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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粗提物对朱砂叶螨生物活性的初步研究 

周宇杰，丁 伟 ，王春升 
(西南大学 重庆市昆虫学及害虫控制工程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716) 

摘要：用青蒿Artemisia annua L．的石油醚、苯、乙醚、丙酮和水的平行提取物和顺序提取物对朱砂叶螨进行了系统的触 

杀活性研究。结果表明青蒿石油醚、苯、乙醚、丙酮和水提取物有一定的杀螨活性，其中10 g／L丙酮顺序粗提物活性 

最强，对朱砂叶螨48，72 h的校正死亡率分别为90．64％和100％，对该螨的致死中浓度为0．206 6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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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RICIDAL ACTIVITIES OF CRUDE EXTRACT 0F A 旭  AⅣI7V L． 

AGAINST TETRANYCHUS CINNABARINUS(ACARI：TETRANYCHIDAE) 

ZHOU Yu—jie。DING Wei WANG
．

Chun—sheng 

(Key Laboratory of Entomology and Pest Control Engineering of Chongqwing；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 1 6。China) 

Abstract：Extracts of an annual medicinal plant。Artemisia annua L．(Asteraceae)。were bioassayed to determine their acaricidal activi— 

ties against Tetranychus cinnabarinus(Boisduva1)in laboratory．The acetone extract of the plant showed the most potent acaricidal activity 

against cinnabarinus(LC5o=0．206 6 s／L)．The corrected mortality of acetone extract from A．annua at 10 g／L against cinnabari一 

， was 90．64％ and 100％ -respectively，after 48 and 72 h the contact treatment． 

Key wdrds：Artemisia annua L．；Tetranychus cinnabarinus(Boisduva1)；acaricidal activity 

朱砂叶螨 Tetranychus cinnabarinus(Boisduva1)是 
一 类危害严重的植食性害螨，在我国分布广泛，因其 

具有繁殖力强、世代周期短、近亲交配率高等特点，比 

其他害虫容易产生抗药性 j̈。长期以来，对螨类的 

控制主要还是依赖化学农药，但过度频繁的使用无可 

避免的加剧了螨类抗药性的产生，杀伤了大量天敌昆 

虫，从而导致“3 R”问题的产生。因此，综合治理螨 

类的关键是选用对环境友好的能在自然中降解的选 

择性杀螨剂，而植物源农药对天敌昆虫伤害较小，能 

有效的发挥天敌的作用，减少杀螨剂的使用和降低环 

境污染 。 

传统抗疟中药青蒿别名黄花蒿、臭蒿，菊科蒿属 

1 a生草本植物，广泛分布于我国各地，常生于山坡、 

林缘、荒山。研究报道证明青蒿有多种生物活性，如 

能有效控制烟草花叶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 、西 

瓜花叶病毒2号Watermelon mosaic 2 potyvirus+WMV- 
2_4 J

、小麦赤霉菌Fusarium graminearum ，青蒿次生 

代谢物对小麦全蚀病菌 Gaeumannomyces graminis 

var．tritici、禾谷丝核菌 Rhizoctonia cerealis等真菌也 

具有抗菌作用l6 ]，青蒿提取物对番茄灰霉病菌Bat— 

rytis cinerea、烟草黑胫病菌 Phytophthora parasitica 

var．nicotianae等病菌也能有效抑制其菌丝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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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除具有抗菌活性外，还具有杀虫和抑制杂草生长 

活性，不同的青蒿提取物对赤拟谷盗 Tribolium casta— 

M“m、南部灰翅夜蛾Spodoptera eridania、玉米象 Sito— 

philuszeamais、四纹豆象 CaUosobruchus maculatus、红蝽 

Dysde koenigii、瓢虫Epilachna paenulata等具有杀 

虫、滞育或拒食活性 ]。Bagchi[13]和Chen 等研 

究发现青蒿提取物及其衍生物对单子叶及双子叶杂 

草具有一定的抑制生长作用。 

虽然涉及青蒿提取物生物活性的研究很多，但关 

于我国重要的植食性害虫朱砂叶螨 Tetranychus cinn— 

abarinus的活性研究还未见报道。因此为了明确青 

蒿的杀螨活性，本研究选用5种不同极性的溶剂，进 

行平行和顺序提取，并进行室内生物测定，为从青蒿 

中研制开发新型植物源杀螨剂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1．1．1 供试植物 青蒿A．annua L采自西南大学 

校园周围，采集时问为2004年7月上旬。 

1．1．2 供试螨类 朱砂叶螨 T．cinnabarinus，最初 

采自重庆市北碚区田间的豇豆苗上，在人工气候室内 

于26±1 oC、60％ ～80％ RH、光 照条件 L： D= 

14 h：10 h下用盆栽豇豆苗饲养6 a约100多代所 

获得的品系。 

1．1．3 提取溶剂 石油醚(60～90clc沸程)、苯 、无 

水乙醚、丙酮(均为分析纯，重庆川东化工有限公司 

生产)和蒸馏水。 

1．2 方 法 

1．2．1 活性成分提取 将采摘下来的植物叶片洗 

净，置于60％烘箱烘干，小型粉碎机粉碎，过 80目 

筛。称取一定量的青蒿叶粉碎物，先用石油醚冷浸 

苯冷浸48 h，抽滤后减压浓缩获得苯粗提物，之后依 

次用无水乙醚、丙酮和水冷浸提取48 h，获得顺序提 

取物。称取5份等量青蒿叶粉碎物，分别加入一定量 

的石油醚、苯、无水乙醚、丙酮和水，抽滤后减压浓缩 

获得各平行粗提物。取适量的顺序和平行提取物，用 

水稀释配成相应浓度，置于冰箱中备用。 

1．2．2 室内杀螨试验 采用 FAO推荐的测定螨类 

抗药性的方法——玻片浸渍法。将供试雌成螨挑于 

玻片双面胶带上，背部向下，在温度26±1 oC、60％～ 

80％RH的环境下放置4 h。在解剖镜下剔除死亡或 

受伤个体，记录活螨数。将带有螨的玻片在预先备好 

的药液中浸5 s后取出，用滤纸迅速吸干供试螨周围 

多余的药液。在同等饲养条件下培养，每24 h检查1 

次。用毛笔轻触螨体，以螨足不动者为死亡。试验数 

据方差分析、Duncan氏检验及线性回归均由SPSS 

12．0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青蒿不同溶剂平行提取物对朱砂叶螨的触杀活 

性 

从表 l中可以看出，青蒿不同平行提取物在24， 

48，72 h对朱砂叶螨的致死效果不明显，其中石油 

醚、苯和乙醚提取物48 h对朱砂叶螨的校正死亡率 

分别为9．51％，8．26％和7．64％，72 h校正死亡率为 

17．46％，16．66％和19．66％，3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P>0．05)。丙酮和水提取物相对石油醚、苯、乙醚 

提取物对朱砂叶螨有较强的生物活性，48 h对螨的 

校正死亡率分别为 25．25％和 16．17％，72 h为 

44．87％和23．87％，与同组其他溶剂的提取物问存 

在明显差异(P<0．05)。因此可以推断出青蒿杀螨 

的活性成分主要分布于极性较强的提取物中。丙酮是 

48 h，抽滤后减压浓缩获得石油醚粗提物，其残渣用 最能有效地提取出活性成分的溶剂。 

表 1 青蒿不同平行提取物在 10 s／L浓度I粗提物)时对朱砂叶螨的室内毒力比较 

Table 1 Relative toxicity of parallel extracts from leaves of A
． annua against adult cinnabarinus using the contact bioassay at 10 g／L 

注：表中所列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14-行数值后面字母不同表示邓肯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差异显著(P<0．0s)。 

Notei The data in table is Mean±SE，Me彻 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the sal'n~：lin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o m level by Duncan's test
． 

2．2 青蒿不同溶剂顺序提取物对朱砂叶螨的触杀活 表 1中丙酮平行提取物对朱砂叶螨的杀螨活性 

性 不明显，考虑可能是由于植物中能溶于丙酮的成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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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从而使溶解在丙酮中的杀螨活性成分的量减少 

造成，也有可能是能溶于丙酮和其他3种有机溶剂的 

非活性物质对杀螨活性成分有干扰作用，从而导致丙 

酮平行提取物活性下降。因此对青蒿叶进行了顺序 

提取，溶剂极性从弱到强依次提取，利用相似相溶原 

理，将弱极性的植物成分溶于弱极性溶剂中，强极性 

的溶于强极性溶剂，使非活性化合物先溶解在石油 

醚、苯和乙醚中，而活性成分溶解于丙酮中。 

由于石油醚在顺序提取中是最先提取的溶剂，因 

正死亡率相近。通过表 1和表 2比较可以看出，丙酮 

顺序提取物的杀螨活性明显强于丙酮水平提取物，丙 

酮顺序提取物在48 h和72 h对朱砂叶螨的校正死亡 

率分别为9O．64％和100％，与同组其他溶剂提取物 

存在明显差异(P<0．05)。由此说明青蒿杀螨活性 

成分主要集中于丙酮顺序提取物中。从表2中还可 

看出，乙醚顺序提取物对螨的校正死亡率高于其平行 

提取物，48，72 h分别为 15．50％和 32．12％。表3 

中，对丙酮顺序提取物进行毒力回归分析，其Lc∞和 

此石油醚顺序提取物与平行提取物对朱砂叶螨的校 Lc 分别为0．206 6 g／L和20．102 8 g／L。 

表2 青蒿不同顺序提取物在lO s／L浓度(粗提物)时对朱砂叶螨的室内毒力比较 

Table 2 Relative toxicity of ordered extracts from leaves of A．a／2／2／．／4~against adult cinnabarinus using the contact bioassay at 10 g／L 

校正死亡率／％(平均值 ±标准误) 
处理时间／h — —  

石油醚 苯 乙 醚 丙 酮 水 

注：表中所列数据为平均值 4-标准误。同一行数值后面字母不同表示邓肯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差异显著(P<0．05)。 

Note The data in table is Mean±SE，Mean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an}e lin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o∞ level by Duncan~test 

表 3 青蒿丙酮顺序提取物对朱砂叶螨的毒力回归．／48 h 

Table 3 The toxicity regression line of acetone extraction from leaves of A ．annua against cinnabarinuz．／48 h 

3 讨 论 

已研究发现大部分中药植物除具有医学用途外， 

还可作为植物源农药使用，其中有些中药植物中还存 

有某些杀螨活性成分。如瑞香狼毒 Stellera chamae． 

啪 提取物对山楂叶螨 Tetranych~viennenisis有杀 

螨活性_l ；茴芹Pimpinella anisum、JiI芎Cnidium offi— 

cinale、丁香 Eugenia aromatica和牡丹Paeonia suffruti— 

cosa均能有效的控制仓储害螨粉尘螨 Dermatopha- 

goides farinae和屋尘螨 Dermatophagoides pteronyssi- 

n 
¨¨  。。

；姜黄 Curcuma Ionga对朱砂叶螨具有较强 

的杀螨活性 ；Jil芎、八角和薄荷根茎提取物同时也 

对腐食酪螨具有活性 -23]；荜茇P longum L．、苦 

艾Artemisia absinthium等对二斑叶螨Tetranychus urti- 

cae具有致死作用 ～ 等等。虽然目前涉及杀螨活 

性植物的研究内容相当多，但多数还是仅限于粗提物 

的生物测定，对于更深层次的活性成分结构化合物的 

分离、鉴定和衍生化研究的相对较少。 

通过不同溶剂的平行和顺序提取物的生测结果 

表明，青蒿杀螨活性成分主要存在于极性较强的溶剂 

中，以丙酮顺序提取物效果最佳。从表 1、表2可见， 

丙酮平行提取物杀螨活性明显弱于顺序提取物，这存 

在2种可能性：(1)由于溶于平行提取溶剂的非活性 

成分含量较多，而能溶在溶剂中的总量一定，从而活 

性成分含量减少；(2)能溶解于丙酮和其他3种有机 

溶剂的非活性成分对杀螨活性成分存在干扰作用，导 

致丙酮平行提取物活性不强，而在丙酮顺序提取物 

中，由于能溶于石油醚、苯、乙醚的非活性成分已被这 

3种溶剂溶解，而活性成分又不溶于这3种溶剂，因 

此丙酮顺序提取物活性明显强于平行提取物。所以， 

为了能利用最少的溶剂提取出尽可能多的杀螨活性 

成分，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以顺序提取为主。在表 

1和表2中可见，青蒿平行、顺序提取物对朱砂叶螨 

的校正死亡率随着处理时问的延长而逐渐增加，48 h 

后丙酮顺序提取物对朱砂叶螨的校正死亡率才达到 

90．64％，相对于化学杀螨剂来说作用时间过长，这也 

是众多活性植物的共同缺陷，如何缩短作用时间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对青蒿的杀螨活性进行生物测定研究，旨在证明 

青蒿的杀螨活性，为进一步从中分离出杀螨活性成分 

奠定了基础，从而为其综合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当前 

国内外对青蒿的化学成分已经研究的比较清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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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挥发油、倍半萜、黄酮、香豆素4大类。医学中对 

青蒿起作用的化学成分研究比较详细，但农业方面的 

活性成分研究还相当欠缺，不论是在杀虫还是抑菌方 

面都还未见有相关活性化合物报道。因此，下一步目 

标主要是活性追踪、分离纯化和鉴定青蒿杀螨活性化 

合物，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研究，进行仿生合成，达到 

开发高效、低毒、速效、低残留杀螨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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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激素浓度：mg／L。Nore：Hormone：mg／L_ 

2．4 过渡移栽技术 

绞股蓝移栽比较容易成活，一年中春、秋二季都 

可进行，对环境的变化适应能力强 ]。其移栽成活 

率高达95％以上，在移栽后7 d左右即可生新根长新 

叶，30 d左右牵蔓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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