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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种菊科植物提取物对 3 种植物病原菌的药效试验
Ξ

李玉平2, 1, 冯俊涛2, 邵红军2, 祝木金2, 慕小倩1, 张　兴2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2 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 ]　在室内以组织筛选法测定了菊科 15 属 25 种植物的丙酮提取物对番茄灰霉病菌 (B otry tis cirerea

Pers et T ris) 和苹果炭疽病菌 (G lom erella cing u la ta Sch r) 的抑菌活性, 并采用盆栽试验测试了其对小麦白粉病菌

(E ry sip he g ram in is DC)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 蓼子朴、天明精、大花金挖耳等 16 种植物样品对番茄灰霉病菌的抑

菌作用 (抑制浸染率)达到 60% 以上; 大花金挖耳、旋覆花和猪毛蒿 3 种植物样品对苹果炭疽病菌具有 60% 以上的

抑菌作用; 对小麦白粉病菌有 50% 以上保护作用的有大花金挖耳、蓼子朴、臭蒿、苍耳、旋覆花、大刺儿菜等 6 种植

物样品, 有 50% 以上治疗作用的有大花金挖耳、蓼子朴、天明精等 9 种植物样品。综合分析认为, 大花金挖耳、天明

精、蓼子朴、猪毛蒿和旋覆花等 5 种植物值得进一步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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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植物中寻找生物活性物质是目前创制新型农

药的重要途径之一, 对我国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用及病害的综合管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

意义。菊科植物是被子植物中最大的一个科, 其次生

物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均居植物界首位, 总计 30 余

类, 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天然化合物类型[1 ] , 并涉及各

类杀菌物质[2, 3 ]。目前, 关于菊科植物杀虫作用研究

较多且深入, 但关于其杀菌活性的研究较少。我国西

北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 1ö3 以上, 地形复杂, 植物种

类多而独特, 是寻找植物源生物活性物质的理想场

所。张兴等[4 ]曾对该区 500 种以上植物的杀虫作用

做过较为深入地研究, 为开发新型植物源农药提供

了线索和理论依据。李玉平等[5 ]曾报道了 25 种菊科

植物的离体抑菌活性, 本研究在此基础上, 测试了

25 种菊科植物的丙酮提取物对 3 种重要农作物病

原真菌的活体抑菌作用, 现将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 1　供试植物样品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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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99 年

采自甘肃张掖、陕西秦岭等地。经阴干 (大花金挖耳、

蓼子朴) 或烘干 (60 ℃) 后粉碎, 过孔径 494 Λm 筛,

后置于- 30 ℃冰箱中保存备用。样品名录详见表 1。

1. 1. 2　植物样品的提取　粉碎的植物样品各 20 g,

室温下用丙酮冷浸振荡提取 3 次, 提取时间分别为

3, 2, 1 d, 合并滤液, 浓缩至 1 gömL , 移装于 20 mL

具塞刻度试管中, 加塞封口, 于冰箱 (0～ 4 ℃) 冷存

备用。

1. 2　供试菌种和活体测试植物

番茄灰霉病菌 (B otry tis cirerea Pers et T ris) ,

苹果炭疽病菌 (G lom erella cing u la ta Sch r)和小麦白

粉病菌 (E ry sip he g ram in is DC) 均由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提供。

小麦 (T irticum aestivum L. ) (陕 225, 感白粉病

品种)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科院提供。

1. 3　试验方法

番茄灰霉病菌的抑菌活性测定采用黄瓜子叶

法[6 ] , 供试药液质量浓度为 0. 1 gömL ; 苹果炭疽病

菌的抑菌活性测定采用苹果组织法, 供试药液质量

浓度为 0. 05 gömL ; 小麦白粉病菌的抑菌活性测定

采 用 盆 栽 试 验 法[7 ] , 供 试 药 液 质 量 浓 度 为

0. 1 gömL。其中苹果组织法是将苹果切片 (厚度约

0. 5 cm , 直径约 3 cm ) 后, 放置菌饼 (苹果炭疽病

菌) , 72 h 后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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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参试菊科植物样品名录

T able 1　Catalogue of Compo sitae p lan ts tested

属名 Genus 种名 Species 供试部位 T ested parts

蒿属 A rtom isia L. 大籽蒿 A . sieversiana W illd 全株 T he w ho le
臭蒿 A . hed in ii O stenf 根、茎、叶混样 Roo t, stem , leaf
黄花蒿 A . annua L. 全株 T he w ho le
万年蒿 A . gm elin ii W eb ex Stechm 全株 T he w ho le
艾蒿 A . argy L evl et V an t 根、茎、叶混样 Roo t, stem , leaf
苦蒿 A . cony z a B lin ii levl 全株 T he w ho le
猪毛蒿 A . scop aria W aldst. et Kit 全株 T he w ho le
灰孢蒿 A . rox bu rg h iana Bess 全株 T he w ho le

莴苣属 L actuca L. 蒙山莴苣 L . ta ta rica (L. ) C. A M ey 全株 T he w ho le
飞蓬属 E rig eron L. 一年蓬 E. annuus (L inn) Pers 全株 T he w ho le
鬼针草属 B id ens L. 小花鬼针草B . p arv if lora W illd 全株 T he w ho le

狼把草 B . trip artita L inn 全株 T he w ho le
苍耳属 X an th ium L. 苍耳 X . sibiricum Patrin 全株 T he w ho le
向日葵属 H elian thus L. 菊芋 H . tuberosus L. 根、茎、叶混样 Roo t, stem , leaf
刺儿菜属 Cep ha lanop los N eck 大刺儿菜 C. setosum (W ild) Kitam 全株 T he w ho le
天明精属 Carp esium L. 天明精 C. abrotanoid es L. 全株 T he w ho le

大花金挖耳 C. m acrocep ha lum F ranch. et Sav 全株 T he w ho le
狗娃花属 H eterop app us L ess 阿尔泰狗娃花 H . a lta icus (W illd. ) N ovopok r 全株 T he w ho le
千里光属 S enecio L. 千里光 S. seand ens Buch H am 全株 T he w ho le
花花柴属 K arelin ia L ess 花花柴 K. Casp ia (Pall. ) L ess 全株 T he w ho le
旋覆花属 Inu la L. 旋覆花 I. jap on ica T hunb 全株 T he w ho le

蓼子朴 I. sa lsoloid es (T urcz. ) O stenf 全株 T he w ho le
紫菀木属 A sterotham nus 中亚紫菀木A . cen tra li2asia ticus N ovopok r 根、茎、叶混样 Roo t, stem , leaf
顶羽菊属 A crop tilon 顶羽菊 A . rep ens (L. ) DC 全株 T he w ho le
华蟹甲草属 S inaca lia H. Robins et B rettell 羽裂华蟹甲草 S. tung u tica 根、茎、叶混样 Roo t, stem , leaf

2　结果与分析

2. 1　对番茄灰霉病菌和苹果炭疽病菌的组织筛选

表 2 表明, 在测试对番茄灰霉病菌的抑菌作用

中发现, 蓼子朴、天明精、大花金挖耳、大刺儿菜、旋

覆花等 16 种植物样品的抑制浸染率 (侵入病组织

率) 达到 60% 以上, 其中效果达到 80% 以上的有蓼

子朴、苦蒿、菊芋、大籽蒿、旋覆花和小花鬼针草等 6

种植物。在测定对苹果炭疽病菌的抑菌作用时, 大花

金挖耳、旋覆花和猪毛蒿 3 种植物样品的抑制侵染

率在 60% 以上。

表 2　菊科 15 属 25 种植物样品提取物对番茄灰霉病菌和苹果炭疽病菌的抑制作用

T able 2　T he inh ib it ion function of ex tracts from the Compo site 15 genera 25 species against

B otry tis cirerea Pers et T ris and G lom erella cing u la ta Sch r

供试植物样品
T est p lan t

抑制侵染率ö%
Inh ib it ion rate

番茄灰霉病菌
B otry tis
cirerea

Pers et T ris

苹果炭疽病菌
G lom erella
cing u la ta

Sch r

供试植物样品
T est p lan t

抑制侵染率ö%
Inh ib it ion rate

番茄灰霉病菌
B otry tis
cirerea

Pers et T ris

苹果炭疽病菌
G lom erella
cing u la ta

Sch r

蓼子朴
I. sa lsoloid es (T urcz. ) O stenf 90. 25 34. 96 蒙山莴苣

L . ta ta rica (L. ) C. A M ey 18. 18 18. 70

天明精 C. abrotanoid es L. 68. 25 50. 43 一年蓬 E. annuus (L inn) Pers 62. 50 2. 43
大花金挖耳 C. m acrocep ha lum
F ranch. et Sav

62. 50 63. 50 旋覆花 I. jap on ica T hunb 95. 00 65. 07

大刺儿菜C. setosum (W ild) Kitam 69. 10 31. 25 花花柴 K. casp ia (Pall. ) L ess 62. 50 31. 25
狼把草 B . trip artita L inn 62. 50 10. 57 千里光 S. seand ens Buch H am 40. 09 10. 57
羽裂华蟹甲草 S. tung u tica 9. 00 10. 57 猪毛蒿 A . scop aria W aldst. et Kit 56. 25 62. 50
阿尔泰狗娃花 H . a lta icus
(W illd. ) N ovopok r 67. 50 31. 25 万年蒿 A . gm elin ii W eb ex Stechm 40. 12 43. 75

艾蒿 A . argy L evl. et V an t 18. 18 10. 57 臭蒿 A . hed in ii O stenf 35. 34 51. 22
苦蒿 A . cony z a B lin ii L evl 93. 25 0. 00 顶羽菊 A . rep ens (L. ) DC 31. 25 30. 89
菊芋 H . tuberosus L. 87. 50 22. 76 小花鬼针草B . p arv if lora W illd 93. 75 13. 43
黄花蒿 A . annua L. 50. 00 10. 57 苍耳 X . sibiricum Patrin 65. 12 10. 57

灰孢蒿 A . rox bu rg h iana Bess 62. 50 0. 00 中亚紫宛木
A . cen tra li2asia ticus N ovopok r

75. 00 0. 00

大籽蒿 A . sieversiana W illd 81. 25 5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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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对小麦白粉病菌的保护和治疗作用

供试植物样品对小麦白粉病的保护和治疗作用

差异很大。从表 3 可知: 对小麦白粉病有 50% 以上

保护作用的有大花金挖耳、蓼子朴、臭蒿、苍耳、旋覆

花、大刺儿菜等 6 种植物样品; 对小麦白粉病有

50% 以上治疗作用的有大花金挖耳、蓼子朴、天明

精、臭蒿、苍耳、旋覆花、羽裂华蟹甲草、大籽蒿、顶羽

菊等 9 种植物样品; 而大花金挖耳、蓼子朴、臭蒿、苍

耳、旋覆花等 5 种植物样品均兼有两种作用, 对小麦

白粉病的防治效果较好。
表 3　菊科 15 属 25 种植物样品提取物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效试验结果

T able 3　Contro l efficacy of the 15 genera 25 species Compo sitae p lan t ex tracts against the w heat E ry sip he g ram in is

供试植物样品
T est p lan t

防效ö% Effect

治疗作用
T herapu tic

effect

保护作用
P ro tection

effect

供试植物样品
T est p lan t

防效ö% Effect

治疗作用
T herapu tic

effect

保护作用
P ro tection

effect

大花金挖耳
C. m acrocep ha lum F ranch. et Sav 53. 18 62. 62 黄花蒿 A . annua L. 21. 25 35. 53

蓼子朴 I. sa lsoloid es (T urcz. ) O stenf 65. 00 50. 84 艾蒿 A . argy L evl. et V an t 13. 75 32. 00

天明精 C. abrotanoid es L. 60. 42 41. 35 大籽蒿 A . sieversiana W illd 53. 75 26. 49

猪毛蒿 A . S cop aria W aldst. et Kit 12. 50 27. 00 大刺儿菜 C. setosum (W ild) Kitam 43. 75 53. 71

臭蒿 A . hed in ii O stenf 63. 33 55. 41 苦蒿 A . cony z a B lin ii L evl 16. 53 12. 50

中亚紫宛木A . cen tra li2asia ticus N ovopok r 12. 50 27. 43 小花鬼针草B . p arv if lora W illd 18. 45 12. 51

苍耳 X . sibiricum Patrin 72. 50 50. 84 狼把草 B . trip artita L inn 38. 07 12. 52

花花柴 K. casp ia (Pall. ) L ess 17. 77 18. 77 灰孢蒿 A . rox bu rg h iana Bess 20. 00 8. 75

菊芋 H . tuberosus L. 26. 25 38. 64 顶羽菊 A . rep ens (L. ) DC 51. 25 20. 84

旋覆花 I. jap on ica T hunb 51. 47 72. 50 万年蒿 A . gm elin ii W eb ex Stechm 40. 00 12. 51

一年蓬 E. annuus (L inn) Pers 16. 00 47. 41 蒙山莴苣 L . ta ta rica (L. ) C. A M ey 23. 33 25. 12

阿尔泰狗娃花
H . a lta icus (W illd. ) N ovopok r

12. 50 20. 00 千里光 S. seand ens Buch H am 22. 50 23. 31

羽裂华蟹甲草 S. tung u tica 50. 00 13. 50

3　讨　论

(1)结合离体生物活性测定的结果可以看出[5 ] ,

菊科植物有广泛的杀菌活性, 同属植物有相似的杀

菌活性。旋覆花属的蓼子朴和旋覆花以及天明精属

的大花金挖耳和天明精 4 种植物样品, 在整个试验

中均表现出较强的杀菌活性, 值得进一步研究。离体

及活体生物活性测定证实, 菊科植物在系统分类中

所处的进化位置确与菊科植物化学成分的生物活性

有关。笔者选用的 15 属 25 种菊科植物除了蒙山莴

苣和千里光外, 其他 23 种植物样品对至少 1 种供试

菌有 60% 以上的抑制作用, 这与其几乎含有各种成

分的杀菌活性物质有关; 另外, 也证实了同属植物有

相似的杀菌活性, 这与同属植物具有相似的酶系统

而产生相似的化学成分有关[8 ]。因此, 应用菊科植物

在植物化学分类中的地位, 可以指导更好地开发利

用菊科植物资源。

(2) 活体生物活性测定是研究杀菌剂的有效方

法, 它克服了离体条件下对病菌菌丝或孢子无效而

在活体条件下有效的化合物的漏筛。其中的盆栽试

验法更接近于大田试验情况, 所得资料对指导生产

实际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当前的杀菌剂研究中很

受重视。离体试验法反映的是药剂对病原生物的直

接毒力大小, 盆栽试验反映的是药剂在活体及一定

环境条件下的效力大小。有些杀菌剂应用离体测定

有效, 活体测定无效, 如猪毛蒿, 这可能是在室内离

体条件下测得的仅是药剂和病原菌相互作用的结

果, 而在盆栽试验中, 则主要是药剂、病原菌和植物

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另外离体条件下抑菌作用不

明显的植物样品在活体条件下有效, 如旋覆花、苍耳

等。两种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绝不能相互代替。

由于盆栽试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设备, 为

此研究并建立了组织筛选法。组织筛选法具有离体

筛选的快速、简便、微量等优点, 又具有与田间效果

相关性高的特点, 因此近年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如适

用于细菌性病害的块根法, 适用于病毒病害的局部

病斑法与叶片漂浮法[9 ]。本试验用黄瓜子叶法筛选

番茄灰霉病; 另外笔者改变过去在苹果上扎眼[10 ] ,

接种苹果炭疽病菌测定生物活性的方法, 把苹果切

成片, 放上菌饼, 进行活性筛选, 发现效果很好, 即容

易感病, 操作、测量也方便。当然, 这种方法尚处于探

索阶段, 需进一步完善。在苹果炭疽病菌的组织筛选

中抑制侵染率低的原因可能是将苹果切成片, 失去

了果皮组织本身的保护作用[11 ] , 另外也可能是药液

质量浓度很低或乳化剂不太合适造成的。

(3) 笔者认为, 在本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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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瓜子叶筛选番茄灰霉菌的试验重现性不好, 而

且比较费时, 这可能与丙酮对黄瓜子叶细胞结构和

功能的伤害有关, 尚需进一步研究, 以完善之; ②在

未知活性成分性质的情况下, 植物样品应当是阴干

或是鲜用, 以防某些具杀菌作用的挥发性成分或有

效成分损失或分解; ③本研究在活体生测中只选用

了 3 种供试真菌作为供试样品的筛选介质, 仍会存

在漏筛现象; ④对没有活性的供试样品当分不同的

季节采集, 以防漏筛; ⑤在以后的研究中还应当进行

杀菌物质的作用方式和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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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o2act ivit ies of ex t racts from 25 species Com po sitae

p lan ts aga in st th ree k inds of pa thogen s

L IY U-p ing2, 1, FENG Jun - tao2, SHAO Hong- jun 2, ZHU M u- j ing2,M U X iao-q ian 1, ZHANG X in 2

(1 Colleg e of L if e S ciences,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2 B iora tiona l p esticid es R esearch and S erv ice Cen ter,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T he fungicidal act ivity of the 15 genera 25 species compo sitae p lan t ex tracts w ere tested in

v ivo w ith E ry sip he g ram in is DC,B otry tis cirerea Pers ex T ris and G lom erella cing u la ta Sch r 3 fungu s. T he

resu lts of the t issue select ion m ethod of the compo sitae 15 genera 25 species p lan ts ex tract ion again st

B otry tis cinerea2cucum ber Co tyledon and Colletotrichum g loeosp horioid es2app le show ed that there w ere 60%

an t ifungal ra tes of 16 samp les to the B otry tis cirerea Pers ex T ris, such as C. m acrocep ha lum F ranch. et

Sav, I. sa lsoloid es (T u rcz. ) O stenf and C. abrotanoid es L. , C. m acrocep ha lum F ranch. et Sav, I. jap on ica

T hunb and A . S cop a ria W aldst. et k it show ed 60% an tifungal to the la ter. R 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ex tracts

of 6 p lan ts had mo re than 50% p ro tect ive eff icacy to E ry sip he g ram in is DC, such as C. m acrocep ha lum

F ranch. et Sav, I. S a lsoloid es (T u rcz. ) O stenf,A . hed in ii O stenf, X . sibiricum Patrin, I. jap on ica T hunb, S e2
tosum (W ild) K itam etc, tha t the ex tracts of 9 p lan ts had mo re than 50% treatm en t eff icacy to E ry sip he

g ram in is DC, such as C. m acrocep ha lum F ranch. et Sav, I. sa lsoloid es (T u rcz. ) O stenf and C. abrotanoid es

L. , samp les w ith bo th the p ro tect ive eff icacy and the trea tm en t mo re than 50% w ere C. m acrocep ha lum

F ranch. et Sav, I. S a lsoloid es (T u rcz. ) O stenf,A . hed in ii O stenf, X . sibiricum Patrin, I. jap on ica T hunb. E s2
pecia ly, the ex tracts from C. m acrocep ha lum F ranch. et Sar, I. sa lsoloid es (T u rcz. ) O stenf, C. abrotanoid es

L , A . scop a ria W aldst. et K it L. and I. jap on ica T hunb had a bet ter fungicidal act ivity to the 3 tested fun2
gu s.

Key words: bo tan ica l fungicides; Compo sitae p lan ts; in v ivo studies; b ioact ivity2scree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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