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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室内测定了 31种植物的乙醇提取物对柑橘全爪螨的杀螨活性。结果表明:小茴香等 4 种植物的活性较高,

24 h 校正死亡率大于 90% ; 藁本等 7 种植物的活性中等,校正死亡率为 60% ~ 90% ;其余植物提取物的校正死亡率

在 60%以下。进一步测定了 4 种植物提取物对柑橘全爪螨的雌成螨和卵的触杀毒力, 表明:小茴香对柑橘全爪螨

的毒力最高, L C50值分别为 0. 065 8 g / L 和 144. 180 5 g / L , 可以作为下一步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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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aca ricidic activ ities of ethanol ex tr act s o f 31 plants aga inst P anony chus citr i w ere measured in the la-

bo rato ry. T 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extr acts o f 4 plants ( Foeniculum vulgar e, et c. ) had high activity ( co rr ect ed

mor tality r ate> 90% ) 24 hours after treatment; the extr acts of o ther 7 plants ( Mahonia f or tunei ( L indl. ) F edde,

etc. ) had moder ate activity ( cor rected mor talit y rate 60% - 90% ) ; the r est w ere low in activity, w ith their co rr ect ed

mor tality r ate below 60% . Contact tox icity curv e o f the extr acts o f the 4 plants w ere further tested. T he ex tract

fro m the seeds o f Foeniculum v ulg ar e had the highest activity lev el against the female adults and eg gs o f P. citr i,

w ith a LC50 value of 0. 065 8 g / L and 144. 180 5 g/ L . F. vulgar e should be studi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lant ex tract;  Panony chus citri ;  acar icidic activ ity

  柑橘全爪螨[ P anony chus cit ri ( McGreg or ) ] ,

属蛛形纲 ( Ar achnida ) , 蜱螨亚纲 ( Acar i) , 蜱螨目

( Acarina) ,叶螨科( T et ranychidae)。别名柑橘红蜘

蛛,瘤皮红蜘蛛。它在我国的柑橘产区广泛分布, 是

亚热带地区柑橘生产中重要的有害生物
[ 1- 2]
。柑橘

全爪螨具有个体小、繁殖快、发育历期短、行动范围

小、适应性强、突变率高和易发生抗药性等特点, 是

公认的最难防治的有害生物之一。化学杀螨剂在杀

螨的同时也消灭了螨类天敌,许多次要害虫的数量

有所上升, 造成了环境污染,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提出

了挑战。植物性农药的一些有效成分安全、低毒, 是

一类具有杀虫活性的植物次生代谢物质, 在自然环

境中可以降解,对天敌和环境影响小。近些年来, 国

内外学者对许多植物进行了杀虫活性的研究, 已发

现印楝
[ 3]
、烟草

[ 4]
、鱼藤

[ 5]
、青蒿

[ 5]
、丁香

[ 4]
、姜黄

[ 6]

等植物提取物具有杀螨活性,从天然产物寻找低毒、

高效的植物源杀螨剂已经成为杀螨剂研究开发的大

趋势。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试验材料

植物材料购于成都荷花池药材市场。经植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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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专家鉴定如表 1。粉碎过 40 目筛 (孔径

0. 37 mm ) ,后置于- 20 e 冰箱中保存待用。

1. 1. 2  供试生物

柑橘全爪螨采自中国农科院柑橘研究所田

间。试验前选择新鲜柑橘叶片, 每株苗上接柑橘

全爪螨雌成螨 30 头, 任其产卵 12 h, 移去成螨。

待卵孵化之后, 同样条件下培养 8~ 9 d 作为供试

螨。

1. 1. 3  提取溶剂

95%乙醇(分析纯,重庆川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

1. 1. 4  对照药剂

15%哒螨灵乳油 (山东淄博新华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

1. 2  试验方法

1. 2. 1  杀螨活性物质的提取

各中药粉末均称取 20 g。用 95%乙醇200 m L

冷浸提取 3次。提取液高压真空过滤, 60 e 旋转蒸

发得粗膏,并分别计算得率(表 1)。乙醇定容至所

需浓度,置于 4 e 冰箱备用。

1. 2. 2  植物提取物触杀活性评价

采用叶片残毒法,有所改进
[ 7 ]
。取直径为 9 cm

的培养皿依次铺上 0. 7 cm 厚的海绵、滤纸,直径逐

渐减小,加水至滤纸, 制成水隔离台。摘取完整、生

长旺盛的柑橘叶片,浸水洗净, 剪成平整片段,叶面

向下置于滤纸隔离台上, 用零号毛笔挑取体色鲜

艳、健康活泼的雌成螨, 转移到柑橘叶片上,每片叶

30头, 待螨体稳定后, 剔除死亡和受伤个体, 将带

螨叶片在稀释成系列浓度的药液中浸渍 5 s后取

出, 吸去多余药液。处理时先用清水作对照, 再由

低浓度向高浓度依次处理, 每一浓度重复 3 次, 水

隔离台置于温度( 25 ? 1) e , RH 85% , 光照 L MD

= 16 h M8 h的生化培养箱中, 24 h 后用双目镜检

查死亡及存活个体。用毛笔轻触螨体,以螨足不动

者为死亡。对照组死亡在 10%以下为有效试验。

对所得数据利用 Abbot t 公式进行校正, 用 SPSS

13. 0软件完成邓肯氏方差分析检验。用最小二乘

法计算毒力回归方程、致死中浓度 ( LC50 )、LC50值

的 95%置信限等。

1. 2. 3  植物提取物对柑橘全爪螨卵的触杀毒力

选择致死率在 80%以上的植物提取液进行杀

卵活性评价。参考 IRAC ( Insecticide Resistance

Com mit tee 2000)方法,前同1. 2. 1。任其产卵 12 h,

移去成螨, 将带螨叶片在稀释成系列浓度的药液中

浸渍 5 s后取出, 吸去多余药液。处理时先用清水

作对照,再由低浓度向高浓度依次处理,每个浓度重

复 3次,水隔离台置于温度( 25 ? 1) e , RH 85%左

右的生化培养箱中, 每隔 24 h 观察卵孵化情况, 观

察7 d,当对照卵全部孵化时, 处理卵仍没有孵化的

视为判断死亡的标准, 计算死亡率, 并用 A bbot t 公

式校正, 用 SPSS 13. 0软件完成邓肯氏方差分析检

验。用最小二乘法计算毒力回归方程、致死中浓度

( LC50 )、95%置信区间。

2  结果与分析

2. 1  31种植物乙醇提取物对柑橘全爪螨雌成螨的

触杀活性

  采用叶片浸渍法测定了 15科 31种植物粗提物

对柑橘全爪螨的触杀活性, 结果见表 1。当药液浓

度为 1 g/ L, 供试植物的乙醇提取物大部分表现出

较好的触杀活性。其中,黄连、草乌、牛蒡、茴香的活

性较高, 24 h 校正死亡率大于 90% ; 白术、苦参、藁

本、前胡、厚朴、羌活、川芎、五加皮、孔雀草、侧柏的

活性中等, 校正死亡率为 60% ~ 90%; 其余植物提

取物均活性较差, 但没有发现对害虫有负杀虫效应

的植物提取物。

2. 2  11种植物乙醇提取物对柑橘全爪螨卵的触杀

活性

  采用同样方法测定了前 11种具有高效触杀活

性的植物粗提物对柑橘全爪螨卵的触杀活性, 结果

见表 2。药液浓度为 1 g/ L 时, 只有苦参、藁本、草

乌、茴香表现出了杀卵活性, 但均较低, 可能与提取

物的浓度偏低有关。

2. 3  4种植物乙醇提取物对雌成螨、卵的触杀毒力

为了进一步明确和比较植物提取物对柑橘全爪

螨的触杀活性, 用同样方法测定了对全爪螨有杀成

螨、卵活性的苦参、藁本、草乌、茴香 4种提取物的触

杀毒力回归曲线,结果见表 3和表 4。4种植物提取

物对柑橘全爪螨雌成螨的致死中浓度为 0. 065 8~

0. 138 5 g / L。其中茴香、草乌、藁本对雌成螨的

LC50与 15%哒螨灵乳油对其的 LC50相当,极具开发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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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1种植物提取物对柑橘全爪螨雌成螨的触杀活性1)

科名 药材商品名 植物名称 供试部位 校正死亡率/ %

毛茛科( Ran unculaceae) 川乌 乌头( Ac oni tum carmichael i ) 块根 50. 01 hiFG

草乌 北乌头( Ac oni tum ku sne z of f i i ) 块根 99. 94 abA

黄连 黄连( Cop t is chinensi s) 块茎 100. 00 aA

伞形科( U mbel lif erae) 前胡 白花前胡( Peu ced anum pr aeru ptorum ) 根 82. 90 dBC

川芎 川芎( L ig ust ic um chuanx iong ) 根茎 67. 07 fD

独活 重齿毛当归( A ng el ic a bi serr ata ) 根 12. 35 nLM

柴胡 红柴胡 ( B up leu rum scorz oneri f ol ium) 根 31. 66 kH

羌活 羌活 ( N otop ter yg ium inci sum ) 根及根茎 77. 95 eC

茴香 小茴香 ( F oeniculum vulg are ) 果实 95. 72 bA

藁本 藁本 ( L ig usti cum sinense ) 根 85. 36 cdB

当归 当归 ( A ng eli ca sinensi s) 块根 53. 12 hF

芸香科( Rutaceae) 白鲜皮 白鲜 ( Dictamnus dasy carp us ) 根皮 18. 54 m KL

蓼科( Polygonaceae) 大黄 大黄 ( R heum of f i cina le ) 根茎 43. 63 jG

百合科 ( Liliaceae) 重楼 重楼 ( P ari s p olyp hy lla ) 根 48. 62 hijFG

麦冬 麦冬 ( Ophiop og on j aponicus) 块根 23. 02 lmJK

天冬 天冬( Asp arag us cochinchinensi s) 块根 8. 03 n M N

菊科 ( Asteraceae) 一枝蒿 云南蓍( Ach il l ea w i lsoniana ) 全草 45. 04 ijG  

青蒿 大花青蒿( Ar temi sia apiacea ) 全草 23. 49 lIJK

孔雀草 孔雀草( Tag etes p atula ) 全草 60. 46 gE

牛蒡子 牛蒡 ( A rc tium lapp a ) 种子 96. 16 abA

白术 白术 ( A t ractylodes macr oc eph ala ) 根或根皮 88. 19 cB

木兰科( M agnoliaceae) 厚朴 厚朴 ( Magnolia of f icinal is ) 树皮或根皮 81. 85 deBC

茄科 ( Solanaceae) 龙葵 龙葵 ( S olanum nig rum ) 果实 28. 35 k HIJ

五加科( Araliaceae) 五加皮 细柱加 ( A canthop anax gr aci li sty lus) 根皮 64. 00 fgDE

柏科 ( Cupressaceae) 侧柏 侧柏( Platycladu s ori ental ia ) 嫩枝与叶 60. 00 gE

兰科( Orchidaceae) 白及 白及 ( B le ti l la st riata ) 块茎 30. 36 k H

姜科 ( Zingiberaceae) 莪术 蓬莪术 ( Cur cuma z ed oar ia ) 根茎 47. 51 ijFG

木犀科( Oleaceae) 秦皮 白蜡树 ( F rax inus ch inensi s) 树皮  1. 99 oN

豆科 ( Legu minosae) 苦参 苦参( Sop hor a f lav escens) 根 86. 61 cdB

百部科( S temonaceae) 百部 大百部( St emona tu ber osa ) 根 29. 83 k HI

 1) 植物粗提物的浓度为 1 mg/ m L, 24 h后观察; 同列数据后大、小写英文字母分别表示在 0. 01、0. 05水平上差异显著性。

表 2 11种植物乙醇提取物对柑橘全爪螨卵的触杀活性1)

植物药材名称 孵化卵量/粒 未孵化卵量/粒 卵孵化率/ % 校正死亡率/ %

苦参 10 27 26. 03 48. 16

藁本 10 21 32. 00 36. 27

草乌 21 27 43. 46 13. 44

茴香 71 66 51. 55 3. 77

羌活 26 25 51. 00 0. 00

五加皮 18 14 55. 65 0. 00

黄连 40 31 56. 12 0. 00

厚朴 44 19 69. 69 0. 00

前胡 65 22 74. 35 0. 00

牛蒡 83 17 82. 91 0. 00

白术 63 9 87. 57 0. 00

 1) 卵量为 4次重复的平均值。

表 3  4种植物提取物对柑橘全爪螨雌成螨的触杀毒力
处理 毒力回归方程( y= ) LC50/ g # L- 1( 95%置信区间)

茴香 6. 419 7+ 1. 201 2 x 0. 065 8( 0. 053 8~ 0. 077 8)

藁本 6. 538 1+ 1. 791 7 x 0. 138 5( 0. 119 8~ 0. 157 2)

草乌 6. 266 3+ 1. 124 7 x 0. 074 8( 0. 063 7~ 0. 085 9)

苦参 6. 312 8+ 1. 720 3 x 0. 978 9( 0. 148 0~ 0. 197 2)

15%哒螨灵 EC 8. 526 7+ 1. 397 2 x 0. 029 9( 0. 026 6~ 0. 03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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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种植物提取物对柑橘全爪螨卵的触杀毒力
处理 毒力回归方程( y= ) LC50/ g # L- 1( 95%置信区间)

茴香 2. 022 5+ 1. 379 2 x 144. 180 5( 126. 098 3~ 162. 262 7)

藁本 3. 257 7+ 0. 653 2 x 465. 106 8( 302. 828 7~ 324. 556 2)

草乌 2. 861 6+ 0. 665 8 x  1 628. 900 0( 629. 846 6~ 2 627. 945 7)

苦参 1. 512 9+ 1. 455 1 x 249. 127 9( 192. 619 2~ 305. 636 6)

15%哒螨灵 EC 8. 258 3+ 1. 460 6 x 0. 058 8( 0. 0527 0~ 0. 064 9)

3  讨论

本试验以 1 g / L 植物乙醇提取物处理试虫, 结

果表明多种植物对柑橘全爪螨有很高的触杀活性、

但杀卵活性相对较差。其中,藁本、茴香、苦参、草乌

4种植物的活性较好, 值得作为进一步研究对象。

藁本、茴香、苦参、草乌分别属于伞形科、豆科、

毛茛科 3个科。伞形科的杀虫活性在近些年逐渐引

起关注,王桂清等发现 5 种伞形科的植物乙醇粗提

物对淡色库蚊有较好的控制作用, 其中蛇床子和白

芷对害虫表现出不同的杀伤效应, 杀虫效果值得关

注。Lee研究发现伞形花科的革叶茴芹( Pimp inel-

la cor iacea )和茴香( Foeniculum v ulgare )种子所含

的 p-anisaldehyde和( + )- fencho ne 对粉尘螨( Der-

matop hagoid es f ar inae )、屋尘螨 ( D. p ter ony ssi-

nus)以及腐食酪螨( Ty r ophagus putr escentiae)均有

良好的活性
[ 8]
。广泛分布于伞形科植物的呋喃香豆

素类( furo coumarins)化合物处理昆虫, 表现出抑制

生长发育和拒食活性。当亚热带黏虫( Sp odop ter a

er idamia)取食含有花椒毒素的饲料时经紫外光照

射后, 表现出生长发育受到抑制,不能完成生活周期

等[ 9]。苦参中的苦参碱已被加工成制剂作为杀螨

剂
[ 10]
。毛茛科植物草乌含有大量的草乌碱

[ 11]
,但其

杀虫活性研究还是空白。这也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

一。

试验测定了藁本等 4种植物对柑橘全爪螨雌成

螨、卵的触杀毒力回归曲线,茴香在两种作用方式中

都表现出明显的杀螨活性。茴香是一种常用的香

料,医学上常用反式茴香脑( t rans-anetho le)、爱草脑

( est rago le)、d-柠檬烯( d- lim onene)、葑酮[ ( + )- fen-

chone] [ 8]、A-蒎烯(A-pinene)、C-松油烯(C-terpinene)

和对伞花烃(Q-cym ene)作为抗菌成分[ 12] 。Lee研究

了茴香种子中提取出萘( naphthalene)、二氢黄蒿萜

酮( dihy dro carvone)等不同成分研究对贮藏害螨的

作用,发现萘、二氢黄蒿萜酮两种成分的 LC50仅为

4. 28 Lg/ mL 和4. 32 Lg/ mL
[ 13]
。但目前为止, 尚未

见茴香对橘全爪螨的杀螨活性的研究报道。对有效

成分的分离、提纯及其对柑橘全爪螨的作用方式、作

用机理等方面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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