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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蓬粗提物对植食性螨类 

的药效试验初报 

羞墨拦 薛林贵 刘 斌 
(庆阳师范高辱专科学校生物系．甘肃西峰 745000) 

摘 要 骆驼蓬(Peganum harmata L-)系蒺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对山揸叶蜻(Tetr 

anyvhus viennensis Zacher．)、果苔螨(Bryobia rabrioculas Scheuten．)、麦岩螨(Petrobia ta~ens 

Muller )、截形叶螨(Tetranychu~runcatu$Ehara．)的室内药效测定发现，其地上部分乙醇提 

取物对供试的4种植食性螨类具有显著的触杀作用 对山挺叶螨和麦岩螨的田问药效试验结 

果表明，虫口硪退率亦相当高，达到8o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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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合成的三氯杀螨醇、尼索郎等多种类型的杀螨剂，杀虫谱狭窄且毒性较高，美国 

已禁止在果树上使用 ]。有机磷农药的长期连续使用，在害螨的抗药性强的同时也杀死了 

众多的害螨天敌，更为严重的是剧毒农药在农作物、河流和土壤内的残留，对环境污染严 

重。为觅低毒高散天然的“无公害农药”，作者对甘肃省陇东地区 30多种野生的有毒植物 

进行杀虫、抑菌的药效试验。经过两年的的室内测定和大田观测，发现骆驼莲全草的乙醇 

粗提物 对植食害螨有很强的触杀活性。骆驼蓬是蒺藜科多年生草本有毒植物，多生于干 

旱地、盐碱地的荒漠地带，主要分布于西北5省和内蒙古、河北、山西等省区0]。在陇东北 

部荒山荒坡及沟坡地带连片生长，长势旺盛，资源相当丰富f然因其毒性，在当地历来自生 

自灭，无人问津，本研究旨在为这一新发现的优良杀虫、抑菌植物品种的开发利用提供依 

据。 

1 材料和方法 

I．1 供试有毒植物及有效成份的提取 

采集开花期(8～9月份)的骆驼蓬的茎、叶、花及果实的鲜材料，洗净切碎，用2～3倍 

材料量的体积分数为 95 乙醇，在恒温水浴锅上(70~80C)回流提取 3次，每次 1 h，合 

并醇提液静置 12 h，过滤。滤液用减压法浓缩回收乙醇至总容量的三分之一，加入 2倍量 

的蒸溜水，充分搅拌后冷藏，放置 24 h，过滤，滤液在水浴锅上加热(初期 80"C，后期 

9O℃)，减压浓缩至质量浓度为1 g／raL静置48 h备用。提取液的pH=6．试验药液的配制 

参照文献E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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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供试螨类的采取及室内药效的测定方法 

山楂叶螨6～8月份采自桃树的叶片；果苔螨6～7月份采自苹果树的叶片；截形叶螨 

7～8月份采白菜豆叶片；麦岩蜻 5～6月份采自小麦植株。上述害螨的寄生植物均未喷过 

化学药剂，将带虫的叶片或植株带回室内供试。 

室内药效测定的方法是采用FAO 1980年推荐的玻片浸渍法[ ，每玻片粘 50~60头 

发育健壮、一致的雌成螨。每个浓度的药液处理均重复3次，蒸馏水处理作为对照。处理 

后的试虫置于26'C士1℃，RH>85 的培养箱内，24 h后解剖镜下检查结果，以毛笔触动 

虫体，无反应者为死亡 用Abbott公式校正死亡率口]。 

1．3 田闻药效观察试验 

田间麦岩螨的防治 1996年 5月麦田岩螨大曼发生时，选择虫 口密度大，小麦长势 

较好的0，33 hm。麦田，将其划分为3个试验小区，每小区喷3O倍的药液50 kg，调查统计 

是喷药前每区固定10个观察点，每点2O株小麦挂牌统计括雌成螨数 喷药24 h后，统计 

活雌成螨数量 

田间山楂叶螨的防治 选择虫口密度较大的苹果园，划分出了 3个面积为200 m。的 

小区，每小区固定3株果树，喷3O倍的药液30 kg，喷药前调查3株树冠的东、南、西、北及 

内膛5个部位各随机采取 10张叶片，记载活雌螨数，喷药后 24 h，采用同样的方法调查括 

雌成蜻数 

以上试验用16型工农喷雾器喷雾。喷药细致均匀，喷清水作对照，计算虫口减退率 

2 试验结果 

2．1 对植食性螨类的室内药效测定结果 

由表 1可见，骆驼蓬乙醇粗提液处理 24 h后，对植食性螨类有很强的生物杀虫活性， 

解剖镜观察到死螨体表明显皱缩，变成深褐色。若用5倍药液处理，其体壁和卵壳普遍破 

裂成片状，内含物外泄。毒杀方式，初步认为是以触杀作用为主。 

裹1 骆驼蓬粗提物对4种害螨的室内药效测定结果 

注：表内虫量是 3趺重复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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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植食性螨类的田间药效结果 

田间试验是在小麦拔节期进行试验，山楂叶螨是在苹果果实膨大期进行试验，所用药 

液均为 3O倍稀释液，喷药24 h后调查。表2结果表明，骆驼蓬乙醇提取物，在田问也显示 

出杀螨的高效性能。 

裹2 骆驼蓬租攫物对 3种害螨的田问防效 

注：表内虫量为 3个小区虫口密度的平均值 

3 讨 论 

骆驼蓬全草含有喹唑咻(Quinazoline)与 咔咻( Carboline)类生物碱，由于此类生 

物碱对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均有作用而受到医学界的重视[2]。尤其是抗肿瘤作用 

目前已被一些实验所证实 然而，关于骆驼蓬草在农业上的杀虫、抑菌作用，尚未见报 

道。本试验的初步结果表明，①骆驼蓬全草有毒，但却是人了药典的一喙中草药[1 l1]，小 

剂量对人、畜是安全的，用于杀螨，具有高教、低毒，以及强触杀作用的优点。②骆驼蓬广布 

于西北各省区，野生于干旱草地及盐碱化的荒漠地带，生活力强，畜禽皆不取食，采其地上 

部分作为农药原料，资源极为丰富。⑧骆驼逢的药理活性成份是生物碱，开花期地上部分 

生物总碱含量最高达5．77 LI ．用乙醇作溶剂提取率在9o 以上，可见，它可同时作为 

医药和农药原料加以综合利用。④骆驼蓬的粗提物，除了有很强的杀螨活性外，经初步试 

验，发现对麦蚜、苹果黄蚜等蚜虫，也有很强的杀虫活性，同时对果树和花卉上的介壳虫也 

出现不同程度的触杀作用，故其杀虫谱广，亦为一大优点，关于骆驼蓬杀虫的有效成份的 

问题，将进一步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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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Medicine Effect of the Extract 

of Peganum Harmla to Phytophagy Spider Mites 

Zhao Guolin Jiang Shuanglin Xue Lingui Liu Bin 

(Department of Biology，@'ngyang Teacher's College，Xiforg，Gan~u 745000) 

Abstract Peganum harmla is a perennial herb of Zygophyllaceae．It is found in the 

bioassay that the medicine effect of the ethyJ alcoholic extract from the Peganum harmla 

has a remarkable impact on the four pgytophagy spider mites，i．e．Tetranychus viennensls 

Zacher，Bryobia rabm'oculas Scheuten，Petrobia latens Muller and Tetranychus truncatus 

Ehara．The results of field testing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the mite control is over 80 to 

Tetranychus vienensis Zacher and Petrobia latens M uller． 

Key words Peganum harmla，phytophagy spider mite，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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