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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须藤
R%&0"$"%'0%1

/

",$""

在医用方面已证实具有良好的抗菌&消炎作用$但其在农用方面的活性研究还

鲜有报道%本研究分别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和种子生物测定法$首次测定龙须藤茎皮甲醇提取物及分离组分对

;

种农业有害真菌和单&双子叶两种植物的生物活性%结果表明$龙须藤甲醇浸提物对水稻稻瘟病菌
G%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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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有一定的抑制效果$对油菜
R+%22"'%$%

/

&2

和稗草
?'0"$,'0(,%'+&2

#

%(("

的根芽均没有抑制作用%但其甲醇

浸提物中分离的大部分组分对供试病原菌和植物的根芽都表现出一定抑制作用%杀菌活性方面"

$9

号组分对西瓜

枯萎病菌
3&2%+"&1,=

<

2

/

,+&1

和番茄早疫病菌
A()-+$%+"%2,(%$"

的抑制效果最好$抑制率分别达到
:969c

和
<:69c

$

除草活性方面"

$

#

#

号组分对油菜根的抑制率较高$达到
"9c

以上$

8

号组分对稗草根的抑制效果最好$达到
;:c

%

可见$龙须藤茎皮提取物中含有具有良好杀菌活性和除草活性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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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须藤
R%&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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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豆科苏木亚科

羊蹄甲属有花植物#分布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

以及中国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贵

州.广西.台湾等地"生长于海拔
899

#

$999Q

的地

区"一般生于丘陵灌丛.山地疏林以及密林中"尚未

人工引种栽培#福建福州永泰县青云山地区龙须藤

资源丰富$

$

%

#龙须藤性平.苦涩"无毒"主要含有黄

酮类$

8"

%

.多糖$

$

"

;

%

.挥发油$

<

%等"具有抗炎镇痛$

:$9

%

.

消除自由基$

$$$8

%

.抗菌$

$#

%

.抗肿瘤$

$!

%等功效"在畲医

中作为一种治疗痹症的特效药$

$"

%

"常用于治疗风湿

疼痛#龙须藤农用生物活性方面的研究还鲜有报

道#在减肥减药不减产的农业大背景下"植物源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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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因其对人畜安全.环境相容性好.低残留等优点而

备受人们的重视与青睐$

$;$<

%

#本研究对龙须藤茎皮

进行甲醇冷浸提取"提取物采用硅胶柱层析进行初

步分离"并检测了甲醇浸提物及分离组分的农用杀

菌和除草活性"旨在为植物病害和草害的防治及新

植物源农药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新思路#

$

!

材料与方法

$%$

!

供试植物

89$<

年
8

月于广西贺州市信都镇联盟村民黎

山采集的新鲜龙须藤"由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江

明喜研究员鉴定为豆科羊蹄甲属植物龙须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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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种子和菌种

油菜
R+%22"'%$%

/

&2

和稗草
?'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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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由长江大学农药研究所提供-西瓜枯萎病

菌
3&2%+"&1,=

<

2

/

,+&1

.番茄早疫病菌
A()-+$%+"%2,8

(%$"

.水稻稻瘟病菌
G%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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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水稻纹枯病

菌
>0"H,'),$"%2,(%$"

.白芨白绢病菌
U'(-+,)"&1+,(

5

2""

.

小麦赤霉病菌
3&2%+"&1

#

+%1"$-%+&1

等病原菌菌种

由长江大学农学院植物保护教研组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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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仪器及供试药剂

%(899!

电子天平"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

5]4-K48%'

型洁净工作台"苏州安泰空气

技术有限公司-

J0

型超声波清洗器"天津市瑞普

电子仪器公司-

'/%4$:

型流水式中药粉碎机"温州

顶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4"89"

型旋转蒸发器"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2%4

)

型三用紫外分析仪"上

海顾村电光仪器厂-

154#$"

型高压灭菌锅"

0CQ

V

NC

EV

C-C6

"

/>I

-

5W\48"9

型生化培养箱"上海跃进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4!99

型人工气候箱"上海

博迅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

899

#

#99

目硅胶"

青岛谱科分离材料有限公司#石油醚.乙酸乙酯.

甲醇.丙酮和吐温
:9

均购自天津天力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

$%=

!

龙须藤茎皮甲醇提取物的制备

参照姚宗理等的提取方法$

$:

%

"对新鲜的龙须藤

茎皮进行脱落处理"于室内晾至近干"

!9b

烘至恒重"

用中药粉碎机粉碎"过
;9

目标准筛#取
8"9699

E

茎

皮粉末"用
"

倍体积的
L9c

甲醇室温浸提
"

次"每次

!:=

"合并提取液"用旋转蒸发仪
"9b

浓缩"回收甲

醇"获得粗提物浸膏
<86"!

E

#取其中
$9

E

冷冻干

燥备用"剩余浸膏用少量甲醇热熔"于
"9b

水浴锅

中与
;9699

E

硅胶'

:9

#

$99

目(充分拌匀"蒸干溶

剂"装入硅胶层析柱 '

!9QQf;99QQ

"

899

#

#99

目硅胶
"99699

E

("先后加入脱脂棉和无水硫酸钠填

充柱体"依次用乙酸乙酯
4

石油醚和乙酸乙酯
4

甲醇

两种体系进行梯度洗脱"各梯度溶剂为
#"99Q/

"

每
899Q/

为
$

个流分"减压浓缩#各流分以石油醚.

乙酸乙酯.甲醇不同极性配比液为展开剂"用
8"!HQ

紫外灯'

0/-

(或碘缸检识"在薄层层析硅胶板'

*%8"!

(

展开比较"合并
>

5

值相近的流分"最终获得
$$

个

组分#

$%B

!

龙须藤甲醇提取物对真菌生长的抑制作用

在电子天平上准确称量
96"9

E

龙须藤茎皮甲

醇浸提物于
$"Q/

样品瓶中"用
$Q/

丙酮溶解"超

声助溶"于超净工作台中用含
96$c

吐温
:9

的无菌

去离子水定容至
"9Q/

"配成
$9Q

E

&

Q/

母液#用

同种方法分别称取
968"

E

各分离组分于样品瓶中"

等量丙酮溶解"超声助溶"同等条件定容至
"9Q/

"

配成
"Q

E

&

Q/

母液备用#

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

$L

%

#分别制备含
$Q

E

&

Q/

甲醇浸提物及含
96"Q

E

&

Q/

分离组分的
W'(

培养

基"以等量溶剂为对照$

$:

%

"将供试菌接种至培养基

平板中间"每处理
#

次重复"置于
8:b

生化培养箱

中培养#每天观察菌落生长情况"当对照组的菌落

长至培养皿底部
#

&

!

面积时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

直径$

89

%

"计算菌落生长抑制率#

菌落生长抑制率
d

对照组菌落直径
M

处理组菌落直径

对照组菌落直径
f$99c

#

$%E

!

龙须藤甲醇提取物对植物根和芽生长的抑制

作用

!!

采用种子生物测定法$

8$

%

#取两张中速滤纸铺

于
L9QQ

培养皿中"分别将
$Q

E

&

Q/

甲醇浸提物

及
96"Q

E

&

Q/

分离组分滴于培养皿中"每皿加

"Q/

"以等量溶剂为对照"每处理
#

次重复#种子室

内催芽"挑选发芽势相同的种子铺于滴有药液的培养

皿内"每皿
$"

粒#置于人工气候箱内培养"于温度

8:b

"湿度
<9c

"光照度
$$99PU

"光周期
/

"

'd$!=

"

$9=

下培养
#

#

!I

"测量其根长和芽长"计算相对抑

制率#

根'茎(生长抑制率
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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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姚宗理等!龙须藤茎皮甲醇提取物生物活性初探

对照组根'茎(长度
M

处理组根'茎(长度
对照组根'茎(长度 f$99c

#

$%L

!

数据统计

所有试验平行测定
#

次"数据均以*平均值
a

标准差+表示"用
ORTDCFCA>CAARTG89$9

和
'W5Y

$#6"

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不同处理采用方差分

析和
'XHTBH

氏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

*

%

969"

(#

&

!

结果与分析

&%$

!

甲醇浸提物的制备与分离

采用上述提取方法"得到龙须藤茎皮浸膏
<86"!

E

"

提取率为
8L69$c

#取其中
;86"!

E

'

$9

E

冷冻干燥

备用(经柱层析分离.

0/-

检测"整合相同流分"减压

脱除溶剂"得到
$$

个组分"总质量
8;6$9

E

'表
$

("回

收率
!$6<#c

#

表
$

!

龙须藤茎皮甲醇浸提物分离组分的质量和比例

()*+,$

!

R

.)+36

C

)48

/

02

/

2063242912<

/

24,46296@,<,6@)42+10.8,,A60)167902<76,<*)0F29>#6%(1(#2%#*

$

(&1((

洗脱液种类

0

V?

GCAGPXGH>

洗脱液比例

WDC

?

CD>RCHCAGPXGH>

组分编号

-CQ

?

CHGH>HC6

重量&
E

]GR

E

=>

重量占比&
c

]GR

E

=>

?

DC

?

CD>RCH

乙酸乙酯
k

石油醚

1>=

V

PBTG>B>Gk

?

G>DCPGXQG>=GD

$k$9

#

$k: $ 96:! #68$

$k<

#

$k; 8 96"L 868;

$k"

#

$k! # 96" $6L8

$k#

#

$k8 ! 86$< :6#$

$k$

#

$k9 " 86L$ $$6$"

甲醇
k

乙酸乙酯

OG>=BHCPkG>=

V

PBTG>B>G

$k$9

#

$k: ; 86L: $$6!$

$k<

#

$k; < 96": 8688

$k"

#

$k! : 86L! $$68;

$k#

#

$k8 L L68! #"6!9

$k8

#

$k$ $9 96;! 86!"

$k$

#

$k9 $$ 86<$ $96!$

&%&

!

龙须藤甲醇浸提物对真菌生长的抑制作用

抑菌活性试验结果'表
8

(显示"龙须藤茎皮甲

醇浸提物及部分分离组分对供试病原菌有不同程度

的抑制效果"其中
#

号组分对水稻纹枯病菌"

$9

号

组分对西瓜枯萎病菌.番茄早疫病菌和水稻稻瘟病

菌的抑制效果均超过
"9c

"

$9

号组分对西瓜枯萎病

菌的抑制效果最好"抑制率为
:9699c

#

表
&

!

龙须藤茎皮甲醇粗提物及分离组分的抑菌活性$

#

()*+,&

!

Q463O9.4

5

)+)163;36

C

296@,<,6@)42+10.8,,A60)167)4836712<

/

24,467902<76,)<*)0F29>#6%(1(#2%#*

$

(&1((

组分编号

-CQ

?

CHGH>

HC6

抑制率&
c,H=RZR>RCHDB>G

水稻纹枯病菌

>0"H,'),$"%2,(%$"

白芨白绢病菌

U'(-+,)"&1+,(

5

2""

小麦赤霉病菌

3&2%+"&1

#

+%1"$-%+&1

西瓜枯萎病菌

3&2%+"&1,=

<

2

/

,+&1

番茄早疫病菌

A()-+$%+"%2,(%$"

水稻稻瘟病菌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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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应用
'XHTBH

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
969"

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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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须藤甲醇提取物对植物根芽生长的抑制作用

对油菜和稗草根芽生长的抑制试验结果'表
#

(

显示"龙须藤茎皮甲醇浸提物对供试种子芽和根的

生长都没有抑制效果"可能由于粗提物的成分比较

,

<!$

,



89$L

复杂"该浓度下有效成分不表现抑制作用#但分离

组分中除了
;

号组分对供试种子芽和根的生长都没

有抑制效果外"其余组分都表现出了一定的抑制活

性"其中
8

号组分对油菜和稗草根的生长抑制率都

超过了
;9c

"分别为
;96$8ca86<<c

和
;:6:9ca

86##c

-

#

号组分对油菜根的生长抑制率也达到了

;9c

#由此可见"

8

号和
#

号组分中存在活性较高

的抑制油菜和稗草生长的物质#

表
'

!

龙须藤茎皮甲醇粗提物及分离组分的除草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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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龙须藤是一种重要的中药材"在医学领域有着

广泛的用途"但在农用生物活性方面的研究与开发

方面却鲜有报道"本研究以
;

种农业有害真菌和两

种常见田间单双子叶植物为供试生物"研究龙须藤

茎皮甲醇提取物的农用生物活性#将龙须藤茎皮用

甲醇冷浸提取"浸提物采用硅胶柱层析进行初步分

离#首次测试了甲醇浸提物和分离组分的离体杀菌

和除草活性#结果表明龙须藤甲醇浸提物对稻瘟病

菌表现出一定的抑制效果"对油菜和稗草的根和芽

均没有抑制作用"但是大部分分离组分对供试病原菌

和植物的根.芽都表现出一定抑制作用#杀菌活性方

面!

$9

号组分对西瓜枯萎病菌和番茄早疫病菌的抑

制效果最好"抑制率分别达到了
:969c

和
<:69c

"可

进一步分离纯化出高活性的化合物单体"有望开发

出新的植物源农药"用于作物上西瓜枯萎病菌和番

茄早疫病菌的防治-除草活性方面!

$

#

#

号组分对

油菜根的抑制率较高"均超过了
"9c

"

8

号组分对稗

草根的抑制效果最好"抑制率达到了
;:6:9c

#由

此可初步确认龙须藤茎皮中存在具有较强除草活性

的物质"具备开发为新型植物源除草剂的潜力#与

合成农药相比"植物源农药不仅对环境友好"而且往

往具有复杂的作用机制和新颖的靶标"是当前农药

开发与研究的热点#本研究阐明了龙须藤茎皮甲醇

浸取物的部分分离组分具有良好的农用杀菌和除草

活性"可为利用龙须藤开发新型植物源农药提供新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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