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是广泛种植的优质饲料

牧草草种我国也是化感植物之一，它含有的化感物质不

但有自毒作用，而且对其他植物也有毒害作用，如稗草、

萝卜、黑麦草、高羊茅、白三叶和红三叶等[1-5]。目前，中

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化感抑草及果园套种等

方面，对于饲用牧草的化感作用报道甚少，尤其对于饲

用牧草中禾本科牧草与豆科牧草的化感作用研究甚

少。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种草养畜的发展，饲

料作物和牧草栽培面积不断扩大，研究牧草的化感作

用对于合理组配栽培饲草品种，进一步提高饲草产量

和品质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就豆科牧草紫花苜蓿对

禾本科牧草鸭茅的化感作用潜力进行了探讨，为生产

实践中牧草间的合理混播种植提供了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体材料：紫花苜蓿的六个品种为德宝（Derby）、
三得利（Sanditi））、游客（Eurek）、苜蓿（Baralfa）、皇后

（Alfaqueen）、赛迪(Sadie)；

受体材料：鸭茅(Dactylis glomerata L.)。
试验材料由百绿公司提供。

1.2 试验方法

（1）紫花苜蓿于 2008年 12月在福建省农科院畜

牧兽医研究所牧草基地播种，2009年 3月苗期采集植

株的地上部茎叶，将其清洗晒干后剪成2 cm长的小段

混匀后，以50 g︰500 ml蒸馏水室温下浸提48 h，其间

要不断搅动。浸提液经 2重过滤，第 1重用定量滤纸

过滤，第 2重经滤膜（0.45滤元单位）过滤。得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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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浸提液作为母液，保存于4 ℃的冰箱中备用。

（2）鸭茅种子用 1%的 NaClO 消毒 30 min，冲洗

2~3次，再用蒸馏水冲洗3次，备用。

1.3 生物检测

在9 cm的培养皿中装入适量洗净的石英砂，每皿

加 15 ml 5%、7.5%或 10%供体紫花苜蓿茎叶水浸提

液，再播入50粒鸭茅种子。对照用蒸馏水处理。各重

复3次。培养皿置于光照培养箱（25 ℃、光照12 h/天）

中培养。20天后记录发芽率，在各皿中随机取10株幼

苗测试叶长和根长。再将幼苗的叶和根分开，在

105 ℃下杀青 15 min后调到 65 ℃烘干至恒重，测叶、

根干重。计算化感综合效应指数（SE）。
SE为同一处理下鸭茅的发芽率、叶长、叶干重、根

长和根干重的化感效应指数（RI）的平均值[6]。

R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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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为对照，T为处理值；RI>0为促进，RI<0为
抑制[7]。

1.4 数据处理

采用DP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供试紫花苜蓿茎叶水浸提液对鸭茅种子和幼苗的

化感作用

2.1.1 发芽率的影响 供试紫花苜蓿品种间水浸提液

对鸭茅种子发芽率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图 1A)。

与对照相比，紫花苜蓿的几个品种水浸提液均能显著

抑制鸭茅种子的发芽率。其中，三得利、游客和苜蓿的

抑制作用最明显（P<0.05），发芽率分别比对照降低了

51.9%、44.1%和 44.8% ，在紫花苜蓿的六个品种中显

得尤为突出。

2.1.2 幼苗生长的影响 供试紫花苜蓿品种间茎叶水

浸提液对鸭茅幼苗生长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图

1B）。与对照相比，三得利和赛迪的茎叶水浸提液对

鸭茅幼苗的伸长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显著（P>0.05）；而

德宝、游客、苜蓿和皇后则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分别比

对照降低了 28.9%、38.1%、28.1%和 23.8%。紫花苜蓿

的几个品种对幼苗干重的影响也有较大的差异（P<

0.05）（图1D）。除苜蓿和皇后茎叶水浸提液对鸭茅幼

苗干物质重量有抑制作用以外，其余品种均有促进作

用，其中，游客的促进作用的最为明显，其次为德宝，三

得利和赛迪。

2.1.3 对鸭茅根生长的影响 供试紫花苜蓿品种间茎

叶水浸提液对鸭茅根生长的影响（图 1C）。与对照相

比，紫花苜蓿的六个品种对鸭茅根的伸长均有抑制作

用，但种间差异不显著（P>0.05）。几个品种对鸭茅根

干重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P<0.05）（图 1E）。与对照

相比分别降低了 85.7%、92.3%、90.3%、87.2%、73.9%

和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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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供试紫花苜蓿茎叶水浸提液浓度对鸭茅的化感作用

2.2.1 发芽率的影响 紫花苜蓿的六个品种对鸭茅种

子发芽率的化感抑制效应因浓度而异（表1），其中，三

得利和赛迪的浓度效应最为明显（P<0.05），与对照相

比，在 5%、7.5%和 10%的浓度下三得利使对照发芽率

分别降低5%、18.1%和51.9%，赛迪使对照发芽率分别

降低2.5%、20.7%和37.6%，并且三得利和赛迪在5%浓

度下与对照间差异不显著，但在 10%时却对种子发芽

率有显著抑制作用。德宝、游客和苜蓿分别在 5%和

7.5%浓度时使鸭茅的种子发芽率明显降低，但浓度间

无显著差异（P>0.05）。

2.2.2 对鸭茅幼苗生长的化感效应 紫花苜蓿的六个

品种对鸭茅幼苗生长的化感效应因浓度不同而异，游

客和赛迪对浓度效应无显著差异（P>0.05），德宝在

5%、7.5%和 10%三个浓度梯度下与对照相比，使鸭茅

苗的伸长分别降低了 31.9%、14.4%和 28.9% ，各浓度

间差异显著（P<0.05），尤其在 5%和 10%时；各个品种

苗干重的浓度效应差异明显。（表1）

2.2.3 对鸭茅根长的化感抑制作用 三得利、苜蓿、皇

后和赛迪茎叶水浸提液随着浓度的升高，对鸭茅根长

的化感抑制作用增加，10%浓度的苜蓿、皇后、赛迪对

鸭茅根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它浓度则不明显。六

个品种显著降低了鸭茅的根干重，且德宝、三得利、游

客和赛迪均随着浸提液浓度的加大，化感抑制作用加

强，且各浓度间差异显著（P<0.05），以苜蓿和皇后对浓

度效应最为明显，与对照相比在 5%、7.5%和 10%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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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供试紫花苜蓿品种水浸提液对鸭茅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化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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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梯度下，苜蓿分别比对照降低了77.5%、77.0 %和

87.2% ，皇后分别比对照降低了 51.5% 、84.6% 和

82.6%。（表1）

2.2.4 综合效应指数（SE）分析 紫花苜蓿的六个品种

茎叶水浸提液的浓度效应比较明显。即随着浓度的

升高，化感抑制效应随之增强。其中，以三得利的抑

制潜力最大，浓度由低到高综合效应指数分别

为-0.91、-1.25 和-2.74，其次为游客和赛迪，最后为苜

蓿、德宝和皇后。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紫花苜蓿六个品种茎叶水浸提液

对鸭茅的化感效应在供试品种间差异显著。游客、苜

蓿对鸭茅的种子发芽及幼苗生长有抑制作用，但游客

却对鸭茅的苗干重有促进作用；三得利和赛迪对鸭茅

的种子发芽、根长及根干重有抑制作用，却对苗生长

的影响无显著差异。化感作用的强弱与植物的种类

和品种有关[8]。不同植物产生和释放化感物质的种类

不同，对其伴生植物的化感作用也不同。有研究表

明，苜蓿的自毒物质主要是香豆素、绿原酸、水杨酸[9-12]

等酚类物质和皂甙[13-14]两大类，这两类物质都是常见

的化感物质，它们均能对大多数植物的萌发和生长产

生抑制作用[15-16]。试验结果预测紫花苜蓿不适应与鸭

茅混播套种，会影响产量。

紫花苜蓿的六个品种茎叶水浸提液对鸭茅的化

感作用存在浓度效应。其中，以三得利的差异最为明

显，对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化感抑制作用随之增

强，且各浓度间差异显著。而游客和苜蓿在低浓度下

对鸭茅的抑制作用不明显，而在高浓度时则对幼苗根

的干重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Chung等[17]用 7个品种

的苜蓿水浸提液进行的自毒试验表明，化感抑制作用

随着浓度的升高而增强。此外，化感物质的含量不仅

与植物种类有关，并与生育期密切相关，通常生殖生

长期的化感作用强于营养期[1]。因此，研究得出的结

论是紫花苜蓿五个品种对鸭茅有化感抑制作用，随浓

度不同而异，在生产中与鸭茅进行间、混、套作时，不

仅要考虑营养方面的因素，化感作用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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