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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种中草药提取物对棉花黄萎病菌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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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华中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农作物重大病虫草害防控湖北省

重点实验室，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武汉　４３００６４）

摘要　以棉花黄萎病菌犞犲狉狋犻犮犻犾犾犻狌犿犱犪犺犾犻犪犲为供试菌种，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测定了２５种中草药乙醇提取物的

抑菌作用。结果表明，２５种中草药乙醇提取物中，花椒、黄柏和木香的抑菌作用最好，抑制率分别为５９．３０％、

４８．２９％和４５．５４％。同时，这３种中草药的乙醇提取物抑菌活性均显著高于石油醚提取物的抑菌活性。在室内毒

力测定中，花椒、黄柏和木香的乙醇提取物对供试菌株的ＥＣ５０分别为３．７４，１３．９８和１７．０２ｍｇ／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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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黄萎病是棉花上的

主要病害，严重影响棉花的品质和产量。棉花黄萎病

是一种土传病害，其病原菌具有广泛的寄主，可产生

具有强抗逆性的微菌核休眠结构，能够定殖在植物的

根部和维管束内，这些特点导致传统的杀菌剂对其并

不能产生好的防治效果［１］。抗病品种的选育是防治

棉花黄萎病的重要方法，但是，品种抗性的不稳定是

抗病育种的一大阻力。因此，黄萎病的防治一直是作

物病害防治和农业生产中的一大难题。

利用植物产生的活性物质防治病害是植物病害

防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植物是天然活性化合物的重

要来源，具有非常丰富的次生代谢物质。目前科研

工作者已经从植物中提取到多类抗真菌的活性物

质［２６］。与微生物杀菌剂相比，植物杀菌剂具有稳

定，不太容易受到环境要素影响［７８］，对人畜安全，低

毒低污染等优势。在我国，中草药在医学领域的应

用有悠久的历史。中草药资源丰富，种类达１万多

种，是植物源杀菌剂的重要来源。

采用中草药提取物抑制各种常见植物病害的研

究已有一些文献报道，比如玉米大斑病、番茄枯萎病、

辣椒根腐病、黄瓜白粉病等［９１２］，但未见中草药提取

物抑制棉花黄萎病菌的研究报道。笔者采用菌丝生

长速率法测定了２５种中草药的乙醇提取物对棉花黄

萎病菌的抑菌作用，在此基础上选取抑菌活性最好的

３种中草药的乙醇提取物进行了毒力测定，并比较了这

３种中草药的乙醇提取物和石油醚提取物的抑菌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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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供试菌种

棉花黄萎病菌Ｖ９９１ｂ为一株典型的大丽轮枝

菌犞犲狉狋犻犮犻犾犾犻狌犿犱犪犺犾犻犪犲菌株，由本实验室－８０℃

保存。

１．１．２　供试中草药

２５种供试中草药原料从湖北省武汉市中药材

市场采购，具体信息见表１。

表１　中草药名称及提取部位

犜犪犫犾犲１　犖犪犿犲狊犪狀犱犲狓狋狉犪犮狋犲犱狆犪狉狋狊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犺犲狉犫犪犾犿犲犱犻犮犻狀犲

编号 中草药名称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科Ｆａｍｉｌｙ 提取部位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ｐａｒｔ

１ 青蒿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犮犪狉狏犻犳狅犾犻犪 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全株

２ 大黄ＲａｄｉｘｅｔＲｈｉｚｏｍａＲｈｅｉ 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根茎

３ 泽漆 Ｈｅｒｂａ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ｅＨｅｌｉｏｓｃｏｐｉａｅ 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全草

４ 百部犛狋犲犿狅狀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百部科Ｓｔｅｍｏｎａｃｅａｅ 块根

５ 川楝子ＦｒｕｃｔｕｓＴｏｏｓｅｎｄａｎ 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果实

６ 紫花地丁犞犻狅犾犪狆犺犻犾犻狆狆犻犮犪 堇菜科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 全草

７ 石榴皮ＣｏｒｔｅｘＧｒａｎａｔｉ 石榴科Ｐｕｎｉｃａｃｅａｅ 果皮

８ 木香Ｒａｄｉｘ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ｅ 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根

９ 花椒犣犪狀狋犺狅狓狔犾狌犿犫狌狀犵犲犪狀狌犿 芸香科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果皮

１０ 乌梅ＦｒｕｃｔｕｓＭｕｍｅ 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果实

１１ 蓄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犪狏犻犮狌犾犪狉犲 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全株

１２ 金银花犔狅狀犻犮犲狉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忍冬科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全株

１３ 黄柏犘犺犲犾犾狅犱犲狀犱狉狅狀犪犿狌狉犲狀狊犲 芸香科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树皮

１４ 龙胆犌犲狀狋犻犪狀犪狊犮犪犫狉犪 龙胆科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根茎

１５ 使君子ＦｒｕｃｔｕｓＱｕｉｓｑｕａｌｉｓ 使君子科Ｃｏｍｂｒｅｔａｃｅａｅ 果实

１６ 麻黄 ＨｅｒｂａＥｐｈｅｄｒａｅ 麻黄科Ｅｐｈｅｄｒａｃｅａｅ 根茎

１７ 贯众ＲｈｉｚｏｍａＣｙｒｔｏｍｉｉ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鳞毛蕨科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根茎

１８ 香加皮ＣｏｒｔｅｘＰｅｒｉｐｌｏｃａｅ 萝雐科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根皮

１９ 蛇床子犆狀犻犱犻狌犿犿狅狀狀犻犲狉犻 伞形科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果实

２０ 槟榔ＳｅｍｅｎＡｒｅｃａｅ 棕榈科Ｐａｌｍａｅ 果实

２１ 苦杏仁Ｓｅｍｅｎ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ｅＡｍａｒｕｍ 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果实

２２ 苦参ＲａｄｉｘＳｏｐｈｏｒａｅ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ｔｉｓ 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根

２３ 牵牛子Ｓｅｍｅｎ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ｄｉｓ 旋花科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果实

２４ 韭菜子ＳｅｍｅｎＡｌｌｉｉＴｕｂｅｒｏｓｉ 葱科Ａ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果实

２５ 苦楝皮ＣｏｒｔｅｘＭｅｌｉａｅ 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树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供试中草药粗提取物的制备

粗提物的提取采用有机溶剂（乙醇和石油醚）提

取法［１３］。将风干的中药用粉碎机磨制成干粉，称取

１００ｇ粉末分别置于２５０ｍＬ无水乙醇（或石油醚）

中室温浸泡１５ｄ后用布氏漏斗过滤。用旋转蒸发

仪４５℃左右水浴蒸干溶剂，获得粗提物，并保存于

４℃冰箱中备用。

１．２．２　供试中草药乙醇提取物的抑菌作用

采用生长速率法测定中草药乙醇提取物对棉花

黄萎病菌生长的抑制作用。将供试中草药提取物称

重，先用２００μＬ无水乙醇将其完全溶解，再加入无

菌水使溶液的终浓度为１０ｍｇ／ｍＬ，与冷却至５０℃

左右的ＰＤＡ培养基以体积比１∶９的比例混匀后倒

入培养皿中直至凝固，每处理３次重复，以无菌水和

ＰＤＡ培养基按同样比例混匀作为对照。活化菌株

Ｖ９９１ｂ，用６ｍｍ的打孔器沿着菌种同一个圆周打

孔，用接种针小心将供试菌种接到含药培养基的正

中央，菌丝面朝下，每皿一块。于２５℃ 恒温培养箱

中培养７ｄ。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直径，取平均

值，计算抑菌率。

抑菌率＝（对照菌落直径－处理菌落直径）／对

照菌落直径×１００％。

１．２．３　供试中草药乙醇提取物的室内毒力测定

根据“１．２．２”的结果，选择抑菌率在４５％ 以上的

中草药，设置２．５、５、１０、２０和４０ｍｇ／ｍＬ５个浓度梯

度，按照“１．２．２”的试验方法，测定不同浓度的中草

药乙醇提取物的抑菌作用，计算抑菌率。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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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供试中草药乙醇提取物和石油醚提取物的

抑制作用比较

　　按照“１．２．２”中所述的试验方法，统一将提取物

配制成１０ｍｇ／ｍＬ，分别测定抑菌效果好的３种供试

中草药的乙醇提取物和石油醚提取物的抑菌率，比

较两者的抑制活性。

１．２．５　数据处理及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和ＳＰＳＳ软件处理相关数据，将

各中草药乙醇提取物的抑菌率转换成几率值（狔），药

剂浓度转换成对数值（狓），采用回归法求得不同提取

物对供试菌株的毒力回归方程狔＝ａ狓＋ｂ，并计算毒

力回归方程相关系数狉和抑制中浓度ＥＣ５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供试中草药乙醇提取物对棉花黄萎病菌的抑

制作用

　　各中草药乙醇提取物对棉花黄萎病菌的抑制作

用结果见表２。由表２可知，２５种中草药乙醇提取

物（测试浓度为１０ｍｇ／ｍＬ）对棉花黄萎病菌均有不

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抑制作用最好的是花椒乙醇提

取物，抑菌率为５９．３０％；抑菌率在４５％以上的还有

黄柏和木香的乙醇提取物。抑菌率在３０％～４５％

的有蛇床子和苦参。选择花椒、黄柏和木香进行后

续试验。

表２　中草药乙醇提取物对棉花黄萎病菌犞９９１犫的抑制作用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犐狀犺犻犫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犺犲狉犫犪犾犪犾犮狅犺狅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犞犲狉狋犻犮犻犾犾犻狌犿犱犪犺犾犻犪犲犻狊狅犾犪狋犲犞９９１犫

中草药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菌落直径／ｃｍ

Ｃｏｌｏｎｙ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抑菌率／％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中草药名称

Ｔｈｅｎａｍ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菌落直径／ｃｍ

Ｃｏｌｏｎｙ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抑菌率／％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花椒犣犪狀狋犺狅狓狔犾狌犿犫狌狀犵犲犪狀狌犿 （１．２３±０．１１）ｌ　 ５９．３０ 川楝子ＦｒｕｃｔｕｓＴｏｏｓｅｎｄａｎ （２．６７±０．０８）ｃｄｅｆ １１．９９

黄柏犘犺犲犾犾狅犱犲狀犱狉狅狀犪犿狌狉犲狀狊犲 （１．５７±０．０２）ｋ ４８．２９ 龙胆犌犲狀狋犻犪狀犪狊犮犪犫狉犪 （２．６７±０．０６）ｃｄｅｆ １１．９９

木香Ｒａｄｉｘ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ｅ （１．６５±０．０３）ｊｋ ４５．５４ 香加皮ＣｏｒｔｅｘＰｅｒｉｐｌｏｃａｅ （２．７３±０．０９）ｂｃｄｅ ９．７９

蛇床子犆狀犻犱犻狌犿犿狅狀狀犻犲狉犻 （１．８０±０．０３）ｊ ４０．５９ 泽漆 Ｈｅｒｂａ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ｅＨｅｌｉｏｓｃｏｐｉａｅ （２．７７±０．０２）ｂｃｄ ８．６９

苦参ＲａｄｉｘＳｏｐｈｏｒａｅ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ｔｉｓ （２．１０±０．０７）ｉ ３０．６９ 使君子ＦｒｕｃｔｕｓＱｕｉｓｑｕａｌｉｓ （２．７８±０．０８）ｂｃ ８．１４

乌梅ＦｒｕｃｔｕｓＭｕｍｅ （２．１７±０．０６）ｉ ２８．４９ 牵牛子Ｓｅｍｅｎ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ｄｉｓ （２．８２±０．０９）ｂｃ ７．０４

贯众ＲｈｉｚｏｍａＣｙｒｔｏｍｉｉ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２．１７±０．２１）ｉ ２８．４９ 苦杏仁Ｓｅｍｅｎ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ｅＡｍａｒｕｍ （２．８３±０．０９）ａｂｃ ６．４９

麻黄 ＨｅｒｂａＥｐｈｅｄｒａｅ （２．１８±０．１２）ｉ ２７．９４ 百部犛狋犲犿狅狀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２．８５±０．０７）ａｂｃ ５．９４

苦楝皮ＣｏｒｔｅｘＭｅｌｉａｅ （２．１８±０．０２）ｉ ２７．９４ 蓄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犪狏犻犮狌犾犪狉犲 （２．８５±０．１０）ａｂｃ ５．９４

大黄ＲａｄｉｘｅｔＲｈｉｚｏｍａＲｈｅｉ （２．４３±０．０８）ｈ １９．６９ 金银花犔狅狀犻犮犲狉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２．８５±０．０３）ａｂｃ ５．９４

槟榔ＳｅｍｅｎＡｒｅｃａｅ （２．５０±０．１７）ｆｇ １７．４９ 紫花地丁犞犻狅犾犪狆犺犻犾犻狆狆犻犮犪 （２．８７±０．０６）ａｂｃ ５．３９

青蒿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犮犪狉狏犻犳狅犾犻犪 （２．５５±０．０２）ｅｆｇ １６．３９ 韭菜子ＳｅｍｅｎＡｌｌｉｉＴｕｂｅｒｏｓｉ （２．９０±０．０３）ａｂ ４．２９

石榴皮ＣｏｒｔｅｘＧｒａｎａｔｉ （２．５７±０．０６）ｄｅｆｇ １５．２９ 对照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０３±０．０２）ａ －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ｔｈｅ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ｓ．

２．２　供试中草药乙醇提取物的室内毒力测定

花椒、黄柏和木香的乙醇提取物对棉花黄萎病

菌的抑制活性最好，抑制率均在４５％以上。对这３

种中药的乙醇提取物进行了室内毒力测定，结果表

明，当这３种中草药的乙醇提取物的浓度在２．５～

４０ｍｇ／ｍＬ范围内时，随着提取物浓度的增加，３种

中草药的乙醇提取物对黄萎病菌的抑菌能力有所增

强（表３）。

表３　３种中草药乙醇提取物对棉花黄萎病菌犞９９１犫的室内毒力测定

犜犪犫犾犲３　犐狀犱狅狅狉狋狅狓犻犮犻狋狔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狊狅犳狋犺狉犲犲犽犻狀犱狊狅犳犺犲狉犫犪犾犪犾犮狅犺狅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狋狅犞犲狉狋犻犮犻犾犾犻狌犿犱犪犺犾犻犪犲犻狊狅犾犪狋犲犞９９１犫

浓度／

ｍｇ·ｍＬ－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花椒

犣犪狀狋犺狅狓狔犾狌犿犫狌狀犵犲犪狀狌犿

菌落直径／ｃｍ

Ｃｏｌｏｎｙ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抑制率／％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黄柏

犘犺犲犾犾狅犱犲狀犱狉狅狀犪犿狌狉犲狀狊ｅ

菌落直径／ｃｍ

Ｃｏｌｏｎｙ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抑制率／％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木香

Ｒａｄｉｘ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ｅ

菌落直径／ｃｍ

Ｃｏｌｏｎｙ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抑制率／％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２．５ （１．８３±０．１１）ａ ４５．６０ （２．８７±０．０８）ａ １４．９４ （２．５０±０．０７）ａ ２５．８２

５ （１．６７±０．０９）ａ ５０．５４ （２．１３±０．１４）ｂ ３６．７０ （２．１３±０．０９）ｂ ３６．７０

１０ （１．２３±０．０４）ｂ ６３．４０ （１．９０±０．０７）ｂ ４３．６２ （１．７７±０．０２）ｃ ４７．５８

２０ （１．２７±０．０４）ｂ ６２．４１ （１．２５±０．１７）ｃ ６２．９１ （１．６０±０．０７）ｄ ５２．５２

４０ （１．１０±０．０３）ｂ ６７．３６ （１．２０±０．０３）ｃ ６４．３９ （１．４３±０．０４）ｅ ５７．４７

·６３２·



４５卷第２期 金利容等：２５种中草药提取物对棉花黄萎病菌的抑制作用

　　对表３中的数据进行分析表明，提取物的浓度和

抑制率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花椒、黄柏和木香的

乙醇提取物对供试菌株的ＥＣ５０分别为３．７４ｍｇ／ｍＬ、

１３．９８ｍｇ／ｍＬ和１７．０２ｍｇ／ｍＬ。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９４、０．９６和０．９８。结果见表４。

表４　３种中草药乙醇提取物对棉花黄萎

病菌犞９９１犫的毒力回归方程

犜犪犫犾犲４　犜狅狓犻犮狉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犲狇狌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狉犲犲犽犻狀犱狊狅犳犺犲狉犫犪犾

犪犾犮狅犺狅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狋狅犞犲狉狋犻犮犻犾犾犻狌犿犱犪犺犾犻犪犲犻狊狅犾犪狋犲犞９９１犫

中草药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毒力回归方程

Ｔｏｘ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ＥＣ５０／

ｍｇ·ｍＬ－１

相关

系数（狉）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花椒

犣犪狀狋犺狅狓狔犾狌犿犫狌狀犵犲犪狀狌犿
狔＝０．４７狓＋４．７３ ３．７４ ０．９４

黄柏

犘犺犲犾犾狅犱犲狀犱狉狅狀犪犿狌狉犲狀狊ｅ
狔＝１．１６狓＋３．６７ １３．９８ ０．９６

木香

Ｒａｄｉｘ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ｅ
狔＝０．６９狓＋４．１５ １７．０２ ０．９８

２．３　供试中草药乙醇提取物和石油醚提取物的抑

制作用比较

　　测定和比较花椒、黄柏和木香的乙醇提取物和

石油醚提取物对黄萎病菌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３

种中草药的乙醇提取物的抑菌活性都显著高于石油

醚提取物的抑菌活性（犘＜０．０５）。在这３种中草药

的乙醇提取物中，花椒的抑菌作用最好。但在石油

醚提取物中，木香的抑菌作用最好，结果见表５。

表５　３种中草药的乙醇提取物和石油醚提取物

对棉花黄萎病菌犞９９１犫的抑菌作用１
）

犜犪犫犾犲５　犐狀犺犻犫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犪犾犮狅犺狅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犪狀犱狋犺犲

狆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犲狋犺犲狉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狅犳狋犺犲狋犺狉犲犲犺犲狉犫犪犾犿犲犱犻犮犻狀犲

犪犵犪犻狀狊狋犞犲狉狋犻犮犻犾犾犻狌犿犱犪犺犾犻犪犲犻狊狅犾犪狋犲犞９９１犫

中草药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抑菌率／％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乙醇提取物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石油醚提取物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ｔｈ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花椒犣犪狀狋犺狅狓狔犾狌犿犫狌狀犵犲犪狀狌犿 ６１．３５ａ １７．８３ｂ

黄柏犘犺犲犾犾狅犱犲狀犱狉狅狀犪犿狌狉犲狀狊ｅ ４５．９６ａ ３．８３ｂ

木香Ｒａｄｉｘ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ｅ ４６．５６ａ ２９．９７ｂ

　１）同行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ｓ．

３　讨论

引起棉花黄萎病的病原菌为大丽轮枝菌。该研

究以大丽轮枝菌Ｖ９９１ｂ为供试菌株，选取２５种中

草药提取物对大丽轮枝菌Ｖ９９１ｂ进行室内抑菌试

验。结果表明，２５种中草药提取物对大丽轮枝菌均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中花椒、黄柏和木香的乙醇提

取物（药剂浓度为１０ｍｇ／ｍＬ）的抑菌率均在４５％以

上，且抑菌活性随着药剂浓度的升高而增强。花椒

的乙醇提取物抑菌效果最好，抑菌率在５０％以上。

花椒能够产生挥发性物质，可能在抑制病原菌生长

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马欣等报道黄柏的乙醇

提取物对番茄枯萎病菌和辣椒根腐病菌的抑菌率

能够达到９０％和６０％以上。黄柏能够产生黄酮醇

甙，对某些人类病原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具有抑

制作用［１４］，但该物质在抑制植物病原菌的过程中

是否有作用，需要进一步验证。本研究还比较了３

种中草药的乙醇提取物和石油醚提取物的抑菌活

性，结果表明乙醇提取物的抑菌作用要显著高于石

油醚提取物的抑菌作用，其原因尚不明确。

很多研究表明一些中草药对植物病原菌有一定

的抑菌作用［１５１８］，抑菌机理主要是中草药的有效成

分通过破坏病原菌细胞膜和细胞壁或者干扰病原菌

的代谢作用达到抑菌的目的［１９］。下一步的研究工

作包括：对花椒、黄柏和木香等的有效抑菌活性成分

的分离和鉴定；活性成分对大丽轮枝菌抑菌机制研

究；田间药效测定等。筛选对植物病原菌有效的中

草药药剂并研究其作用机制，将会为植物源农药的

研制和开发提供新途径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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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种植面积的扩大，机械采摘被广泛使用。研究表明

雨水飞溅和机械采摘是茶轮斑病传播的两种主要

途径，病原菌随着机械采摘伤口快速传播，危害成

叶和老叶。随着病害的不断传播和发展，对树势

造成了一定影响，从而影响茶叶的产量和品质。

使用多菌灵和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在机械

采摘后立即喷洒能有效防止茶轮斑病的传播和

发展，但是杀菌剂的频繁使用也造成了病菌抗药

性的产生，并且随机械采摘造成抗性菌株的传

播，同时叶片和土壤的农药残留对茶叶的出口也

会造成潜在威胁。

诺沃霉素Ａ是一种新型的大环内酯类化合物，

前期大鼠毒性试验研究表明其毒性为微毒级，并对

多种植物病原真菌具有一定的抑菌活性，显示出良

好的应用前景。本研究中，诺沃霉素Ａ对茶轮斑病

ＥＣ５０为２．１１μｇ／ｍＬ，离体叶片条件下１５０μｇ／ｍＬ防

效达到１００％，显示出良好的防控效果。同时其对

菌丝造成扭曲、膨大和变形，表明诺沃霉素Ａ可能

通过影响菌丝形态来抑制病菌生长。本研究选取的

茶拟盘多毛孢为多菌灵敏感菌株，诺沃霉素Ａ对多

菌灵及其他类型杀菌剂如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

的交互抗药性需要进一步研究，为其进一步的田间

应用和推广奠定基础。同为大环内酯类化合物的纳

他霉素由于不易产生抗药性，无致癌、致畸形、致突

变和过敏性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食品防腐和水果

保鲜［１０］，诺沃霉素在食品和水果方面的应用也值得

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１］　王效举，陈鸿昭．茶园—土壤系统的某些生物地球化学特征

［Ｊ］．土壤，１９９３，２５（４）：１９６ ２００．

［２］　乔春连，布仁巴音．合成氮肥对中国茶园土壤养分供应和活性

氮流失的影响［Ｊ］．土壤学报，２０１８，５５（１）：１７４ １８１．

［３］　ＰＡＬＬＡＶＲＶ，ＮＥＰＯＬＥＡＮＰ，ＢＡＬＡＭＵＲＵＧＡＮＡ，ｅｔａｌ．

犐狀狏犻狋狉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ｂｉ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ｇ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ｇｒｅｙｂｌｉｇｈ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ｔｅａ［Ｊ］．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２，２（１）：Ｓ４３５ Ｓ４３８．

［４］　ＰＡＬＡＮＩＳＡＭＹＳ，ＭＡＮＤＡＬＡＫ．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ｇｒｅｙ

ｂｌｉｇｈ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ａｕｓｉｎｇｆｕｎｇｕｓ犘犲狊狋犪犾狅狋犻狅狆狊犻狊ｓｐ．ｉｎｔｅａ（犆犪犿犲犾

犾犻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Ｌ．）Ｏ．Ｋｕｎｔｚ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ｉ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ａｎｔｉｏｘｉ

ｄａｔｉｖｅｅｎｚｙｍｅ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１７２（１）：２１６ ２２３．

［５］　ＳＡＮＪＡＹＲ，ＰＯＮＭＵＲＵＧＡＮＰ，ＢＡＢＹＵＩ．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ａｎｄｂｉ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ｇｅｎ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ｇｒｅｙｂｌｉｇｈ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

ｔｅａ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Ｊ］．Ｃｒｏｐ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２７（３）：６８９ ６９４．

［６］　ＨＯＲＩＫＡＷＡ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ｅａｇｒａｙｂｌｉｇｈｔｃａｕｓｅｄｂｙ犘犲狊狋犪犾狅狋犻犪犾狅狀犵犻狊犲狋犪Ｓｐｅｇ．

［Ｊ］．ＣｈａｇｙｏＫｅｎｋｙｕＨｏｋｏｋｕ，２００９，１９８２（６５）：５５ ６０．

［７］　ＯＮＩＫＩＭ，ＮＡＲＩＳＡＷＡＮ，ＡＮＤＯ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ｆ

ｔｈｅｔｅａｇｒａｙｂｌｉｇｈｔｆｕｎｇｉ犘犲狊狋犪犾狅狋犻犪犾狅狀犵犻狊犲狋犪ａｎｄ犘．狋犺犲犪犲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ｏｂｅｎｚ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ｉｎＪａｐａｎ［Ｊ］．Ｔｅ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８６（６４）：２９ ３３．

［８］　ＷＡＮＺｈｏｎｇｙｉ，ＦＡＮＧＷｅｉ，ＳＨＩＬｉｑｉａｏ，ｅｔａｌ．Ｎｏｖｏｎｅｓｔｍｙ

ｃｉｎｓＡａｎｄＢ，ｔｗｏｎｅｗ３２ｍｅｍｂｅｒｅｄ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ｍａｃｒｏｌｉｄｅｓｆｒｏｍ

ＳｔｒｅｐｔｏｍｙｃｅｓｐｈｙｔｏｈａｂｉｔａｎｓＨＢＥＲＣ２０８２１［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

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６８（３）：１８５ １９０．

［９］　李应详，王勇．贵州省都匀市茶轮斑病病原鉴定及生物学特征

的研究［Ｊ］．中国茶叶加工，２０１３（３）：３７ ４０．

［１０］闫!

博，卢彩鸽，王俊丽，等．利迪链霉菌Ｇ１１７产纳他霉素发酵

培养基的优化［Ｊ］．华北农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Ｓ１）：２９６ ３０２．

（责任编辑：杨明丽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

（上接２３７页）

［７］　严振，莫小路，王玉生．中草药源农药的研究与应用［Ｊ］．中国中

药杂志，２００５，３０（２１）：１７１４ １７１７．

［８］　贾福丽，陈义娟，陈佳，等．２０种植物提取物对植物病原细菌的

抑制活性［Ｊ］．农药，２０１１，５０（８）：５９９ ６０１．

［９］　马欣，乔俊卿．中草药提取物对蔬菜土传病原真菌的抑制作用

［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４３（６）：１１３ １１５．

［１０］于淑玲．几种中草药提取液防治黄瓜白粉病的研究［Ｊ］．安徽农

业科学，２００５，３３（１２）：２２９８ ２２９９．

［１１］金丽琼，王宁．中草药提取物对大斑病凸脐蠕孢菌的抑菌特性

［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４３（３５）：１９４ １９６．

［１２］杨素梅，贾变桃．６种中草药提取物对１２种植物病原真菌的生

物活性［Ｊ］．农药科学与管理，２０１３，３４（１１）：１８ ２１．

［１３］李秀梅，方继朝．１８种中草药提取物对褐飞虱和甜菜夜蛾的杀

虫活性分析［Ｊ］．昆虫学报，２０１０，５３（３）：２９８ ３０６．

［１４］郭志坚，郭书好，何康明．黄柏叶中黄酮醇甙含量测定及其抑菌实

验［Ｊ］．暨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与医学版），２００２，２３（５）：６４ ６６．

［１５］刘海燕，高微微，樊瑛．细辛挥发油抗植物病原真菌活性初步研

究［Ｊ］．植物病理学报，２００７，３７（１）：９５ ９８．

［１６］张新强，桑维钧，倪云跃，等．中草药提取物对辣椒炭疽病菌和

番茄灰霉病原菌的抑制效果［Ｊ］．贵州农业科学，２０１２，４０（４）：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７］孙伟，蒋红，张燕宁，等．５５种中草药提取物对２种植物病原菌

的生物活性［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１，３７（３）：１２４ １２７．

［１８］周建云，刁朝强，廖勇，等．１０种中草药提取物对烤烟白粉病菌

的抑制活性［Ｊ］．贵州农业科学，２０１６，４４（１１）：６５ ６８．

［１９］李亚娜，陶庆春．中药抑菌的研究现状及思考［Ｊ］．国际检验医学

杂志，２０１４，３５（２）：１９８ ２００．

（责任编辑：杨明丽）

·６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