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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活性追踪下，采用柱层析分离多花木蓝籽石油醚提取物中的抑菌活性物质。采用生长速率法和牛津杯法，选

取稻瘟病菌、辣椒枯萎病菌、油菜菌核病菌、梨黑星病菌为测试真菌，青枯菌、大肠杆菌、金黄葡萄球菌、绿脓杆菌、枯

草芽胞杆菌为测试细菌，测试了一级柱层析各流分的抑菌活性，测试结果显示：Ａ４和Ａ５流分对所有测试菌均具

有一定的抑菌活性，对梨黑星病菌的抑制作用最好，抑制率分别达到７７．６６％和７４．６７％；对青枯菌的抑菌圈最大，

分别为１．３７ｃｍ和１．６６ｃｍ。分离出２个活性化合物，经１３Ｃ、１ＨＮＭＲ波谱方法鉴定，为ＢａｌａｎｓｅｎａｔｅⅠ、Ⅱ，为首次

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生测结果显示２个化合物具有较低的抑菌活性，其对金黄葡萄球菌活性最好，但最小抑菌浓

度（ＭＩＣ）和最小杀菌（ＭＢＣ）浓度均只为２５０ｍｇ／Ｌ和５００ｍ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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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虫草鼠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

故农药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生产资料，我国

则已成为农药生产使用的世界第二大国。但是，随

着化学合成农药的使用，农药的负面效应越来越严

重，如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三Ｒ”问题等。

从植物中提取的具有农用活性的化合物与环境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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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好、对非靶标生物安全，可用于解决农业生产中出

现的病虫害等问题［１］，故其研究与开发已经成为研

发新农药的热点之一［２］。

多花木蓝犐狀犱犻犵狅犳犲狉犪犪犿犫犾狔犪狀狋犺犪Ｃｒａｉｂ为豆

科木蓝属植物，别名野蓝枝、马黄消、野绿豆树（罗田）

等，广泛分布于我国南北方各省，生于海拔１０００ｍ以

下山坡或灌丛中［３４］，对土壤要求不严，具有较强的

抗逆性，且未发现有严重的病虫害，是边坡恢复的良

好物种。本实验室报道了多花木蓝籽石油醚提取物

具有良好的抑菌活性，并对其粗提物的化学成分进

行了分析［５］，但具体的抑菌活性物质一直未见报道。

故本文在此基础上，采用活性追踪法，提取分离了多

花木蓝籽中的抑菌活性物质，并鉴定了其化学结构，

测试了其抑菌活性，以期为开发多花木蓝为植物源

抑菌剂奠定理论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１．１．１　植物样品

多花木蓝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采自贵州省草业研

究所独山试验基地，经贵州省中国科学院天然产物

化学重点实验室顾玮副研究员鉴定为本品，阴干

备用。

１．１．２　供试菌株

真菌：稻瘟病菌犕犪犵狀犪狆狅狉狋犺犲犵狉犻狊犲犪（Ｈｅｂｅｒｔ）

Ｂａｒｒｎｏｖ．、辣椒枯萎病菌犉狌狊犪狉犻狌犿狅狓狔狊狆狅狉狌犿、油

菜菌核病菌犛犮犾犲狉狅狋犻狀犻犪狊犮犾犲狉狅狋犻狅狉狌犿（Ｌｉｂ．）ｄｅＢａ

ｒｙ、梨黑星病菌犞犲狀狋狌狉犻犪狆狔狉犻狀犪，均由贵州省中国

科学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提供。

细菌：青枯菌犚犪犾狊狋狅狀犻犪狊狅犾犪狀犪犮犲犪狉狌犿、大肠杆

菌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金黄葡萄球菌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

犪狌狉犲狌狊、绿脓杆菌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枯草芽

胞杆菌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狊狌犫狋犻犾犻狊，均由贵州省中国科学院天

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提供。

１．１．３　培养基

马铃薯土豆培养基（ＰＤＡ）：２０％马铃薯，２％蔗

糖，２％琼脂，水１００ｍＬ，ｐＨ６．０。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ＢＰＡ）：０．５％牛肉膏，１％蛋

白胨，０．５％ＮａＣｌ，水１００ｍＬ，ｐＨ７．０～７．２，２％琼脂。

ＭｕｅｌｌｅｒＨｉｎｔｏｎ肉汤培养基（ＭＨＢ）：牛肉粉

２．０ｇ，可溶性淀粉１．５ｇ，酸水解酪蛋白１７．５ｇ，ｐＨ

７．４±０．２，水１０００ｍＬ。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１．２．１　仪器

ＲＥ５２９９型亚荣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

厂）；ＳＷＣＪ２ＦＤ型超净工作台（苏州净化设备有限公

司）；ＢＩＣ２５０型人工气候箱（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

司）；ＸＨＣ涡旋混合器（上海沪西分析仪器厂）；

ＦＡ２２０４Ｂ万分之一电子天平（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ＡｇｉｌｅｎｔＮＭＲｉｎｏｖａ４００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ＨＰ６８９０／５９７５ＣＧＣ／ＭＳ联用仪（美国安捷伦公司）。

１．２．２　试剂

石油醚（６０～９０℃）、甲醇、氯仿、乙酸乙酯、丙酮、

二甲亚砜（ＤＭＳＯ）均为市售分析纯试剂，薄层层析硅

胶、柱层析硅胶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重蒸水。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提取分离方法

将多花木蓝籽１．０ｋｇ粉碎（过２０目筛），用

５０００ｍＬ石油醚超声提取２ｈ，过滤，滤渣重复用

５０００ｍＬ石油醚提取２次，合并提取液，回收溶剂后

得浸膏１５３．０ｇ。称取１５０ｇ样品进行一级柱层析，硅

胶（１００～２００目），柱层析（８０ｍｍ×１２００ｍｍ），以石

油醚∶二氯甲烷（１０∶０，９∶１，８∶２，７∶３，６∶４，５∶５，０∶１０）

为流动相梯度洗脱，每３００ｍＬ收集１份，ＴＬＣ检

测，合并后得到Ａ１（１．３４５２ｇ）、Ａ２（４．３６５４ｇ）、Ａ３

（１４．３６８４ｇ）、Ａ４（５．３５１０ｇ）、Ａ５（６．３１５２ｇ）、Ａ６

（１８．３２１０ｇ）、Ａ７（３３．２３４１ｇ）、Ａ８（３２．６５１２ｇ）、

Ａ９（５．３２４６ｇ）、Ａ１０（３．６２４５ｇ）、Ａ１１（２．３６９４ｇ）、

Ａ１２（３．３６５４ｇ）、Ａ１３（１．３６５２ｇ）。活性测试结果

显示Ａ４和Ａ５具有抑菌活性，故采用二级柱层析分

离Ａ４和Ａ５流分。准确称取Ａ４流分５．００００ｇ，

硅胶（２００～３００目），柱层析（２０ｍｍ×４５０ｍｍ），以

石油醚∶乙酸乙酯１０∶１为流动相，每３０ｍＬ收集

１份，ＴＬＣ检测，得到化合物１（１．６３５２ｇ）。准确称

取Ａ５流分６．０００ｇ，硅胶（２００～３００目），柱层析

（２０ｍｍ×４５０ｍｍ），以石油醚∶丙酮１０∶２为流动相，每

３０ｍＬ收集１份，ＴＬＣ检测，得到化合物２（１．５３４６ｇ）。

测试化合物１和２的抑菌活性。

１．３．２　抑菌活性测试方法

抑制真菌活性测试：将一级柱层析各流分样品

用一定量的ＤＭＳＯ溶解，再以ＰＤＡ灭菌培养基稀

释成２０００ｍｇ／Ｌ的浓度，采用生长速率法测定其活

性［６］。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直径，计算菌丝生长

抑制率。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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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落生长直径（ｍｍ）＝３次直径平均值 －

菌饼直径（４．０ｍｍ）；

菌丝生长抑制率（％）＝

（对照菌落生长直径 － 处理菌落生长直径）
对照菌落生长直径 ×１００。

抑制细菌活性测试：将一级柱层析各流分样品

溶解在适量ＤＭＳＯ中，加入少许吐温 ８０，加水稀释使

ＤＭＳＯ含量为２．５％，使各流分浓度为２０００ｍｇ／Ｌ，采

用牛津杯法测试各流分抑制细菌活性［７］。用十字交

叉法测量抑菌圈直径。

采用９６孔板微量稀释法测试纯品抑制细菌的

活性［８９］：将供试样品以ＤＭＳＯ溶解，再以水稀释至

２０００ｍｇ／Ｌ的质量浓度，ＭＨＢ肉汤培养基进行２

倍稀释，使得ＤＭＳＯ含量为２．５％，以无菌水为阴性

对照。无菌培养液和２．５％ＤＭＳＯ溶液为空白对照。

微孔板振荡混合后，置于３７℃培养箱内培养１８ｈ后

观察结果，肉汤没有浑浊的孔中的最低药液质量浓

度为样品对供试细菌的最低抑菌质量浓度（ＭＩＣ），

取没有浑浊的孔中的肉汤，接种于未加药的培养基

平板上，３７℃培养１２ｈ后取出观察，没有细菌生长

的最低药液质量浓度为样品对供试菌的最低杀菌质

量浓度（ＭＢＣ）。所有活性测定均重复３次。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一级柱层析各流分抑菌活性测试结果

一级柱层析各流分抑制真菌生长活性测试结果

显示Ａ４、Ａ５对测试菌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余

流分均没有显示出抑制活性。Ａ４、Ａ５流分对真菌

生长的抑制活性结果见表１。当样品浓度为２０００

ｍｇ／Ｌ时，２个样品在３ｄ和７ｄ后的抑菌活性没有

明显的区别，其中对梨黑星病菌的活性最高，３ｄ的

抑制率分别为７７．６６％和７５．２９％，７ｄ的抑制率分

别为７４．６７％和７３．４１％，对其他植物病原菌的活性

在不同时间段的活性均相当。

表１　犃４和犃５流分对真菌生长的抑制活性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犉狌狀犵犻狊狋犪狋犻犮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犃４犪狀犱犃５犳狉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犮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狆犺狔

菌种　Ｆｕｎｇｕｓ
抑制率／％（３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３ｄ）

Ａ４ Ａ５

抑制率／％（７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７ｄ）

Ａ４ Ａ５

稻瘟病菌犕犪犵狀犪狆狅狉狋犺犲犵狉犻狊犲犪 ６１．２４±０．０６ ６５．２８±０．０６ ６３．８８±０．０６ ６５．２９±０．１２

辣椒枯萎病菌犉狌狊犪狉犻狌犿狅狓狔狊狆狅狉狌犿ｆ．ｓｐ．狏犪狊犻狀犳犲犮狋狌犿 ６３．６１±０．０６ ６３．６１±０．１２ ５９．１３±０．０６ ６４．５２±０．１０

油菜菌核病菌犛犮犾犲狉狅狋犻狀犻犪狊犮犾犲狉狅狋犻狅狉狌犿 ６８．１９±０．０６ ６６．３４±０．１５ ６５．９４±０．０６ ６４．００±０．０６

梨黑星病菌犞犲狀狋狌狉犻犪狆狔狉犻狀犪 ７７．６６±０．１５ ７５．２９±０．１０ ７４．６７±０．７５ ７３．４１±０．１７

　１）表中数据为３次重复的平均值±标准误。

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ｆｒｏｍ３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一级柱层析各流分抑制细菌活性测试结果与抑

制真菌生长活性相似，Ａ４、Ａ５具有一定的抑菌活

性，其余流分均没有显示出抑制活性。Ａ４、Ａ５流

分对细菌的抑制活性见表２。当样品浓度为２０００

ｍｇ／Ｌ时，Ａ５流分对青枯菌的抑菌圈直径最大，为

１．６６ｃｍ，Ａ４流分对金黄葡萄球菌的抑菌圈直径最

小，为１．１６ｃｍ。

表２　犃４和犃５流分对细菌的抑制活性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犃狀狋犻犫犪犮狋犲狉犻犪犾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犃４犪狀犱犃５犳狉犪犮狋犻狅狀狊

狅犳狋犺犲犮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狆犺狔

菌种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ｒａｉｎ

抑菌圈直径／ｃ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Ａ４ Ａ５

青枯菌犚犪犾狊狋狅狀犻犪狊狅犾犪狀犪犮犲犪狉狌犿 １．３７±０．１５ １．６６±０．１２

大肠杆菌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 １．３７±０．０６ １．３７±０．１２

金黄葡萄球菌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犮狅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 １．１６±０．１５ １．２０±０．１７

绿脓杆菌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 １．４３±０．１５ １．２７±０．２１

枯草芽胞杆菌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狊狌犫狋犻犾犻狊 １．３３±０．０６ １．４７±０．２１

　１）表中数据为３次重复之平均值±标准误。

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ｏｆ３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２　化合物１和２抑制细菌活性测试结果

化合物１和２抑制细菌活性测试结果见表

３，由表可知，化合物１和２均具有较弱的抑菌和

杀菌活性。２个化合物对金黄葡萄球菌的活性均

最好，ＭＩＣ和ＭＢＣ值均为２５０ｍｇ／Ｌ和５００ｍｇ／Ｌ，

对其他测试菌的ＭＩＣ和ＭＢＣ值均为５００ｍｇ／Ｌ和

１０００ｍｇ／Ｌ。

２．３　化合物１和２的结构

化合物１：白色粉末。ｍ．ｐ４３℃；比旋光度［α］２０Ｄ＝

－１４．２°（Ｃ＝１．２４ＣＨＣｌ３）．ＩＲ：１７２８（Ｃ＝Ｏ）．１Ｈ

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２．２６（ｔ，犑＝８．０，ＣＨ２

（２））；１．２６（ｍ，ＣＨ２（３））；１．２３（ｍ，ＣＨ２（４））；

１．１４（ｍ，ＣＨ２（５））；１．３８（ｍ，ＣＨ（６））；１．６１（ｔ，

犑＝７．２，ＣＨ２（７））；１．３８（ｍ，ＣＨ（８））；１．４１（ｍ，

ＣＨ２（９））；１．０６（ｍ，ＣＨ２（１０））；１．５３（ｍ，ＣＨ

（１１））；０．８７（ｄ，犑＝８．０，ＣＨ３（１２），ＣＨ３（１３））；

０．８３（ｄ，犑＝６．８，ＣＨ３（１４））；０．８８（ｄ，犑＝８．０，

ＣＨ３（１５））；１．６６（ｓ，ＣＨ３（１６））；４．５７（ｄ，犑＝７．２，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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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２（１’））；５．３２（ｄｄｄ，犑＝０．８，４．０，０．８，ＣＨ

（２’））；１．９９（ｂｒ．ｔ，犑＝８．０，ＣＨ（４’））；１．２６（ｍ，

ＣＨ２（５’１４’））；０．８５（ｍ，ＣＨ３（１６’））．１３ＣＮＭＲ

（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７３．７（Ｃ（１））；３４．３（Ｃ（２））；

２４．８（Ｃ（３））；３１．９（Ｃ（４））；２２．６（Ｃ（５））；３２．７（Ｃ

（６））；２５．０（Ｃ（７））；３２．７（Ｃ（８））；３７．４（Ｃ（９））；

３６．６（Ｃ（１０））；２９．１（Ｃ（１１））；１９．７（Ｃ（１２，１３））；

１４．１（Ｃ（１４））；２２．６（Ｃ（１５））；１６．３（Ｃ（１６））；６１．１

（Ｃ（１’））；１１８．２（Ｃ（２’））；１４２．４（Ｃ（３’））；３９．８（Ｃ

（４’））；２４．４，２９．１，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６，

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４（Ｃ（５’１４’））；３９．４（Ｃ（１５’））；１６．３

（Ｃ（１６’））．ＥＩＭＳ：４７８（Ｍ＋），２９６，２７８，１２３。

表３　化合物１和２对细菌的抑制活性测试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犪狀狋犻犫犪犮狋犲狉犻犪犾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犮狅犿狆狅狌狀犱１犪狀犱２

菌种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ｒａｉｎ

硫酸庆大霉素

Ｇｅｎｔａｍｉｃｉｎｓｕｌｐｈａｔｅ

最小抑菌

浓度／

ｍｇ·Ｌ－１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最小杀菌

浓度／

ｍｇ·Ｌ－１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ｂａｃｔｅｒｉｃｉｄ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化合物１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１

最小抑菌

浓度／

ｍｇ·Ｌ－１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最小杀菌

浓度／

ｍｇ·Ｌ－１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ｂａｃｔｅｒｉｃｉｄ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化合物２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２

最小抑菌

浓度／

ｍｇ·Ｌ－１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最小杀菌

浓度／

ｍｇ·Ｌ－１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ｂａｃｔｅｒｉｃｉｄ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青枯菌

犚犪犾狊狋狅狀犻犪狊狅犾犪狀犪犮犲犪狉狌犿
２５ ５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大肠杆菌

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
１．５６ ３．１２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金黄葡萄球菌

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犮狅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
３．１２ ６．２４ ２５０ ５００ ２５０ ５００

绿脓杆菌

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
１．５６ ３．１２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枯草芽胞杆菌

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狊狌犫狋犻犾犻狊
１．５６ ６．２４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化合物１结构见图１，其波谱数据与文献一

致［１０］，名称为６，８，１１三甲基十二酸（２Ｅ）３′甲基

十六２烯酯，分子式为Ｃ３２Ｈ６２Ｏ２，该化合物首次从

多花木蓝中分离得到。

图１　化合物１和２的化学结构图

犉犻犵．１　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狊狅犳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狊１犪狀犱２

化合物２：白色粉末。ｍ．ｐ６２℃；比旋光度［α］２０Ｄ＝

－１６．６°（Ｃ＝１．２４ＣＨＣｌ３）．ＩＲ：１７３８（Ｃ＝Ｏ）．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２．２９（ｔ，犑＝６．８，ＣＨ２（２））；１．２６

（ｍ，ＣＨ２（３））；１．２１（ｍ，ＣＨ２（４））；１．０４（ｍ，ＣＨ２

（５９））；１．３８（ｍ，ＣＨ（１０））；１．６１（ｔ，犑＝８．０，ＣＨ２

（１１））；１．３８（ｍ，ＣＨ（１２））；１．４２（ｍ，ＣＨ２（１３））；１．０６

（ｍ，ＣＨ２（１４））；１．５３（ｍ，ＣＨ（１５））；０．８６（ｄ，犑＝６．８，

ＣＨ３（１６），ＣＨ３（１７））；０．８５（ｄ，犑＝８．０，ＣＨ３

（１８））；０．８９（ｄ，犑＝６．４，ＣＨ３（１９））；１．６９（ｓ，

ＣＨ３（２０））；４．５９（ｄ，犑＝８．０，ＣＨ２（１’））；５．３２

（ｄｄｄ，犑＝０．８，４．０，０．８，ＣＨ（２’））；２．００（ｔ，犑＝

６．８，ＣＨ２（４’））；１．２５（ｍ，ＣＨ２（５’１４’））；１．１４

（ｍ，ＣＨ２（１５’））；０．８６（ｔ，犑＝８．０，ＣＨ３（１６’））。１３

Ｃ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７３．９（Ｃ（１））；３４．４

（Ｃ（２））；２４．８（Ｃ（３））；３１．９（Ｃ（４））；２２．６，２２．７，

２２．８，（Ｃ（５８））；３２．７（Ｃ（９））；２５．０（Ｃ（１０））；

３２．７（Ｃ（１１））；３７．４（Ｃ（１２））；３６．５（Ｃ（１３））；２９．２

（Ｃ（１４））；１９．６（Ｃ（１５，１６））；１４．１（Ｃ（１８））；２２．６

（Ｃ（１９））；１６．２（Ｃ（２０））；６１．２（Ｃ（１’））；１１８．２（Ｃ

（２’））；１４２．３（Ｃ（３’））；３９．８（Ｃ（４’））；２４．４，２９．０，

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４，２９．５，２９．６，２９．８，３７．１，３７．３（Ｃ

（５’１４’））；３９．４（Ｃ（１５’））；１６．２（Ｃ（１６’））．ＥＩＭＳ：

５３４（Ｍ＋），２９６，２７８，１２３。

化合物２结构见图１，其波谱数据与文献一

致［１０］，名称为１７，１８，１９三甲基十六酸（２Ｅ）３′甲

基十六２烯酯，分子式为Ｃ３６Ｈ７０Ｏ２，该化合物首次

从多花木蓝中分离得到。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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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多花木蓝籽石油醚提取物浓度为４０００ｍｇ／Ｌ

时，其对多种植物病原真菌表现出较好的抑菌活

性，抑制率均可达到７０％以上
［５］。一级柱层析后，

当Ａ４、Ａ５流分浓度为２０００ｍｇ／Ｌ时，除梨黑星

病菌外，对其他测试菌的抑制率均低于７０％。一

级柱层析后，活性化合物集中于Ａ４和Ａ５流分，

然而其活性并未有显著的提高。另外，２个酯类的活

性化合物的ＭＩＣ和ＭＢＣ值也主要集中在５００ｍｇ／Ｌ

和１０００ｍｇ／Ｌ，其抑菌活性较弱。推测可能多花木

蓝籽石油醚提取物中存在一些具有增效作用的化

合物，随着分离程度的提高，增效物质的含量降

低，故其抑菌活性也降低，但是其具体的原因还有

待进一步验证。

本试验前期曾报道了豆科植物多花木蓝籽石油

醚提取物具有一定的抑菌活性［５］，在此基础上，本实

验室在活性追踪下分离出２个酯类活性化合物，它

们的化学结构较简单，但其表现出的抑菌活性较弱，

故改造其化学结构，以期提高抑菌活性，是本课题组

下一步将要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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