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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比较葫芦科植物 LS不同溶剂提取物的杀虫活性 ,发现无水乙醇和丙酮的提取效果

最好。室内和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无水乙醇提取液对金银花蚜虫和小麦穗蚜具有良好的防治

效果 , 50倍提取液田间喷雾 3 d后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77.4%～ 89.4%,有望开发出一种新的

植物源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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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造成的“ 3R”(即抗药

性 、再猖獗 、农药残留),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严

重威胁 。植物源杀虫剂具有在环境中降解快 、对

人畜及非靶标生物毒性低 、害虫不易产生抗性等

优点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和对食品安全的

重视 ,无公害杀虫剂需求量正在迅速增加 ,植物源

杀虫剂的研究与开发应用 ,已成为新一代农药研

究的重要内容。笔者对一种葫芦科植物 LS 果实

中杀虫成分的提取方法和杀虫活性进行了初步研

究 ,旨在开发出新的植物源杀虫剂 。

1　材料和方法

1.1　杀虫活性成分提取

将 LS的果实切成薄片 ,60 ℃恒温箱内干燥 ,

粉碎后过筛(20目),称取一定量 ,按 10%的量分

别加入水 、无水乙醇 、正丁醇 、二甲苯 、环己烷 、丙

酮等不同极性的溶剂 ,超声提取 2 次(每次 1 h 、

30 ℃、80%超声功率 、溶剂量为总溶剂量的

50%),将 2次提取液合并过滤后 ,滤液置 4 ℃冰

箱内保存备用。

1.2　室内杀虫活性测定

1.2.1　金银花蚜虫　从田间采回的金银花蚜虫 ,

在室内用金银花叶片饲养 2 d后 ,将蚜虫放入垫

有吸水滤纸的培养皿(9 mm)内(每皿不少于 60

头虫)。将上述不同溶剂提取滤液稀释 40倍 ,用

移液管吸取 1 ml药液浸渍滤纸。每处理 4次重

复 ,用清水作对照 。12 h 后调查活虫数 ,计算死

亡率 。

1.2.2　金银花尺蠖　试验选用乙醇提取物(HY)

分别稀释 20倍 、40 倍 、80倍 、160倍 ,以 1%杀确

爽(有效成分为苦参碱)1 500倍液为对照药剂 ,

清水作空白对照。

从田间采集二龄金银花尺蠖幼虫带回室内 ,

采用浸渍法进行药剂处理 。将金银花尺蠖幼虫和

金银花叶片分别浸入不同浓度的溶液中 30 s ,捞

出 ,用吸水纸吸去多余溶液 ,放入培养皿内进行饲

养(培养皿放入 28 ℃、光周期 16 L/8 D的人工气

候箱内)。每处理 10头幼虫 , 4 次重复。分别于

处理后 24 h 、48 h 调查死亡虫数 ,计算死亡率。

1.3　田间防治金银花蚜虫和小麦蚜虫试验

用无水乙醇提取物 50 倍 、100倍液对金银花

蚜虫和小麦穗蚜进行田间喷雾试验 ,同时用 1%

杀确爽 1 500倍液作对照药剂 ,清水作空白对照。

每处理4次重复 。于施药后1 d 、3 d调查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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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溶剂提取物对金银花蚜虫的杀虫效果

比较了葫芦科植物 LS 不同溶剂提取物对金

银花蚜虫的杀虫效果 ,结果见表1 。水提物对金

　表 1　葫芦科植物 LS 不同溶剂提取物对金银花蚜虫的

　　　 毒杀作用

处理
总虫数
(头)

12 h效果

活虫数
(头)

校正死亡率
(%)

丙酮提取物　　 302 18 93.8

无水乙醇提取物 262 21 91.2

正丁醇提取物　 248 62 74.0

二甲苯提取物　 266 105 59.7

环己烷提取物　 284 219 19.9

水提物　　　　 272 256 2.2

清水　　　　　 268 258

银花蚜虫基本上无效 ,用丙酮 、无水乙醇 、正丁醇 、

二甲苯 、环己烷等的提取物对金银花蚜虫进行处

理 , 12 h 后的死亡率分别为 93.8%, 91.2%,

74.0%,59.7%,19.9%。丙酮和无水乙醇这 2种

溶剂的提取物对害虫的毒杀效果较好。考虑到提

取成本和安全性 ,选用无水乙醇作为提取溶剂比

较理想。

2.2　无水乙醇提取液对金银花尺蠖的杀虫效果

由表 2可以看出 ,葫芦科植物 LS 的无水乙

醇提取物 20倍液对金银花尺蠖的杀虫效果:24 h

为 89.5%,48 h的效果为 94.6%;40 倍液的杀虫

效果:24 h为 76.3%, 48 h为 86.5%;对照药剂杀

确爽 1 500倍液杀虫效果 24 h 为 92.1%,48h为

94.5%。

2.3　田间应用效果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表 3),对照药剂 1%杀确

爽 1 500倍防效最高 ,对金银花蚜虫的防效 ,药后

1 d为 95.2%,药后 3 d为 95.8%;对小麦穗蚜的

防治效果 ,施药后 1 d为 91.2%、3 d 为 94.8 %。

LS无水乙醇提取物稀释 50倍对金银花蚜虫进行

田间喷雾处理 ,施药后 1 d 的防效为 76.7%, 3 d

的为 77.4 %;对小麦穗蚜的防治效果 ,施药后1 d

表 2　葫芦科植物 LS 无水乙醇提取液对金银花尺蠖的毒杀作用

处理
总虫数
(头)

24 h 后效果

活虫数
(头)

校正死亡率
(%)

48 h后效果

活虫数
校正死亡率

(%)

HY 20倍 40 4 89.5 2 94.6

HY 40倍 40 9 76.3 5 86.5

HY 80倍 40 16 57.9 11 70.3

HY 160倍 40 29 23.7 26 29.7

1%杀确爽 1 500倍 40 3 92.1 2 94.5

清水 40 38 37

表 3　葫芦科植物 LS 无水乙醇提取液对金银花蚜虫和小麦蚜虫的田间防治效果

处理

金银花蚜虫

施药前
总虫数
(头)

药后 1 d

活虫数
(头)

校正防效
(%)

药后 3 d

活虫数
(头)

校正防效
(%)

小麦蚜虫

施药前
总虫数
(头)

药后 1 d

活虫数
(头)

校正防效
(%)

药后 3 d

活虫数
(头)

校正防效
(%)

HY 50倍 576 132 76.7 138 77.4 113 17 83.0 13 89.4

HY 100倍 447 281 38.2 312 34.3 125 61 53.6 69 49.1

1%杀确爽 1 500倍 531 26 95.2 23 95.8 108 10 91.2 6 94.8

清水 462 470 475 117 123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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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6年的田间调查表明 ,棉铃虫第 1 , 2代不危害玉米 ,第 3代在玉米田密度极小 ,第 4代危

害夏玉米 ,是主害代;玉米田棉铃虫主要危害雌穗 ,取食花丝 、幼嫩穗轴和籽粒 ,不仅造成产量

损失 ,而且诱发病害的发生 ,使玉米的品质下降。对棉铃虫的空间分布型调查结果表明 ,第 4

代棉铃虫在夏玉米田的分布有聚集分布和均匀分布 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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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铃虫 Helicoverpa armigera(Hǜbner)是多

食性害虫 ,其种群密度以黄河流域棉区最大 ,该区

是我国棉铃虫危害的重灾区。玉米是棉铃虫的重

要寄主植物 ,尤其是大面积推广种植抗虫棉后 ,棉

铃虫已成为夏玉米的主要害虫之一 。大发生年可

在心叶期严重危害 ,将心叶食成空洞或缺刻 ,严重

者则将心叶自下部食断 ,造成枯心。第 4 代主要

危害夏玉米雌穗 ,严重影响雌穗和籽粒生长 ,不仅

直接造成产量损失 ,而且还诱发玉米穗粒腐病的

发生 ,使玉米的品质下降 。

关于第 4代棉铃虫卵在夏玉米田的分布 ,王

振营曾[ 1] 有报道。但棉铃虫幼虫在夏玉米田的

分布还未见报道。为此 ,我们于 1997 ～ 2002年对

漯河市玉米田棉铃虫的发生危害特点及分布型进

行了调查研究 ,以期为该虫的预测预报和防治提

供理论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发生危害调查

在各代棉铃虫幼虫发生盛期 ,在漯河市郊区

及郾城县等地选择有代表性田块 ,分别对不同世

代棉铃虫在不同类型玉米田的发生特点及危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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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3%、3 d为 89.4%。

3　讨论

本项研究以葫芦科植物 LS 的果实为原料 ,

比较了水 、无水乙醇 、正丁醇 、二甲苯 、环己烷 、丙

酮等不同极性溶剂提取物的杀虫活性 ,发现无水

乙醇和丙酮作溶剂 ,提取效果最好。鉴于丙酮易

燃有毒 ,且成本太高 ,因此 ,采用无水乙醇为 LS

果实的提取溶剂 。室内和田间杀虫试验结果表

明 ,LS 果实的无水乙醇提取液对金银花蚜虫 、金

银花尺蠖和小麦穗蚜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该植

物适应性强 ,容易栽培 ,为植物源杀虫成分的提取

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有望开发出一种新的植物源

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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