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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研究秦艽根对小菜蛾的杀虫活性物质。[ 方法] 以乙醇超声法提取秦艽根中的活性物质 ,采用浸虫法测试提取物对小菜蛾
的触杀活性 ; 并采用液- 液分配萃取法用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正丁醇对提取物依次萃取 ,且跟踪测试各萃取物的活性。[ 结果] 秦艽
根提取物对小菜蛾3 龄幼虫的 LC50 为0 .795 8 g/ ml ;提取物分离后石油醚萃取物活性最强 , 氯仿萃取物、乙酸乙酯萃取物次之 , 而正丁醇

萃取物及水层剩余物作用不明显。[ 结论] 秦艽根对小菜蛾具有较强的触杀活性且杀虫活性物质为脂溶性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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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 minary Study onthe Insecticidal Active Substances inthe Roots of Gentiana macrophylla against Pl utella xylost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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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act  [ Objective] The research ai med to study the insecticidal active substances in the roots of Gentiana macrophylla against Plutella xylostella .
[ Method] The active substances inthe roots of G. macrophylla were extracted by ethanol ultrasonic method . The contact activity of the extracts against
P . xylostella was tested by using insect-dipping method . The extracts were leached with petroleumether , chloroform, ethyl acetate and n- butanol by using

liquid - liquid allocation extraction method in order . The tracking test was made onthe activity of each extract . [ Result] LC50of the extract fromthe roots
of P . xylostella to the 3rd-instar larva was 0 .795 8 g/ ml . The activity of petroleumether extract was strongest after separating the extracts , followed by
chloroformextract and ethyl acetate extract . But the effects of n-butanol extract and remainder in water layer were not obvious . [ Conclusion] The roots of
G. macrophylla had stronger contact activity against P . xylostella and the insecticidal active substances were liposoluble compou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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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艽( Genti ana macrophyll a Pall) 为龙胆科龙胆属植物, 属

多年生草本植物 , 秦艽以根入药, 具祛风除湿、和血舒筋、清

热、利尿的功能。用于风湿痹痛、筋脉拘挛、黄疸、便血、小便

不利等症, 还有抗炎、镇静、降压、升血糖、抗休克等药理作

用[ 1] 。有关其杀虫活性方面的研究还鲜见报道, 因此笔者以

乙醇提取秦艽根中的活性物质, 测试了提取物对小菜蛾的触

杀活性, 并以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正丁醇为溶剂对提取

物依次萃取, 且跟踪测试各萃取物的活性。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1 供试植物。秦艽根采自宁夏六盘山区。将其根阴干 ,

放入恒温箱烘干( 40 ～45 ℃) 。磨碎 , 过40 目筛 , 装入保鲜袋

密封贮于冰箱中备用。

1 .1.2 供试昆虫。小菜蛾( Pl utell a xylostell a L.) 由宁夏大学

能源化工重点实验室养虫室提供, 羽化后的成虫喂以蜜糖

水, 产卵材料为盆栽油菜苗, 幼虫用油菜苗饲喂, 选择健康均

匀的 3 龄幼虫供试( 养虫室温度:18 ～23 ℃, 湿度 75 % ～

80 % , 光照L∶D= 12∶12) 。

1 .2 方法

1 .2 .1  植物提取物的制备。准确称取秦艽根干粉400 g , 放

入锥形瓶中, 加入8 倍量95 % 乙醇溶液, 浸泡24 h , 超声30

min , 抽滤, 用旋转蒸发仪浓缩得浸膏。将浸膏用50 % 的丙酮

配制成系列浓度的溶液, 放在4 ℃冰箱中, 备用。

1 .2.2 植物提取物的初步分离。称取所得的浸膏26 g , 用

100 ml 水悬浮 , 装入分液漏斗中, 采用液- 液分配萃取法依次

用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正丁醇按照1∶1 比例萃取得到的

不同极性萃取物, 具体分离过程见图1。

图1 提取物的液- 液分配萃取分离示意

Fig .1 Theliquid-liquid allocationextractionseparationof the extracts

1.2.3  杀虫活性测定。杀虫活性测定采用浸渍法[ 2 - 3] 。将

小菜蛾3 龄幼虫放入圆桶状滤网中, 浸于不同的处理液中 ,

10 s 后迅速取出, 用滤纸吸干多余药液, 置于有新鲜甘蓝叶

并垫有保湿滤纸的培养皿( 直径为9 c m) 中, 每处理30 头, 重

复3 次, 对照用50 % 丙酮做同样处理。将培养皿置于24 ℃

的智能人工气候培养箱内观察 , 于24 、48、72 h 后观察试虫的

死亡 情况, 并 计 算 死亡 率、校 正 死 亡 率 和致 死 中 浓 度

( LC50)
[ 4] 。

死亡率( %) = ( 死亡数/ 供试总数) ×100

校正死亡率( %) =
处理组死亡率- 对照组死亡率

1 - 对照组死亡率
×100

2  结果与分析

2 .1 秦艽根乙醇提取物杀虫活性测试结果  由表1 可知 ,

乙醇提取物对小菜蛾有较好触杀作用, 小菜蛾的校正死亡率

随着质量浓度的增大和时间的延长而升高; 浓度为0 .05 g/ ml

时,72 h 校正死亡率可达到96 .5 % 。毒力回归方程为 y =

3 .573 8 + 1 .868 9x , r = 0 .984 2 , LC50 = 0 .795 8 g/ ml 。虫体接

触药剂后, 先是经历短时间剧烈摆动, 然后虫体瘫痪、麻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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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虫体不能恢复 , 直接死亡 , 死亡状态成C 型或V 型。

表1 乙醇提取物对小菜蛾3 龄幼虫的触杀作用

Table 1 Contact activity of alcohol extracts against the 3rd-instar larva of

Plutella xylostella %

供试样品
g/ ml
Test samples

死亡率
Mortality rate

24 h 48 h 72 h

校正死亡率
Corrected mortality rate

24 h 48 h 72 h

0 .05  96 .6  96 .6  96 .6 96 .6 96 .5 96 .5

0 .025 83 .3 83 .3 85 .0 83 .3 82 .7 82 .7

0 .012 5 75 .0 75 .0 75 .0 75 .0 74 .1 74 .1

0 .006 25 50 .0 62 .5 62 .5 50 .0 61 .2 61 .2

0 .003 125 22 .2 28 .6 42 .9 22 .2 26 .2 40 .1

CK 0 3 .3 3 .3 / / /

 注: 每处理30 头, 重复3 次。

 Note : There are 30 heads in eachtreat ment for three repetitions .

2 .2 植物提取物初步分离后的测试结果  由表2 可知, 各

溶剂萃取率由大到小依次为: 水> 正丁醇> 石油醚> 氯仿>

乙酸乙酯。

表2 不同溶剂萃取物萃取率比较

Table 2 Theextraction rate comparison of the extracts with different sol-

vents

供试样品

Test samples

重量∥g

Weight

萃取率∥%

Extractionrate
石油醚萃取物Petroleumether extracts  2 .688 6   10 .5

氯仿萃取物Chloroformextracts 0 .881 0 3 .4

乙酸乙酯萃取物Ethyl acetate extracts 0 .392 1 1 .5

正丁醇萃取物n-butanol extracts 7 .822 5 30 .6

水层剩余物 Water layer remainder 13 .797 9 53 .9

  由表3 可知 , 对小菜蛾3 龄幼虫的触杀作用石油醚萃取

物活性最强 , 氯仿萃取物次之、乙酸乙酯萃取物再次,0 .005

g/ ml 时施 药72 h 后校正死亡率 分别为 95 .9 % 、82 .4 % 、

71 .8 % , 而正丁醇萃取物及水层作用不明显, 所以判断秦艽

根杀虫活性成分在弱极性的脂溶性部分。

表3 不同溶剂萃取物对小菜蛾3 龄幼虫的触杀作用

Table 3 Contact activity of the extracts with different solvents against the

3rd-instar of P . xylostella %

供试样品
Test samples

死亡率
Mortalityrate

24 h 48 h 72 h

校正死亡率
Corrected mortality rate
24 h 48 h 72 h

石油醚萃取物 94 .3 94.3 96 .0 94 .3 94 .1 95 .9

Petroleumether extracts

氯仿萃取物 81 .8 83.0 83 .0 81 .8 82 .4 82 .4

Chloroformextracts

乙酸乙酯萃取物 72 .7 72.7 75 .0 72 .7 71 .8 71 .8

Ethyl acetate extracts

正丁醇萃取物 20 .0 20.0 20 .0 20 .0 17 .3 17 .3

n-butanol extracts

剩余水层萃取物 6 .7 6 .7 6 .7 6 .7 3 .5 3 .5

Residual water layer extracts

CK 0 3 .3 3 .3 / / /

 注:供试药品浓度为0.005 g/ ml 。每处理30 头, 重复3 次; 对照浸渍

50 %丙酮。

 Note :The concentrationof test drugis 0 .005g/ ml . There are30 heads in each

treatment for three repetitions . 50 % acetone is used in control .

3  结论与讨论

(1) 该试验结果表明 , 秦艽根对小菜蛾有较强的触杀活

性, 并通过对其乙醇提取物初步分离和杀虫活性跟踪测试 ,

明确了秦艽根中的杀虫活性物质为脂溶性的化合物。

( 2) 该试验可以明确秦艽根提取物的石油醚萃取物活性最

强, 得率较高, 为进一步研究其中的杀虫活性物质奠定了基础,

另外有关秦艽根的杀虫作用方式及机理也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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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该研究结果表明, 当气温在20 ～30 ℃时, 湿度是决定

樱花褐斑穿孔病发病程度的主要因素 , 发病程度与空气湿

度呈显著正相关。杨文成等的研究表明 , 适温多雨的天气

有利于发病, 气温在22 ℃以上时开始发病 , 雨日、雨量是影

响病情发展的重要因素[ 2] , 这一结论与笔者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

4  樱花褐斑穿孔病防治建议

樱花褐斑穿孔病的防治措施主要有2 种。一种是综合

防治 , 即在入冬前彻底清除枯枝落叶, 减少越冬菌量[ 2 - 3] ;

适时合理修剪 , 保证植株内膛通风透光良好 ; 增施有机肥和

磷钾肥[ 4] , 忌偏施氮肥; 防止绿地积水, 增强树势 , 提高抗

性[ 5] 。另外一种是化学防治, 即早春在樱花萌芽前喷5 波

美度石硫合剂清园[ 6] , 在展叶时喷1 ～2 次浓度75 % 百菌清

650 倍液[ 7] , 发病后喷药还未发现有治疗效果显著的药

剂[ 8] 。鉴于该研究结果, 在实际养护过程中 , 应根据气候情

况决定防治措施。根据当地气象预报, 如果5 ～8 月干旱少

雨, 相对湿度较小, 可只采用综合防治而不采用化学防治,

这样既可以节约成本 , 又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如果5 ～8 月

雨水充沛、温暖湿润, 则不但需要加强综合防治 , 而且要及

时进行化学药剂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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