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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刺茄浸提液对番茄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

平亚飞，朱建雯’，张振国
(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52)

摘 要：为明确入侵植物黄花刺茄对当地主栽经济作物番茄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本文采用培养皿滤

纸法，在智能光照培养箱的变温控制条件下，分别研究了黄花刺茄根、茎、叶浸提液对番茄种子发芽率、发芽指数及

幼苗根长和苗高的影响。结果表明：(1)黄花刺茄不同器官的浸提液对番茄种子发芽率、发芽指数、幼苗根长和苗

高的影响不同，其茎、叶浸提液的化感作用较为显著(P<0．01)。(2)黄花刺茄同部位浸提液对番茄种子发芽率、

发芽指数、幼苗根长和苗商不同指标的影响也不同。根漫提液对种子发芽率、幼苗根长影响不显著(p>0．05)，但

对种子发芽指数的影响极显著(P<0．叭)。茎和叶浸提液各浓度对种子发芽指数的影响比种子发芽率、幼苗根长

和苗高的影响显著(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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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刺茄(Solarium rostratum Dunal．)又名刺萼

龙葵，系茄科茄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北

美洲，现广泛分布于加拿大、俄罗斯、韩国、孟加拉

国、澳大利亚、奥地利等国E2]。1981年，在我国辽宁

首次发现该植物，随后在吉林省白城市、河北省张家

121市、北京市密云县等地发现L3。5j。2005--2009年

间，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和昌吉市发现，

并逐步扩散[6-7 J。入侵植物黄花刺茄，不仅可能对

当地的农、林、牧业生产造成危害，还可能威胁到区

域生物多样性的安全。因此，该植物已在我国动植

物检疫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潜

在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实行)的通知》中列为检

疫植物。

黄花刺茄是一种入侵性极强的有毒杂草，现已

在我国西北地区蔓延生长，并侵入农田生态系统18 J。

黄花刺茄极强的入侵性对本土植物的生存构成一定

的威胁．9 J。Bais等人认为，在生物入侵过程中化感

作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L101。本试验选择黄花刺

茄入侵区域的主要作物品种番茄，研究黄花刺茄根、

茎、叶水提取液对其种子萌发的影响，为新疆绿洲农

田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1材料和方法

1．1材料

黄花刺茄为一年生草本植物，样品采集时期为

黄花刺茄的开花初期(开花植株约占20％)，平均株

高为25 cm左右，采集时间为2010年7月6日，采集

地点位于新疆昌吉市三工镇的灌渠边，生长于清淤

土环境；番茄品种选择入侵植物出现区域普遍种植

的大田品种：东圣超保F1。

1．2黄花刺茄根、茎、叶浸提液的制备

在室温条件下阴干，将采集的黄花刺茄植株按

根、茎、叶(含部分花)分开，分别研磨，过60目筛，备

用。分别按每100 ml蒸馏水中2．5 g干物质的比例

在具塞三角瓶中室温条件下(约25℃)浸泡48 h，双

层滤纸过滤后得到黄花刺茄根、茎、叶的抽提母液，

4℃保存备用。

1，3种子萌发试验

采用培养皿滤纸法进行种子萌发试验。培养皿

。先用75％的酒精消毒，然后选取籽粒饱满、大小均

一的番茄种子置于两层滤纸的培养皿中，每个培养

皿放置35粒，分别加入一定量(以淹没种子的1／3

为准)各浓度黄花刺茄根、茎、叶浸提液(将母液分别

稀释为0．25％、0．8％、1．7％、2．5％，蒸馏水作为对

照)，在温度为306C／15℃(12 h／12 h，高低温设置是

参考新疆昌吉州番茄种子萌发的温度fl“)、光周期

为12 h光照和12 h全黑暗，高温时间与光照时间一

致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每个处理4个重复。每天

记录发芽种子的数量，直到种子不再萌发时(第14

天)测量幼苗根长和幼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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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发芽率(仁)：G，(％)=(∑C,／N)×
100％

式中．E为第f天的发芽数；N为供试种子总数。

发芽指数(G．)：G．：∑(q／D。)
式中，c。为第‘天的发芽散；4为相应发芽天数。

1．4数据处理

所有试验数据均采用Excel和SPSSl3 0(SPASS

lne．．USA)进行处理和差异显著性检验，数据用平均

数±标准差(咖n±so)表示。

2结果与分析

2．i 黄花刺茄根、茎、叶浸提液对番茄种子发芽率

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黄花剌茄根浸提液各浓度对

番茄种子发芽率的影响与对照相比均无显著差异

(P)0．05)；茎授提液在浓度≤1．7％范围内，对番

茄种子发芽率与对照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

当浓度增大至2．5％时，种子发芽率降低，且与对照

相比差异极显著(P<0．叭)；叶漫提液浓度≤0．8％

范围内，对番茄种子发芽率与对照相比无显著差异

(P>0．05)．当浸提液浓度≥1．7％时．种子发芽率

降低，且与对照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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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1 黄花刺茄浸提藏对番茄种子发芽辜的影响

Fig 1 The inlluenee of extmct of S“nm‘m，wⅫⅢ
on tOtlml|O钾ed$ermi眦tlon糟k

试验结果表明，黄花刺茄根、茎、叶的浸提液低

浓度时对番茄种子发芽率无显著性影响．高浓度时

均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中高浓度的叶浸提液，对

番茄种子发芽率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且差异显著，表

明黄花刺茄叶片中含有的化感物质较多，化感作用

最大。 ．

2．2黄花刺茄根、茎、叶浸提液对番茄种子发芽指

数的影响

从图2可以看出，黄花刺茄根浸提液在浓度≤

1．7％范围内与对照相比对番茄种子的发芽指数有

促进作用，且在浓度0．25％和0．8％时促进作用比

较明显，当浓度增至2．5％时，发芽指数开始降低；

茎浸提液各浓度对番茄的发芽指数与对照相比都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当浓度达0．25％和0．8％时。抑制

作用显著(P(0．OS)，浓度达1．7％和2 5％时，抑制

作用极显著(P<0 01)；叶浸提液各浓度对番茄发

芽指数与对照相比均有抑制作用，且差异极显著(P

(0．01)。随着叶浸提液浓度是升高，发芽指数显著

降低。

试验结果表明，根最提液低浓度时对番茄种子

的发芽指数有促进作用．高浓度时有抑制作：茎、叶

浸提液对番茄种子的发芽指数均表现为抑制效应，

并且随着浓度的升高，抑制作用也增加，叶浸提液抑

制作用最为明显且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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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2黄花捌茄浸撮液对番茄种子发芽指量的影响

Fig 2 The irffluetke of exh扯I of S—o，1wn ml口n№
on tomato seed se邢itmtlon index

2．3黄花刺茄根、茎、叶浸提液对番茄幼苗根长度

的影响

从图3可以看出，黄花刺茄根浸提液各浓度对

番茄幼苗根长度与对照相比均有抑制作用．但差异

不显著(P>0．05)；茎浸提液在浓度为0．8％时对番

茄幼苗根的生长有明显的促进现象，当浓度达1．7％

和2 5％时对番茄幼苗根的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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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个浓度之间的差异性极显著(P<0 01)；叶浸

提液在浓度≤0．8％范围内对番茄幼苗根的生长有

促进作用，当≥1 7％时对幼苗根的生长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 ‘

试验结果表明，黄花刺茄根浸提液对番茄幼苗

根的影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差异性不显著；茎、

叶浸提液对番茄幼苗根生长的影响表现为低浓度促

进，高浓度抑制，其中抑制效应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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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4黄花刺茄浸提液对番茄幼苗高度的影响

Fig 4 The influence of extracl of So／a—ro“删啪
011 height of to--to唧dling

2．4黄花剌茄根、茎、叶浸提液对番茄幼苗高度的

影响

从图4可以看出，黄花刺茄根浸提液对番茄苗

高与对照相比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着浸提液浓度

的增加，对番茄苗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P<0．01)；

茎浸提液在浓度≤1 7％时对番茄苗高与对照相比

均有促进作用，尤其是浓度为0．8％时促进作用最

为明显，当浓度增加为2．5％时．番茄的苗高受到明

显的抑制；叶浸提液在浓度≤0．8％时对番茄的苗高

与对照相比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浓度≥1．7％时，

番茄的苗高受到明显的抑制(P<0．叭)。

试验结果表明，黄花刺茄根浸提液各浓度对番

茄苗生长有促进作用，而茎和叶浸提液在低浓度时

对番茄苗生长有促进作用，高浓度时有抑制作用。

3讨论与结论

人侵植物是入侵生物中的一个重要类群，植物

的入侵将会导致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

传多样性的破坏。据以往研究可知，植物体地上部

分分泌的化学成分可以通过雨水、露水和雾等淋溶

的方式滴落在土壤里【”1或邻近植物体上¨“从而产

生化感作用；Went认为．植物体地下部分或腐烂的

残体所分泌的化感物质，对其它植物或同种植物的

生长会产生化感作用【l⋯。入侵植物黄花刺茄是一

种已在世界上广泛蔓延的恶性杂草，也是新疆外来

人侵植物中扩散速度最快、潜在危害最大的杂草之

一。其本身含有茄碱，具有一定的毒性，对其周围的

本地植物存在潜在的威胁。本试验结果表明，黄花

刺茄根浸提液各浓度对番茄种子发芽率影响不显

著，茎、叶浸提液对其发芽率有显著抑制作用，特别

是叶浸提液，高浓度抑制效应明显且差异显著．表明

黄花刺茄植株的不同器官中的化感物质活性与含量

不同．对番茄种子发芽率的影响差异也较大。这与

多数学者认为植物叶片中含有的化感物质较多的研

究结果一致l”一“。

化感作用是通过化感物质的作用实现的，任何

一种化感物质都能够影响植物的基本代谢和生长状

况．并且任何化感作用的效果都与化感物质的浓度

有关，表现为低促高抑““。本试验结果表明，黄花

刺茄茎、叶浸提液对番茄幼苗根长度和幼苗高度的

影响均存在低浓度促进和高浓度抑制的现象，且与

对照相比差异性显著。但黄花刺茄根浸提液对番茄

的影响不同．表现为各浓度均促进，进一步说明了黄

花刺茄不同部位浸提液对番茄的化感作用是不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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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Leather和Einhelling等人的研究可知。种子

发芽指数可能是衡量化感作用更为敏感的指标【博】。

本试验结果发现，黄花刺茄根、茎、叶浸提液各浓度

对番茄种子发芽指数的影响也比对种子发芽率、幼

苗根长和苗高的影响显著。表明番茄的发芽指数受

黄花刺茄浸提液的影响比其它指标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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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olanum rostratum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tomato

PING Ya-fei，ZHU Jian-wen。，ZHANG Zhen—guo

(College of Grassland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觑慨Agricultural University，Urumqi，Xinjiar曙830052，伪∞)

Abstract：Solanum rostratum is a invasive weed，while tomato is a main locaI cultivated cmp．We used the filter

paper method in petri dish under variable temperature in illumination box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he root，stem and leaf

extract of Solanum rostratum on seed germination rate，germination speed，root length and seedling height of tomato．The

results showed that：(1)The extract of different organs of Solanum rostratum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seed germination

rate，germination speed，root length and seedling height of tomato，among which the allelopathy effects of the extract of

stem and leaf were more significant(P<0．01)．(2)The extract of the same organ of Solarium rostratum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seed germination rate，germination speed，root length and seeding heisat of tomato．The effect of root extract

wag not significant(P>0．05)for the seed germination rate and root length of tomato．but the effect was more significant

on germination speed(P<0．01)．The effect of the extract of stem and leaf of Solanum rostratum oll germination speed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P<0．01)．

Keywords：Solanum rostratum；allelopathy；seed germination；seedling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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