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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6A化蒋水稻的化感作用潜力试验鲒果表明，不同品种水稻的化感潜力存在差异t5个供试水稻按其对稗 

草生长抑制率的大小依次为“Woo Co Chin Yu”>“Kouketsumuchi”>“AC]423”>。CN一15”>“Taichung Native l” 

>“YH一1 。提高化感物质的澈度，可相应增强对稗草生长的抑制作用。试验证实，水稻对稗草的化蒋炸』}i具有密度 

依齄效应，表现为杂草密度加大，水稻化癔抑制效果降低，进与资源竞争的结果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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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ies un allelolpathic potential in rice．眦 H11a—qin，LIN Wen—Xiong(Fujian Agriculture—Forestry 

UniversitytFuzhou 350002)，CJEA，2001t9(2)：47~ 49 

Abstract Experiments of aUelopathic potential in six lines of rice indicated that the order inhibiting the barn— 

yardgrass growth was。Woo Co Chin Yu”>“Kouketsumuch!”> AC]423 >“CN一15”> Taiehung Native 1”> 
YH一1”．Increasing the extract concentrations might eaHse higher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barnyardgrass．It also in— 

dicated that the phytotoxicity was density—depe ndent，showing that the inhibitory effect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 

es of the weed density．Such a result W丑s eontl'ary tO the effect of resource competition． 

Key words Rice，AUelopathy，Barnyardgrass，Resource competition 

Leibig(1852)等早在 1 9世纪中叶就已注意到植物问存在生物化学关系0]。1937年 Molise H．口 首先把 

这种生物化学关系称为植物化感作用(Allelopathy) 自2o世纪 7o年代中期植物问存在的这种化学关系被 

重新确认后，植物化感作用的研究开始引人注目，并已成为农业生态学和化学生态学研究的热点。目前在化 

感作用研究中大部分侧重于化感种质资源评价、化感物质的分离与鉴定、化感作用遗传特性等方面的研究。 

本项研究以6个具有化感作用的水稻为供试材料，以稻田主要杂草稗草为受体植物，研究了水稻化感作用潜 

力，为进一步研究水稻生理生化特性奠定基础。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选用分别来 自菲律宾国际水稻所 (IRRI)、韩国和我国各具化感作用的 6个水稻品种 AC1423”、 

Kouketsumuchi 、 Taichung Native l，，、“Woo Co Chin Yu 、“YH一1 和 CN一1 5 为供体植物，这些水稻品种 

已被国内外学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含田问试验)证实比对照(如“Rexmont ， Namcheum ，“Ausipb”)对 

稗草等杂草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选用来自韩国的无化感作用水稻品种“Namcheum 为对照，选用稗草 

(Echinochloa Cms—gaul L．Beauv)为受体植物，稗草采自大田。供试水稻种子直播于盆钵内，在每盆钵中装 

入5kg的商业性土壤，待种子出苗后把植物稀疏至相同密度，每盆苗 100株，株行距为 3cm×3cm 播种培养 

70 d后剪取不同供试水稻品种叶片，保存于一80℃的冰箱中备用；从每个供试水稻品种中取 10g叶片，每叶 

片剪切成2．5era长段放入研钵，经液态氮低温处理并研磨后分别用 100mL蒸馏水浸提 48h，浸提液经 2重 

过滤(第 1重是用滤纸过滤，第 2重是经滤元单位为 0．45 m的滤纸过滤)，把所获得不含微生物枵染的浸提 

液保存在 4℃的冰箱中备用(该浸提液浓度为 10g／kg)。取在预萌发中具有较高萌发率的不同稗草品种种子 

各 1o粒，置于垫有 1层滤纸的培养皿上。每个培养皿中分别加入浓度为1O0g／kg的10mL浸提液并加盖，在 

有光照室内25℃环境下培养稗草种子 7d后分别测量其萌发率、植株高度和胚根长及其干物质量。同时设置 

不同浓度浸提液的化感效应试验，分别用 lOOg／kg、75g／kg和 50g／kg的母液浓度浸提液进行与上述相同的 

试验。培养7d后分别测量其萌发率、植株高度和胚根长及其干物质量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 

·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C96016)和国家教育部骨干教师基金项目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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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盆钵中装入 200g的商业性土壤，分别播入 1粒、3粒、5粒、7粒和9粒稗草种子，然后在每盆钵中 

加入 25mL的(上述各种水稻 75g／kg的母液浓度)叶片浸提液。培养10 d后取稗草地上部和根系，在 105℃ 

恒温箱中烘干 1h后再置于 8O℃恒温箱中保存48h，最后测量其干物质量。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重复 

3次。参照 B~uce williamsonG．等方法 ，采用化感作用效应指数(RI)： 

R』一 (1) 

式中+ 为测试项目的处理值， 为对照值。R』为化感作用效应指数，RI>O表示存在促进作用，RI<O表 

示存在抑制作用。 

2 结果与分析 

供试水稻叶片浸提液对稗草萌发和生长的抑制效果见表 l。由表 l可知，与对照(c 和 C )相比，6个供 

试水稻材料叶片浸提液对稗草种子萌发率都具有抑制作用，其中“Woo Co Chin Yu”的抑制作用最强+其次 

为。Kouketsumuchi”，而 YH—l”和“CN一15”的抑制作用最弱；6个供试水稻的叶片浸提液对受体稗草的植株 

‘"iticim gN=iv=r 

围 1 不同化感水稻品种对稗草幼苗生长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different rice varieties on harnyardgrass seedling 

高度及其干物质量具有抑制作 

用，其中“Woo Co Chin Yu”的抑 

制作用最强， Kouketsumuchi”、 

“Taichung Native l 和 “YH一1” 

的抑制作用较弱。对受体杂草根 

的生长抑制作用比较结果见表 l 

和图 1，2个水稻品种“AC1423” 

和“Woo Co Chin Yu”比对照(cl 

和 Cz)具有较高 抑制效应，达 

100 ，“Kouketsumuehi”次之； 

“Taiehung Native l 和 YH一1”较特殊，对稗草根长有较高抑制作用，但对根干物质量积累的抑制作用较低。 

不同浓度水稻叶片浸提液处理效果见表2，与对照C 相比，化感水稻品种“Kouketsumuchi","Taichung Native 1 

表 1 化感作用水稻叶片漫摄液对稗草生长的影响* 

Tab．1 Effects of aqueous extracts of al[e[opathic rice[eaves on the growth of barnyardgrass 

。 耋 删“ S tem 舞 删 。 焉 删“ 馏 删 ： 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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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牡据为3戎重复的平均值·$~JdR是与对篇组相比的抻制效应．c】和c2持别为对照蛆求希NlⅢ 浸提蕞和善簟木；+和一表示与对罔蛆之比曲健进和抑村百分事 

表 2 化蓐作用不同浓度水稻叶片漫摄液对稗草幼苗生长的抑棚效应 * 

Tab．2 Effects of different aqueous extract concentrations from rice leave~on the growth of bm yardgrass 

木希品# tttltlllllftg· 一 茎 t~／~m 茎干物质量， IR／,,'4 报 长／珊 IR／,~ 根千暂重量， 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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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YH一1 叶片浸提液对稗草植株高度及其干物质量在浓度较 800 

高时表现为抑制作用，而后随浓度降低表现为无化感作用或促 g 

进作用；对胚根长及其干物质量也具有抑制作用，且当浸提液浓 宴{ 

度降低时抑制作用随之降低。尤其对受体稗草而言，其胚根对化 { 

感水稻叶片浸提液的浓度变化响应比地上部敏感。供试水稻品 l oo 

种浸提液对不同种植密度稗草的化感效应见图2，当处理为化 

感作用水稻“Kouketsumuchi”叶片浸提液时，随着受体杂草种 

植密度的增加，稗草单株干物质量也随之增加。当处理为不具化 

975 I979 l953 I9rt I99l I995 I999 

年 骨 

Yr~rs 

感作用水稻“Namcheum(c，)”的叶片浸提液时，却表现与上述 
相 的格热 圉 2 化感水稻浸提液对不同密度稗草的影响 

⋯ ： ⋯ 啦2．Effect of allelopathic rice extracts On the 
3 小结与讨论 target harTIyardEr nder diff nt densinesi． 

水稻叶片浸提液化感潜力试验结果表明，不同品种水稻的化感潜力存在差异，6个供试水稻按其对稗草 

生长抑制率的大小依次为“Woo Co Chin Yu”>“Kouketsumuchi”>“AC1423 >“CN一15”>“Taichung Na— 

tire 1”>“ H一1 。提高化感物质的浓度，可相应增强对稗草生长的抑制作用；不同水稻类型、同一水稻类型 

不同品种间其化感作用表现差异。Fujiiis]在研究水稻化感作用后指出，水稻品种间化感作用的差异性与其遗 

传背景及基因型差异有关。现在的高产、丰产性品种经长期驯化，产生化感化合物的能力明显下降。从野生 

种、地方品种、边缘种中筛选出具有较强化感作用的种质资源，然后与现代高产品种杂交，以期得到高产而叉 

抗杂草的水稻品种。日本农林水产省在“下一代稻作计划”中就列有选育有效的抗杂草品种的项目 ]。 

从 75g／kg浓度的供试水稻叶片浸提液对不同种植密度的稗草抑制效应试验可发现，随着受体杂草种 

植密度的增加，稗草单株干物质量也随之增加。因而认为植物的毒性作用具有密度依赖效应，即毒性作用表 

现出对靶标杂草的抑制效果与靶标杂草密度呈负相关。Nilsson_6 也有类似的结论，即杂草密度大，化感物质 

对杂草单株抑制效果小。这是因为在植物化感作用下，当靶标杂草的种植密度较低时每棵杂草所吸收的化感 

物质量则多，因而对其毒害作用大；当靶标杂草的种植密度增大时，化感物质的总量在所有杂草中得到平均 

分配，这样每棵杂草所吸收的化感物质量则少，对其毒害作用小。这种结果与资源竞争的现象相反，资源竞争 

的最终结果是随杂草密度增大，种内或种间的竞争加剧，杂草单株干物质量随之减少，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水 

稻化感作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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