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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甘菊提取物对椰子坚蚜的生物活性
钱　 军１ꎬ 杨文凤１ꎬ 吕朝军２∗ꎬ 苟志辉１ꎬ 吴海霞１ꎬ 李敦禧１

１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ꎬ海南 海口 ５７１１００ꎻ ２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ꎬ海南 文昌 ５７１３３９

摘要: 【背景】薇甘菊为危险性入侵植物ꎻ同时椰子坚蚜为椰子上的重要害虫ꎬ对其防治方面的研究较少ꎮ 研究薇甘菊次生

物质对椰子坚蚜的生物活性可为薇甘菊的综合利用及椰子坚蚜的防治提供参考ꎮ 【方法】采用室内生物测定的方法研究了

薇甘菊 ４ 种溶剂提取物对椰子坚蚜的胃毒和触杀活性ꎮ 【结果】供试的 ４ 种提取物中ꎬ正丁醇提取物和丙酮提取物对椰子

坚蚜的胃毒水平较高ꎬＬＣ５０分别为 １２.９３ 和 １２.４８ ｍｇｍＬ－１ꎬ显著高于环己烷提取物和石油醚提取物ꎮ 而 ４ 种提取物对椰

子坚蚜的触杀毒力差异不显著ꎬ环己烷提取物、正丁醇提取物、丙酮提取物和石油醚提取物对椰子坚蚜的 ＬＣ５０分别为１５.２８、
１２.２８、１１.４０ 和 １６.６２ ｍｇｍＬ－１ꎮ 【结论与意义】薇甘菊提取物在椰子坚蚜防控中具有一定的应用潜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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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虱蚜ꎬ为扁蚜科 Ｈｏｒｍａｐｈｉｄｉｄａｅ 雕胸扁蚜属 Ｃｅｒａ￣
ｔａｐｈｉｓꎬ主要分布于我国海南省和台湾省ꎮ 该虫可

危害椰子的叶片、花絮和果蒂组织ꎬ严重时会导致

椰子的花絮组织和果蒂脱落ꎻ该虫还可转移危害槟

榔的花絮组织ꎬ对槟榔的产量造成严重影响ꎮ 然

而ꎬ目前我国对该虫的防治研究还未见报道ꎮ
薇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Ｈ. Ｂ. Ｋ.是近 ２０ 年

来入侵我国的有害杂草(黄忠良等ꎬ２０００)ꎮ 已有研

究表明ꎬ薇甘菊提取物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具有一定

的应用潜力(冯惠玲等ꎬ２００４ꎻ 杨耀峰和张金凤ꎬ
２０１２)ꎮ 因此ꎬ本试验拟研究入侵植物薇甘菊提取

物对椰子坚蚜的室内生物活性ꎬ以期为薇甘菊的综

合利用和椰子坚蚜的防治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昆虫:椰子坚蚜ꎬ于田间采集后ꎬ接种于室

内种植的椰子心叶上ꎬ待接种成功且繁殖 ３ 代以

上ꎬ选择其中的健康无翅雌虫个体备用ꎮ
薇甘菊提取物的制备:称取薇甘菊干粉 ３０ ｇꎬ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５ꎬ ２４(３): ２３８－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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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具塞三角瓶中ꎬ分别加入 ３００ ｍＬ 环己烷、丙
酮、石油醚和正丁醇ꎮ 在室温条件下超声波提取

１０ ｍｉｎꎬ减压抽滤后得提取液ꎮ 将滤渣反复提取 ３
次ꎬ合并所得提取液ꎬ置于旋转蒸发仪(Ｒ￣２１０)上减

压浓缩得到不同溶剂的薇甘菊提取物ꎮ 将各提取

物转入棕色瓶中ꎬ称重并计算提取率ꎬ置于 ４ ℃冰

箱内保存备用ꎮ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胃毒活性测定　 室内采用药剂涂抹法进行

测定ꎮ 根据预备试验结果ꎬ将各供试提取物用丙酮

稀释配制成所需的 ５ 个浓度ꎬ每个浓度重复 ３ 次ꎬ
以丙酮作为对照ꎮ 将带有大约 ３０ 头大小一致的椰

子坚蚜的叶片从椰树上剪下ꎬ在椰子坚蚜刺吸的叶

片背部用软毛刷均匀涂抹药剂ꎬ涂抹药剂量以叶片

湿润且无液珠留下为准ꎮ 将处理后的带虫叶片置

于温度为(２５±１) ℃、相对湿度为 ７０％ ~ ８０％、光照

Ｌ ∶ Ｄ＝ １２ ∶ １２ 的培养箱中ꎬ４８ ｈ 后在解剖镜下检

查试虫死亡率ꎮ 用细毛笔尖轻触试虫腹部ꎬ不动者

视为死亡ꎮ 死亡率和校正死亡率根据 Ａｂｂｏｔｔ 氏公

式(Ａｂｂｏｔｔꎬ１９２５)计算ꎮ
１.２.２　 触杀活性测定　 室内采用点滴法进行测定ꎮ
根据预备试验结果ꎬ将各供试提取物用丙酮稀释配

制成所需的 ５ 个浓度ꎬ每个浓度重复 ３ 次ꎬ以丙酮

作为对照ꎮ 将带有大约 ３０ 头大小一致的椰子坚蚜

的叶片从椰树上剪下ꎬ用 ０.１ μＬ 移液器将药液点滴

于虫体上ꎬ尽量保证液滴不滴于叶片上ꎬ否则需用

吸水纸吸去残留至叶片上的药液ꎮ 之后将处理后

的带虫叶片放入指形管中ꎬ用脱脂棉封口ꎬ并置于

温度为(２５±１) ℃、相对湿度为 ７０％ ~ ８０％、光照

Ｌ ∶ Ｄ＝ １２ ∶ １２ 的培养箱中ꎬ４８ ｈ 后在解剖镜下检

查试虫死亡率ꎮ 死亡判断标准和死亡率计算方法

同 １.２.１ꎮ
１.２.３　 数据分析方法　 参考黄剑和吴文君(２００４)
的方法ꎬ采用 Ｅｘｃｅｌ 统计软件分析毒力回归方程、
ＬＣ５０及其 ９５％置信区间ꎬ并以 ９５％置信区间是否重

叠作为判断毒力差异显著性的标准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胃毒活性

研究结果(表 １)表明ꎬ各提取物中ꎬ以正丁醇

提取物和丙酮提取物对椰子坚蚜的毒力水平较高ꎬ
ＬＣ５０分别为 １２.９３ 和 １２.４８ ｍｇｍＬ－１ꎬ显著高于环

己烷提取物和石油醚提取物ꎬ表现为 ＬＣ５０的 ９５％置

信区间无重叠ꎮ 同时ꎬ正丁醇提取物和丙酮提取

物ꎬ以及环己烷提取物和石油醚提取物对椰子坚蚜

的毒力差异均不显著ꎮ

表 １　 薇甘菊提取物对椰子坚蚜的胃毒活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 ｌａｔａｎｉａｅ

提取溶剂
Ｓｏｌｖｅｎｔ

毒力回归方程
ＬＣ￣Ｐ ｌｉｎｅ

ＬＣ５０

(ｍｇｍＬ－１)
ｒ

９５ ％置信限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环己烷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

ｙ＝ ３.８０＋０.８４ｘ ２７.２８ ０.９３９０ １８.６０~３９.９９

正丁醇
Ｎ￣ｂｕｔａｎｏｌ

ｙ＝ ３.８８＋１.０１ｘ １２.９３ ０.９６６２ ９.９１~１６.８６

丙酮
Ａｃｅｔｏｎｅ

ｙ＝ ３.９５＋０.９６ｘ １２.４８ ０.９４０２ ９.４５~１６.４８

石油醚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ｔｈｅｒ

ｙ＝ ３.５７＋１.０４ｘ ２３.８１ ０.９２９０ １７.６３~３２.１５

２.２　 触杀活性

由表 ２ 可知ꎬ各处理的 ＬＣ５０的 ９５％置信区间均

存在相互重叠的现象ꎬ表明薇甘菊的 ４ 种溶剂提取

物对椰子坚蚜的触杀活性差异不显著ꎮ

表 ２　 薇甘菊提取物对椰子坚蚜的触杀活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 ｌａｔａｎｉａｅ

提取溶剂
Ｓｏｌｖｅｎｔ

毒力回归方程
ＬＣ￣Ｐ ｌｉｎｅ

ＬＣ５０

(ｍｇｍＬ－１)
ｒ

９５％置信限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环己烷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

ｙ＝ ３.９４＋０.８９ｘ １５.２８ ０.９３３７ １１.２８~２０.７０

正丁醇
Ｎ￣ｂｕｔａｎｏｌ

ｙ＝ ３.９４＋０.９７ｘ １２.２８ ０.９７２４ ９.３３~１６.１７

丙酮
Ａｃｅｔｏｎｅ

ｙ＝ ３.８９＋１.０５ｘ １１.４０ ０.９６０８ ８.８１~１４.７５

石油醚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ｔｈｅｒ

ｙ＝ ３.８８＋０.９２ｘ １６.６２ ０.９４６９ １２.３１~２２.４４

　 　 综合薇甘菊提取物对椰子坚蚜的胃毒和触杀

活性结果ꎬ不同溶剂提取物对椰子坚蚜的 ２ 种作用

效果之间差异均不显著ꎮ 以环己烷提取物为例ꎬ其
对椰子坚蚜的胃毒 ＬＣ５０为 ２７.２８ ｍｇｍＬ－１ꎬ 触杀

ＬＣ５０为 １５.２８ ｍｇｍＬ－１ꎬ 但 ２ 种作用方式的 ＬＣ５０的

９５％置信区间存在重叠现象ꎬ说明差异不显著ꎮ

３　 讨论
植物在生存繁衍过程中ꎬ自身会产生多种次生

物质ꎬ这些物质不仅能抑制植物群落的生长发育ꎬ
而且能驱避昆虫和影响昆虫行为(谷文祥等ꎬ２００４ꎻ
何衍彪等ꎬ２００４)ꎮ 薇甘菊体内亦存在大量的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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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 (梁斌等ꎬ ２００６ꎻ 张茂新等ꎬ ２００２ꎻ 邵华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Ｗｅ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ꎬ且其中部分物质已被研究

工作者证明具有生物活性ꎮ 如吕朝军等(２０１０)研
究表明ꎬ薇甘菊提取物对椰心叶甲 Ｂｒｏｎｔｉｓｐａ ｌｏｎｇｉｓ￣
ｓｉｍａ (Ｇｅｓｔｒｏ)表现出很强的生物活性ꎬ其乙醇提取

物对椰心叶甲 １ ~ ５ 龄幼虫和成虫的 ＬＣ５０ 分别为

７.０９、７.８８、８.９３、１１.８８、１３.２６ 和 １７.４６ ｍｇｇ－１ꎬ同时

对成虫具有致畸作用ꎬ并能延迟蛹的羽化和卵的孵

化时间ꎮ 钟宝珠等(２０１２ａ、２０１２ｂ)研究发现ꎬ薇甘

菊提取物对二疣犀甲 Ｏｒｙｃｔｅｓ 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 Ｌ.具有很强

的生长发育调节活性ꎮ 薇甘菊提取物处理二疣犀

甲卵后ꎬ孵化率明显降低ꎬ且孵化期延长ꎬ同时初孵

幼虫死亡率高达 ４０.４３％ꎻ用添加薇甘菊提取物的

饲料饲喂二疣犀甲 １ 龄幼虫后ꎬ幼虫体重增长减

缓ꎻ此外ꎬ薇甘菊提取物对其化蛹具有抑制作用ꎬ且
可导致成虫羽化率降低ꎬ羽化时间明显延长ꎬ畸形

成虫数量增大ꎮ 钱军等(２０１３)研究表明ꎬ经 ４ 种提

取方法所获得的薇甘菊生物活性物质对螺旋粉虱

Ａｌｅｕｒｏｄｉｃｕ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ｓ Ｒｕｓｓｅｌｌ 均表现出触杀活性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薇甘菊 ４ 种提取物对椰子坚

蚜均表现出胃毒和触杀活性ꎮ 这拓宽了薇甘菊次

生物质的使用范围ꎮ 同时ꎬ本研究发现ꎬ各提取物

对椰子坚蚜的触杀活性之间差异不显著ꎬ但正丁醇

提取物和丙酮提取物的胃毒活性水平高于环己烷

提取物和石油醚提取物ꎬ这可能是由于不同提取溶

剂获得的次生物质中ꎬ化感物质的含量存在差异所

致ꎮ 然而ꎬ薇甘菊 ４ 种提取物在田间对椰子坚蚜的

防治效果尚不明确ꎬ对其仍需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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