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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苞棘豆的化学成分及其生物活性研究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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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初步研究了宽苞棘豆地上部分提取物的化学成分及其生物活性。结果表明, 宽苞棘豆中含有酚类

物质、鞣质、还原性糖、皂甙、生物碱、黄酮及其甙类、氨基酸和氰甙。其粗提物对粘虫3 龄幼虫无显著的触杀和胃毒

活性, 对小麦赤霉病菌、番茄灰霉病菌、番茄早疫病菌、烟草赤星病菌、苹果炭疽病菌等 5 种病菌仅有较低的抑菌活

性, 但对反枝苋种子萌发、主根生长、主茎生长及株高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其中乙酸乙酯提取物抑制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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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苞棘豆 (O xy trop is la tibractea ta Ju rtz) , 为豆

科棘豆属植物, 多年生山地草甸寒旱生草本, 广泛分

布于我国西北和四川西北部[1 ]。近年来, 宽苞棘豆在

青海省的分布面积不断增大, 严重影响畜牧业的发

展。有关宽苞棘豆中毒方面的临床药理学[2 ]及其主

要营养成分[3 ]的研究已有报道, 但有关其化学成分

及生物活性方面的系统研究还未见报道。为此, 本试

验对宽苞棘豆的化学成分及其生物活性进行了部分

研究, 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植物材料　宽苞棘豆 (O xy trop is la tibractea ta

Ju rtz) 地上部分, 采自青海英得尔种羊场, 自然阴干

后粉碎。

供试昆虫　粘虫 (M y th im na sep a ra ta ) 3 龄幼

虫,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药研究所养虫室提供。

供试病原菌　小麦赤霉病菌 (G ibberella z eae)、

番茄灰霉病菌 (B otry tis cirerea )、番茄早疫病菌

(A lterna ria solan i)、烟草赤星病菌 (A lterna ria lter2
na ta )、苹果炭疽病菌 (G lom erella cing u la ta ) , 由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农药研究所微生物室提供。

供试杂草　反枝苋 (A m a ran thus retrof lex us)

种子,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药研究所提供。

1. 2　试验方法

1. 2. 1　宽苞棘豆化学成分检测　宽苞棘豆水提取

液的制备: 取宽苞棘豆植物粗粉2 g, 加入20 mL 水,

室温浸泡过夜, 滤取10 mL 滤液供检测氨基酸、多肽

和蛋白质等, 余液及残渣在50～ 60 ℃水浴上温浸0.

5 h 抽滤, 滤液供检测单糖、多糖、皂甙、甙类、酚类、

有机酸、鞣质等[4, 5 ]。

宽苞棘豆乙醇提取液的制备: 取宽苞棘豆植物

粗粉5 g, 加入体积分数95% 乙醇约50 mL , 水浴回流

15 m in, 过滤, 滤液浓缩至1ö2, 取一部分浓缩液供检

测黄酮、蒽醌、香豆素、强心甙、萜类、内酯、甾体化合

物等。剩余部分继续浓缩至糖浆状, 以 2% HC l 10

mL 溶解成酸液, 供检测酚类、有机酸、生物碱

等[4, 5 ]。

宽苞棘豆乙醚提取液的制备: 取宽苞棘豆植物

粗粉5 g, 加乙醚50 mL , 水浴回流20 m in, 过滤, 滤液

浓缩至5 mL , 供检测内酯、油脂和挥发油[4, 5 ]。

宽苞棘豆甲醇提取液的制备: 乙醚处理过的材

料用甲醇20 mL 水浴回流10 m in, 趁热过滤, 滤液供

检测黄酮甙、蒽醌甙、强心甙和香豆精甙等[4, 5 ]。

1. 2. 2　宽苞棘豆的生物活性试验　制备宽苞棘豆

的石油醚提取物 (A ) : 取宽苞棘豆植物粗粉100 g 置

于500 mL 圆底烧瓶中, 以300 mL 石油醚浸泡, 水浴

回流 3 次, 每次 3 h, 过滤, 滤液合并浓缩, 置通风橱

中挥发、干燥。

乙酸乙酯提取物 (B )、甲醇提取物 (C) 制备方法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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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杀虫活性。触杀活性测定: 应用点滴法测定

宽苞棘豆3 种提取物对粘虫的触杀活性[6 ]。将3 种提

取物分别以丙酮稀释为50 m gömL 的丙酮溶液, 用1

ΛL 微量点滴器将药液点滴在试虫前胸背板上, 将试

虫置于 5 6 cm 的培养皿中保湿, 每皿 1 虫, 正常喂

食, 每处理30 头试虫, 以丙酮为对照, 24 h 检查中毒

及死亡情况, 计算死亡率。

胃毒活性测定: 采用载毒叶片法测定宽苞棘豆3

种提取物对3 龄粘虫的胃毒活性[6 ]。将试虫置于5 6

cm 的培养皿中, 每皿1 虫, 饥饿12 h 后, 将用丙酮配

制的50 m gömL 提取物样品溶液用1 ΛL 微量点滴器

点于 0. 5 cm ×0. 5 cm 的小麦叶片上, 待丙酮挥干

后, 放入培养皿中饲喂, 每处理30 头试虫, 以丙酮为

对照, 48 h 检查中毒及死亡情况, 计算死亡率。

(2)抑菌活性。用生长速率法测定宽苞棘豆3 种

提取物对小麦赤霉病菌、番茄灰霉病菌、番茄早疫病

菌、烟草赤星病菌、苹果炭疽病菌等5 种病菌的抑菌

活性[6 ]。将3 种提取物先以丙酮稀释, 再以PDA 培养

基稀释成1 000 m göL , 将培养基倒成平板, 凝固后接

入供试菌, 置于28 ℃培养箱中培养, 每种粗提物设1

个处理, 每处理 5 次重复, 以加丙酮培养基为对照,

48 h 后用卡尺测量菌落直径, 计算生长抑制率。

(3)除草活性。用带毒培养基法测定宽苞棘豆3

种提取物对反枝苋种子的萌发抑制率、主根生长抑

制率、主茎生长抑制率及株高抑制率。将3 种提取物

先以丙酮稀释, 再以水琼脂培养基稀释至1 000 m gö

L , 每种提取物设1 个处理, 每处理5 次重复, 以加丙

酮培养基为对照, 每重复播种5 粒用清水浸泡2 h 的

反枝苋种子, 置人工气候箱 (温度25～ 28 ℃, 相对湿

度80%～ 96% , 光照 12 höd) 培养, 72 h 后检查萌发

及生长情况, 计算生长抑制率。

2　结果与分析
2. 1　宽苞棘豆的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的系统预试结果 (表1)表明, 宽苞棘豆

中含有酚类物质、鞣质 (主要是缩合鞣质)、还原性

糖、皂甙、生物碱、黄酮及其甙类、氨基酸和氰甙, 不

含甾体、萜类、蒽醌及其甙类、挥发油、油脂、内酯、香

豆素及其甙类、强心甙类化合物。

表 1　宽苞棘豆化学成分试管预试法鉴定结果

T able 1　T he resu lt of tube tests of the chem ical constituen ts of O xy trop is la tibractea ta

项目 Item s 方法M ethods 结果 Resu lts

酚类物质 Pheno ls 三氯化铁试验 Ferric ch lo ride test +

鞣质 T ann ins 重氮化试验D iazo tization test +

三氯化铁试验 Ferric ch lo ride test +

醋酸铅反应 P lum bi acetate reaction -

鞣红试验 Red ellagitann in test +

生物碱A lkalo ids 碘化铋钾试验 Po tassium bism uth iodide test +

碘化汞钾试验M ercury po tassium iodine +

碘化碘钾试验 Iodine po tassium iodine +

甾体、萜类 Stero idal, T erpeno ids 冰醋酸- 浓硫酸试验
A cetic acid glacial- Su lfu ric acid test -

氯仿- 浓硫酸试验
T rich lo rom ethane- Su lfu ric acid test -

强心甙 Cardiac glyco sides 3, 52二硝基甲酚试验 Keddeπs reaction -

碱性苦味酸试验A lkaline p icrate test -

亚硝酰铁氰化物L egal reaction -

三氯化铁- 冰醋酸试验 Keller reaction -

氰甙 Cyonogeneticglyco sides 苦味酸钠试验 Sodium p icrate +

油脂O lifats 油脂检测O ilfats test -

糖及甙类 Carbohydrates and its glyco sides 碱性酒石酸铜试验 Cup ric tartrate trihydrate basic test +

皂甙 Sapon ins 泡沫试验 Foam ing test +

醋酐- 浓硫酸试验A cetic anhydride- Su lfu ric acid test -

氯仿- 浓硫酸试验
T rich lo rom ethane- Su lfu ric acid test

+

挥发油V o latile o ils 挥发油试验V o latile o il test -

黄酮及其甙类 F lavono ids and its glyco sides
盐酸- 镁粉试验
H ydroch lo ric acid- m agnesium pow der 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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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Continued T ab le 1

项目 Item s 方法M ethods 结果 Resu lts

醋酸铅沉淀试验L ead acetate test +

蒽醌及其甙类A ntbraqu inones and its glyco sides 碱性试验Basic test -

醋酸镁试验M agnesium acetate test -

升华试验 Evapo ration test -

内酯、香豆素及其甙
L actones, coum arins and its glyco sides 异羟肟酰铁试验 H ydroxam ic alylferric test -

氨基酸、多肽及蛋白质
Am ino acids, Po lypep tides and P ro teins

热致沉淀试验 H eating test +

双缩脲反应B iuret reaction reaction -

　　注:“+ ”表示阳性反应,“- ”表示阴性反应。

N o te:“+ ”m eans po sit ive action,“- ”m eans negative action.

2. 2　宽苞棘豆的生物活性

2. 2. 1　杀虫活性　由表2 可知, 宽苞棘豆3 种提取

物对粘虫 3 龄幼虫无明显的触杀和胃毒活性, 甲醇

提取物活性最高, 但其校正死亡率也不超过30% , 石

油醚提取物次之, 乙酸乙酯提取物几乎没有活性。

表 2　宽苞棘豆 3 种提取物对粘虫 3 龄幼虫的触杀和胃毒活性

T able 2　 Insecticidal acit ivity of the ex tracts of O xy trop is la tibractea ta against M y th im na sep ara ta %

供试样品 Samp le

触杀 Contact po ison ing 胃毒 Stom ach po ison ing

死亡率
D eath rate

校正死亡率
Revised death rate

死亡率
D eath rate

校正死亡率
Revised death rate

A 20. 0 b 14. 2 b 26. 7 b 18. 5 b
B 13. 3 c 7. 1 c 13. 3 c 3. 7 c
C 26. 7 a 21. 4 a 33. 3 a 35. 9 a

CK 6. 7 10. 0

　　注: a, b, c 表示 (Α= 0. 05)显著性差异。

N o te:“a, b, c”m eans (Α= 0. 05) sign ificance of difference.

2. 2. 2　抑菌活性　由表3 可知, 宽苞棘豆3 种提取

物对5 种供试病原菌的抑制作用均较低。乙酸乙酯

提取物对 5 种供试病原菌均有抑制作用, 但抑制率

最高也不超过30%。3 种提取物对小麦赤霉病菌和

番茄早疫病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抑制作用甚

微。

表 3　宽苞棘豆 3 种提取物对 5 种病原菌的抑制作用

T able 3　Fungicidal activity of the ex tracts of O xy trop is la tibractea ta against five pathogens %

供试样品
Samp le

生长抑制率 Inh ib it ion rate

番茄灰霉病菌
B otry tis cirerea

小麦赤霉病菌
G ibberella z eae

苹果炭疽病菌
G lom erella cing u la ta

番茄早疫病菌
A lternaria solan i

烟草赤星病菌
A lternaria a lterna ta

A 0 b 2. 1 ab 0 b 5. 3 b 2. 5 a
B 13. 4 a 8. 4 a 12. 1 a 26. 5 a 2. 9 a
C 16. 7 a 5. 9 b 0 b 7. 5 b 0 a

2. 2. 3　除草活性　由表4 可知, 宽苞棘豆3 种提取

物对反枝苋种子萌发、主根生长、主茎生长及株高都

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中乙酸乙酯提取物抑制率

最高, 在试验浓度下, 其萌发抑制率、生长抑制率均

高于85% , 甲醇提取物次之。3 种提取物对主茎生长

的抑制作用均高于主根。

表 4　宽苞棘豆 3 种提取物对反枝苋种子生长的抑制作用

T able 4　H erb icidal activity of the ex tracts of O xy trop is la tibractea ta against the seeds of A m aran thus retrof lex us %

供试样品
Samp les

萌发抑制率
Inh ib it ion rate against

germ ination

主根生长抑制率
Inh ib it ion rate

against the tap roo t

主茎生长抑制率
Inh ib it ion rate

株高抑制率
Inh ib it ion rate

against the p lan t

A 15. 0 c 62. 8 b 71. 4 b 65. 9 b

B 85. 7 a 89. 2 a 90. 3 a 89. 7 a

C 48. 0 b 66. 3 b 73. 5 b 68. 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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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宽苞棘豆地上部分提取物含有酚类物质、鞣质

(主要是缩合鞣质)、还原性糖、皂甙、生物碱、黄酮及

其甙类、氨基酸和氰甙, 不含甾体、萜类、蒽醌及其甙

类、挥发油、油脂、内酯、香豆素及其甙类、强心甙类

化合物, 这可能是这几类化合物的含量甚微, 未被检

出。

宽苞棘豆地上部分的3 种提取物对粘虫 3 龄幼

虫无明显的杀虫活性; 其乙酸乙酯提取物对小麦赤

霉病菌、番茄灰霉病菌、番茄早疫病菌、烟草赤星病

菌、苹果炭疽病菌等 5 种病原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 但对反枝苋种子萌发、主根及主茎生长具有不同

程度的抑制作用, 其中以乙酸乙酯提取物抑制率最

高, 且3 种提取物对主茎的生长抑制率均高于主根。

但其对单子叶杂草有无抑制作用, 其除草有效成分

如何, 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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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chem ical con st ituen ts of the aeria l part of O xy trop is la tibractea ta Ju rtz have been p ri2
m arily studied. It is found that the O xy trop is la tibractea ta con ta in s pheno ls, tann in s, carbohydrates,

sapon in s, a lkalo ids, f lavono ids and its g lyco sides, am ino acids and cyonogenet ic. T he ex tracts of the p lan t

show ed w eak con tact and stom ach con tact and stom ach act ivity on M y th im na sep a ra ta , low inh ib it ive acit iv2
ity on G ibberella z eae, B otry tis cirerea, A lterna ria solan i, A lterna ria a lterna ta and G lom erella cing u la ta , bu t

it has rem arkab le inh ib it ive effect agaim t the tap roo t, cau lis, bou rgeon and heigh t of A m a ran thus

retrof lex us L. , and the ex tract of eher aceta te has the mo st inh ib it ion ra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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