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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热及 pH值对苦皮藤有效成分

生物活性的影响

吴文君 张新瑞 带

( 植保系 )

摘 要

温度和 p H值对苦皮藤有效成分 的生物活性虽有 一定影响
,

但这种影响较小
,

在 80 ℃
,

p H 10

条件下 保温 4 h
,

其生物活性只降低 1 5 %
。

光照 也会使苦皮藤有效成分失活
,

但这种作用比较缓慢
,

在阳光下曝晒 9天
,

其生物活性仅降低 2 4%
,

可满足大田防治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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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物杀虫剂

苦皮藤 ( c o l 。 : 打 us
o n 、 u 如 : us M

a x .

) 是我国 目前最具潜力的杀虫植物
,

对其大田防

治效果
、

作用方式等已有较多的研究报道
〔` 一 ` ’ ,

但关 于苦皮藤有效成分对光和热的 稳 定 性

问题
,

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

本试验旨在明确光照
、

温度
、

p H值对苦皮藤有效成分生 物活 性

的影响
,

为苦皮藤的加工
、

使用及有效成分的提取
、

分离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药剂
:

W i
.

1 ,

苦皮藤根皮提取物
,

黄色粉末
。
19相

`
,

气于 12
.

5 9根皮粉
,

含全部麻醉和 拒

食的有效成分
。

试虫
:

室内人工饲养的粘虫初孵幼虫
。

飞
.

2 试验方法

1
.

2
.

1 温度
、

p H及处理时间对有效成分活性的影响

采用正交试验法
,

选用 L
。

( 3勺 正交表
。

样品处理
:

在小试管中加入 0
.

5 m 1W I
.

1的丙酮溶液 (含W i
.

i 7 0 9 )
,

再加入 z m l pH Z

的盐酸溶液 (或 p H 7的蒸馏水
,

或 p H 10 的 N a O H溶液 )
,

摇匀后按正交表规定的 温度 和时

间在恒温水浴 中保温
,

然后 以酸或碱调节所有处理至 中性
,

待生物测定
。

生物测定
:

由于苦
;

皮藤有效成分的结构尚未全部鉴定
,

化学的或仪器的定量分析方法还

不可能建立
,

因此采用较灵敏的生测方法
〔 5 二
定量有效成分活性

。

称取 1 6 9琼脂投入 7 20 m l 热

水 中溶解
,

然后转入高速组织揭碎机玻璃筒中
,

投入麦鼓 3 09
、

干玉米叶粉 38
.

59
、

酵母浸膏

本文 于 19 8 7年 9 月 25 日收到
。

·
植保系 8 7届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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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95
、

维生素 C g3
,

尼泊金 1
.

59
、

山梨酸。
.

69
,

高速捣混 l m抽
,

即为半合成粘 虫人 工 饲

料
。

称取 7 09 这种饲料
,

加入一个正交表中的处理样品
,

在 1 50 m l玻杯中捣混 l m in
,

趋热均

分倒入 10 个塑料养虫杯中
.

饲料冷固后接入 l头初孵粘虫幼曳
,

在 2 3一 26 ℃养虫室 中 饲 养7

天
,

称量幼虫体重
.

在 709 饲料中加入。
.

5 m l丙酮和 l m l蒸馏水作为对照
。

按下式求各处理的

生长抑制率
:

生长抑制率 (肠 ) 二
对照试虫平均体重一处理试虫平均体重

对照试虫平均体重
X 1 0 0

幼虫生
一

长被抑制
,

是拒食和麻醉作用的共同结果
,

苦皮藤有效成分的活性就以幼虫生长抑制

率来表示
,

抑制率高
,

活性就高
。

l
。
2

.

2 光照对苦皮藤有效成分活性的影响

样品处理
:

准确称取 7 m gW I
.

1 ,

在 1 5 m l扁形称量瓶 中加入 l m l丙酮溶解
,

在晴 天上午 9

时至下午 5时曝晒
.

光照处理后用少量丙酮多次将瓶 中W l
.

l洗入小试管
,

浓缩至 o
.

s m l
,

加

入 l m l蒸馏水
,

待生测
.

生物测定
:

同 1
.

2
.

1
.

结果和分析

温度
、

p H和处理时间的影晌

衰 1 通康
、

p H位及保通时间对苦皮. 有效成分活性的影晌

沮度 (七 ) PH值 时间 ( h ) 幼虫生长抑翻率 (% )

35肠舒饥肋eoaO0S的

0K

i急,̀̀6了.。C

2 3 6
。
2 6

2 2 9
。
3 9

2 3 4
。
3 8

7 8
。
7 5

7吕
。

17

7 6
。
4 6

2
一
2 9

O甘,̀.Qn. J性,占O甘.0八l弓吕
.0,山ōOs9拈肠钧78肠̀

门̀
2介̀

1舀ù舀̀,n甘已O从ù勺山.UO叨,上八UOU肠0匕D
.

……
六U虎D,几叨U口爪ù户吸一勺三吸.J,臼皿U月J即̀勺̀几̀门̀

丸肠勒一勒一丸一.KR

性 : K I ,

K , ,

K . 分别为第 1
,

2
,
妞水平试脸结果的总和

, R为极差
。

从表 1可以看出
,

在影响苦皮藤有效成分活性的诸因素中
,

主要因素是温度
,

其次是p H
。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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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热及 pH 值对苦皮燕有效成分生物活性的影响 的

度越高
,

活性的丧失越多
;
碱性条件比中性和酸性条件更易使有效成分失活

.

从表 l 还 可看

出 , 沮度
、

p H的这种影响并不大
,

未处理的样品 ( C K
。
) 的 抑制率 为 8 .5 。% ,

而以 80 ℃
,

p H l o , 4小时处理的样品
,

其抑制率仍达 72
.

。肠
.

2
.

2 光照的影响

在 5月下旬
,

经 9天光照 (表 2) 后
,

苦皮藤有效成分的活性逐渐降低 (表 3 )
.

裹 2 5月 9日~ 21 日的光照和沮度 (西北农大校园 )

日期
(日 )

光 照 ( I
u x

。

)

9 : 0 0 12 : 0 0 1 6 : 0

沮度 (℃ )

0 0 9 : 0 0 12 : 0 0 1 6 : 0 0

八舀ū了.幻RùOn丹」,口
2
山山勺叮叮妇。口

O口00,自ǹ

,上户n11ùO户C.b.卜ùùJ九匕口咋22勺白,自,自山叮叮妇,ó.七
,.自00口,止,之,éO甘O幼1孟,ù ,工, .,̀勺̀,白1止1一4 0 0

4 8 0 0

7 0 0

12 0 0

3 0 0 0

5 0 00

7 0 0 0

3 2 0 0

3 0 0 0

1 2 0 0

弓0 0 0

3 6 0 0

3 5 0 0

7 0 0 0

9 4 0 0

8 00 0

7 6 0 0

8 0 0 0

2 0 0 0

6 1 0 0

7 2 00

52 00

7 2 0 0

9 8 0 0

8 4 0 0

7 0 0 0

9O1315J招17移19筑

裹 3 光照对苦皮麟有效成分的影晌勺

. 光天致
光 照 2少zu x .

h 幼虫生长抑制率
( % )

残 留率 p ” ( % ) l o g P

0

匀弓00

54 6 07

8 5 3 3 4

1 1 17 3 4

1 5 7 6 0 1

2 2 2 1 34

2 8 2 1 3 4

3 3 3 3 3 4

3 8 1 3 34

8 4
。

6 9

习0
。

3 0

7 6
。
2 5

7 4
。
4 0

7 0 。 6 0

7 1
。

9 0

6 8
。 5 0

6名
。
0 0

C S
。

9 0

6 4
。
0 0

9 4 。
9么

90
。
1 3

8 7
。
94

8 3
。

4 5

84
。

9 9

80 。
9 7

8 0
。 3 4

7 7
。
9 0

7 5
。
6 5

1
。
9 7 7 3

1
。
9 5 47

1
。

9 4 4 0

1
。 9 2 1 5

1
。

9 2 9 4

1
。

9 0忘

1
。
9 0 5

1
。

8 9 15

1 。
8 78

注
: 1 ) 表 中数宇为二次重 复的平均 值 ,

2 ) 光照为每天的平均 照度 ( l u x ) x s 小 时 ( h ) 的累计 值 ,

8 , 残留率 二

黯器豁黯攀
· ,。。%

。

若以光照为横座标
,

以对应的残留率为纵座标作图
,

所画出的曲线完全符合一般农药在田

间的降解 曲线 ( 图 1中的 A ) ;
若改以残留率的对数值作图

,

则为一直线 ( 图 l中的 B )
,

直

线方程为 l o g P = 1
.

9 7 x 1 0
一 7 x 。

将残留率 P = 5 0肠代入方程
,

求出
x = 9 7 r 3 2 6 l u x ·

h
,

若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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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试验期间平均每天 8 ( h) 光照 4 32 7。扣 . x胜计算
,

则苦皮藤有效成分活性的半衰 期 (郎
·

活

性降低50 肠 ) 为 2 2
.

5天
.

电r万̀..卫1
.

月.二盆1了eewe吸̀,

.

ù
时加

(承à并.像

10 1 0 . 0

. J _
在

叼 减 10
`

!二
。

`

图 1 光照与苦皮藤有效成分活性的关系

上述这些试验结果说明
,

温度
、

pH都对苦皮藤有效成分有一定影响
,

但这种影响不大
。

尽管如此
,

在苦皮藤有效成分的提取
、

分离和苦皮藤的剂型加工过程中还是应尽量采用较低

的温度及中性或酸性条件
.

虽然光照也会引起苦皮藤有效成分失活
,

但这种作用十分缓慢
,

在本项试验条件下
,

其半衰期为 2 2
.

5个晴天
。

从大田防治实践的要求来衡量
,

可以认为苦皮

藤有效成分具有足够的光稳定性
。

苦皮藤有效成分对光
、

热
、

碱性条件都比较稳定的特点
,

是其它许多植物杀虫剂不具备

的
.

笔者等已经鉴定了苦皮藤的一种主要的有效成分苦皮藤素 ( C e l a n g ul in ) 的结构
,

它是

具有一个自由经基的 d ih y d r o
ag a r

of ur
a n
类多元梭酸酷

.

高温和碱性条件导致其有效成分

失活可能和这些多元狡酸醋水解有关
;
光照引起失活则可能和自由经基的氧化有关

,

这些都

有待深入研究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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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F E C T O F SU N L I G H T
,

H E A T A N D pH

O N B IO L O G IC A L P O T E N C Y O F A C T IV E

C O M P O N E N T S O F C H IN E S E B I T T E R SW E E T

( C E L A S T R U S A N G U L A T U S M A X
.

)

W
u

W
e n j u n Z h a n g X i n r u i

( D e P a r艺m e 九 t o了 p 忿a n 君 p r o t e e t f o 作 )

A b s t r a e t

A l t h o u g h t e m p e r a t u r e a n d p H 灯〕 a y h a v o s o nt e e f f e e t s o n b i o
l
o g i e a l p o t e n e y

。 f t h e a e t i v e e o m p o n e n t s o f C h i r l e s e b i t t c r s w e c t , t h o s e e f f e e t s a r e s m a
l l

.

U n d e r t h e e o n d i t i o n o f 5 0℃ a n d p H l o ,
t h e a e t i v c e o n z p o n e n t s w i t h s t a n d i n g

f o r 连 h
o u r s rn i g h t g i v e 2 5肠 r e d u e t i o n i n a e t i v i t y

.

E x p o s u r e o f t h e a e t i v e

e o m P o n e t s o f C h i n e s e b i t t e r s w e o t t o s u n l , 9 1: t e a u s e d a s l o w d e e r e a s e i n

b i
o
l o g i e a l p o t e n e y

.

T h e a e t i v e e o 川 r o n e n t s e x r o s e d i n t h e s u n l i g h t f o r 9 d a y s

g a v e o n ly 2 4肠 r e d u e t i o n i n a e t i v i t y a s e o m p a r e d t o t h e u n e x p o s e d a e t i v e

e o m P 0 n e n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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