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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头花蓼( Polygonum capitatum Buch-Ham exD． Don) 不同部位水浸提液对其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

的影响，人工制备头花蓼根、茎、叶水浸提液并进行室内生物测定，结果表明头花蓼根、茎、叶水浸提液均在≤10
mg /ml时，对其种子发芽率、发芽势、发芽速率、发芽指数及活力指数等未产生明显抑制作用，甚至有轻微促进作用，

随着浓度升高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浓度至 500 mg /ml时种子发芽率仅约为对照的 10%，发芽势降至 0. 8%，发芽速

率仅为对照的 1 /12，发芽抑制率达 80. 4%以上，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分别最低为 0. 5、1. 1。在综合化感指数方面头

花蓼不同部位水浸提液对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抑制作用总体表现为茎＞叶＞根。综上，头花蓼水浸提液具有较明显

的化感自毒作用，这种化感自毒作用可能是引起头花蓼连作障碍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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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llelopathic autotoxicity of water extracts of Polygonum capi-
t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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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effect of water extracts from different parts ( roots，stems and leaves) of Polygonum capitatum
on its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the water extracts were prepared artificially and their bioactivity were test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no inhibition on its seed germination rate，germination potential，germination speed，germi-
nation index and vigor index at lower concentrations ( ≤10 mg /ml) of different water extracts，and even which could promote
the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However，the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were inhibited by the concentra-
tions of the water extracts at higher concentrations ( ＞10 mg /ml) ． In particular，when the water extracts concentrations in-
creased to 500 mg /ml，the seed germination rate and the germination potential were decreased to 10% and 0．8% compared to

control， the germination speed was one-twelfth of the
control，the inhibition rates on seed germination was up to
80．4%，and germination index and vigor index were 0．5 and
1．1，respectively． Generally，the order of inhibitory activity
of water extrac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P． capitatum was
stems，leaves and roots from strong to weak at the respect of
the synthetical allelopathic index． In conclusion，the water
extrac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P． capitatum had serious al-
lelopathic autotoxicity，which could be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continuous cropping obstacle of P． capitatum．

025



Key words: Polygonum capitatum; continuous cropping obstacle; allelopathic autotoxicity; water extracts

作物连作障碍是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1-2］。土壤理化性质恶化、作物根结线虫、传染性病

害以及作物根系分泌物和残茬分解物的化感自毒作

用等均能导致连作障碍［3-7］。其中化感自毒作用( Al-
lelopathic autotoxicity) 即作物根系分泌物、茎、叶等淋

溶物和残茬腐解物( 一些次生代谢产物) 对自身细胞

膜透性、酶活性及光合作用等产生影响，进而危害植

物生长发育，而中药材的有效成分绝大部分是次生代

谢产物，因此中药材育种、栽培等过程通过提高次生

代谢产物含量，更易产生化感自毒作用［8-9］，研究结果

表明三七、当归、人参、黄芪、黄连等均存在化感自毒

现象，严重制约了其可持续发展［10-13］。针对上述问

题，中药材连作障碍的表现性状、内在机制及应对策

略正成为该领域备受关注的重要方向［14-16］。
头花 蓼 ( Polygonum capitatum Buch．-Ham． exD．

Don) 又名四季红、石莽草等，为蓼科蓼属多年生草本

植物，是中国西南地区著名的“特色苗药”，对治疗泌

尿系统疾病颇有疗效，其中没食子酸、黄酮类是其主

要药用成分［17-19］。头花蓼种植面积随着市场需求增

加日趋扩大，其中贵州省目前种植面积达 1．33×103

hm2以上。然而长期以来头花蓼连作障碍问题突出，

主要表现为出苗率低下、长势较弱且不整齐、有效成

分含量明显降低等，严重影响其产量和药用品质，成

为制约该产业健康发展的瓶颈。目前关于头花蓼连

作障碍的报道集中在化学成分分析、连作后土壤养分

变化分析以及不同施肥方式的调控措施，对水浸提物

化感自毒的研究还不多见［20-21］。本研究通过人工制

备头花蓼根、茎、叶水浸提液，研究头花蓼水浸提液对

其种子发芽及幼苗生长的影响，为探明其连作障碍成

因积累基础数据，为提出治理对策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头花蓼根、茎、叶水浸提液制备

2016 年 3 月于贵州省威门药业头花蓼种植基

地采集生长旺盛的头花蓼植株、种子。植株清洗晾

干，分根、茎、叶剪碎研磨，分别准确称量 100 g 于烧

杯，加入 100 ml 无菌蒸馏水，室温下浸提 48 h，每 12
h 摇晃 1 次，抽滤获得1 000 mg /ml原液，稀释分别得

到 5 mg /ml、10 mg /ml 、50 mg /ml 、100 mg /ml、250
mg /ml、500 mg /ml的根、茎、叶水浸提液，冷藏备用。

1．2 种子发芽试验

取3 000粒头花蓼种子置于烧杯，35 ℃ 温水浸

泡 24 h，挑选籽粒饱满的种子放于垫有 2 层滤纸的

培养皿( 均灭菌) ，每皿 40 颗，滴加不同浸提液 5 ml
至滤纸湿润饱和，3 次重复。光照 12 h /黑暗 12 h 条

件于培养箱( 22 ℃ ) 培养，每 2 d 加蒸馏水后 1 d 加

对应水浸提液补充皿内水分，以蒸馏水 ( 0 mg /ml)
为对照，连续培养 15 d，每日记录种子发芽情况，测

量胚根( 芽) 长。
1．3 幼苗生长试验

种子发芽试验结束后，每皿选取发芽良好的种

子，去掉皿盖继续培养幼苗 10 d，操作方法同方法 1．
2，测量幼苗根长和芽长。
1．4 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发芽 率 = ( 发 芽 种 子 数 /总 供 试 种 子 数 ) ×
100%［13］;

发芽速率=［N1+( N2 －N1 ) /2+…+( Nt－Nt－1 ) / t］×
100%，其中 Nt为 t 日内种子发芽率［22］;

发芽抑制率= ( 1－发芽种子数 /对照组发芽种子

数) ×100%，负值表示有促进作用，正值表示有抑制

作用［23］;

发芽势= ( 发芽高峰期种子数 /供试种子数) ×
100%，表征种子发芽快慢及活力强弱［13］;

发芽指数( GI) =∑［( Gt /Dt ) ］，Gt为第 t d 萌发

种子数，Dt为相应种子萌发天数［24］;

种子活力指数( VI) =∑［( Gt /Dt) ］×Sx，其中，Sx

为种苗平均总长度［25］;

化感指数( RI) = ( 1－C /T) ×100%，其中，C 为对

照组各指标平均值，T 为浸提液培养时各指标平均

值。RI＞ 0 表示有促进作用，RI ＜ 0 表示有抑制作

用［12］;

综合化感指数( M) : 各处理的化感效应指数 RI
之和求平均值为 M 值，M＞0 表示有促进作用，M＜0
表示有抑制作用，绝对值大小表征作用强弱［26］。

2 结果与分析

2．1 头花蓼种子发芽表观特征

头花蓼根、茎、叶水浸提液处理后其种子发芽数差

异明显，并出现种子胚根( 芽) 腐烂发霉、倾倒、叶片色

泽暗淡等症状。其中，根水浸提液下种子胚芽均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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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倾倒，当质量浓度为 250～500 mg /ml时，部分种

子腐烂、发霉。茎水浸提液质量浓度≥100 mg /ml时，

叶片色泽暗淡，部分胚芽倾倒，质量浓度至 250 mg /ml
时胚( 根) 芽腐烂逐渐明显。叶水浸提液≥100 mg /ml
时部分种子发霉、胚( 根) 芽腐烂逐渐明显。3 种不同

水浸提液质量浓度均为 5 mg /ml时其种子发芽数、日均

发芽数分别高达 25．0～27. 0 颗、1．6～1. 7 颗，但水浸提

液质量浓度升高至 500 mg /ml时，种子发芽数、日均发

芽数分别急剧降至 3．0～5. 0 颗、0．2～0. 3 颗。3 种不同

水浸提液下种子发芽后叶片数虽未变化，但其胚根和

胚芽长度均受到明显抑制，随着浓度升高长度分别仅

为对照组的 1/3～1/2和 1/3～3/4( 表 1)。

表 1 头花蓼不同部位水浸提液对其种子发芽表观特征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s of water extrac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Polygonum capitatum on the physical features of its seed germination

水浸提
液质量

浓度
( mg /ml)

根水浸提液

发芽
数

日均
发芽数

叶片
数

胚根长
( cm)

胚芽长
( cm)

茎水浸提液

发芽
数

日均
发芽数

叶片
数

胚根长
( cm)

胚芽长
( cm)

叶水浸提液

发芽
数

日均
发芽数

叶片
数

胚根长
( cm)

胚芽长
( cm)

0 24±1b 1．5b 2 1．8±0．2a 2．8±0．6abc 24±2a 1．5a 2 1．8±0．3a 2．5±0．3a 24±2b 1．5b 2 1．8±0．3a 2．5±0．3a

5 27±1a 1．7a 2 1．6±0．3ab 2．1±0．1c 25±2a 1．6a 2 1．6±0．1a 2．8±0．3a 27±2a 1．7a 2 1．9±0．5a 1．8±0．5ab

10 24±3b 1．5b 2 1．6±0．2ab 2．5±0．2ab 18±2b 1．1b 2 1．6±0．2ab 2．4±0．3a 21±2b 1．3b 2 1．6±0．1a 2．3±0．4a

50 22±3b 1．4b 2 1．4±0．1b 2．6±0．6abc 11±2c 0．7c 2 1．4±0．1ab 2．1±0．6ab 17±1c 1．1c 2 1．4±0．1a 2．5±0．3a

100 19±2c 1．2c 2 1．6±0．4ab 2．7±0．2a 9±2d 0．6c 2 1．1±0．3bc 1．9±0．6ab 12±2d 0．8d 2 1．6±0．3a 2．4±0．4a

250 14±1d 0．9d 2 1．2±0．5b 2．1±0．2bc 6±1e 0．4d 2 0．9±0．5bc 1．7±0．3b 9±2e 0．5e 2 0．6±0．2b 0．8±0．3c

500 3±1e 0．2e 2 0．6±0．1c 2．0±0．3bc 4±1e 0．2d 2 0．9±0．3c 1．6±0．2b 5±2f 0．3f 2 0．6±0．2b 1．1±0．4bc
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 。

2．2 头花蓼种子发芽率及发芽速率

头花蓼根、茎、叶水浸提液下其种子发芽率分别

介于 8．3%～ 66. 7%、9．2%～ 63. 3%、11．7%～ 66. 7%
( P＜0. 05) ，3 种不同水浸提液质量浓度为 5 mg /ml
时种子发芽率均达最高值，随着质量浓度升高均逐

渐降至约 10%( 图 1) 。头花蓼根水浸提液质量浓度

为 10 mg /ml时种子发芽速率达最高值 0. 2，叶水浸

提液质量浓度为 5 mg /ml时种子发芽速率达最高值

0. 1，茎水浸提液下种子发芽速率均低于对照组，随

着 3 种不同水浸提液质量浓度升高种子发芽速率均

逐渐降至仅约为对照组的 1 /12( 图 2) 。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

不显著( P＞0．05) 。

图 1 头花蓼不同部位水浸提液对其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Fig．1 The effects of water extrac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P．

capitatum on its seed germination rate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

不显著( P＞0．05) 。

图 2 头花蓼不同部位水浸提液对其种子发芽速率的影响

Fig．2 The effects of water extrac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P．

capitatum on its seed germination speed

2．3 头花蓼种子发芽势、发芽抑制率、发芽指数及

活力指数

发芽势表征种子发芽期间活力强弱，发芽势越
大，种子活力越强，发芽越整齐［16］。由表 2 可知，头

花蓼根水浸提液质量浓度 10 mg /ml时种子发芽势增

大至 22. 5%，500 mg /ml时发芽势骤减至 0. 8%，茎、叶
水浸提液下随着质量浓度升高种子发芽势均逐渐降

至 0。当根、茎、叶水浸提液质量浓度 5 mg /ml时，发

芽抑 制 率 均 为 负 值，分 别 低 至 － 11. 2%、－ 7. 7%、
－13. 1%，随着质量浓度升高均为正值且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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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mg /ml时分别高达 86. 2%、84. 2%、80. 4%。
种子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用来综合评估种子活

力大小、发 芽 速 度、发 芽 整 齐 度 和 幼 苗 健 壮 的 潜

势［24-25］。由图 3、图 4 可知，头花蓼根、茎、叶水浸提

液质量浓度不同时其种子发芽指数、活力指数变化规

律相似，根水浸提液质量浓度为 10 mg /ml时种子发芽

指数及活力指数为最大值 30. 7、126. 3，随着质量浓度

升高至 500 mg /ml时分别降至 1. 9、5. 0。茎、叶水浸

提液质量浓度为 5 mg /ml时种子发芽指数值分别高

达 23. 1、23. 0，活力指数值分别高达 103. 8、84. 3，但随

着质量浓度升高均逐渐减小，至 500 mg /ml时，茎水浸

提液处理的发芽指数及活力指数分别低至 0. 5、1. 1，

叶水浸提液处理的发芽指数及活力指数分别低至

1. 8、3. 1。

表 2 头花蓼不同部位水浸提液对其种子发芽势、发芽抑制率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s of water extrac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P． capitatum on its seed germination potential and the inhibition rate

水浸提液质量浓度
( mg /ml)

根水浸提液

发芽势( %) 发芽抑制率( %)

茎水浸提液

发芽势( %) 发芽抑制率( %)

叶水浸提液

发芽势( %) 发芽抑制率( %)

0 14．2 0 16．7 0 16．7 0

5 19．2 －11．2 14．2 －7．7 13．3 －13．1

10 22．5 －0．2 9．2 25．0 12．5 11．2

50 15．0 8．2 8．3 53．2 10．8 26．1

100 12．5 19．2 4．2 60．0 7．5 47．5

250 8．3 42．9 1．7 75．8 0 62．8

500 0．8 86．2 0 84．2 0 80．4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

不显著( P＞0．05) 。

图 3 头花蓼不同部位水浸提液对其种子发芽指数的影响

Fig．3 The effects of water extrac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P．

capitatum on its seed germination index

2．4 头花蓼种子发芽各指标化感指数( RI) 及综合

化感指数( M)

由表 3 可知，当根水浸提液质量浓度低于 50
mg /ml，茎、叶水浸提液质量浓度低于 5 mg /ml时各

指标 RI 值总体为正，表明对种子发芽率、发芽速率

和发芽指数均具有促进作用，其他质量浓度时均为

负值且随着浓度升高至 250 mg /ml时对种子发芽速

率、发芽指数抑制作用最强，500 mg /ml处对种子发

芽率抑制作用最强。观察综合化感指数 M 值，除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

不显著( P＞0．05) 。

图 4 头花蓼不同部位水浸提液对其种子活力指数的影响

Fig．4 The effects of water extrac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P．

capitatum on its seed vigor index

500 mg /ml时根水浸提液对种子发芽抑制最明显外，

其余质量浓度时茎、叶水浸提液抑制作用显著强于

根水浸提液。
2．5 头花蓼不同部位水浸提液对其幼苗生长的影响

头花蓼幼苗培养中出现不同程度幼苗变纤细、倾
倒，根、芽发霉腐烂，叶片色泽暗淡等症状。其中，根水

浸提液下幼苗较空白更纤细，质量浓度至 250 mg /ml时
幼苗出现倾倒、发霉和腐烂等现象。茎、叶水浸提液质

量浓度≥100 mg /ml时，幼苗叶片色泽暗淡，部分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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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倒，幼苗根芽腐烂逐渐明显。由表 4 可知，头花蓼根

水浸提液低于 100 mg /ml、茎水浸提液低于 50 mg /ml、
叶水浸提液低于 10 mg /ml时对幼苗根长影响均较小，

而随着质量浓度升高产生抑制作用，500 mg /ml时幼苗

根长分别减至对照的 2/3、2/3、1/3。根、叶水浸提液对

幼苗芽长均具有抑制作用，500 mg /ml时幼苗芽长分别

为 2. 3 cm、1. 9 cm，茎水浸提液为 10 mg /ml时幼苗芽长

达最高值 3. 4 cm，浓度进一步升高时对幼苗芽长无显

著影响但芽长均值降低至 2. 2 cm，幼苗芽长整齐度下

降。由表 5 可知，头花蓼根水浸提液为 5 mg /ml 时幼

苗根芽比高达 0. 8，显著高于对照组，500 mg /ml时胚根

芽比仅为 0. 3，显著低于对照组，其他质量浓度均无显

著差异。茎水浸提液对种子及幼苗( 胚) 根芽比无显著

影响。叶水浸提液为 5 mg /ml时胚根芽比高达 1. 0，显

著高于对照组，500 mg /ml时幼苗胚根芽比仅为 0. 4，显

著低于对照组。

表 3 头花蓼不同部位水浸提液对其种子发芽化感指数( RI) 的影响

Table 3 The effects of water extrac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P． capitatum on the allelopathic index of its seed germination

水浸提
液质量

浓度
( mg /ml)

根水浸提液

发芽率
( RI)

发芽速率
( RI)

发芽指数
( RI)

综合化感
指数( M)

茎水浸提液

发芽率
( RI)

发芽速率
( RI)

发芽指数
( RI)

综合化感
指数( M)

叶水浸提液

发芽率
( RI)

发芽速率
( RI)

发芽指数
( RI)

综合化感
指数( 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0．1 0．1 0．2 0．1 0．1 0．0 0．1 0．0 0．1 0．1 0．1 0．1

10 0 0．4 0．4 0．2 －0．3 －0．4 －0．3 －0．3 －0．1 －0．2 －0．1 －0．2

50 －0．1 0．0 0．1 0．0 －1．2 －1．6 －1．3 －1．3 －0．4 －0．2 －0．2 －0．3

100 －0．2 －0．1 －0．0 －0．1 －1．5 －1．8 －2．1 －1．8 －0．9 －1．3 －1．1 －1．1

250 －0．8 －0．9 －1．0 －0．9 －3．2 －7．9 －5．5 －5．5 －1．7 －5．9 －9．1 －5．6

500 －6．2 －0．1 －9．5 －5．3 －5．5 －0．2 －4．1 －3．3 －4．1 －0．1 －0．6 －1．6

表 4 头花蓼不同部位水浸提液对其幼苗生长的影响

Table 4 The effects of water extrac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P． capitatum on the physical features of its seedling growth

水浸提
液质量

浓度
( mg /ml)

根水浸提液

叶片数
根长
( cm)

芽长
( cm)

茎水浸提液

叶片数
根长
( cm)

芽长
( cm)

叶水浸提液

叶片数
根长
( cm)

芽长
( cm)

0 2 1．7±0．2a 3．2±0．5a 2 2．1±0．1a 2．8±0．5abc 2 2．1±0．1a 2．8±0．5a

5 2 1．8±0．2a 2．4±0．2b 2 2．1±0．1a 2．9±0．1b 2 2．0±0．3a 2．1±0．4b

10 2 1．7±0．2a 2．7±0．3ab 2 1．9±0．3ab 3．4±0．1a 2 1．9±0．2a 2．6±0．4ab

50 2 1．7±0．5a 3．1±0．1a 2 1．7±0．2ab 2．9±0．3bc 2 1．5±0．1b 2．8±0．1a

100 2 1．7±0．2a 3．1±0．1a 2 1．5±0．4b 2．6±0．2bc 2 1．3±0．2bc 2．5±0．1b

250 2 1．5±0．1b 2．9±0．1a 2 1．5±0．4b 2．6±0．1c 2 1．1±0．2cd 1．9±0．1b

500 2 1．1±0．3c 2．3±0．4b 2 1．8±0．5ab 2．2±0．5c 2 0．7±0．3d 1．9±0．5b
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 。

表 5 头花蓼不同部位水浸提液对其种子发芽及幼苗生长的影响

Table 5 The effects of water extrac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P． capitatum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水浸提液
质量浓度
( mg /ml)

根水浸提液

种子胚根芽比 幼苗根芽比

茎水浸提液

种子胚根芽比 幼苗根芽比

叶水浸提液

种子胚根芽比 幼苗根芽比

0 0．7±0．1a 0．5±0．1b 0．7±0．2ab 0．8±0．2ab 0．7±0．2b 0．8±0．2abc

5 0．8±0．2a 0．8±0．1a 0．6±0．1ab 0．7±0．1ab 1．0±0．0a 1．0±0．1a

10 0．7±0．1a 0．6±0．1ab 0．7±0．0a 0．6±0．1b 0．7±0．1b 0．7±0．0b

50 0．6±0．2a 0．6±0．1ab 0．7±0．2ab 0．6±0．0b 0．6±0．1b 0．5±0．0cd

100 0．6±0．2a 0．6±0．1ab 0．6±0．2ab 0．6±0．1b 0．7±0．2b 0．5±0．1cd

250 0．6±0．2a 0．5±0．0b 0．5±0．4ab 0．6±0．1b 0．7±0．1b 0．6±0．1bc

500 0．3±0．0b 0．5±0．1b 0．5±0．1b 0．8±0．0a 0．6±0．2b 0．4±0．1d
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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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中药材化感自毒现象较为普遍［27-29］。中药材

栽培中不仅要求高产量，同时更注重品质，因此提高

中药材次生代谢产物( 往往是药用成分) 含量是其

栽培的目标。这些次生代谢产物往往属于易挥发性

或水溶性的酚类、萜类等物质，通过自身挥发和雨水

淋溶等途径向根际环境释放［30］。栽培中选择不断

提高中药材次生代谢产物含量，在逆境下更易向根

际环境释放和积累次生代谢产物，进而转为影响中

药材栽培的化感物质，如造成中药材根际环境病虫

害逐年增加，根际土壤生态结构逐渐改变，破坏中药

材细胞膜结构和抑制酶活性等，这是中药材相比其

他作物更易产生化感自毒作用而导致连作障碍的主

要原因［31］。同时，中药材化感物质成分复杂且多种

化感物质共同作用往往表现为低浓度时促进中药材

生理代谢，很可能成为诱导种子发芽和促进幼苗生

长的活性物质，但高浓度时产生抑制作用，这与高浓

度化感物质造成中药材栽培环境胁迫，反过来环境

胁迫时又促使中药材释放和积累更多化感物质，加

剧了中药材化感自毒作用的产生有关［32］。
本研究中头花蓼根、茎、叶水浸提液对其种子发

芽或幼苗生长影响具有一定“低促高抑”特征，但抑

制影响更为明显。3 种不同水浸提液浓度高于 10
mg /ml时逐渐出现种子及幼苗发霉腐烂、叶片色泽

暗淡、幼苗变纤细( 或倾倒) 以及出苗不整齐等自毒

症状，500 mg /ml时，种子发芽率降至 10%左右，发芽

速率仅为对照组的 1 /12，发芽抑制率达 80. 4%以

上，发芽势降至 0. 8%以下，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仅

为 0. 5、1. 1。各指标化感指数及综合指数均表明头

花蓼不同部位水浸提液对种子发芽或幼苗生长抑制

作用总体表现为茎水浸提液＞叶水浸提液＞根水浸

提液。综上，头花蓼根、茎、叶不同部位水浸提液具

有明显的化感自毒作用，很可能是其连作障碍的重

要因素，但水浸提液化学成分中起主导作用的关键

物质有待进一步研究。针对实际生产中头花蓼连作

栽培时在“环境胁迫”下逐年累积化感物质，连作障

碍现象明显，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 1) 尽可能清理出

收获后土壤中头花蓼植株、根等残留物，避免中药材

自身各类化感物质产生; ( 2) 采用深耕翻土与烈日

暴晒等相结合，可有效杀死有害微生物和减少化感

物质累积; ( 3) 建立科学的多群体轮作、间作或套作

制度进行生态调节，这也是生产实践中减缓作物连

作障碍影响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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