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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浸渍液杀虫活性测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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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中药材附子炮制过程产生的大量废液中的乌头类生物碱进行害虫防治研究 ,用酸碱滴

定法(药典法)测定附子浸渍液总生物碱含量为 68.32mg/L。毒力测定结果表明 ,附子浸渍液对五

龄期卫矛尺蠖具有较强的触杀作用和毒杀作用 ,触杀中浓度 LC50为 6.123 5mg/L , 毒杀中浓度

LC50为 22.4905mg/ L ,无拒食作用和熏蒸作用。田间药效试验表明 ,用附子浸渍液原液和稀释 3

倍的药液防治卫矛尺蠖 ,具有很好的防治效果 ,药后 7 d 校正虫口死亡率分别达到 92.34%和

8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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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cticidal A ctivity T est of Aconitic S teep and Its

Effectiveness on Controlling Calospi los suspecta

MA Jian-lie ,BAI Hai-ya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Eng ineering , Southwest Univer 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Mianyang 621002 , China)

Abstract:The aconi te alkaloid in the w aste f luid , resulted f rom steeping Chinese medicine aco-
nite , was used to prevent pests.Tested w ith the method of Acid and A lkali Ti t rat ion(Pharmaco-
poeia Me thod), the to tal alkaloid content of aconitic steep w as 68.32mg/L.The to xici ty test

show ed that the aconitic steep had high effects of contact toxicity and lethal toxici ty against Cal-
ospi los suspecta , w ith a contact tox icity LC50 of 6.1235mg/L and lethal toxici ty LC50 of

22.4905mg/ L , and w ithout antifeedant activi ty and fumigant poison.The controlling effect ive-
ness test in the field indicated that the aconitic steep and i ts 3-t ime dilution had good contro lling

ef ficacy against Calospi los suspecta , the pest mortality being 92.34% and 88.78%, respectively ,
af ter 7 d of applying.
Key words:Aconit ic steep;Insecticidal activity;Calosp ilos suspecta;Pest icide effectiveness ex-
periment

　　附子为毛茛科植物乌头的子根加工品 ,绵阳市

江油为地道中药附子的产地 , 每年种植面积达

333.33 hm2 。生附子含有大量乌头碱(aconitine)类

生物碱 ,毒性很大 ,必须经过炮制才能在临床上应

用 ,80%以上的总生物碱流失在炮制(泡 、浸 、漂)过

程中
[ 1]
。而生物碱作为可利用的植物源化学物质之

一 ,具有专一性强 ,活性高 ,对环境安全 ,对非靶标生

物相对安全 ,作用机理不同于常规农药等特点。其

中的多种次生代谢物质对昆虫具有拒食 、毒杀 、麻

醉 、抑制生长发育及干扰正常行为的作用[ 2] 。而目

前国内外还未见对附子浸渍液中生物碱杀虫作用的

研究报道 ,为了探讨其对害虫的毒杀作用 ,变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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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并为开发利用这一新型植物性杀虫物质提供理

论依据 ,笔者于 2004 ～ 2005年对绵阳市绿化林木冬

青卫矛(Euonymus japonicus Thunb)上发生危害

的卫矛尺蠖进行了附子浸渍液的杀虫活性测定和药

效防治试验。

卫矛尺蠖(Calospi los suspecta War ren)又名丝

棉木金星尺蠖或大叶黄杨尺蠖 ,属鳞翅目尺蠖蛾科 。

该虫主要为害冬青卫矛 、丝棉木 、卫茅 、胶州卫茅 、扶

芳藤 ,还可为害榆 、杨 、柳 、槐 、木槿 、女贞等园林绿化

林木
[ 3]
。近年来 ,卫矛尺蠖在绵阳市各区县普遍发

生 ,不仅严重影响冬青卫矛等观赏植物的正常生长

发育 ,而且破坏绿化景观效果 。将附子浸渍液中的

生物碱直接用于园林观赏植物害虫的防治 ,对于保

护环境 、避免传统化学农药带来的种种弊端以及研

制新型农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材料

附子浸渍液原液(四川江油市附子加工厂提

供);20%氰戊菊酯乳油(重庆农药厂生产);80%敌

敌畏乳油(山东大成农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卫矛尺蠖采自未施农药的冬青卫矛上 ,于室内

用新鲜的冬青卫矛叶片饲养 ,挑选生长较一致的五

龄期幼虫作为试虫。

1.2　附子浸渍液中总生物碱含量测定

用酸碱滴定法[ 4](药典法)对附子浸渍液总生物

碱含量进行测定 。取样品液 20.0mL 蒸干 ,残渣以

少量水溶解后置分液漏斗中 ,以氨水调 pH =10 ～

11 ,氯仿萃取 5次(10 , 10 ,10 , 10 , 10mL),合并氯仿

液 ,回收氯仿 ,水浴挥干 ,残渣用乙醇 5.0mL 溶解 ,

精密加入硫酸滴定液(0.01mol/L)15mL ,水 15mL

与甲基红 指示液 3 滴 , 用氢 氧化钠 滴定 液

(0.02mol/ L)滴定至黄色 ,读取消耗的 NaOH 溶液

的量 ,计算总生物碱的含量[每 1mL 硫酸滴定液

(0.01mo l/L)相当于 12.9mg 的乌头碱(C34 H 47

NO11)] 。

1.3　附子浸渍液生物活性测定

1.3.1　附子浸渍液预测试验　采用叶片带毒法 ,将

附子浸渍液配制成原液 、加水稀释 10倍 、50倍的药

液 ,将带有卫矛尺蠖幼虫的冬青卫矛叶片分别浸入

药液中 5 s ,取出后用吸水纸吸干叶缘液滴 ,置于培

养皿中 ,24h 后观察记载幼虫死亡情况 ,计算死亡

率 ,确定后续试验药液浓度 。每处理为 20头幼虫 。

试虫死亡确定以幼虫有微动但无取食能力 、个体明

显缩小为标准[ 5] 。

1.3.2　拒食及毒杀作用测定　采用张兴等的小叶

碟添加法[ 6] 。经预测试验确定试验药液浓度范围在

原液至稀释 10倍之间 ,因此设置 5个处理 ,即原液 、

用水稀释 1 倍 、2 倍 、4 倍和 8 倍的药液 。在直径

15 cm的培养皿底部铺一层滤纸 ,并加水保湿。挑

取大小一致健壮饥饿 4 h 的五龄试虫 , 每处理 10

头 ,3次重复。从未施过化学农药的冬青卫矛上采

回新鲜叶片 ,以打孔器打成直径 1 cm 的叶碟 ,在配

好的药液内浸 1 ～ 2 s ,自然晾干(另设清水对照)。

每皿内加叶碟 10片 ,待试虫吃完后再加叶碟 ,于

48 h观察记载死亡数 ,计算死亡率及校正死亡率。

1.3.3　附子浸渍液对卫矛尺蠖的触杀作用测定　

采用毛细管点滴法进行[ 6 。处理药剂浓度同 1.3.2 ,

用点滴量为 1μL 的毛细管点滴器施药液于试虫前

胸背板 。试虫平均体重 4.36 g , 每处理试虫为 30

头 ,48 h检查死亡数 ,统计死亡率及校正死亡率。

1.3.4　熏蒸作用测定　熏蒸作用测定按三角瓶法

进行[ 6] 。给磨口三角瓶(V =330mL)中接入 10头

供试昆虫 ,在瓶塞内壁涂少量凡士林 ,在内口粘好滤

纸条(7 ～ 8 cm2),放入适量叶片。向滤纸条上滴加

定量供试样品 ,迅速盖好瓶塞 ,设空白对照 ,每处理

重复 3次 ,48h 检查死亡数 ,计算死亡率 。

1.4　附子浸渍液防治卫矛尺蠖田间药效试验

试验于 2005年 10月进行。在绵阳市高新区道

路绿化带选择受卫矛尺蠖危害较重的球形冬青卫矛

作为试验植物 , 植株直径为 80 ～ 110 cm , 高 90 ～

100cm ,试验前未施用其他杀虫药剂。根据室内生

物活性测定 ,田间药效试验选用附子浸渍液原液和

稀释 3倍的药液 ,与 20%氰戊菊酯乳油 2000倍和

80%敌敌畏乳油 1000倍进行对比 ,并设清水为对

照 ,共设 5个处理 ,每处理小区为 3株 ,3 次重复 ,用

工农—16型背负式喷雾器进行喷雾。施药前调查

各处理小区虫口数 ,施药后 1 d , 3 d , 7d 调查虫口存

活数 ,计算虫口死亡率和校正虫口死亡率 ,并对 7d

后结果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附子浸渍液中总生物碱含量

测定结果表明 ,附子浸渍液中总生物碱含量为

68.32mg/L 。

2.2　附子浸渍液预测试验结果

附子浸渍液原液处理卫矛尺蠖死亡率为

100%,稀释 10 倍死亡率为 15%,稀释 50 倍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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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后续试验浓度范围确定为原液至稀释 10倍 。

2.3　附子浸渍液对卫矛尺蠖的拒食及毒杀作用

试验结果表明 ,各药剂浓度处理的卫矛尺蠖均

可进行取食 ,与对照无明显差异 ,表明无拒食作用 。

由表 1可知 ,附子浸渍液对卫矛尺蠖幼虫具有

很好的毒杀作用 。处理后的卫矛尺蠖幼虫行动明显

变缓 ,出现阵发性兴奋 、痉挛 ,并开始大量吐丝 、瘫

软 ,肛门有大量排泄物溢出 ,虫体变小最终死亡。以

附子浸渍液处理浓度对数为自变量(x),校正死亡

率的机率值(y)为因变量作回归 ,得其回归方程为 y

=2.691 8+1.7072x , LC50 =22.490 5mg/L , χ2 =

0.3182。

表 1　附子浸渍液对卫矛尺蠖幼虫的毒杀作用

　　　　处理
48h 校正

死亡率

(%)

死亡率

机率值

y

浓度

对数值

附子浸渍液原液(68.32m g/ L) 79.62 5.8274 1.8345

附子浸渍液稀释 1倍(34.16mg/ L) 68.57 5.4817 1.5335

附子浸渍液稀释 2倍(17.08mg/ L) 51.62 5.0401 1.2325

附子浸渍液稀释 4倍(8.54mg/ L) 25.14 4.3287 0.9315

附子浸渍液稀释 8倍(4.27mg/ L) 10.23 3.7298 0.6304

　　　　ck 3.33

2.4　附子浸渍液对卫矛尺蠖的触杀作用

试验结果见表 2。附子浸渍液对试虫表现出很

高的触杀作用 ,处理后 2h ,试虫开始出现中毒症状 ,

行动缓慢 ,但仍能取食 ,此后出现阵发性的兴奋 、痉

挛 ,表现为剧烈的抽搐 、扭动 ,有体液排出。死亡虫 ,

体明显缩短 、缩小 ,弯曲成 C 字型 ,虫体表失去光泽

颜色变暗。以附子浸渍液处理浓度对数为自变量

(x),校正死亡率的机率值(y)为因变量作回归 ,得 y

=3.8064 +1.5167x , LC50 =6.123 5mg/L , χ2 =

0.2534 ,由点滴量1μL可计算出LD50为4.3226μg/g 。
表 2　附子浸渍液对卫矛尺蠖幼虫的触杀作用

　　　处理
48h校正

死亡率

(%)

死亡率

机率值

y

浓度

对数值

附子浸渍液原液(68.32mg/ L) 91.3 6.3595 1.8345

附子浸渍液稀释 1倍(34.16mg/ L) 87.5 6.1503 1.5335

附子浸渍液稀释 2倍(17.08mg/ L) 83.4 5.9701 1.2325

附子浸渍液稀释 4倍(8.54mg/ L) 68.9 5.4930 0.9315

附子浸渍液稀释 8倍(4.27mg/ L) 27.6 4.4052 0.6304

　　　ck 5.0

2.5　附子浸渍液对卫矛尺蠖的熏蒸作用

熏蒸作用测试结果表明 ,试虫于三角瓶内照常

取食 ,未受悬挂滤纸条影响 , 48 h 无死亡 ,所有浓度

处理与对照均无差异 ,死亡率为 0 ,说明附子浸渍液

无熏蒸作用 。在室内试验中 ,冬青卫矛叶片未出现

药液过敏性反应 ,因此进行了室外药效试验。

2.6　附子浸渍液防治卫矛尺蠖田间药效试验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表 3),附子浸渍液原液和

稀释 3倍的药液杀虫效果都比较理想 ,药后 1 d校

正死亡率即达到 90.20%和 88.33%。7 d后校正死

亡率分别达到 92.34%和 88.78%,与 20%氰戊菊

酯校正死亡率 90.69%无显著差异;附子浸渍液原

液杀虫效果显著优于 80%敌敌畏 ,稀释 3倍的附子

浸渍液与 80%敌敌畏无显著差异。

表 3　附子浸渍液防治卫矛尺蠖田间药效试验

处理
处理前

虫口数

药后 1d

活虫数
死亡率

(%)
校正死亡率

(%)

药后 3d

活虫数
死亡率

(%)
校正死亡率

(%)

药后 7d

活虫数
死亡率

(%)
校正死亡率

(%)

附子浸渍液原液(68.32mg/ L) 136 13 90.44 90.20 11 91.91 91.57 10 92.65 92.34a

附子浸渍液稀释 3倍(22.77mg/ L) 158 18 88.61 88.33 17 89.24 88.78 17 89.24 88.78ab

20%氰戊菊酯乳油 2000倍 112 12 89.29 89.02 11 90.18 89.76 10 91.07 90.69a
80%敌敌畏乳油 1000倍 98 14 85.71 85.35 12 87.76 87.24 12 87.76 87.24b

ck 123 120 2.44 118 4.06 118 4.06

　注:表中数据为 3次重复的平均数 ,数字后小写字母表示 0.05水平的差异显著性

3　讨论

生物活性测定结果表明 ,附子浸渍液对卫矛尺

蠖具有较好的毒杀作用和很强的触杀作用 ,对害虫

击倒快 ,达到了常用化学药剂的杀虫效果。触杀作

用强于毒杀作用 ,无拒食作用和熏蒸作用。田间试

验表明 , 附子浸渍液原液与 20%氰戊菊酯乳油

2000倍防治效果接近 ,7 d后校正防效为 92.34%和

90.69%。稀释 3倍的附子浸渍液与 80%敌敌畏乳

油 1000倍防治效果接近 ,7 d后校正防效为88.78%

和 87.24%。因此 ,我们认为附子浸渍液稀释 3倍

以内可以作为防治卫矛尺蠖的药剂使用。

附子浸渍液是中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液 ,长

期以来未被利用 。作为植物性杀虫物质 ,具有在自

然环境中易降解 ,不污染环境等优点 ,如进一步深入

进行研究 、开发和利用 ,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非常可观的应用前景。今后还将继续进行附子浸渍

液对其他害虫的防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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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全蚀病拮抗微生物的分离及其
拮抗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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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开封北郊的麦田土壤中分离筛选出 11株对小麦全蚀病菌(Gaeumannomyces gram inis

var.t ri tici)有拮抗作用的细菌 ,通过对它们进行生理生化检验 ,确定为 4 个种 ,即:巨大芽孢杆菌

(Baci l lus megaterium)、蜡样芽孢杆菌(Baci l lus cereus)、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 l lus thuringien-

sis)、凝结芽孢杆菌(Baci l lus coagulans)。分别利用平板拮抗和小麦活体拮抗对分离到的 11 株拮

抗菌株的拮抗能力进行检测。结果表明 ,菌株的平板拮抗能力较强 ,在活体试验中 ,可以降低病害

的发病强度 。

关键词:小麦全蚀病;生物防治;拮抗细菌;拮抗作用;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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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olation of Bacteria against the Fungi of Gaeumannomyces

graminis var.tr itici and Its Antag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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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 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Kaifeng University , Kaifeng 475004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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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11 st ranis of bacteria against the fungi o f G.gram inis var tri tici we re isolated f rom the

soils in the suburbs of Kai feng city .The phy 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analy sis w ere carried out

to identify these bacteria.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se bacteria belonged to Baci l lus magateri-

um , B .cereus , B.thuringiensis , B .coagulans , respect ively .The antagonism capaci ty of 11

st rains were tested using plate and wheat seedling s , indicating that most of the st rains had st rong

antagonism to the pathogen in the plates.All the st rains had antagonism on the w heat seedlings ,

which could reduce the deg ree of disease.

Key words:Take-all;Bio logical contro l;Inhibito ry bacteria;A ntagonism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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