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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采用半叶枯斑法和烟草病害分级标准，对抗 TMV的活性植物进行筛选，系统测定了艾蒿、板蓝根、柴胡等

24种植物的粗提取物对烟草花叶病毒（TMV）的抑制效果，包括体外钝化 TMV作用、抑制 TMV初侵染；并采用盆栽法，

研究植物粗提取物对烟草花叶病的保护和治疗作用等。试验表明，银杏、栀子、商陆、赤芍等植物粗提取物的综合防治效果

较好，有进一步开发和利用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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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screening of plants inhibiting Tobacco Mosaic Virus (TMV) activity was achieved under the disease 
measuring standard with half leaf lesion experiment. Botanical extracts were obtained from 24 kinds of plants, including Artemisia 
Argyi, Radix Isatis, Bupleurum, etc, and their inhibiting effect on TMV activity were tested by passive activation of TMV in vitro 
and inhibiting TMV primary infection. Pot experiment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on and therapeutic effect of viru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bstracts from ginkgo, gardenia, phytolacca and red peony root had great inhibiting effect on TMV, which is 
promising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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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花叶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TMV）

是烟草花叶病毒属（Tobamovirus）的单链 RNA

（ssRNA）病毒，侵染烟草后，会引起普通烟草花

叶病，对烟草产区造成严重影响[1]。就目前而言，

尚无理想药剂能有效预防普通烟草花叶病[2]。植物

提取物抗病毒物质具有安全、有效、毒害作用低等

特点，适于开发抗病毒药剂。本试验选取 24 种植

物材料，制备粗提物，系统测定其对 TMV 的抑制

效果[3-4]，主要包括体外钝化 TMV 作用、TMV 初

侵染抑制和对烟草花叶病的保护和治疗作用，为进

一步开发植物源农药提供依据[5]。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供试烟草品种   病毒枯斑寄主为心叶烟

（Nicotiana glutinosa L.），病毒系统侵染寄主为普

通烟（Nicotiana tabacum L.），品种为 K326，由湖

南农业大学烟草基地提供。 

1.1.2  供试毒源  室内供试毒源为 TMV，由中国

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提供，保存于普通烟的

烟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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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供试植物材料  供试植物材料购自湖南省

人民医院药房等药店，部分植物材料采自湖南湘西

地区，一共有 24 种植物材料。据《本草纲目》及

标准参考文献显示，这些植物对人或动物具有一定

的抗病毒效果。 

1.2  方法 

1.2.1  植物粗提物的制备  新鲜的植物根、茎、叶

或果实样品用烘箱 40 ℃烘干后，用中药粉碎机进

行粉碎，已经晒干的中药材则直接用中药粉碎机粉

碎[6]。粉碎成粉末后，用溶剂浸渍法提取植物有效

成分，在室温下加入样品量的 6 倍的分析甲醇

（V/M），浸泡 72 h，期间不断搅拌，使其充分溶解。

然后用布氏漏斗过滤，再用旋转蒸发仪水浴浓缩获

得提取物，提取物为膏状物，置于 4 ℃冰箱保存[7]。

天然植物提取物供试药剂均由提取的膏状物样品

配置。 

1.2.2  接种液的制备  剪取新鲜的带 TMV 病毒的

烟叶，按一定比例加入 PBS缓冲液（0.01 mol/L，

pH 7.2）加入 500目的石英砂少许，研磨得匀浆，

用 4 层纱布过滤掉残渣得病毒原液备用[8]。其浓度

采用剪取新鲜的质量（mg）与 PBS 缓冲液的体积

（L）比来定义，心叶烟接种浓度为 20 mg/L，普通

烟接种浓度为 50 mg/L。 

1.2.3  植物粗提物室内生物活性测定  体外钝化

作用，选取生长旺盛、健康的 5~6叶期心叶烟，左

半叶接种供试植物提取物与病毒液等体积混合液，

右半叶接种病毒液与 PBS缓冲液等体积混合液（对

照），24种植物提取物的质量浓度均为 1 mg/L，接

种病毒浓度为 20 mg/L，钝化时间分别为 1 h和 2 h，

共 48个处理，3片叶子，重复 3次。采用半叶枯斑

法测定，5 d后统计枯斑数，计算抑制率[9-10]。 

抑制 TMV 初侵染试验，选取生长旺盛、健康

的 5~6叶期心叶烟，左半叶涂抹供试植物提取物，

右半叶涂抹等体积的 PBS缓冲液（对照），分两组，

一组 24 h后，另一组 48 h后，全叶接种病毒液，

24种植物提取物的质量浓度均为 1 mg/L，接种病毒

浓度为 20 mg/L，两组，共 48个处理，3片叶子，

重复 3次，采用半叶枯斑法测定，分别在接种病毒

5 d后统计枯斑数，计算抑制率[11]。 

抑制率（%）=[(对照枯斑数－处理枯斑数)/对

照枯斑数]×100% 

1.2.4  室内防治烟草花叶病试验  选取生长旺盛、

健康的 5~6 叶期普通烟 K326，采用盆栽试验，测

定植物提取物对烟草花叶病的药效，试验分两种方

式，即保护组（喷洒植物提取物 3次后，接种病毒

液）和治疗组（接种病毒液后，植物提取物 3次），

此外还设空白（CK）对照组（只接种病毒液，不喷

洒植物提取物）。采用喷雾法，每 5 d喷洒植物提取

物一次，共 3次，保护组最后 1次喷洒植物提取物

后接种 TMV；治疗组在第 1 次喷洒植物提取物前

接种 TMV。均在接种病毒液后的 14 d和 21 d调查

发病情况，并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每个样 20

株苗，重复 3次，病害分级标准参照烟草花叶病分

级标准[12-13]。病情指数=∑（病级数×病株数）/（最

高病级×各处理总株数）×100；防治效果（%）=（对

照病指－处理病指）/对照病指×100%。 

以上试验于 2011 年 7月 1日至 9月 5日在湖

南农业大学生物防治实验室完成。 

2  结  果 

2.1  植物提取物对 TMV的体外钝化作用 

采用半叶枯斑法测定，植物提取物对 TMV 的

体外钝化作用，结果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24 种植物的提取物对 TMV

均表现一定的钝化作用，但钝化效果有明显的差

别，其中银杏、栀子、商陆、赤芍表现的钝化作用

较强，在体外钝化 2 h的抑制率均在 80%以上。提

取物对 TMV 的钝化效果表现为时间效应，随着钝

化作用时间的延长，对 TMV 的抑制效果也逐渐增

强，如效果比较好的银杏，在钝化 1、2 h后，抑制

率分别为 89.65%、90.31%。 

2.2  植物提取物对 TMV的初侵染抑制作用 

采用半叶枯斑法测定，植物提取物对 TMV 的

初侵染抑制作用，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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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植物提取物对 TMV的体外钝化作用 
Table 1  Inactivation of plant extracts to TMV 

植物提取物 钝化 1 h抑制率/% 钝化 2 h抑制率/% 
艾蒿 18.91 24.24 
板蓝根 48.18 52.22 
柴胡 49.55 50.32 
赤芍 85.41 86.83 
大黄 32.14 35.09 
大青叶 51.18 53.44 
丁香 72.44 73.45 
合欢皮 61.66 62.44 
黄连 70.38 73.08 
黄芪 14.56 18.33 
黄芩 55.81 67.23 
藿香 59.86 60.32 
马齿苋 32.11 41.77 
玫瑰 80.10 82.57 
佩兰 10.15 12.45 
蒲公英 10.63 12.98 
商陆 83.22 84.56 
苏叶 50.86 55.23 
无花果 14.35 15.23 
鸦胆子 68.97 72.76 
银杏 89.65 90.31 
柚子 50.08 53.44 
鱼腥草 20.34 25.32 
栀子 88.70 90.02 

注：表中数据均为 3次重复的平均值，下同。 
 

表 2  植物提取物对 TMV初侵染抑制作用 
Table 2  Inhibiting infectivity of plant extracts to TMV 

植物提取物 
初侵染 24 h 
抑制率/% 

初侵染 48 h 
抑制率/% 

艾蒿 13.44 15.83 
板蓝根 27.27 34.43 
柴胡 29.39 31.54 
赤芍 68.32 70.23 
大黄 15.37 16.78 
大青叶 34.65 36.78 
丁香 45.44 48.90 
合欢皮 36.89 37.45 
黄连 48.12 51.67 
黄芪 7.84 8.23 
黄芩 42.56 43.32 
藿香 41.32 42.78 
马齿苋 27.76 29.36 
玫瑰 46.88 47.89 
佩兰 5.13 6.18 
蒲公英 6.34 7.12 
商陆 68.34 70.23 
苏叶 30.23 31.22 
无花果 7.24 7.91 
鸦胆子 52.33 53.45 
银杏 80.21 82.33 
柚子 26.98 27.67 
鱼腥草 9.26 9.78 
栀子 78.12 79.23 

 
从表 2可以看出，24种植物的提取物均表现出

了对 TMV 的初侵染抑制作用，但抑制效果有明显

差别，且同一植物提取物涂抹后 24 h和 48 h接种

病毒的抑制作用较为接近，时间效应不明显。与体

外钝化效果相比，同一植物提取物对 TMV 的初侵

染抑制作用较体外钝化的抑制效果总体上来说会

略微弱一点，比如银杏提取物对 TMV 的初侵染抑

制作用，24 h和 48 h后接种病毒液，抑制率分别为

80.21%、82.33%，比体外钝化 2 h的抑制率（90.31%）

微低。 

2.3  室内防治烟草花叶病试验 

植物提取物对烟草花叶病的保护作用，结果见

表 3。 

表 3  植物提取物对烟草花叶病的保护作用 
Table 3  Protection effect of plant extracts on TMV 

接种病毒液 14 d  接种病毒液 21 d 
植物提取物 病情 

指数 
防治 
效果/% 

 
病情 
指数 

防治 
效果/% 

艾蒿 22.82 18.25  38.24 11.36 
板蓝根 20.12 34.71  35.13 22.86 
柴胡 20.27 21.33  34.16 17.68 
赤芍 8.67 68.20  17.24 47.33 
大黄 22.03 32.01  35.12 18.25 
大青叶 16.52 38.17  30.14 29.16 
丁香 12.10 53.83  24.34 42.71 
合欢皮 13.25 49.52  22.41 40.21 
黄连 11.38 54.52  23.12 43.76 
黄芪 23.42 16.73  39.14 11.26 
黄芩 15.34 42.14  27.78 38.71 
藿香 16.23 40.12  28.87 36.12 
马齿苋 21.91 33.31  34.21 20.15 
玫瑰 9.25 63.23  19.13 46.78 
佩兰 24.12 14.73  40.74 10.23 
蒲公英 25.02 12.71  41.34 9.13 
商陆 8.54 75.23  18.76 46.33 
苏叶 18.54 36.87  32.34 28.16 
无花果 24.04 15.23  40.14 11.92 
鸦胆子 9.14 62.13  17.32 47.33 
银杏 6.32 75.23  15.65 50.11 
柚子 18.34 36.27  32.14 27.26 
鱼腥草 23.02 18.72  38.34 13.31 
栀子 7.12 74.33  16.66 48.14 

 
从表 3可以看出，植物提取物对烟草花叶病均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其中，商陆和栀子表现的保护

作用较明显，在接种病毒液 14 d后，防治效果分别

达到 75.23%、74.33%。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都存在

时间效应，随时间的递增病情指数上升，防治效果

下降。 

植物提取物对烟草花叶病的治疗作用，结果见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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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植物提物对烟草花叶病的治疗作用 
Table 4  Remedial effect of plant extracts on TMV disease 

接种病毒液 14 d  接种病毒液 21 d 
植物提取物 病情 

指数 
防治 
效果/% 

 
病情 
指数 

防治 
效果/% 

艾蒿 42.48 19.45  71.38 11.68 
板蓝根 37.18 40.83  64.96 26.58 
柴胡 37.28 23.49  63.12 19.74 
赤芍 14.38 84.43  29.28 58.29 
大黄 40.91 37.33  64.98 20.25 
大青叶 29.68 45.31  54.68 34.78 
丁香 21.24 65.79  43.18 52.33 
合欢皮 23.34 60.16  39.42 49.79 
黄连 19.16 66.66  40.84 53.68 
黄芪 43.78 17.19  72.78 11.48 
黄芩 27.51 50.52  50.26 47.23 
藿香 29.30 47.26  52.34 43.56 
马齿苋 40.36 39.73  63.22 22.95 
玫瑰 15.64 77.69  32.96 57.14 
佩兰 45.58 14.19  76.58 10.09 
蒲公英 46.93 12.23  77.38 8.69 
商陆 13.21 85.82  32.42 57.98 
苏叶 33.82 43.71  59.38 33.48 
无花果 44.93 15.59  74.88 12.96 
鸦胆子 15.12 76.39  29.34 58.39 
银杏 9.38 93.59  26.23 61.93 
柚子 33.42 42.91  58.98 32.38 
鱼腥草 42.85 20.16  71.28 14.13 
栀子 11.28 92.39  28.12 59.32 

 
从表 4可以看出，植物提取物对烟草花叶病有

一定的治疗作用，防治效果明显好于保护作用。其

中，喷洒银杏提取物的烟草植株在接种病毒液 14 d

后的治疗效果可达 93.59%。 

3  讨  论 
本试验研究表明，供试的 24 种植物提取物对

TMV均具有一定的钝化作用，对 TMV初侵染抑制

效果略差。其中以银杏、栀子、商陆、赤芍等植物

提取物的效果较好，其体外钝化效果明显高于 TMV

初侵染的抑制作用。室内盆栽试验也表明，以银杏、

栀子、商陆、赤芍等植物提取物对烟草花叶病的保

护和治疗效果比较明显。从本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银杏、栀子、商陆、赤芍等提取物对烟草花叶病毒

（TMV）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面对日趋严重的烟草花叶病带来的危害，抗病

毒药剂的研发面临新挑战，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

运用基因工程技术开发转基因抗病品种、弱毒疫苗

等仍不成熟，且存在一定争议。而传统的抗病毒制

剂往往对植物有毒害、高副作用。植物提取物抗病

毒的效果已经大部分研究证实，植物提取物治疗效

果不亚于化学合成制剂，一般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

残留毒性问题，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14]。如果能在

研究单一植物提取物对烟草花叶病毒（TMV）抑制

作用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抗病毒有效成分，并运

用中药复方理论，对效果较好的植物提取物按比例

进行复配，开发出更稳定、高效、可供农业生产上

实际应用的植物源农药，那其应用前景就更广阔，

使用价值就更加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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