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1001- 4829( 2007) 05- 1012- 04

  收稿日期: 2007- 01- 19

  基金项目:三峡移民科技开发专项 ( 2005EP090003 ); 农业部公

益性行业科研项目 ( nyhyzx07-057 )

作者简介:杨会芝 ( 1978- ) ,女,硕士研究生,助讲,从事植物源

杀螨剂的研究, E-m ai:l yhzandw ch@ 163. com, * 为通讯作者。

20种植物的乙醇提取物对桔全爪螨
生物活性的初步研究

杨会芝
1, 2

,胡军华
1
, 李  庆 2

, 李鸿均
1
,刘浩强

1
,姚廷山

1
,雷慧德

1*

( 1.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 重庆 400712; 2.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植保系,四川雅安  625014)

摘  要:为筛选出更加有效的杀螨植物,采用玻片浸渍法测定了 20种植物的乙醇提取物对桔全爪螨的生物活性,结果表明,石椒

草、臭灵丹、香茶菜和葎草对桔全爪螨有明显的触杀作用, LC50分别为 0. 9241、0. 9827、0. 9905、1. 0196 mg# mL- 1。这 4种植物的

杀卵活性测定表明,石椒草具有显著的杀卵作用, 0. 008 g# mL- 1杀卵率达 91. 87 % ,其杀卵 LC50为 1. 7032 m g# m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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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 ioactivities of eth anol extracts from tw en ty p lants again stP anonychu s c itri w erem easured in th e laboratory w ith the glass p late

d ipp ing to find the strongest acaricidal p lant. The resu lts d em ostrated thatB oenninghau senia sessil icarpa, L agg era pterod ont,H umu lu s scand en

and Rabd osia of eth anol extracts, ofwh ich LC50 w ere 0. 9241, 0. 9827, 0. 9905 and 1. 0196 m g# m L- 1, respect ively. The extracts ofB. se s-

si licarpa possessed s ign ifican tly ovicidal activ ity four extracts, ofw h ich LC50 w as 1. 7032 m g# m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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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食性螨类在世界各地的农作物上均有发现。

具有体积小、繁殖快、适应性强以及易产生抗药性等

特点,是公认的很难防治的一类有害生物。而桔全

爪螨则是柑桔上的主要害螨,在 20世纪 50年代后

期有机农药大量使用后上升为主要害虫
[ 1~ 2]
。使用

广谱性杀虫剂,大量杀伤天敌是该螨大量发生的主

要原因
[ 3]
。

随着农药的广泛使用,在生产活动中忽视了化

学防治的 / 3E0问题, 即效力 ( E ffective)、效率 ( E ff-i

cency )和环境 ( Env ironm en t) , 继而出现 / 3R0, 即残

留 ( Residue )、抗性 ( Resistance )、再猖獗 ( R esur-

gance)问题,这就迫使人类对农药有了更清醒的认

识。由害螨的抗药性和农药残留问题引起的日益突

出的生态环境恶化,使人们加深了人与自然应和谐

发展的认识。目前中国农药市场上化学杀螨剂很

多, 但是符合害螨综合管理 ( In tegrated M ite M anage-

m ent)的生物杀螨剂甚少, 因此, 开发研制高效、广

谱、对环境污染少、对天敌伤害小、对害螨的各个生

活阶段皆有效且不易产生抗性的安全新型杀螨剂,

乃当务之急。

植物源杀螨剂源于植物, 在自然界代谢途径顺

畅, 对人畜和天敌毒性小或无毒, 符合现代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已发现

有几十种植物具有杀螨活性
[ 4~ 6]

, 而已登记的植物

源杀螨剂仅有 Neem o il、UDA-245、RotenaÒ 、Phyto-

p ica
TM
、O ikosÒ 和果圣

[ 7]
等少数几种。本实验通过

对 20种植物杀螨活性的初步研究,试图为植物源杀

螨剂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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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1 材料
1. 1. 1 植物材料  供试植物材料于 2005年 7月底

和 8月初采集或购买, 分别属于 14科,共 20种植物

(表 1)。

1. 1. 2 供试螨  桔全爪螨 Panonychus cirtri M cG re-

gor,采自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 (重庆, 北碚 )

的柑桔园,柑桔树品种为枳壳, 采前未打药。

112 方法
1. 2. 1 提取方法  将采集的植物材料洗净,于通风

处阴干,然后将阴干的植物置于恒温鼓风烘箱中 45

e 烘干,再用植物试样粉碎机粉碎,并通过 40目筛,

将植物干粉装入塑料保鲜袋中密封, 放在避光处贮

存备用。称取一定量的植物干粉, 加入 6倍量的乙

醇, 25 e 恒温振荡提取 24 h,有机溶剂提取完毕后,

将植物提取液置于旋转蒸发仪上减压浓缩, 将粗提

物保存在 4 e 冰箱中备用。
表 1 20种植物的乙醇提取率

Tab le 1 The ethan ol extracted rate of tw en ty p lants

植物名称
Plant

科 Fam ily 学名 Species
制样部位
Sam p ling

s ites

提取率 (% )
F ield

石椒草 芸香科
B oenning hau senia ses-

silicarpa Lev.l
全株 12. 16

麻黄 麻黄科
Ephedra linerm ed ia

S chrenk
地上部分 25. 48

臭灵丹 菊科 Lagg era p terodon t 全株 10. 5

葎草 菊科 H umu lu s scanden 茎、叶 5. 52

黄莺 菊科 S olidago canadensis L. 地上部分 8. 58

苦卖菜 菊科 Lactuca ind ica L. 全株 6. 63

孔雀草 菊科 Tage tes patula L. 地上部分 20. 34

野胡萝卜 伞形花科 Daucus carota L. 茎、叶 11. 21

接骨草 茄科 Sambu cu s ch inen sis 地上部分 17. 56

龙葵 茄科 S olanun nig rum L. 根 21. 37

鸡矢藤 茜草科
P aed riascandens ( Lou r)
M err

地上部分 13. 67

野烟 半边莲科 L obelia sequ in ii L. 茎、叶 13. 23

马桑 马桑科 C oriaria SinicaM ax i 茎、叶 7. 86

香茶菜 唇形花科 R abdosia sp. 茎、叶 7. 63

独钉子 石竹科
P sammosilene tunicoides

W # C# W u
种子 13. 08

马鞭草 马鞭草科 Verbena off icina lis L. 地上部分 8. 92

臭牡丹 马鞭草科 C lerod endron bungei L. 全株 12. 15

昆明山海棠 卫矛科
Trip teryg ium hypog lau-

cum
根 15. 63

海杧果 夹竹桃科 C erbera manghas L. 果实 10. 49

小木通 毛茛科 C lema tis arm and ii 茎叶 27. 71

1. 2. 2 生测方法  成螨采用 FAO推荐用于杀螨剂

毒力测定和害螨抗药性监测的生测方法 ) ) ) 玻片浸
渍法,并稍做修改。具体做法是:将双面胶带剪成 2

~ 3 cm长的方形,贴在载玻片的一端, 用镊子揭去

胶带上的纸片。用小毛笔将大小一致、体色鲜艳、行

动活泼的雌成螨背粘于双面胶带上,每片粘 5行, 每

行粘 8头。放入温度为 25 ? 1 e , 相对湿度 85%的

生化培养箱中 2 h后, 在解剖镜下观察,剔除死亡和

不活泼的个体。将带螨的一段玻片浸入测试药液

中,轻轻摇动, 5 s后取出, 迅速用吸水纸吸干螨体及

其周围多余的药液。置于生化培养箱中, 24 h后取

出镜检,用毛笔轻触螨体, 螨足不动者视为死亡, 并

用 Abbo t公式计算校正死亡率。对卵的生物活性测

定参照 IRAC的叶片残毒法, 并稍有改进。方法是:

从田间柑桔树上采集成熟未曾施过药的叶片, 洗净

晾干,除掉原有的卵和螨,放置于铺有湿棉花的培养

皿内,再将雌成螨 50~ 60头接入叶片上,放在温度

表 2 20种植物乙醇提取物对桔全爪螨的生物活性

Tab le 2 Th e m orta lity of P. citri contacted in the extracts of tw en ty

plants at 4 m g# m L- 1

植物名称 Plan t
死亡率 (% )

M ortality
校正死亡率 (% )
C orrected m ortality

臭灵丹 97. 5 aA 97. 28aA

石椒草 92. 17bB 91. 89bB

香茶菜 90b cBC 89. 19bcBC

葎草 86. 67 cdCD 86. 44 cdCD

接骨草 71. 67 eE 70. 97eE

小木通 71. 17 eE 70. 52eE

野胡萝卜 70. 83 fF 69. 14 fF

臭牡丹 68. 33 fF 65. 76 fF

黄莺 65. 83 fgFG 64. 95 fgFG

野烟 60. 83ghGH 59. 12ghGH

龙葵 57. 5hHi I 56. 41h Hi I

海杧果 52. 33 jkJK 51. 92 jkJK

苦卖菜 50. 83 jklJKL 49. 57 jk lJKL

昆明山海棠 50. 33k lKL 49. 09k lKL

孔雀草 49. 67 lL 48. 2 llL

独钉子 45. 83 lmLM 44. 44 lmLM

麻黄 42. 17m nM N 41. 35mnMN

鸡矢藤 40. 17nN 36. 49nN

马鞭草 38. 33oO 35. 58oO

马桑 18. 17 pP 17. 27pP

  注:校正死亡率 (% )为桔全爪螨触杀活性测定的结果, 表中同
列数据后字母相同者表示经 DM RT法检测差异不显著,其中大
写字母为 1 %水平,小写字母为 5 %水平, (下同 )。
Note: C orrected m ortality w ere calcu lated for the m ortal ity of adu lts
con tacted. M ean values in each column , w ith the sam e letter are not
sign ificant ly d ifferent at theA= 0. 05 level( sm all letter) and A= 0.
01 level( cap ital letter). Th e sam 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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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种植物对桔全爪螨的生物活性

Tab le 3 The mortality ofP. c itri in four extracts

处理
T reatmen ts

LC50

(m g# mL- 1 )

毒力方程
Regress ive equation

相关系数
r C orrelation coeff icient

95 %置信区间
Con fidence lim it

葎草 1. 0196 y = - 0. 2391+ 1. 582x 0. 9937 0. 9589~ 1. 1027

臭灵丹 0. 9827 y = - 0. 511+ 1. 841x 0. 95608 0. 9653~ 1. 0326

石椒草 0. 9241 y = - 1. 599+ 2. 225x 0. 9982 0. 9024~ 0. 9621

香茶菜 0. 9905 y = 0. 020+ 1. 662x 0. 9858 0. 9764~ 1. 1008

  注:每种溶液为 5个浓度, 3次重复。
Note: Solvents include five concentrat ion respect ively, w h ich w ere rep licated th ree tim es.

为 25 ? 1 e ,相对湿度 85%的生化培养箱中, 让其

产卵 24 h,然后剔除雌成螨。将带有卵的叶片浸入

药液中,轻轻摇动 5 s, 取出晾干,放回培养皿内,在

双目解剖镜下检查卵数,每片叶 100粒左右,剔除多

余的卵。每天在棉花上加水保湿。用双目解剖镜每

天观察卵的孵化情况, 观察 10 d, 记载孵化情况,不

孵化者视为死卵,计算孵化率。每个处理设 3次重

复,以蒸馏水为空白对照
[ 8]
。

2 结果与分析

211 不同材料的乙醇提取效果

采用乙醇进行恒温振荡提取, 减压除去溶剂烘

干后, 各中药植物的乙醇提取率如表 1所示。提取

率的高低反应了这些植物材料中溶于乙醇物质的多

少。从表 1可以看出, 20种中药植物的乙醇提取物

的提取率有很大差异。小木通的提取率最高为 27.

71 % , 此外麻黄、孔雀草和龙葵的提取率也比较

高,葎草的提取率最低,仅为 5. 52 %。

212 20种植物的乙醇提取物对桔全爪螨成螨的触

杀结果

以各乙醇提取物 4 m g # mL
- 1
浓度测试, 结果

(表 2)表明:供试植物均有不同程度的杀螨活性,其

中马桑的杀螨活性最低, 仅有 17. 27 % ,石椒草、臭

灵丹、香茶菜、葎草乙醇提取物对桔全爪螨有极强的

毒杀活性,臭灵丹的死亡率达到了 97. 5% ,石椒草、

香茶菜、葎草分别达到了 92. 17 %、90 %和 86. 67

% ,校正死亡率分别为 97. 28 %、91. 89 %、89. 19

表 4 几种植物乙醇提取物对桔全爪螨卵的生物活性

Tab le 4 The ovicid al act ivities of fou r extracts at 4 mg# mL- 1

处理
T reatm ents

死亡率 (% )
M ortality

校正死亡率 (% )
Corrected m ortal ity

石椒草 91. 87 90. 75 ? 1. 8aA

香茶菜 37. 15 36. 31 ? 1. 2bB

葎草 15. 28 14. 56 ? 0. 7 cC

臭灵丹 0. 73 - 0. 71 ? 0. 02dD

CK 1. 52 -

%、86. 44 %。这几种植物提取物与其它植物提取

物的生物活性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213 4种植物提取物对桔全爪螨成螨的毒力测定

在对 20种植物提取物初步筛选的基础上, 对 4

种活性较强的植物乙醇提取物按 4、2、1、0. 5和 0.

25 m g# mL
- 1

5种浓度, 进行室内毒力测定,其毒力

回归结果见表 3。石椒草、臭灵丹、香茶菜以及葎草

均表现出较强的杀螨活性, 其 LC50分别为 0. 9241、

0. 9827、0. 9905、1. 0196 m g# mL
- 1

, 其中石椒草的

活性最强。

214 石椒草、臭灵丹、香茶菜以及葎草的杀卵活性

为了明确石椒草、臭灵丹、香茶菜和葎草乙醇提

取物对桔全爪螨其它螨态是否有生物活性, 笔者进

一步研究了这几种乙醇提取物的杀卵活性, 其结果

见表 4,结果表明:除臭灵丹没有杀卵活性以外, 石

椒草、香茶菜和葎草都有一定的杀卵活性, 分别为

91. 87%、37. 15 %和 15. 28 %, 其中以石椒草提取

物的杀卵活性最强,其校正死亡率达到了 90. 75 %。

室内按 5、2. 5、1. 25、0. 83和 0. 62 m g# mL
- 1

5种浓

度进行杀卵毒力测定, 石椒草杀卵的毒力方程为 y

= 1. 719x - 0. 555 ( LC50: 1. 7032 m g# m L
- 1

,相关系

数 r: 0. 9711, SE50: 0. 0781)。

3 讨论与结论

  植物是天然活性成分的宝库, 很多植物都具有

杀螨活性。在筛选的 20种植物中,每种植物均有一

定的杀螨活性,其中以臭灵丹、石椒草、香茶菜和葎

草杀螨活性较强, 校正死亡率均达到 80 %以上, 与

其它植物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经进一步的生物活性

测定表明,石椒草的杀螨活性最好;通过对桔全爪螨

螨卵生物活性表明,石椒草乙醇提取物对螨卵亦有

较强的活性。

  由于受时间的限制, 本实验也可能存在漏筛问

题。本试验仅采用广谱性溶媒乙醇为提取溶剂, 但

有些植物杀螨活性成分要通过其它有机溶剂才能浸

提出来。另外,螨类的生物测定方法很多,在本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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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对成螨的活性只采用玻片浸渍法, 没有应用其

他生物测定方法,然而植物成分性质和作用方式不

同,导致生物测定的结果不一样,有可能有些植物活

性成分具有杀螨活性,但在此未被测定出来。因此

采用其它有机溶剂对植物样品进行浸提和应用多种

生物测定方法测定植物提取物的杀螨活性还待进一

步研究。本文只是测定了各种植物的粗提物对桔全

爪螨的生物活性,杀螨活性成分的分离、纯化以及其

杀螨作用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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