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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禾谷镰刀菌(Fusarium graminearum)和立枯丝核菌(Rhizoctonia solani)为供试菌种 ,中

草药提取物样品供试质量浓度为 0.01g ml ,用生长速率法对 126种中草药的乙醇提取物进行了室

内抑菌活性测试 。结果表明 ,在供试的 126种中草药提取物中 , 16种提取物对禾谷镰刀菌菌丝生

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且抑菌作用大于 50%,甘草提取物的抑菌活性达 86.99%。将这 16种抑

菌活性较好的提取物稀释 200倍进一步测试 ,有 7种提取物抑菌作用大于 50%。供试的 126 种中

草药提取物中有 23种提取物对立枯丝核菌菌丝生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且抑菌作用大于 50%,

鸡冠花提取物的抑菌率达到 100%。二次筛选后仍有 8种提取物的抑菌活性大于 60%,其中鸡冠

花提取物的抑菌率仍为 100%。

关键词:中草药提取物;禾谷镰刀菌;立枯丝核菌;抑菌活性

中图分类号:S4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268(2006)10-0062-04

Inhibition of 126 Kinds of Chinese Herb Extracts Ga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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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 tracts from hundred and tw enty six species of Chinese herbs(CHEs)were tested for

the antifungal activities against the mycelium grow th of Fusarium gram inearum and Rhizoctonia so-

lani.The concentration 0.01 g ml w as used in the primary screening.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6 spe-

cies of CHEs expressed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 fects against the mycelium grow th of Fusarium gra-

minearum , and the inhibito ry effect was over 50%.Inhibitory rate of Glycyrrhiza yralensis ext ract

reached up to 87%.Inhibito ry rates of 7 species of CHEs were more than 50%af ter diluted 200 times

at the secondary test.At the primary screening test , 23 species of CHEs had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

fects against the mycelium grow th of Rhizoctonia solani w ith the inhibitory rates over 50%.Inhibito-

ry ef fect of Celosia cristata L.ext ract reached up to 100%.The inhibitory ef fects of 8 species in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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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pecies of CHEs were still higher than 60% and the effect of Celosia cristata L.ext ract did not re-

duce at the secondary screening test.

Key words:Chinese herb extract;Fusarium graminearum ;Rhizoctonia solani;Antifungal activity

　　小麦赤霉病是小麦生产中一种世界性病害 ,在

我国 20 多个省 、市均有发生 , 危害面积达 670 万

hm
2
。近年来 ,小麦赤霉病在河北省的发生日趋加

重 ,已经成为生产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 1]
。棉苗立枯

病是棉花生产的严重障碍 ,国内外发生均较严重 。

在我国一般发病率为 50%～ 60%,死苗 5%～ 10%,

严重时病苗率高达 90%
[ 2]
。河南省棉区棉花在生

长期间各生育期都有可能遇到连阴雨天气 ,给棉花

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目前 ,生产上主要依靠化学

农药防治上述 2 种病害 。然而 ,长期大量使用化学

农药带来了种种弊端 ,如病原菌抗药性的产生 ,残留

毒性以及环境污染等已成为危及人类健康 、生态平

衡和社会发展的危险因素 。

植物是生物活性化合物的天然宝库 ,其产生的

次生代谢产物超过 40万种 ,其中 ,许多次生化学物

质具有杀虫和(或)抑菌等生物活性 ,在医药和农业

上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 3]
。与化学合成农药相比 ,

植物源农药来源于自然 ,易于降解 。植物材料可以

直接用于开发植物源杀菌剂 ,或者将活性成分作为

前体 ,人工合成新农药 ,因此 ,植物源农药的研究具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据报道 ,在世界范围内已筛选

出2 400多种对有害生物具有控制作用的高等植

物 ,约占被筛选植物的 10%
[ 4]
。有报道表明 , 厚朴

树(Magnolia officinalis)叶的粗提物对立枯丝核菌等

10种植物病原真菌都具有很强的抑菌活性 ,并且盆

栽和大田试验均显示出较好的防治效果
[ 5]
,马尾松

提取物对小麦赤霉病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6]
。冯俊

涛 、于平儒等已经从多种植物中提取出对小麦赤霉

病菌有抑制作用的植物源抑菌物质 ,并通过离体和

室内试验证明了这些物质有较好的抑菌活性
[ 7 ～ 8]

。

本研究在室内条件下 ,对 126种中草药的乙醇

提取物进行了筛选 ,测试了乙醇提取物对小麦赤霉

病菌和棉花立枯病病菌的抑菌活性 ,以期筛选出具

有较强抑菌活性的中草药提取物 ,为进一步开发植

物源杀菌剂奠定基础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供试中草药　甘草等 126种中草药购自河

北保定长天大药房。

1.1.2　供试菌种　立枯丝核菌(Rhizoctonia sola-

ni),禾谷镰刀菌(Fusarium gram inearum),由河北

农业大学植物免疫与综合防治研究室分离自田间病

株 ,经张志铭教授鉴定 。

1.2　方法

1.2.1　中草药提取物的制备　取经粉碎的干燥植

物材料 20g ,加 80%乙醇 200ml ,超声波提取 20min ,

然后经4 500r min离心 20min , 3层纱布过滤 ,取上

清液。50℃下 , 旋转蒸发至干 , 残余物溶于 20ml

80%乙醇中作为母液(CHEs),4℃下保存备用
[ 9]
。

1.2.2　抑菌活性的初步测定 采用生长速率法
[ 10]

测定中草药提取物对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取

上述母液 1 m l 和链霉素 1 ml(浓度为 0.0044

g ml)
[ 11]
与 100 ml PDA 培养基混合均匀制成 1%的

带药培养基 ,倒皿 ,待冷却后 ,在平板中央接直径0.6

cm 的禾谷镰刀菌菌片或立枯丝核菌菌片。每个处

理重复 4次 ,以加 1 ml 80%酒精和 1 ml链霉素的

PDA培养基作对照(ck)。置于 25℃恒温培养箱内培

养。约 5 d后 ,待对照菌长满皿时 ,用十字交叉法测

量菌落直径大小(单位mm),并计算抑制百分率
[ 12]
。

抑菌百分率=
(对照组菌落直径-处理组菌落直径)

对照组菌落直径
×100%

1.2.3　采用生长速率法对抑菌效果大于 50%的中

草药提取物的二次筛选　二次筛选时每100ml培养

基中加入 0.5m l待测提取物和 1 ml链霉素 ,对照组

的培养基加 0.5ml 80%酒精和 1m l链霉素 ,方法同

1.2.2。

1.2.4 　试验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结果采用 M i-

crosof t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 , 经 DPS(DATA

PROCESSING SYSTEM)统计软件 LSD 法进行差

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草药提取物抑菌活性的初步筛选

经过初步筛选 ,测定了 126种中草药的 80%乙

醇抽提物(质量浓度为 0.01 g ml)对禾谷镰刀菌 、立

枯丝核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将对 2种植物病原

真菌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且抑菌率达到 50%以上的

中草药提取物列于表 1。在供试的 126种中草药提

取物中 ,16种提取物对禾谷镰刀菌菌丝生长的抑制

效果达到 50%以上 ,甘草提取物的抑菌活性最强 ,

达到了 86.99%。23种提取物对立枯丝核菌的抑制

作用达到 50%以上 ,鸡冠花提取物的抑制作用最

强 ,达到了 100%。而甘草 、石见穿 、益智仁 、黄精 、

何首乌 、猫爪草 、鸡冠花 、地锦草 、月季花 、鱼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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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禾谷镰刀菌和立枯丝核菌菌丝生长具较强抑制作用的中草药提取物

中草药名称 学名
对禾谷镰刀菌
抑菌百分率
(%)

甘草 Glycyrrhiza yralensis 86.99

石见穿 Salvia chinensis Benth 73.58

牵牛子 Ipomoea hederacea 72.29

益智仁 Alpinia oxyphylla 69.10

黄精 Polygonatum sibiricum 65.45

何首乌 Polygonum mult if lorum 65.07

猫爪草 Ranunculus ternatus 63.46

卢巴子 Semen persscae 60.69

土荆皮 Pseudolarix kaempferi 60.13

罗布麻 Apocynum venetum 59.74

鸡冠花 Celosia cristata L. 57.55

地锦草 Euphorbia humi fusa 57.14

月季花 Rosa chinensis 56.49

鱼腥草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55.30

山药 Dioscorea opposeta 54.18

荔枝皮 Litchi chinensis Sonn 50.83

女贞子 Ligustrum lucidum 47.17

郁李 Prunus japonica Thunb 45.45

威灵仙 Clematis chinensis Osbeck 40.38

青蒿 Artemisia apiacea Hance 39.29

合欢花 Albizzia iulibrissin 35.03

鸭胆子 Brucea javanica 32.28

褐虱 Carpesium abrotanoides 25.16

橘红 Citrus ret iculate 23.51

旋复花 Imula japonica 21.43

密蒙花 Buddleja of f icinalis 18.87

桃仁 Prunus persica 1.60

茯苓 Poria cocos -1.60

中草药名称 学名
对立枯丝核菌
抑菌百分率
(%)

鸡冠花 Celosia cristata L. 100.00

猫爪草 Ranunculus ternatus 82.05

合欢花 Albiz zia iulibrissin 81.05

鱼腥草 Hout tuynia cordata Thunb 79.18

桃仁 Prunus persica 76.71

茯苓 Poria cocos 75.85

月季花 Rosa chinensis 74.91

密蒙花 Buddleja of ficinalis 74.39

褐虱 Carpesium abrotanoides 73.53

橘红 Citrus reticu late 71.01

何首乌 Polygonum multi f lorum 70.70

威灵仙 Clemat is chinensis Osbeck 69.57

女贞子 Ligustrum lucidum 69.55

石见穿 Salvia chinensis Benth 60.22

鸭胆子 Brucea javanica 59.18

黄精 Polygonatum sibiricum 56.73

郁李 Prunus japonica Thunb 55.90

旋复花 Imu la japonica 54.37

青蒿 Artemisia apiacea Hance 52.92

益智仁 Alpinia oxyphyl la 51.92

甘草 Glycyrrhiza yralensis 51.91

地锦草 Euphorbia humifusa 51.60

山药 Dioscorea opposeta 50.90

荔枝皮 Li tchi chinensis Sonn 42.95

牵牛子 Ipomoea hederacea 34.31

卢巴子 Semen persscae 32.18

罗布麻 Apocynum venetum 24.84

土荆皮 Pseudolarix kaempferi 17.09

和山药共 11种中草药提取物对 2种病原真菌菌丝

生长的抑制作用均达到 50%以上 。

2.2　抑菌活性大于 50%的中草药提取物的二次筛选

利用生长速率法将表 1 中抑菌活性大于 50%

的提取物稀释 200倍进行二次筛选测试 ,结果见表

2和表 3。在对禾谷镰刀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测

试中 ,供试的 16 种提取物均具有极显著的抑制作

用 ,其中卢巴子 、鸡冠花 、月季 、黄精 、猫爪草 、益智仁

和石见穿共 7种提取物的抑菌活性高于 50%(表

2)。在对立枯丝核菌菌丝生长抑制作用测试中 ,供

试的 23种提取物中有 22种具有极显著的抑制作

用 ,其中鸡冠花提取物的抑菌活性仍为 100%, 另

外 ,合欢花 、茯苓 、女贞子 、猫爪草 、密蒙花 、月季花 、

桃仁和鱼腥草共 8种提取物的抑菌活性高于 50%

(表 3)。只有月季 、鸡冠花和猫爪草 3种提取物对 2

种植物病原真菌的抑制作用均达到了 50%以上 。

3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中 ,在所供试浓度下经过二次筛选 ,卢巴

子 、鸡冠花和月季花等7种中草药提取物对禾谷镰

表 2　对禾谷镰刀菌菌丝生长具抑制作用提取物的二次筛选

中草药名称
菌落直径
(mm)

显著性检验

0.05 0.01

抑制百分率
(%)

卢巴子 29.0±0.8 f E 60.00

鸡冠花 31.0±0.0 f E 57.24

月季花 32.0±1.2 f E 55.86

牵牛子 44.8±1.7 e D 38.28

鱼腥草 46.8±2.2 de D 35.52

罗布麻 48.5±1.0 d D 33.10

甘草 53.8±4.6 c C 25.86

何首乌 62.8±1.3 b B 13.45

CK 72.5±2.5 a A -

黄精 26.8±1.7＊ e E 63.85＊

猫爪草 27.8±1.0＊ e E 62.50＊

益智仁 30.0±0.8＊ e E 59.46＊

石见穿 28.3±1.3＊ e E 61.82＊

土荆皮 37.8±3.5＊ d D 48.99＊

荔枝皮 45.0±2.0＊ c C 39.19＊

地锦草 48.0±2.9＊ c C 35.14＊

山药 65.3±1.3＊ b B 11.82＊

ck 74.0±6.4＊ a A -

　注:表中有＊号的部分分别为不同批次试验结果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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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对立枯丝核菌菌丝生长具抑制作用提取物的二次筛选

中草药名称
菌落直径
(mm)

显著性检验

0.05 0.01
抑制百分率
(%)

合欢花 16.3±1.0 f E 77.11

茯苓 27.3±1.0 e D 61.62

褐虱 51.5±4.5 d C 27.46

何首乌 55.8±1.7 c C 21.48

甘草 60.3±2.5 b B 15.14

郁李 62.5±1.3 b B 11.97

橘红 73.3±0.5 a A -3.17

ck 71.0±2.2 a A -

鸡冠花 0.0±0.0＊ g G 100.00＊

猫爪草 17.5±0.6＊ f F 74.82＊

女贞子 23.0±1.2＊ e E 66.91＊

密蒙花 23.8±0.5＊ e E 65.83＊

月季花 30.0±1.2＊ d D 56.83＊

黄精 37.8±1.0＊ c C 45.68＊

青蒿 45.5±3.7＊ b B 34.53＊

ck 69.5±0.6＊ a A -

桃仁 19.3±1.0＊ e F 73.72＊

鱼腥草 19.5±1.0＊ e F 73.38＊

旋复花 40.8±1.4＊ d E 44.37＊

鸭胆子 42.3±0.6＊ d E 42.32＊

益智仁 43.0±0.5＊ d DE 41.30＊

石见穿 43.3±6.4＊ d DE 40.96＊

地锦草 47.5±1.5＊ c CD 35.15＊

威灵仙 49.3±2.6＊ c C 32.76＊

山药 63.3±1.3＊ b B 13.65＊

ck 73.3±1.5＊ a A -

刀菌菌丝生长的抑制活性大于 50%;鸡冠花 、合欢

花和茯苓等 9种提取物对立枯丝核菌菌丝生长的抑

制作用大于 50%,鸡冠花提取物 2次筛选的结果抑

菌率均为 100%。综合分析认为 ,月季花 、鸡冠花和

猫爪草 3种提取物在 2次筛选中对 2种病原真菌均

表现出较强的抑制作用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

在本研究中发现 ,部分提取物对 2 种植物病原

真菌的抑制作用差异很大 。如牵牛子提取物对禾谷

镰刀菌的抑制作用为 72.29%,但在同等浓度下对

立枯丝核菌的抑制作用只有 34.31%。茯苓 、桃仁 、

旋复花和橘红提取物对立枯丝核菌的抑制作用均达

到70%以上 ,但是对禾谷镰刀菌的抑制作用却很

低 ,甚至没有表现任何抑制作用 。如果与不同植物

所含活性成分进行对照分析 ,或许可以发现活性成

分结构与抑菌作用之间的相关性 ,从而为进一步探

讨构效关系奠定基础 。然而 ,对于多数植物材料 ,还

没有确定何种成分是植物病原菌的主要抑菌成分 。

因此 ,分离和鉴定植物材料中的抑菌活性成分将是

下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与于平儒等在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一样 ,在试

验设计中考虑到溶剂毒性以及操作方便等要求 ,在

植物样品的提取 、定容及生物活性测定中均选用医

用乙醇为溶剂 ,可能难以把植物中的生物活性物质

全部提取出来。且部分植物样品没有把根 、茎 、叶等

分开提取 ,这样就可能掩盖各部位成分在抑菌活性

方面的差异
[ 7 , 8]
。植物样品提取液的供试质量浓度

为 10 mg ml和 5 mg ml ,某些含量少的生物活性物

质就难以表现出来 。提取液中若存在离体条件下无

活性而活体条件下高活性的化学物质 ,也会因未作

活体试验而被漏筛 。试验中仅选了 2种较有代表性

的真菌 ,今后还将进一步扩大筛选范围。

本研究所获得的有效样品的杀菌谱 、作用方式

和作用机制以及在活体上的防治效果 ,均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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