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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别采用玻片浸渍法和带虫浸叶法测定比较了瑞香狼毒根乙醇提取物及４种不同溶剂萃取物对截形叶

螨、二斑叶螨及豌豆蚜的触杀活性。结果表明，瑞香狼毒根的乙醇提取物对截形叶螨、二斑叶螨、豌豆蚜处理１２ｈ

的校正死亡率分别为６０．２８％、５９．２４％、５４．３２％，２４ｈ的校正死亡率分别为６６．７５％、６１．４５％、６５．５３％；石油醚萃

取物对３种供试生物处理１２ｈ和２４ｈ校正死亡率分别为８９．３９％、９３．７０％、９１．４９％ 和９３．３３％、８４．１９％、１００％；

氯仿萃取物处理１２ｈ和２４ｈ后校正死亡率分别为３２．１１％、３５．６６％、２７．３５％和３４．４７％、３５．９５％、３８．６０％，瑞香

狼毒４种溶剂萃取物触杀活性顺序为：石油醚＞氯仿＞水＞乙酸乙酯，随着浓度增大，萃取物对３种供试生物的触

杀活性明显增强，表现出良好的量效关系。石油醚萃取物对截形叶螨１２ｈ和２４ｈ的ＬＣ５０分别为２．０４０２ｍｇ／ｍＬ

和０．８ｍｇ／ｍＬ；对二斑叶螨１２ｈ和２４ｈ的ＬＣ５０分别为０．２８０３ｍｇ／ｍＬ和０．０３７ｍｇ／ｍＬ；对豌豆蚜１２ｈ和２４ｈ的

ＬＣ５０分别为０．９１１４ｍｇ／ｍＬ和０．３６０５ｍｇ／ｍＬ，２４ｈ毒力均高于１２ｈ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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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瑞香狼毒（犛狋犲犾犾犲狉犪犮犺犪犿犪犲犼犪狊犿犲Ｌ．）属瑞香

科狼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俗称断肠草、馒头花、

打碗花、山丹花等，高２０～５０ｃｍ，返青期６月，花

期７－８月，成熟期９－１０月
［１３］。该植物全株有

毒，以根的毒性最大，早春放牧因草料不足，常使

家畜误食中毒而死亡［４５］。瑞香狼毒广泛分布于

我国东北、华北、西南及西北等地区的草地及高

山向阳处，资源十分丰富［６７］。据记载，瑞香狼毒

作为中药狼毒的源植物之一，其毒性很早已被加

以研究或开发利用，可作为植物源农药用于害虫

防治［８］。

截形叶螨（犜犲狋狉犪狀狔犮犺狌狊狋狉狌狀犮犪狋犲狊Ｅｈａｒａ）是我

国棉花和玉米等大田作物上的优势害螨，对多种作

物和蔬菜以及花卉具有较强的嗜食性［９１０］。二斑叶

螨（犜犲狋狉犪狀狔犮犺狌狊狌狉狋犻犮犪犲Ｋｏｃｈ）又名二点叶螨，是一

种分布于世界各温带、亚热带地区的害螨，主要为害

蔬菜、花卉、果树、粮食作物等［１１１３］。两种叶螨体型

小，繁殖速度快，对环境适应能力强，是典型的ｒ型

害虫，对单一使用的化学药剂易产生抗药性［１４１６］。

由于有机合成化学杀虫、杀螨剂的长时间大量使

用，螨类抗药性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外专家、相关研究

部门的重视。据报道，二斑叶螨对拟除虫菊酯类杀

虫、杀螨剂及新型杀螨剂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

性［１７１８］。豌豆蚜（犃犮狔狉狋犺狅狊犻狆犺狅狀狆犻狊狌犿）在甘肃设

施作物上分布广泛［１９］，是豆科作物及设施蔬菜的重

点防治对象。由于化学农药的多频次使用，加剧了

蚜虫抗药性的形成［２０］。

植物源农药来源于植物活性代谢产物，是植物

抵御外界生物侵袭的防御性化合物，是植物在自然

界长期竞争进化中形成的，能防御多种有害生物且

不易使其产生抗药性，具有良好的环境相容性［２１］。

因此，从植物资源中寻找杀螨活性物质已经成为农

业病虫害防治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以截形叶螨、

二斑叶螨及豌豆蚜为供试生物，研究了瑞香狼毒乙

醇提取物及４种溶剂萃取物的杀螨、杀虫活性部

位，为瑞香狼毒植物源杀螨、杀虫剂的开发利用提

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瑞香狼毒：瑞香狼毒根部试验样品采自四川阿

坝，阴干，切段，粉碎，备用。

叶螨及豌豆蚜：试虫于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

养虫室以菜豆幼苗饲养，培养条件为温度（２５±

１）℃，相对湿度６０％±１０％，Ｌ∥Ｄ＝１８ｈ∥６ｈ，从

其多代繁殖培养的敏感品系中挑选生命力强、个体

活性一致的雌成虫进行生物测定［１４］。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瑞香狼毒根乙醇提取物的制备

瑞香狼毒根细粉５００ｇ以９５％乙醇室温下提

取３次，每次提取２４ｈ，滤液在４５℃下减压浓缩，

室温下阴干挥干残存溶剂，取少量干燥样品配剂成

２００ｍｇ／ｍＬ，其余备用。

１．２．２　乙醇提取物不同溶剂萃取物的制备

瑞香狼毒乙醇提取浓缩液以０．１５Ｌ蒸馏水悬

浮，依次以等量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连续萃取３

次，各溶剂萃取液以及残存水相在４５℃以下减压浓

缩，室温下阴干挥干残存溶剂备用，各取少量干燥样

品配制成２００ｍｇ／ｍＬ备用。

瑞香狼毒乙醇提取物的石油醚萃取物用甲醇

配制成２００ｍｇ／ｍＬ的母液，再用等倍法以清水分

别稀释成５个浓度２００、２０、２、０．２、０．０２ｍｇ／ｍＬ

备用。

１．２．３　截形叶螨和二斑叶螨的生物活性测定

采用玻片浸渍法（ｓｌｉｄｅｄｉｐｍｅｔｈｏｄ）对两种螨进

行活性测定。将１ｃｍ宽的双面胶粘在玻片的一端，

用零号毛笔将两种叶螨的雌成螨背部粘于双面胶

上。不可粘住虫足、口器及须肢，能保证虫的足部自

由活动。４ｈ后在体视镜下（浙江舜宇光电有限公司

ＳＺＭ４５Ｂ３）剔除死亡或足部不动的螨，保证每玻片

成活的虫体数为３０头。用移液枪分别吸取１ｍＬ处

理药液均匀滴到粘有虫体的玻片上，５ｓ后迅速用滤

纸吸掉多余的液体。每个处理设３个重复，以甲醇

和清水为对照。分别在１２、２４ｈ后观察叶螨死亡情

况：以零号毛笔轻触螨足，足部不动者视为死亡，记

录死亡数，用１．２．５列出的公式计算死亡率及校正

死亡率。

１．２．４　豌豆蚜生物活性测定

采用带虫浸叶法对豌豆蚜进行活性测定，将带

有不少于３０头豌豆蚜的叶片分别浸入各处理药液

中，５ｓ后取出迅速用滤纸吸掉多余的液体，放入有

保湿滤纸的培养皿中。重复３次，以甲醇和清水为

对照，分别在１２ｈ、２４ｈ后记录死亡数，用１．２．５列

出的公式计算死亡率及校正死亡率。

１．２．５　数据计算

死亡率（％）＝
死亡虫数
供试虫数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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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死亡率（％）＝

处理组虫死亡率－对照组虫死亡率

１－对照组虫死亡率
×１００；

采用改良寇氏法，计算瑞香狼毒提取物及不同

萃取部位对叶螨及豌豆蚜的致死中量：

ＬＣ５０＝ｌｇ
－１［犡犿－犻（∑狆－０．５）］

式中，犡犿 为最高致死量对数值；犻为相邻剂量对数

差；∑狆为各剂量组致死率之和。

１．３　数据处理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进行数据整理，ＳＰＳＳ１９．０软

件对试验数据进行方差比较和显著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瑞香狼毒根乙醇提取物对两种叶螨及豌豆蚜

的生物活性

　　瑞香狼毒根乙醇提取物对两种叶螨及豌豆

蚜的生物活性测定结果（表１）表明，经２００ｍｇ／ｍＬ

的乙醇提取物处理１２ｈ后，截形叶螨、二斑叶螨

及豌豆蚜校正死亡率分别为６０．２８％、５９．２４％和

５４．３２％，处理２４ｈ后，校正死亡率分别为６６．７５％、

６１．４５％和 ６５．５３％。与甲醇和清水对照差异

显著。

表１　瑞香狼毒根的乙醇提取物对两种叶螨及豌豆蚜的触杀活性测定结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狋犪犮狋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狅犳犲狋犺犪狀狅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犳狉狅犿犛狋犲犾犾犲狉犪犮犺犪犿犪犲犼犪狊犿犲狉狅狅狋犪犵犪犻狀狊狋狋狑狅

犜犲狋狉犪狀狔犮犺狌狊狊狆犲犮犻犲狊犪狀犱犃犮狔狉狋犺狅狊犻狆犺狅狀狆犻狊狌犿

２００ｍｇ／ｍＬ提取物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１２ｈ校正死亡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ａｔ１２ｈ

截形叶螨

犜．狋狉狌狀犮犪狋犲狊

二斑叶螨

犜．狌狉狋犻犮犪犲

豌豆蚜

犃．狆犻狊狌犿

２４ｈ校正死亡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ａｔ２４ｈ

截形叶螨

犜．狋狉狌狀犮犪狋犲狊

二斑叶螨

犜．狌狉狋犻犮犪犲

豌豆蚜

犃．狆犻狊狌犿

乙醇提取物Ｅｔｈａｎｏｌｅｘｔｒａｃｔ （６０．２８±８．７９）ａ （５９．２４±８．６３）ａ （５４．３２±４．４１）ａ （６６．７５±６．５８）ａ （６１．４５±６．９２）ａ （６５．５３±５．２９）ａ

甲醇对照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６９±１．９２）ｂ （７．１２±１．３２）ｂ （５．１４±１．０９）ｂ （６．５０±３．５３）ｂ （８．０５±１．０８）ｂ （８．２１±１．１５）ｂ

清水对照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０±０．９３）ｂ （４．５９±１．２５）ｂ （４．２４±１．８４）ｂ （４．９３±２．０４）ｂ （６．１７±０．９２）ｂ （４．７６±２．５８）ｂ

　１）表中数据为３次重复的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代表０．０５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下同。

Ｔｈｅ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ｆｏｒ３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２　瑞香狼毒根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及水萃取

物对两种叶螨及豌豆蚜的生测结果

　　瑞香狼毒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及水萃取物

对两种叶螨及豌豆蚜１２ｈ的生测结果见表２。

其中石油醚萃取物对３种供试生物触杀活性最

高，处理后１２ｈ，截形叶螨、二斑叶螨和豌豆蚜的

校正死亡率分别为８９．３９％、９１．４９％和８４．１９％，

其次是氯仿萃取物，对３种供试生物的校正死亡率

分别为３２．１１％、２７．３５％和３５．９５％，乙酸乙酯及

水相萃取物的触杀活性较低。瑞香狼毒４种溶剂

萃取物对两种叶螨及豌豆蚜２４ｈ的触杀活性见表

３。可知，石油醚萃取物处理后，截形叶螨、二斑

叶螨和豌豆蚜的校正死亡率分别为９３．３３％、

９３．２２％和１００％；氯仿萃取物对３种供试生物的

校正死亡率分别为３５．６６％、３４．５７％和３８．６０％，

分别高于乙酸乙酯及水萃取物。从试验结果可

以看出，石油醚萃取物的触杀活性显著高于其他

萃取物，对３种供试昆虫触杀活性顺序为：石油

醚萃取物＞氯仿萃取物＞水相萃取物＞乙酸乙

酯萃取物。

表２　瑞香狼毒根不同溶剂萃取物对两种叶螨及豌豆蚜的触杀活性（１２犺）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狀狋犪犮狋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狅犳犲狋犺犪狀狅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犳狉狅犿犛狋犲犾犾犲狉犪犮犺犪犿犪犲犼犪狊犿犲狉狅狅狋犪犵犪犻狀狊狋狋狑狅犜犲狋狉犪狀狔犮犺狌狊狊狆犲犮犻犲狊犪狀犱犃犮狔狉狋犺狅狊犻狆犺狅狀狆犻狊狌犿（１２犺）

２００ｍｇ／ｍＬ
不同溶剂萃取物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截形叶螨犜．狋狉狌狀犮犪狋犲狊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二斑叶螨犜．狌狉狋犻犮犪犲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豌豆蚜犃．狆犻狊狌犿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石油醚相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ｔｈ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
９０．２９±４．８１ （８９．３９±５．０５）ａ ９２．０９±３．１３ （９１．４９±３．３７）ａ ８５．００±７．６４ （８４．１９±８．０５）ａ

氯仿萃相

Ｃｈｌｏｒｏｆｏｒｍｅｘｔｒａｃｔ
３５．３０±６．６２ （３２．１１±６．９４）ｂ ３２．５２±８．５１ （２７．３５±９．１６）ｂ ３９．２４±３．９ （３５．９５±４．１１）ｂ

乙酸乙酯相

Ｅｔｈ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ｅｘｔｒａｃｔ
１９．０９±８．３８ （１５．１１±８．７９）ｂ ２２．０５±２．７６ （１６．０８±２．９７）ｂ ２９．８７±５．５１ （２６．０７±５．８１）ｂ

水相萃相

Ｗａｔｅｒｐｈａｓｅｅｘｔｒａｃｔ
２７．８５±６．０５ （２４．３０±６．３５）ｂ ２７．８５±０．６１ （２２．３２±０．６５）ｂ ２５．００±２．８９ （２０．９４±３．０４）ｂ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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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瑞香狼毒根不同溶剂萃取物对两种叶螨及豌豆蚜的触杀活性测定（２４犺）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狀狋犪犮狋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狅犳犲狋犺犪狀狅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犳狉狅犿犛狋犲犾犾犲狉犪犮犺犪犿犪犲犼犪狊犿犲狉狅狅狋犪犵犪犻狀狊狋

狋狑狅犜犲狋狉犪狀狔犮犺狌狊狊狆犲犮犻犲狊犪狀犱犃犮狔狉狋犺狅狊犻狆犺狅狀狆犻狊狌犿 （２４犺）

２００ｍｇ／ｍＬ
不同溶剂萃取物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截形叶螨犜．狋狉狌狀犮犪狋犲狊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二斑叶螨犜．狌狉狋犻犮犪犲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豌豆蚜犃．狆犻狊狌犿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石油醚相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ｔｈ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
９３．７０±５．０４ （９３．３３±５．３９）ａ ９３．７６±５．０４ （９３．２２±５．４８）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ａ

氯仿萃相

Ｃｈｌｏｒｏｆｏｒｍｅｘｔｒａｃｔ
３７．３３±６．１７ （３５．６６±６．６０）ｂ ３９．８４±６．１７ （３４．５７±６．７１）ｂ ４３．６４±５．５５ （３８．６０±６．０５）ｂ

乙酸乙酯相

Ｅｔｈ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ｅｘｔｒａｃｔ
２２．９８±９．２４ （２１．７１±９．８８）ｂ ２６．８０±９．２４ （０．３９±１０．０５）ｂ ３３．２２±３．９５ （２７．２４±４．３０ｂｃ

水相萃相

Ｗａｔｅｒｐｈａｓｅｅｘｔｒａｃｔ
３０．０９±０．８９ （２８．５９±０．９５）ｂ ２４．８７±１．２９ （１８．２９±１．４０）ｂ ２８．３３±１．６７ （２１．９２±１．８２）ｃ

２．３　瑞香狼毒根的石油醚萃取物对两种叶螨及豌

豆蚜的毒力测定结果

　　以上结果可以看出，石油醚萃取物对３种供试昆

虫的触杀活性最高，为了进一步明确石油醚萃取物对

３种供试生物的毒力，将５个浓度的石油醚萃取物对

两种叶螨及豌豆蚜进行１２ｈ和２４ｈ的毒力测定。石

油醚萃取物对截形叶螨１２ｈ和２４ｈ的ＬＣ５０分别为

２．０４０２ｍｇ／ｍＬ和０．８ｍｇ／ｍＬ；对二斑叶螨１２ｈ和２４ｈ

的ＬＣ５０分别为０．２８０３ｍｇ／ｍＬ和０．０３７ｍｇ／ｍＬ；对

豌豆蚜１２ｈ和２４ｈ的ＬＣ５０分别为０．９１１４ｍｇ／ｍＬ

和０．３６０５ｍｇ／ｍＬ，石油醚萃取物２４ｈ的毒力均高

于１２ｈ的毒力（表４～５）。

表４　瑞香狼毒根石油醚萃取物１２犺对两种叶螨及豌豆蚜的毒力测定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狀狋犪犮狋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狅犳狆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犲狋犺犲狉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犳狉狅犿犛狋犲犾犾犲狉犪犮犺犪犿犪犲犼犪狊犿犲狉狅狅狋犪犵犪犻狀狊狋狋狑狅

犜犲狋狉犪狀狔犮犺狌狊狊狆犲犮犻犲狊犪狀犱犃犮狔狉狋犺狅狊犻狆犺狅狀狆犻狊狌犿 （１２犺）

石油醚萃取物

浓度／ｍｇ·ｍＬ－１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ｔｈ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

截形叶螨犜．狋狉狌狀犮犪狋犲狊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二斑叶螨犜．狌狉狋犻犮犪犲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豌豆蚜犃．狆犻狊狌犿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２００ ９０．２９±４．８１ （８９．３９±５．０５）ａ ９２．０９±３．１３ （９１．４９±３．３７）ａ ８５．００±７．６４ （８４．１９±８．０５）ａ

２０ ８１．９２±３．４０ （７５．８７±５．１８）ａ ８５．０５±７．０３ （８３．９０±７．５６）ａ ８３．３３±８．８２ （７９．１７±１１．６７）ａｂ

２ ６２．１７±６．１９ （５６．１３±７．９８）ｂ ５２．１５±８．０２ （４８．４８±８．６３）ｂ ７０．００±２．８９ （６２．５０±４．６１）ｂ

０．２ ２９．３２±５．７６ （２３．２７±６．７４）ｂ ３７．６２±６．４１ （３２．８４±６．９０）ｂ ４３．３３±３．３３ （２９．１７±６．３９）ｃ

０．０２ １６．８０±１．３０ （１０．７５±３．０６）ｃ １６．９３±１．５４ （１０．５６±１．６６）ｃ ２８．３３±６．０１ （１０．４２±５．８０）ｃ

毒力回归式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狔＝０．６６８７狓＋４．７９２６ 狔＝０．６３５７狓＋５．０６３０ 狔＝０．７９４３狓＋５．０３２０

决定系数犚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０．９８６４ ０．９６３５ ０．９８４１

ＬＣ５０／ｍｇ·ｍＬ－１ ２．０４０２ ０．２８０３ ０．９１１４

９５％置信限／ｍｇ·ｍＬ－１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ｉｍｉｔｓ
０．８２２１～２．１２３０ ０．１７５１～２．０７７３ ０．１９０２～０．９８０２

卡方值χ
２

Ｔｈｅ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ｖａｌｕｅ
３．５０９０ ３．８４４１ １．８９５２

３　讨论

植物源农药来源于植物的活性代谢物，结构多

样，不易使目标生物产生抗药性，已成为现代农业病

虫害防治的热点研究领域之一。瑞香狼毒在我国东

北、华北、西北、西南草地广泛分布，在西部干旱地区

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其根系可达地下１ｍ左右，生命

力顽强，环境条件适宜时繁殖迅速，对其周围生物有

强烈的化感作用，对一些昆虫有触杀作用，有很大的

农药开发价值［２２］。

本文用瑞香狼毒提取物及其萃取物对两种叶螨

及豌豆蚜进行了室内触杀活性及毒力测定，比较了

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及水萃取物的触杀活性。结

果可知，瑞香狼毒乙醇提取物对３种供试昆虫均表

·２３２·



４２卷第６期 张等宏等：瑞香狼毒根乙醇提取物及４种溶剂萃取物对两种叶螨及豌豆蚜的触杀活性比较

现出良好的触杀活性；石油醚萃取物对３种供试生

物的校正死亡率也均在８４％以上；氯仿萃取物对供

试生物的校正死亡率较低，瑞香狼毒萃取物触杀活

性顺序为：石油醚萃取物＞氯仿萃取物＞水相萃取

物＞乙酸乙酯萃取物，随着浓度增大，对３种供试生

物的触杀活性明显增强，表现出良好的量效关系。

对活性最好的石油醚萃取物进行了毒力测定，石油

醚萃取物对截形叶螨、二斑叶螨和豌豆蚜２４ｈ的

ＬＣ５０分别为０．８、０．０３７和０．３６０５ｍｇ／ｍＬ，均高于

１２ｈ毒力。

表５　瑞香狼毒根石油醚萃取物２４犺对两种叶螨及豌豆蚜的毒力测定

犜犪犫犾犲５　犆狅狀狋犪犮狋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狅犳狆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犲狋犺犲狉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犳狉狅犿犛狋犲犾犾犲狉犪犮犺犪犿犪犲犼犪狊犿犲狉狅狅狋犪犵犪犻狀狊狋

狋狑狅犜犲狋狉犪狀狔犮犺狌狊狊狆犲犮犻犲狊犪狀犱犃犮狔狉狋犺狅狊犻狆犺狅狀狆犻狊狌犿 （２４犺）

石油醚萃取物

浓度／ｍｇ·ｍＬ－１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ｔｈ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

截形叶螨犜．狋狉狌狀犮犪狋犲狊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二斑叶螨犜．狌狉狋犻犮犪犲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豌豆蚜犃．狆犻狊狌犿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２００ ９３．７０±５．０４ （９３．３３±５．３９）ａ ９３．７６±５．０４ （９３．２２±５．４８）ａ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ａ

２０ ８３．９０３２±１．８１　　（８３．５０±１．９４）ａ ８５．６５±３．８５ （８４．３９±４．１９）ａｂ ９０．００±５．７７ （８６．９６±７．７０）ａ

２ ６６．９０±４．１４ （６６．４０±４．４３）ｂ ６９．３８±１２．２４ （６６．７０±１３．３２）ｂ ７５．００±２．８９ （６７．３９±３．１５）ｂ

０．２ ２９．８０±３．１６ （２８．３０±３．３８）ｃ ４７．３０±３．１３ （４２．６９±３．４０）ｃ ５３．３３±６．０１ （３９．１３±７．７４）ｃ

０．０２ ２４．００±２．３３ （１８．７０±２．４９）ｃ １９．９９±０．７１ （１２．９８±０．７７）ｄ ３５．００±２．８９ （１５．２２±２．３７）ｄ

毒力回归式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狔＝０．６３５７狓＋５．０６３１ 狔＝０．７１５８狓＋４．９７３８ 狔＝１．０９９７狓＋５．４８７３

决定系数犚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０．９８７３ ０．９６３５ ０．９０７７

ＬＣ５０／ｍｇ·ｍＬ－１ ０．８０００ ０．０３７０ ０．３６０５

９５％置信限／ｍｇ·ｍＬ－１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ｉｍｉｔｓ
０．４１２１～１．１０８３ ０．０２９２～０．８３１７ ０．０８１３３～０．３６９５

卡方值χ
２

Ｔｈｅ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ｖａｌｕｅ
３．８１１３ ４．４８９０ １．９７４２

　　本文可看出，石油醚萃取物的活性显著高于乙

醇提取物及其他溶剂萃取物，表明对３种供试生物

的活性成分都集中在石油醚萃取物中，因此后期研

究将对石油醚萃取物的活性物质进行分离鉴定，获

得活性较高的先导化合物及结构式，并对其作用机

理、作用方式和仿生合成进行研究，为瑞香狼毒的开

发利用奠定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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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动态　　　　　关于表彰奖励我刊２０１４年文章高被引作者的决定

《植物保护》多年来在各位专家、作者和读者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质量逐年提高，根据中信所最新发布的

《２０１６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数据，我刊在植保学科１１种核心期刊中被引频次位列第１，影响因子位列第３，综合

评价排名第１，并喜获中国科协精品期刊工程项目资助。为感谢对我刊影响力提高有突出贡献的作者，我们决定继去年对

２０１３年度发表文章被引１０次以上的作者进行表彰和奖励之后，今年继续对２０１４年度发表文章被引１０次以上的作者进行表

彰和奖励（附奖励名单如下）。在此向各位获奖者表示衷心祝贺！同时希望大家继续对我刊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植物保护》编辑部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度《植物保护》发表文章被引１０次以上奖励名单（数据来源：中国知网，统计日期：２０１６ １１ １）

序号 题目 作者 发表时间 被引频次

１ 侵染甜椒的番茄褪绿病毒的分子鉴定 赵汝娜；王蓉；师迎春；张桂娟；原锴；范在丰；周涛 第１期 １７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甘肃省小麦条锈病菌生理小种变

化动态监测

黄瑾；贾秋珍；金社林；曹世勤；张勃；孙振宇；骆惠生；

王晓明
第３期 １２

３
小麦品种抗条锈病基因Ｙｒ１０、Ｙｒ１８及１ＢＬ／１ＲＳ

易位的分子检测
张玉薇；刘博；刘太国；高利；陈万权 第１期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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