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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然提取物对几种病菌生物活性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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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以孜然种子丙酮提取物为材料, 测定了其对几种病菌的生物活性。结果表明, 在供试质量浓度为

0. 05 gömL 时, 粗提物对所有供试真菌菌丝生长抑制率均大于 75% ; 在供试质量浓度为 0. 1 gömL 时, 对稻瘟病菌

孢子萌发抑制率大于 90% ; 在供试质量浓度为 0. 04 gömL 时, 盆栽试验显示其对白菜黑斑病、稻瘟病及黄瓜霜霉

病的保护作用均达 60% 以上, 对稻瘟病治疗作用达 89. 5% 以上。孜然作为植物源杀菌剂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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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孜然 (Cum inum cym inum L. ) 为伞形花科孜然

芹属 1 年或 2 年生草本植物, 具有刺鼻的香味, 原产

于埃及、埃塞俄比亚, 我国新疆、甘肃河西走廊地区

有大量种植, 前苏联、地中海地区、伊朗、印度及北美

也有栽培。在我国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民间, 其

果实常被研成粉末作为食品中的调料, 其果实也可

入药, 治疗消化不良、胃寒腹痛等症[1 ]。国内外报道

其有农用抗菌活性[2～ 4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 测试了孜然种子丙酮提取物对几种植物病菌的

生物活性, 旨在为其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线索。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供 试 菌 种 　 小 麦 纹 枯 病 菌 (R h iz octon ia

cerea lis)、小麦条锈病菌 (P uccin ia striif orm is)、稻瘟

病菌 (Py ricu la ria g risea) 均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

物 病理研究所提供; 棉花枯萎病菌 ( F usa rium

oxy sp orum f. sp. vasinf ectum ) 由石河子大学农学院

植病教研室提供; 水稻白叶枯病菌 (X an thom onas

cam p estris pv. ory z ae) 由浙江化工研究院生测部提

供; 苹果霉心病菌 (T richoticum roseum )、白菜黑斑

病 菌 (A lterna ria oleracea )、黄 瓜 炭 疽 病 菌

(Colletotrichum lag ena rium ) , 均从田间采集、分离

鉴 定 及 纯 化 后 使 用; 黄 瓜 霜 霉 病 菌

(P seud op eron isp ora cubensis) 为从田间采集鉴定后

使用。

盆栽作物　白菜 (小白口) ; 黄瓜 (津研七号) ; 小

麦 (辉县红) ; 棉花 (新 1304) ; 水稻 (土杂优)。

供试药剂　质量分数 64% 杀毒矾可湿性粉剂

(诺华农化江苏有限公司) ; 质量分数 70% 甲基硫菌

灵可湿性粉剂 (国营江阴农药厂) ; 质量分数 15% 粉

绣宁可湿性粉剂 (湖北天门农药有限公司) ; 质量分

数 4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上海吴淞化工厂)。

1. 2　孜然提取物的制备

孜然种子由甘肃省玉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

供, 经自然干燥后, 以冷浸法用丙酮提取 3 次, 合并

滤液后浓缩, 使其最终质量浓度为 1 gömL , 具体提

取过程参照冯俊涛等的方法[5 ]。

1. 3　孜然提取物抑菌活性测定

孜然提取物对病原菌菌丝生长的作用和对孢子

萌发抑制的作用分别采用生长速率法[6 ]及载玻片

法[7 ]测定。对菌丝生长抑制作用设 2 个浓度, 分别为

0. 05, 0. 012 5 gömL。0. 05 gömL 带毒培养基的制

备: 取 1. 2 所制备的孜然提取物 0. 5 mL 于灭菌的

10 mL 试管中, 加入 9. 5 mL 50 ℃左右 PDA , 摇匀,

倒入灭菌培养皿中即成。0. 012 5 gömL 带毒培养基

的制备: 先用丙酮对 1. 2 所制备的提取物稀释 4 倍,

下同 0. 05 gömL 带毒培养基的制备。对孢子萌发抑

制作用设 1 个浓度, 为 0. 1 gömL , 直接用丙酮对1. 2

所制备的提取物稀释 10 倍即成。

1. 4　孜然提取物防病试验

提取物对 8 种病害的药效采用盆栽试验法[6 ]。

每毫升孜然提取物加 0. 02 g Tw een 80, 用自来水稀

释 25 倍, 使最终质量浓度为 0. 04 gömL。设丙酮、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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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药剂 3 个对照。对照药剂及试验浓度分别为: 对

白菜黑斑病为杀毒矾 1 280 m göL ; 对小麦条锈病为

粉锈宁 1 500 m göL ; 对黄瓜霜霉病为杀毒矾 2 000

m göL ; 对黄瓜炭疽病为甲基硫菌灵 1 000 m göL ; 对

小麦纹枯病为粉锈灵 100 m göL ; 对棉花枯萎病为多

菌灵 500 m göL。待清水对照充分发病后调查病情,

计算防治效果, 计算提取物药效时用丙酮作对照, 计

算对照药剂药效时用清水作对照。

病情分级标准: 白菜黑斑病参照李广东等的方

法[8 ]; 小麦条锈病、稻瘟病参照国家统一标准[9 ]; 黄

瓜霜霉病参照余国辉的方法[10 ]; 黄瓜炭疽病参照李

洪奎等的方法[11 ]; 水稻白叶枯病参照方中达的方

法[7 ]; 小麦纹枯病参照岳红宾等的方法[12 ]; 棉花枯

萎病参照杨昌林等的方法[13 ]。

2　结果与分析

2. 1　提取物对 6 种病原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由表 1 知, 在提取物浓度为 0. 05 gömL 时, 孜

然提取物对小麦纹枯病菌、苹果霉心病菌、白菜黑斑

病菌、棉花枯萎病菌 4 种病原菌表现出强烈的抑制

作用, 抑制率均为 100% , 对稻瘟病菌和黄瓜炭疽病

菌抑制率也较高, 均在 75% 以上; 在浓度为 0. 012 5

gömL 时, 提取物对小麦纹枯病菌及苹果霉心病菌

也表现出强烈的抑制作用, 抑制率为 100% , 对白菜

黑斑病菌及棉花枯萎病菌的抑制率均大于 70%。

表 1　孜然提取物对 6 种病原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T able 1　 Inh ib it ion of Cum inum cym inum ex tract on hypha of 6 k inds of pathogen fungi

供试菌
Fungi

0. 05 gömL 0. 012 5 gömL

菌落直径ömm
Co lony

diam eter

抑制率ö%
Inh ib it ion

rate

菌落直径ömm
Co lony

diam eter

抑制率ö%
Inh ib it ion

rate

对照菌落
直径ömm

CK co lony
diam eter

小麦纹枯病菌 R. cerea lis 0. 00 100. 0 0. 00 100. 0 38. 00
苹果霉心病菌 T. roseum 0. 00 100. 0 0. 00 100. 0 43. 25
稻瘟病菌 P. g risea 4. 43 89. 5 24. 17 41. 0 41. 00
白菜黑斑病菌A . oleracea 0. 00 100. 0 8. 33 73. 8 31. 75
黄瓜炭疽病菌 C. lag enarium 5. 00 78. 7 14. 00 40. 4 23. 50
棉花枯萎病菌 F. oxy sp orum f. sp.

asinf ectum
0. 00 100. 0 10. 50 74. 2 40. 67

2. 2　提取物对几种病原菌孢子萌发的抑制作用

表 2 表明, 在供试质量浓度为 0. 1 gömL 时, 孜

然提取物对稻瘟病菌孢子萌发抑制作用达 90% 以

上, 对其他 2 种病原菌孢子几乎没有抑制作用。

2. 3　提取物温室盆栽防病效果

由表 3 知, 在供试质量浓度为 0. 04 gömL 时,

孜然提取物对白菜黑斑病和稻瘟病病害保护作用药

效均达 80% 以上, 对黄瓜霜霉病药效达 60% 以上,

但药效均不及相应的对照药剂; 治疗作用除对稻瘟

病作用突出外, 对其余病害作用均较差。

表 2　孜然提取物对 3 种病原菌孢子萌发的抑制作用

T able 2　 Inh ib it ion of Cum inum cym inum ex tract

on spo re of 3 k inds of pathogen fungi %

供试菌
Fungi

萌发率
Em ergence

rate of spo re

0. 1 gömL
提取物

0. 1 gömL
extract

对照
CK

抑制率
Inh ib i2

t ion
rate

稻瘟病菌 P. g risea 5. 6 98. 0 94. 2
白菜黑斑病菌A . oleracea 91. 0 91. 9 1. 2
棉花枯萎病菌 F. oxy sp orum f.
sp. vasinf ectum

99. 1 91. 9 -

表 3　孜然提取物对 8 种病害的药效

T able 3　Contro lling effect of Cum inum cym inum ex tract to 7 k inds of p lan t diseases %

病害
P lan t diseases

保护作用药效
P ro tective effect

治疗作用药效
Curative effect

孜然
C. cym inum

对照药剂
CK Fungicides

孜然
C. cym inum

对照药剂
CK Fungicides

白菜黑斑病B lack ro t of Ch inese cabbage 89. 5 100 25. 5 23. 2
小麦条锈病W heat stripe rust 23. 0 100 0. 2 100
黄瓜霜霉病 Cucum ber dow ny m ildew 63. 7 98. 8 26. 9 19. 9
黄瓜炭疽病 Cucum ber an th racno se 35. 4 94. 0 2. 3 98. 4
稻白叶枯病 R ice bacterial leaf b ligh t 20. 7 ö 4. 1 ö
小麦纹枯病 Sharp eye spo t of w heat - 39. 7 21. 7 63. 9
棉花枯萎病 Fusarium w ilt of co tton 44. 5 68. 7 ö ö
稻瘟病 R ice b last 83. 3 ö 87. 5 ö

　　注: ①所有植物样品质量浓度均为 0. 04 gömL ; ②“- ”表示有促进作用,“ö”表示未做相应试验。

N o te: ① T he concen trations are all 0. 04 gömL ; ②“- ”m eans p romo tion;“ö”m eans no t do ing experi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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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我国是世界上蔬菜生产第一大国, 但蔬菜种植

中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现象还普遍存在[14 ]。药物

漂白和农药残留已成为我国蔬菜及其产品进入日

本、韩国市场的主要障碍[15 ]。本研究表明, 孜然对黄

瓜霜霉病、白菜黑斑病 2 种叶斑类病害保护作用较

好, 孜然本身能被用作香料, 对人类无害, 对其深入

研究可能会开发出无公害叶斑类蔬菜病害杀菌剂,

对我国无公害蔬菜生产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所以

孜然作为无公害杀菌剂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开发。

植物源杀菌剂初筛宜采用离体与活体相结合的

方法, 而以活体盆栽试验为主。本研究结果表明, 孜

然对有些植物病害的离体、活体活性不相关, 如孜然

对小麦纹枯病菌离体活性很高, 但对其盆栽活性较

差。离体试验与大田病害防治的实际差距太大[16 ] ,

而盆栽试验与大田病害防治的实际差距相对较小。

因此, 植物源杀菌剂初筛时应以活体盆栽试验为主。

但活体盆栽试验周期相对较长, 为减少试验周期, 供

试菌的选择除满足能简便繁殖、分类上有代表性而

又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等条件外[16 ] , 还应注意选择能

使作物苗期易发病 (即潜育期短)的病原菌。

本研究结果表明, 孜然对稻瘟病药效突出, 但试

验中发现孜然对稻苗有药害, 易使稻苗叶片褪绿、微

发黄, 这可能与孜然浓度太高有关。

孜然对稻苗产生药害的具体原因和孜然有效成

分的分离纯化, 以及孜然对病原菌的作用机制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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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b ioact ivity of Cum inum cym inum ex tract to severa l k inds of Fung i

ZHANG Y ing- lao, FENG Jun - tao,W ANG Ru-x ian , SHAO Hong- jun , ZHANG X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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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ioact ivity of Cum inum cym inum acetone ex tract w as tested w ith severa l k ings of fungi.

T he resu lts of separa te cu lt iva t ing condit ion show ed that the ex tract had mo re than 75% inh ib it ing ra tes to

the hypha grow th of a ll tested fungi under the concen tra t ion of 0. 05 gömL , and had mo re than 90%

inh ib it ing ra tes to the spo re germ inat ion of Py ricu la ria g risea under the concen tra t ion of 0. 1 gömL. T he
resu lts of po t test ind ica ted that the ex tract had mo re than 60% p ro tect ive eff icacy to the B lack ro t of

Ch inese cabbage, R ice b last, Cucum ber dow ny m ildew and had 87. 5% therapeu t ic eff icacy to the R ice b last

under the concen tra t ion of 0. 04 gömL.

Key words: bo tan ica l fungicides; Cum inum cym inum ex tract; b ioact 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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