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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化感作用（Allelopathy）已经被发现有两千多

年，但是真正深入、系统的研究却仅仅是最近三十年

的事情。1937 年奥地利科学家 Molish 首次提出了化

感作用这一概念，指出化感作用是指植物之间（包括

微生物）作用的相互生物化学关系，这种生物化学关

系 包 括 有 益 和 有 害 的 两 个 方 面 。 1984 年 Rice 在

《Allelopathy》第二版中将其较完整地定义为：植物或

微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环境中其他植物或微生物的

有利或不利的作用[1]。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日趋活

跃，1974 年 《Journal of Chemical Ecology》 创刊，Rice

的专著《Allelopathy》第 1 版和第 2 版相继问世，1994

年《Allelopathy Journal》创刊。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化

感作用的研究越来越多，中国生态学会成立了化学生

态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成立了植物化感

专业委员会。

1 植物化感物质(Plant Allelochemicals)

植物中所发现的化感物质(Allelochemical)主要

来源于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分子量较小，结构简单，

主要分为水溶性有机酸、直链醇、脂肪族醛和酮，简单

不饱和内脂，长链脂肪酸和多炔，醌类，苯甲酸及其衍

生物，肉桂酸及其衍生物，香豆素类，类黄酮类，单宁，

内萜，氨基酸和多肤，生物碱和氰醇，硫化物和芥子油

苷，嘌呤和核苷等 14 类[1]。其中酚类和类萜类化合物

是高等植物的主要化感物质。它们分别是水溶性和挥

发性物质的典型，这恰恰与雨雾淋溶和挥发是化感物

质的主要释放方式相吻合。

1.1 酚类化感物质

酚类化感物质是指分子结构中至少含有一个羟

基直接连接到苯环上的芳基化合物，主要包括苯酚

类、羟基苯甲酸和肉桂酸衍生物、黄酮类、醌类和单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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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类。水溶性是化感物质能在自然条件下显示化感

效应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水溶性的酚类物质都具有

化感效应，过高的水溶性反而不能在自然条件下显示

化感效应，尤其在良好的灌溉农业生态系统。只有那

些有一定水溶性且具有较高生物活性的酚类分子才

能表现出优良的化感效应[2]。酚类物质不仅构成植物

化学物质的一大类，而且也是一类主要的化感物质，

至今证明的酚类化感物质数量比所有其它类型化感

物质的总量还要多，而且酚类化感物质的水溶性和成

盐性，使得它们很容易在自然条件下被雨雾淋溶和土

壤吸收[3]。

1.2 萜类化感物质

萜类是第二大类化感物质，广泛存在于高等植物

的叶和皮细胞中。萜类是自然界存在的具有(C5H8)n

通式的碳氢化合物及其含氧饱和程度不等衍生物的

总称，其分子结构的碳架可看作是异戊二烯的聚合

体。单萜和倍半萜多具有挥发性，它们不仅具有昆虫

的引诱、忌避和传递信息等效应，而且也能杀菌和抑

制临近植物。灌木显示的化感效应主要是由于挥发性

的单萜和倍半萜引起的。华南地区重要杂草胜红蓟能

向环境释放单萜和倍半萜类化感物质从而导致了化

感效应[4]。

1.3 其它

少数植物如菊科植物能生物合成多炔类次生物

质，它们对防御动物的取食具有重要意义，一些研究

也发现多炔类次生物质具有化感潜力[5,6]。

1.4 化感物质间的相互作用

任何植物都不只合成一种化感物质，植物化感作

用是众多化感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植物生

成的化感物质不论多少，都存在着高活性和低活性或

无活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在自然状态下多种来源的

化感物质间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有序但却十分复杂的

相互作用。化感物质间存在协同、加合、拮抗的作用。

化感物质间协同作用的机制有四个方面：⑴抑制了受

体对化感物质的解毒机制[7]；⑵改变了非活性化感物

质的结构，激活了其活性；⑶增强了化感物质穿透能

力、运输能力以更易接近其受体结构 [8]；⑷同时影响

两个或两个以上植物生物合成的过程[9]。

1.5 胁迫下化感物质的变化

植物化感物质的产生和释放是植物在环境胁迫

的选择压力下形成的。植物化感作用是植物在进化过

程中产生的一种对环境的适应性机制[10]。植物在胁迫

条件下，化感物质产生量与释放量增加，植物释放的

酚类和其他一些化感物质，在环境胁迫时化感作用明

显增强，这种增强作用对产生化感物质的植物而言是

有利的；对受化感作用植物影响的受体植物而言则是

雪上加霜，这提高了化感作用植物在资源胁迫时的竞

争能力是具有化感作用植物往往具有较强侵占能力

的重要原因[11]。

2 化感物质的释放途径

植物化感物质必须是那些能够通过有效途径释

放到环境中的次生物质，这是化感物质区别于植物与

昆虫、植物与其他动物之间相互化学作用物质的惟一

特征[12,13]。

2.1 雨雾淋溶

雨雾等自然水分因子能够从活体植物的茎、叶、

枝、干等器官表面将化感物质淋溶出来，对于水溶性

的化感物质是很容易被淋溶到环境中的，一些油溶性

的化感物质虽然在水中的溶解度很小，但在一些其他

物质的共溶情况下，也可以被雨雾淋溶到环境中。植

物组织的死亡和损伤可以加速化感物质的淋溶。植物

体中含有许多对其他有机体的毒素，这些植物毒素在

其活体中往往很难被淋溶出来，当植株死亡后，这些

植物毒素特别是亲水性的毒素，可以迅速地被淋溶出

来[14]。

2.2 自然挥发

许多植物都可以向环境释放挥发性物质，尤其是

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植物。许多挥发物质能够抑制

或促进临近植物的生长发育。Muller 等通过对南加州

海岸灌木释放的挥发物质的研究，从而揭示了挥发性

化感物质在化感作用中的价值[15]。在澳大利亚，桉树

释放挥发性萜类物质的化感功能也被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

许多化感物质时可以同时通过雨雾淋溶和自然

挥发两种途径进入环境的。对一些植物而言，这两种

途径是可以相互转化和共同发生的。当干旱、高温条

件出现时，挥发途径是化感物质释放的主要方式，但

当多降水、高湿度情况出现时，淋溶成为化感物质释

放的主要方式。

2.3 根系分泌和残根的分解

根分泌是指那些健康完整的活体植物根系由根

组织向土壤中释放化学物质。一般而言，新根和未木

质化的根是分泌化学物质的主要场所。温带谷类植物

每 天 根 部 分 泌 的 化 学 物 质 都 在 每 克 根 干 重 的

50~150mg 范围内[16]。谷类作物的化感作用主要是通

过根分泌的途径进入土壤的，用 XAD-4 树脂采集根

分泌物的技术，可以采集黑麦不同品种通过根分泌的

羟基肟酸。谷类作物通过根分泌羟基肟酸的量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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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身的生长阶段有关，环境胁迫和成熟的作物能从

根部分泌较多的羟基肟酸[17]。根部除了能直接分泌化

感物质外，另一个释放化感物质的途径是植物残根在

土壤中分解而释放化感物质。死亡和损坏的植物根组

织能被土壤中的水分淋溶或经土壤微生物或其他物

理化学因子的作用而产生和释放化感物质到土壤环

境中。

2.4 植株的分( 降) 解

植物残株能释放化感物质已被普遍研究证实，许

多作物，水稻、小米、玉米、向日葵等残株都能产生大

量的化感物质影响自身或其他作物或杂草的生长发

育。植物通过残株分（降）解途径释放的化感物质是复

杂的。通常可以认为有以下几类：⑴直接从植物残株

释放出活性化感物质；⑵从残株释放的非活性化感物

质经微生物作用而转化成活性物质；⑶微生物自身产

生的活性化感物质；⑷植物残株释放的物质与土壤中

原有化学物质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活性化感物质。

2.5 种子萌发和花粉传播

当种子开始萌发时，许多次生物质将进入环境土

壤中，这些次生物质对种子临近的土壤微生物或其他

植物种子必将产生影响[18]。种子萌发过程中释放的化

感物质能够在微环境中维持一定的浓度，大多数植物

的种子从母体植物中成熟会脱落在母体植物的周围，

植物产生的大量种子不仅能增加自身萌发和产生幼

苗的机会，也可以通过释放化感物质而对微生物和其

他植物显示化感作用，而保证自身的萌发生长和空间

资源。这些种子扩散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

植物显示化感作用的范围。

传统认为花粉仅仅是为了完成植物的生殖，但现

代研究发现，一些植物，如 Phleum pretense, 在授粉期

间可以产生大量的花粉，花粉中含有大量的化感物

质，这些化感物质可以有效地抑制临近竞争植物的萌

发、生长和发育[19]。许多杂草如 Parthenium ragweed 的

花根能扩散到作物的叶斑孔表面释放化感物质，抑制

作物果实的发育。同样，一些作物的花粉也能扩散而

影响临近杂草和作物的生长发育。玉米是一个产生大

量花粉的作物，玉米花粉的化感作用已有较多的研

究，在许多玉米主产区，研究者发现[20]，玉米对一些伴

生杂草，如三叶鬼针草、Cassia jalapensis 和 Rumex

crispas 等有显著的化感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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