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30 卷　第 5 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V o l. 30 N o. 5
2002 年 10 月 Jour. of N o rthw est Sci2T ech U niv. of A gri. and Fo r. (N at. Sci. Ed. ) O ct. 2002

卫矛科植物苦皮藤杀菌活性研究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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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药研究所,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 ]　采用系统溶剂对苦皮藤鲜假种皮进行了提取, 并对粗抽提物进行了初步的分离。以孢子萌发试验

法、抑制菌丝生长速率法和盆栽试验系统测定了粗抽提物对植物病原真菌孢子萌发、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初步研

究了粗抽提物在活体条件下对植物真菌病害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 苦皮藤鲜假种皮的体积分数 25% 乙醇抽提物

对植物病菌孢子萌发和菌丝生长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在活体条件下, 体积分数 25% 乙醇抽提物对黄瓜霜霉病和

小麦白粉病都有明显的防治效果。

[关键词 ]　植物源杀菌剂; 苦皮藤; 杀菌活性

[中图分类号 ]　S482. 2+ 9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167129387 (2002) 052074203

　　苦皮藤 (Celastrus ang u la tus M ax im ) 属卫矛科

(Celast raceae) 南蛇藤属 (Celastrus) , 是一种多年生

木质藤本植物, 吴文君等[1～ 3 ]对苦皮藤中有关昆虫

拒食、麻醉及毒杀的活性成分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

苦皮藤的杀菌活性,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有文献

报道苦皮藤根皮粉 30 倍水浸液对马铃薯晚疫病菌

(P hy top h thora inf estans (M on ts. ) de Bary) 孢子萌

发有抑制作用[4 ] , 近年来笔者等[5～ 8 ]分离鉴定出苦

皮藤鲜假种皮中的主要杀虫杀菌活性成分。为了进

一步开发苦皮藤中的杀菌活性成分, 本研究对苦皮

藤鲜假种皮进行了系统提取, 并用提取物对 8 种重

要的农作物病原真菌进行了室内毒力测定及盆栽药

效试验, 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苦皮藤鲜假种皮: 1999 和 2000 年 8 月中旬在

陕西省周至县甘浴湾乡采苦皮藤鲜果实 (经西北植

物所杨金祥研究员鉴定) , 剥离鲜假种皮, 捣粹供提

取用。

供 试 病 原 菌: 玉 米 小 斑 病 菌 (B ip ola ris

m ay d is)、玉米大斑病菌 (E x seroh ilum tu rcicum )、苹

果腐烂病菌 (V a lsa m a li)、番茄早疫病菌 (A lterna ria

solan i)、番茄灰霉病菌 (B otry tis cinerea)。黄瓜霜霉

病菌 (P seud op eronosp ora cubensis) 和小麦白粉病菌

(E ry sip he g ram in is) 采自田间。以上菌种由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植保学院植物病理教研组提供或鉴定。

化学试剂: 甲醇、乙醇、正丁醇、氯仿、石油醚均

为分析纯, 西安化学试剂厂生产。

盆栽植物: 黄瓜 (长春密刺)、小麦 (辉县红)和玉

米 (陕 9)均为易感病品种。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苦皮藤鲜假种皮的提取　在室温条件下, 将

捣粹的苦皮藤鲜假种皮 (25 kg) 用体积分数分别为

25% , 50% , 95% 的乙醇、工业苯、石油醚依次提取 3

d, 其粗抽取物分别编号为 CA 1, CA 2, CA 3, CA 4,

CA 5。乙醇水的提取液在大搪瓷盘中吹干即可得到

抽提物; 苯、石油醚提取液减压浓缩。用 300 g 硅胶

与体积分数 25% 乙醇粘稠的抽提物 235 g 拌匀, 吹

干, 装入耐酸过滤漏斗中, 分别用 3 000 mL 的正丁

醇、甲醇、蒸馏水洗脱, 分别收集、浓缩各洗脱液。把

正丁醇洗脱物 (54 g, CA 6)用 70 mL 氯仿溶解, 以体

积分数 50% 甲醇萃取 3 次, 浓缩得到氯仿提取物

(18. 1 g, CA 7)。以真空液相快速层析法 (VL C)将氯

仿相分为石油醚部分 (4. 5 g)、氯仿部分 (8. 1 g,

CA 8)、甲醇部分 (5. 4 g)。

1. 2. 2　室内杀菌活性测定方法　采用孢子萌发试

验法、菌丝生长速率法进行活性测定, 具体方法参照

文献[ 9, 10 ]。

在孢子萌发试验法中, 当对照的萌发率达到

85% 后, 检查所有处理的萌发率。判断孢子是否萌

发, 以孢子萌发后的芽管长度大于孢子短半径为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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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按文献[ 11 ]方法计算抑制孢子萌发率。

在菌丝生长速率法中, 用直尺测量菌落直径 (须

十字交叉量取 2 次, 取其平均数)。按文献[ 11 ]方法

计算抑制菌丝生长率。

在盆栽试验中, 将催过芽的易感病植物种子播

种在事先准备好的花盆中。等到植株长到适当的时

候, 先在保湿条件下接种 (喷雾法、喷撒法)供试植物

病原菌, 24 h 后, 用手持的小型喷雾器在植株上喷

40 göL 的苦皮藤鲜假种皮提取物。每处理设 20 个

重复。10 d 后观察植物的发病情况, 并进行药效调

查。按照小麦白粉病、玉米大斑病、玉米小斑病、黄瓜

霜霉病的各自分级标准, 按文献 [ 11 ]方法计算各自

的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 1　提取物对植物病原菌孢子萌发的抑制作用

由表 1 可见, 苦皮藤鲜假种皮的抽提物对不同

病菌孢子萌发的抑制力有所差异, 对玉米大斑病原

菌孢子萌发的抑制力最强; 在不同溶剂的苦皮藤抽

提物中, 体积分数 25% 乙醇抽提物对孢子萌发的抑

制力最强。

表 1　苦皮藤提取物对真菌孢子萌发的毒力 (10 h)

T ab le 1　Toxicity of inh ib it ing the germ ination of the spo res (10 h)

供试病菌
Pathogen ic fungi

供试样品
Samp les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

相关系数
Co rrelation
coefficien t

EC50ö(Λg·g- 1)
Tox icity

玉米大斑病原菌
E x seroh ilum tu rcicum

CA 1
CA 2
CA 3
CA 4
CA 5
CA 6
CA 7
CA 8

Y = 2. 351 7X - 2. 275 6
Y = 1. 455 8X + 0. 320 6
Y = 2. 025 0X - 2. 541 1
Y = 1. 301 0X + 0. 561 6
Y = 1. 937 0X - 1. 684 3
Y = 2. 752 2X - 3. 166 0
Y = 1. 715 5X + 0. 072 8
Y = 1. 198 8X + 3. 741 2

0. 953 5
0. 923 7
0. 893 7
0. 985 2
0. 957 2
0. 935 6
0. 965 3
0. 923 5

1 241
1 638
2 654
2 720
2 824

927
745
273

玉米小斑病原菌
B ip ola ris m ay d is

CA 1
CA 2
CA 3
CA 4
CA 5
CA 6
CA 7
CA 8

Y = 1. 305 8X + 0. 903 7
Y = 1. 206 5X + 1. 142 1
Y = 1. 854 0X - 1. 388 1
Y = 0. 958 7X + 1. 662 1
Y = 1. 723 9X - 1. 036 2
Y = 0. 982 4X + 1. 998 4
Y = 1. 538 1X + 0. 471 9
Y = 2. 099 1X - 0. 571 4

0. 943 8
0. 963 1
0. 972 5
0. 934 9
0. 862 8
0. 934 8
0. 956 6
0. 923 8

1 371
1 576
2 790
3 032
3 158
1 136

879
451

番茄灰霉病原菌
B otry tis cinerea

CA 1
CA 2
CA 3
CA 4
CA 5
CA 6
CA 7
CA 8

Y = 1. 215 6X + 1. 138 4
Y = 0. 982 5X + 1. 780 2
Y = 1. 623 7X + 1. 007 0
Y = 1. 331 5X + 0. 348 1
Y = 0. 824 9X + 2. 125 1
Y = 1. 102 2X + 1. 567 1
Y = 1. 874 2X - 0. 600 3
Y = 0. 994 1X + 2. 215 1

0. 953 4
0. 986 6
0. 943 5
0. 964 0
0. 985 5
0. 978 9
0. 954 3
0. 926 7

1 502
1 893
2 724
3 117
3 056
1 302

973
633

2. 2　提取物对植物病原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由表 2 可以看出, 苦皮藤对玉米小斑病菌、玉米

大斑病菌和苹果腐烂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力较强,

其 EC 50分别为 748. 2, 883. 0, 957. 2 Λgög; 在苦皮藤

的 5 种溶剂抽提物中, 体积分数 25% 乙醇抽提物对

6 种病原菌菌丝生长的抑制力最强。
表 2　苦皮藤提取物对菌丝生长的毒力 (EC 50, 72 h)

T ab le 2　Toxicity of inh ib it ing grow th of the hyphae (EC 50, 72 h) Λgög

供试样品
Samp les

玉米小斑菌
B ip ola ris m ay d is

玉米大斑菌
E x seroh ilum tu rcicum

苹果腐烂菌
V alsa m a li

番茄早疫菌
A lternaria solan i

番茄灰霉菌
B otry tis cinerea

CA 1 748. 2 883. 0 957. 2 1 629. 9 1 406. 0

CA 2 873. 6 1 240. 5 1 184. 1 2 344. 5 1 748. 3

CA 6 432. 1 523. 8 579. 5 1 455. 5 1 154. 2

CA 7 417. 7 470. 5 551. 4 865. 3 673. 8

CA 8 201. 8 232. 1 241. 4 430. 5 371. 5

2. 3　盆栽试验结果

由表 3 可以看出, 苦皮藤鲜假种皮的体积分数

25% 乙醇抽提物 (40 göL )对 4 种植物病害都有明显

的防治效果, 对黄瓜霜霉病的防效最高, 达 84. 3% ;

体积分数 50% 乙醇抽提物也显示出一定的防治效

果。在 4 种植物病原真菌中, 黄瓜霜霉病和小麦白粉

病对苦皮藤的杀菌活性成分最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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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苦皮藤提取物对植物病害的防效

T able 3　T he efficacy of samp les against p lan t fungus in po t tests %

供试样品
Samp les

玉米小斑菌
B ip ola ris m ay d is

玉米大斑菌
E x seroh ilum tu rcicum

黄瓜霜霉菌
P seud op eronosp ora cubensis

小麦白粉菌
E ry sip he g ram in is

CA 1 59. 4 65. 3 84. 3 77. 2
CA 2 45. 9 53. 2 80. 6 55. 8
CA 3 30. 3 44. 1 41. 5 40. 1
CA 4 28. 2 28. 3 44. 5 45. 0
CA 5 22. 6 14. 8 24. 3 18. 6
CA 6 78. 9 60. 2 90. 0 65. 6
CA 7 71. 2 80. 6 91. 5 84. 5
CA 8 74. 7 78. 1 96. 2 89. 0

3　讨　论

苦皮藤杀菌活性在离体和活体条件下的初步研

究说明, 苦皮藤鲜假种皮的强极性溶剂 (特别是体积

分数 25% 乙醇) 抽提物对 8 种重要的农作物病原菌

都有明显的生物活性。在离体条件下能抑制病原真

菌孢子的萌发, 且能够抑制病菌菌丝的生长, 但后者

EC 50较前者小, 因此, 可以认为抽提物主要是抑制病

菌菌丝的生长。在盆栽试验中, 苦皮藤鲜假种皮的体

积分数 25% 乙醇抽提物对 4 种植物病原菌都有抑

制作用, 其中对黄瓜霜霉病和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

果最为明显。同时, 盆栽试验表明, 体积分数 25% 乙

醇抽提物对黄瓜叶有一定的毒害作用, 为此对其进

行了初步的分离, 分离后的样品CA 6, CA 7, CA 8 对

黄瓜叶的毒害症状消失, 而且分离后的 3 个样品的

活性显著提高, 原因可能是在分离过程中除去了

CA 1 中杀菌物质的拮抗成分和无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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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ung icida l act ivity of Celastrus ang u la tus

YANG Zheng-m in ,W U W en - jun , N IU Xu-yan
( Institu te of P esticid e,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T he fresh arils of Celastrus ang u la tus M ax im w ere cru shed and ex tracted w ith system ic

so lven ts and the fungicidal act ivit ies w ere tested in vit ro and in vivo. T he b ioassay show ed that the 25%

ethano l ex tracts of arils of Celastrus ang u la tus M ax im had p rom ising fungicidal act ivity again st

P seud op eronosp ora cubensis and E ry sip he g ram in is.

Key words: bo tan ica l fungicide; Celastrus ang u la tus; fungicidal act 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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