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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测定了 种植物茎叶或果实的乙醇提取物 浓度 ⁄• # 对桃蚜 Μψζυσ περσιχαε ≥∏ 和萝

卜蚜 Λιπαπηισ ερψσι μι 的忌避作用 ∀结果表明 大多数试验植物的乙醇提取物对桃蚜和萝卜蚜均有明

显的忌避效果 ∀其中 苍耳 Ξαντηιυ μ σιβιριχυ μ ° • 提取物对桃蚜和萝卜蚜的忌避率分别为 和

产后代数比对照降低 和 桃蚜 !萝卜蚜的种群趋势指数仅为对照的 和 白蝴蝶

Σψνγονιυ μ ποδοπηψλλυ μ ≥ 植株提取物对桃蚜和萝卜蚜的忌避率分别为 和 产后代数比对照降低

和 桃蚜和萝卜蚜的种群趋势指数仅为对照的 和 ∀对蚜虫有较好的控制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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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为抵抗植食性昆虫的为害 在长期的协同

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复杂的化学防御体系 植物的次

生化合物 ∏ 是

主要防御性物质 ∀已查明对昆虫起防御作用的次生

化合物远远超过 种≈ ∀植物次生物质由于

具有良好的环境相容性而受到重视 利用非嗜食植

物次生物质研制成植物保护剂进行害虫的防治 是

目前植物保护发展的热点 ∀采用生物防治措施和植

物保护剂代替部分杀虫剂 有助于综合防治 °

的发展≈ ∗ ∀本研究为植物保护剂研究的一部分

内容 测定了多种植物的乙醇提取物 浓度

⁄• # 对叶菜类蔬菜主要蚜虫 ) ) ) 桃蚜和萝卜

蚜的忌避 !存活 !拒产仔作用 应用干扰作用控制指

数 °≤≈ 评价这些提取物对桃蚜和萝卜蚜试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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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综合控制作用 以筛选出对蚜虫有较好控制作

用的植物种类供进一步的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虫源和植物种类

1 1 1  供试蚜虫  桃蚜和萝卜蚜采自深圳碧岭生

态村菜场的萝卜地 并饲养于 ≅ ≅

铝合金养虫笼中的萝卜苗上 ∀

1 1 2  供试植物  有 种植物 隶属于 科

属 年 ∗ 月采集 从中筛选出与对照有显著

性差异的 种植物的乙醇提取物供试 表 ∀

表 1  供试植物

×  ×

科名  ƒ 植物名称  ° 采集部位  ≤ 来源  ≥ ∏

禾本科 香茅草 Χψμ βοπογον χιτρατυ ⁄≤ ≥ 全叶 广州五山 • ∏ ∏ ∏

禾本科 红尾翎 Διγιταρια τι μ ορενσισ ∏ 茎叶 ≥ 广州五山 • ∏ ∏ ∏

夹竹桃科 长春花 Χατηαραντηυσ ροσευσ ⁄ 茎叶 ≥ 广州五山 • ∏ ∏ ∏

天南星科 菖蒲 Αχορυσχαλαμ υσ 全株 广州五山 • ∏ ∏ ∏

天南星科 野芋 Χοχοχασια εσχυλεντα ≥ 全叶 广州五山 • ∏ ∏ ∏

天南星科 白蝴蝶 Σψνγονιυ μ ποδοπηψλλυ μ ≥ 蔓叶 × 广州五山 • ∏ ∏ ∏

菊科 ≤ 胜红蓟 Αγερατυ μ χονψζοιδεσ 茎叶 ≥ 广州五山 • ∏ ∏ ∏

菊科 ≤ 艾叶 Αρτε μισια πρινχεπσ ° 茎叶 ≥ 湖南省湘潭市郊 ÷ ∏

菊科 ≤ 飞机草 Χηρομολαενα οδορατα 茎叶 ≥ 海南省文昌市郊 •

菊科 ≤ 薇甘菊 Μικανια μιχραντηα 茎叶 ≥ 深圳市郊 ≥

菊科 ≤ 三裂蟛蜞菊 Ωεδελια τριλοβατα 茎叶 ≥ 广州五山 • ∏ ∏ ∏

菊科 ≤ 苍耳 Ξαντηιυ μ σιβιριχυ μ ° • 茎叶 ≥ 广州五山 • ∏ ∏ ∏

旋花科 ≤ √ √∏ 五爪金龙 Ιπο μ οεα χαιριχα ≥ 蔓叶 × 广州五山 • ∏ ∏ ∏

大戟科 ∞∏ 木薯 Μανιηοτ εσχυλεντα ≤ 全叶 广州五山 • ∏ ∏ ∏

里白科 芒萁 Διχρανοπτερισ πεδατα ∏ 茎叶 ≥ 广州五山 • ∏ ∏ ∏

唇形科 益母草 Λεονυρυσ ηετεροπηψλλυσ ≥ 茎叶 ≥ 广州五山 • ∏ ∏ ∏

唇形科 紫苏 Περιλλα φρυτεσχενσ 茎叶 ≥ 广州五山 • ∏ ∏ ∏

樟科 ∏ 樟树 Χινναμ ομ υ μ χαμ πηορα ° 茎叶 ≥ 广州五山 • ∏ ∏ ∏

豆科 ∏ 野葛藤 Πυεραρια λοβατα • 蔓叶 × 广州五山 • ∏ ∏ ∏

豆科 ∏ 白花非洲山毛豆 Τεπηροσια ϖογελλι 茎叶 ≥ 广州五山 • ∏ ∏ ∏

海金沙科 海金沙 Λψγοδιυ μ ϕαπονιχυ μ × ∏ ≥ 蔓叶 × 广州五山 • ∏ ∏ ∏

木兰科 白兰花 Μιχηελια αλβα ⁄≤ 叶 广州五山 • ∏ ∏ ∏

木犀科 云南黄素馨 ϑασμινυ μ μεσνψι 茎叶 ≥ 湖南省湘潭市郊 ÷ ∏

胡椒科 ° 草胡椒 Πεπερομια πελλυχιδα ∏ 全株 广州五山 • ∏ ∏ ∏

海桐科 ° 海桐 Πιττοσπορυ μ τοβιρα × ∏ 茎叶 ≥ 广州五山 • ∏ ∏ ∏

蓼科 ° 水蓼 Πολψγονυ μ φλαχχιδυ μ 茎叶 ≥ 湖南省长沙市郊 ≤ ∏

茜草科 ∏ 鸡矢藤 Παεδερια σχανδενα ∏ 蔓叶 × 广州五山 • ∏ ∏ ∏

芸香科 ∏ 九里香 Μυρραψα εξοτιχα 茎叶 ≥ 广州五山 • ∏ ∏ ∏

芸香科 ∏ 花椒 Ζαντηοξψλυ μ σχηινιφολιυ μ ≥ ∏ 茎叶 ≥ 广州五山 • ∏ ∏ ∏

茄科 ≥ 番茄 Λψχοπερσιχον εσχυλεντυ μ 茎叶 ≥ 广州五山 • ∏ ∏ ∏

茄科 ≥ 烟草 Νιχοτιανα ταβαχυ μ 茎叶 ≥ 广州五山 • ∏ ∏ ∏

山茶科 × 油茶 Χαμελλια ολειφερα 种子 ≥ 湖南省长沙市郊 ≤ ∏

马鞭草科 ∂ 马樱丹 Λαντανα χαμ αρα 蔓叶 × 广州五山 • ∏ ∏ ∏

姜科 砂姜 Καε μ πφερια χοενοβιαλισ 茎 ≥ 广州 ∏ ∏

1 1 3  试剂  印楝素乳油 深圳农宝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生产 ∀鱼藤酮精 广州市农药厂生产 ∀

机油乳剂 加德士公司生产 ∀

1 1 4  抽提仪器  索氏抽提器 ⁄• ƒ2× 型植

物试样粉碎机 ∀

1 2  方法

1 2 1  植物试样的抽提方法  新鲜植物用清水冲

净污尘 晾干 以 ε 恒温烘干至脆 取出 于植物

试样粉碎机中粉碎成粉末 用密封瓶装储 ∀抽提时

称取 干粉用滤纸包好 以 倍重量的 乙醇

于索氏抽提仪中提取 将提取液过滤后 浓缩至

每毫升含 干物质 ⁄• # 冰箱保存供试 ∀

测试前临时稀释 ∀

1 2 2  含有效忌避作用物质的植物提取物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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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萝卜叶片带中脉 剪成直径 的圆片 并保

持中脉两侧的叶面对称一致 ∀将 琼脂熔化倒入

直径 的培养皿中央 冷却 将叶圆片的叶面朝

底贴上 ∀叶背的一侧用 ⁄• # 的植物乙

醇提取物涂布均匀 另一侧用与提取物等量的乙醇

加水涂布作为对照 待叶片晾干形成药膜 将 ∗

龄桃蚜用描笔轻轻挑在叶背上 每叶 ∗ 头 保

证各叶片中脉两侧的蚜虫数目相等 ∀用保鲜膜封住

皿口 用昆虫针刺上多个通气孔 倒置 于 ε 恒温

下培养 分别于 ! ! 记录各叶片上的蚜虫

数 ∀每皿为 个处理 每处理重复 ∗ 次 ∀ 用

⁄°≥软件≈ 处理数据 ∀

1 2 3  含有效拒产仔作用物质的植物抽提物的筛

选  采用改进的叶圆片法≈ 将萝卜叶片剪成直径

的叶圆片 同上法贴在培养皿中 整个叶背用

⁄• # 的乙醇提取物涂布均匀 晾干 每皿

挑入四龄有翅若蚜 头 同上法封口培养 ∀每皿为

个处理 每处理 次重复 ∀

1 3  数据分析方法

忌避率 ° ≤ ° × ° ≤

干扰作用控制指数 °≤ . ° × ≥ ×

° × ° ≤ ≥ ≤ ° ≤

其中 ° × !° ≤ 分别是处理和对照组蚜虫的居

留率 ≥ × !≥ ≤ 分别是处理和对照组四龄有翅若蚜

存活率 ° × !° ≤ 分别是处理和对照组成蚜的单雌

产仔量 ∀

2  结果与分析

2 1  抽提物对 2 种蚜虫的忌避作用

所测试的 种植物乙醇提取物和 种药剂中

种植物提取物和药剂对桃蚜的忌避作用显著 ∀

将此 种植物提取物和药剂用于对萝卜蚜的忌避

作用试验 种对萝卜蚜忌避作用效果显著 与对

照相比差异达 显著水平 ∀其中 机油乳剂 稀

释 倍 !木薯 !九里香 !苍耳 !油茶 !白蝴蝶 !花椒 !

山毛豆 !红尾翎和番茄等 种植物抽提物或药剂对

桃蚜的忌避作用较好 忌避率分别达到 !

! ! ! ! ! ! !

和 对萝卜蚜有较好忌避作用的植物乙

醇提取物或药剂有樟树 !机油乳剂 稀释 倍 !香

茅草 !白蝴蝶 !菖蒲 !苍耳 !白兰花 !山毛豆 !花椒 !黄

素馨和马缨丹 忌避率分别为 ! ! !

! ! ! ! ! ! 和

∀总的来看 种植物乙醇提取物和药剂中

除个别种类外 大部分植物提取物对萝卜蚜的忌避

作用明显比桃蚜的强 可能与桃蚜的食性广 !适应性

强 而萝卜蚜食性寡 !适应性差有关 ∀

2 2  植物乙醇提取物对四龄幼虫的存活和成蚜的

拒产仔作用

将筛选出的与对照有显著性差异的植物提取物

用于研究对四龄有翅若蚜的存活和有翅成蚜产仔的

影响 ∀结果表明 在 种植物提取物和药剂中 有

种植物的提取物和药剂 分别是飞机草 !菖蒲 !烟

草 !樟树 !番茄 !鸡矢藤 !胜红蓟 !苍耳 !山毛豆 !白蝴

蝶 !五爪金龙 !油茶 !花椒 !芒箕 !机油乳剂 稀释

倍 ! 印楝素乳油 稀释 倍 对桃蚜四龄有

翅若蚜存活和有翅成蚜繁殖有影响 可降低其存活

率和繁殖率 表 ∀对萝卜蚜四龄若蚜存活和成蚜

繁殖都有影响的植物乙醇提取物和药剂也有 种

它们是飞机草 !菖蒲 !烟草 !樟树 !艾叶 !紫苏 !鸡矢

藤 !苍耳 !山毛豆 !油茶 !木薯 !芒箕 !白兰花 !野芋 !鱼

藤精 稀释 倍 和 印楝素乳油 稀释

倍 ∀研究还发现 五爪金龙乙醇提取物处理

萝卜蚜四龄有翅若蚜 羽化出成蚜的翅皱缩不展 成

蚜无法飞翔 但成蚜繁殖量比对照未降低 ∀

2 3  植物乙醇提取物对桃蚜和萝卜蚜控制作用的

评价

应用庞雄飞 的干扰作用控制指数 °≤

评价供试的植物乙醇提取物和药剂对桃蚜和萝卜蚜

的控制作用 表 ∀由表中可以看出 处理后 使桃

蚜的 °≤ 值低于 的植物提取物和药剂有 种

使萝卜蚜的 °≤ 值低于 的植物提取物和药剂有

种 表明这些植物的乙醇提取物和药剂对两种蚜

虫的种群增长均有一定的干扰控制作用 ∀对桃蚜效

果非常明显的有山毛豆 !油茶 !机油乳剂 稀释

倍 ! 印楝素乳油 稀释 倍 !烟草 !苍耳 !

飞机草 !白蝴蝶 !胜红蓟 !樟树 !番茄 !鸡矢藤 !菖蒲和

芒箕等的处理 °≤ 值分别达 ! ! !

! ! ! ! ! ! !

! ! 和 即对桃蚜的控制作用

分别达到 ! ! ! ! !

! ! ! ! ! !

和 许多种类对萝卜蚜效果非常明

显 其中 印楝素乳油 稀释 倍 !机油乳

剂 稀释 倍 !山毛豆 !油茶 !芒箕 !鱼藤精 稀释

倍 !樟树 !香茅草 !烟草 !苍耳 !白蝴蝶 !菖蒲

和鸡矢藤等处理 °≤ 分别为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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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即对萝卜蚜种群的干扰控制

效果达 ! ! ! ! !

! ! ! ! ! !

和 这些植物提取物对两种蚜虫起到

了较好的控制作用 ∀

表 2  植物乙醇提取物对桃蚜和萝卜蚜的控制作用

×  × ¬ ∏

植物种类或药剂
° ¬

桃蚜  °

忌避指数
⁄

¬

存活指数
≥∏√ √

¬

繁殖忌避指数
∏

¬
°≤

萝卜蚜  ∏

忌避指数

¬

存活指数
≥∏√ √

¬

繁殖忌避指数
∏

¬
°≤

黄素馨 ϑ. μ μεσνψι

蟛蜞菊 Ω . τριλοβατα

海桐 Π. τοβιρα

野葛藤 Π. λοβατα

长春花 Χ. ροσευσ

飞机草 Χ. οδορατα

益母草 Λ . ηετεροπηψλλυσ

微甘菊 Μ. μιχραντηα

菖蒲 Α . χαλαμ υσ

草胡椒 Χ. οχηλανδρα

海金沙 Λ . ϕαπονιχυ μ

烟草 Ν . ταβαχυ μ

马缨丹 Λ . χαμ αρ

樟树 Χ. χαμ πηορα

砂姜 Κ . χοενοβιαλισ

艾叶 Α . πρινχεπσ

番茄 Λ . εσχυλεντυ μ

紫苏 Π. φρυτεσχενσ

鸡矢藤 Π. σχανδενα

胜红蓟 Α . χονψζοιδεσ

苍耳 Ξ . σιβιριχυ μ

山毛豆 Τ ϖογελλι

九里香 Μ. εξοτιχα

白蝴蝶 Σ . ποδοπηψλλυ μ

五爪金龙 Ι . χαιριχα

香茅草 Χ. χιτρατυ

油茶 Χ. ολειφερα

花椒 Ζ . σχηινιφολιυ μ

木薯 Μ . εσχυλεντα

芒箕 Δ . πεδατα

水蓼 Μ . εσχυλεντα

白兰花 Μ. αλβα

野芋 Χ. εσχυλεντα

红尾翎 Δ . τι μ ορενσισ

鱼藤酮 ≅
机油乳剂

° ∏ ≅
印楝素乳油

≅

 忌避指数 ⁄ ¬ ° × ° ≤ 存活指数 ≥∏√ √ ¬ ≥ × ≥ ≤ 繁殖忌避指数 ∏ ¬ ° × ° ≤

3  讨论

供试植物的大多数种类的乙醇提取物对桃蚜和

萝卜蚜有明显的忌避作用 如苍耳 !白蝴蝶 !烟草和

山毛豆等 应用干扰作用控制指数 °≤ 对筛选结

果进行评价 效果非常明显的植物提取物有苍耳 !白

蝴蝶 !鸡矢藤 !芒箕 !油茶 !菖蒲 !烟草 !樟树 !花椒 !白

兰花和山毛豆等 其中苍耳和白蝴蝶是除山毛豆 !油

茶和烟草外 对桃蚜和萝卜蚜控制效果均很好的植

物种类 有可能用于构建控制蔬菜蚜虫的植物保护

剂 ∀

研究结果表明 自然界中存在大量对蚜虫有干

扰控制作用的植物次生物质 从中筛选出对人畜无

毒无害 不污染环境 对主要天敌安全甚至可能具有

期          周  琼等 多种植物乙醇提取物对桃蚜和萝卜蚜试验种群的控制作用         



引诱作用 对 种或 类作物起保护作用的化合物

是有可能的 ∀如果制成若干种对蚜虫有驱避 !拒食 !

生长发育抑制 !拒产仔以致有毒杀作用的次生化合

物的混合制剂 将对作物产生保护效果 ∀本论文提

供了室内筛选的部分结果 对蚜虫取食的影响 !蚜虫

主要天敌的影响 !田间试验结果 !有效活性成分的分

离提纯等已另整理成文 作用机理等仍有待进一步

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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