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 & % 年 # 月

林 业 科 学
’()*+,)- ’)./-* ’)+)(-*

/012 !"，+02 #
3456 ，$ % & %

大戟狼毒不同部位提取物对朱砂叶螨的触杀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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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7 要：7 研究大戟狼毒不同部位不同溶剂提取物对朱砂叶螨的生物活性。结果表明：大戟狼毒根石油醚提取物

杀螨活性高于根的其他溶剂和茎、叶不同溶剂提取 物。该 提 取 物 对 朱 砂 叶 螨 雌 成 螨 有 较 高 的 触 杀 活 性，质 量 浓 度

为 & 9:·9. ; & 时，$! < 后雌成螨的校正死亡率达到 =$2 >#? ，对卵的效果相对较差，质量浓度为 ! 9:·9. ; & 时卵的校

正死亡率为 ==2 $&? 。进一步对大戟狼毒根石油醚提取物进行萃取分离及生 物 活 性 跟 踪 测 定 发 现：萃 取 物 中 石 油

醚相的活性明显大于氯仿相和甲醇相；对石油醚萃取物的柱层析分离最终得到 &" 个流分，其中以第 && 个 流 分 杀

螨效果最好，质量浓度为 & 9:·9. ; & 时，$! < 后雌成螨的校正死亡率达到 8"2 ">? ，质量浓度为 ! 9:·9. ; & 时卵的校

正死亡率为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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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朱 砂 叶 螨（ 7+3$.&(1-26 10&&.;.$0&26）是 一 类 危

害严重的植食性害螨，在我国分布广泛，因其具有繁

殖力强、世代周期短等特点，极易产生抗药性（ 郑小

江等，&@@>）。在过去 #% 年中，其对作物造成的危害

明显加重，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使用非专一性杀螨

剂，这些杀螨剂往往杀螨活性不高，在杀螨的同时也

消灭了螨类天 敌；同 时 造 成 了 环 境 污 染、抗 性 的 产

生等诸多问题。因此，使用选择性高的新型杀螨剂

成为防治植 食 性 螨 类 的 主 要 措 施 之 一（ 杨 会 芝 等，

$%%>）。随着科 学 和 社 会 的 发 展，人 们 已 经 不 再 注

重“ 杀死”，而是注重“ 调节”，即合理利 用 生 态 的 新

方法来有效控制害虫，开发对有害生物高效、对非靶

标生物安全、易分解且分解产物对环境无损害的生

物农药，从生物中提取、分离新的天然活性化合物成

为了开发新农药的重要途径（ 郑和斌等，$%%"）。植

物源农药具有广谱、低毒、安全等优点，自然界许多

植物中都含有杀螨活性物质，因此植物源杀螨剂的

研究开发成为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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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戟狼 毒（ !"#$%&’() *(+,$-&().)）又 名 猫 眼 草，

是大戟科大戟属的一种有毒植物，多年生草本植物，

长于草原、向阳山坡，产东北、华北，有广大的生长面

积，资源充足。目前，对大戟狼毒的研究在医药（ 江

苏新医学院，$%&"）和杀虫方面都有报道，徐德昌等

（ ’((!）用 大 戟 狼 毒 根 乙 醇 提 取 物 对 甘 蓝 夜 盗

（/)&)0$&) ’&)++(,)-）进 行 室 内 杀 虫 试 验；顾 雅 静 等

（’(()）对其杀螨 活 性 进 行 了 初 步 研 究。 为 了 全 面

了解大戟狼毒对农业有害生物的作用特点，本文系

统测定了大戟狼毒不同部位提取物对朱砂叶螨卵和

雌成螨的触杀活性，并进一步进行了系统的分离提

纯，为经济、安全、有效的新型杀螨剂的开发提供理

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 $# 供试材料 # 试验所用大戟狼毒采山西省沁

水县中 村 镇（) 月 ），按 植 物 的 不 同 部 位 进 行 采 集

（ 根，茎，叶），将采集的各部分植物材料洗净后在室

内阴干（ 约 ’+ , ），放 入 恒 温 箱 内（!( - !+ , ）烘

干，磨碎，过 "( 目筛，放入冰箱中储藏备用。

朱砂叶螨为室内饲养的敏感品系：养虫室的温

度（’+ . $）, ，相 对 湿 度（+( . $(）/ ，光 照（ 0 1 2）

为 $& 31 " 3。

$* $* ’ # 化学药品 # 石油醚、三氯甲烷、甲醇、硅胶、

吐温 4 &(、石英砂。

$* $* 5# 主 要 仪 器 # 可 裁 剪 型 硅 胶 板、便 携 式 荧 光

灯、678 4 2 循 环 水 式 真 空 泵、薄 层 层 析 展 开 缸、双

目立体显微镜（$"( 9 ）、:; 4 +’< 旋转蒸发仪、层析

柱、$)(’ 4 =>& 型电子天平。

!" $# 提取与分离方法

$* ’? $ # 提取方法 # 采用冷浸法：准确称取一定量

的植物干粉，装入广口瓶内，加入干粉 + 倍量的有机

溶剂（ 石油醚、氯 仿、甲 醇），室 温 下 分 别 浸 提 5 次，

每 次 5 - + 天，减 压 浓 缩，合 并 5 次 的 提 取

物，称量。 # #
$* ’? ’# 活性成分的分离

$）萃取 分 离 # 采 用 液 4 液 分 配 法 # 室 内 生 测

结果表明：大戟狼毒根石油醚提取物（!1 *(+,$-&().)
@ABCDEAFG AB3AC AHBCIJB，;K>;）生物活性最强，因此，

对其进一步分离纯化。称取大戟狼毒根石油醚提取

物 + L，用 $( 倍量的氯仿溶解，装入分液漏斗中，依

次用石油醚、甲醇、水 5 种溶剂各萃取 5 次，分别合

并萃取液，减压浓缩至稠膏状，称量。

’）柱层析分离 # 采用 常 压 柱 层 析 法。取 萃 取

物 ) L 用少量 初 始 洗 脱 液 使 之 充 分 溶 解，待 柱 内 溶

液表面距硅胶表面 $ JG 左右时，用吸管将待分离物

质沿柱内壁均匀地加入，等需分离物质移动到硅胶

表面以下时，覆盖一层石英砂，然后依次用不同极性

的洗脱液淋柱。

洗脱 液 的 流 速 为 每 秒 5 - ! 滴，每 流 分 收 集

+( G0，共得流分 ’&) 个，经薄层层析（M0<）后，置于

荧光检测灯（’+!，5+" NG）下检测，做好标记。将相同

成分者合并，最终得到流分 $" 个。将 $" 个流分减压

浓缩后，进行生物活性测定，确定活性成分所在部位。

!" %# 生物活性的测定

$* 5* $# 触杀作用# 玻片浸渍法（KOP，$%&(）：用双面

胶带纸将健康活泼、大小一致的雌成螨背部向下粘于

载玻片的一端，并在解剖镜下剔除死亡或受伤个体，

保证每玻片叶螨数为 5( 头，在药液中浸 + Q 后取出，

用滤纸轻轻吸掉浮药，于 ’! 3 后观察其死亡情况，接

触动者为活，不动者为死，计算校正死亡率。

$* 5* ’# 杀卵作用 # 叶片残毒法（ 朱丽梅等，’((’）：

采 集 新 鲜 的 苹 果（ 2)3"+ #"4(3)）叶 片，叶 柄 截 去

(? + JG，并在叶柄上包上湿棉球，放 在 水 培 养 台 上，

每片叶片接雌成螨 ’( 头，置于（’+ . $）, 下任其产

卵’! 3，去除雌成螨，检查记录卵粒数后，置于 ’+ ,
恒温培养箱中，当 卵 龄 达 到 5" - !& 3 时 进 行 测 定，

将带卵的叶片浸入各处理药液 + Q，然后放在吸水纸

上阴干，放回水培养台上，待对照组卵孵化并发育至

若螨阶段，约 $’( 3 后检查统计各处理死亡率。

!" &# 分析方法

将所得数 据 用 KRNNAS 机 率 分 析 法 求 出 毒 力 回

归式，并对该方程式进行卡方适合性检验。当回归

式符合实际情况后，求出 0<+( 以及 0<+( 的 %+/ 置信

限。所有数据采用 ;T<;0 和 6>66 软件处理。

’# 结果与分析

$’ !# 最佳活性部位及提取物的确定

从表 $ 可以看出，用 5 种极性递增的溶剂分别

对大戟狼毒各部分进行提取，提取率随着溶剂极性

的增强而提高，大戟狼毒 5 个部位不同溶剂提取率

由高到低依次为甲醇 U 氯仿 U 石油醚，且甲醇与其

他 ’ 种溶剂提取率之间差异显著。

将大戟狼毒各部分不同溶剂提取物配制成质量

浓度为 ! 和 $ GL·G0 4 $ 的溶液对卵和成螨进行生物

活性测定（ 表 ’），根和茎的石油醚提取物对朱砂叶

螨的卵和雌成螨有较高的触杀活性，’! 3 后校正死

亡 率 分 别 为 ++? ’$/ 和 +’? )5/ ， +5* &5/ 和

!"? $%/ ，与其他提取物相比差异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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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大戟狼毒各部位不同溶剂提取物的状态和提取率!

#$%& !" #’( ()*+$,*’- -’$.( $/0 *’( ()*+$,* +$*( 12 !" #$%&’()$*+*’- 0322(+(/* .$+*-

部位 #$%& 溶剂 ’()*+,& 提取物状态 -.&%$/&0 01$2+ 提取率! -.&%$/& %$&+ 3 4

石油醚 #+&%()+56 +&1+% 固体 ’()78 9: ;9</=>?
根 @((& 氯 ! 仿 ?1)(%(A(%6 固体 ’()78 "B C"/>?

甲 ! 醇 D+&1$,() 固体 ’()78 9C: EF$<=>
石油醚 #+&%()+56 +&1+% 固体 ’()78 9: EF/?

茎 ’&+6 氯 ! 仿 ?1)(%(A(%6 固体 ’()78 G: "H/>?
甲 ! 醇 D+&1$,() 膏状 #$0&+ IJ: FE$<=>?
石油醚 #+&%()+56 +&1+% 固体 ’()78 G: CI/>?

叶 K+$A 氯 ! 仿 ?1)(%(A(%6 固体 ’()78 H: GH</=>?
甲 ! 醇 D+&1$,() 膏状 #$0&+ 9IB ;J $=

! ! !小写字母、大写字母分别表示 CB CI，CB CJ 差异显著水平，下同。! L CB CJ（ 06$)) )+&&+%），! L CB CI（ /$27&$) )+&&+%），&1+ 0$6+ <+)(MB

表 4" 大戟狼毒各部位不同溶剂提取物对朱砂叶螨不同虫态的生物活性!

#$%& 4" #’( 51+*$63*7 12 ," &$++*-*)$+.% ,1/*$,*3/8 93*’ *’( 0322(+(/* ,+:0( ()*+$,*- 12 !" #$%&’()$*+*

虫态 ’&$&+ 部位 #$%& 溶剂 ’()*+,& 死亡率 D(%&$)7&N 3 4 校正死亡率 =8O50&+8 6(%&$)7&N 3 4

石油醚 #+&%()+56 +&1+% JF: GF P I: HF$= JJ: 9I P 9: CI$=
根 @((& 氯 ! 仿 ?1)(%(A(%6 9I: F9 P ": G;$= IH: "; P ": J;$<=

甲 ! 醇 D+&1$,() E: HI P C: JG<> E: "F P C: F9$<=
石油醚 #+&%()+56 +&1+% JJ: II P 9: JF$= J": ;" P 9: F"$=

卵 -QQ 茎 ’&+6 氯 ! 仿 ?1)(%(A(%6 F: EE P C: "F<> G: II P C: "E<=
甲 ! 醇 D+&1$,() G: II P C: "E<> F: GI P C: IJ<=
石油醚 #+&%()+56 +&1+% IC: ;F P I: GF<> ;: "I P I: JC$<=

叶 K+$A 氯 ! 仿 ?1)(%(A(%6 ;: ;G P C: IJ<> F: 9" P C: IJ<=
甲 ! 醇 D+&1$,() E: II P C: E;<> G: GF P C: ;C<=
石油醚 #+&%()+56 +&1+% JF: E; P 9: HE$= J9: E" P ": 9J$=

根 @((& 氯仿 ?1)(%(A(%6 IJ: FI P C: FE8R E: EC P C: E"/?
甲醇 D+&1$,() IG: FG P C: HH8R F: FG P I: C;/?
石油醚 #+&%()+56 +&1+% GE: E; P C: "9<> GF: IH P C: ""$=

成螨 =85)& 茎 ’&+6 氯仿 ?1)(%(A(%6 9F: JF P I: ;I/? 9G: "G P I: ;F<>?
甲醇 D+&1$,() I": EE P C: "J8R II: IF P C: "E/?
石油醚 #+&%()+56 +&1+% G": E9 P I: IJ<> ";: ;H P I: 9G$=>

叶 K+$A 氯仿 ?1)(%(A(%6 99: ;H P C: ;F/?R IF: 9H P C: HG</?
甲醇 D+&1$,() 9G: GJ P I: H9/? IE: H; P 9: C;</?

! ! !每种试剂测试浓度均为卵 G 6Q·6K S I ，成螨 I 6Q·6K S I ，" 次重复，对照为 I4 吐温 ;C 溶液；表中同列数据后字母相同者表示经 RD@T
法检测差异不显著，下同。T1+ /(,/+,&%$&7(,0 (A +.&%$/&0 M+%+：+QQ G 6Q·6K S I ，$85)& I 6Q·6K S I B -*+%N &%+$&6+,& 1$0 &1%++ %+2)7/$&7(,0 $,8 /(,&%()
0()5&7(, M$0 M$&+% M7&1 I4 &M++, ;C: D+$, *$)5+0 7, +$/1 /()56, M7&1 &1+ 0$6+ )+&&+% $%+ ,(& 07Q,7A7/$,&)N 87AA+%+,& <N RD@TB T1+ 0$6+ <+)(MB

! ! 将大戟狼毒根和茎石油醚提取物配成 J 个不同

质量浓度（G，9，I，C: J，C: 9J 6Q·6K S I ），测定其对朱

砂叶螨的触杀活性（ 表 "），大戟狼毒根石油醚提取

物对朱砂叶 螨 卵 和 成 螨 的 K?JC 分 别 为 "B GII 9 和

C: EHE J 6Q· 6K S I ，茎 为 9: ;HJ I 和 C: ;JH 9
6Q·6K S I ，根石油醚 提 取 物 比 茎 石 油 醚 提 取 物 对 成

螨有较好的生物活性。所以，选用大戟狼毒根石油

醚提取物作进一步的萃取。

表 ;" 大戟狼毒不同部位石油醚提取物对朱砂叶螨各虫态的触杀活性!

#$%& ;" #’( 51+*$63*7 12 ," &$++*-*)$+.% ,1/*$,*3/8 93*’ *’( .(*+16(:5 (*’(+ ()*+$,*- 12 !" #$%&’()$*+*

部位 #$%& 虫态 ’&$&+ 毒力方程 @+Q%+007*+ +U5$&7(, K?JC 3（6Q·6K S I ） 相关系数 " HJ4 置信限 HJ4 ?K

根 @((&
卵 -QQ # L G: ICI F V I $ F;J ;% "B GII 9 C: HH; I 9: EIJ H W G: FGI ;
成螨 =85)& # L J: I"G E V IB "EC E% C: EHE J C: H;G 9 C: F"J H W IB CJH F

茎 K+$A
卵 -QQ # L G: 9JE G V IB FC; J% 9: ;HJ I C: HHH C 9: "FF E W "B EEE "
成螨 =85)& # L J: IC" C V IB JF" I% C: ;JH 9 C: HFE G C: F;H F W IB IGI J

! ! !每种试剂为 J 个浓度，每个处理重复 " 次，对照为 I4 吐温 ;C 溶液。-*+%N +.&%$/& 0()5&7(, 1$8 A7*+ /(,/+,&%$&7(,0 %+02+/&7*+)N M17/1 M+%+
%+2)7/$&+8 &1%++ &76+0 $,8 /(,&%() 0()5&7(, M$0 M$&+% M7&1 I4 &M++, ;C:

4< 4" 最佳萃取物的确定

采用液 S 液分配法对大戟狼毒石油醚提取物进

一步萃取，对萃取物生物活性测定结果见表 G 和表 J。

从表 G，J 可知，石油醚萃取率与氯仿和甲醇萃取率之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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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明显差异（! $ %& %’），萃取率依次为石油醚 (
氯仿 ( 甲醇。且从对朱砂叶螨卵及成螨的触杀活性

来看，石油醚对朱砂叶螨的卵和成螨 )! * 后的校正

死亡率分别达到 "%& !"+ 和 "!& ,%+ ，高于其他萃 取

物的校正死亡率，可见，石油醚是 - 种溶剂中提取和

萃取大戟狼毒根有效活性成分的最佳溶剂。

将大戟狼毒根石油醚萃取物用对半稀释法配成

. 个不同梯度浓度（!，)，’，%& .，%& ). /0·/1 2 ’ 和 ’，

%& .，%& ).，%& ’).，%& %") . /0·/1 2 ’ ），测定其对朱砂

叶螨卵和成螨的触杀活性，求出毒力回归方程及致

死中量（13.% ）见 表 "。从 表 " 可 以 看 出，石 油 醚 萃

取物对 成 螨 有 较 高 杀 螨 活 性，其 13.% 为 %& "4- "
# # # #

表 !" 液 # 液分配法对大戟狼毒根石油醚提取物

初步分离效果

$%&’ !" $() *+,-+./*+,-+.（*/*）)012%31+45 2)6-71 48

9)1247)-: )1()2 )012%31 48 !" #$%&’()$*+* 2441
溶剂

56789:;
萃取物状态

<=;>?@; A*?B9
萃取率

<=;>?@; >?;9 C +

石油醚 D9;>679E/ 9;*9> 固体 567FG "%& !- H %& -?I
氯仿 3*76>6J6>/ 固体 567FG )’K ". H %& -LM
甲醇 N9;*?:67 固体 567FG ’,& !) H %& -LM

/0·/1 2 ’ ，并 且 也 有 一 定 的 杀 卵 效 果，13.% 达 到 了

)& 4-! - /0·/1 2 ’ 。这表明大戟狼毒根石油 醚 萃 取

物具有很好的杀螨活性。因此，石油醚萃取物为最

佳萃取物。

表 ;" 各萃取物对朱砂叶螨各虫态的生物活性!

$%&’ ;" $() :421%7+1< 48 ," &$++*-*)$+.% 3451%31+5= >+1( .+88)2)51 */* )012%316
虫态 5;?;9 萃取物 1O1 9=;>?@; 死亡率 N6>;?7F;P C + 校正死亡率 IGQEA;9G /6>;?7F;P C +

石油醚萃取物 D9;>679E/ 9;*9> B?>; 6J 1O1 9=;>?@;F6: "’& ." H %& 4.?I "%& !" H %& 4,?I
卵 <00 氯仿萃取物 3*76>6J6>/ B?>; 6J 1O1 9=;>?@;F6: ’.& . H !& "’?I ’-& %R H !& 4.?I

甲醇萃取物 N9;*?:67 B?>; 6J 1O1 9=;>?@;F6: ))& R, H ’& 4%?I )%& 4, H ’& 4!?I
石油醚萃取物 D9;>679E/ 9;*9> B?>; 6J 1O1 9=;>?@;F6: ",& ’. H -& )4?I "!& ,% H -& "’?I

成螨 IGE7; 氯仿萃取物 3*76>6J6>/ B?>; 6J 1O1 9=;>?@;F6: ."& 4, H )& R4?I .)& )- H -& )R?I
甲醇萃取物 N9;*?:67 B?>; 6J 1O1 9=;>?@;F6: )%& "! H ’& ’’?M ’,& -4 H ’& ’!?M

# # !每种试剂测试浓度：卵为 ! /0·/1 2 ’ ，成螨为 ’ /0·/1 2 ’ ，- 次重复，对照为 ’+ 吐温 ,% 溶液。S*9 @6:@9:;>?;F6:A 6J 9=;>?@;A T9>9：900 !
/0·/1 2 ’ ，?GE7; ’ /0·/1 2 ’ & <?@* ;>9?;/9:; T?A >9B7F@?;9G J6> ;*>99 ;F/9A ?:G @6:;>67 A67E;F6: T?A T?;9> TF;* ’+ ;T99: ,%&

表 ?" 石油醚萃取物对朱砂叶螨不同虫态的触杀活性!

$%&’ ?" $() :421%7+1< 48 ," &$++*-*)$+.% 3451%31+5= >+1( 9)1247)-: )1()2 9%21 48 */* )012%31+45
虫态 5;?;9 毒力方程 U90>9AAF89 9VE?;F6: 13.% C（/0·/1 2 ’ ） 相关系数 " R.+ 置信限 R.+ 31
卵 <00 # W !& -.R . X ’ $ !"4 %% )& 4-! - %& R,4 ’ )& ’’4 ’ Y -K R%, "
成螨 IGE7; # W .& .-R ! X -K ’!- "% %& "4- " %& ,,- R %& ,," " Y )& -R, .

# # !萃取物溶液设 . 个浓度，每个处理重复 - 次，对 照 为 ’+ 吐 温 ,% 溶 液。<=;>?@; A67E;F6: *?A JF89 @6:@9:;>?;F6:A T*F@* T9>9 >9B7F@?;9G ;*>99
;F/9A ?:G @6:;>67 A67E;F6: T?A T?;9> TF;* ’+ ;T99: ,%&

@A B" 最佳流分的确定

采用常压柱层析对大戟狼毒根石油醚萃取物进

行分离，共得到流分 ),4 个，经 S13 检测后，相同成

# # # #

分合并得到 ’" 个流分。将这 ’" 个流分分别配成质

量浓度为 ’ /0·/1 2 ’ 的溶液，对朱砂叶螨卵及成螨

进行生物活性测定，结果见表 4。从表中可以看出，

# # # #表 C" 石油醚萃取物各流分对朱砂叶螨的触杀活性!

$%&’ C" $() :421%7+1< 48 ," &$++*-*)$+.% 3451%31+5= >+1( .+88)2)51 82%31+456 48 9)1247)-: )1()2 9%21 48 */* )012%31+45
流分

Z>?@;F6:
提取率

<=;>?@; >?;9 C +
校正死亡率 IGQEA;9G /6>;?7F;P C +

卵 <00 成螨 IGE7;
’（’ Y .） -& ,R .& )! H %& ).9< ",& .R H ’& %’?LIM
)（"） ’& -- ’.& 44 H -& ’RG9M3<[ "’& "- H .& 4"?L@IM3
-（4 Y R） %& 4, ’R& %. H !& %)@G9M3[< -’& ’) H ’& !.G9J3[<
!（’% Y ’,） %& "- ’!& R% H ’& %,93[< ),& 4’ H ’& R,G9J3[<
.（’R Y .R） %& .. ’!& -! H -& %’93[< )4& -4 H .& -4G9J3[<
"（"% Y ,’） %& R’ -"& ’4 H ’& -"?IM )"& ,) H .& )"G9J3[<
4（,) Y ’%%） .& -R -%& .% H -& RR?L@GIM3[ -%& ,) H 4& 4-G9J3[<
,（’%’ Y ’’’） -& !" !& 4, H %& ."9< !%& ", H )& ",@G9JM3[<
R（’’) Y ’-"） )& RR .& R% H %& "-9< ’"& %" H )& !,J<
’%（’-4 Y ’!"） -)& 44 -.& "% H !& -,?IM3 ’-& !. H )& R,@G9M3[<
’’（’!4 Y ’"’） -%& %’ ""& -- H %& )-?L@IM3 ,!& "4 H ’& 4.?I
’)（’") Y ’,’） )& ’" !)& .! H ’& ’!?I .’& !% H .& ’-L@GM3[
’-（’,) Y )))） )& -) -!& -4 H %& R.?LIM3 R& !’ H )& )49J[<
’!（))- Y )!)） )& ’’ ’R& 4, H !& !’L@G9M3[< 4& .. H )& -’9J[<
’.（)!- Y )"!） ’%& ’" ’’& -’ H -& R!9[< )R& )’ H )& %.G9J3[<
’"（)". Y ),4） %& !4 ,& ’" H ’& ,"9< -%& ,) H 4& 4-G9J3[<

# # !每种试剂浓度均为 ’ /0·/1 2 ’ ，- 次重复，对照为 ’+ 吐温 ,% 溶液。S*9 @6:@9:;>?;F6: 6J 989>P J>?@;F6: T?A ’ /0·/1 2 ’ ?:G 989>P A67E;F6:
T?A >9B7F@?;9G J6> ;*>99 ;F/9AK S*9 @6:;>67 A67E;F6: T?A T?;9> TF;* ’+ ;T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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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的 死 亡 率 在 #$% 以 上 的 只 有 流 分 &&，达 到

’’( ""% ；成螨死亡率达到 #$% 以上的有流分 &，)，

&&，&)，分别为 ’*( #+% ，’&( ’"% ，*,( ’-% ，#&. ,$% ，

其中以流分 && 的效果最好；从提取率来看，流分 &&
也比较高。综合来看，无论从提取率还是对卵和成

螨的触杀活性，均以流分 && 的效果最佳。

用对半稀释 法 将 流 分 &&，简 称 /01/ 2 &&（ !"

#$%&’()$*+* 34567849: 45;46 4<56=>5）分 别 配 成 # 个 不

同浓度对朱砂叶螨进行生测，毒力回归方程及致死

中量（?@#$ ）见表 *。从表 * 可以看出，/01/ 2 && 对

朱砂叶螨成螨有较好的触杀活性，?@#$ 达到 $( ,)" ,

:A·:? 2 & ，对 卵 有 一 定 的 触 杀 活 性，?@#$ 为 )( )#’ *

:A·:? 2 & 因此，确定 /01/ 2 && 为最佳流分。

表 !" #$%# & ’’ 对朱砂叶螨的触杀活性!

()*+ !" (,- ./01)2314 /5 !" #$%%&’&($%)* 6/71)61378 931, #$%# & ’’

虫态 B5=54 毒力方程 C4A64DDEF4 4G9=5E7H ?@#$ I（:A·:? 2 & ） 相关系数 ) +#% 置信限 +#% @?

卵 /AA , J ,( ,’$ & K &. #)- "- )( )#’ * $( +*- ’ &. *+* - L )( -+* &
成螨 MN985 , J #( ’") ’ K &. ’+, +- $( ,)" , $( +-+ $ $( ",, - L $( ##$ "

! ! !该流分有 # 个浓度，每个处理重复 " 次，对照为 &% 吐温 *$ 溶液。/01/ 2 && D7895E7H ;=N OEF4 >7H>4H56=5E7HD P;E>; P464 6438E>=54N O76 5;644
5E:4D =HN >7H5678 D7895E7H P=D P=546 PE5; &% 5P44H *$(

"! 结论与讨论

目前，对大戟狼毒的研究在医药方面 较 多。狼

毒大戟为大戟科狼毒大戟的干燥根，为中药狼毒的

来源之一，临 床 用 于 治 疗 肿 瘤、结 核 病 和 皮 肤 病 等

（ 刘文粢等，)$$&）。其中所含黄酮类成分具有多种

生理活性，例如：扩张冠状血管、降低胆固醇、降低血

管脆性、止咳、平 喘、祛 痰、抗 菌、消 炎 等 作 用（ 刁 幼

林等，)$$&），为土农药的历史也已久远。本文研究

了大戟狼毒的杀螨活性。其中流分 && 对卵和成螨

都有 较 高 的 触 杀 活 性，), ; 校 正 死 亡 率 分 别 达 到

’’( ""% 和 *,( ’-% 。 ?@#$ 分 别 为 )( )#’ * 和

$( ,)" , :A·:? 2 & 。研 究 发 现，用 /01/ 2 && 处 理 成

螨后，整个身体肿胀，体表光滑，部分螨的胴部内含

物外泄，而且药剂对不同螨态的作用效果不同，造成

这种差异，可能与朱砂叶螨各螨态的生理生化代谢

和体表结构不同有关，需进一步研究其作用方式和

生化机制。

对于大戟狼毒化学成分的研究，国外报道其中

含有甾醇、氨基酸（ 熊莹，&++$；邢有权，&++$），近年

国内又发现了一些成分，辽宁中医学院刘桂芳等从

大戟狼毒中分离出 * 种化合物（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黑龙江大学邢有权等又从中分离

出邻 苯 二 甲 酸 二 酯（ 阚 毓 铭，&+** ）。 张 彦 龙 等

（)$$)）首次 从 大 戟 狼 毒 中 分 离 出 极 微 量 化 学 成 分

"，-，&& 2 十三烯酸 2 ,，*，&) 2 三甲基甲酯。马晴高

等人对大戟狼毒羽扇豆醇乙酯和没食子酸进行分离

鉴定（ 刘 文 粢 等，)$$"）。 其 中 大 戟 狼 毒 内 的 狼 毒

素，狼毒碱等具有杀虫活性。到目前为止，大戟狼毒

的杀螨活性成分分离还处于初级阶段，药剂对朱砂

叶螨作用的活性物质是否是以上分离出的化合物或

狼毒素，还需进一步的分离纯化和结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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