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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蝴蝶挥发油对蚜虫的驱避作用及其化学成分* 

周 琼 一 梁广文 孔垂华 黄寿山 
( 湖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湘潭 411201； 华南农业大学昆虫生态研究室，广州510462) 

1 引 言 

【摘要】 室内用四臂嗅觉仪测试白蝴蝶(Syngonium tX~clophyllum)挥发油对红桃蚜(Myzus persicae)、萝 卜 

蚜(Lipaphis erysimi)和瓜蚜(Aphis gossypii)无翅蚜行为选择的干扰作用．结果表明，在所测试的浓度下， 

白蝴蝶挥发油对瓜蚜和萝 卜蚜有显著的驱避效果，与对照比较，供试蚜虫较少选择处理区，在处理区的停 

留时间比对照明显缩短；所测试的浓度对红桃蚜无驱避作用．进一步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白蝴蝶 

挥发油进行了成份分析．表明该挥发油小分子主要成份是羰基化合物、脂肪酸和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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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llent effect of volatile o．1 from whitefly(Syngonium podophyUum)on aphids and its chemical con· 

sfituen~．ZHOU Qiongl_ ，LIANG Guangwenz，KONG Chuihuaz，HUANG Shoushanz( Flu~q,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Xiangtan 411201，China； Laboratory ofInsect Ecology，South China Arigcultural U- 

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一Chin．J．App1．Eco1．，2004，15(5)：856～858． 

The interference effect of volatile oil from whitefly(Syngonium tX~clophyllum)on aptera aphid，guard aphid 

(Aphis gossypii)，mustard aphid(Lipaphis erysimi)and red peach aphid(Myzus persicae)was studied by US— 

ing four 8nTIS olfraetomete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olatile oil had distinct repelling effect．The staying peri— 

ods of test aphds in test areas were obviously shorter than in control al-o~Rs，and the selecting frequencies were less 

than the control，tOO．The volatile oil did not show repelling effect on red peach aphid at the test concentrations． 

The components of the volatile oil from S．1agdophyllum were analysed by GC-MS．43 constituents were identi— 

f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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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蝴蝶(Syngonium podophyllum)属天南星科 

(Araceae)合果芋属，是一种用于庭园绿化的观叶植 

物．其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很少遭受虫害．前期研 

究[卜  ̈ ]表明，白蝴蝶提取物对桃蚜和萝 卜蚜 

有较好的控制作用，但活性物质并没有被鉴定．本文 

简要报道了白蝴蝶挥发油对几种蚜虫行为趋势向选 

择的干扰作用和白蝴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为植物 

保护剂[巧．1 ]的筛选研究提供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供试材料 

供试植物为白蝴蝶蔓叶，2001年采于广州五山．供试蚜 

虫为桃蚜(Myzus persicae)、萝 卜蚜(Lipaphis erysimi)和瓜蚜 

(Aphisgossypii)，均采自田间，并在华南农业大学昆虫生态 

室网室内蔬菜上养殖，第 3代供试． 

参照Vet方法，由华南农业大学昆虫生态研究室自行设 

计制造四臂嗅觉仪．测试区为一封闭的方形有机玻璃平台． 

中央与真空泵相连，四臂接圆底烧瓶．真空泵启动时，圆底烧 

瓶内的挥发性物质随气流进入测试区．其它药品均为市售分 

析纯试剂． 

2．2 蚜虫行为的选择测试 

设置四臂嗅觉仪测试区的两个对角区分别为对照区和 

处理区，在处理臂的其中一个烧瓶中加入白蝴蝶挥发油液 1 

mI，对照臂中相应的烧瓶中加入少量蒸馏水．测试时，每次取 

蚜虫(红桃蚜、萝 卜蚜和瓜蚜的无翅高龄若蚜)1头，小心引 

入四臂嗅觉仪的中央区，保证蚜体不受任何损伤，以180 Pa· 

rain_1的压力抽真空，观察记录10 rain内该蚜虫进入各臂区 

的次数和停留时间．每测 1次，清理除去试虫；并在测试完6 

头蚜虫时，清洗各臂和更换测试液．每种蚜虫测3O～32头． 

2．3 挥发油成分的分析方法 

在HP5973 GC／MSD气相色谱／质谱仪上，采用 SE一30 

色谱柱(15 m×0．25 mm，0．33 )．始温 8O℃，保持 2 min 

后，以1O℃·min 速度升至280℃．进样量 1 1，柱前压 4O 

kPa．质谱条件：EI电离方式，70 eV电压，扫描范围29～550 

．各成份通过 Wiley275标准质谱谱图计算机检索，确定大 

多数成份，少数成份用标样对照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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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分析与评价方法 

四臂嗅觉仪测试结果的评价方法 ： 

选择系数= 蚩襄筹蠢蕞善篝鲁昌 妻 
式中，选择系数=1表示供测试物质对蚜虫选择行为无影 

响；选择系数<1表示供测试物质对蚜虫有驱避作用；选择 

系数>1表示供测试物质对蚜虫无驱避作用． 

3 结果与分析 

3．1 白蝴蝶挥发油对无翅蚜的驱避作用及其评价 

测试结果表明，白蝴蝶挥发油对瓜蚜和萝 卜蚜 

表1 白蝴蝶挥发油对蚜虫的驱避作用 

Table 1 Repellant effect of volatile oll from S．podo#~lure 

有较好的驱避作用，进入处理区臂的次数和停留时 

间与对照比较差异极显著(P<O．O1)，但在所测试 

的气流压力和挥发油浓度下，对红桃蚜无驱避作用 

(表 1)． 

用选择系数评价白蝴蝶挥发油对蚜虫选择行为 

的干扰作用表明，挥发油对瓜蚜的干扰作用最强，停 

留时间和进入次数的选择系数分别达到 0．288和 

0．570，对瓜蚜的驱避率达 43％以上；萝 卜蚜停留时 

间和进入次数的选择系数分别为0．505和0．62，对 

萝 卜蚜的驱避率达到 38％以上． 

3．2 白蝴蝶挥发油的化学成份 

白蝴蝶挥发油的 GC~MS分析表明，其主要成 

份有 2一己烯醛(2-hexena1)、3一己烯一1一醇(3一hexen-1一 

o1)、1一己醇(1一hexano1)、1一庚醛 (heptana1)、苯 甲醛 

(benaldehyde)、6一甲基一5一庚烯一2一酮(5-hepten一2一one， 

6-methy1)、苯 乙醛 (benzeneacetaldehyde)、1一壬 醛 

(nonana|)、异佛 尔酮 (isophorone)、藏花醛 (ke— 

toisophorone)、环柠檬醛(safrana1)、反式一D一大马酮 

(~cyclocitra1)、trans— —damascenone、a一紫罗兰酮(a— 

ionone)、香叶基丙酮(geranyl acetone)、3-紫罗兰酮 

(3-ionone)、 dithdroactinidiolide、 橙 花 叔 醇 

(nerolide1)、megas—tigmatrienone、豆 甾醇 (stigmas— 

tero1)、 谷甾醇(~3-sitostero1)、十六酸(hexadecanoic 

acide)、叶绿醇(phyto1)和亚油酸(1inoleic acide)等羰 

基化合物及脂肪酸和烃． 

4 讨 论 

白蝴蝶挥发油对蚜虫的行为选择有明显的干扰 

作用，对瓜蚜和萝 卜蚜驱避效果显著，在所测试浓度 

下对红桃蚜行为的干扰作用不明显． 

有研究表明，植物组织产生的挥发性醛对植物 

防御害虫有重要意义．Lyr和 Banasiak报道了(E)一 

2一己烯醛在控制许多植物害虫时有效，包括绿桃蚜． 

Hildebrand等[’]发现，马铃薯和烟草中挥发性 醛 

或醇可以显著降低蚜虫种群的增长，增加挥发性醛 

的浓度，进一步减少了蚜虫繁殖的数量，随着挥发性 

醛浓度的增加，导致繁殖能力丧失．这些挥发性的醛 

和醇除了对食草动物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之外，对 

吸引这些害虫的拟寄生者和捕食者也有作用．从白 

蝴蝶挥发油中初步鉴定的 43种化合物中，C6的醛 

类和醇类有3种，分别是 1一己醇、3一己烯一1一醇和2一己 

烯醛．白蝴蝶挥发油对受试蚜虫的行为干扰是这些 

C6化合物，亦或其它成分，是单独亦或协同起作用， 

以及相应的作用机理等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致谢 承蒙张维球教授鉴定蚜虫种类，庄雪影教授鉴定植物 

种类，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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