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 年 8月 第 41卷 第 4期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Aug. 2015, 41(4):356–359 

DOI:10.13331/j.cnki.jhau.2015.04.003 
投稿网址：http://xb.hunau.edu.cn 

薇甘菊对鬼针草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化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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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测定了薇甘菊提取液对鬼针草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化感影响。结果表明，薇甘菊提取液处理，非入侵

地鬼针草种子萌发率为 52%，入侵地鬼针草种子萌发率为 60%，薇甘菊对非入侵地鬼针草种子萌发的化感影响大

于对入侵地鬼针草种子萌发的化感影响；薇甘菊对鬼针草幼苗总叶面积、最大量子产额和冠重没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非入侵地处理与对照鬼针草幼苗的根重分别为 23.50 g和 36.92 g，入侵地处理与对照鬼针草幼苗的根重分别

为 22.19 g和 16.53 g，薇甘菊对非入侵地鬼针草幼苗的根重的影响大于对入侵地的；入侵地鬼针草种子及幼苗对

薇甘菊具有一定的化感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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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work, the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invasive Mikania micrantha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Bidens pilosa was asse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treated with extracted fluid from M. micrantha, the 
germination percentage of B. pilosa is 52% in non-invaded habitats, but the germination percentage of B. pilosa is 60% in 
invaded habitats which showing that the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M. micrantha on seed germination of B. pilosa in 
non-invaded habitats was greater than those in the invaded habitats. M. micrantha showed no significant suppression 
effect on total leaf area, maximum quantum yield and shoot weight of the seedlings of B. pilosa. The root weight of B. 
pilosa seedlings from non-invaded habitats treated with M. micrantha and the control habitats was 23.50 g and 36.92 g 
respectively which was 22.19 g and 16.53 g with B. pilosa seedlings respectively from invaded habitats treated with M. 
micrantha and the control habitats, which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M. micrantha on root weight of B. pilosa seedlings in 
non-invaded habitats was greater than that in invaded habitats.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both the seeds and the seedlings 
of B. pilosa in invaded habitats had developed allelopathic-resistance to M. micran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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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甘菊(Mikania micrantha H.B.K.)是菊科假泽

兰属(Mikania Willd)攀缘藤本植物[1]，原产于中南美

洲，是世界10大恶性杂草之一 [2]。薇甘菊能攀爬到

周围植物的树冠上，稠密的遮蓬使得生长于其下的

植物不能进行光合作用而致死，因而被冠以“植物杀

手”的称号[3]。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薇甘菊

传入中国广东沿海，现已蔓延至广东、海南和云南3

省[4]，对当地的森林、农田和果园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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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本地植物群落或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下降或丧

失，影响了微生物群落和食物链的稳定性，甚至改

变生态系统的营养循环[5]。研究表明，薇甘菊具有很

强的化感作用[6–8]。笔者在野外观察到，薇甘菊的入

侵地能见到另外一种入侵植物鬼针草(Bidens pilosa 

L.)植株，但并没有鬼针草新生幼苗的出现，因而比

较了薇甘菊对入侵地和非入侵地鬼针草种子萌发和

幼苗生长的化感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2013年7月，从深圳大学校园(114° 04′ E, 22° 37′ 

N, 海拔62 m)收集约1.5 kg薇甘菊叶片，风干后研磨

成粉。称取50 g粉末放入装有1 L 蒸馏水的3 L烧杯

中，在室温(25±3) ℃下提取24 h后，用4层纱布过

滤，得到质量分数为5%的提取液，调节提取液的pH

值至7.0，密封放入4 °C冰箱中保存，备用。入侵地

鬼针草种子采自薇甘菊入侵地(半径为50 m的范围

以内)，非入侵地鬼针草种子采自薇甘菊入侵地周边

20 m的地带。 

1.2 方法 

参照文献[9–11]，测定薇甘菊对鬼针草种子和幼

苗生长的影响。 

1.2.1 鬼针草种子萌发试验 

设入侵地对照组 (CK1–In)、入侵地处理组

(TR1–In)、非入侵地对照组(CK1)和非入侵地处理组

(TR1)。每个培养皿(直径9 cm)内预先铺垫2层滤纸，

加入50粒经消毒的鬼针草种子，再加入5 mL薇甘菊

提取液(对照加蒸馏水)，加盖密封后，置于光照14 h，

白天温度为28 °C，晚上温度为20 °C，相对湿度>75%

的培养箱中，进行萌发试验，5个重复。鬼针草种子

胚根突破种皮2 mm判定为种子萌发，每天记录萌发

数。每个培养皿第1粒种子萌发的时间记为初始萌发

时间(IGT)。种子的萌发速率(GR)参照文献 [12]方法

计算。至连续3 d都没有种子再萌发时，即萌发15 d

后终止。每个处理选取最具代表性的24株幼苗，测

量株高(SL)和幼根的长度(RL)。所有的数据都转换成

与对照的百分比。 

1.2.2 鬼针草幼苗生长试验 

从入侵地和非入侵地对照组中分别选取24株
鬼针草健壮幼苗，每株幼苗植入表面积为120 cm2、

装有0.8 kg石英砂的塑料培养钵内。设4个处理，分
别为入侵地对照组(CK2–In)、入侵地处理组(TR2–In)、
非入侵地对照组(CK2)和非入侵地处理组(TR2)，每
个处理重复12次，共48个重复。4 d后，每个培养钵
加入10 mL标准霍格兰氏(Hoagland)营养液以补充
幼苗生长所需营养，以后每隔1周补充同样体积的
营养液，共补充4次。在每次补充营养液后的第3天，
加入15 mL薇甘菊提取液(对照加蒸馏水)进行化感
处理。第5周收获鬼针草幼苗。用荧光仪(PAM–101, 
Walz, Effeltrich，德国)测定叶绿素荧光。暗适应30 
min后，测定每株幼苗第一片真叶的最小荧光(F0)，
同时打开饱和脉冲光照射以测定叶片的最大荧光

(Fm)。光系统Ⅱ(PSⅡ)的最大量子产额即Fv/Fm参照

文献[13]计算得来。每株幼苗的总叶面积用扫描仪
(Epson Perfection 4870 Photo)扫描后，再用分析软件
(WinFOLIA 2004a, Regent Instruments Inc., Qúebec, 
Canadamachine)计算其总面积。将植株的地下部和
地上部分别置于80 °C烘箱中72 h连续烘干后称重。
总叶面积(LA)、Fv/Fm、根重(RW)和冠重(SW)都转换
成与对照的百分比。 

1.3 数据处理 

用简单方差分析(ANOVA)比较薇甘菊提取液

对鬼针草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差异(SPSS 

13.0)，用显著极差法在95%置信度水平上进行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薇甘菊对鬼针草种子萌发的影响 

薇甘菊提取液对鬼针草种子的萌发率、初始萌

发时间、萌发速率、根长和株高都有抑制作用(图1，

图2)。方差分析显示，薇甘菊提取液对非入侵地鬼

针草种子萌发的的抑制作用大于对入侵地的(图2，

F=5.42, P=0.043)；非入侵地对照与处理间鬼针草种

子的萌发率、初始萌发时间有差异，入侵地对照与

处理间鬼针草种子的初始萌发时间有差异，萌发

率、萌发速率、根长和株高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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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d 

图1  薇甘菊提取液处理鬼针草种子的萌发率 
Fig.1 Seed germination percentage of B. pilosa treated with 

extracted fluid from M. micrantha 

 

 
     萌发指标 

图 2  薇甘菊提取液处理的鬼针草种子的萌发指标 
Fig.2 Seed germination indices of B. pilosa treated with extracted 

fluid from M. micrantha  

2.2 薇甘菊对鬼针草幼苗生长的影响 

薇甘菊提取液对鬼针草幼苗总叶面积、Fv/Fm

和冠重都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仅对非入侵地鬼针

草幼苗的根重有抑制作用，入侵地处理与对照间鬼

针草幼苗的根重没有差别，非入侵地鬼针草幼苗的

根重在处理与对照间存在差别(图3，F=1.915，
P=0.216)。 

 
                    RW       SW         LA       Fv/Fm 

     生长指标 

图 3  薇甘菊提取液处理的鬼针草幼苗的生长指标 
Fig.3  Seedling growth indices of B. pilosa treated with 

extracted fluid from M. micrantha 

 

3  小结与讨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薇甘菊提取液处理非入侵地

鬼针草种子的萌发率为52%，入侵地鬼针草种子的

萌发率为60%，说明薇甘菊对非入侵地鬼针草种子

萌发的化感影响大于对入侵地的；薇甘菊对鬼针草

幼苗总叶面积、Fv/Fm和冠重都没有抑制作用，非入

侵地处理与对照的鬼针草幼苗的根重分别为23.50 

g和36.92 g，入侵地鬼针草幼苗的根重分别是22.19 

g和16.53 g，表明薇甘菊对非入侵地鬼针草幼苗的

根重的影响大于对入侵地的，入侵地鬼针草种子及

其幼苗都对薇甘菊具有一定的化感抗性。在入侵地

存活下来的鬼针草，不仅能忍受薇甘菊的化感作

用，而且其种子也对薇甘菊有一定的抗性，说明鬼

针草是在抵制薇甘菊入侵过程中选择性胜出的物

种之一。 

薇甘菊提取液对鬼针草幼苗生长的影响不明

显，这与 Callway等[14]得到的结果不一致。笔者发

现，非入侵地处理和对照鬼针草幼苗的根重存在较

大的差异，而入侵地处理和对照鬼针草幼苗的根重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入侵地鬼针草的幼苗

对薇甘菊的水浸液有一定的抗性。本试验的结果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不同来源的母体种子的影响，薇甘

菊提取液对入侵地和非入侵地鬼针草种子萌发和

幼苗生长的抑制作用模式是相似的。根据试验结

果，可以预见在薇甘菊化感作用及其竞争作用的长

期选择下，一些本地物种能够在薇甘菊入侵地重新

生存并与薇甘菊共存甚至达到某种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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