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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福寿螺入侵对我国湿地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危害ꎬ开发绿色生物灭螺剂有利

于保障我国的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ꎬ是筑牢生物安全屏障的重要举措ꎮ 【方法】本研究采用冷

浸超声法ꎬ对植物源药剂京大戟进行提取ꎬ研究其提取物对福寿螺的毒力效应ꎬ并基于动态观察法深入分

析提取物的毒杀作用机制ꎮ 【结果】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具有显著灭螺活性ꎬ药液处理 １２ ｈ 即可造成福寿

螺死亡ꎬ死亡率与药液浓度和处理时间呈正比ꎬ概率单位法回归分析得出福寿螺幼螺和成螺７２ ｈ的半数

致死浓度(ＬＣ５０)分别为 ０.６３９ 和 ０.９２６ ｇＬ－１ꎬ说明幼螺对供试提取物更敏感ꎻ７２ ｈ 半数致死浓度下福寿

螺腹足乙酰胆碱酯酶和一氧化氮合酶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ꎻ经药液处理后福寿螺肝脏中丙二醛含量显著升高(Ｐ<０.０５)ꎬ
而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与空白对照相比明显下降ꎬ说明京大戟提取物对福寿螺的肝功能和抗氧化机制造成明显破坏ꎮ
【结论】京大戟对福寿螺具有显著的灭杀生物活性ꎬ具备开发为生物灭螺剂的潜力ꎮ
关键词: 福寿螺ꎻ 京大戟ꎻ 绿色防控ꎻ 毒力效应ꎻ 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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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生物入侵会威胁本地物种生存ꎬ导致地区

生态平衡受到迫害甚至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物

种灭绝ꎬ还会对人类健康、粮食生产和生态环境安

全造成危害ꎬ是最为严重的世界环境问题之一

(Ｓｃｈｎａｓ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２)ꎮ 福寿螺 Ｐｏｍａｃｅａ ｃａｎａｌｉｃｕｌａ￣
ｔａ (Ｌａｍａｒｃｋ)别名苹果螺、金宝螺ꎬ是栖息于热带和

亚热 带 的 一 种 瓶 螺 科 Ａｍｐｕｌｌａｒｉｉｄａｅ 福 寿 螺 属

Ｐｏｍａｃｅａ 软体生物ꎬ１９８１ 年作为一种水产经济动物

引入我国广东省(陈露露等ꎬ２０２３)ꎬ由于缺乏天敌ꎬ
在当地大量繁殖造成入侵ꎬ并扩散蔓延至我国中、
西部地区ꎮ 目前ꎬ我国长江沿线及以南的省市都遭

受着不同程度的福寿螺侵害(章家恩等ꎬ２０１９)ꎮ 福

寿螺具有适应性强、食量大、繁殖速度快、成熟周期

短等生物学特性ꎬ易于取食鲜嫩的植物茎叶ꎬ严重

危害入侵地水稻、芡实和茭白等农作物生产ꎬ还会

挤压抑制其他本土生物ꎬ造成生物多样性降低ꎬ破
坏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ꎮ 福寿螺还是卷棘

口吸虫 Ｅｃｈｉｎｏｓｔｏｍ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ｕｍ Ｆｒｏｅｈｌｉｃｈ 和广州管圆

线虫 Ａｎｇｉｏｓｔｒｏｎｇｙｌｕｓ ｃａｎｔｏ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ｅｎ 的重要中间

宿主ꎬ严重威胁居民身体健康(段清星等ꎬ２０１６)ꎮ
作为世界性恶性入侵生物ꎬ福寿螺在 ２００３ 和 ２０２２
年分别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和
«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 (谭茵等ꎬ２０２３)ꎮ
现有的福寿螺防治方法存在较多不足之处ꎬ如何绿

色高效地防治福寿螺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ꎮ
生物农药是利用细菌、真菌等活体生物或生物的代

谢产物灭杀有害生物的制剂ꎬ具有长效、低毒、不易

产生抗药性和易生物降解等优点(Ｋｈｕｒｓｈｅｅ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ꎬ已成为福寿螺防控的主流研究方向ꎮ

植物次生代谢产物是植物体在长期进化过程

中为适应生存环境生产出的一类具有生物活性的

小分子有机化合物ꎬ在帮助植物适应生存环境、抵
御天敌危害和保持种间竞争优势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ꎬ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ꎬ是很多昂贵保健

品和植物源农药的主要成分(Ｊａｍｗａ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ꎮ
植物体中具有杀虫活性的次生代谢产物根据化学结

构大致可以分为生物碱类、萜类、精油类和黄酮类

等ꎬ目前利用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研发的鱼藤酮、烟碱

和印楝素等绿色生物农药已对相关有害生物实现了

有效防治(岑小凤和李晶晶ꎬ２０２３)ꎬ但可用于灭杀福

寿螺的绿色生物剂较少ꎬ其中更少涉及对福寿螺体

内生理生化指标等的分析ꎬ而福寿螺的危害日益严

重ꎬ亟待研发出一种绿色生态的灭螺药物ꎮ
京大戟是我国的一味传统中药ꎬ为大戟科 Ｅｕ￣

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大戟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ｕｐｒ.的干燥

根ꎬ在我国华西及华南沿海等地存在广泛分布(刘
淑岚等ꎬ２０１９)ꎮ 其次生代谢产物主要包括萜类、黄
酮类、鞣质及酚酸类等化合物ꎬ具有抗病毒、抗菌和

抗肝癌等功效(姚芳等ꎬ２０１９)ꎮ 有研究发现ꎬ京大

戟具有一定的刺激性毒性和细胞毒性(曹雨诞等ꎬ
２０１４ꎻ 葛秀允等ꎬ２０１５)ꎬ与氯硝柳胺和五氯酚钠等

化学灭螺药具有同样的毒性(魏雪涛等ꎬ２００７ꎻ 徐

颖和戴建荣ꎬ２０１５)ꎮ 因此ꎬ京大戟具有开发成环境

友好的生物灭螺剂的潜力ꎬ但目前京大戟用于灭螺

活性的研究尚未见报道ꎮ
本研究以外来入侵生物福寿螺为研究对象ꎬ开

展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对福寿螺的灭螺活性研究ꎬ并
测定半数致死浓度 ( ｍｅｄｉａｎ ｌｅｔｈ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ＬＣ５０)下福寿螺体内生理生化指标随时间的变化ꎬ
探究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对福寿螺的毒杀机制ꎬ以期

为高效生态防控福寿螺和开发植物源灭螺剂提供

理论依据及科技支撑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亲代福寿螺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采自上海青浦区某

荷花塘ꎬ采集健康、平均螺高约为 ３ ｃｍ 的成螺ꎬ在
人工气候箱中饲养繁殖ꎬ温度(２５±２)℃ꎬ相对湿度

(６０ ± ５)％ꎬ 光周期 Ｌ ∶ Ｄ ＝ １４ ∶ １０ꎬ 光照强度

３０００ ｌｘꎬ饲养期间每天投喂生菜ꎬ培育建立包括不

同龄级的福寿螺子一代种群用于试验ꎮ 中药京大

戟的块根购于安徽毫州物华食品有限公司ꎮ
１.２　 京大戟乙醇提取物的制备

将京大戟块根置于恒温鼓风干燥箱中烘至恒

重ꎬ粉碎机粉碎后过孔径 ０.２５ ｍｍ 网筛得京大戟细

粉ꎮ 用分析天平称取 ９００ ｇ 京大戟细粉ꎬ与无水乙醇

按 １ ∶ １０ (质量 ∶ 体积)配比ꎬ超声辅助冷浸提取

３０ ｍｉｎꎬ然后在室温下静置 ２４ ｈꎬ合并滤液ꎬ重复 ３
次ꎮ 用旋转蒸发仪减压浓缩滤液ꎬ浓缩至无醇味ꎬ自
然晾干后获得乙醇提取物ꎬ于 ４ ℃冰箱中保存备用ꎮ
１.３　 毒力测定

参照王蝉娟等(２０２１)生物浸泡法 ꎬ将京大戟

提取物准确称量ꎬ用超纯水分别配置有效浓度为

０.５７、０.６９、０.８３、１.００、１.２０ 和 １.４４ ｇＬ－１ꎬ体积为

２ Ｌ的提取物溶液ꎬ装入体积为 ２.５ Ｌ 的试验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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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 材质ꎬ上底半径 ×下底半径 ×高 ＝ ２４. ５ ｃｍ ×
２０.０ ｃｍ×７.６ ｃｍ)ꎬ以等量超纯水作为空白对照组ꎮ
参考陈泽柠等(２０１４)对福寿螺龄级的划分ꎬ随机挑

选壳高(１.５±０.２) ｃｍ 的活泼幼螺和(３.５±０.２) ｃｍ
的活泼成螺放入容器中ꎬ为防止福寿螺逃逸ꎬ用含

有气孔的盖子密闭ꎬ每个试验容器放置 １５ 只福寿

螺ꎬ且每个浓度处理设置 ３ 个平行ꎮ 实验室温度为

(２５±２)℃ꎬ定期观察福寿螺活动情况和死亡情况ꎬ
为避免药液受到污染ꎬ试验期间不喂食福寿螺ꎬ并
及时清理福寿螺分泌物和死螺ꎮ
１.４　 福寿螺死亡测定

各时段福寿螺死亡鉴定采用腹水法和针刺法

(靳书瑞等ꎬ２０１９)ꎬ即解剖针轻刺福寿螺角质厣与

螺壳间的肉足部分ꎬ无反应的为死螺ꎻ若福寿螺紧

闭厣甲ꎬ则按压福寿螺角质厣ꎬ通过排出腹水情况

判断福寿螺死活ꎬ鉴定过程中记录死亡个数ꎬ并计

算各组福寿螺的死亡率和校正死亡率ꎮ

死亡率 / ％ ＝死亡螺数
供试螺数

×１００

校正死亡率/ ％＝处理组死亡率－对照组死亡率
１－对照组死亡率

×１００

１.５　 福寿螺生理生化指标动态测定

福寿螺乙酰胆碱 酯 酶 ( 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ｓｔｅｒａｓｅꎬ
ＡＣｈＥ)、一氧化氮合酶(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 ｓｙｔｈａｓｅꎬ ＮＯＳ)和
丙二醛(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ꎬ ＭＤＡ)的测试盒购于南京

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ꎬ谷丙转氨酶(ｇｌｕｔａｍｉｃ￣ｐｙｒｕｖｉｃ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ꎬ ＡＬＴ / ＧＰＴ)、谷草转氨酶(ｇｌｕｔａｍｉｃ￣ｏｘ￣
ａｌａｃｅ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ꎬ ＡＳＴ / ＧＯＴ)的测试盒购于北

京迈瑞达科技有限公司ꎬ试验用水为超纯水ꎬ所用

试剂均为分析纯ꎮ
采用毒力测定试验相同的试验条件和方法ꎬ开

展药液胁迫下福寿螺成螺生理生化指标动态变化

观察试验ꎮ 通过预试验结果ꎬ随机选取 ４０ 只福寿

螺置于浓度为 ７２ ｈ 半数致死浓度的提取物溶液中ꎬ
对照组在等量的超纯水中进行ꎬ每组试验设置 ３ 个

平行ꎮ 药液处理 ６、１２、２４、４８、７２、９６ ｈ 后在试验组

和对照组中随机选取 ５ 只活福寿螺ꎬ用超纯水冲洗

螺体ꎬ解剖分解福寿螺的肝脏和腹足组织ꎬ用 ４ ℃
生理盐水(质量分数 ０.９％)冲洗 ３ 次后用滤纸吸干

组织表面的水分ꎬ并放置于－８０ ℃冰箱存储备用ꎮ
分别称取 １ ｇ 福寿螺肝脏和腹足组织ꎬ冰水浴条件

下置于研钵中ꎬ按组织重量 (ｇ) ∶ 体积(ｍＬ)＝ １ ∶ ９

的比例加入匀浆介质(０.９％生理盐水)ꎬ手动研磨

得到 １０％组织匀浆后ꎬ将 ２ 种组织匀浆离心分离

(４ ℃ꎬ３５００ ｒｍｉｎ－１ꎬ１５ ｍｉｎ) ꎬ取上清液置于 ４ ℃
冰箱ꎬ作为福寿螺生理生化指标 ＡＣｈＥ、ＮＯＳ、ＭＤＡ、
ＡＬＴ / ＧＰＴ、ＡＳＴ / ＧＯＴ 的测定酶源ꎮ

ＡＣｈＥ、ＮＯＳ、ＭＤＡ、ＡＬＴ / ＧＰＴ 和 ＡＳＴ / ＧＯＴ 活性测

定参照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ꎮ 每个处理重复 ４ 次ꎮ
１.６　 数据分析

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软件中对试验数据进

行预处理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７.０ 和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软件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ꎬ并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绘图ꎮ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比较不同

浓度京大戟乙醇提取物不同时间对福寿螺的毒杀

活性的差异性ꎻ相同处理时间ꎬ试验组与对照组生理

生化指标之间差异性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说
明数据间存在显著差异ꎬ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对福寿螺的毒力

如图 １ 所示ꎬ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对福寿螺幼螺

和成螺均存在显著的灭杀生物活性ꎬ１.４４ ｇＬ－１药液

浓度处理下ꎬ幼螺和成螺在 １２ ｈ 便开始出现死亡现

象ꎬ校正死亡率分别为 １１.１１％和 ２.２２％ꎻ１２０ ｈ 后ꎬ幼
螺和成螺的校正死亡率均达到 １００％ꎮ 相同药液浓

度处理下ꎬ福寿螺幼螺和成螺的校正死亡率都随着

处理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升高ꎬ与福寿螺成螺相比ꎬ京
大戟乙醇提取物对幼螺表现出更高的灭杀生物活

性ꎻ相同处理时间下ꎬ福寿螺幼螺和成螺的校正死亡

率与药液浓度呈正比ꎬ在试验浓度范围内ꎬ药液浓度

越高ꎬ幼螺和成螺的校正死亡率越大ꎬ差异也不断增

大ꎮ 总体而言ꎬ京大戟乙醇提取物表现出显著的灭

螺生物活性ꎬ并具有长效性的特点ꎬ经京大戟乙醇提

取物处理后ꎬ福寿螺幼螺和成螺的校正死亡率随处

理时间延长均呈现上升趋势ꎬ并且与浓度呈正相关ꎬ
但与福寿螺龄级呈负相关ꎬ相对于成螺ꎬ幼螺对京大

戟乙醇提取物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ꎮ
如表 １ 所示ꎬ处理 ２４、４８ 和 ７２ ｈ 后福寿螺幼螺

和成螺的 ＬＣ５０分别为 １.３９７、０.８４５、０.６３９ ｇＬ－１ 和

１.５５６、１.２０１、０.９２６ ｇＬ－１ꎬ相同处理时间下ꎬ福寿螺

幼螺的 ＬＣ５０均低于成螺ꎻ并且随着处理时间延长ꎬ幼
螺和成螺的 ＬＣ５０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ꎬ其中福寿螺

幼螺的 ＬＣ５０值下降幅度最大ꎬ降低了 ０.７５８ ｇＬ－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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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处理下幼螺(Ａ)和成螺(Ｂ)死亡情况
Ｆｉｇ.１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Ａ)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Ｂ) ｓｎａｉｌ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Ｅ.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处理浓度不同处理时间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ꎻ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浓度同一处理时间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０.０５)ꎻ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Ｐ<０.０５) .

表 １　 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对不同龄级福寿螺的毒力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Ｅ.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ｇｅ ｓｎａｉｌ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处理时间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ｉｍｅ / ｈ

毒力方程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Ｐｅａｒｓｏｎ 卡方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半致死浓度
ＬＣ５０ / (ｇＬ－１)

幼螺 ２４ Ｙ＝ ６.５８５Ｘ－０.９５５ １.４８０ ０.９７２ １.３９７ (１.２８６~１.５８４)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ｓｎａｉｌ ４８ Ｙ＝ ４.６２４Ｘ＋０.３３７ ０.８５０ ０.９８０ ０.８４５ (０.７７４~０.９１６)

７２ Ｙ＝ ６.４３６Ｘ＋１.２５４ ０.９５７ ０.８９０ ０.６３９ (０.５７６~０.６８８)
成螺 ２４ Ｙ＝ ６.３３９Ｘ－１.２１７ １.４５５ ０.９７７ １.５５６ (１.４００~１.８８１)
Ａｄｕｌｔ ｓｎａｉｌ ４８ Ｙ＝ ６.６２０Ｘ－０.５２８ ０.７２４ ０.９８７ １.２０１ (１.１２４~１.３０７)

７２ Ｙ＝ ４.４２９Ｘ＋０.１４８ ０.５２３ ０.９７９ ０.９２６ (０.８５０~１.０１０)

２.２　 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对福寿螺神经系统靶标酶

活性的影响

经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处理后ꎬ福寿螺腹足神经

系统靶标酶 ＡＣｈＥ 和 ＮＯＳ 活性变化见图 ２ꎮ 如图

２Ａ 所示ꎬ药液处理组福寿螺腹足 ＡＣｈＥ 活性表现出

前期(０ ~ １２ ｈ)先升高ꎬ中期(１２ ~ ７２ ｈ)逐渐下降ꎬ
后期(７２~９６ ｈ)趋于稳定的趋势ꎬ其中 １２ ｈ 福寿螺

腹足 ＡＣｈＥ 活性为 ２.４０ Ｕｍｇ－１ꎬ显著高于空白对

照组(Ｐ<０.０００１)ꎬ是空白对照组的 １.６７ 倍ꎻ９６ ｈ

后ꎬＡＣｈＥ 活性不再下降ꎬ为 １.５５ Ｕｍｇ－１ꎬ与空白

对照组水平相当(Ｐ>０.０５)ꎮ
福寿螺腹足 ＮＯＳ 活性随处理时间的动态变化

如图 ２Ｂ 所示ꎬ前期(０ ~ １２ ｈ)ＮＯＳ 活性逐渐升高ꎬ
１２ ｈ 后ꎬＮＯＳ 活性为 ３.５２ Ｕｍｇ－１ꎬ显著高于空白

对照组(Ｐ<０.０００１)ꎬ增加了 ９１.３％ꎬ之后急剧下降ꎬ
９６ ｈ 后ꎬ ＮＯＳ 活 性 已 明 显 低 于 空 白 对 照 组

(Ｐ<０.００１)ꎬ降低了 ２９.８％ꎮ

图 ２　 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对福寿螺 ＡＣｈＥ (Ａ)、ＮＯＳ (Ｂ)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Ｅ.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ＣｈＥ (Ａ) ａｎｄ ＮＯＳ (Ｂ) ｉｎ Ｐ. ｃａｎａｌｉｃｕｌａｔａ

∗∗∗∗:Ｐ<０.０００１ꎻ∗∗∗:Ｐ<０.００１ꎻ∗∗:Ｐ<０.０１ꎻ∗:Ｐ<０.０５ꎻｎｓ:差异不显著ꎮ
∗∗∗∗: Ｐ<０.０００１ꎻ ∗∗∗: Ｐ<０.００１ꎻ ∗∗: Ｐ<０.０１ꎻ ∗: Ｐ<０.０５ꎻ ｎ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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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对福寿螺抗氧化系统的影响

福寿螺经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处理后ꎬ肝脏中

ＭＤＡ 含量随时间总体表现为先升高ꎬ后下降并趋

于稳定的趋势(图 ３)ꎮ ６ ｈ 时ꎬ药液处理组福寿螺

肝脏中 ＭＤＡ 含量相对于空白对照组上升显著

(Ｐ<０.０００１)ꎬ是空白对照组的 ２.８９ 倍ꎬ此时药液处

理组ＭＤＡ 含量为 ０.３５ ｎｍｏｌｍＬ－１ꎻ１２ ｈ 后ꎬ药液处

理 组 ＭＤＡ 含 量 相 对 降 低 了 ２５.７％ꎬ 为

０.２６ ｎｍｏｌｍＬ－１ꎬ之后 ＭＤＡ 含量基本维持不变ꎬ但
仍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ꎮ
２.４　 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对福寿螺肝脏解毒酶活性

的影响

由图 ４Ａ 可知ꎬ经药液处理后ꎬ福寿螺肝脏

ＡＬＴ / ＧＰＴ 活性大致呈前期(０~６ ｈ)先上升ꎬ中期(６
~４８ ｈ)逐渐下降ꎬ后期(４８ ~ ９６ ｈ)趋于稳定的趋

势ꎮ 其 中ꎬ ６ ｈ 药 液 处 理 组 ＡＬＴ / ＧＰＴ 活 性 为

２.１４ Ｕｍｇ－１ꎬ与 空 白 对 照 组 相 比 上 升 显 著

(Ｐ<０.００１)ꎬ上升了 １７. ５％ꎻ２４ ｈ 后ꎬ药液处理组

ＡＬＴ / ＧＰＴ 活性开始低于对照组ꎬ比对照组下降了６.５％

(Ｐ>０.０５)ꎻ４８ ｈ 后ꎬＡＬＴ / ＧＰＴ 活性为 １.１３ Ｕｍｇ－１ꎬ
与对照组相比下降 ３４. ３％ (Ｐ < ０.０１)ꎬ之后 ＡＬＴ /
ＧＰＴ 活性趋于稳定ꎮ 由如图 ４Ｂ 可知ꎬ药液处理组

福寿螺肝脏 ＡＳＴ / ＧＯＴ 活性被抑制ꎬ在 ０~１２ ｈ 快速

下降ꎬ并保持较低水平ꎬ其中 １２ ｈ 时ꎬ药液处理组

ＡＳＴ / ＧＯＴ 活性为 ７.３１ Ｕｍｇ－１ꎬ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下降显著(Ｐ<０.０００１)ꎬ活性下降了 ５１.１％ꎮ

图 ３　 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对福寿螺ＭＤＡ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Ｅ.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ｎ ＭＤ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Ｐ. ｃａｎａｌｉｃｕｌａｔａ
∗∗∗∗: Ｐ<０.０００１ꎻ ∗∗: Ｐ<０.０１.

图 ４　 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对福寿螺 ＡＬＴ / ＧＰＴ (Ａ)、ＡＳＴ / ＧＯＴ (Ｂ)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Ｅ.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Ｔ / ＧＰＴ (Ａ) ａｎｄ ＡＳＴ / ＧＯＴ (Ｂ) ｉｎ ｌｉｖｅｒ ｏｆ Ｐ. ｃａｎａｌｉｃｕｌａｔａ

∗∗∗∗:Ｐ<０.０００１ꎻ∗∗∗:Ｐ<０.００１ꎻ∗∗:Ｐ<０.０１ꎻｎｓ:差异不显著ꎮ
∗∗∗∗: Ｐ<０.０００１ꎻ ∗∗∗: Ｐ<０.００１ꎻ ∗∗: Ｐ<０.０１ꎻ ｎ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３　 讨论和结论
福寿螺作为世界性典型外来入侵水生生物ꎬ具

有极强的耐受性ꎬ在极端温度 (Ｍａｔｓｕｋｕ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盐度(Ｑ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干旱(Ｙｏｓｈｉｄ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污染水体(Ｋｒｕａｔｒａｃｈｕ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等环境

中仍能生存ꎬ主要是由于福寿螺独特的生物体结

构ꎬ其体内既有鳃又有肺ꎬ具有两栖呼吸能力ꎬ此
外ꎬ还有着坚硬的螺壳和角质厣ꎬ当周围环境恶化

的情况下ꎬ会通过爬离和紧闭螺厣等物理方式与环

境污染物进行隔绝ꎬ同时螺体还会分泌酸性的蛋白

粘液将自身包裹(尹绍武等ꎬ２０００)ꎮ 本研究中ꎬ京

大戟乙醇提取物药液处理后ꎬ福寿螺幼螺和成螺的

活动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弱ꎮ 研究表明ꎬ供试提

取物对福寿螺具有显著的灭杀生物活性ꎬ短时间内

即可对螺体造成致命性伤害ꎬ随着处理时间延长和

药液浓度增加ꎬ福寿螺死亡率也在不断升高ꎬ这可

能是因为超过福寿螺的耐受阈值之后ꎬ福寿螺机体

所受伤害成倍扩大ꎬ死亡风险也增加ꎬ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在研究葛根提取物对福寿螺的生物灭杀活

性中发现了同样的规律ꎮ 相同时间下ꎬ福寿螺成螺

的 ＬＣ５０高于幼螺ꎬ说明成螺具有更强的抵抗药液的

能力ꎬ在贤振华等(２０１２)开展的茶皂素对不同发育

阶段福寿螺生长的影响研究中同样发现这种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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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酰胆碱酯酶(ＡＣｈＥ)是目前农药研发中最重

要的靶标酶之一ꎬ当 ＡＣｈＥ 活性被抑制ꎬ乙酰胆碱

无法被水解ꎬ产生集聚现象ꎬ导致胆碱能神经处于

过度兴奋状态ꎬ机体出现类似有机磷中毒的症状ꎬ
严重时因呼吸麻痹而死(邹湘辉等ꎬ２０１６)ꎮ 本研究

发现ꎬ７２ ｈ 半数致死浓度处理下ꎬＡＣｈＥ 活性在前期

升高后恢复至正常水平ꎬ说明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并

不以乙酰胆碱酯酶为靶标ꎬ其短期内升高可能是因

为福寿螺的腹足接触药液而出现炎症ꎬ从而激活了

胆碱能抗炎通路(秦雨涵等ꎬ２０２２)ꎬ机体通过提高

ＡＣｈＥ 活性ꎬ减少其他促炎因子释放ꎬ达到抑制炎症

的目的ꎮ 这与外源药物处理后动物组织中的 ＡＣｈＥ
活性变化相似(Ｄａ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ꎮ

一氧化氮合酶(ＮＯＳ)是新型神经递质中的一

种ꎬ在信号传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王晓安等ꎬ
２００３)ꎮ 当 ＮＯＳ 活性受到抑制ꎬ机体神经信号传

递、肌肉运动和神经主导的腺体分泌等功能会随之

受到抑制ꎬ严重时会造成机体死亡ꎻ外源药物诱导

ＮＯＳ 活性上升ꎬ同时诱导 ＮＯＳ 酶催化 Ｌ￣精氨酸产

生大量 ＮＯꎬ对肠道黏膜产生杀伤性毒性(彭志锋

等ꎬ２０２２)ꎮ 本研究发现ꎬＮＯＳ 活性在试验前期升

高ꎬ１２ ｈ 后急剧下降ꎬ７２ ｈ 后更是低于正常水平ꎬ说
明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对 ＮＯＳ 具有一定的靶向作

用ꎬ前期 ＮＯＳ 活性升高ꎬ可能是由于螺体为抵抗药

液作用而做出的应急反应ꎬ７２ ｈ 后ꎬＮＯＳ 活性的变

化与李洪军等(２００６)试验中钉螺经氯硝硫胺处理

后体内 ＮＯＳ 活性变化基本一致ꎮ
丙二醛(ＭＤＡ)是外源性药物或有毒物质在体

内通过代谢过程产生自由基并引起脂质发生过氧

化作用后的主要代谢产物ꎬ是反应机体组织氧化损

伤程度的常用指标之一(刘时中等ꎬ１９８５)ꎮ 在本试

验中ꎬ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处理下福寿螺肝脏中

ＭＤＡ 含量上升显著(Ｐ<０.０５)ꎬ说明药液成分会破

坏福寿螺体内抗氧化机制ꎬ造成体内大量活性氧自

由基无法被及时清理ꎬ引起脂质发生过氧化作用ꎬ
从而产生大量的 ＭＤＡꎬ是肝组织氧化损伤严重的

重要标志ꎬ这与毛蚴入侵后钉螺体内 ＭＤＡ 含量变

化相似(易佳等ꎬ２０２１)ꎮ
ＡＬＴ / ＧＰＴ 和 ＡＳＴ / ＧＯＴ 是肝脏中 ２ 种最常见的

转氨酶ꎬ它们参与肝脏的解毒过程ꎬ也是连接生物

体内糖类代谢和蛋白质代谢的桥梁ꎬ其活性的变化

可看作是肝脏活动功能的直接体现 (熊涛等ꎬ

２０１８)ꎮ 本研究中ꎬ经京大戟乙醇提取物处理后ꎬ福
寿螺肝脏中 ＡＬＴ / ＧＰＴ 活性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

趋势ꎬ而 ＡＳＴ / ＧＯＴ 活性则对京大戟乙醇提取物更

为敏感ꎬ一直处于较低水平ꎬ这说明低浓度和短时

间处理下ꎬ可能福寿螺机体的自身免疫机制做出相

应的应激反应ꎬ通过调控转氨酶活性升高进行解

毒ꎬ后期降低可能是由于福寿螺肝细胞死亡ꎬ转氨

酶脱离肝脏内循环系统进入外周循环系统ꎬ药液处

理组转氨酶活性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可能是福寿

螺肝脏功能衰竭的象征ꎬ或许是福寿螺死亡的主要

原因ꎮ 柯文山等(２０００)灭杀钉螺的研究中发现ꎬ低
浓度羊蹄水浸液处理后钉螺肝脏转氨酶活性呈现

上升趋势ꎬ但当浓度高于 ２.５％时ꎬ转氨酶活性开始

下降ꎬ转氨酶活性变化趋势与本研究结果相似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结果表明ꎬ京大戟提取物会

对福寿螺体内抗氧化机制和肝脏组织功能造成明

显破坏并干扰福寿螺机体神经系统功能ꎻ京大戟对

福寿螺幼螺和成螺均具有显著的灭杀生物活性ꎬ极
具开发为生物灭螺剂的潜力ꎮ 研究成果为京大戟

的开发利用和生物防治福寿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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