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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杜鹃花提取物对甜菜夜蛾的生物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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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测定 了闹羊花素一l(Rhodjaponin一_t简称 R—1)等黄杜鹃花提取物对甜菜 

夜蛾的生物活性。结果表明，在非选择性和选择性条件下，R—l对甜菜夜蛾3龄幼虫拒食作 

用的AFC50分别是 3o．71和7．3O mg·L～F己酸己酯(EtOAc)萃取物的AFCw分别是808．82 

和 650．43 mg·L～-拒 食话性显著高于其他租 提物。连续饲喂 48 h后，至第 5天，R l和 

EtOAc萃取物对试虫的生长抑制中质量浓度(1C )分别是13．11和 1 153．48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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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杜 鹃 (Rhododendron molle G．Don)，属 杜 鹃 花 科 (Ericaceae)杜 鹃 花 属 

(Rhododendron)，又称羊踯躅、闹羊花、三钱三、八厘麻等，为著名的有毒植物之一，在 中 

国 分布较广_1]．《神农本草》、《本草纲 目》均详细记载了其毒性。甜菜夜蛾(Laphygma 

ezigua Hubner)是重要的世界性杂食害虫 ，幼虫取食范围达 35科 108属，近年来在中国 

南方菜 区连续 多年大发生，并 已对多种农药，包括化学农药和苏云金杆菌、阿维菌素 

(Avermectin)，产生不同程度的抗药性 ]。植保工作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迫切需要寻 

找既能高效防治甜菜夜蛾而又对蔬菜、环境和人畜安全的药剂。 

作者在试验时发现，R一Ⅱ和黄杜鹃花其他提取物对甜菜夜蛾幼虫具有较好的生物活 

性 ，可望发展成为综合防治甜菜夜蛾的生物合理性农药 现将初步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甜菜夜蛾 从广州市蔬菜科学研究所菜地采 回健康 的幼虫，以苋菜 (Amaranth 

mangostanus L．)饲喂至化蛹，蛹在沙盆 中羽 化，以 100 g·kg 的蜜糖水为成虫补充营 

养，羽化后 24~48 h接人盆栽苋菜苗 ，供其产卵 卵孵化后挑选整齐一致的 F 代 3龄幼 

虫供试。 

黄杜鹃花 1998年 3月采 自广东省曲江县和乳源县。 

1。2 提取方法 

黄杜鹃花在 23～27℃阳光下晒干或于 40'C以下烘干，用植物粉碎机粉碎(40目)后， 

参考文献[5]方法得甲醇(MeOH)浸提物。然后参考Klocke等[ 的方法，按甲醇浸提物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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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溶于 10倍甲醇一水(体积比1：1)溶液的比例，装人分液漏斗内．加人等量二氯甲烷萃取 

分配，重复 3次．然后在甲醇一水萃取相中再加人等量乙酸乙酯萃取 3次，合并相同萃取 

液．分别浓缩至于，获得乙酸乙酯(EtOAc)葶取物、二氯甲烷(CH：CI：)萃取物、甲醇一水 

(MeOH—H2O)萃取物。对EtOAc萃取物进行硅胶柱层析(硅胶G，200~300目)，以甲醇一 

二氯甲烷为洗脱剂进行梯度洗脱，以纯ElOAc为展开剂，柠檬酸乙醇溶液为显色剂，对各 

馏分与标准样品 R Ⅲ在羧甲基纤维素钠硅胶薄层 板(TLC)展开 比较。合并与 R一Ⅲ的 比 

移值 (RD相同的馏分，减压浓缩并以高效液相色谱仪(HI 1100型，美国惠普公司制造)测 

定 R一Ⅲ的含量 

1．3 生物活性测定 

非选择性拒食作用 以叶碟法测定。R一Ⅲ用丙酮一乙醇 水混合溶剂(体积 比8；1： 

1)稀释成 200，100，50，25和 12．5 mg·L 5种质量浓度 ，其他提取物以同样的混合溶剂 

稀释成 10，5，2，1和 0．5 g·L_’的药液，将苋菜叶碟(直径 2 cm)在药液中浸 2 S后取出， 

待溶剂挥发干后，放人已适当保湿的培养皿中 每处理 1O～15个重复．每重复 1虫／ml。对 

照仅为混台溶剂。以最小二乘法求处理后 24 h的拒食中质量浓度 AFC 

选择性拒食作用 在培养皿 中放人并固定交错排列的对照和处理叶碟各 3片，接人 

试虫 1头。拒食率按下式计算。其余 同非选择性拒食作用测定 。 

选择性拒食率一昌 器餐盏霸{ 篆蠢 
毒杀作用 采用饲喂法测定。质量浓度设置同拒食作用测定。苋菜叶浸溃供试样品 

后 ，待其溶剂挥发后 ，再放人培养皿，连续饲喂 48 h后换用新鲜叶片至第 5天。每处理 5 

个重复t每重复 6头试虫。求校正死亡率。 

生长抑制作用 处理方法同毒杀作用测定。处理前后每天称虫体质量，按下式计算第 

5天虫体质量的增长抑制率．求生长抑制中质量浓度 Ic 。。 

增长抑制率 一 蠼 

2 结果与分析 

2，1 闹羊花素一II的含量 

以 HPLC测得分离所得的R一Ⅲ纯度为 81．58 ，EtOAc萃取物 中R一Ⅱ含量为 

96．13 g ·kg～ 

2，2 拒食作用 

R一Ⅲ-和黄杜鹃花提取物对甜菜夜蛾拒食作用的测定结果见表 1，2 可见R一Ⅲ对甜菜 

夜 蛾 3龄 幼 虫具 有 强 烈 的 拒食 作 用 ，非 选 择 性 和选 择 性 AFC 。分别 为 30．71和 

7·30 mg‘L～。E~OAc萃取物对试虫的非选择性和选择性 AFC 。分别为 808．82和 

650，43 mg‘L～，拒食活性明显高于其他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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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显著相关 、-t表示极显著相关。下表同a 

表2 R—I和黄杜鹃花粗提物对甜菜夜峨3龄幼虫的选择性拒食毒力 

2．3 毒杀作用 

R—I对甜菜夜蛾毒杀作 用的结果见 图 1。可见用处理叶碟连续饲喂 48 h后换用无毒 

叶片饲喂至第 5天，R一Ⅲ在 50 mg·L 时试虫校正死亡率仅为 56．67％，其他提取物在 

5 g·L 时校正死亡率也不超过 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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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黄杜鹃花提取物对甜菜夜蛾3龄幼虫的毒杀作用 

R为 R—I 50mg·L 处理 t其他提取绚的处理质量浓度为 5 g·L 

2．4 生长抑制作用 

甜菜夜蛾 3龄幼虫虫体质量的增长情况如 图2所示。经 50mg·L～R一Ⅱ处理后第 5 

天试虫质量增加 4O，22 mg·头～，而对照增加 120．54 mg·头 ；经DMRT法统计表明， 

各处理生长抑制作用差异显著。处理第 5天，R一Ⅱ对试虫的 Ic 是 13．11 mg·L_。，生长 

抑制作用强烈；EtOAc萃取物的 Icso为 1 1 53．48 mg·L (表 3)，抑制作用显著高于其余 

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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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R—l和黄杜鹃花粗提物对甜菜夜蛾 3龄幼虫的生长抑制作用 

注 ：处理前试虫质量后标字母相同者，表示在 5 水平上差异不显著(DMRT法)。 

；： 一  
T  I 

1 2 3  ̂

处理后天数，d 

图 2 R一Ⅱ和黄杜鹃花提取物 对甜菜夜蛾 3龄幼虫虫体质量增长的髟响 

A．CK’B．MeOll—H )萃取物 c．MeOH覆提嘶 =D cH I2革取锈’EE~OAC革取锈 ’F．R 

R表示 R—I 50mg·L一 处理t其他提取物处理质量澈度为 5 g-L 

3 讨论与结论 

许多试验和民间作为土农药使用的实践证明，黄杜鹃对多种害虫具有较强的触杀、胃 

毒、熏蒸、拒食和抑制生长发育等作用 l8]，其主要成分 R一Ⅲ对草地夜蛾(Spodoptera 

加 gierda)、斜纹夜娥(Spodoptera litura)等多种害虫的作用方式多样 ，活性较高 “]。甜 

菜夜蛾是一种易产生抗药性、较难防治的重要害虫。本试验发现 R-Ⅲ等黄杜鹃花提取物， 

尤其是 EtOAe萃取物，对甜菜夜蛾 3龄幼虫具有强烈的拒食作用和生长抑制作用，R一Ⅱ 

对试虫的选择性 AFCs。仅为 7．30mg·L-。，ICso为 13．11 mg·L-。。本试验结果为开发利 

用黄杜鹃防治甜菜夜蛾等害虫开拓了思路。通过分析 R一Ⅱ的构效关系，修饰改造或合成 

最具经济价值的结构式，就有可能将其发展为商品化生产的天然产物农药，这方面的研究 

目前正在进行。 

∞ 如 ∞ ∞ ∞ 们 如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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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activities of the extracts from Rhododendron molle flowers 

against beet armyworm Laphygma exigua 

ZHONG Guo—hua，ttU Mei—ying，WENG Qun-fang 

(1~boratory ofInsect Toxicdogy．South China Agrtc lt⋯ l Unit~rsity Guangxhou 910642，China) 

Abstraet：Preliminary studies on the b[oact[vities of the extracts frOnl Rhododendron 

molle flowers against beet arm yworm Laphygma elig／ca were conducted．The values of 

medium antifeeding concentration (AFC5。)of R一Ⅱ and ethyl acetate (EtOAc)extract 

against 3 rd larvae of L． z培“n were 30．7l and 808．82 mg·L～ in no—choice tests，and 

were 7．30 and 650．43 mg ·L in choice tests，respectively．G[ven the treated diet with 

R一Ⅱ and EtOAc extract for 48 h to larvae and after 5 days treatment，the values of ICso 

(the medi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were l 3．t1 and 1 153．78 mg ·L～ ，resp． 

Key words：Rhododendron molle flowers：rhodojaponin-Ⅲ；Laphygma exig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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