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藜不同溶剂提取物的杀蚜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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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萝卜蚜为试虫，对４种不同溶剂藜提取物的杀蚜活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石油醚和乙醇提取物的杀

虫活性最为显著，对萝卜蚜有很强的触杀和拒食作用，石油醚提取物７２ｈ的平均拒食率为７３．３３％，拒食中浓度

ＡＦＣ５０为６１．７３１ｍｇ／ｍＬ，触杀校正死亡率为９７．６９％，ＬＣ５０为２２．４３１ｍｇ／ｍＬ；乙醇提取物７２ｈ的触杀校正死亡

率为９３．８２％，ＬＣ５０为３４．６９８ｍｇ／ｍＬ，与对照组具有显著差异。此外，藜其他溶剂提取物也表现出一定的杀蚜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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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藜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Ｌ．是藜科藜属植物，又

名灰菜，别名野灰菜、灰蓼头草等。藜为一年生草本

植物，山区普遍分布，喜生于田间、地边、路旁、房前

屋后等［１２］。藜性味苦、凉，有清热、泻火、去湿、解毒

等作用，能够防止消化道寄生虫。藜全草主要含有

多糖、黄酮类物质、甾醇、有机酸和生物碱等特有物

质［３］。近年来，有关藜的报道多是有关抑菌活性的

研究［４６］，另外，张静等［７］在对多种植物杀虫活性筛

选中发现其对于棉蚜也有一定效果，但是对于不同

溶剂提取物对萝卜蚜作用效果至今国内外还未见报

道。本文对藜４种不同溶剂提取物的杀蚜活性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供试萝卜蚜犔犻狆犪狆犺犻狊犲狉狔狊犻犿犻采自河南省郑州市

西四环菜地，接种到实验室内栽培的白萝卜犚犪狆犺犪

狀狌狊狊犪狋犻狏狌狊Ｌ．和黄心菜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狆犲犽犻狀犲狀狊犻狊（Ｌｏｕｒ．）

Ｒｕｐｒ．上，于人工气候箱（ＬＲＨ１０００ＧＳＩ型，珠江牌培

养箱）中饲养多代，人工气候箱光周期Ｌ∥Ｄ＝１４ｈ∥

１０ｈ、温度为（２５±１）℃、相对湿度为（７０±５）％。挑

选大小一致的无翅成蚜进行试验。

１．２　提取方法

将供试藜置于干燥通风处，阴干、粉碎过４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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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备用。取其粉末２０．０ｇ，置于锥形瓶中，分别加入

１０倍容积的不同溶剂，超声提取３０ｍｉｎ（４０ｋＨｚ，

３０℃），抽滤提取液，滤渣重复提取２次，合并滤液，

用旋转蒸发仪浓缩蒸干至质量恒定，加入丙酮溶解，

定容至２０ｍＬ，每１ｍＬ提取液相当于１ｇ干物质

（即１ｇ／ｍＬ），保存于４℃冰箱，待用。

１．３　生物活性测定

１．３．１　触杀作用

用浸虫浸叶法［８９］进行触杀作用测定。根据预

备试验的结果，将粗提取物用含１％吐温８０的蒸馏

水稀释，配制成浓度梯度，每个浓度重复３次，以含

１％吐温８０的蒸馏水作为对照。将带有约３０头萝

卜蚜的白萝卜叶片浸入各处理药液中，停留约５ｓ，

取出后用吸水纸吸去多余药液，记录蚜虫数，放入底

部含有保湿滤纸的培养皿（直径１０ｃｍ）中，培养皿

置于温度为（２５±１）℃的培养箱中，分别于２４、４８和

７２ｈ检查蚜虫死亡情况，计算死亡率。

死亡率＝
死亡虫数
供试总虫数×１００％

。

蚜虫死亡判定标准为：用细毛笔轻触蚜虫腹部，

不动者视为死亡。以药剂浓度的对数值为横坐标，死

亡率的几率值为纵坐标，求毒力回归方程及ＬＣ５０。

校正死亡率＝
处理组死亡率－对照组死亡率

１００－对照组死亡率
×１００％。

１．３．２　拒食作用

采取浸叶法［１０１２］。将鲜嫩的白萝卜叶用打孔

器打成叶碟（直径为２ｃｍ），放入供试样品内浸泡

１０ｓ，取出用吸水纸吸干叶碟表面药液后放入底部

垫有保湿滤纸的培养皿（直径１０ｃｍ）中，于叶片中

央接入已饥饿１２ｈ的萝卜蚜１０头，重复３次。用

含１％吐温８０的蒸馏水作为对照组。将培养皿置

于温度为（２５±１）℃、相对湿度为（７０±５）％的培

养箱内观察，分别于２４、４８和７２ｈ统计对照组和

处理组蚜虫栖息数，根据平均栖息率计算拒食率和

拒食中浓度（ＡＦＣ５０）。

栖息率＝
处理组蚜虫栖息数
每处理蚜虫总数 ×１００％；

拒食率＝
对照组蚜虫栖息数－处理组蚜虫栖息数

每处理蚜虫总数

×１００％。

１．４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首先使用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处理，然后

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用

平均值±标准差表示，用Ｄｕｎｃａｎ氏法进行多重比

较，以犘＜０．０５表示差异显著。使用ＤＰＳ７．０５软

件计算毒力回归方程。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藜不同溶剂提取物对萝卜蚜的触杀活性

按照１．３中介绍的步骤使用藜不同种类溶剂提

取物对萝卜蚜进行触杀活性检测（表１）。

表１　藜不同溶剂提取物对萝卜蚜触杀作用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狋犪犮狋狋狅狓犻犮犻狋犻犲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狅犾狏犲狀狋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犳狉狅犿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犪犵犪犻狀狊狋犔犻狆犪狆犺犻狊犲狉狔狊犻犿犻

溶剂类型

Ｓｏｌｖｅｎ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２４ｈ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４８ｈ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７２ｈ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乙醇Ａｌｃｏｈｏｌ （４６．２０±４．０５）ａ （４３．７３±３．３８）ａ （６３．７３±０．６８）ａ （６０．６５±１．３６）ａ （７３．６２±０．５０）ｂ （７０．３２±０．０８）ｂ

石油醚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ｔｈｅｒ （４３．３３±３．３３）ａ （４０．７２±２．５３）ｂ （７１．１１±６．９４）ａ （６８．７４±７．０７）ａ （８４．４４±１．９２）ａ （８２．５３±１．８１）ａ

水 Ｗａｔｅｒ （２０．８６±１．４９）ｂ （１７．１５±２．８１）ｂ （２８．５７±１．７１）ｂ （２２．４９±３．４８）ｂ （３６．２７±３．４０）ｄ （２８．２７±４．３９）ｄ

丙酮Ａｃｅｔｏｎｅ （２６．０９±３．２６）ｂ （２２．５９±４．９５）ｂ （２９．３５±３．２７）ｂ （２３．３３±５．１４）ｂ （４７．８５±５．１８）ｃ （４１．３７±５．１０）ｃ

对照（ＣＫ） ４．４４４ － ７．７７８ － １１．１１ －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溶剂处理之间差异显著（犘＜０．０５）。下同。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ｂｙｖａｒｉｏｕ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由表１可以看出，在１００ｍｇ／ｍＬ浓度下，几种

藜提取物对萝卜蚜均表现出一定的触杀效果，其中，

石油醚和乙醇提取物表现出很高的杀蚜活性。４种提

取物对蚜虫的触杀活性大小依次为：石油醚＞乙醇＞

丙酮＞水提取物，２４ｈ校正死亡率分别为４０．７２％、

４３．７３％、２２．５９％和１７．１５％，４８ｈ的校正死亡率分

别为６８．７４％、６０．６５％、２３．３３％和２２．４９％，７２ｈ校

正死亡率分别为８２．５３％、７０．３２％、４１．３７％和２８．２７％。

同时，试验发现４８ｈ后，在０．０５水平下，各溶剂提

取物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２．１．１　藜不同浓度石油醚提取物对萝卜蚜的触杀

活性

　　按照１．３中介绍的步骤使用不同浓度石油醚提

取物对萝卜蚜进行触杀活性检测。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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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藜石油醚提取物对萝卜蚜触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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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ｍｇ·ｍＬ－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４ｈ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４８ｈ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７２ｈ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１０ （１５．０６±１．９４）ｃ （１２．１７±１．９５）ｃ （２４．７５±２．０５）ｄ （２０．３６±２．７５）ｄ （３１．２０±１．１３）ｄ （２２．６９±０．８０）ｄ

２０ （２１．７６±２．１１）ｃ （１９．０９±２．２２）ｃ （４２．３７±５．２５）ｃ （３９．０５±４．９０）ｃ （５４．３４±３．３４）ｃ （４８．６９±４．０９）ｃ

５０ （３５．５６±１．９２）ｂ （３３．３６±１．９５）ｂ （６７．７８±５．０９）ｂ （６５．９２±５．３２）ｂ （８１．１１±５．０９）ｂ （７８．７７±５．７５）ｂ

１００ （４３．３３±３．３３）ｂ （４１．４０±３．４５）ｂ （７１．１１±６．９４）ｂ （６９．３７±７．７４）ｂ （８４．４４±１．９２）ｂ （８２．５５±１．８５）ｂ

１５０ （５５．６３±８．２８）ａ （５４．１１±８．５７）ａ （８１．６７±６．０１）ａ （８０．５７±６．５５）ａ （９７．９２±３．６１）ａ （９７．６９±４．０１）ａ

对照ＣＫ ３．２９７ ５．４８４ １０．９７

　　由表２可以得出，以石油醚为溶剂的藜提取物对

萝卜蚜表现出极高的触杀活性，在１５０ｍｇ／ｍＬ浓度

下２４、４８和７２ｈ的校正死亡率分别为５４．１１％、

８０．５７％和９７．６９％。以其浓度对数为自变量（狓），

校正死亡率几率值为因变量（狔），使用ＤＰＳ软件建

立７２ｈ的毒力回归方程狔＝２．２０２＋２．０７２狓，相关系

数狉＝０．９６９６，标准误犛ｍ＝０．３０１８，半数致死浓度

ＬＣ５０＝２２．４３１ｍｇ／ｍＬ，对应９５％置信区间为１５．９４１～

３１．５６３，检验值犉ｔ＝４７．１１４，临界值犉（０．０５，１，３）＝１０．１２８，

犉ｔ＞犉（０．０５，１，３），故回归方程显著有意义
［１３］。通过

７２ｈ的毒力回归方程及其回归分析结果和表２数

据可以看出，藜石油醚提取物对于萝卜蚜具有触杀

效果，并且随着石油醚提取液浓度的增大蚜虫校正

死亡率升高。

２．１．２　藜不同浓度乙醇提取物对萝卜蚜的触杀

活性

　　按照１．３中介绍的步骤使用不同浓度乙醇提取

物对萝卜蚜进行综合触杀毒性检测。

表３　藜乙醇提取物对萝卜蚜触杀作用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狀狋犪犮狋狋狅狓犻犮犻狋狔狅犳犪犾犮狅犺狅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犳狉狅犿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犪犵犪犻狀狊狋犔犻狆犪狆犺犻狊犲狉狔狊犻犿犻

浓度／ｍｇ·ｍＬ－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４ｈ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４８ｈ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７２ｈ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１０ （１４．２７±１．６１）ｄ （１１．３１±１．６７）ｄ （２１．９７±１．７５）ｅ （１６．４０±１．８７）ｅ （２８．５７±１．７１）ｅ （１９．５８±３．６８）ｅ

２０ （１８．６７±１．７７）ｄ （１５．８７±１．８３）ｄ （２７．４６±１．３７）ｄ （２２．２３±１．４６）ｄ （４１．７６±１．６７）ｄ （３４．４３±３．２６）ｄ

５０ （２６．３４±２．８６）ｃ （２３．８０±２．９６）ｃ （４０．６５±１．１２）ｃ （３６．４１±１．２０）ｃ （５７．１０±４．００）ｃ （５１．６７±５．４２）ｃ

１００ （４６．２０±４．０５）ｂ （４４．３５±４．１９）ｂ （６３．７３±０．６８）ｂ （６１．１４±０．７３）ｂ （７３．６２±０．５０）ｂ （７０．３２±０．０８）ｂ

１５０ （６８．１４±１．７０）ａ （６７．０４±１．７６）ａ （７９．１０±２．１４）ａ （７７．６１±２．２９）ａ （９４．４８±１．９９）ａ （９３．８２±２．１３）ａ

对照ＣＫ ３．３３３ ６．６６７ １１．１１

　　由表３可以得出，以乙醇为溶剂的藜提取物对萝

卜蚜也表现出极高的触杀作用，在１５０ｍｇ／ｍＬ浓度下

２４、４８和７２ｈ的校正死亡率分别为６７．０４％、７７．６１％和

９３．８２％。以其浓度对数为自变量（狓），校正死亡率几

率值为因变量（狔），使用ＤＰＳ软件建立７２ｈ的毒力回

归方程狔＝２．２１５＋１．８０８狓，相关系数狉＝０．９５２４，标

准误犛ｍ＝０．３３４１，半数致死浓度ＬＣ５０＝３４．６９８ｍｇ／ｍＬ，

对应９５％置信区间为２３．９４０～５０．２９０，检验值犉ｔ＝

２９．２７６，临界值犉（０．０５，１，３）＝１０．１２８，犉ｔ＞犉（０．０５，１，３），故回

归方程显著有意义。通过７２ｈ的毒力回归方程及其

回归分析结果和表３数据可以看出，藜乙醇提取物对

于蚜虫同样具有很强触杀效果。

２．２　藜石油醚提取物对萝卜蚜的拒食作用

按照１．３中介绍的步骤使用不同浓度石油醚提

取物对萝卜蚜进行拒食作用检测。

表４　藜石油醚提取物７２犺对萝卜蚜拒食作用

犜犪犫犾犲４　犃狀狋犻犳犲犲犱犻狀犵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狆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犲狋犺犲狉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犳狉狅犿

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犪犵犪犻狀狊狋犔犻狆犪狆犺犻狊犲狉狔狊犻犿犻犪犳狋犲狉７２犺狅狌狉狊

浓度／

ｍｇ·ｍＬ－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剂量对数值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

ｏｆｄｏｓａｇｅ

平均

栖息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ｒａｔｅ

平均

拒食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ｔｉｆｅｅｄａｎｔ

ｒａｔｅ

拒食

几率值

Ａｎｔｉｆｅｅｄａｎｔ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０ １．０００ ８３．３３ ６．６７ ３．４９９

２０ １．３０１ ６７．７８ ３３．３３ ４．５６９

５０ １．６９９ ５１．１１ ４６．６７ ４．９１６

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５．５６ ５６．６７ ５．１６８

１５０ ２．１７６ １８．８９ ７３．３３ ５．６２３

由表４可以得出，以石油醚为溶剂的藜提取物对

萝卜蚜表现出一定的拒食作用，在１５０ｍｇ／ｍＬ浓度

下７２ｈ的平均拒食率为７３．３３％。以其浓度含量对

数为自变量（狓），平均拒食率几率值为因变量（狔），使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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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ＤＰＳ软件建立７２ｈ的毒力回归方程狔＝２．１７６＋

１．５７７狓，相关系数狉＝０．９５７８，标准误犛ｍ＝０．２７３１，

拒食中浓度ＡＦＣ５０＝６１．７３１ｍｇ／ｍＬ，对应９５％置信区

间为４３．０３６～８８．５４８，检验值犉ｔ＝３３．３４９，临界值

犉（０．０５，１，３）＝１０．１２８，犉ｔ＞犉（０．０５，１，３），故回归方程显著

有意义。通过７２ｈ的毒力回归方程及其回归分析

结果和表４数据可以看出，藜石油醚提取物对于蚜

虫具有一定拒食作用，并且随着石油醚提取液浓度

的增大蚜虫平均拒食率升高。

３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藜石油醚和乙醇提取物的杀蚜

活性显著。藜石油醚提取物对萝卜蚜具有极强的触

杀作用，７２ｈ触杀校正死亡率为９７．６９％。此外，藜

石油醚提取物对萝卜蚜还具有一定的拒食作用。由

于石油醚为亲脂性有机溶剂，石油醚提取物中可能含

有易溶于亲脂性溶剂的生物碱、挥发油等化合

物［１４１６］。藜乙醇提取物对萝卜蚜也具有极强的触杀

作用，７２ｈ触杀校正死亡率为９３．８２％。由于乙醇

为亲水性有机溶剂，亲水性的成分除蛋白质、黏液、

果胶、淀粉和部分多糖等外，大多能在乙醇中溶解，

而且，难溶于水的亲脂性成分，在乙醇中的溶解度也

较大。所以，乙醇提取物中可能含有鞣质等多羟基

的衍生物，有机酸盐、生物碱盐及亲水性比较强的苷

类物质［１７１８］。目前，我国还在扩大植物源农药资源

筛选范围，深入研究植物源农药活性成分作用机

理［１９２０］。本试验研究了藜不同溶剂提取物的杀虫活

性，筛选出藜杀虫活性成分富集的溶剂及作用方式，

为进一步实现杀虫有效成分及毒理机制的研究提供

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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