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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半日花提取物的杀线虫作用 

田 蕾，,i-0 强 
(天津师范大学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天津 300074) 

摘 要：为全面了解濒危植物半日花的价值，测定并比较半日花不同浓度的 6种提取物药液对松材线虫的生 

物活性 ，选出有较强杀线虫活性的甲醇、乙醇及水提取物，系统研究 了提取物种类、浓度和处理时间对松材线 

虫死亡率的影响。三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提取物种类(A)、处理浓度(B)和处理时间(C)，三因素的互作效应 

(A×BXc)和双因素互作效应(AXB、AXC、B×c)对线虫的校正死亡率都有极显著影响。最佳药液处理为： 

水提取物在6 mg·L0浓度时与 1 d的作用组合和乙醇提取物在 3 mg·L-1浓度时与 5 d的组合，以上两种组合 

的校正死亡率均达到 IO0 。比较水、乙醇提取物 5 d中的LC5o值，确定水是提取活性物质的首选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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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maticidal activity of extracts of Helianthemum 

ordosicum against B p Z xylophilus 

TIAN Lei，LIU Qiang 

(College ofchemistry and Li Science，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074，China) 

Abstract：To found out the value of Helianthemum ordosicu优，the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six kinds of extract on dif- 

ferent concentrations were determined and compared．And the carbinol，ethanol and water extracts which have strong 

nematicidal activity were selected from those extracts．The influences of extract types，treatment concentrations and 

treatment time on 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 were investigated．Variance analysis of three factors showed Helian— 

them“优 ordosicum’S corrected mortality was extremely influenced by type(A)，treatment concentration(B)and 

treatment time(C)，interaction effect of three factors(AXBXC)and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factors(A×B，A× 

C，B X C)had the same effect．The optimal treatment combinations were solved：one was the water extract 6 mg· 

L- on the 1st day；the other was ethanol extract 3 mg·L-1 on the 5th day，the Helianthemum ordosicum’8 correc— 

ted mortalities of the above two combinations were all 1 00％．The water and carbinol extract’S LC5o in 5 days were 

compared，and the nematocidal activity of water extract were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others． 

Key words：Helianthemum ordosicum；B“rsn  ̂Z c s xylophilus；analysis of three factors~the optimal treatment 

combination；LC5o 

鄂尔多斯半 日花 (Helianthemum ordosicum) 

属半日花科(Cistaceae)半 日花属的矮小灌木，分布 

于内蒙古西部鄂尔多斯高原海拔 1 000～l 300 m 

的石砾质山麓上，为西鄂尔多斯荒漠特有种，属国家 

二级濒危植物(傅立国，1992)。近年来许多学者对 

半日花进行了各方面多层次的研究，在生物活性方 

面，有研究表明半日花具有较强的抑菌活性和杀虫 

活性(田蕾等，2007；杨文思等，2007)，但尚无有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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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物对松材线虫的生物活性的报道。本研究对其 

杀线虫活性进行了初步研究，证明该植物中含有活 

性较强的杀线虫活性物质。这项研究为从该植物中 

研发杀线虫化合物或杀线虫农药的先导化合物奠定 

了基础；也为半 日花的保护与科学利用提供了一定 

的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半日花提取物的提取 

半日花植物样品采 自内蒙古乌海市，阴干后用 

粉碎机粉碎，过 20目筛，备用。有机溶剂提取物采 

用冷浸法。称取半 日花粉末用足量的石油醚、乙酸 

乙酯、丙酮、无水乙醇和甲醇浸泡 7 d，用旋转蒸发仪 

蒸馏浓缩，得到膏状提取物；水提取物采用蒸煮法。 

1．2松材线虫的培养 

松材线虫以灰葡萄孢(Botrytis cinerea)培养基 

培养。用贝尔曼(Baermann)漏斗法分离收集，用无 

菌水冲洗 2次后配成 10 000条／mL线虫液备用。 

1．3杀线虫活性测定 

采用触杀法测定植物提取物对松材线虫的毒杀 

作用。将药液和线虫液加入 24孔细胞培养板中，每 

隔 24 h在解剖镜下检查每孔中线虫死亡数量。水 

提取物用蒸馏水稀释成不同浓度的溶液。有机溶剂 

提取物先用丙酮溶解，后用蒸馏水稀释，使丙酮在溶 

液中的含量低于 5 ；对照组为相应体积比的溶液。 

每组数据重复4次。 

校正死亡率(0,4)= 

盟 蒹翥 X 100 对照组的生存率 
1．4数据统计分析 

用 SPSS程序进行方差分析和 LSD多重比较， 

线虫校正死亡率均经反正弦变换。根据预实验设置 

7～11个浓度梯度，用 SPSS程序求取 LC 

2 结果与分析 

2．1半日花不同溶剂提取物的杀线虫活性 

6种提取物在 6 g·L- 浓度时对松材线虫的毒 

杀作用如图 1所示。水提取物杀线虫效果最好，5 d 

中校正死亡率均达到 100 。元水乙醇提取物的杀 

线虫效果次之，前 3 d的校正死亡率在 3O ～5O 

之间，后 2 d则接近 100 。甲醇提取物前 2 d的杀 

线率较低，后 3 d杀线活性增强，杀线率都增至 5O 

以上。乙酸乙酯提取物在前 4 d杀虫活性都很小， 

到第 5天其杀线虫率突然急剧增强至 94．17 ，推 

测此提取物的杀线虫作用缓慢，有延迟现象。丙酮 

和石油醚提取物的杀线虫效果都很差，5 d中杀线 

率都在 1O 以下。6种提取物中，水、乙醇、甲醇及 

乙酸乙酯提取物都有明显的杀线虫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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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提取物种类处理浓度和处理时间对松材 

线虫校正死亡率的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1 Variance analysis of different extracts， 

concentration and days against B．xylophilus 

处 理 Treatment 
校正死亡率 Adjust mortality 

F Sig． 

2．2．2提取物种类在不同时间对松材线虫毒杀作用 

的多重比较 提取物种类在不同时间下对松材线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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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毒杀作用，结果见表 2。水提取物在前 3 d中对线 

虫的毒杀作用均强于甲醇和乙醇提取物，而在第 4、 

5天中乙醇提取物的毒杀效果显著强于水和甲醇提 

取物。 

表 2 提取物种类处理时间对松材线虫 

毒杀作用的多重比较结果 

Table 2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extracts 

against B．xylophilus in different days 

注：表内数据为 4次重复平均值，同列数据后标有相同字母者表 

示在5 水平差异不显著。以下各表同。 

Note：Data are means of four replications．Little letters which folbw 

the data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一 0．05．The san'le bdow． 

2．2．3药液浓度在不 同时间对松材线 虫影响的多重 

比较 比较不同时间下药液浓度对线虫死亡率的影 

响，见表 3。除第 5天 中 0．5 mg·L 和 2 mg·L- 

处理的线虫校正死亡率高于其他各浓度外，其余各 

天中线虫的校正死亡率基本上是随药液浓度的增加 

而增加，但各浓度间的死亡率差异并不显著。 

2．3提取物种类、浓度及处理时间对线虫毒杀作用 

的最佳处理组合 

为了选出不同时间下杀线虫最适宜的提取物处 

理组合，对每天中提取物种类和浓度对线虫的校正 

死亡率进行了多重比较，结果如表 4。由表 4可知， 

最佳的药液处理组合分别为：水提取物在 6 mg· 

L 浓度时与 1 d的作用组合最佳；乙醇提取物在 3 

mg·L 浓度时与5 d的组合也为最佳，以上两种组 

合的校正死亡率均达到 i00 。 

2．4水和乙醇提取物的LC 。值 

求得杀线虫效果最好的水提取物和无水乙醇提 

取物 5 d中的LC 。值，水提取物的LC。。值依次为 

表 3 处理浓度在不同时间对松材线虫 

死亡率的多重比较结果 

Table 3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against B．xylophilus in different days 

1．21 g·L- 、1．26 g·L 、1．30 g·L 、1．69 g·L 和 

1．82 g·L ；乙醇提取物的LG。分别为 6．98 g·L- 、 

6。26 g·L- 、8．28 g·L- 、2．91 g·L- 和 2．82 g·L- 。 

各天中水提取物的数值均显著低于乙醇，进一步说 

明鄂尔多斯半 日花水提取物中杀线虫活性物质的含 

量或者活性是最强的。 

3 结论与讨论 

(1)从实验结果可看出，在 6种提取物中，极性 

较强的水、甲醇、乙醇和乙酸乙酯提取物表现出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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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提取物种类及其浓度处理不同时间对松材线虫毒力的多重比较结果 

Table 4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extracts，concentrations and days against B．xylophilus 

理 Ex 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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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1) ⋯  (mg·L-1) ⋯  

1 水 Water 0．5 18．6士1．4ef 3 甲醇 Methanol 2．5 28．4士4．2ode 

1 35．7士2．6de 3 13．4土 1．3de 

1．5 59．5士7．5cd 6 55．1士3．5bc 

2 87．2士5．2bc 乙醇 Ethanol 0．5 14．7士0．8de 

2．5 92．1士11．7b 1 13．8士2．1de 

3 64．4土15．3cd 1．5 2O．2士2．7de 

6 100士1．3a 2 16．4士4．3de 

甲醇 Methano1 0．5 1．24土1．7f 2．5 19．8土1．7de 

1 1．75士7．6f 3 23．8士2．5de 

1．5 4．7士 2．1ef 6 37．8土 3．5cde 

2 4．6士1．3ef 4 水 Water 0．5 10．0士4．6e 

2．5 4．5士1．6ef 1 —1．6士9．7e 

3 21．6士 2．7ef 1．5 17．2士3．5cde 

6 5．3士1．1ef 2 53．8士7．1abcde 

乙醇 Ethano1 0．5 1．0士1．1f 2．5 33．1士6．2cde 

1 5．1士1．6el 3 94．3士15．3ab 

1．5 8．3士4．3ef 6 1O0士1．Oa 

2 5．0士2．6el 甲醇 Methanol 0．5 7．89士4．6de 

2．5 7．5士1．2ef 1 1．5士0．6e 

3 19．1士1．5e{ 1．5 7．3士1．4de 

6 37．3士1．6de 2 12．3士2．6cde 

2 水 W ater 0．5 —6．2士2．5d 2．5 13．6士3．2cde 

1 31．8士1．8bed 3 9．9士1．6de 

1．5 65．8士3．8b 6 84．2土5．2abode 

2 99．1土3．8a 乙醇 Ethanol 0．5 32．8土7．3bcde 

2．5 91．1士9．6bcd 1 67．3士8．5abcde 

3 87．9士7．4cd 1．5 82．5士4．0abcde 

6 100土1．3cd 2 81．4土8．1abede 

甲醇 Methanol 0．5 0．3土1．0cd 2．5 92．6±13．2abed 

1 —0．5士5．7cd 3 94．4士11．6abe 

1．5 2．8土2．4cd 6 97．9土10．9ab 

2 —1．0土6．4cd 5 水 Water 0．5 18．9士9．Ode 

2。5 —0。5士8．7cd 1 —5．8士11，5e 

3 31．4士5．3cd 1．5 —7．6士21．5e 

6 3．7±1．6cd 2 44．5士2．5cd 

乙醇 Ethanol 0．5 5．7士2．1cd 2．5 22．1±5．5de 

1 8．8±5．1cd 3 83．3士9．6abe 

1．5 12．0士3．7bcd 6 100士3．7a 

2 1O．2士1．3bed 甲醇 Methano1 0．5 21．8士3．5de 

2．5 1O．7士1．7bcd 1 11．8士2．6de 

3 15．9士0．8bcd 1．5 42．0土8．5cd 

6 50．o士 o．9bc 2 59．8± 6．9abcd 

3 水 Water 0．5 14．7士3．2de 2．5 50．0士3．6cd 

1 27．0土1．4de 3 53．4士2．6bed 

1．5 67．3士5．7bc 6 92．4±3．8abc 

2 89．1±3．2b 乙醇 Ethano1 0．5 94．6士8．1abe 

2．5 6O．1士 1．3bcd 1 93．3土 13．9abc 

3 93．0土11．3bc 1．5 93．9士6．8abc 

6 100±0．8b 2 97．3±5．7abc 

甲醇 Methanol 0．5 3．2士5．3e 2．5 99．4土3．6ab 

1 6．9±0．5e 3 100士3．5a 

1．5 6．9士0．3e 6 100±2．1a 

2 5．2土1．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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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杀线虫活性，而石油醚及丙酮提取物的杀线活性 

较弱。说明鄂尔多斯半日花的杀线虫活性成分主要 

分布于这个极性范围内，而且以极性最强水溶性的 

活性最强。(2)本文充分考虑了提取物种类(A)、浓 

度(B)和处理时间(C)以及三因素的互作效应(AXB 

×C)和双因素互作效应(A×B、AX C、B×C)对线虫 

校正死亡率的显著影响，选出两个最佳的药液处理组 

合：水提取物在 6 mg·L- 浓度时与 1 d的作用组合、 

乙醇提取物在 3 mg·L- 浓度时与 5 d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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