芽指数 根长 苗长

５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６５ ０.０４

１０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７７ －０.１９

１５ －０.１６ －０.２５ －０.７８ －０.２２

２０ －０.２３ －０.４３ －０.８４ －０.２９

浓度为 ５ ｍｇ / ｍＬ 的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莴苣

种子的发芽率抑制作用较小ꎬ发芽率降低了 ２％ꎬ化
感效应指数为－０.０２ꎻ而浓度为 ２０ ｍｇ / ｍＬ 的黄花菜

根水浸提液对莴苣种子发芽率抑制作用较强ꎬ发芽

率降低了 ２２％ꎬ化感效应指数为－０.２３.１０ ｇ / ｍＬ 和

１５ ｇ / ｍＬ 浓度的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莴苣种子萌发

也表现为抑制作用ꎬ且抑制率随浓度的升高而增强.

２.２　 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莴苣发芽指数的影响

通过图 ２ 和表 １ 可以看出ꎬ不同浓度的黄花菜

根水浸提液对莴苣发芽指数均不同ꎬ化感效应也

不同.
不同浓度的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莴苣发芽指

数均表现为抑制作用.在浓度为 ５ ｇ / ｍＬ 的黄花菜根

水浸提液的作用下ꎬ莴苣的发芽指数分别为 １０ ８８、
１０.０８、８.９９ 和 ６.８５ꎬ化感效应为－０.０９、－０.１６、－０.２５
和－０.４３.结果表明ꎬ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处理不仅显

著降低莴苣种子发芽率ꎬ还延缓了种子的萌发时

间ꎬ使各处理莴苣种子的萌发速度显著低于对照ꎬ
随着黄花菜根水浸提液浓度增加ꎬ莴苣种子的发芽

指数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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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发芽指数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ａｙｌｉｌｙ ｒｏｏｔ ｏ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２.３　 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莴苣幼苗根长的影响

通过图 ３ 和表 １ 可以看出ꎬ不同浓度的黄花菜

根水浸提液对莴苣幼苗根长的影响不同ꎬ化感效应

也不同.

图 ３　 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根长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ａｙｌｉｌｙ ｒｏｏｔ ｏ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ｌｅｔｔｕｃｅ

　 　 不同浓度的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莴苣幼苗根长

影响均表现为抑制作用.黄花菜根水浸提液浓度分别

为 ５、１０、１５ 和 ２０ ｍｇ / ｍＬ 时ꎬ莴苣根长分别为 １.０５、
０ ６８、０.６５、０.４７ ｃｍꎬ化感效应分别为－０ ６５、－０ ７７、
－０ ７８、－０ ８４.根长随着浓度的增大抑制作用越明显ꎬ
其中浓度为２０ ｍｇ / ｍＬ时ꎬ根部出现烂根现象.

２.４　 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莴苣幼苗苗长的影响

通过图 ４ 和表 １ 可以看出ꎬ不同浓度的黄花菜

根水浸提液对莴苣幼苗苗长的影响不同ꎬ化感效应

也不同.表现为低浓度促进高浓度抑制的效应.

图 ４　 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苗长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ａｙｌｉｌｙ ｒｏｏｔ ｏｎ ｓｈ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ｌｅｔｔｕ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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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度为 ５ ｍｇ / ｍＬꎬ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莴苣幼

苗苗长表现为促进作用ꎬ幼苗苗长为 ２.４８ ｃｍꎬ化感

效应为 ０.０４ꎬ浓度为 １０、１５、２０ ｍｇ / ｍＬ 时ꎬ表现为抑

制作用ꎬ幼苗苗长分别为 １ ９２、１ ８５、１ ６８ ｃｍꎬ化感

效应分别为－０ １９、－０.２２、－０.２９.

３　 讨　 论

剑叶耳草、玉叶金花、鸡屎藤 ３ 种药用植物乙醇

提取液不同浓度对萝卜种子的萌发均有不同程度

的抑制作用ꎬ表现为随乙醇提取液浓度的增加ꎬ其
化感抑制作用增强ꎬ不同药用植物对萝卜种子萌发

抑制作用大小顺序为:剑叶耳草>玉叶金花>鸡屎

藤ꎬ同时各药用植物乙醇提取液还延缓了萝卜种子

萌发的时间[１４] .不同浓度的白三叶叶片水浸提液对

石竹、马蹄金、高羊茅、香雪球和一串红幼苗生长的

影响不同ꎬ低浓度的白三叶叶片水浸提液对马蹄

金、香雪球、一串红幼苗苗高和根长无明显影响ꎬ对
高羊茅和石竹幼苗生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Ｐ<０ ０５)ꎬ对根长生长有极显著的抑制作用(Ｐ<
０ ０１)ꎬ随着白三叶叶片水浸提液浓度的提高ꎬ对 ５
种植物幼苗苗高和根长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１５] .

研究结果表明ꎬ黄花菜根水浸提液对莴苣种子

发芽表现为明显的抑制作用ꎬ同时还延缓了种子的

萌发时间ꎬ对莴苣幼苗根长生长表现为较强抑制ꎬ
对莴苣幼苗苗长表现为明显的低浓度促进高浓度

抑制的浓度双重效应ꎬ浓度为 ５ ｍｇ / ｍＬ 时ꎬ对莴苣

幼苗苗长表现为促进作用ꎬ化感效应为 ０.０４ꎻ对莴苣

发芽率ꎬ发芽指数和根长表现为抑制作用ꎬ化感效

应为－０.０２ꎬ－０.０９ꎬ－０.６５ꎻ浓度为 １０ ｍｇ / ｍＬ 时ꎬ对发

芽率ꎬ发芽指数ꎬ根长生长和幼苗苗长均表现为抑

制作用ꎬ化感效应分别为 － ０. ０６ꎬ － ０. １６ꎬ － ０. ７７ 和

－０ １９ꎻ浓度为１５ ｍｇ / ｍＬ时ꎬ化感效应分别为－０.１６ꎬ
－０.２５ꎬ－０.７８ 和－０.２２ꎻ浓度为 ２０ ｍｇ / ｍＬ 时ꎬ化感效

应分别为－０.２３ꎬ－０.４３ꎬ－０.８４ 和－０.２９ꎬ呈现抑制作

用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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