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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种植物抑菌活性筛选试验
Ξ

冯俊涛, 石勇强, 张　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 ]　以小麦赤霉病菌、番茄灰霉病菌和苹果炭疽病菌为供试菌种, 对 56 种植物的 60 种丙酮提取物进

行了抑菌活性筛选。结果表明, 芦苇、龙葵等 35 种提取物对至少 1 种病菌的菌丝生长抑制率大于 60% , 芦苇、胡颓

子等 26 种提取物对苹果炭疽病菌孢子的萌发有 60% 以上的抑制作用; 其中莴苣、苍耳、苦参、苦豆子等 8 种植物对

供试病菌菌丝生长和苹果炭疽病菌孢子萌发的抑制作用较强, 抑制效果均在 80% 以上, 值得进一步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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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植物中寻找抑菌活性物质, 是开发、研制新型

杀菌剂的热点之一。M aruzzellahe Balter 对多种精

油杀菌活性系统的测试发现, 多种植物香精油能抑

制真菌的生长[1 ] , 在多种植物中普遍存在的小孽碱

能有效地防治马铃薯晚疫病[2 ] , 李重九等从韭菜中

分离出多种具有萘酚结构骨架的抑菌活性化合

物[3 ] , 吴恭谦等发现白头翁提取物对小麦赤霉病菌

有较强的抑制作用[4 ]。孟昭礼等从银杏中分离出对

植物病原菌有很高活性的化合物, 经结构鉴定、人工

模拟合成, 成功开发出“绿帝”农用杀菌剂系列产

品[5 ]。我国西北地区占全国面积的 1ö3 以上, 地形和

植被非常复杂, 植物类型丰富、独特, 是寻找植物源

农药的理想场所。从 1989 年开始张兴等曾对该区的

杀虫植物资源进行了系统的调查, 并对分布于该区

的 500 余种植物的杀虫活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筛

选[6, 7 ]。本研究在前期杀虫活性研究基础上, 对选自

西北地区的 56 种植物的 60 种丙酮提取物抑菌活性

进行了初步筛选, 为充分利用西北地区植物资源, 开

发更优良的植物源农药提供线索和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供试植物样品

　　来源　试验所用植物样品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从西北各地采集, 经 60℃

烘干、粉碎, 过 40 目筛 (孔径 0. 37 mm ) 后于- 45℃

低温冰箱中保存备用, 详见表 1。
表 1　参试植物样品名录

T able 1　Catalogue of p lan t tested

学　名
P lan t nam e

供试部位
T ested parts

学　名
P lan t nam e

供试部位
T ested parts

芦苇 P h rag rn ites comm un is 根 Roo t 车前 P lan tag o d ep ressa 叶 L eaf
鱼藤D erris trif olia ta 根皮 Rh izoderm is 锐枝木蓼 A trap hx is p ung ens 茎叶混样 Stem and leaf
胡颓子 E laeag nus ang ustrif olia 种子 Seed 小果博落回M acleay a m icrocarp a 根 Roo t
皂荚 G led itsia sinensis 果 Pod 牛心朴 Cy nanchum kom arov ii 全株 T he w ho le
紫穗槐 A m orp ha f ru ticosa 花 F low er 花椒 Z an thoxy lum bung eanum 叶 L eaf
柠条 Carag ana arborescens 茎叶混样 Stem and leaf 柑桔 C itrus reticu la ta 果皮 R ind
苦参 S op hora f lavescensa it 茎叶混样 Stem and leaf 狼毒 S tellera cham aejasm e 根 Roo t
苦豆子 S op hora a lop ecu roid es 茎、叶、根 Stem , leaf, roo t 槭树 A cer trunca tum 枝叶混样B ranch and leaf
踏郎 H edy sarum f u rx icosum 全株 T he w ho le 木岑叶槭 A cer neg und o 叶 L eaf
蓖麻 R icinus comm un is 茎叶混样 Stem and leaf 络石 T rachelosp erum jam inoid es 茎叶混样 Stem and leaf
大戟 E up horbia p ok inensis 全株 T he w ho le 沙柳 S a lix cheilop h ila 枝叶混样B ranch and leaf
泽漆 E up horbia helioscop ia 全株 T he w ho le 十大功劳M ahon ia bea lil 茎叶混样 Stem and leaf
火棘 Py racan tha f a rtuncana 茎叶 Stem and leaf 南蛇藤 Celastrus orbicu la tus 根皮 Rh izoderm is
石楠 P hotin ia serru la ta 叶 L eaf 苦皮藤 Celastrus ang u la tus 根皮 Rh izoderm is
木瓜 Chaenom eles sinensis 果实 D rupe 木槿 H ibiscus sy riacus 叶 L eaf
白头翁 P u lsa tilla ch inensis 根 Roo t 冬葵M alva verticila lta 全株 T he w ho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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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Continue tab le 1

黄连 Cop tis ch inensis 根状茎 Rh izom e 菟丝子 Cuscu ta jap on ica. 全株 T he w ho le
苦楝M elia az ed arach 果实 F ru it 生姜 Z ing iber of f icina le 块根 Roo t tuber
苍耳 X an th ium sibiricum 全株 T he w ho le 侧柏 B iota orien ta lis 枝叶混样B ranch and leaf
莴苣 Iactuca sa tiva 全株 T he w ho le 砂地柏 S abina vu lg aris 茎、叶、果 Stem , leaf, drupe
旋覆花 Inu la jap on ica 全株 T he w ho le 金丝桃 H yp ericum ch inense 枝叶混样B ranch and leaf
千里光 S enecio scand ens 全株 T he w ho le 胡萝卜D aucus carota 根 Roo t
蒲公英 T arax acum m ong olicum 全株 T he w ho le 芹菜 A p ium g raveoleus 茎 Stem
白术 A tracty lod es m acrocep ha la 根茎混样 Roo t and stem 丁香 S y zy g ium arom a ticum 枝叶混样B ranch and leaf
万寿菊 T ag etes erecta 全株 T he w ho le 酸枣 Z iz ip hus jujuba 果实 F ru it
龙葵 S olanum n ig rum 全株 T he w ho le 杜仲 E ucomm ia u lm oid es 树皮 Bark
番茄 L y cop ersicon escu len tum 茎叶混样 Stem and leaf 百部 S tem ona jap on ica 全株 T he w ho le
曼陀罗D atu ra stram on ium 全株 T he w ho le 石榴 P un ica g rana tum 果皮 R ind

　　提取　所有植物样品均分别以冷浸法用丙酮提

取 3 次, 提取时间分别为 48, 24, 24 h。合并滤液, 浓

缩至质量浓度 1 gömL , 移装于 10 mL 具塞刻度试

管中, 加塞封口, 于冰箱中 (0～ 4 ℃)冷存备用。

1. 2　供试菌种

小 麦 赤 霉 病 菌 ( G ibberella z eae ( schw. )

Petch ) , 苹 果 炭 疽 病 菌 ( G lom erella cing u la ta

( Stonem ) Spau ld et sch renk ) , 番 茄 灰 霉 病 菌

(B otry tis cirerea) 均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病理

研究所提供。

1. 3　试验方法

植物样品提取物对病菌菌丝生长和对病菌孢子

萌发的抑制作用的测定分别采用生长速率法[8 ]及悬

滴法[9 ]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 1　植物样品抽提物对几种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

作用

以生长速率法测定了 60 种植物样品丙酮抽提

物对小麦赤霉病菌、番茄灰霉病菌和苹果炭疽病菌

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 不同样品对同一病

菌的抑制活性差异较大, 同一植物样品对不同菌种

的活性亦存在显著差异。表 2 列出了部分活性较高

的植物样品 (对至少 1 种供试菌抑制率大于 60% )

的测定结果。

表 2　植物提取物对 3 种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① (72 h)

T ab le 2　 Inh ib it ion of p lan t ex tract ion on hgpha of 3 k inds of pathogen fungi① %

样品名称
Samp le

小麦赤霉病菌 G. z eae 番茄灰霉病菌 G. cing u la ta 苹果炭疽病菌B . cirerea

② ③ ② ③ ② ③
芦苇 P. comm un is 2. 24 92. 7 0. 13 99. 6 0. 00 100
龙葵 S. n ig rum 25. 34 17. 3 22. 02 30. 0 6. 43 71. 6
番茄 L . escu len tum 11. 58 62. 2 13. 27 57. 8 16. 90 25. 3
锐枝木蓼 A . p ung ens 17. 56 42. 7 11. 01 65. 0 9. 71 57. 1
柑桔 C. reticu la ta 10. 45 65. 9 12. 61 59. 9 12. 99 42. 6
狼毒 S. cham aejasm e 0. 00 100. 0 2. 26 92. 8 13. 99 38. 2
络石 T. jam inoid es 12. 53 59. 1 2. 11 93. 3 13. 74 39. 3
生姜 Z. of f icina le 12. 16 60. 3 0. 50 98. 4 9. 14 59. 6
金丝桃 H . ch inense 15. 23 50. 3 3. 68 88. 3 17. 45 22. 9
冬葵M . verticila lta 17. 65 42. 4 12. 27 61. 0 9. 71 57. 1
百部 S. jap on ica 14. 43 52. 9 17. 67 43. 8 8. 58 62. 1
石榴 P. g rana tum 0. 89 97. 1 8. 84 71. 9 1. 54 93. 2
泽漆 E. helioscop ia 7. 69 74. 9 12. 77 59. 4 15. 48 31. 6
胡萝卜D. carot 23. 72 22. 6 4. 91 84. 4 9. 96 56. 0
芹菜D. carot 10. 33 66. 3 16. 39 47. 9 8. 76 61. 3
槭树 A . trunca tum 19. 89 35. 1 11. 01 65. 0 23. 80 0. 0
木岑叶槭 A . neg und o 17. 16 44. 0 10. 94 65. 2 12. 04 46. 8
侧柏 B . O rien ta lis 13. 57 55. 7 0. 50 98. 4 8. 80 61. 1
砂地柏 (茎) S. vu lg aris ( stem ) 11. 70 61. 8 13. 52 57. 0 8. 78 61. 2
砂地柏 (叶) S. vu lg ari ( leaf) 16. 61 45. 8 7. 58 75. 9 16. 18 28. 5
砂地柏 (果) S. vu lg ari (fru it) 15. 66 48. 9 8. 27 73. 7 15. 64 30. 9
胡颓子 E. ang ustrif oli 19. 61 36. 0 10. 88 65. 4 1. 15 94. 9
柠条 C. arborescens 16. 33 46. 7 24. 63 21. 7 8. 89 60. 7
苦豆子 (茎) S. a lop ecu roid es ( stem ) 22. 58 26. 3 6. 51 79. 3 3. 78 83. 3
苦豆子 (叶) S. a lop ecu roid es ( leaf) 13. 39 56. 3 8. 08 74. 3 11. 16 50. 7
苦豆子 (根) S. a lop ecu roid es ( roo t) 10. 17 66. 8 1. 60 94. 9 2. 56 88. 7
苦参 S. f lavescensa it 2. 08 93. 2 0. 25 99. 2 2. 08 9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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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Continue tab le 2

鱼藤D. trif olia ta 13. 39 56. 3 6. 60 79. 0 9. 64 57. 4
苍耳 X . S ibiricum 11. 86 61. 3 1. 01 96. 8 0. 63 97. 2
莴苣 I. sa tiva 0. 00 100. 0 0. 38 98. 8 0. 00 100. 0
旋覆花 I. jap on ica 0. 83 97. 3 10. 72 65. 9 9. 19 59. 4
蒲公英 T. m ong olicum 19. 06 37. 8 7. 26 76. 9 18. 56 18. 0
白术 A . m acrocep ha la 10. 17 66. 8 8. 52 72. 9 7. 88 65. 2
万寿菊 T. erecta 12. 99 57. 6 5. 41 82. 8 10. 27 54. 6
苦楝M . az ed arach 13. 60 55. 6 6. 26 80. 1 6. 20 72. 6
对照 CK 30. 64 — 31. 45 — 22. 63 —

　　注: ①所有样品供试浓度均为质量浓度 0. 1 gömL (下表同) ; ② 菌落直径ömm , 3 次重复之平均数; ③ 抑制率ö%。

N o te: ① T he concen tration all are 0. 1 gömL (Fo llow ing tab le is just the sam e) ; ② T he co lony diam eter is the average of 3 rep lications; ③

Inh ib it ion rate (% ).

　　由表 2 可知, 在质量浓度为 0. 1 gömL 时, 有 14

种样品对小麦赤霉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率大于

60% , 其中莴苣、狼毒、旋覆花、苦参、石榴、芦苇等

6 种样品表现出强烈的抑制作用, 抑制率均在 90%

以上; 对番茄灰霉病菌, 则有 27 种样品的抑制率大

于 60% , 其中芦苇、苦豆 (根)、侧柏、苦参、苍耳、生

姜 、络石、狼毒、莴苣等 9 种样品抑制率均大于

90% ; 对苹果炭疽病菌, 供试植物样品中的芦苇、胡

颓子、苍耳、莴苣、苦参、石榴等抑制率均高于 90%。

另外, 金丝桃和苦楝对番茄灰霉病菌, 苦豆根和茎对

苹果炭疽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率均在 80% 以上。对

至少 1 种供试菌抑制率大于 80% 者有 17 种 (若以

植物种类计, 则为 16 种) , 对 3 种供试菌中至少 2 种

抑制率在 80% 以上的有莴苣、苍耳、苦参、狼毒、苦

豆根、芦苇、石榴等 7 种, 而对 3 种菌抑制率均大于

90% 的仅有芦苇、莴苣和苦参 3 种。

2. 2　植物样品对苹果炭疽病菌孢子萌发的抑制作用

供试植物样品对苹果炭疽病菌孢子萌发的抑制

作用差异较大, 即使同一植物不同部位提取物的活

性亦显著不同。表 3 是抑制率大于 50% 样品的测定

结果。由表 3 可见, 在质量浓度为 0. 1 gömL 时, 十

大功劳、苍耳、莴苣、柑桔、旋覆花、苦豆子根对苹果

炭疽病菌孢子的萌发具强烈的抑制作用, 抑制率均

大于 90% ; 芦苇、木瓜、胡颓子、槭树、白头翁、沙柳、

木槿、菟丝子、黄连、砂地柏 (果)、苦参、胡萝卜等具

较强的抑制作用, 抑制率均在 80% 以上; 蒲公英、狼

毒等 11 种样品的抑制率在 50%～ 80% ; 其他样品

的抑制率均小于 50% , 而番茄、生姜、侧柏、金丝桃、

苦豆子茎和叶、百部、曼陀罗及苦皮藤等 9 种样品对

苹果炭疽病菌孢子的萌发甚至还表现出促进作用。
表 3　植物提取物对苹果炭疽病菌孢子萌发的抑制效果 (24 h)

T ab le 3　 Inh ib it ion of p lan t ex tract ion on spo re of G lom erella cing u la ta %

样品名称
Samp le

孢子萌发率
Em ergence

rate of spo re

抑制率
Inh ib it ion

rate

样品名称
Samp le

孢子萌发率
Em ergence

rate of spo re

抑制率
Inh ib it ion

rate

芦苇 P. comm un is 12. 1 87. 0 苍耳 X . sibiricum 7. 8 91. 6
胡颓子 E. aA ng ustrif olia 17. 1 81. 6 莴苣 I. sa tiva 5. 8 93. 8
柠条 C. arborescens 38. 2 58. 9 旋覆花 I. jap on ica 7. 4 92. 0
苦参 S. f lavescensa it 12. 1 87. 0 蒲公英 T. m ong olicum 21. 0 77. 4
苦豆子 S. a lop ecu roid es 2. 5 97. 3 狼毒 S. cham aejasm e 25. 0 73. 1
泽漆 E. helioscop ia 34. 9 62. 5 槭树 A . trunca tum 13. 2 85. 8
木瓜 C. sinensis 10. 9 88. 3 络石 T. jam inoid es 23. 1 75. 2
白头翁 P. ch inensis 15. 5 83. 3 沙柳 S. cheilop h ila 14. 5 84. 4
黄连 C. ch inensis 11. 4 87. 7 十大功劳M . bea lil 7. 5 91. 9
柑桔 C. reticu la ta 8. 7 90. 6 南蛇藤 C. orbicu la tus 25. 0 73. 1
龙葵 S. n ig rum 36. 7 60. 5 木槿 H . sy riacus 15. 1 83. 8
胡萝卜D. carot 17. 6 81. 1 菟丝子 C. jap on ica 18. 2 80. 4
芹菜 A . g raveoleus 45. 5 51. 1 砂地柏 (茎) S. vu lg ari ( stem ) 20. 6 77. 8
砂地柏 (果) S. vu lg ari (fru it) 13. 7 85. 3 酸枣 Z. jujuba 21. 0 77. 4
杜仲 E. u lm oid es 39. 6 57. 4 对照 CK 93. 0 —

　　注:“孢子萌发率”为 3 次重复之平均数。

N o te: T he em ergence rate of spo re is the arerage of 3 rep lications.

3　讨　论
本研究对 60 种植物丙酮提取物的杀菌活性测

试结果肯定存在漏筛现象。也就是说在认为对供试

菌无明显效果的样品中, 有的是因为试验方法上的

缺欠而没有测出其真正的活性来。原因可能有以下

几个方面: ①所有样品在 60～ 80 ℃条件下烘干这一

过程中, 某些具较强挥发性的杀菌有效成分会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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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破坏; ②多数参试植物样品在采集时并非枝、

叶、花、果、根具全。实际采集时, 草本植物一般采其

全株, 木本植物则采其枝、叶。这样难免对某些种类

的活性部位因生长季节 (如缺花或果) 或主观臆断

(如多数没有采集根或皮)而没有采上有活性的植株

部位; ③为了方便操作, 在样品提取、定容和生物测

定整个过程中均只用丙酮作为溶剂。这样不一定能

将极性和非极性较强的物质抽提出来; ④本研究是

用粗提物进行测试, 但有些植物样品中活性成分甚

微, 因而在供试浓度下未表现出较强的活性; ⑤与杀

虫剂不同, 对杀菌剂而言有许多品种如乙膦铝、三环

唑、噻瘟唑等在离体条件下没有活性, 在活体植物上

则表现出极强的抑菌活性[10 ] , 而本研究仅初步进行

了离体试验。对于这些问题虽然在初步的筛选中难

以避免, 但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引起注意。

菊科和豆科植物的生物活性应引起重视。本研

究筛选出的对至少 1 种供试菌菌丝生长有 80% 以

上抑制效果的 16 种植物样品中, 菊科和豆科分别有

4 种和 3 种, 分别占供试品种的 7. 1% 和 5. 4% ; 而

对苹果炭疽菌孢子萌发抑制率在 80% 以上的 18 种

样品中, 菊科和豆科各占 3 种, 分别均占供试品种的

5. 4%。据张兴等[7 ]研究报道, 在以赤拟谷盗和玉米

象为试虫的杀虫活性广泛筛选中, 分别选出 44 和

64 种有效品种, 菊科分别占 10 和 12 种, 豆科则分

别有 3 和 7 种。这说明菊科和豆科植物含有较全面

的生物活性物质, 在今后研究中值得加以重视。

莴苣、苍耳等 8 种植物的杀菌活性值得进一步

研究。测定结果表明, 莴苣、苍耳、苦参、苦豆子 (根)、

芦苇等 5 种样品对供试 3 种病菌中至少 2 种的菌丝

生长抑制作用在 85% 以上, 且对苹果炭疽病菌孢子

的萌发也均在 85% 以上, 说明该 5 种植物中所含的

杀菌活性成分作用机制较为全面, 既可抑制菌体的

生物合成, 也能影响菌体的生物氧化过程, 且杀菌谱

较广。对其的深入研究有可能发现新类型的杀菌剂

先导化合物, 并开发出新型的植物源杀菌剂。另外,

狼毒、胡颓子和旋覆花等 3 种样品对菌丝生长和孢

子萌发亦具有较高的抑制率, 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至于本研究所选出有效样品的杀菌谱、作用方

式和作用机制及在活体植物上的杀菌活性, 均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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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 ing stud ies on fung istasis of 56 p lan t ex t racts

FENG Jun - tao, SH IY ong-q iang, ZHANG X ing
(B iora tiona l P esticid es R esearch and S erv ice Cen ter,N orthw est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T he fungistasis of 56 p lan t acetone ex tracts w ere tested w ith G ibberella z eae, G lom erella

cing u la ta and B otry tis cirerea under separete cu lt iva t ing condit ion s. R esu lts show ed that 35 p lan t ex tracts

had mo re than 60% inh ib it ing ra tes to the hypha grow th of a t least one species of tested fungi, such as
P h rag rn ites com m unes, S olanum n ig rum etc. 26 p lan t ex tracts, including P h rag rn ites com m un is, E laeag nus

ang ustrif olis etc, had mo re than 60% inh ib it ing ra tes to the spo re sp rou t ing of G lom erella cing u la ta , and

among them , the ra tes of 8 p lan t ex tracts w ere mo re than 80% , such as L actuca sa tiva , X an th ium sibiricum ,

S op hora f lavescensa it, S op hora a lop eca roid es, P h rag rn ites com m un is etc.

Key words: bo tan ica l fungicides; fungistasis; b ioact ivity2scree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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