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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蓬醇提物抑菌活性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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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采用抑制菌丝生长法和毒力测定法, 研究了骆驼蓬地上部醇提物的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正丁

醇和水5 个极性部位对南瓜枯萎病菌 (F usarium bu lbig enum )、西瓜枯萎病菌 (F usarium oxy sp orum f. n iveum )、辣椒

疫霉病菌 (P hy toh thora cap sici)、苹果腐烂病菌 (V alsa m ali) 和番茄早疫病菌 (A lternaria solan i) 等 5 种常见植物病

原菌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 氯仿部分、乙酸乙酯部分和正丁醇部分对供试植物病原菌均有抑制作用。其中氯仿部

分的抑菌效果较好, 当质量浓度为15 m gömL 时, 其对5 种植物病原菌的抑制率均在83% 以上; 15 m gömL 乙酸乙酯

部分和正丁醇部分分别对番茄早疫病菌和苹果腐烂病菌有强烈且稳定的抑制作用, 抑制率达 100. 00% , 正丁醇部

分对这两种菌丝生长抑制毒力最好, EC 50分别为 0. 090 和 0. 279 m gö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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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驼蓬 (P eg anum ha rm a la L. ) 为蒺藜科骆驼

蓬属植物, 在我国内蒙古、宁夏、新疆等西北地区广

泛生长, 资源丰富。目前, 有关骆驼蓬的抗肿瘤、杀虫

活性的研究报道较多, 骆驼蓬粗提物具有抗肿瘤、镇

痛、消炎、抗氧化酶等多方面的生物活性[124 ] , 并且粗

提物对蚊虫、萝卜蚜、植食性害螨及小麦蚜虫均表现

出良好的杀虫活性[527 ] , 对植物锈菌、白粉菌

(E ry sip he)、黑粉菌 (U stilag o) 等病原菌及细菌有较

强 抑 制 活 性[829 ]; 骆 驼 蓬 籽 油 对 绿 脓 杆 菌

(P seud om onas aerug inosa )、大肠杆菌 (E scherich ia

coli)、金色葡萄球菌 (S tap hy lococcus au reus) 等细菌

有抑制作用[9210 ] , 尤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作用显著;

其醇提取物对小麦条锈菌 ( P uccin ia strrif orm rs

W est)、玫瑰锈菌 (P uccin ia rosae2rug osae Kasai)、小

麦白粉菌 (B lum eria g ram in is f. sp. tritici)、苹果褐

斑菌 (H elm in thosp orium ca rp sap rum ) 等植物病原

菌孢子的校正抑制率达 80% 以上[8 ] , 这些研究结果

表明, 骆驼蓬是一种很有应用潜力的药源植物。

番茄早疫病菌 (A lterna ria solan i)、辣椒疫霉病

菌 (P hy toh thora cap sici) 和苹果腐烂病菌 (V a lsa

m a li)等植物病原菌在蔬菜、果树上普遍发生。目前

防治这些植物病源菌的主要杀菌剂为化学杀菌剂。

但是长期使用单一的化学杀菌剂, 不仅造成病原菌

对化学杀菌剂产生抗药性而降低农药的效果, 而且

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对公众的健康也会造成危害。目

前, 化学杀菌剂在许多国家已被限制或禁止使用。而

植物是生物活性化合物的天然宝库, 被认为是取代

化学合成杀菌剂最好的资源[11 ]。因此, 研究高效低

毒的植物源农药已成为当今新型杀菌剂创新研究的

热点之一[12213 ]。

目前, 还未见骆驼蓬不同极性部位对南瓜枯萎

病菌、西瓜枯萎病菌、辣椒疫霉病菌、苹果腐烂病菌

和番茄早疫病菌等蔬菜、水果常见病原菌抑制作用

的研究报道。因此, 本试验探讨骆驼蓬醇提物的5 个

极性部位对这 5 种常见植物病原菌的抑制作用, 以

为其作为植物源农药的研发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骆驼蓬: 2003205 采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州境内的干旱地带, 经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常朝阳副研究员鉴定为骆驼蓬 (P eg anum ha rm a la

L. ) , 将其地上部分 (含种子)自然风干、粉碎, 备用。

菌种: 番茄早疫病菌 (A lterna ria solan i)、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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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霉病菌 ( P hy toh thora cap sici)、南瓜枯萎病菌

( F usa rium bu lbig enum )、西 瓜 枯 萎 病 菌 ( F.

oxy sp orum f. n iveum ) 和苹果腐烂病菌 (V a lsa m a li)

5 种病原菌均由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无公害

农药研究服务中心提供。

试剂: 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乙醇、正丁醇等

试剂均为分析纯, 由陕西国药集团代购。

1. 2　方　法

1. 2. 1　骆驼蓬地上部醇提物不同极性部位的制备

　在室温下, 用体积分数95% 乙醇将样品浸泡5 次,

每次 7 d, 提取液在 40 ℃下减压蒸馏, 回收溶剂, 得

乙醇浸膏。将乙醇浸膏悬浮于蒸馏水, 先后用石油

醚、氯仿、乙酸乙酯、正丁醇和蒸馏水萃取, 分别得石

油醚、氯仿、乙酸乙酯、正丁醇和水5 部分萃取物, 同

前浓缩, 即得各极性部位, 萃取率依次为 4. 6% ,

1. 7% , 0. 3% , 4. 8% , 7. 6% , 备用。

1. 2. 2　骆驼蓬地上部醇提物不同极性部位抑菌活

性的测定　不同极性部位抑菌活性测定采用抑制菌

丝生长速率法[14 ]。以体积分数50% 丙酮水为溶剂,

配制待测样品溶液。把一定浓度的待测样品溶液和

50% 丙酮水 (对照) 1 mL 加到 9 mL 的PDA 培养基

中混合均匀, 倒入经高温灭菌的培养皿中, 配制成含

药液质量浓度分别为5, 10, 15 m gömL 的培养基。用

直径为7 mm 的打孔器在活化好的各病原菌培养基

上打孔取菌饼。菌丝一面朝上置于各个药液不同浓

度梯度的PDA 培养基中, 28 ℃恒温条件下培养3～

4 d, 根据对照生长情况, 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直

径。每个处理设3 个重复, 取3 次重复平均值为测定

结果。按下式计算药效。

菌落生长直径ömm = 菌落直径平均数- 7 mm

抑制率ö% = (对照生长直径- 处理生长直径) ö
对照生长直径×100%

1. 2. 3　毒力测定[14 ]　以体积分数50% 丙酮水作为

溶剂, 将 1. 2. 2 中抑菌活性较好的极性部位配成不

同浓度梯度, 按 1. 2. 2 的方法测定各浓度下的菌落

直径, 计算抑制率。将抑制率转换为几率值, 浓度转

换为对数形式, 以浓度对数 (x ) 为横坐标, 抑制率的

几率值 (Y ) 为纵坐标, 作毒力曲线, 得毒力方程和

EC 50值。

1. 2. 4　数据处理　用SA S 软件 (美国SA S 公司, 版

本8. 0)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骆驼蓬地上部醇提物不同极性部位抑菌活性

的筛选

　　对骆驼蓬地上部醇提物不同极性部位抑菌活性

的测定结果见表1。从表1 可以看出, 骆驼蓬醇提物

的不同极性部位对 5 种植物病原菌的影响作用不

同, 并存在一定的差异, 而且同一极性部分对不同种

植物病原菌的抑制效果也不同。
表 1　骆驼蓬地上部醇提物不同极性部位对 5 种植物病原菌的抑制作用 (84 h)

T ab le 1　 Inh ib it ion effect of the differen t po lar fract ions in the alcoho lic ex tracts from the

aboveground of P eg anum harm ala L. on 5 types of pathogen ic fungi(84 h)

供试药液ö
(m g·mL - 1)

Concen tration
of samp les

抑制率ö% Inh ib it ion rate

南瓜枯萎病菌
F usarium
u lbig enum

西瓜枯萎病菌
F oxy sp orum

f. n iveum

辣椒疫霉病菌
P hy toh thora

cap sici

苹果腐烂病菌3

V alsa
m a li

番茄早疫病菌
A lternaria

solan i

氯仿部分
Ch lo rofo rm

fraction

5 48. 56 d 51. 22 e 57. 61 d 80. 00 d 66. 67 c
10 74. 04 b 82. 58 c 81. 49 b 98. 50 ab 100. 00 a
15 83. 06 a 91. 67 b 88. 24 a 99. 20 a 100. 00 a

正丁醇部分
n2Butano l
fraction

5 40. 52 e 41. 46 f 43. 69 e 93. 87 b 63. 33 c
10 49. 47 d 55. 68 de 62. 30 d 100. 00 a 84. 01 b
15 54. 59 d 58. 75 d 63. 14 d 100. 00 a 100. 00 a

乙酸乙酯部分
E thyl acetate

fraction

5 30. 03 f 34. 63 gh 35. 92 f 54. 19 e 38. 24 e
10 51. 58 d 50. 00 e 59. 90 dc 87. 27 c 48. 00 e
15 65. 41 c 100. 00 a 75. 29 c 100. 00 a 100. 00 a

石油醚部分
Petro leum

ether
fraction

5 22. 99 f 18. 00 i 19. 09 h i 14. 84 h 17. 65 f
10 29. 82 f 29. 83 f 21. 85 h 31. 09 g 44. 00 e
15 37. 30 e 37. 50 fg 28. 04 g 43. 73 f 57. 58 dc

蒸馏水部分
W ater
fraction

5 0 0 15. 53 i 4. 52 i 14. 71 f
10 0 0 6. 08 j 0 0
15 0 0 5. 88 j 0 3 3

　　注:“3 ”为作用72 h 测定值;“3 3 ”表示对菌体生长有促进作用; 同列数据后标不同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N o te:“3 ”the data w ere the values after 72 h.“3 3 ”m eans the p romo tional effects, respectively. T he letters m ean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s

at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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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仿部分、乙酸乙酯部分和正丁醇部分对 5 种

植物病原菌均表现为抑制作用 (图1) , 且抑制率基本

上随药液质量浓度的增加而提高。水部分仅对个别

病原菌有微弱抑制作用。当质量浓度相同时, 与其他

极性部位相比, 氯仿部分对 5 种植物病原菌均有较

高的抑菌活性, 在质量浓度为 15 m gömL 时, 其对 5

种植物病原菌菌丝的抑制率均高于 83% , 其中对番

茄早疫病菌、西瓜枯萎病菌和苹果腐烂病菌的抑制

率分别为100. 00% , 91. 67% 和99. 20% ; 当质量浓度

为 10 m gömL 时, 其对苹果腐烂病菌和番茄早疫病

菌的抑制率仍达98. 50% 和100. 00%。正丁醇部分对

苹果腐烂病菌和番茄早疫病菌抑制作用较强, 当质

量浓度为 15 m gömL 时, 其对番茄早疫病菌和苹果

腐烂病菌菌丝生长抑制率均为 100. 00% ; 而在质量

浓度 10 m gömL 时, 其对苹果腐烂病菌的抑制率达

100. 00% ; 15 m gömL 乙酸乙酯部分对西瓜枯萎病

菌、苹果腐烂病菌 (图2)及番茄早疫病菌的抑制率均

达100. 00%。石油醚部分对所供试5 种植物病原菌

的抑制作用相对微弱, 抑制率显著低于氯仿部分、乙

酸乙酯部分和正丁醇部分。水部分对辣椒疫霉病菌

有微弱的抑制作用, 但对番茄早疫病菌菌丝生长有

促进作用。

图 1　骆驼蓬地上部醇提物不同极性部位

(15 m gömL )对西瓜枯萎病菌的作用

F ig. 1　 Inh ib it ion effect of the differen t po lar

fract ions (15 m gömL ) in the alcoho lic ex tract

from the aboveground of P eg anum harm ala L. on

F oxy sp orum f. n iveum

图 2　骆驼蓬地上部醇提物乙酸乙酯部分

(15 m gömL )对苹果腐烂病菌的作用

F ig. 2　 Inh ib it ion effect of the ethylaceta te frac2
t ion in the alcoho lic ex tracts from the aboveground

of P eg anum harm ala L. on V alsa m ali

　

2. 2　骆驼蓬地上部醇提物3 个不同极性部位对2 种

植物病原菌的毒力测定结果

　　氯仿部分、正丁醇部分和乙酸乙酯部分对苹果

腐烂病菌和番茄早疫病菌的抑制活性较好, 所以测

定这3 个极性部位对这2 种植物病原菌菌丝生长抑

制的毒力, 结果见表2 和表3。

表 2　骆驼蓬地上部醇提物 3 个极性部位对苹果腐烂病菌菌丝生长抑制的毒力测定结果

T able 2　V iru lence of 3 k inds of po lar fract ions in the alcoho lic ex tract from the

aboveground of P eg anum harm ala L. on V alsa m ali

供试药液
Extract

毒力方程
V iru lence equation

相关系数 (r)
Co rrelation coefficien t ( r)

EC 50ö
(m g·mL - 1)

氯仿部分 Ch lo rofo rm fraction Y = 1. 764 5x + 5. 182 4 0. 922 0 0. 788

正丁醇部分 n2Butano l fraction Y = 0. 856 1x + 5. 894 0 0. 989 8 0. 090

乙酸乙酯部分
Exthyl acetate fraction Y = 1. 102 7x + 4. 710 3 0. 922 6 1. 831

　　由表2 和表3 可知, 正丁醇部分对苹果腐烂病菌

和番茄早疫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毒力均最高, EC 50

分别为0. 090 和0. 279 m gömL , 其次是氯仿部分, 对

这 两种病原菌的 EC 50 分别为 0. 788 和 0. 475

m gö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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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骆驼蓬地上部醇提物 3 个极性部位对番茄早疫病菌菌丝生长抑制的毒力测定结果

T able 3　V iru lence of 3 k inds of po lar fract ions in the alcoho lic ex tract from the

aboveground of P eg anum harm ala L. on A lternaria solan i

供试药液
F raction

毒力方程
V iru lence equation

相关系数 (r)
Co rrelation coefficien t ( r) EC 50ö(m g·mL - 1)

氯仿部分 Ch lo rofo rm fraction Y = 0. 409 5x + 5. 132 4 0. 963 4 0. 475

正丁醇部分 n2Butano l fraction Y = 0. 739 6x + 5. 410 6 0. 976 0 0. 279

乙酸乙酯部分 Exthyl acetate fraction Y = 0. 598 5x + 4. 337 2 0. 970 5 12. 808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骆驼蓬醇提物 5 个极性部位

的中强极性部位均含有抑菌活性物质, 对 5 种植物

病原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不同极性部位中化

学成分有明显差异, 不同植物病原菌生长所需要的

要素和代谢方式不同, 所以其活性也有所差异。整体

而言, 氯仿部分对5 种病原菌的抑制效果较好, 对苹

果腐烂病菌和番茄早疫病菌的EC 50分别为0. 788和

0. 475 m gömL ; 15 m gömL 乙酸乙酯部分对西瓜枯

萎病菌、苹果腐烂病菌及番茄早疫病菌的抑制率均

达 100. 00% ; 15 m gömL 正丁醇部分对苹果腐烂病

菌和番茄早疫病菌抑制率均达 100. 00% , EC 50分别

为0. 090 和0. 279 m gömL。由此可见, 骆驼蓬对番茄

早疫病菌和苹果腐烂病菌不但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而且药效持续时间长, 因此其抑菌活性值得研究。

从本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骆驼蓬活性物质主要

集中在中强极性部位, 这可能与生物碱、萜类、黄酮、

甾体等抑菌活性物质有关[12 ]。骆驼蓬的药理活性成

分主要为生物碱, 开花期地上部分的生物碱总量高

达 5. 77% [15 ] , 并且资源丰富, 因此其可作为一种较

好的植物源农药进行开发研究。骆驼蓬地上部乙醇

提取物水部分对番茄早疫病菌丝生长有促进作用,

可能是因为其中有糖、氨基酸等营养物质从而促进

了菌体生长。因此, 骆驼蓬作为药用资源具有较强的

开发价值, 但骆驼蓬抑菌活性具体成分尚不明确, 应

对抑菌效果好的氯仿部分、正丁醇部分和乙酸乙酯

部分进行分离纯化, 以期得到抑菌活性较高的化学

成分, 并对其抑菌作用方式、作用机理作进一步研

究。各种供试药液对不同植物病原菌的生长有抑制

作用, 这可为寻找广谱性或者单一抑制植物病原真

菌的植物源活性成分提供一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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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tibacteria l con st ituen t of V iola y ed oensis M ak ino

ZHANGW u-ganga ,L ID ing-gangb, SONG Y u-m inb, ZHOU L ea, J IN Ya-p ingb

(a. Colleg e of L if e S ciences, b. Colleg e of A n im al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A n t ibacteria l act ivity of V iola y ed oensis M ak ino and its an t ibacteria l con st ituen ts w ere

studied in th is paper again st S. au reas, S. ag a lactiae, S. uberis, S. dy sag a lactiae, E. coli and S a lm onella in

v itro. O ne an t ibacteria l con st ituen t (compound 1) from the ch lo rofo rm ex tract w as ob ta ined w ith tracing2
an t ibacteria l act ivity m ethod.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compound 1 w as p relim inarily iden t if ied as flavone;

tha t m ain an t ibacteria l com st ituen ts in V . y ed oensis M ak ino ex isted in ch lo rofo rm phase and ethano l2w ater

(1∶1) phase, tha t m in im al inh ib ito ry concen tra t ion s (M IC) of compound 1 w ere 0. 039, 0. 078, 0. 156, 0.

313, 0. 625 and 1. 25 m gömL respect ively again st S. dy sag a lactiae, S. au reas, E. coli, S. ag a lactiae, S. uberis

and S a lm onella , and m in im al bactericidal concen tra t ion s (M BC) w ere ≤2. 5 m gömL again st S. au reas, S.

ag a lactiae and S. uberis, and > 2. 5 m gömL again st S. dy sag a lactiae, E. coli and S a lm onella.

Key words: V iola y ed oensis M ak ino; an t ibacteria l act ivity; an t ibacteria l con st ituen t; t racing2
an t ibacteria l act ivity; iso la t ion and pu rif ic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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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tifunga l act ivity of e thano l ex t r tacts from P eg anum ha rm a la L.

ZHANG Y i-y inga ,W ANG Jun -rua , GONG Y ue-huab, ZHANG Fenga , ZHANG Han -wenb

(a. Colleg e of S cience; b. Colleg e of L if e S ciences,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T he hypha grow th2inh ib it ing m ethod and the viru lence determ inat ion m ethod w ere u sed to

invest iga te the inh ib it ion effects of the petro leum ether fract ion, ch lo rofo rm fract ion, ethyl aceta te fract ion,

n2bu tano l fract ion and w ater fract ion in the alcoho lic ex tracts from the aboveground of P eg anum ha rm a la

L. on the five types of popu lar p lan t pathogen ic fungi, A lterna ria solan i, P hy toh thora cap sici, F usa rium

bu lbig enum , F usa rium oxy sp orum f. n iveum and V a lsa m a li.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ch lo rofo rm fract ion, n2
bu tano l fract ion, and ethylaceta te fract ion can inh ib it the grow th of five types of popu lar p lan t pathogen ic

fungi. T he inh ib it ion effect of ch lo rofo rm fract ion w as the mo st po ten t,w ith the inh ib it ion ra te abou t mo re

than 83% to 5 p lan t pathogen ic fungi under the concen tra t ion of 15 m gömL. U nder the concen tra t ion of 15

m gömL , the ethyl aceta te fract ion and n2bu tano l fract ion tho rough ly inh ib ited the grow th of A lterna ria

solan i and V a lsa m a li, w ith the inh ib it ion ra te up to 100%. T he n2bu tano l fract ion show ed the h ighest

po ten t viru lence,w ith EC 50 to A lterna ria solan i and V a lsa m a li abou t 0. 09 and 0. 279 m gömL respect ively.

Key words: P eg anum ham a la L. ; po lar fract ion; p lan t pathogen ic fungi; an t ifungal act 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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