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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下种植药材植物是提高林地经济收人的有效途径 ， 然而药材植物淋 出物是否会对林

木枯落物分解和土壤产生化感影响 是必须考虑的 重要问题 ，
也是构建科学合理的林药复 合模式 的关

键 。 以秦岭 山 区典型太白 杨 （ ＰｏｐＫ ／ ｔｗ
／
ｎ／ｒｒｆｏｍ ＂ ） 林 以及９种常见林下药材植物为对象 ， 通过以药材植

物茎叶淋出物 （ 水浸提法 ） 喷浇林木枯落物的分解模拟试验
，

研究 了 药材植物淋 出物对太 白杨枯落物

分解 、 养分释放及土壤酶活性的潜在化感影响 。 结果表明 ： 蒲公英 ｍ ｏｎｇｏ ／ ｉｃｕｗ
） 浸提液

处理后太白杨枯落物分解周转期和半衰期分别延长了 ２３０％和 ２９％
， 薄荷 （ ＭｅｎＭ ａＡａｐ ／ｏｃａｆｙｘ ） 处理后

分解周转期和半衰期分别延长 了 ６７％和 ２３％ ，
鱼腥草 处理后分解周转期和半衰

期分别延长了 １ ２０％和 ３４％
； 且这３种药材植物对太 白杨枯落物分解过程 中养分 （ Ｃ 、 Ｎ 、 Ｐ 、 Ｋ 、 Ｃ ｕ 、 Ｚｎ

和 Ｍｎ ） 释放和土壤酶 （ 蔗糖酶 、 羧 甲 基纤维素酶 、 Ｐ
－葡糖苷酶 、 脱氢酶 、 多酚氧化酶 、 蛋 白酶和磷

酸酶 ） 活性均有显著抑制作用 。 因此 ， 建议在太白 杨林下应该尽量避免种植蒲公英 、 薄荷和鱼腥草 ，

或者通过降低套种密度来减少药材植物的化感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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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 山 区拥 有丰富 的 森林 和 野生药材植物资

源 ， 由 于人工纯林在生长后期或多代连栽情况下往

往会 出 现土壤退化 、 更新 困难 、 生产力降低等问

题
［ Ｎ ２ ］

， 利用林药共生原理 ， 发展林药复合是一种

有效的解决方法
［
３

］

。 林下 种植药材 ，
不仅可 以改

善 土壤环境 、 提髙群落多样性 ，
还能增加经济收

益 。 然而 ， 选择合适的药材植物种类是构建林药复

合模式的基础 ， 其中 ， 林药种 间关系是决定林药是

否适宜复合间作的关键 。 因此 ， 化感作用作为林药

复合系统 中种间关系之
一

，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

有关化感研究发现 ， 植物释放 出 的化感物质 ，

会对土壤理化性质 、 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群落产生

影响
［ ４￣

， 而这些因素是影响林木枯落物分解的关

键。 在林药复合生态 系统中 ， 药材植物释放出的化

感物质极有可能会通过影 响这些因素 ，
进而影响林

木枯落物的分解过程 。 而林木枯落物是生态 系统物

质循环过程中 的重要组成 ，
对恢复土壤肥力 、 维持

生态系统稳定性有重要作用 因此 ，
研究林药

复合系统中 药材植物对林木枯落物分解过程的化感

影响在研究林药种间关系 中不可或缺 。 目 前关于枯

落物分解影 响因素方面的研究 ， 主要集 中在枯落物

基质质量 、 气候 因素和混合分解等方面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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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涉及化感问题 。

太 白杨 （ 户叩Ｍ ／ｉｗ ｐＭｒｄｏｆｆＨ
＇

Ｏ 集中分布于陕西

秦岭
Ｍ ｌ

，
速生期长且材质优 良 ， 是中低山 区 的主

要造林树种 ， 为此 ， 本文以太白杨林为研究对象 ，

通过 当地９种常见的林下药材植物水浸提液喷浇枯

落物的室内控制分解模拟试验 ， 研究药材植物淋出

物对太 白 杨枯落物分解及土壤的潜在化感影响 ， 旨

在为秦岭山 区林药复合模式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
１ 供试材料

研究 区 位于陕西秦岭 山 区周 至县厚畛子林场

镇安沟流域境内 ，
地属秦岭中段北坡 ， 暖温带湿润

气候 ，
海拔 １５ ００ ￣ ２５００ｍ ， 年均气温 ７ ．４丈

， 年

均降水量卯 ０ｍｍ
， 该区分布有丰富的天然和人工

林植被及大量的药材植物资源 ，
土壤属 山地褐土 。

于２ ０ １ ５年 １ ０月 在研究 区采集太 白 杨完整 的 当年枯

落叶 ， 自 然风干剪碎成大小为 １ ．５ｃｍ左右的碎片 。

准确称量 ６ ．０ ０ｇ试样装入规格为 １０ｃｍｘ２０ｃｍ 、 网

眼孔径为０ ． ５ｍｍ的尼龙网袋 中
，
总计 １ ５０袋 （ 共 １０

个处理 ， 每个处理 １ ５袋 ） 。 同 时采集 当地无林荒

地的表层 （ 〇 ？ １ ０ｃｍ ）土壤 ， 清除根系 、 石块等

杂物 ， 直接以鲜土过５ｍｍ土壤筛后充分混合 ， 适

当 风干 （ 以便于实验过程 中控制水分 ） 备用 。 此

外 ， 在当地购买最新收获的 ９种林下药材植物蒲公

英 （
Ｔａ ｒａｘａ ｃｕｍｍｏｎｇｏ ｌｉｃ ｕｍ

） 、 ±
（ｆｅＴ（Ｃｏｒｙ

ｄａ ｌｉｓ

） 、 薄荷 （ ） 、 鱼腥草

（ Ｈｏ ｕ ｔｔｕｙ ｎ ｉａｃｏ ｒｄａ ｔａ
） 、 细辛 （ Ａｓａ ｒｕｍｓ ｉ ｅｂｏ ｌ －

也 ） 、 金银花 （ ） 、 荆芥 （价／
＞扮《 －

ｃａ ｔａ ｒｉ ａ

＇

） 、 玫股盘 ［ Ｇｙｎｏｓ ｔｅｍｍａ
ｐｅｎ ｔａｐｈ

ｙｌ ｌｕｍ
）

和夏枯草 ｖ ｗ／ｇａ ｒｈ
） 莲叶样 品 ，

风干磨

碎过２ｍｍ筛 。

１
．
２ 试验方法

为了模拟 自 然状况下的药材植物茎叶淋出物产

生 的影响 ， 将不同药材植物茎 叶样品 ， 分别与蒸馏

水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８０ｍ ｇｍ
ｒ

ｌ

（ 即相当于 ８ｇ植物

样 品浸泡于 １ 〇〇ｍｌ蒸馏水 ） 的浸提液 （ 基于当 地林

下药材植物最大生物量和最大降雨量确定 ） ，
浸泡

４ ８ｈ
， 经离心过滤后装入棕色瓶中 ， 冰箱 ４１低温

冷藏待用。

分别称取 ２ ． ８ ５ｋ
ｇ
的制备好的过筛土壤 ， 装人

２ ０ｃｍｘ４０ｃｍｘ２ ０ｃｍ规格 的塑料 培养钵 中 ，
将

装有枯落物 的分解袋 ５个分别斜插埋入土壤 ， 保证

分解袋与土壤均匀接触 。 ９种药材植物茎叶水浸提

液 ， 加蒸馏水作对照 ， 共 １ ０个处理 ， 每个处理 ３个

重复 ， 共计３ ０个培养钵 。 埋设完毕后 ， 每个培养

钵用 喷雾器分别均 匀喷浇相 应 的浸提液或蒸馏水

１ ５０ｍ ｌ（ 根据预先测定土壤田间持水量 ， 此时土壤

湿度为 田 间持水量的 ６ ０％ ） ， 统
一调节土壤湿度 。

置于室温下 （ ２ ０
￣

２ ５Ｔ ） 进行分解培养 ， 每隔２周

喷浇一次浸提液 （ 浸提液体积按 ５０ｍ ｌ浸提液 ／ Ｉｋ
ｇ

土壤 比例计算 ）
， 保持土壤湿度基本不变 （ 根据

预实验结果 ， 该比例 喷浇浸 提液土壤湿度基本不

变 ） ，
连续培养０ ． ５ａ终止 。

１
．３ 样品采集与分析

在分解试验过 程 中 ， 分 ５次 回收分解 袋 （ 回

收时间 分别为 分解开始后第 １ 、 ２ 、 ３ 、 ５ 和 ６个 月

时 ） ， 每个处理从３个培养钵 中分别 回收 １袋 ， 作为

３个重复 ； 同 时分３次回收土壤样本 （ 回收时间分别

为分解开始后第 １ 、 ３和６个月 时 ， 每次５ ００ｇ ） 。 取

出枯落叶分解残余物置于 ０ ． １ ５ｍｍ土壤筛 中除去表

面杂物 ， 自 然风干至恒重后 ， 测定分解残留质量及

养分含量 。

Ｃ含量采 用重铬酸钾容量法
一外加热法测定

；

Ｎ 、 Ｐ 、 Ｋ采用Ｈ
２Ｓ０ ４

－Ｈ２０ ２混合液消煮后分别 以ＡＡ ３

连续流动分析仪 、 紫外分光光度计 （ 钒钼黄 比色

法 ） 、 火焰光度计测定
；

Ｃｕ 、 Ｚ ｎ 、 Ｍ ｎ采用 干灰

化 、 原子吸收光度计法测定 。 蔗糖酶和羧甲基纤维

素酶活性采用 ３
，５

－二硝基水杨酸 比色法测定
； Ｐ

－

葡萄糖苷酶活性采用硝基酚比色法测定
；
脱氢酶采

用三苯基四唑氯化物 比色法测定 ； 多酚氧化酶活性

采用邻苯三酚 比色法测定 ；
蛋 白酶活性采用茚三酮

比色法测定 ；
磷酸酶活性采用磷酸苯二钠 比色法测

定 。 同时 ， 参照１３ １｛ ６ １１１ １＾３等
［ １ ４ ］

的方法对药材植物

浸提液通过ＧＣ－ＭＳ进行定性测定 。

１ ．４ 数据处理

枯落物分解速率采用 Ｓ ｉ
ｇ
ｍａＰ ｌｏ ｔ１ ２ ．５软件 ， 依

据改 良 的指数衰减模型ｈａｅ

＿

ｂ ＇

＋Ｃ， （ 式中 ，

及为枯

落物分解残余率 ，
ａ 、 ｂ 、 ｃ和 ｄ为模型参数 ，

ｉ为分

解进行时间 ） 对同 种处理枯落物残 留 量 （ 换算为

残余率 ） 进行拟合 ， 计算分解周转期 （ 干 物质分

解 ９５％ 的时间 ，
ｒ

Ｄ ９ ５ ） 和分解半衰期 （ 干物质分解

５０％的 时间 ，
７＾。 ） 。 同时 ，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软件对不

同处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ｏｎ ｅ
－

ｗａ
ｙ
ＡＮＯ ＶＡ ）

得 出差异显著性 ， 多重 比较采用单因 素方差 分析

ｈ
ｔｔ
ｐ

：／ ／
ｐ
ｅｄ ｏ ｌｏ

ｇ ｉ ｃ ａ ．ｉｓ ｓａｓ ． ａｃ ．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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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ＳＤ

） 法 （
ａ＝０ ． ０５

） ； 采用 Ｓｉ

ｇ
ｍ ａＰ ｌ ｏ ｔ１ ２ ． ５软件

绘图 。

２ 结 果

２ ． １ 药材植物水浸提 液对太 白 杨枯落叶分解速率

的影响

根据太 白 杨枯落叶分解过程 中 残余物 的质量

变化 ， 建立分解模型并计算出 枯落叶质量分解周转

期 （ 整体分解 ） 和半衰期 （ 前期分解 ） （ 表 １） 。

其中 ， 蒲公英浸提液处理枯落叶质量分解周转期和

半衰期 分别延长 了 ２ ３ ０％和 ２９％
；
薄荷浸提液处理

枯落 叶质量分解周转期和半衰期分别延长 了
６７％和

２３％
；
鱼腥草浸提液处理枯落叶质量分解周 转期和

半衰期分别延长了 １ ２ ０％和 ３４％
；
金银花浸提液处

理后半衰期延长了 ２ １％
， 周转期影响不显著

；
绞股

蓝浸提液处理周转期延长 了 ８ １％
， 半衰期影响不显

著 ；
夏枯草浸提液处理后周转期和半衰期分别延长

了 ５ １％和４３ ％
； 其他处理影响不显著 。 综上分析可

见
， 蒲公英、 薄荷 、 鱼腥草和夏枯草浸提液处理对

太 白杨枯落叶质量前期分解和后期分解均有抑制作

用 ， 金银花浸提液处理仅对枯落叶质量前期分解有

抑制作用 ， 绞股蓝浸提液处理仅对枯落叶质量后期

分解有抑制作用 。

表 １ 药材植物水浸提液对太 白 杨枯落叶分解速率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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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药材植物水浸提液对太 白 杨枯落叶分解过程

中养分释放的影响

一般而言 ， 在林木枯落叶分解过程 中 ， 残余物

中不同养分 的释放动态因 自 身性质 、 微生物活动和

环境状况而存在很大差异 。 根据太 白杨枯落叶分解

过程 中残余物中 Ｃ 、 Ｎ 、 Ｐ 、 Ｋ
、
Ｃ ｕ

、
Ｚ ｎ和Ｍ ｎ养分

储量 （ 残留量 ） 变化结果 （ 图 １ ） ， 分解过程 中残

余物 的 Ｃ和 Ｋ均呈 递减 的
“

释放
”

趋势 ，
Ｎ和Ｚ ｎ呈

“

富集一释放
”

且逐步减少趋势 ，
Ｐ和Ｃ ｕ均呈

“

释

放一富集一释放
”

模式 ，
Ｍ ｎ呈

“

释放
一

富集
一释

放
”

的 波动 变化模式 。 根据枯 落物分解
“

由快到

慢
”

的规律以及土壤酶活性测定时间 ， 将本试验分

为前期 （ 前 １个月 ） 、 中期 （ 第２ 
￣

３个月 ） 和后期

（ 第４￣６个月 ） 进行分析 。 结果表明 ：

蒲公英 、 薄荷 、 鱼腥草和细辛浸提液处理对太

白杨枯落叶分解过程 中养分释放抑制作用较强 。 该

４种处理对Ｎ 、 Ｋ 、 Ｃ ｕ 、 Ｚ ｎ和 Ｍｎ释放的影 响规律基

本一致
，
即在前期和后期抑 制了 Ｎ

、
Ｃ ｕ 、

Ｚ ｎ和Ｍ ｎ

的释放 ， 在中期和后期抑制 了 Ｋ的释放 。 而对Ｃ和Ｐ

释放的影响规律则存在差异 ， 其中 ，
蒲公英在后期

抑制 了 Ｃ 的释放 ， 在前期抑制 了 Ｐ的释放 ； 薄荷在

中期抑制 了 Ｃ 的释放
，
在后期抑制 了 Ｐ的 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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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ｌ 药材植物水浸提液对太 白杨枯落叶分解过程中养分释放 （ 残 留量 ）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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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草在前期抑制 了 ｃ 的释放
，
在前期和后期抑制 了

ｐ的释放
；
细辛在后 期抑制 了 ｃ 的释放 ， 在中期 和

后期抑制 了 
ｐ的释放 。

地丁 、 金银花 、 荆芥 、 绞股蓝和夏枯草浸提

液处理对太 白 杨枯落 叶分解过程 中养分释放抑 制

作用相对较弱 。 该 ５种处理对 Ｋ
、
Ｃｕ 、

Ｚ ｎ和Ｍ ｎ释放

的影 响规律较为
一致

，
即在 中期或后期抑制 了 

Ｋ的

释放
，
在前期 或后期抑制 了 Ｃｕ 、

Ｚ ｎ和Ｍ ｎ 的释放 。

而对 Ｃ 、 Ｎ和 Ｐ释放的影响规律则存在差异 ， 其 中 ，

地丁在中期抑制 了
Ｃ的 释放 ，

在前期抑制 了 
Ｎ的 释

放
，
在后期抑制 了 Ｐ的释放

；
金银花在中期抑制 了

Ｃ和 Ｎ的释放
，
在中期和后期抑制 了 Ｐ的释放

； 荆芥

在 中期和 后期抑制 了 Ｃ的 释放
，
在前期抑制 了 Ｎ的

释放
， 在中期抑制 了 Ｐ的 释放

；
绞股蓝在后期抑制

了 Ｃ 的释放
，
在前期抑制 了 Ｎ的 释放

， 在 中期和后

期抑制 了 Ｐ的 释放
；
夏枯草在中期 和后期抑制了 Ｃ

和Ｐ的释放 ，
在前期和中期抑制 了 Ｎ的释放 。

２ ． ３ 药材植物水浸提液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根据太 白杨枯落叶分解过程 中土壤酶活性变化

结果 （ 图 ２ ） ， 蔗糖酶 、 蛋 白酶和磷酸酶在前期和

中期 活性较高 ，
羧 甲 基纤维素酶和 Ｐ

－葡糖苷 酶活

性在中期和后期活性较高 ，
多酚氧化酶和脱氢酶活

性在前期和 中期持续升高 ，
中期达到峰值后降低但

后期活性仍高于前期

蒲公英 、 薄荷 、
鱼腥草和夏枯草浸提液处理

对 ７种 土壤酶活性均有显著 抑 制作 用 。 该 ４种 处理

对蔗糖酶和多酚氧化酶活性影响规律基本
一致

，
即

在前期和 中期降低了蔗糖酶活性 ，
在 中期和后期降

低 了 多酚氧化酶活性 （ 蒲公英在前期也降低了该酶

活性 ） 。 而 对其他 ５种酶活 性影响 则存在差异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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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蒲公英在中期 和后期降低 了羧 甲基纤维索酶活

性
，
在后期 降低 了 Ｐ

－葡 糖苷酶活性 ， 在 前 期和 中

期 降低了脱氢酶和蛋 Ａ 酶活件 ， 在前 丨Ｗ 、 中期 和后

刖降低了磷酸酶活性 ；
？海荷在后 期降低 ｒ羧 屮 基纤

维 索 酶活性 ，
在中期 降低 了

Ｐ
－葡糖 （ ｖ酶 和 蛋 丨

＇

丨 酶

活性
， 在前期 、 中期和后期降低 了脱氢酶活性 ， 在

中期和后期降低了磷酸酶活性 ；
鱼腥草在 中期 和后

期 降低了羧 甲 基纤维素酶活性 ， 在前期 和后期降低

了
Ｐ 

－葡糖苷酶活性 ， 在前期 和 中期 降低 了 脱氣 酶

和蛋 白 酶活性
， 在后期降低 了磷酸酶活性 ； 以拈

在前期 、 中 期和后期 降低 了 竣 甲 基纤 维 索酶 、 ｐ
－

葡糖苷酶和脱氢酶活性 ，
在前期 和后 期降低

酶活性 ，
在中期和 后期降低 了磷酸酶活性

地 丁 、
细辛 、 金银花 、 荆 芥 和绞 股蓝ｍ提 液

处理对土壤酶活性抑制作用相对较弱 该５ 种处理

对蔗糖酶和磷酸酶活性影响规律较为
一致 ， 即在前

朗或中 期降低 ｒ蔗糖酶活性 ， 在中 期或后 期降低 了

磷酸 酶活性 。 而对其他５种酶活性影响 差异较大 ，

其 中 ， 地丁在后期降 低 了 羧 甲 基纤维素酶 、 Ｐ
－葡

糖伴酶和脱氢酶活性 ， 在中期降低了蛋 白 酶活性 ，

对多酚氧化酶活性影响不显著 ； 细辛在 中期和后期

降低 丫羧 甲 基纤维素 酶和 多酚氧化酶活性 ， 在后期

降低 了ｐ

－葡 糖苷酶活性 ， 在 中 期 降低 了磷 酸酶 活

性 ， 对脱氢酶和蛋 卩 丨酶活性影响不ａ著 ； 金银花在

前期和 中期降低 了脱氢酶活性 ， 在 中期 和后期降低

了 多酚氧化酶活性 ， 在前期 和后期降低了蛋 丨

＇

Ｉ 酶活

性 ，
对 羧甲 基纤维素酶和 Ｐ

－葡糖苷酶活性影响不

显著 ； 荆芥在前期 、 中期和后期降低 ｆ羧中 基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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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酶和脱氢酶活性 ，
在前期和后 期降低了 Ｐ

－葡糖

苷酶活性 ， 在 中期降低了多酚氧化酶活性 ， 对蛋 白

酶活性影响不显著 ；
绞股蓝在前期 、 中期和后期降

低了羧 甲 基纤维素酶和脱氢酶活性 ，
在 中期和后期

降低 了Ｐ
－葡糖苷酶活性 ， 在前期 降低了蛋 白 酶活

性 ， 对多酚氧化酶活性影响不显著 。

２ ．４ 药材植物化感物质特性

根 据ＧＣ － ＭＳ测定结果 ，

９种药材植物水浸提液

中共含 有 ３４种化感物质
，
主要可 分为 ５大类 ： 第 １

类物质为萜类 ； 第 ２类物质为苯 甲酸衍生物 ； 第 ３类

物质为饱和脂肪酸 ；
第 ４类为糖类

；
第 ５类为其他

物质 。 具体为 ： 蒲公英水浸提液中 主要含有邻苯二

甲 酸二丁酯 、 烷烃 、 醇类和酮类等
；
地丁主要含有

邻苯＿＿ 甲 酸正丁异辛酯 、 叶绿醇
、 Ｐ

－谷 留醇和烷

烃等 ； 薄荷主要含有邻苯二 甲 酸二丁酿 、 薄荷醇 、

香芹酮和石竹素等 ；
鱼腥草主要含有邻苯二 甲酸二

丁酯 、 烷烃和癸醚等 ； 细辛主要含有邻苯二 甲酸二

丁酯 、 烷烃和十二烯基丁二酸酐等
；
金银花主要含

有邻苯二 甲 酸正丁异辛酯 、 １
，６－脱水吡喃葡萄糖

和阿洛糖等 ； 荆芥主要含有邻苯二甲 酸二异辛酯 、

薄荷酮 、 Ｐ
－谷甾 醇 、 棕榈酸 、 烷烃 和十四 酸十四

酯等 ；
绞股蓝 主要 含有 Ｐ

－谷 甾醇 、 角 鲨烯 、 棕榈

酸 、 十五烷酸 、 二十酸和醇类等 ；
夏枯草主要含有

邻苯二甲 酸二丁酯 、 Ｐ
－谷 甾醇 、 角 鲨烯 、 烷烃和

醇类等。

３ 讨 论

根 据本研究结果 ， 药材植物 浸提液对太 白杨

枯落叶分解存在抑制作用 ，
可能是浸提液 中所含的

化感物质影响了土壤中相关酶活性以及分解者数量

种类等 因素 ，
进而影响 了枯落 叶分解速率和养分释

放。 其 中 ， 祜落物在不 同分解 阶段和不同养分释放

过程中 ， 分别承担主要作用 的分解者和土壤酶种类

不 同
［

１ ５ １ ７
］

，
因此

，
不 同种类分解者和土壤酶受外

部条件影 响可能会导致枯落物在不同分解阶段 ，分

解速率和不同养分释放 出现差异 。 同时 ， 枯落物中

养分含量又会影响土壤酶活性
［

１ ８
］

。

３ ． １ 药材植物浸提液对枯落叶分解速率的潜在化

感影响

以 蒲公英 、 薄荷 、 鱼腥草 和夏枯草浸提液处

理对太 白杨枯落叶前期分解和后期分解均表现为抑

制作用 ，
原因可能是浸提液 中所含的邻苯二甲酸二

丁酯影响 了土壤性质 。 研究表明 ， 邻苯二 甲 酸二丁

酯可以影响土壤呼吸和微生物量以及土壤酶活性 ，

对枯落物分解 中起主要作用的丝状真菌活性有显著

抑制作用 ， 对过氧化氢酶和酸性磷酸酶活性表现为

显著抑制 ， 对蔗糖酶和蛋白酶活性表现为低浓度促

进而 卨 浓度抑制
［

１ ９ ＿ ２°
］

。 本试验 中
，

以该４种药材

植物浸提液处理土壤中蔗糖酶 、 蛋 白酶 、 磷酸酶 、

多 酚氧化酶和脱氢 酶活性均显著降低 。 其 中 ， 蔗

糖酶 、 蛋 白酶和磷酸酶主要在前期分解起 主要作

用 ， 多酚氧化酶和脱氢酶主要在后期分解起主要作

用
［
２ １

］

， 因此 ， 相关酶类活性受到抑制可能是以该

４种药材植物浸提液处理前期分解 和后期分解受到

抑制 的原因 。

以 金银花浸提液处理对太 白 杨枯落 叶前期分

解表现为抑制作用 ，
而整体分解无显著影 响 ， 说明

该处理后期分解受到
一

定程度 的促进作用 。 金银花

浸提液中所含的邻苯二甲 酸二 甲 酯对相关土壤酶和

微生物的抑制作用可能是其前期分解受到抑制的原

因 ， 而其中所含的 １
，６－脱水吡喃葡萄糖和阿洛糖

等糖类物质 ， 为微生物提供了碳源
，
促进 了微生物

的生长和繁殖 ［
２ ２

］

，
可能是其后期分解受到一定促

进作用 的原 因 。

以 绞股蓝浸提液处理对太 白 杨枯落 叶整体分

解表现为抑制作用 ， 而前期分解无显著影响 ， 说明

该处理在后期分解受到一定 的抑制作用 。 原 因可能

是该浸提液中所含的棕榈酸 、 十五烷酸 、
二 十酸等

物质对土壤性质的影响 。 研究表明 ， 棕榈酸会降低

土壤中真菌的数量和组成 比例
＠ ］

， 而真菌是参与

枯落物后期分解的主要分解者 ，
后期难分解物质如

木质素 ， 只能被真菌分解 。 同时
，
十五烷酸 和二十

酸等有机酸进人土壤 ， 使土壤 Ｐ
Ｈ降低 ，

会使土壤

中脱氢酶 、 脲酶 、 碱性磷酸酶和多酚氧化酶活性降

低 ［
２４

］

。 本研究中
，
在分解试验中后期 ， 该处理羧

甲 基纤维素酶 、 Ｐ
－葡糖苷酶 、 磷酸酶和脱氢酶均

显著降低 。 因此 ，
真菌和相关土壤酶类受到抑制可

能是 以绞股蓝浸提液处理太 白杨枯落叶后期分解受

到抑制的原因 。

３ ． ２ 药材植物浸提液对太 白 杨枯落 叶养分释放的

潜在化感影响

枯落物Ｃ释放伴随整个分解过程 ，
前期 阶段主

要体现在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分解过程 ， 后期 阶段

主要体现在木质素的分解过程 ， 与此相关 的土壤酶

主要有淀粉酶 、 蔗糖酶和纤维素酶等水解酶类 以及

ｈ ｔｔ
ｐ

： ／／
ｐ
ｅｄｏ ｌ ｏ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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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氢酶 、 过 氧化物酶和多酚氧化酶等氧化还原酶

类
［ ２５２６ ］

。 本试验中 ， 以蒲公英 、 薄荷 、 鱼腥草和

细辛浸提液处理Ｃ释放受到显著抑制 。 同时 ， 该４

种处理蔗糖酶 、
羧 甲 基纤维素酶 、 Ｐ

－葡糖苷酶 、

脱氢酶和多酚氧化酶活性均受到显著抑制 。 因此
，

该 ４种药材植物浸提液中所含物质可能通过对相关

土壤酶类的抑制作用进而抑制 了枯落叶分解过程中

Ｃ的释放 。

枯落物Ｎ 、
Ｐ含量变化是分解者根据 自 身需求

和周 围环境中 Ｎ 、 Ｐ含量作用的结果 ， 当枯落物中

Ｎ
、
Ｐ含量不能满足土壤微生物的生理需求 ，

微生

物就会从土壤 中吸收
一

定量的 Ｎ
、
Ｐ从而使枯落物

中 Ｎ 、 Ｐ含量升高 ，
出现

“

富集
”

现象
［
２７

］

，
这个过

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土壤酶类是蛋 白酶和磷酸酶 。

因此 ， 枯落物分解过程 中 Ｎ
、
Ｐ释放受 到抑制作用

与微生物活动 以及土壤 中蛋 白酶 和磷酸酶 活性有

关 。 本试验中 ， 多数处理枯落叶Ｎ
、
Ｐ含量变化与

蛋 白 酶和磷酸酶活性变化
一

致 ，
比如

， 蒲公英浸提

液处理在分解试验前期 Ｎ
、
Ｐ释放受 到抑制作用 ，

同时蛋白 酶和磷酸酶活性也受到抑制作用 。 少数处

理则不一致 ，
比如 ， 夏枯草浸提液处理在分解试验

后期 ， 蛋白 酶活性受 到抑 制而 Ｎ的释放并没有受到

抑制 。 这可能是由 于药材植物浸提液 中含有 Ｎ
、 Ｐ

元素 ， 外源施加 Ｎ 、 Ｐ改变 了土壤 中微 生物的 生物

量和组成 ， 同时也对土壤酶活性产生影响
［ １

８
’２ ８

］

。

枯落物 中 Ｋ
、
Ｃ ｕ 、 Ｚｎ和 Ｍ ｎ含量变化主要是通

过淋溶作用和分解者降解有机质过程中的释放 ， 其

主要受到枯落物基质质量 、
环境条件 、 分解者 、

元

素 自 身性质等因素 的影响
１
２９ １

。 本实验 中 ， 药材植

物浸提液处理对太 白杨枯落叶 中 Ｋ和微量元素 释放

的 影响
，
Ｋ含量变化大致表现为在试验分解前期受

到促进而在中后期受到显著抑制 ，

Ｃｕ
、
Ｚｎ和Ｍ ｎ含

量变化大致表现为在分解实验前期和后期受到显著

抑制 ， 但不同药材植物浸提液处理间也存在差异 。

原 因可能是 ，
Ｋ 、 Ｃ ｕ 、 Ｚ ｎ和 Ｍ ｎ含量变化主要 由 淋

溶作用决定 ， 但也会受到土壤环境条件影响 。 不同

药材植物浸提液中所含的物质 （ 如邻苯二 甲 酸二甲

酯 、 棕榈酸等 ） 影响 了分解者 的数量种类 以及组成

比例
［ ２° ’ ２ ３

］

，
进而导致了土壤环境条件的不同 ， 造

成 了枯落叶 中 Ｋ
、
Ｃ ｕ 、

Ｚｎ和Ｍ ｎ含量变化的差异 。

３ ．３ 药材植物浸提液对太 白 杨枯落叶分解及土壤

的综合潜在化感影响

综合本研究结果 ，
根据药材植物浸提液对太白

杨枯落叶分解及土壤 的潜在化感影响程度 ，
可将９

种药材植物分为 ３类 。 第 １类药材植物包括蒲公英 、

薄荷和鱼腥草 ，
该 ３种药材植物浸提液处理对太 白

杨枯落叶分解速率 、 养分释放及土壤酶活性均有显

著抑制作用 。 ３种处理其药材植物浸提液 中均含有

邻苯二甲 酸二丁酯 ，
影响 了 土壤生物化学性质 ，

７

种土壤酶活性均受到显著抑制 ，
因此枯落物分解速

率和养分释放均受到显著抑制 。 第 ２类药材植物包

括金银花 、
绞股蓝和夏枯草 ， 该３药材植物浸提液

处理对太 白杨枯落叶分解速率 、 养分释放及土壤酶

活性有有
一定抑制作用 ， 但较第 １类药材植物程度

较小 。 ３种处理其药材植物浸提液中虽然含有对微

生物有抑制作用的物质 ， 但 同时也含有
一些对微生

物生 长或繁殖有利的物质 （ 比如 １
，
６ －脱水吡喃葡

萄糖可 以为微生物提供 了碳源 ， 棕榈酸可 以增加土

壤 中细菌和放线菌的数量和组成 比例 等 ） 。

第 ３类药材植物包括地丁 、 细辛和荆芥 ， 该 ３种药材

植物浸提液处理对太白 杨枯落叶分解速率影响不显

著 ，
对养分释放和土壤酶活性影响相对较小 。 而 ３

种处理浸提液中也被检测出含有 比如邻苯二甲 酸二

丁酯等对分解者和土壤酶活性有抑制作用的物质 ，

且该 ３种处理部分土壤酶活性也受到
一定抑制作用

（ 比如蔗糖酶和磷酸酶活性在分解试验中期降低 ，

羧 甲 基纤维素酶活性在分解试验后期降低 ） 。

一方

面原因是枯落物分解并不是单
一

分解者或土壤酶单

独作用的结果 ， 且某
一种细菌 、 真菌或土壤酶在不

同分解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
［

Ｍ
１

。 比如蔗糖酶在分

解前期起着关键作用 ，
而在分解后期的作用较小 。

另
一

方面原因 可能是虽然该种药材植物浸提液中含

有某种物质 ， 但该物质浓度过低或者过高 ，
发挥的

作用发生了变化
［
３ １

］

；
也可能是浸提液中其他物质

与该种物质的互相作用
［
３ ２

］

， 使最终的化感作用结

果不同 。

４ 结 论

林下药材植物通过雨水淋溶等途径释放 出 的化

感物质 ，
可能会对太 白杨枯落叶的分解速率和养分

释放及土壤酶活性等产生影响 ，
不利于维持土壤肥

力 以及生态 系统中物质循环并影响到生态系统稳定

性 。 本研究表明 ，
以蒲公英 、 薄荷和鱼腥草浸提液

处理对太 白杨枯落叶分解速率 、 养分释放 以及土壤

酶活性均有显著抑制作用 ，
所以

， 建议在太 白 杨林

ｈ ｔ ｔ

ｐ
：／ ／

ｐ
ｅｄ ｏ ｌｏ

ｇ
ｉ ｏ ａ ．ｉ ｓ ａ ａ ｓ ． ａ ｃ ．ｒ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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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应尽量避免种植或者通过降低套种密度来减少药

材植物 的化感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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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ｐｕｌｕｓＰｕｒｄｏｍ ｉｉＬ ｉｔ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ＵＹｕｐ ｅｎ ｇ

１Ｘ ＵＪ ｉ

ｙ
ｕａｎ

２

ＺＨＡＮＧＸ ｉ ａｏｘ ｉ

２ＷＡＮＧＢｏｙａ
３Ｘ ＩＥＢ ｏ

３

ＳＨＩＦｅ ｉ

３Ｌ ＩＵＺｅｎｇｗｅｎ

３
． ４ ｔ

｛ ＼Ｃｏ ｌｌｅｇｅｏｆ 

Ｆｏｒｅｓ ｔｒ
ｙ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 ｔＡ＆Ｆ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Ｙａ ｎｇｌ

ｉ
ｎｇ ｔ

Ｓｈ ａａｎｘ ｉ１ １２ １ ００ ，Ｃｈ ｉ
ｎ ａ

）

（
２Ｉ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ｅ ｏｆＳｏ ｉ

ｌ ａｎｄＷａ 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 ｖａ ｔ
ｉ
ｏ 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Ｆ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Ｙａｎｇｌ

ｉ
ｎｇ ，Ｓｈ ａａｎｘ ｉ７ １ ２ １ ００ １Ｃｈｉ

ｎａ
）

Ｃｏ ｌｌ ｅｇｅ ｏｆ 

Ｎａ 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 ｎｄ
Ｅｎ 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Ｎｏｒ ｔｈｗｅｓ ｔＡ＆Ｆ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Ｙａ ｎｇｌ
ｉ
ｎｇ ，Ｓｈａ ａｎｘ ｉ７ １ ２ １ ００ ，Ｃｈｉ

ｎａ
）

（
４ Ｋｅｙ 

Ｌａ ｂ
ｆｏｒ Ａｇｒｉ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

Ｒｅｓｏ 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 ｅｎｔａ ｌＲｅｍｅｄ ｉａｔ
ｉ
ｏ ｎｉｎＬｏｅｓｓＰ ｌａ ｔｅａｕｏｆＡｇｒ

ｉ ｃｕｌ ｔ
ｕ ｒｅＭｉｎ ｉｓ ｔ

ｒ
ｙ 

ｏｆ

Ｃｈ ｉ
ｎａ ，

Ｙａｎｇｌ
ｉ
ｎｇ ｔＳｈ ａａ ｎｘ

ｉ１ １ ２ １ ００
１
Ｃｈ

ｉ
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 ｃ ｔ【 Ｏｂｊ ｅｃ ｔ ｉｖｅ 】Ｐ ｌａｎｔ ｉｎｇｍ ｅｄ ｉ ｃ ｉｎａ ｌｐ ｌａｎ ｔｓｉ ｓａｎｅ ｆｆｅｃ ｔ ｉｖ ｅｗａ
ｙ

ｔｏ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ｅｃｏｎｏ ｍ
ｉ ｃｂ ｅｎｅ ｆ ｉ ｔｏ ｆ

ｈ
ｔｔ
ｐ

：＂
ｐ
ｅ ｄｏ ｌｏ

ｇ
ｉｃ ａ ．

ｉ ｓｓ ａｓ ． ａｃ ．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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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 ｒｅ ｓ ｔｌ ａｎｄ ｓ ．Ｈｏｗｅ ｖｅ ｒ
，ｉ ｔｉ ｓｉｍ ｐｏ ｒ ｔａｎｔ ｔｏ ｔａｋ ｅ ｉｎｔｏａｃ ｃ ｏｕ ｎｔｗｈ ｅｔ ｈｅ ｒｌｅａｃｈ ａｔｅ ｓｆｒｏｍｍ ｅｄ ｉｃ ｉ ｎａｌ

ｐ
ｌａｎ ｔｓｗｏｕ ｌｄｈ ａｖ ｅ

ａ ｌ ｌ ｅｌ ｏｐ
ａ ｔｈｉ ｃｅ ｆｆｅｃ ｔ ｓｏｎｄ ｅ ｃｏｍｐｏ

ｓ
ｉ ｔ ｉ ｏｎｏ ｆｆｏｒｅ ｓ ｔ ｓｌ

ｉ ｔｔ ｅｒａｎｄｓｏ ｉ ｌ
，ａｎ ｄ ｉ ｔ ｉ

ｓａ ｌｓ ｏｔｈ ｅｋｅｙｔｏｓ ｅｌｅｃ ｔ ｉｏｎｏｆｍｅｄ ｉｃ ｉ
ｎ ａｌ

ｐ
ｌａｎｔｓｐ ｅ ｃ ｉ ｅ ｓｔ ｏｂ ｕｉ ｌ ｄａｓ ｃ ｉｅｎｔ ｉｆｉ ｃａｎｄｒｅａｓ ｏｎａｂ ｌ ｅｃｏｍｐｏｕ ｎｄｓ

ｙ
ｓ ｔ ｅｍｏｆｆｏ ｒｅ ｓ ｔ

－

ｍｅｄ ｉｃ ｉ ｎａ ｌ
ｐ

ｌａｎ ｔｓ ，ｆ 
Ｍｅ ｔ ｈｏｄ ３

Ｉｎ ｔｈ ｉ ｓｐ ａｐ ｅ ｒ ，ａＰｏｐｕ ｌｕｓ
ｐｕｒｄｏｍ ｉ ｉｆｏ ｒｅ ｓ ｔ ｔ

ｙｐ
ｉｃ ａ ｌｏｆｔｈｅＱ ｉｎ ｌｉ ｎｇ

Ｍ ｏｕｎｔａ ｉ ｎｓａｎｄｎｉ ｎｅｓ ｐｅ
ｃ ｉ ｅ ｓｏ ｆｍｅｄ ｉｃ ｉ ｎａ ｌ

ｐ
ｌ ａｎ ｔ ｓ（Ｔａ ｒａｘａｃｕｍｍ ｏ ｎｇｏ

ｌｉ ｃｕｍ
，Ｃｏｒｙ

ｄａ ｌｉｓ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Ｍｅｎ ｔｈａｈ ａｐ ｌｏ ｃａ ｌ
ｙｘ ，

Ｈｏｕ ｔｔｕｙｎｉａｃｏ ｒｄａ ｔａ
，Ａ ｓａ ｒｕｍ

ｓ ｉｅｂｏ ｌｄ ｉ ｉ
，
Ｌ ｏｎ ｉｃｅｍ

ｊａｐｏ ｎ ｉｃａ
，

Ｎｅｐｅ ｔａｃａ ｔａ ｒｉ ａ
，Ｇｙｎｏｓ ｔ ｅｍｍａ

ｐｅｎｔａｐ
ｈ
ｙ

ｌｌｕｍａｎｄＰｒｕ ｎｅｌ ｌａｖｕ ｌｇａ ｒｉｓ）ｃ ｏｍｍ ｏｎ

ｉｎｔｈ ｅａｒｅａ ｗｅｒｅｃ ｉ ｔ ｅｄａ ｓｏｂｊ
ｅｃｔ ｓｉｎ ｔｈｅｓ ｔ ｕｄ

ｙ ，ａ ｓ ｉｍ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ｅｘ
ｐ
ｅｒ ｉｍｅｎ ｔｗａ ｓｃａ 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ｏ ｎ ｌｉ ｔｔｅｒｄ ｅｃ ｏｍｐｏ ｓ ｉ ｔ ｉｏｎ

ｂ
ｙｓｐ

ｒａ
ｙ

ｉ ｎｇ
ｌｅａｃ ｈａ ｔ ｅｉｎｗａ ｔｅ ｒ

－

ｅｘ ｔ ｒａｃ ｔ ｉ ｏｎｓｏ ｌ ｕ ｔ ｉ
ｏｎｆｒｏｍｓ ｔ

ｅｍ ｓａｎ ｄｌ ｅａｖｅ ｓｏｆｔｈｅｍ ｅｄ ｉｃ ｉｎ ａ ｌ

ｐ
ｌａｎ ｔ ｓ

，
ｔｏｓ ｔｕ ｄ

ｙ

ｅｆｆｅ ｃ ｔｓｏｆｔ ｈｅ ｌｅａｃｈａ ｔ ｅｓｏｎｌ ｉ ｔ ｔｅ ｒｄ ｅｃ ｏｍｐ ｏｓ
ｉ ｔ ｉｏｎ

，ｎｕ ｔｒｉ ｅｎ ｔ ｒｅ ｌ ｅａ ｓ ｅａｎｄ ｓｏ ｉ ｌｅｎｚ
ｙ
ｍ ｅａｃ ｔ ｉ ｖ ｉ ｔ

ｙ
．Ｔｈ ｅｓａｍ ｐ

ｌ ｉｎｇａ ｒｅａ

ｉｎｔｈ ｉ
ｓｅｘｐ

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
 ｉ ｓｔｈ ｅＨｏｕ ｚｈ ｅｎｚ ｉＦｏ ｒｅ ｓ ｔＦａｒｍｏ ｆＺｈｏｕｚ ｈｉＣ ｏｕ ｎ ｔ

ｙ
ｉｎｔ ｈｅＱ ｉｎｌ ｉ ｎｇ

Ｍｏｕ ｎｔ ａｉｎ ｓｏ ｆＳｈａａｎｘ ｉ
．Ｔｈｅ

ｄｅ ｃ ｏｍｐｏ ｓ ｉ ｎｇ
ｂａｇｍ ｅ ｔｈ ｏｄｗａ ｓｕ ｓｅｄ ｉｎｔｈ ｅ ｉｎｄ ｏｏ ｒｓｌ ｉ ｔｔ ｅｒｄ ｅｃｏｍ ｐ ｏ ｓ ｉ ｔｉ ｏｎｅｘｐｅ ｒ

ｉｍ ｅｎｔｗ ｉ ｔｈｃｏｎ ｓ ｔａｎ ｔｔｅｍｐｅ ｒａ ｔｕｒｅ

ａｎｄｈｕｍ ｉｄｉ ｔｙａｎ
ｄ ｔｈ ｅｅｘｐｅ

ｒ ｉｍｅｎ ｔ ｌａ ｓ ｔｅｄｆｏ ｒｓ ｉ ｘｍ ｏｎ ｔｈｓ ．Ｄｕ ｒｉ ｎｇｔ
ｈ ｅｅｘｐ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

，ｌ ｅ ａｃ ｈａ ｔｅｆｒｏｍｔ ｈｅｌ ｉ ｔ ｔｅ ｒｏ ｆ

ｍ ｅｄ ｉ ｃ ｉｎ ａｌ
ｐ

ｌ ａｎｔ ｓｗａ ｓｓｐ ｒａ
ｙ
ｅｄｏｎ ｃ ｅｅ ｖｅ ｒｙ

ｔｗｏｗ ｅ ｅｋ ｓ ，ａ ｎｄ ｔｈｅｄｅ ｃｏｍｐ ｏ ｓ ｉ ｎｇ
ｂ ａｇ ｓｗｅ ｒｅｒｅｔ ｒ ｉ ｅｖ ｅｄｆｉｖｅｔ ｉｍ ｅ ｓ

（ ｉｎｔｈｅｆ ｉ ｒｓ ｔ
，ｓ ｅ ｃｏｎｄ

，ｔｈ ｉｒｄ
，ｆｉｆｔ ｈａｎｄｓ ｉｘ ｔ ｈｍ ｏｎｔ ｈａｆｔｅ ｒｔ ｈｅｓ ｔａ ｒ ｔｏｆｔｈ ｅｄ ｅ ｃｏｍｐ ｏ ｓ ｉ ｔ ｉｏｎｅｘｐ ｅｒ ｉｍｅｎｔ ）

，

ｓｏ ｉ ｌｓａｍ ｐｌ ｅ ｓｃ ｏ ｌ ｌｅ ｃ ｔｅｄｔ ｈｒｅ ｅ ｔ ｉ ｍｅ ｓ（
ｉ ｎｔｈ ｅｆｉ ｒｓ ｔ

，
ｔｈ ｉ ｒｄａｎ ｄｓ ｉｘ ｔｈｍｏｎ ｔｈａｆｔｅ ｒｔ ｈ ｅｓ ｔ ａｒ ｔｏ ｆ ｔｈ ｅｄ ｅｃ ｏｍｐｏ ｓ

ｉ ｔｉ ｏｎ

ｅｘ ｐ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 ） ，ｔｏ ｄ ｅｔ ｅ ｒｍｉｎ ｅｄ ｅ ｃ ｏｍｐ ｏ ｓ ｉ ｔｉ ｏｎｒａ ｔｅ
，ｎｕ ｔｒｉｅ ｎｔｒｅ ｌｅａ ｓ ｅａｎｄｓｏ ｉｌｅｎ ｚｙｍ ｅａ ｃ ｔ

ｉｖ ｉ ｔ ｙ
．Ａ ｔｔ ｈｅ ｓａｍ ｅｔｉｍｅ

，

ＧＣ －Ｍ Ｓｗａ ｓｕｓ ｅｄｔｏａｎ ａ ｌ
ｙ
ｚｅｃｈ ｅｍ ｉｃ ａ ｌｓｕｂｓ ｔａｎｃ ｅ ｓ ｉｎ ｔｈｅｍｅｄ ｉｃ ｉｎａ ｌ

ｐｌ ａｎｔ ｓｌｅａｃｈａ ｔｅ ． 【 Ｒ ｅｓ ｕｌｔ 】Ｔｕｒｎ ｏｖｅ ｒ
ｐ ｅ ｒｉ ｏｄ

ａｎ ｄｈａ ｌｆ
－

ｌ
ｉ
ｆｅ ｏｆｔｈ ｅｄ ｅｃｏｍｐｏ ｓ ｉ ｔｉｏｎｏｆＰ．

ｐｕ ｒｄｏｍ ｉ ｉｌ ｉ ｔ ｔｅ ｒｗａｓｅｘ ｔｅｎ ｄｅｄｂｙ
２３０％ａｎｄ２ ９％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ｌ

ｙ ， ｉｎｔ ｈｅ

ｔｒｅ ａ ｔｍ ｅｎｔｕｓ
ｉ ｎｇ

Ｔ．ｍｏｎｇｏ ｌｉｃｕｍ ｌｅａｃｈａ ｔｅ ，ｂ
ｙ

６７％ａｎｄ２ ３％ ｉｎｔｈｅｔｒｅ ａ ｔｍ ｅｎ ｔｕｓ ｉ ｎｇ
Ｍ．ｈ ａｐ

ｌ ｏｃａ ｌｙｘｌｅａｃｈａ ｔｅ
，

ａｎ ｄｂｙ１
２０％ａｎ ｄ３４％ ｉｎｔ ｈｅｔｒｅａ ｔｍｅｎ ｔｕ ｓ ｉｎ

ｇ
Ｈ ．ｃｏ ｒｄａ ｔａ ｌｅａｃｈ ａｔ ｅ ．Ａｎｄｌ ｅ ａｃｈ ａｔ ｅｆｒｏｍａ ｌ ｌ ｔｈ ｅ ｓｅ ｔｈｒｅ ｅｓｐ ｅ ｃｉ

ｅ ｓｏｆ

ｍ ｅｄｉｃ ｉｎ ａ ｌ
ｐｌａｎ ｔｓｄ ｉ ｓｐ ｌａ

ｙ
ｅｄｓ ｉ

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ｈ ｉ ｂｉ ｔｏｒｙｅ

ｆｆｅｃ ｔｓｏｎｎｕ ｔｒｉｅｎｔｒｅ ｌｅａ ｓｅａｎｄｓｏ ｉ ｌｅｎｚｙｍｅａｃ ｔ ｉｖ ｉ ｔ ｉ ｅｓｄｕｒｉｎｇ

ｄ ｅ ｃｏｍ ｐｏ ｓ ｉ ｔｉｏｎｏｆＰ．

ｐｕｒｄｏｍｉ ｉｌ ｉ ｔｔｅ ｒ ．Ｉｎｏｒｄ ｅｒｔｏｆａｃ ｉ ｌ ｉ ｔａ ｔｅ ｔｈｅａｎａ ｌ

ｙ
ｓｉ ｓ

，ｔ ｈｅｅｘｐ ｅｒ ｉｍ ｅｎｔｗａｓｄ ｉｖ ｉ
ｄ ｅｄｉｎ ｔｏｔ ｈｒｅｅ

ｐｈ
ａ ｓｅ ｓ

；
ｉ ． ｅ ．ｅａｒｌ

ｙ（ｆｉ ｒｓ ｔｍｏｎ ｔｈ ）
，
ｍ ｉ

ｄ ｄ ｌｅ（ｓ ｅｃ ｏｎ ｄｔ
ｏｔ ｈ ｉ ｒｄｍｏ ｎ ｔｈ ｓ）ａｎ ｄｌ ａ ｔｅ ｒ（ｆｏｕｒ ｔｈｔ ｏｓ ｉｘ ｔｈｍｏｎ ｔｈ ｓ ）

ｐ
ｈａｓｅ ｓ ．Ｔ ｈｅｉ ｎｈｉ

ｂｉ ｔｏ ｒｙｅ
ｆｆｅｃｔ ｓｗｅｒｅ ｓ ｉ

ｇ
ｎ ｉｆｉｃａｎｔｏｎｔｈｅｒｅ ｌｅａｓｅｏ ｆｎｉ 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ｐｐｅｒ ，ｚ ｉ ｎｃａｎｄｍａｎｇａｎ

ｅ ｓｅｉｎｔｈ ｅ

ｅａ ｒ ｌ

ｙ
ａｎ ｄ ｌａ ｔ ｅ

ｐ
ｈａｓｅ ｓｉｎａｌ ｌｔｈ ｅｔｈｒｅｅｔｒｅａ ｔｍ ｅｎｔ ｓ

，ｏｎｔｈ ｅｒ ｅｌｅａｓ ｅｏｆ
ｐ

ｏ ｔａ ｓ ｓ ｉｕｍｉｎｔ ｈｅｍ ｉ
ｄｄｌｅａｎｄｌ ａｔ ｅ

ｐ
ｈ ａ ｓｅ ｓ

，

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ｌｅａ ｓｅｏｆｃ ａｒｂｏｎｉ
ｎ ｔｈｅｅａｒ ｌ

ｙ ，ｍ ｉ ｄｄ ｌｅｏｒｌａ ｔｅ
ｐ

ｈ ａｓｅ ｓ
，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ｌｅ ａ ｓｅｏｆ

ｐ
ｈ ｏ ｓｐ

ｈ ｏｒｕ ｓｉｎｔ ｈｅｅａｒｌ ｙ

ｏ ｒｌａ ｔ ｅｐｈａ ｓｅ ｓ ．Ａｎｄｔｈｅｉｎ ｈｉｂ ｉ ｔｏｒｙｅ
ｆｆｅｃ ｔｓｗｅ ｒｅａ ｌｓｏｏｂ ｓｅｒｖｅｄｏｎｔ ｈｅａｃ ｔｉ ｖ ｉ ｔｉｅ ｓｏ ｆｉｎｖｅ ｒ ｔａ ｓｅ

，ｄｅｈ
ｙｄ ｒｏ

ｇ
ｅｎａｓ ｅ

ａｎ ｄ
ｐ ｒｏｔ ｅａｓ ｅｉ ｎｔｈ ｅｅａｒｌｙ

ｏ ｒｍ ｉｄｄｌ ｅ
ｐｈ

ａｓｅ
，ｏ ｎ ｔｈｅ ａｃ ｔｉ ｖ ｉ ｔｉ ｅ ｓｏ ｆｃａｒｂｏｘ

ｙ
ｍ ｅｔｈｙ ｌｃｅ ｌ ｌｕ ｌａ ｓ ｅ

，ｐｏ ｌ
ｙｐ

ｈ ｅｎ ｏｌｏｘ ｉｄａｓ ｅ

ａｎ ｄ
ｐ

ｈ ｏ ｓｐｈ ａｔ ａｓｅ ｉｎｔｈ ｅｍｉ
ｄｄ ｌ ｅｏ ｒｌａ ｔ ｅ

ｐ
ｈａｓ ｅ

，ａｎｄｏｎｔ ｈｅａｃ ｔ ｉ ｖ ｉ ｔｙｏ
ｆ
ｐ
－

ｇ ｌｕｃ ｏ ｓ ｉｄａ ｓｅｔ ｈｅｅａｒｌ
ｙ ，ｍ ｉｄｄ ｌｅｏｒｌａ ｔ ｅ

ｐ
ｈａｓ ｅｓ ．［ Ｃ ｏｎ ｃ ｌｕ ｓ ｉｏｎ 】Ｔｈｅ ａ ｌｌｅ ｌｏｐ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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