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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生长速率法测定了7 种药用植物的水提液和醇提液在浓度为0 .1 g/ ml 时对3 种植物病原真菌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 : 博落回
的水提液对大葱紫斑病菌、乌桕的水提液对西瓜枯萎病菌的菌丝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抑制率高于60 % ; 乌桕的2 种提取液对西瓜枯
萎病菌、博落回的2 种提取液对大葱紫斑病菌、黄精的醇提液对3 种病原菌都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利用乌桕、博落回和黄精作为植物
源杀菌剂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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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 minary Study on Antifungal Activity of the Extract from7 Medicinal Plants
CHEN Li-jun et al  ( Xinyang Agricultural College , Xinyang , Henan 464000)
Abstract  The antifungal activity of the water and ethanol extracts from7 medicinal plants were tested with 3 phytopathoge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
der the concentration of 0 .1 g/ ml , the water extract of Macleaya cordata and ethanol extract of Sapium sebiferu m had more than 60 % inhibiting rate a-
gainst the hypha growth of Alternari a porri and Fusarium oxyspori umf . sp . niveu mindivi dual and they had obvious antifungal activity . The activity of the
extracts of Sapiu m sebiferumagai nst Fusariu moxyspori umf . sp . niveu m, the extracts of Macleaya cordata against Alternaria porri and the ethanol extract
of Polygonatu msibiricum against 3 phytopathogen. Sapiu m sebiferum , Polygonatu m sibiricu mand Macleaya cordat a need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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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源杀菌剂是利用植物根、茎、叶、花、果实等部分或

分离到的具有抑菌活性的成分加工成的制剂。从植物中, 特

别是一些药用植物中寻找生物活性物质是目前创制新型农

药的重要途径之一, 也是无公害农药生产的理想来源。河南信

阳地区位于大别山北麓, 具有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笔者测定

了中药药理学书籍记载有抑制真菌作用的采自信阳地区的7

种药用植物[ 1] 提取液对3 种植物病原真菌的抑菌活性。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药用植物样品 供试药用植物样品7 种( 表1) , 均

为药理作用有抑制人体病原真菌的植物, 且在信阳地区较常

见, 采自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附近的山地, 采回后60 ℃烘

干, 粉碎备用。

  表1 供试药用植物样品

供试植物 供试部位 供试植物 供试部位

夏枯草( Prunella vulgaris) 果穗( 枯黄) 鱼腥草( Houttuynia cordata) 全草

乌桕( Sapiumsebiferum) 叶 博落回( Macleaya cordata) 地上部分

商陆( Phytolacca acinose) 根 玉竹( Polygonatumodoratum) 鳞茎

黄精( Polygonatumsibiricum) 鳞茎

1 .2  供试植物病原真菌  3 种供试菌种: 西瓜枯萎病菌

( Fusari u m oxyspori umf .sp . niveu m) , 大葱紫斑病菌( Alternaria

porri ) , 芹菜斑枯病菌( Septoria apiicpla) , 均为信阳农业高等专

科学校植物病理实验室分离。

1 .3 植物提取液的制备

1 .3 .1 水提液。取供试植物粉碎样品5 g , 加50 ml 蒸馏水 ,

90 ℃恒温水浴提取4 h , 过滤, 滤渣再用50 ml 蒸馏水90 ℃恒

温提取4 h , 合并滤液后浓缩, 使终浓度为0 .1 g/ ml , 细菌过滤

器过滤 ,4 ℃保存 , 备用。

1 .3 .2 醇提液。取供试植物粉碎样品5 g , 加50 ml 无水乙

醇, 室温振荡提取24 h , 过滤, 滤渣再用50 ml 无水乙醇同样条

件下提取24 h , 合并滤液后浓缩, 使终浓度为0 .1 g/ ml , 细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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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过滤,4 ℃保存, 备用。

1 .4  提取液抑菌作用测定 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 取0 .2 ml

提取液, 与9 .8 ml 冷却到40 ～50 ℃的融化的 PDA 一起加到

培养皿中混匀 , 培养基凝固后 , 每个培养皿中放入1 个病原

菌的菌饼( 直径为4 mm) , 使菌饼带菌丝的一面贴在培养基表

面, 每处理3 次重复, 对照为将病原菌菌饼直接接种在不加

提取液的的PDA 平板上,22 ℃培养,72 h 后测量菌落直径。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2 可知, 当提取液浓度为0 .1 g/ ml 时, 供试植物对

病原菌的菌丝生长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中, 博落回的水

提液对大葱紫斑病菌 , 乌桕的水提液对西瓜枯萎病菌的菌丝

生长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抑制率高于60 % ; 对西瓜枯萎病

菌菌丝生长抑制率在50 % 以上的有鱼腥草醇提液、乌桕的2

种提取液、黄精的醇提液等4 个处理; 对大葱紫斑病菌菌丝

生长抑制率大于50 % 的有3 个处理, 分别是: 博落回水提液、

玉竹醇提液和黄精醇提液; 没有对芹菜斑枯病菌菌丝生长抑

制率大于50 % 的处理。

每种药用植物对3 种病原真菌的菌丝生长抑制作用有

明显差异。黄精的醇提液对西瓜枯萎病菌和大葱紫斑病菌

的抑制率均大于50 % , 对芹菜斑枯病菌的抑制率也较高; 乌

桕的2 种提取物对西瓜枯萎病菌的抑制率均超过50 % ; 博落

回的2 种提取液对大葱紫斑病菌的抑制率也较明显, 水提液

和醇提液分别达到68 .29 % 和43 .48 % 。

  表2 7 种药用植物对3 种植物病原真菌的抑制作用 %

药用植物
西瓜枯萎病菌

水提液 醇提液

大葱紫斑病菌

水提液 醇提液

芹菜斑枯病菌

水提液 醇提液

夏枯草  35 .09   /  29 .27  40 .58  29 .21  8 .85
鱼腥草 24 .56  55 .38 2 .74 14 .49 1 .98 32 .65
乌桕 63 .16 55 .38   /   / 11 .88  /
博落回 3 .51 14 .36 68 .29 43 .48 12 .87 45 .65
商陆   /   / 14 .63 43 .48 23 .76 22 .70
玉竹  - 1 .32  - 57 .97   - 13 .30
黄精 10 .53 59 .49 39 .02 55 .07 40 .10 33 .60

 注 : - 表示因故未做 ;/ 表示0 或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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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5 种家蚕酯酶同工酶模式

b19 带为5 个品种共有。

从1 龄期家蚕酶谱可以看出( 图2) :873 ×874 酶带最少

( 8) ; 其差异主要产生在a 区的某些弱带。其中873 ×874 独

具a7、a14和b24 , 但缺少b31 ; 苏·镇×春·光独具a4 、b6 和b26 ;871

×872 独具a3 和b22 ; 陕蚕5 号独具b10 ; 春·蕾×镇·珠独具b9 。

其中b2 、b19 和b34 带为5 个品种共有。

通过对这5 个家蚕品种3 个龄期的酯酶同工酶谱整体

分析,b2 、b3 和b24 带表现出较高的酶活性, 它们可以作为家蚕

的特征性标志带。

  表1 5 种家蚕酯酶同工酶相似度

家蚕 873×874
苏·镇×

春·光
871×872

陕蚕

5 号

春·蕾×

镇·珠
873×874  100 .0  45.6  68 .8  40 .8   53 .7
苏·镇×春·光 45 .6 100.0 38 .5 57 .1 31 .8
871×872 68 .8 38.5 100 .0 24 .6 68 .7
陕蚕5 号 40 .8 57.1 24 .6 100 .0 26 .8
春·蕾×镇·珠 53 .7 31.8 68 .7 26 .8 100 .0

2 .2  谱带相似度指数与亲缘关系 由于酯酶同工酶系基因

表达的产物也是分子水平的表现型。因此, 酯酶的表现型差

异反映了基因型的差异。从基因型差异的程度就能显示出

种间亲缘关系的远近。Vaughan 等( 1986) [ 10] 提出酶谱相似度

预测种间亲缘关系。相似度指数越高, 亲缘关系越近。用凝

胶成像系统分析5 种家蚕的同工酶谱的相似度( 表1) , 也可

得出5 个品种的聚类图( 图3) , 聚类结果表明, 苏·镇×春·光

与陕蚕5 号亲缘关系较近, 可聚为一个类群;871 ×872 和873

×874 亲缘关系最近, 可以聚成一个类群。

图3 5 个家蚕品种聚类

3  讨论

我国的家蚕种质资源十分丰富, 在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

工培养条件下, 形成了遗传特性各异的众多品种。目前我国

家蚕品种的分类主要以一些直观的外部形态特征为依据。

该聚类研究, 从酶谱表型来看, 各品种的差异比较显著, 各自

有其特征酶带且有一定规律性, 可清晰地看出品种间亲缘关

系的远近, 可作为家蚕分类的依据。但该实验仅对5 种家蚕

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 其结果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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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该试验结果表明 , 供试的7 种药用植物对3 种病原真

菌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其中 , 乌桕的2 种提取液对

西瓜枯萎病菌、博落回的2 种提取液对大葱紫斑病菌、黄精

的醇提液对3 种病原菌都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

乌桕在信阳大别山区被广泛栽培 , 其野生资源也很丰

富, 在民间乌桕常被用于防治稻瘟病、棉角斑病等[ 1] , 该试

验发现乌桕提取物对西瓜枯萎病菌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罂粟科药用植物博落回有大毒 , 已发现其具有显著的杀虫

活性 , 可治疗疥癣[ 2] , 该试验证明博落回对大葱紫斑病菌有

很好的抑制作用; 黄精在中医上被用作治疗真菌性癣病[ 1] ,

在该试验中发现黄精的醇提物对西瓜枯萎病菌和大葱紫斑

病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 对芹菜斑枯病菌也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因此, 利用乌桕、博落回和黄精作为植物源杀菌剂值

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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