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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刺梅提取物对大葱紫斑病原孢子和 

菌丝的影响 
梁魁景，祝铁钢 

(河北省衡水学院生命科学学院，053000) 

摘要：在25℃培养箱条件下，通过测定大葱紫 

斑病原菌的孢子萌发率和病原菌丝生长抑制率，研 

究了虎刺梅提取物对大葱紫斑病原菌的抑菌活性。 

试验结果显示，虎刺梅提取物浓度为100 mg／mL、 

50m 时，大葱紫斑病原孢子萌发率低于50％，菌 

丝生长抑制率大于60％。表明虎刺梅提取物对大葱 

紫斑病原菌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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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葱紫斑病又称黑斑病，是由葱格孢菌引起的 

真菌性病害，主要为害大葱的叶和花梗。近年来，随 

着大葱生产的发展，大葱紫斑病的发生与为害逐年 

增加，在河北省及其他省份均有不同程度发生，严 

重时影响大葱生长和产量，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因此，有效防治大葱紫斑病对提高产量和效益十分 

重要。 

植物是生物活性化合物的巨大天然宝库，其产 

生的次生代谢产物超过40多万种，近年来，开发植 

物次生代谢产物用于杀虫、抑菌具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虎刺梅是大戟科大戟属藤本多刺落叶植物。全 

世界大戟属植物有2 000余种，中国产200余种，其 

中光棍树、一品红、变叶木、霸王鞭，药用植物中 

的大戟、泽漆、甘遂、狼毒、续随子等都与虎刺梅 

同属lll。大戟属植物的共同特点是，树体汁液含有特 

殊结构的二萜类化合物。笔者利用超声波辅助提取 

法提取虎刺梅植物提取物，并对提取物进行了大葱 

紫斑病原菌抑菌活性试验，以期寻找新的具有抗菌、 

抑菌活性的植物源农药。 

基金项目：衡水市科学技术研究指导计划项目 (1~06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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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供试植物为虎刺梅，购于衡水花卉市场。 

供试大葱紫斑病原菌采自衡水卢家村大葱菜 

地。 

1．2 方法 

1．2．1 虎刺梅植物提取物的制备 

虎刺梅烘干粉碎一提取 (虎刺梅 ：70％乙醇： 

1：5，， 厂)一超声波 (25 mm)一离心 (3 500 r／min， 

20 min)取上清液一40℃旋转蒸发一用70％乙醇 

定容到50 mL(含虎刺梅干粉末50 g)一编号一 

4℃冰箱保存备用[2_ 。 

1．2．2试验设计 

试验设5个处理：在无菌条件下，将待测提 

取液原液用70％乙醇稀释成所需浓度100 mg／mL、 

50 mg／mL、10 mg／mL，分别取不同浓度提取液的 

稀释液 1 mL加入100 mL的PDA培养基中，摇匀 

后趁热倒人直径90mm的培养皿内，即处理 l、处 

理2、处理3。取70％乙醇1 mL加入100mL的PDA 

培养基中，制平板，即处理4。处理5为空白对照， 

不加入任何抑菌物质的PDA培养基。 

1．2-3 提取物对孢子萌发率的影响 

大葱紫斑病原菌经培养后在菌落表面产生分生 

孢子，用毛笔将分生孢子刷于盛有灭菌水的烧杯 

中，将其配成在10×10倍显微镜下每视野约30- 

35个分生孢子的悬浮液。用接种环取孢子悬浮液均 

匀地涂在不同处理PDA培养基载玻片上，保湿，置 

于25℃光照培养箱培养，6h后，用1 g／L的HgC12 

固定，检查孢子萌发情况，每个处理观察l0个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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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300个孢子。孢子萌发以芽管长度超过孢子直径 

长度 (指直径小的一边)的1，2为标准。孢子萌发率 

计算公式如下。 

孢子萌发率 (％)= ×100 

1．2．4 PDA平板法测定提取物的抑菌活性 

预先培养大葱紫斑病原菌，待平板凝固后接人 

生长一致的菌饼 (d-6 mm)，菌丝面向下，每皿接 

种1个菌饼，每个处理重复3次，25℃光照培养箱 

培养6 d后观察结果。用十字交叉法测量供试真菌 

菌落生长直径，用下述公式计算抑菌率。 

对照菌落直径一处理菌落直径 
菌丝生长抑制率(％)=— — ×100 

对照菌落直径 

2 结果与分析 

2．1 提取物对病原孢子萌发率的影响 

从表1可知，不同浓度虎刺梅提取物对大葱紫斑 

病原孢子萌发率有抑制作用。100mg／mL、50mg／mL 

浓度下，病原孢子萌发率均低于50％；而浓度为 

10 mg／mL时，孢子萌发率接近60％，说明该提取物 

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且不同浓度之间差异比较明 

显，从而明确了提取物的最佳抑菌浓度为100 mg／mL。 

表1 不同处理的病原孢子萌发率 

2．2 提取物对病原菌丝生长的影响 

由表2可知，在供试条件下，不同浓度虎刺梅 

提取物对大葱紫斑病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 

100 mg／mL、50 mg／mL的浓度下，排除乙醇的干 

扰 (相加或相减作用)影响，抑制率大于70％。而 

10 mg／mL虎刺梅提取物的抑制作用不明显，说明虎 

刺梅提取物在100 mg／mL、50 mg／mL较高浓度下具 

有较高的活性。 

表2 不同处理的病原菌丝生长抑制率 

3 结论与讨论 

利用超声波辅助提取法提取虎刺梅植物提取 

物，并对提取物进行了农用抑菌活性试验。结果表 

明，不同浓度的虎刺梅提取物对大葱紫斑病菌均 

有一定抑制活性，在100 mg／mL、50 mg／mL浓度下， 

大葱紫斑病原孢子的萌发率低于50％，菌丝生长抑 

制率大于70％。说明该提取物具有很好的抑菌作用， 

且不同浓度之间的抑制作用差异比较明显，从而明 

确了提取物的最佳抑菌浓度为100 mg／mL。 

从植物提取物中寻找有生物活性的物质，是 

开发、研制新型农药的有效途径之一『4]。植物提取 

物中含有大量的化学物质，如萜烯类、生物碱、类 

黄酮、甾体、酚类、独特的氨基酸和多糖等，均 

具有杀虫和抗菌活性。以植物为原料进行植物源 

农药的研制与开发已成为世界各国农药研发的热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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