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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研究想了解不同植物對周邊植物生長狀況是否有影響，針對水稻(水田)及玉米(旱田)作

為此次研究主題，觀察是否會對周遭植物產生化感作用的影響。由實驗結果得知水稻抑制其

他植物生長的能力很強，但水稻無法抑制部分物種，可能是這些物種有適應性，或是水稻可

以促進其生長。玉米可以抑制植物的生長高度，但對覆蓋面積影響不如水稻明顯。根據化感

作用所造成的影響，水稻應可作為天然的除草劑使用。未來可以繼續針對不同的植物做研究，

進而找出更好的天然除草劑，以取代化學成分的除草劑，如此不但省錢更能保護環境，達到

對大自然的永續經營。 

壹、研究動機 

    在一年級生物課時學到了生物之間會有交互作用，像是競爭、互利共生、片利共生等，

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師在講解競爭關係時所舉的例子─榕樹，老師說榕樹會抑制他身邊

其他植物的生長，讓自己長的更好，我覺得好奇，所以就上網查了一些相關資料想更進一步

的了解榕樹的這種能力，才發現原來這種能力叫做「化感作用」又稱為「植物間的相生相剋」，

後來我開始想是不是其他植物也同樣有化感作用會抑制其他植物的生長呢？於是我們就針對

兩種人類最主要的糧食作物―水稻及玉米，來做為此次科展研究的主題 

貳、研究目的 

    此研究想了解不同植物對周邊植物生長狀況是否有影響，因此針對全球兩種不同型式的

主要糧食作物，水稻(水田)及玉米(旱田)作為此次研究的主題，觀察水稻及玉米是否會對周遭

其他植物的生長狀況及種類產生化感作用的影響，有兩個主要的實驗目的： 

一、水稻(水田)與周邊植物的關係 

(一)水稻對周邊植物在覆蓋度及覆蓋面積的影響 

(二)樣區中植物之間的相互比較 

二、玉米(旱田)與周邊植物的關係 

(一)玉米對周邊植物在覆蓋度及覆蓋面積的影響 

(二)樣區中植物之間的相互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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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肆、研究步驟 

一、 實驗前準備步驟 

    我們將準備發芽的稻子浸泡在裝水的塑膠盆內，並以流動清水防止發霉，待發芽後將實

驗區的土裝入塑膠盆中，再將稻苗均勻撒入盆內，以網子覆蓋防止鳥類啄食並定時澆水，待

兩週後在水稻實驗區插秧，開始進行實驗。 

    我們也將準備發芽的玉米放入裝有沾濕濾紙的培養皿內，然後將培養皿放入植物生長箱

內，恆溫 25 ℃發芽一週，待玉米發芽後將實驗區的土裝入塑膠盆中，將玉米幼苗種入盆內

並定時澆水，待兩週後將玉米種入玉米實驗區內，開始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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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下圖為此研究流程圖 

 

圖 1   研究流程圖 

 

 

 

 

 

 

 

 

 

 

 

 

 

 

 

 

 

 

 

 

 

 

 

水稻及玉米對周邊植物生長狀況的影響 

將土地分為六塊 1 m2 的水稻田(水田)及玉米田(旱田) 

(三塊為實驗組三塊為對照組) 

水稻種入實驗組水稻田正中央 

 

玉米種入實驗組玉米田正中央 

 

水田(實驗 1) 旱田(實驗 2) 

觀察與紀錄每一格植物的種類與生長狀況及覆蓋面積 

每一樣區平均劃分為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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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水稻與周邊植物的關係 

一、將實驗區土地中的雜草與石頭撿拾乾淨，並整地準備實驗。 

二、將實驗區挖出水溝與六塊 1 m2 的水稻田，含三塊實驗組及對照組，並放水養土(圖 2)。 

三、將稻穀以流動清水浸泡一週，待發芽後種到塑膠盆裡，以布蓋住定時澆水(圖 3)。 

四、把秧苗種進稻田裡(圖 4)。 

五、將每個樣區平均分為九格並拉線標示(圖 5)。 

六、插秧 60 天後觀察與記錄每個樣區的植物種類及覆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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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玉米與周邊植物的關係 

一、將實驗區土地中的雜草與石頭撿拾乾淨，並整地準備實驗。 

二、將實驗區挖出六塊 1 m2 的玉米田，含三塊實驗組及對照組，並定時澆水(圖 6)。 

三、將玉米放置在培養皿內發芽，待發芽後種到塑膠盆裡並定時澆水(圖 7)。 

四、將玉米苗種進玉米田後定時澆水(圖 8)。 

五、將每個樣區平均分為九格並拉線標示(圖 9)。 

六、玉米苗植入樣區 60 天後觀察與記錄每個樣區的植物種類及覆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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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驗結果 

實驗一、水稻與周邊植物的關係 

一、水稻的種植比照一般水稻種植方法，但無施肥及使用殺草劑，先經過 20 天的秧苗期，之

後分為成活期及分蘗期(三天濕兩天乾)共 50 日。水稻生長狀況如下。 

圖 10   水稻生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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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實驗經過實際觀察鑑定，確認樣區內水稻以外的植物種類，並以十字量法測量植物的

覆蓋面積。以實際覆蓋面積對比實驗組及對照組植物的差異，再以樣區中各植物物種的

相對覆蓋度比較各種植物的優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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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及表 2 可得知：兔兒菜(Ixeris chinensis)出現在實驗組第一及第三樣區，未出現在

第二樣區，在對照組僅出現在第一樣區；小葉灰藋(Chenopdium serotunum)未出現在對照組第

一樣區，其餘樣區都有出現；龍葵(Solanum nigrum)僅出現在實驗組第一樣區；棒頭草(Polypogon 

fugax)僅出現在對照組第二、三樣區；香附子(Cyperus rotundus)未出現在對照組第三樣區，其

餘樣區都有出現；龍爪茅(Dactyloctenium aegyptium)未出現在實驗組第二樣區，其餘樣區都有

出現；鯉腸(Eclipta prostrata)未出現在實驗組第二樣區，其餘樣區都有出現；葉下珠(Phyllanthus 

urinaria)未出現在實驗組第一樣區及對照組第二樣區，其餘樣區都有出現；青莧(Amaranthus 

patulus)僅出現在對照組第一樣區；酢漿草(Oxalis pes-caprae)僅出現在實驗組第三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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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12 可得知，在實驗組中節花路蓼為優勢物種(31.64 %)，其次為升馬唐(15.78 %)、假

吐金菊(12.18 %)；而在對照組中節花路蓼為優勢物種(36.19 %)，其次為棒頭草(20.37 %)、牛

筋草(17.10 %)。而棒頭草僅出現在對照組第二、三樣區但其平均覆蓋度卻佔很大比例，為對

照組之中次高，僅次於節花路蓼。 

    由圖 13 可得知水稻實驗區內除了假吐金菊(Soliva anthemifolia)、野莧(Amaranthus viridis)、

香附子、馬齒莧(Portulaca oleracea)以外，其餘物種覆蓋度皆是對照組大於實驗組。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及升馬唐(Digitaria ciliaris)因為分布不均勻，所以導致標準差較大。 

   

     

由圖 14 可得知，多數植物抑制率為正值，其中以牛筋草(88.95 %)、鱧腸(84.78 %)、鼠麴

舅(83.19 %)、節花路蓼(73.82 %)、龍爪茅(69.60 %)、狗牙根(Cynodon dactylon)(64.05 %)最為

明顯，表示水稻可抑制其面積生長。而呈現負值則為：假吐金菊(-42.82 %)、馬齒莧(-12.20 %)、

香附子(-6.90 %)，表示水稻可能無法抑制其生長，抑或是有促進其生長的可能性。 

 

圖 14   水稻實驗區水稻對於其他植物的抑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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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玉米與周邊植物的關係 

一、此實驗種植玉米全程無施肥。圖 14 為玉米生長狀況。 

二、同實驗一，鑑定植物物種並計算其覆蓋面積，比較物種間覆蓋度 (表 3~4、圖 15~18)。 

三、以植株高度超過 10 公分的植物為主，測量其高度並取其平均值，觀察玉米的種植是否影

響其他植物的高度 (圖 19~20)。 

四、以實驗組與對照組中同種植物間比較計算出玉米對其的抑制率 (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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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 及表 4 可得知：狗牙根、野莧僅出現在實驗組第一樣區，而未出現在對照組；龍

爪茅僅未出現在實驗組第三樣區；大花咸豐草(Bidens pilosa)未出現在實驗組第一樣區，而僅

出現在對照組的第三樣區；假吐金菊、兔兒菜僅出現在第對照組三樣區，未出現在實驗組；

龍葵(Solanum nigrum)於對照組僅出現在第三樣區。 

 

圖 16    玉米實驗區優勢物種 

a. 青莧(Amaranthus patulus)、b. 小葉灰藋(Chenopdium serotunum) 

c. 牛筋草(Eleusine indica)、d. 馬齒莧(Portulaca oleracea) 

e. 龍葵(Solanum nigrum)、f. 鼠麴舅(Gnaphalium purpureum) 

g.葉下珠(Phyllanthus urinaria)、h. 龍爪茅(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a. b. 

c. d. 

f. 

h.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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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7 可得知：玉米實驗區中實驗組以青莧為優勢物種(29.09 %)，其次為小葉灰藋(20.63 

%)、牛筋草(15.06 %)、龍葵( 11.91 %)。對照組以青莧為優勢物種(60.13 %)，其次為牛筋草(13.21 

%)。但龍葵在對照組中只出現在其中一塊樣區，所以在圖 17 中未列入比較。 

 

 

 

 

 

 

 

 

 

圖 17   實驗組與對照組中植物的相對覆蓋度 

* = p < 0.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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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8 可得知：青莧為實驗組及對照組中覆蓋面積最大之物種。但實驗組的覆蓋面積比

對照組小。玉米對於青莧及鼠麴舅(Gnaphalium purpureum)具有抑制之效果，而對於其他植物

則是不影響或是具有促進之效果。 

 

 

 

 

 

 

 

 

圖 18   實驗組與對照組中相同種類植物覆蓋面積之比較 

*** = p < 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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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19 可得知：植物物種的平均高度以玉米最高(113.42 公分)，對照組的平均高度皆高

於實驗組的有青莧(對照組：65.47 公分，實驗組：46.29 公分)及葉下珠(對照組：38.00 公分，

實驗組：21.29 公分)，小葉灰藋則是相反(對照組：23.50 公分，實驗組：37.13 公分)。 

* 

*** 

圖 19   實驗組與對照組中相同種類植物平均高度之比較 

* = p < 0.05，***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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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21 可得知，多數植物抑制率為負值，其中以小葉灰藋最低(-381.18 %)，表示玉米不

影響、無法抑制或是促進其生長。而呈現正值的青莧(30.82 %)及鼠麴舅(30.81 %)則表示玉米

可能可以抑制其生長。 

 

圖 21    玉米實驗區其他植物覆蓋面積抑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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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 由實驗一可得知： 

(一)  水稻的實驗區內的大部分植物覆蓋面積較未種植水稻的對照組小，因此可推論為 

     水稻對於大部分出現於實驗區的植物皆具有抑制的效果，與文獻中所敘述的化感                            

     作用相符合。 

(二)  假吐金菊、香附子及馬齒莧在實驗區內的覆蓋面積較對照組大，與文獻中對照的 

          結果不符，可能的原因是水稻對於這三種物種沒有影響或是具有促進生長的效 

          果。 

     (三)  棒頭草僅出現於對照組，可能是水稻的抑制效果，抑或是棒頭草還沒進入到水稻 

          實驗區。 

二、 由實驗二可得知： 

(一)  玉米的實驗區內的大部分植物覆蓋面積較未種植玉米的對照組大，因此可推論為        

     玉米對於大部分出現於實驗區的植物不影響或是不具有抑制的效果。 

(二)  青莧及鼠麴舅在實驗組內的覆蓋度較對照組小，可能玉米對於其具有抑制的效 

     果。 

(三)  龍葵在對照組僅出現於第三樣區，但在實驗組的平均相對覆蓋度為第 4 高，造成 

     此現象的原因，可能是龍葵植株分布不均，或玉米可以促進龍葵的生長。 

(四)  青莧在對照組有超過 6 成的平均覆蓋度，其餘雜草物種也有可能被青莧影響，造 

     成覆蓋度減少。 

(五)  青莧的平均高度在實驗組較低，可能是玉米會抑制植物的生長高度，葉下珠在實 

     驗組的平均相對覆蓋度較高，但平均高度較低，也可能是這個原因。 

 

三、實驗結果顯示水稻的確有抑制其他植物物種的能力，但部分物種沒有被抑制，可能是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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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具有耐受性的原因。 

四、玉米的實驗結果顯示其抑制效果沒有水稻明顯，樣區內的物種與水稻實驗區也不盡相同，

可能是在玉米樣區的植物物種對玉米具有耐受性，樣區中不同的環境因子，如光照，可

能也會影響實驗結果。 

五、造成實驗中水田及旱田的結果差異可能是因為水田的化感物質因為淹水的關係，均勻散

佈在樣區中，導致抑制能力較強。 

六、除了抑制以外，實驗中也發現某些物種有促進的情形，符合化感作用中所敘述之「相生」

及「相剋」。 

 

柒、結論 

一、由實驗結果可得知水稻抑制其他植物生長的能力很強，其中以牛筋草、鱧腸、鼠麴舅、

節花路蓼、龍爪茅、狗牙根最為明顯。 

二、水稻無法抑制假吐金菊、馬齒莧及香附子的生長，可能是這些物種有適應性，或是水稻

可以促進生長。 

三、玉米可以抑制植物的生長高度，但對覆蓋面積影響不如水稻明顯。 

四、部分物種有生長促進的情形，顯示化感作用確實包含相生及相剋。 

五、根據化感作用所造成的抑制性，水稻應可作為天然的除草劑使用。 

六、此研究僅針對兩種全球最主要的糧食作物水稻及玉米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未來可以繼續

針對不同的植物做研究，進而找出更好的天然除草劑，以取代化學成分的除草劑，如此

不但省錢更能保護環境，達到對大自然的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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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30313  

1. 此作品探討不同植物對周圍植物的生長狀況是否影響，選擇

水稻和玉米進行觀察，實際選擇樣區栽種，並鑑定各種入侵

植物的種類及覆蓋率，推論植物間的競爭及抑制作用，科學

實作精神佳。 

2. 此作品之研究主題尚稱明確，且與課程教材有相關性，但對

相關研究領域的貢獻可能不大。水稻及玉米的化感作用已有

研究提及，此作品雖有提出研究數據，然而其創新性並不太

高，對科學的影響潛力也有限。 

3. 所採用的實驗設計及方法大致可行，也適當運用統計方法來

分析所得數據，並比較組別之間是否具有顯著差異性。此研

究也針對不同植物物種，分別探討水稻及玉米的化感作用或

相生及相剋作用，但似乎未分析其對所有物種（報告中所列

的植物）整體生長的抑制作用，以評估其是否可做為天然的

除草劑。 

F:\中小科展_57屆\排版\030313-評語 



肆、實驗結果
實驗一、水稻與周邊植物的關係

摘要

此研究想了解不同植物對周邊植物生長狀況是否有影響，針對水稻(水田)及玉米(旱田)作為此次研究主題，觀察是

否會對周遭植物產生化感作用的影響。由實驗結果得知水稻抑制其他植物生長的能力很強，但水稻無法抑制部分物種，

可能是這些物種有適應性，或是水稻可以促進其生長。玉米可以抑制植物的生長高度，但對覆蓋面積影響不如水稻明

顯。根據化感作用所造成的影響，水稻應可作為天然的除草劑使用。未來可以繼續針對不同的植物做研究，進而找出

更好的天然除草劑，以取代化學成分的除草劑，如此不但省錢更能保護環境，達到對大自然的永續經營。

壹、研究動機

在一年級生物課時學到了生物之間會有交互作用，像是競爭、互利共生、片利共生等，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

師在講解競爭關係時所舉的例子─榕樹，老師說榕樹會抑制他身邊其他植物的生長，讓自己長的更好，我們覺得好奇，

所以就上網查了一些相關資料想更進一步的了解榕樹的這種能力，才發現原來這種能力叫做「化感作用」又稱為「植

物間的相生相剋」，後來我開始想是不是其他植物也同樣有化感作用會抑制其他植物的生長呢？於是我們就針對兩種

人類最主要的糧食作物―水稻及玉米，來做為此次科展研究的主題。

貳、研究目的

一、 水稻(水田)與周邊植物的關係

(1)水稻對周邊植物在覆蓋度及覆蓋面積的影響

(2)樣區中植物之間的相互比較

二、 玉米(旱田)與周邊植物的關係

(1)玉米對周邊植物在覆蓋度及覆蓋面積的影響

(2)樣區中植物之間的相互比較

參、研究器材與步驟

一、 研究器材

植物生長箱、塑膠盆、培養皿、濾紙、捲尺

二、 研究步驟

實驗一、水稻與周邊植物的關係

實驗區先整地後挖出水溝與六塊1 m2的水稻田(圖1-a)，然

後稻穀以流動清水浸泡一週，種到塑膠盆裡以布蓋住定時澆水

(圖1-b)待發芽後插秧(圖1-c)，將樣區平均分為九格並拉線標示

(圖1-d)，待插秧60天後觀察與記錄每個樣區的植物種類及覆蓋

面積。

實驗二、玉米與周邊植物的關係

實驗區先整地後挖出六塊1 m2的玉米田 (圖1-e)，然後將玉

米放置在培養皿內發芽之後種到塑膠盆裡 (圖1-f)，將玉米苗種

進玉米田後定時澆水(圖1-g)。把樣區平均分為九格並拉線標示

(圖1-h)，玉米苗植入樣區60天後觀察與記錄每個樣區的植物種

類及覆蓋面積。

水稻及玉米對周邊植物生長狀況的影響

將土地分為六塊1 m2的水稻田(水田)及玉米田(旱田)
(三塊為實驗組三塊為對照組)

水稻種入實驗組水稻田正中央 玉米種入實驗組玉米田正中央

觀察與紀錄每一格植物的種類與生長狀況及覆蓋面積

每一樣區平均劃分為九格

水田(實驗一) 旱田(實驗二)

研究物種，水稻(a)、玉米(b)

a b

105. 10/27
剛種下的水稻

105. 11/15
18天後的水稻

105. 11/22
水放乾，讓根透氣

106. 2/7
約兩個月後的水稻

實

驗

組

對

照

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實驗組實驗組

對照組 對照組

對照組

a

hgf

dcb

e

圖1  實驗區配置狀況
水稻田為a〜d；玉米田為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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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實驗組與對照組中植物的相對覆蓋度
* = p < 0.05

圖3 實驗組與對照組中植物的覆蓋面積
*** = p < 0.001

圖5 水稻實驗區水稻對於其他植物的抑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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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水稻實驗區優勢物種
a.節花路蓼(Polygonum plebeium)
b.假吐金菊( Soliva anthemifolia)

c.牛筋草(Eleusine indica) 
d.狗牙根(Cynodon dactylon)
e.升馬唐(Digitaria ciliaris)
f.龍爪茅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g.馬齒莧(Portulaca oleracea)
h.棒頭草(Polypogon fugax)

實驗二、玉米與周邊植物的關係

105. 11/08
剛種下的玉米

105. 11/22
14天後的玉米

105. 12/01
23天後的玉米

105. 12/15
27天後的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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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科別
種類

實驗組 對照組

禾本科 4 5

菊科 4 4

蓼科 1 1

藜科 1 1

莧科 1 2

莎草科 1 1

茄科 1 0

馬齒莧科 1 1

豆科 1 1

酢漿草科 1 0

表1 水稻樣區雜草物種科別統計

實驗組中以節花路蓼為優勢物種(31.64 %)，其次為升馬唐(15.78 %)、假吐金菊(12.18 %)；對照組中節花路蓼為優勢物種(36.19 %)，
其次為棒頭草(20.37 %)、牛筋草(17.10 %)。棒頭草僅出現在對照組第二、三樣區但其平均覆蓋度卻佔很大比例，為對照組之中次高，
僅次於節花路蓼(圖2)。

實驗區內除假吐金菊、野莧(Amaranthus viridis)、香附子、馬齒莧外，其餘物種覆蓋度皆是對照組大於實驗組。牛筋草及升馬唐因
分布不均勻，導致標準差較大(圖3)。

由圖5可得知，多數植物面積抑制率為正值，其中以牛筋草(88.95 %)、鱧腸(84.78 %)、鼠麴舅(83.19 %)、節花路蓼(73.82 %)、龍
爪茅(69.60 %)、狗牙根(64.05 %)最為明顯，表示水稻可抑制其生長。而假吐金菊(-42.82 %)、馬齒莧(-12.20 %)、香附子(-6.90 %)等物
種，抑制率呈現負值，表示水稻可能無法抑制其生長，抑或是有促進其生長的可能性。

植物科別
種類

實驗組 對照組

禾本科 4 3

菊科 2 4

藜科 1 1

莧科 2 1

茄科 1 1

馬齒莧科 1 1

豆科 1 1

表2 玉米樣區雜草物種科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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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玉米實驗區優勢物種
a. 青莧(Amaranthus patulus)、b. 小葉灰藋，(Chenopdium serotunum)、c. 牛筋草(Eleusine indica)、d. 馬齒莧(Portulaca oleracea)
e. 龍葵(Solanum nigrum)、f. 鼠麴舅(Gnaphalium purpureum)、g.葉下珠(Phyllanthus urinaria)、h. 龍爪茅(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圖7  實驗組與對照組中植物的相對覆蓋度
* = p < 0.05

圖8  實驗組與對照組中相同種類植物覆蓋面積之比較
*** = p < 0.001

圖9 玉米實驗區其他植物覆蓋面積抑制率

圖10 實驗組與對照組中相同種類植物平均高度
之比較
* = p < 0.05， *** = p < 0.001

圖11 對照組及實驗組青莧高度比較
對照組為162公分；實驗組為125公分。

對照組 實驗組

實驗區中實驗組以青莧為優勢物種(29.09 %)，其次為小葉灰藋(20.63 %)、牛筋草(15.06 %)、龍葵( 11.91 %)。

對照組以青莧為優勢物種(60.13 %)，其次為牛筋草(13.21 %)。但龍葵在對照組中只出現在其中一塊樣區，所以在

圖7中未列入比較。青莧為實驗組及對照組中覆蓋面積最大之物種。但實驗組的覆蓋面積比對照組小。玉米對於青

莧及鼠麴舅具有抑制效果，而對於其他植物則是不影響或是具有促進之效果(圖8)。

由圖9可得知，多數植物面積抑制率為負值，其中以小葉灰藋最低(-381.18 %)，表示玉米不影響、無法抑制或是

促進其生長。而呈現正值的青莧(30.82 %)及鼠麴舅(30.81 %)則表示玉米可能可以抑制其生長。

植物物種的平均高度以玉米最高(113.42 公分)，對照組的平均高度皆高於實驗組的有青莧(對照組：65.47公分，

實驗組：46.29公分)及葉下珠(對照組：38.00公分，實驗組：21.29公分)，小葉灰藋則是相反(對照組：23.50公分，

實驗組：37.13公分)(圖10)。

伍、討論與結論

一、 根據實驗一的實驗結果可得知水稻實驗區內大部分植物的覆蓋面積較未種植水稻的對照組小，其中以牛筋草、

具有抑制效果，與文獻中所敘述的化感作用中的「相剋」符合。

二、 棒頭草僅出現於對照組，並未出現在實驗組，但卻佔有對照組20.37 %的相對覆蓋度，可以推斷棒頭草還沒

無法進入實驗組，所以造成覆蓋度的差異。

三、 部分物種在實驗一中並不具有抑制效果，如假吐金菊、馬齒莧及香附子等，根據化感作用的原理，這些物種

化感物質不敏感，可能是具有適應性，或是水稻可以促進其生長。

四、 根據實驗二可得知玉米的實驗區內的大部分植物覆蓋面積較未種植玉米的對照組大，因此可推論玉米對於大

分出現於實驗區的植物不具有抑制能力，或是具有促進生長的效果，與文獻中所敘述的化感作用中的「相生」

符合。

五、 玉米對覆蓋面積的抑制不如水稻明顯，但對於植物的生長高度有抑制效果，有可能是環境因子、植物生長速

及特性的影響，光照時數應為最大的影響因素。

六、 比較水田及旱田的實驗結果，可以發現部分植物物種有被抑制的現象，而部分有生長促進的情形，這可能跟

種的耐受性有關。而環境因子也可能影響實驗結果。

七、 本實驗以化感作用為出發點，而實驗結果顯示，化感作用確實包含了「相生」及「相剋」兩部分。根據化感

用所造成的抑制性，水稻應可作為天然的除草劑使用。

八、 本實驗僅針對兩種全球最主要的糧食作物水稻及玉米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未來可以繼續針對不同的植物做研，

進而找出更好的天然除草劑，以取代化學成分的除草劑，如此不但省錢更能保護環境，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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