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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说明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为桉树人工林改造和林分结构优化提供

理论依据，通过室内人工模拟试验，选择了5个不同浓度梯度的桉树凋落物浸提液进行培养皿发芽和盆

栽试验。结果表明：1)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化感作用具有“低促高抑”的浓

度效应：在质量浓度为0 g/mL~0.05 g/mL的范围内，对任豆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浓度超过0.10 g/mL时，对任豆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2) 根据综合化感指数的计

算结果判断，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萌发的化感作用，大于其对任豆幼苗生长的化感作用。因为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化感物质对任豆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所以，将任豆作为桉树人

工林的混交树种进行林分改造，在理论上是可以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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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monstrate the influence of Eucalyptus litter extract on the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Zenia insignis for a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for Eucalyptus plant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op-
timization of forest stand structure, an indoor artifici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us-
ing fiv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gradients of Eucalyptus litter extracts for petri dish germination 
and potted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Eucalyptus litter extract had a concentration 
effect of “low promotion and high inhibition” on the allelopathy of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Z. insignis. In the mass concentration range of 0 g/mL~0.05 g/mL, it had a certain pro-
moting effect on the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Z. insignis; When the concentration 
exceeds 0.10 g/mL, it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Z. insignis seeds. 2)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comprehensive allelopathy index, 
the allelopathy of Eucalyptus litter extract on the seed germination of Z. insignis is greater than its 
allelopathy on the seedling growth of Z. insignis. Due to the relatively small impact of liquefied 
substances extracted from Eucalyptus litter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Z. insignis, 
it is theoretically feasible to use Z. insignis as a mixed tree species in Eucalyptus plantations for 
stand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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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化感作用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主要是指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对其他植物及自身产生的一系列有益

或有害的影响。1937 年，H. Molisch 首次提出化感作用的概念 [1]，1984 年，Rice 对该概念进行了进一步

修改和完善 [2]。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学者逐步开展该领域的研究，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生物入侵 [3]、种

间互作 [4]、杂草去除 [5]及减少连作障碍 [6]等方面，涵盖了农业、林业和牧业等多个领域。 
桉树(Eucalyptus spp)是桃金娘科桉属、伞房桉属和杯果木属植物的统称，原产澳大利亚，19 世纪 90

年代引入我国。当初，只将其作为庭院观赏树种 [7]，后来发现其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在我国南方

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 [8]。据报道，我国桉树人工林面积占全球的 11%，位列第三 [9]。广西气候地理条件

优越 [10]，桉树人工林面积达 256.05 万 hm2，居全国首位 [11]。虽然，桉树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桉树人

工林种植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饱受争议。基于以上原因，

有必要对桉树栽培过程中的环境影响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目前，关于桉树化感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化感物质对受体植物种子萌发 [12]  [13]、幼苗生

长 [14]  [15]、生理生态特性影响等方面 [16]  [17]。任豆(Zenia insignis Chun)是中国特有树种，国家二级保

护珍稀植物 [18]，也是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的优良乡土树种，其用途广泛，具有良好的生态–经济效

益 [19]  [20]  [21]，但是，迄今为止，关于桉树凋落物对任豆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发育影响的相关研究，鲜

有文献报道。因此，根据受体植物对桉树化感作用抵抗能力的差异，筛选适合与桉树伴生的树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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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引种，实现林分结构的优化、林内生态环境改善的目标，降低桉树人工林对土壤环境的不良影响，

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2. 材料与方法 

2.1. 样品的采集及处理 

任豆种子采自广西河池市宜州区退耕还林的任豆人工林，因为人为干扰较少，所以属于自然和半自

然状态。采集地的任豆树龄均大于 15 a，树高 10 m 以上，胸径大于 20 cm。将野外采集的豆荚带回实验

室，自然晾干后，剥出种子，选取干净饱满的任豆种子，用塑料自封袋密封，做好相应标记和记录，置

于 4℃冰箱中保存，备用。 
桉树凋落物采集于广西河池市宜州区的速生桉人工林，将凋落物装入塑料编织袋中带回实验室，清

除石块及其他植物的凋落物，自然风干，阴凉干燥处保存，备用。 

2.2. 浸提液的制备 

将风干的桉树凋落物充分混匀，用四分法取适量，剪成 3 cm~5 cm 的小段，混匀，随机称量 100 g
放入烧杯，加入 500 mL 蒸馏水浸泡 24 h，间隔 6 h 搅拌 1 次。浸泡结束后，先用折叠 4 层的纱布初步过

滤，再用定性滤纸过滤，即得到质量浓度 0.2 g/mL 的桉树凋落物水提液，然后分别用蒸馏水稀释成质量

浓度为 0.1 g/mL、0.05 g/mL、0.01 g/mL 的处理液，置于 4℃冰箱中保存，备用。 

2.3. 种子萌发试验 

选取大小均匀一致、颗粒饱满的任豆种子，用质量浓度为 0.5%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消毒 15 min，再

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干净，备用。用 80℃的热水浸种，待水自然冷却至室温，重复两次，继续浸泡 24 h，
以破除种子硬实。 

种子萌发试验用培养皿滤纸法。在经过灭菌处理的培养皿底部放置 2 层滤纸，构成发芽床。将经过

预处理的种子按 5 × 5 规格摆放在发芽床中，用移液枪分别将不同浓度梯度的桉树凋落物水提液加入到培

养皿中(以去离子水处理作为实验对照)，直至滤纸完全湿润，置于 28℃恒温培养箱内培养，光照和黑暗

处理的时间均为 12 h，以胚根突破种皮长度 1 mm~2 mm 为种子萌发标准，间隔 24 h 观察种子萌发情况，

并统计发芽种子数，每个处理组均设 3 个重复。在培养期内，每日按时定量添加相应浓度的桉树凋落物

水提液和去离子水，定时打开培养皿盖进行通风，每 3 d 更换一次滤纸，防止受试种子发霉。 

2.4. 幼苗盆栽试验 

将经过预处理的任豆种子播种在聚乙烯塑料盆中，常规管理培养 10 d，待幼苗长成合适的高度后，

选取长势相近的幼苗并将其小心取出，尽量保证植株不受损伤，再将其移植到规格为 15 cm × 13 cm 的育

苗杯中，每杯移植幼苗 4 株，每个处理设 6 个重复。幼苗移植后，先让其定根 1 d，再用不同质量浓度的

桉树凋落物水提液浇淋幼苗，连续处理 10 d，幼苗生长的时间共 20 d。 

2.5. 检测指标 

2.5.1. 种子萌发指标 
1) 种子发芽 
将种子放入培养箱培养为发芽第 1 d，以连续 3 d 无种子萌发为标准，结束发芽试验。试验期间记录

各种处理每天的发芽数，根据统计结果，在种子萌发第 3 d 起计算发芽势，6 d 后测定发芽率、发芽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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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 ) 3 d% 100% 
= ×

内发芽种子

供试种子总数

数
发芽势  

( ) 6 d% 100% 
= ×

内发芽种子数
发芽率

供试种子总数
 

3 2 12 1
1 100%

2 3
i iN N N NN NN

N
−− −− = + + +…+ × 

 
发芽速率  

(Ni和 N 分别指第 i 天相应的发芽数和发芽天数) 

( )CI i

i

G
D

= ∑发芽指数  

(Gi和 Di分别为第 i 天的发芽数和发芽天数) 
2) 胚根及胚轴长度 
要测定任豆种子的胚根与胚轴长度，发芽试验结束后，以 5 粒为一组，每种处理随机选出 3 组发芽

种子，共 15 粒，用数显游标卡尺进行长度测量。 

2.5.2. 幼苗形态指标 
1) 株高与根长 
从每个处理中随机选取 5 株任豆幼苗，将植株上附带的泥土用清水反复冲洗干净，在滤纸上吸干水

分后，用数显游标卡尺测定其株高与根长，结果取平均值。 
2) 鲜重与干重 
取出 5 株幼苗，用自来水将表面的泥土冲洗干净，用吸水纸吸干其表面的水分，将其置于电子天平

上称量鲜重，将称量后的幼苗装入干净牛皮纸袋中，放入已预热至 105℃的烘干箱内杀青 0.5 h，随后调

节温度至 70℃，直至幼苗烘干至恒重，用电子天平称量其干重。 

2.5.3. 幼苗生理指标 
任豆幼苗叶片叶绿素含量的测定用浸提法 [22]，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用蒽酮比色法 [23]。 

2.5.4. 化感效应指数和化感综合效应指数 
用化感效应指数(RI)  [24]表示不同质量浓度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计

算公式如下： 

RI 1 CT C
T

> = −当 时：  

RI 1TT C
C

≤ = −当 时：  

式中 C 为对照值，T 为处理值；RI > 0 表示促进作用；RI = 0 无化感效应；RI < 0 为抑制作用；RI 绝对值

越大表示化感作用强度越大。 
综合化感效应综合指数(SE)为化感效应指数的算术平均值。 

2.6. 数据处理分析 

数据整理用Excel 2021进行，方差分析(ANOVA)和多重比较(Duncan)用SPSS 21.0进行；绘图用Origin 
2018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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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萌发的影响 

3.1.1. 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不同浓度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萌发影响的结果见表 1。与对照组相比，随着浸提液浓度的

增加，任豆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发芽速率、发芽指数均呈先增后降的趋势。当桉树浸提液浓度为 0.01 
g/mL 时，各监测指标的数值最高；当桉树凋落物浸提液的浓度为 0.20 g/mL 时，各监测指标的数值最低，

部分处理组之间的差异显著(p < 0.05)。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ucalyptus litter extracts on seed germination of Z. insignis 
表 1. 不同浓度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萌发的影响 

浓度(g/mL) 发芽率(%) 发芽势(%) 发芽速率 发芽指数 

0 80.67 ± 1.15b 82.67 ± 4.62ab 8.58 ± 0.30ab 24.26 ± 1.03ab 

0.01 90.67 ± 2.31a 89.33 ± 2.31a 9.64 ± 0.56a 27.76 ± 1.62ac 

0.05 85.33 ± 2.31ab 80.00 ± 6.93ab 7.83 ± 0.34b 22.53 ± 0.78b 

0.10 80.00 ± 8.00b 72.00 ± 13.86ab 7.69 ± 1.22b 21.83 ± 3.74bc 

0.20 78.67 ± 2.31b 70.67 ± 6.11b 7.06 ± 0.13c 19.94 ± 0.53c 

注：在每列数据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05)，下同。 

3.1.2. 对种子胚轴和胚根伸长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 of Eucalyptus litter extract on the elongation of seed 
hypocotyl and radicle of Z. insignis 
图 1.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胚轴和胚根伸长的影响 

 
不同浓度的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胚轴的伸长均具有促进作用，而且部分处理组之间差异显

著；与对照组相比，处理组的胚轴长度增加了 6.88%~48.77%，但是，随着桉树凋落物浸提液浓度的增大，

种子胚轴的伸长呈逐渐减少的趋势。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胚根的伸长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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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其影响效果表现为低促高抑；与对照组相比，浓度为 0.01 g/mL 和 0.05 g/mL 的

处理组，其胚根长度分别增加了 12.29%和 25.41%；浓度为 0.10 g/mL 和 0.20 g/mL 的处理组，其胚根长

度分别减少了 6.56%和 7.75%，具体结果见图 1。 

3.2.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幼苗生长的影响 

3.2.1. 对苗高和根长的影响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幼苗的高度和根长均有显著影响。在浓度为 0.05 g/mL 的范围内，桉树凋落

物浸提液对任豆苗高和根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浓度超过 0.05 g/mL 时，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苗高

和根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中根长的受抑情况更为明显，具体见图 2。 
 

 
Figure 2.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ucalyptus litter extracts 
on the height and root length of Z. insignis seedlings 
图 2. 不同浓度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苗高和根长的影响 

3.2.2. 对生物量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ucalyptus litter extracts on fresh 
and dry weight of Z. insignis seedlings 
图 3. 不同浓度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幼苗鲜重和干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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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度的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幼苗的鲜重和干重均有显著影响。与对照组相比，在一定浓度

范围内，任豆幼苗的鲜重和干重增加；当桉树凋落物浸提液的浓度超过一定范围时，任豆幼苗的鲜重和

干重减少。具体情况见图 3。 

3.3.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幼苗生理的影响 

3.3.1. 对幼苗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幼苗叶绿素含量有显著影响。在浓度为 0 g/mL~0.10 g/mL 的范围内，不同

浓度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处理的任豆幼苗叶绿素 a、叶绿素 b 及总叶绿素含量均高于对照组；在浓度为 0.05 
g/mL 的范围内，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可使任豆幼苗叶绿素 a 含量和总叶绿素含量显著增加；当浸提液浓度

高于 0.01 g/mL 时，任豆幼苗的叶绿素含量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当桉树凋落物浸提液浓度达到 0.20 g/mL
时，任豆幼苗的叶绿素 a、叶绿素 b 和总叶绿素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具体情况见图 4。 
 

 
Figure 4.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ucalyptus litter extracts 
on chlorophyll content of Z. insignis seedlings 
图 4. 不同浓度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幼苗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3.3.2. 对幼苗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Figure 5.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ucalyptus litter extracts on so-
luble sugar content of Z. insignis seedlings 
图 5. 不同浓度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幼苗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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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度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幼苗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结果见图 5。由此可知，其影响作用

表现为低促高抑。与对照组相比，在低浓度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处理时，任豆幼苗叶片中的可溶性糖增加；

而在高浓度的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处理时，处理组的任豆幼苗可溶性糖含量减少。 

3.4. 化感指数 

3.4.1. 任豆种子的化感效应指数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萌发的化感效应指数大小，因处理浓度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化感作

用对任豆种子萌发的影响作用强弱排序为：发芽速率 > 发芽势 > 发芽指数 > 发芽率，具体情况见表 2。 
 
Table 2.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ucalyptus litter extracts on the germination of Z. insignis seeds 
表 2. 不同浓度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萌发的化感效应 

发芽指标 
处理浓度(g/mL) 

化感综合指数 
0.01 0.05 0.10 0.20 

发芽率 0.110 0.055 −0.008 −0.025 0.033 

发芽势 0.075 −0.032 −0.129 −0.145 −0.058 

发芽速率 0.110 −0.087 −0.104 −0.177 −0.065 

发芽指数 0.126 −0.071 −0.100 −0.178 −0.056 

 

在种子萌发时，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胚轴和胚根的伸长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胚根相

比，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胚轴伸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具体见表 3。 
 
Table 3.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ucalyptus litter extracts on the seed hypocotyl and radicle of Z. 
insignis 
表 3. 不同浓度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胚轴和胚根的化感效应 

测量指标 
浓度(g/mL) 

化感综合指数 
0.01 0.05 0.10 0.20 

胚轴 0.294 0.328 0.120 0.064 0.202 

胚根 0.110 0.203 −0.066 −0.077 0.042 

3.4.2. 任豆幼苗的化感效应指数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幼苗生长具有一定的影响，随着处理浓度的增大，其影响效果更加明显。

从综合化感效应指数的计算结果可知，其对任豆的苗高和根长的增加有一定的正效应，而对任豆幼苗鲜

重和干重的增加则有负效应，作用大小(强弱)排序为：根长 > 干重 > 鲜重 > 苗高，具体情况见表 4。 
 
Table 4.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ucalyptus litter extracts on the growth of Z. insignis seedlings 
表 4. 不同浓度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幼苗生长的化感效应 

生长指标 
浓度(g/mL) 

化感综合指数 
0.01 0.05 0.10 0.20 

鲜重 0.129 0.190 −0.150 −0.265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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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干重 0.194 0.103 −0.183 −0.367 −0.063 

苗高 0.039 0.047 −0.016 −0.029 0.010 

根长 0.118 0.261 0.105 −0.141 0.086 

 
与幼苗生长情况相似，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幼苗生理的影响，随着处理浓度的增大，其影响效

果也愈加明显，各生理指标受影响的大小低排序为：可溶性糖 > 叶绿素 a > 总叶绿素 > 叶绿素 b，具

体情况见表 5。 
 
Table 5.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ucalyptus litter extracts on the physiology of Z. insignis seedl-
ings 
表 5. 不同浓度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幼苗生理的化感效应 

生理指标 
浓度(g/mL) 

化感综合指数 
0.01 0.05 0.10 0.20 

叶绿素 a 0.167 0.085 0.038 −0.213 0.019 

叶绿素 b 0.132 0.106 0.038 −0.265 0.003 

总叶绿素 0.130 0.070 −0.019 −0.243 −0.016 

可溶性糖 0.155 0.025 −0.234 −0.291 −0.086 

3.4.3. 任豆种子萌发期和幼苗生长期的综合化感效应指数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化感作用，均表现为低浓度促进和高浓度抑制的效

应。在任豆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时期，当桉树凋落物浸提液的浓度高于 0.10 g/mL 时，其化感效应指数均

为负值，化感指数的绝对值随着处理浓度的增大而不断增大，其抑制作用也随着浸提液浓度的升高而逐

步增强，具体结果见表 6。 
 
Table 6. Comprehensive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Eucalyptus litter extract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Z. in-
signis 
表 6.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综合化感效应 

处理时期 
浓度(g/mL) 

化感综合指数 
0.01 0.05 0.10 0.20 

种子萌发 0.126 0.059 −0.060 −0.078 0.012 

幼苗生长 0.133 0.111 −0.053 −0.227 −0.009 

4. 讨论 

4.1.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萌发的影响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萌发的影响，不仅有一定的浓度效应(低促高抑)，而且还可能因受体植

物组织器官及其生长发育阶段不同而有差异，该情况与王宁和 Fozia 等人的相关研究结果相

似 [25]  [26]  [27]。种子萌发是植物生命周期中至关重要的起始环节，不同植物种子对桉树凋落物浸提液的

敏感程度不同。贾朋等人研究发现，尾巨桉叶片水提液能显著抑制木荷、火力楠种子的萌发和幼苗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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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红锥、樟树等树种受桉树化感作用的影响不大 [15]。刘忠玲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植物不同器官对化感

物质的响应存在一定的差异 [28]；孟林宜发现，美国薄荷水浸提液的化感作用具有选择性，其对植物根系

的影响，大于其对胚轴的影响 [29]。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 

4.2.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幼苗生长的影响 

幼苗生长形态的变化，可以反映化感作用的外在效果。苗高和根长作为幼苗生长状况的评价指标，

能够直接反映化感作用的强度。蒲旭斌发现，在泡核桃水浸提液处理下，草珊瑚的苗高和根长均表现出

低促高抑的化感效应 [30]。万欢欢发现，紫茎泽兰叶片凋落物浸提液对辣子草、白三叶、紫花苜宿的幼苗

生长也具有类似的化感效应 [31]，本研究结果与之相似。生物量是判断植物生长状况的重要指标，在低浓

度桉树凋落物浸提液的作用下，实验处理组的任豆幼苗生物量显著增加；当桉树凋落物浸提液浓度增大

到一定水平时，其对任豆苗高和根长的抑制作用也随之增强。 

4.3.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幼苗生理的影响 

叶绿素是光合色素，其含量高低直接影响植物光合作用的效率 [29]。黄雁飞发现，盆栽玉米叶片中的

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含量，随桉叶添加量的增加而减少 [32]。陈洪和汪虎等人的实验结果表明，随着蓝桉

凋落叶添加量的增加，受体植物叶绿素的合成有低促高抑的现象，其叶绿素含量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

势 [33]  [34]。本研究所得结果与之相似。 
可溶性糖是植物细胞的渗透调节剂，对细胞膜和原生质胶体起稳定作用。王文萱 [35]等人发现，托鲁

巴姆叶片水浸提液对香菜叶片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有低促高抑的浓度效应；沙俊涛发现，随着茶树凋

落叶浸提液浓度的升高，菘蓝幼苗的可溶性糖含量有先升后降的趋势 [36]。从本研究的实验结果可知，中

低浓度的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可增加任豆幼苗可溶性糖的积累；高浓度的桉树凋落物浸出液，其作用效

果则与之相反。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桉树凋落物浸提液的浓度过高时，已经超出了任豆幼苗的耐受范

围，使任豆幼苗的自我调节能力下降，甚至受到伤害，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 

4.4.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的主要化感物质及作用机制 

据相关文献报道，化感物质种类繁多，Rice 将其大致分为 14 类 [1]。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植物(甚
至同一植物的不同器官)所含的化感物质有差异 [37]；植物次生代谢释放的化感物质主要是萜类和酚类化

合物 [38]，化感物质可以影响植物的细胞分裂、保护酶活性、根系活力、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生理过程。

巨桉凋落物中的酚类、萜类和酯类化合物均是重要的化感组分 [16]，速生桉的凋落物是否也含有与之相似

的化感组分，具体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桉树凋落物化感物质的释放是一个持续过程 [39]，通常受温度、湿

度、降雨、光照等气象条件及采集地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为本研究为室内人工模

拟试验，其结果可能与野外实验的结果有一定差异。因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野外试验，

对室内人工模拟实验的结果进行验证。 

5. 结论 

1)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化感作用表现为低促高抑的浓度效应：在浓度为

0 g/mL~0.05 g/mL的范围内，对任豆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浓度超过0.10 g/mL时，

对任豆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2) 根据综合化感指数的分析结果判断，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对任豆种子萌发的化感作用，大于其对任

豆幼苗生长的化感作用。 
3) 桉树凋落物浸提液化感物质对任豆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因此，将任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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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人工林的混交树种进行林分改造，理论上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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