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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化感作用在林业中的研究进展及应用前景

张贵香

兰陵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  山东  临沂  277700

【摘 要】人们对森林发展的认识不断地提高，森林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们非常认可的一种发展经营理念，也是我们目前最

主要的经营方式，以往对于森林的理念认识不够到位，管理比较粗放，这是一种比较错误的经营方式，现在比较科学的是在林

业管理中渗透化感作用。本文总结了化感作用的探究与开发利用；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就中国森林现状总结了森林经营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希望对相关的人员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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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外来入侵植物严重威胁着入侵地物种多样性以及全球

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而化感作用作为解释外来物种成功

入侵的重要原因，成为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领域

之一。化感作用（allelopathy) 是植物普遍存在的一种化学

相互作用。也是植物适应环境的一种化学防御生态机制，

包括种内或种间。直接或间接、促进或抑制作用。植物通

过化感作用增强种间竞争力，影响和改变种间互作及群落

物种的分布格局。

1 化感作用在林业中研究概况
1937 年德国科学家 Molish 第一次提出化感作用的概

念，主要是对植物以及微生物之间产生的化学联系进行分

析，其中包括抑制作用，促进作用等方面，我们对于化感

作用的研究到现在依旧是蓬勃发展的，比如许多美国科学

家都对化感作用系统地阐述了传播途径、表现方式和物质

合成途径及机理等。我国国内南方主要是研究杉木自身自

毒作用以及在其伴生树木中与杉木群互相的化感作用，北

方主要是对落叶松以及油松、红松等混交林进行研究，研

究它们之间的化感作用，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思祖的杉

木自身枝叶浸水对种子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等等。

2 化感物质释放途径以及作用机制
化感作用是生态系统中存在的非常常见的自然现象，

这是植物通过化感作用来向环境释放化感物质来实现的，

我们都知道化感物质能够存在树木的很多组织中，不同的

组织释放的方式也不同，下面对其总结，第一是淋溶而出，

植物的表面出现次生代谢物质，遇到自然中的雨水，掉入

土壤分解，第二植物根系出现化感物质对周围的生物产生

影响，比如花生根部分泌出能够起到促进作用的是有机物

三十烷醇，这也是一种化感活性物质。很多情况下化感物

质以植物次生代谢产生的小分子表现出来，总的来说释放

的途径是非常复杂的，其终归是要到达一定的空间并且产

生相应的作用，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必定其中包含

了好的影响以及坏的影响，对于我们林业方面，很多情况

下树木发病的时候，在其之前很难发现有害病原生物，我

们在发现发病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错过了防治的时间，这在

我们以前林业的管理是非常常见的，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而有些化感物质在空间扩散性很好，可均匀地覆盖和抑制

某些林业有害生物，这为我们防治这些林业有害生物提供

了极大的可能。

3 化感物质研究现状
虽然说化感物质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其机

理也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探讨，但是研究主要是针对的是农

业，而对林业相关的讨论还是比较少的，大都是因为林业

的研究现象多，研究机理多，定量研究少，实验应用也较

少等等。我简单总结一下目前对林业化感作用的研究，分

析一下研究现象。如今开展林业的化感作用首先就是化感

物质对林木产生的作用，这其中包含环境条件对森林植物

化感物质的产生以及活性影响。其次就是化感物质产生的

活性剂量的研究，比如对其进行分离，纯化等工作，还有

利用混交林伴生树中化感作用来对人工林连栽产生自毒作

用的研究，最后就是开辟新的化感作用的领域，也就是天

然产物的杀虫剂等等。总体来说化感领域在林业中的深化

是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为我们在林业管理中

提供了很多新的有效率的思路。

4 化感作用研究方向
近几年国内的学者研究的重点方向主要是病虫害诱导

的树木抵抗外部侵害，也就是当产生生物威胁的时候，树

木会产生化感作用产生化感物质，抵抗这些生物。从这个

角度上来讲，对森林植物的病虫害防治以及杂草的管理，

理论上都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说天然性的杀虫剂以及除

草剂。在我们 21 世纪的林业管理利用化感作用的渗透是非

常重大的突破，因为化感物质从根本上改变了林业防治的

思路以及对策，改变了传统对策的低效以及二次破坏，有

效地避免了传统方式在治理树木的病虫害的同时也对树木

产生了伤害。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来看，天然的杀虫剂，

鱼藤酮苦木素、烟碱松树精油等等，这些都是在自然状态

下副作用很低甚至没有副作用的产品，都是可以在自然状

态下能够再利用以及降解的。化感物质的研究方向笔者认

为以后会和生物防治紧密的结合，两者不能分离，从而能

够开辟新的无公害林业生物防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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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化感作用的应用前景以及展望
在我看来森林的病害是眼睛看不见的，是一场没有硝

烟的火灾。在森林病害的初期症状不明显，况且因为森林

的群体面积大，人员也不可能对其进行仔细且频繁的监管

与排查。那么我们在发现林木产生病害的时候往往是已经

发生了群体蔓延的情况，这给林业的生产以及经济都造成

了非常大的损失。在国外以美国来举例，美国是森林面积

比较大的国家，但是其因为病害导致的森林损失基本上能

占到森林自然灾害损失的将近一半，这其中病虫等生物的

因素就占到了百分之二十，所以我们对于林业的管理针对

病虫害的防治是非常主要的，而我国不论是北方的森林面

积或者南方的森林面积不在少数，还很大一部分人工林，

由于我国国土面积比较大，地域因素较为复杂，这对每个

区域的森林病害防治提出了更高以及不同的要求，我们对

于林业的病虫害管理基本上都保持一个准则，那就是避免

破坏森林的生态平衡，不能为了防治或者遏制某些病虫害，

使用一些不可恢复的手段，使森林的范围以及质量受到致

命的损伤。但是，我们由于管理的技术所限，很多情况下，

森林保护人员面对的任务是非常困难和艰巨的。现在对于

化感作用的研究，我们可以利用已经由科学实验过的化感

物质人工合成生物制剂来对生森林进行防治，也可以人工

合成除草剂或者生长调节剂，总是对于森林的生长和防治

都有促进作用。那么如何把这些人工合成的化感物质用到

实际生产中去呢？笔者对此的看法是，重视人工林或者说

以人工林为工作基础，人工林是病虫害发生的最频繁的生

态系统，我们在人工林的种植的时候，其结构比较简单且

生态结构也比较简单，那么造成的病虫害也比较简单，那

么我们人工进行操作的时候比较容易，从这个角度上分析，

作为化感物质的首先防控林区再合适不过了。在现实中，

我国南方的马尾松以及红锥的混交组合林、云杉等等都进

行了有机物质的积累，乙烯利作为植物生长调节剂已广泛

应用在加速植株或果实、叶片、花等组织生产的实践中。

在比如有樟子松瘤锈病的林区，从树木生长的自然规律来

看，春孢飞散期大概是十五天左右，而在四月的下旬基本

上孢子阶段停止，这期间是病害传播的关键时期，那么我

们可以在这种带有病害的树木春孢成熟前，对其进行外源

性的乙烯注射，来让樟子松提前成熟，这就错开了春孢子

与病害的相互作用，也就从根本上切断了病害传播的突进，

从根本上达到了防治樟子松瘤锈病的作用。

6 结束语
我们对化感物质的作用虽然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在应

用方面还是很欠缺，利用化感物质对林业管理还没有进行

大面积的应用，在我看来前景的广阔以及必要性，已经足

以让其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核心，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研

究理论投入到实际应用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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