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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测定了巴核桃等21 种植物甲醇提取物对荔枝霜疫霉菌和芒果炭疽病菌的抑菌活性。结果表明, 以10 mg( 干
粉) / ml 溶剂处理后5 d 对荔枝霜疫霉菌抑菌活性较高的是巴核桃、大杨柳和甘草提取物 , 抑菌率分别为100 %、87 .72 % 、87 .20 % ; 对芒果
炭疽病菌抑菌活性较好的是水茄提取物 ,其抑菌率为69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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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fungal Activity of Extract from21 Species of Plants against Peronophythora litchi Chen and Colletotrichu m gl oeosporioides Penz
QIU Qi et al  ( 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Engi 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Biological Control ,
Mi nistry of Education ,Guangzhou,Guangdong 510642)
Abstract  Antifungal activity of the extracts of Juglans regia and other 20 species of plants agai nst Peronophythora litchi Chen and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Penz was determined with mycelial growth rate method ,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a new method for biological control of P . litchi and C .
gloeosporioid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t 10 mg/ ml the inhibition rate of extracts of J . regi a , Salix magnifica and Glycyrrhiza uralensis against P .
litchi was 100 % , 87 .72 % and 87 .20 % , respectively . The inhibitionrate of extract of Solanum torvu magainst C . gloeosporioides was 69 .74 % ,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plants in 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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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枝是我国著名的“岭南佳果”, 由于其独特的色香味而

深受人们的喜爱, 素有“中华之珍果”的美称, 其经济价值极

高, 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果品之一[ 1] 。荔枝霜

疫霉病是荔枝最主要病害, 发病严重时常引起大量落果和烂

果, 严重时烂果率达30 % ～80 % , 严重影响荔枝产量及贮藏

和外销,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2 - 3] 。芒果是热带亚热带名果 ,

以其形、色、香、味俱佳而享有“热带果王”之称, 全世界年产

量约1 400 万t , 仅次于葡萄、柑桔、香蕉、苹果, 居世界水果第

5 位。炭疽病是芒果上发生最普遍、危害最严重的病害 , 同时

也是芒果贮运期间最主要的病害[ 1] , 生长期可造成10 % 以上

的损 失, 贮运期 病果率一般 为 30 % ～50 % , 严重的 可达

100 % [ 2] , 已经成为芒果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之一。

目前, 荔枝霜疫霉病和芒果炭疽病均是以化学防治为

主, 防治荔枝霜疫霉病主要用施保克乳油、普力克水剂、春雷

霉素王铜可湿性粉剂、�菌酯、醚菌酯、氟吗啉等[ 4 - 7] ; 防治

芒果炭疽病主要用施保功、特克多、多菌灵等化学农药[ 8] 。

但大量化学药剂的不合理使用, 会导致有害生物的抗药性、

农药残留、人畜中毒、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 从而危害人体

健康, 影响荔枝和芒果的出口创汇[ 8 - 9] 。因此, 研究开发防

治荔枝霜疫霉病和芒果炭疽病的高效、无公害、无残留的生

物药剂极为迫切[ 10 - 12] 。笔者初步研究了巴核桃、甘草等21

种植物的甲醇提取物对荔枝霜疫霉菌和芒果炭疽病菌的抑

制作用 , 为研究开发天然水果保鲜剂和新型植物源杀菌剂提

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植物 供试植物从广州五山华南农业大学杀虫植

物标本园、湖南衡阳、福建上杭等采集, 共16 科21 种植物。

植物材料所取部位详见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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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供试病原菌 荔枝霜疫霉菌( Peronophyt hora lit chi Chen)

和芒果炭疽病菌( Colletotrichu m gloeospori oi des Penz) 由华南农

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提供。

1 .3 植物粗提物的提取  将采集的植物材料进行清理 , 去

除泥土、残渣、黏附物、缠绕物及其他异物。将较粗大的根、

茎类样品切成小块, 再置于避光通风处自然阴干, 然后置于

电热恒温干燥箱中以50 ℃烘干, 再用植物粉碎机将其粉碎 ,

过40 目筛 , 存于密封袋中, 低温保存备用。称取一定重量的

植物材料干粉, 加入10 倍体积( V/ W) 的甲醇, 置于避光阴凉

处,每次浸提持续72 h 以上, 期间摇动数次, 重复浸提3 次, 合

并浸提液, 旋转蒸发仪减压浓缩至质量浓度为1 g/ ml , 即1 ml

提取液相当于1 g 植物粉末( 干重) , 密封,4 ℃下保存备用。

  表1 供试植物样品

科名 种名 采集地点 供试部位

楝科 桃花心木( Swietemia mahogany) 广州五山 叶

马钱科 断肠草( Gelsemiumelegans) 广州五山 茎、叶

醉鱼草( Buddlejalindlleyana) 广州五山 茎、叶

柏科 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福建上杭 茎、叶

杜松( Juniperus rigida) 广州五山 茎、叶

天南星科 海芋( Alocasia Macrorriza) 广州五山 叶、梗

大戟科 油桐( Aluerites Fordii) 福建上杭 叶

胡桃科 巴核桃( Juglans regia) 广州五山 茎、叶

百合科 山菅兰( Dianella ensifolia) 广州五山 茎、叶

茄科 水茄( Solanumtorvum) 广州五山 茎、叶

木兰科 深山含笑( Michelia maudiae) 广州五山 茎、叶

马鞭草科 臭茉莉( Clerodendrumbungei) 福建上杭 茎、叶

黄荆( Vitex negundo) 福建上杭 茎、叶

冬青科 上海叶冬青( Ilex latifolia Thunb) 广州五山 茎、叶

禾本科 香茅( Cymbopogon citratus) 福建上杭 全株

杨柳科 大杨柳( Salix magnifica) 广州五山 茎、叶

山茶科 油茶( Camellia oleifera) 湖南衡阳 种子

蓼科 辣蓼( Polygonumflaccidum) 广州五山 全株

火炭母( Polygonumchinense) 广州五山 全株

豆科 大叶相思( Acacia auriculaeformis) 广州五山 茎、叶

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广州五山 根

1 .4  抑菌活性测定 用生长速率法测定植物甲醇提取物的

安徽农业科学 ,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7 ,35(12) :3588 - 3589                      责任编辑  孙红忠 责任校对  李洪



抑菌活性[ 13] 。在无菌条件下 , 配制提取物干粉浓度为100

mg/ ml 的水溶液, 用移液枪吸取1 ml 到装有9 ml 已融化PDA

培养基( 温度约60 ℃) 的三角瓶中, 充分摇匀, 再倒入90 mm

的培养皿中制成质量浓度为10 mg/ ml 的含药培养基平板, 平

板凝固冷却后用接种针接进大小、生长一致的各种植物病原

真菌菌饼( Φ= 5 .0 mm) , 每皿接1 个菌饼 , 生长有菌落的一面

朝下, 每处理3 次重复, 同时设清水空白对照、1 % 甲醇对照和

商品化保鲜剂25 %使百克乳油( 咪鲜胺) 5 000 倍( 有效成分50

μg/ ml) 对照。将培养皿置于生化培养箱中,25 ℃条件培养5 d ,

再用十字交叉法测量供试真菌菌落直径, 计算抑菌率。

2  结果与分析

采用生长速率法测定了21 种植物甲醇提取物对荔枝霜

疫霉菌和芒果炭疽病菌的抑菌活性, 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 ,

21 种供试植物甲醇提取物以10 mg( 干粉) / ml 溶剂处理后5

d , 对荔枝霜疫霉菌都有一定抑制作用 , 其中巴核桃茎叶甲醇

提取物对荔枝霜疫霉菌抑制率达100 % , 显著高于对照药剂

25 % 使百克5 000 倍在相同条件下对荔枝霜疫霉菌的抑制率

87 .65 % 和其他供试植物提取物的处理效果, 具有很强的抑

菌活性 ; 大杨柳和甘草提取物对荔枝霜疫霉菌的抑制率分别

为87 .72 % 和87 .20 % , 均相当于25 % 使百克乳油5 000 倍处

理效果; 海芋、辣蓼、侧柏提取物对荔枝霜疫霉菌的抑制率分

别为70 .78 % 、53 .98 % 和50 .92 % , 抑菌活性中等, 香茅、醉鱼

草等其余供试植物提取物在10 mg( 干粉) / ml 供试浓度下对

荔枝霜疫霉菌的抑制率均低于50 % , 抑菌活性较弱。

  表2 植物甲醇提取物对荔枝霜疫霉菌、芒果炭疽病菌的抑制作用

植物名称

荔枝霜疫霉菌

菌落直径

mm

抑制率

%

芒果炭疽病菌

菌落直径

mm

抑制率

%
油茶   29 .7 48.62 d  17 .4    53 .35 cd
香茅 45 .4 22.63 gh 29 .0 22 .25ijk
大杨柳 7 .1 87.72 b 16 .3 56 .30 c
醉鱼草 36 .6 36.68 ef 29 .1 21 .98ijk
辣蓼 26 .6 53.98 d 27 .1 27 .35 gh
甘草 7 .4 87.20 b 19 .4 47 .99 e
火炭母 47 .8 17.30ij 26 .3 29 .49 g
大叶相思 47 .7 17.47ij 34 .1 8 .58l
黄荆 30 .5 47.23 d 27 .7 25 .74 ghi
桃花心木 36 .7 38.73 ef 37 .4 1 .58 m
断肠草 39 .9 33.39fg 35 .8 5 .79 m
侧柏 29 .4 50.92 d 22 .6 40 .53f
海芋 17 .5 70.78 c 30 .8 18 .95 k
油桐 48 .1 19.70j 42 .6 - 12 .10 o
巴核桃 0 .0 100a 29 .8 21 .58jk
山菅兰 37 .7 37.06 ef 30 .6 19 .47 k
水茄 34 .1 43.07fgh 11 .5 69 .74 b
深山含笑 44 .0 26.54 hi 18 .5 51 .32 de
臭茉莉 39 .2 34.56f 27 .6 27 .37 ghi
上海叶冬青 57 .8 3.51 k 28 .4 25 .26 hij
杜颂 38 .1 36.39 ef 24 .1 36 .58f
1 %甲醇 51 .2 14.52j 28 .1 26 .05 hij
25 %使百克 7 .4 87.65 b 0 .0 100  a
清水 59 .9  - 38 .0     -

 注 : 表中同列数据后标有不同字母者表示在0 .05 水平差异显著。

  该研究中,25 % 使百克乳油5 000 倍处理后5 d , 抑制率

达100 % , 显著高于供试植物提取物的效果。供试21 种植物

对芒果炭疽病菌抑菌活性相对较弱, 对芒果炭疽病菌抑菌活

性最好的是水茄提取物, 处理后5 d 的抑制率为69 .74 % ; 油

茶、大杨柳、深山含笑、甘草、侧柏提取物的抑制率分别为

53 .35 % 、56 .30 % 、51 .32 % 、47 .99 % 、40 .53 % , 抑菌活性也相对

较高; 其余植物提取物的抑菌活性较弱。

3  讨论

目前国内外对植物源抑菌物质的研究非常活跃, 并且取

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 14 - 16] 。笔者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测定

了21 种植物甲醇提取物对荔枝霜疫霉菌和芒果炭疽病菌的

抑制作用, 发现巴核桃、大杨柳和甘草对荔枝霜疫霉菌的抑

制作用尤为明显。随着研究的深入, 有可能用它们代替部分

化学农药或与化学农药混配来防治荔枝霜疫霉病和芒果炭

疽病, 亦可为解决水果农药残留及病原菌抗药性问题提供新

途径。今后应着重深入研究所筛选植物的有效成分, 进行人

工模拟合成, 研制新型植物源杀菌剂。同时 , 作为天然植物

的提取液在作用于寄主时, 其渗透能力、延展能力都是有限

的, 因此还应研制配以合适的助剂以增加渗透能力和延展能

力, 充分发挥其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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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鼓励多种经济成分投资该镇的旅游产业, 实现投资主

体的多元化, 增强旅游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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