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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杀虫植物的筛选

张　兴　杨崇珍　王兴林
(西北农业大学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陕西杨凌 712100)

　　摘　要　室内测定了采自西北地区的 475种植物样品的丙酮提取物对玉米象、赤拟谷

盗、粘虫等试虫的生物活性,筛选出了对试虫有 50%以上生物活性的植物样品 128种, 其中

菊科 21种 、豆科 12种、蔷薇科 8种、藜科 7种、大戟科 5种,其余各科均不足 5种。 通过综合

分析, 认为砂地柏、牛心朴等 10余种植物具有明显的开发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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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植物的次生代谢物质中寻找天然产物杀虫剂, 是开发、研制新农药的有效途径之

一。我国西北地区地域广阔而复杂, 植物资源极其丰富, 在开发植物杀虫剂方面具有得天

独厚的资源优势。近年来, 吴文君 [1, 2 ]对卫茅科植物苦皮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分离制

备了具有杀虫活性新化合物,并开始了初步的人工模拟合成。 张兴等 [ 3, 4]成功地开发了楝

科植物川楝素和茄科植物烟草中所含的烟碱杀虫剂新品种。 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西北地

区杀虫植物资源概况, 开发更优良的植物杀虫剂提供线索和理论依据,张兴等 [ 5]从 1989

年开始对分布于该区的 500余种植物进行了杀虫活性的初步调查。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

其杀虫活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筛选, 发现了一批具有研究、开发价值的新的杀虫植物种

类。现就筛选情况总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植物样品及其前处理　分别采自陕西的杨凌、周至、秦岭、汉中、榆林,甘肃的张掖、祁

连山,青海的海西草原,宁夏滕格里沙漠,新疆石河子等地,共 96科, 270属, 475种植物品

种。经 60℃烘箱烘干,粉碎过 40目筛, 于低温条件下保存备用。

供试昆虫　采用本中心养虫室 (T ( 25± 1)℃, RH = 75%± 5% , D /L= 12 h /12 h)饲

养的粘虫 (My thimna sep ara ta )四龄幼虫、小菜蛾 (P lutella xy lostella )三龄幼虫、玉米象

(S itoph ilus z eam ais )和赤拟谷盗 ( T ribolium castaneum )的成虫, 及田间采集的菜青虫

(P ieris rapae)五龄幼虫作为供试昆虫。

1. 2　试验方法

植物样品的提取　以丙酮为溶剂,浸泡植物粉碎样品约 2 h,然后采用间歇式振荡法

提取,振荡和间歇时间各 2 h,总提取时间 12 h.将提取液过滤, 浓缩成相当于干样时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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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m L的质量浓度后冷藏备用。

生物测定　供试样品对赤拟谷盗和玉米象的种群抑制作用采用张兴等
[ 6, 7]
的方法测

定;供试样品对小菜蛾、粘虫、菜青虫幼虫的活性测定方法同张兴等 [3, 8 ]的方法。

2　筛选结果

对供试的 475种植物样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生物活性测试, 筛选出对供试昆虫效果

大于 50%的植物样品分属 56科 128种,结果见表 1.

表 1　对试虫生物活性大于 50%的杀虫植物筛选结果

科名 植物名 (学名 ) 供试昆虫 作用方式 效果 /%

大戟科 大戟 (E uphorbia p ekinensis)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3. 5

小菜蛾 毒杀 69. 6

菜青虫 拒食 89. 0

粘　虫 拒食 71. 5

蓖麻 (R icinu s comm un i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89. 6

粘　虫 拒食 71. 5

泽漆 (E uphorbia h elioscop ia ) 菜青虫 毒杀 76. 9

乌桕 (S ap ium sebiferum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76. 5

地锦草 (E uphorbia h um if us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8. 3

菊科 百花蒿 (S t ilp no lep is cen t if lora ) 小菜蛾 毒杀 75. 5

菜青虫 拒食 87. 7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76. 4

旋复花 ( Inu la jap on ica ) 小菜蛾 毒杀 57. 0

菜青虫 拒食 77. 0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4. 8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1. 3

沙蒿 (A r tem isia d eser torum ) 粘　虫 拒食 69. 3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2. 2

紊蒿 (A r tem isia intr ca ta ) 粘　虫 拒食 98. 8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90. 9

天山千里光 (S en ecio th ianschan icu s)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63. 5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70. 8

千里光 (S enecio scand ens)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87. 6

菜青虫 毒杀 76. 9

菊芋 (洋姜 ) (H elian thu s tuberosu s)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63. 4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76. 5

顶羽菊 (A crop t ilon rep ens)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3. 3

万寿菊 (Tag etes erecta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7. 0

火绒草 (L eon top od ium leon topod ioid es)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82. 2

箭叶橐吾 (L ig u la ria sag itt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6. 1

小白酒草 (Conyza canad ensis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3. 2

狭叶青蒿 (A r tem isia d racun cu lu 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90. 9

烟管头 (Carp esium cernuum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97. 3

狼把草 (B id en s tr ip ar t ita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60. 7

三叶鬼针草 (B id en sp i losa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60. 5

淡黄香青 (A napha lis f la vescen s)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7. 1

南牡蒿 (A r tem isia er iop od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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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叶紫菀木 (A sterotham nusm o ll iu scuu lu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6. 6

两色金鸡菊 (Coreop sis t in ctor i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8. 9

莴苣 (L actu ca sa tiva ) 粘　虫 拒食 75. 2

藜科 雾冰藜 (B a ssia d a syp hy ll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3. 5

角果藜 (Cera tocarp us arena r iu 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5. 7

木地肤 (K och ia p rostrat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86. 0

滨藜 (A tr ip lex p a ten 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82. 2

角果碱蓬 (S uaeda cornicu lat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98. 0

菊叶香藜 (Chenopod ium f oetidum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61. 0

猪毛菜 (Sa lsola co ll in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5. 3

豆科 紫穗槐 (Am orpha f ru ticos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7. 2

小菜蛾 毒杀 65. 7

菜青虫 拒食 76. 5

粘　虫 拒食 96. 2

苦豆子 (Sophora a lop ecuro id e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1. 3

小菜蛾 毒杀 51. 4

菜青虫 拒食 76. 9

苦马豆 (Swa inson ia sa lsu l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9. 3

粘　虫 拒食 67. 3

田皂角 (A eschynom ene ind ic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75. 4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62. 4

野葛 (P uerar ia loba ta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69. 9

粘　虫 拒食 76. 1

野苜蓿 (M ed icago f a lca t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87. 8

百脉根 (L otus corn icu la tu 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1. 3

骆驼刺 (A lhag i p seud a lh ag i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9. 5

紫荆 (Cercis ch in en si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8. 9

甘蒙锦鸡儿 (Caragana opu len 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7. 3

天蓝苜蓿 (M ed icago lup u l ina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63. 0

黄花棘豆 (Oxy trop isochrocep ha l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0. 9

蔷薇科 贴梗木瓜 (Chaenom eles lag ena r ia ) 粘　虫 拒食 74. 9

喜阴悬钩子 (R ubusm esogaeus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85. 7

欧李 (P runus hum i lis) 粘　虫 拒食 77. 4

二裂叶委陵菜 (P oten ti lla b ifur c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8. 3

华北珍珠梅 (Sorba r ia kir ilow i i)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88. 8

陕西蔷薇 (R osa g ira ld ii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8. 3

榆叶梅 (P runus tr ilob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2. 4

海棠 (M a lu s sp ectabil i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76. 4

茄科 青杞 (S olanum sep tem lobum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1. 7

番茄 (Ly cop ersicon escu len tum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92. 4

甘青山茛菪 (A n isodu s tang u ticus)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9. 5

烟草 (N icot iana taba cum ) 菜青虫 毒杀 86. 9

十字花科 遏蓝菜 (Th lasp i a rven se)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80. 9

粘　虫 拒食 79. 0

宽叶独行菜 (L ep id ium lat ifol ium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2. 5

柏科 砂地柏 (Sab ina vu lg ar i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97. 0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67. 1

小菜蛾 拒食 93. 0

菜青虫 拒食 9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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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　虫 拒食 96. 3

侧柏 (P la ty cladu s orien ta l is) 菜青虫 毒杀 92. 3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1. 3

玄参科 甘肃马先蒿 (P ed icu lar is kansu en sis) 粘　虫 拒食 73. 1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5. 6

柳穿鱼 (L inar ia vu lga ri 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8. 4

野胡麻 (D odar tia or ien ta li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4. 3

毛茛科 白头翁 (P u lsat il la ch in ensis) 菜青虫 毒杀 95. 8

牡丹 (P aeon ia su f f rut icosa)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85. 4

茴茴蒜 (R anun cu lu s ch inensis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64. 0

茜草科 鸡矢藤 (P aed er ia scand ens)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73. 7

粘　虫 拒食 88. 0

茜草 (R ub ia cord ifol i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6. 4

蓬子菜 (Ga lium verum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0. 8

蓼科 扁蓄 (P o lyg onum av icu lare) 粘　虫 拒食 90. 5

辣蓼 (P o lyg onum hy d rop ip er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7. 9

巴天酸模 (R um ex pa t ien ti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5. 7

野荞 (F agop yrum ta tar icum ) 赤拟谷盗 57. 8

罂粟科 小果博落回 (M acleaya m icrocarp a ) 菜青虫 毒杀 87. 6

粘　虫 拒食 90. 4

曲花紫堇 (Coryd a lis cu rvif lora)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7. 2

禾本科 芦苇 (P h ragm ites comm un is) 粘　虫 拒食 80. 5

菜青虫 毒杀 92. 3

醉马草 (A chnatherum inebr ian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3. 3

蕙苡 (Coix la crym a-jobi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74. 3

锦葵科 野葵 (M a lva ver ticil la ta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86. 7

粘　虫 拒食 97. 2

菜青虫 毒杀 92. 3

圆叶锦葵 (M a lva rotund ifo lia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1. 5

木槿 (H ibiscus syr ia cu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79. 1

桑科 艹
律草 (H um u lu s scand en 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78. 0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73. 3

无花果 (F icus car ica ) 粘　虫 拒食 72. 8

伞形科 竹叶柴胡 (B up leurum m arg ina tum ) 粘　虫 拒食 91. 2

迷果芹 (Spha llerocarp u s g ra ci lis) 粘　虫 拒食 94. 4

唇形科 野薄荷 (M en tha hap loca lyx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8. 5

夏枯草 (P runella a sia t ic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7. 3

柽柳科 水拍枝 (M yr icar ia g erm an ic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7. 5

红砂 (R eaum u r ia soongoric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7. 3

百合科 石刁柏 (Saparagus of f icina lis)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75. 3

蒜 (A llium sa t ivum ) 菜青虫 抑制种群形成 82. 6

芸香科 花椒 (Z an thoxy lum bungeanum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81. 2

粘　虫 拒食 87. 6

菜青虫 拒食 73. 9

小菜蛾 毒杀 78. 5

瑞香科 狼毒 (S tel lera cham aeja sm e)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2. 3

粘　虫 拒食 79. 6

菜青虫 毒杀 69. 2

萝摩科 牛心朴 (Cynan chum kom a rov ii ) 菜青虫 毒杀 6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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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菜蛾 毒杀 72. 4

小檗科 三棵针 (B erber is brachyp od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71. 7

粘　虫 拒食 71. 7

胡芦科 苦瓜 (m om ord ica ch aran tia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8. 4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1. 3

天南星科 芋 (Coloca sia escu len ta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61. 8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6. 2

亚麻科 野亚麻 (L inum stel lero id es ) 粘　虫 拒食 97. 5

菜青虫 拒食 89. 5

木贼科 问荆 (E au isetum arvense) 粘　虫 拒食 81. 3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1. 3

漆树科 黄连木 (P istacia ch in en sis) 粘　虫 拒食 86. 7

金丝桃科 金丝桃 (H ypericum m onogy num ) 粘　虫 拒食 98. 3

菜青虫 毒杀 84. 6

樟科 木姜子 (L itsea p ung ens) 粘　虫 拒食 92. 3

壳斗科 辽东栎 (Quercus l iaotung ensis) 粘　虫 拒食 78. 2

水麦冬科 海韭菜 (T rig loch in ma r itim um ) 粘　虫 拒食 78. 5

胡颓子科 沙棘 (H ippopha e rh am noid es ) 粘　虫 拒食 66. 4

粗榧科 中国粗榧 (Cepha lotaxu s sin ensis) 粘　虫 拒食 64. 9

杉科 水杉 (M eta sequoia g lyp tostroboid es) 粘　虫 拒食 71. 4

旋花科 日本兔丝子 (Guscu ta jap on ic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9. 2

石榴科 石榴 (P un ica g rana tum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82. 3

八角枫科 八角枫 (A lang ium ch inen se)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90. 6

柿树科 柿 (D iospy ros kak i)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3. 0

忍冬科 荚艹迷 (V iburnum d i la ta tum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3. 4

七叶树科 七叶树 (A escu lu s ch inen sis)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4. 8

胡桃科 胡桃 (J ug lan s reg ia ) 粘　虫 拒食 67. 2

景天科 垂盆草 (S edum sarm en tosum ) 粘虫 拒食 84. 1

卫茅科 南蛇藤 (Cela strus orbicu la tus) 菜青虫 抑制生长发育 71. 7

马齿苋科 马齿苋 (P or tu laca oleracea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55. 2

龙胆科 扁蕾 (Gen tianop sis ba rba ta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61. 9

木犀科 迎春花 (J a sm inum nud if lorum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67. 6

紫薇科 梓树 (Ca ta lp a ova ta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91. 9

虎耳草科 五裂茶 (R Ibesm ey er i)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1. 2

薯蓣科 山药 (D ioscorea ba tu tas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4. 2

山茱萸科 毛楝 (Cornu sw a lter i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55. 5

报春花科 海乳草 (G laux m ar it im 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3. 9

鼠李科 酸枣 (Z iz ip hus jujuba )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66. 6

槭树科 木岑叶槭 (A cer n eg undo)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81. 8

苦木科 臭椿 (A i lan thus a l tissim a )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67. 7

3　讨论与分析

3. 1　杀虫植物种群的科间分布

　　本研究共采集西北地区的 570余种植物样品,经鉴定分类后,分别属于 96科 270属

475种。生物活性测定结果表明,具有 50%以上杀虫活性的植物中, 菊科植物数量多达 21

种,居于首位,豆科植物 12种,蔷薇科植物 8种,藜科植物 7种,大戟科植物 5种, 茄科、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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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植物各 4种,锦葵科、毛茛科、茜草科、禾本科、玄参科植物各 3种,其余各科植物仅为 1

～ 2种。由于试验条件限制,本研究仅以其丙酮提取物对菜青虫、粘虫、玉米象、赤拟谷盗

等常见的昆虫进行了筛选。 故还不能肯定其非丙酮提取物对供试昆虫或其他昆虫是否具

有生物活性。 此项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广泛研究。

3. 2　不同杀虫植物对不同试虫的生物活性有一定的差异

在供试植物中,对粘虫生物活性大于 80%的植物有 18种 (表 1),分别为: 紊蒿、紫穗

槐、鸡屎藤、竹叶柴胡、迷果芹、小果博落回、扁蓄、芦苇、冬葵、砂地柏、狼毒、垂盆草、黄连

木、木姜子、野亚麻、问荆、金丝桃、花椒。 对菜青虫生物活性大于 80%的植物有:百花蒿、

大戟、白头翁、烟草、小果博落回、芦苇、冬葵、大蒜、砂地柏、侧柏、野亚麻、金丝桃,共计 12

种。对玉米象种群形成抑制率大于 85%的植物样品有: 狭叶青蒿、烟管头、紊蒿、野苜蓿、

蓖麻、木地肤、华西珍珠梅、砂地柏、石榴、角果碱蓬、日本菟丝子,共计 11种。 对赤拟谷盗

种群形成抑制率大于 85%的植物有:千里光、牡丹、喜阴悬钩子、冬葵、梓树、八角枫、番

茄,共计 7种。对小菜蛾拒食、毒杀活性大于 75%的植物样品有:牛心朴、花椒、砂地柏、紫

穗槐、百花蒿 5种,其中以砂地柏的生物活性最突出。对 3种供试昆虫都具有较高生物活

性的植物样品有:砂地柏、小果博落回、紫穗槐、冬葵、牛心朴、狼毒、大戟、百花蒿等 10余

种,具有明显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价值。

3. 3　杀虫植物的作用方式

由于受试验方法和试虫本身特点的限制,供试植物样品对储粮害虫玉米象和赤拟谷

盗主要表现为抑制种群形成,对粘虫、菜青虫等主要表现为拒食或毒杀作用。张兴 [9 ]、吴文

君等
[10 ]
认为苦皮藤对玉米象的种群形成抑制作用主要体现为影响成虫的取食和产卵,其

他供试植物样品对储粮害虫的抑制作用是影响其世代发育的某个阶段, 还是其全过程,有

必要进一步研究。

3. 4　砂地柏的杀虫活性

柏科植物砂地柏是最具有研究开发价值的植物样品之一。 据高聪芬
[11 ]
、付昌斌

[ 12]
等

的研究表明, 砂地柏精油成分对菜青虫、小菜蛾、粘虫、赤拟谷盗、玉米象、甘蓝夜蛾等多种

昆虫具有熏蒸杀虫活性; 其非精油成分对粘虫的多功能氧化酶 (M FO )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同时,砂地柏是优良的沙漠植物,繁殖简单,生长迅速,其叶片和种子中均含有杀虫活

性成分。因此,只要加强繁殖,扩大面积,就有实现产业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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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reen ing on the Resou rces o f Bo tan ica l

Insecticides in N o rthw es tern C h ina

ZhangX ing　Yang Chongzhen　W angX ing lin
(R esearch and D evelopm en t Cen tre of B iora t iona lP esticid e,

N or thw estern A g r icu ltura lU n iversi ty, Y ang ling, Shaan x i 712100)

Abstract　 T he bio act iv it ies o f the acetone ex t rac ts o f insect icida l p lan ts co llected

f rom no rthw este rn C h ina w e re tested w ith S itoph i lus z eam ais, T ribolium castaneum,

My th imna separata etc. in the labo ra to ry. R esu lts show ed tha t 128 species o f them p re-

sen t m o re than 50% b ioact iv ities to the test insectes, o fw h ich 21 species f rom Composi-

tae, 12 species f rom L egum inosae, 8 species from Rosaceae, 7 species f rom Chenopod i-

aceae, 5 species from Euphorbiaceae and less than 5 species from each o f the o the rs. T he

au tho r proved tha t 10 species over w hich included S abina vu lgru s and Cynanchum ko-

marov ii etc. w ere w o r th deve lop ing.

Keywords　 insect icida l p lan ts, b io activ it ies, N o r thw estern C 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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