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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瓜果腐霉（Pythium aphanidermatum）、辣椒疫霉（Phytophthora capsici）、尖镰孢菌（Fusarium 

oxysporium）、茄镰孢菌（Fusarium solani）、灰葡萄孢（Botrytis cinerea）、禾谷镰孢菌（Fusarium graminearum）

等 6 种植物病原真菌为供试菌株，采用菌丝生长法对 28 种药用植物提取液的抑菌活性进行了测定。结果表

明：丁香（Eugenia caryophyllata）对 6 种植物病原真菌的抑制率均达 100%，乌梅（Armeniaca mume）、百

部（Stemona sessilifolia）和木香（Aucklandia lappa）对 5 种植物病原真菌的抑制率均在 70%以上。采用孢

子萌发法对抑菌效果较好的 5 种药用植物进行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这 5 种药用植物对灰葡萄孢孢子萌

发抑制率均在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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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x kinds of plant pathogenic fungi，Pythium aphanidermatum，Phytophthora capsic，

Fusarium oxysporium，Fusarium solani，Botrytis cinerea and Fusarium graminearum were used to 

measurate the antifungal activities of acetone extracts from 28 medical plants by mycelia growth 

method．Eugenia caryophyllata showed potent antifungal activity with 100% inhibitory rate against all 

tested plant pathogenic fungi，Armeniaca mume，Stemona sessilifolia，and Aucklandia lappa also 

possessed over 70% inhibitory activity against five of the six plant pathogenic fungi．The high active 

medical plants above were further studied by spore germination method，and the inhibition rates against 

Botrytis cinerea conidia were above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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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是生物活性化合物的天然宝库，其产生的次生代谢物质超过 40 万种，其中许多次生代

谢物质具有杀虫或抑菌等生物活性，在农业、医药上具有重要的价值（Swant，1977）。利用植

物资源对农业病害进行防治，具有资源丰富、环境友好、低毒、不易产生抗药性等优势。Gould

（1989）就曾报道了 1 389 种植物可以作为杀菌剂，其中包含的抗毒素、类黄酮和酚类等不同类

型的化合物均具有杀菌或抗菌活性。孟昭礼和罗兰（1998）从银杏中分离出对植物病原菌有高

活性的化合物，经结构鉴定、人工模拟合成，成功开发出绿帝系列农用杀菌剂。Gautam 等（2001）

发现三叶鬼针草（Bidens pilosa）提取物对野油菜黄单胞菌水稻致病变种（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oryzae）、菊欧文氏菌玉米致病亚种（Erwinia chrysanthemi pv. zeae）两种细菌具有抑制作用，

其中对野油菜黄单胞菌水稻致病变种的抑制作用更明显。de Boer 等（2005）发现 6 种非洲植物

Coccinia adoensis，Cineraria grandiflora，Pavonia urens，Marattia fraxinea，Clutia abyssinica 
var.usambarica 和 Vangueria infausta 的乙酸乙酯、甲醇、冷水和沸水提取物对白假丝酵母

（Candida albicans）、烟曲霉（Aspergillus fumigatus）、黄色镰孢菌（Fusarium culmorum）、金黄

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丁香假单孢菌（Pseudomonas syringae pv.syringae）和解

淀粉欧文氏菌（Erwinia amylovora）均有抑菌活性。 

我国药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明朝的《本草纲目》记载了 1 892 种药物，其中植物 1 095 种。

《中国土农药志》（中国土农药志编辑委员会，1959）收录土农药 522 种，其中包括植物性土农

药 403 种。《中国有毒植物》（陈冀胜和郑硕，1987）记载我国有毒植物 943 种，有不少具有杀

虫抑菌活性。《中药大辞典》（南京中医药大学，2006）收载药物 6 008 味，其中大多为植物药，

且许多植物都具有杀菌功能（周志权 等，2001）。虽然药用植物种类繁多，但只有极少部分做

了抗菌、杀菌活性研究（严振 等，2005）。对有杀菌活性植物进行筛选是开发植物源杀菌剂的

前提和基础，而鉴定、改造其中的杀菌成分是开展杀菌植物研究的重要方向。本试验选择 28 种

药用植物并对其杀菌活性进行筛选，旨在为分离鉴定植物源农药先导化合物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真菌 

供试真菌瓜果腐霉（Pythium aphanidermatum）和尖镰孢菌（Fusarium oxysporium）分离自

西瓜，茄镰孢菌（Fusarium solani）和灰葡萄孢（Botrytis cinerea）分离自番茄，辣椒疫霉

（Phytophthora capsici）分离自辣椒，禾谷镰孢菌（Fusarium graminearum）分离自小麦。所有

病原真菌均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分离纯化、鉴定后保存。 

灰葡萄孢分生孢子收集参照 Doehlemann 等（2005）的方法并稍加改进。将灰葡萄孢接种于

PSA 培养基上，22 ℃恒温培养 6 d 后，再经紫外灯诱导，通风放置 1～2 d，以无菌水轻轻洗脱

孢子，过滤，1 000 r·min-1 离心 5 min，去上清液，加无菌水，再离心。 后用无菌水重悬至孢

子浓度为 1×105～1×107 个·mL-1，并加入葡萄糖溶液至浓度为 0.5%。 

1.2 供试药用植物 
供试药用植物共 28 种（表 1），均购于济南市建联中药店。分别阴干，粉碎，过 20 目筛。

每种药用植物称取 50 g 干粉，用丙酮室温下浸提 3 次，每次用 150 mL 丙酮浸提 24 h。每次过滤

前超声波处理 2 次，每次 15 min。过滤，合并滤液。用旋转蒸发仪浓缩并定容至 50 mL 备用。 

1.3 抑菌活性测定 
1.3.1 菌丝生长法 每种药用植物提取液用 0.22 μL 针头式细菌滤器过滤后取 2.4 mL，加入 45 

mL PDA 培养基中混匀（每亳升培养基中含有 50 mg 植物干粉），倒入直径 90 mm 培养皿中，倒

3 皿。选择事先培养好的生长均匀的菌落沿其边沿用打孔器打直径 5 mm 的菌饼，待培养基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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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接种菌饼于中心。对照加 2.4 mL 的丙酮代替药用植物提取液。瓜果腐霉 19 ℃培养 2～3 d，

辣椒疫霉 30 ℃培养 7～8 d，尖镰孢菌和茄镰孢菌 25 ℃培养 6～7 d，灰葡萄孢 21 ℃培养 6～7 

d，禾谷镰孢菌 27 ℃培养 5～6 d，待对照快要长满培养皿时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直径，取平

均值。计算抑制率，3 次重复（陈年春，1991）。 

菌丝生长抑制率（%）＝
5

对照菌落直径-处理菌落直径

对照菌落直径-
×100% 

1.3.2 孢子萌发法 把抑制菌丝生长效果较好的 5 种药用植物提取液旋蒸浓缩成浸膏，分别称

取 1 mg，加入 20 μL 丙酮溶解，再用 980 μL 的 0.1%吐温 80 水溶液稀释，各提取液均配成浓

度为 1 mg·mL-1 的药液。将各药液依次吸取 0.5 mL 加入到不同的小试管中，然后吸取制备好的

孢子悬浮液 0.5 mL，分别使药液与孢子悬浮液等量混合均匀。吸取上述混合液滴到凹玻片上，

保湿适温培养。每处理 3 次重复，并设不含药液的空白对照。待空白对照分生孢子萌发率达到 90%

以上时，检查各处理分生孢子萌发情况，计算分生孢子萌发相对抑制率（NY/T 1156.1—2006）。 

2 结果与分析 
2.1 28 种药用植物提取液对 6 种植物病原真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供试的 28 种药用植物提取液对 6 种常见植物病原真菌菌丝生长的抑制率见表 1。有 17 种 

表 1 28 种药用植物提取液对 6 种植物病原真菌的菌丝生长抑制率 
菌丝生长抑制率/% 

药用植物 
瓜果腐霉 辣椒疫霉 尖镰孢菌 茄镰孢菌 灰葡萄孢 禾谷镰孢菌

乌梅（Armeniaca mume） 100.00±0.00 100.00±0.00 74.67±0.00 84.00±1.33 53.72±5.35 100.00±0.00

槟榔（Areca catechu） 31.88±0.99 93.36±0.54 15.00±0.68 58.33±0.74 19.09±0.98 18.13±1.14

丁香（Eugenia caryophyllata）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苦参（Sophora flavescens） 13.75±0.55 89.04±0.71 42.67±0.80 47.67±2.18 44.34±1.01 20.63±2.03

黄柏（Phellodendron chinense） 11.56±0.42 71.10±0.94 46.67±0.76 58.00±0.98 47.90±0.31 36.25±0.66

川楝子（Melia toosendan） 14.06±0.63 80.07±0.56 35.67±1.17 49.33±0.69 36.57±0.66 30.63±1.01

川木通（Clematis armandii） 8.13±0.11 49.17±0.40 28.00±0.41 46.33±1.07 28.16±0.87 14.38±0.33

白头翁（Pulsatilla chinensis） 31.88±0.46 13.62±0.62 26.67±0.72 59.67±2.08 52.75±0.41 49.38±0.77

百部（Stemona sessilifolia） 93.75±0.17 86.05±0.72 82.67±0.67 85.33±0.00 59.22±1.16 84.38±0.63

射干（Belamcanda chinensis） 49.38±0.43 47.51±1.10 50.00±0.64 72.00±0.74 55.66±1.22 49.06±0.29

桂枝（Cinnamomum cassia） 100.00±0.00 78.41±1.07 31.00±2.33 64.67±7.33 96.44±3.57 73.44±0.94

白蔹（Ampelopsis japonica） 10.31±0.43 76.74±0.62 58.33±0.76 51.67±4.31 28.16±0.93 19.69±0.54

白芍（Paeonia lactiflora） 2.81±0.40 37.87±0.57 33.67±0.37 42.67±2.25 33.01±1.07 1.56±0.32

白鲜皮（Dictamnus dasycarpus） 37.50±0.47 34.55±1.12 48.00±4.35 64.67±2.17 67.96±0.52 57.81±1.34

木香（Aucklandia lappa） 100.00±0.00 92.36±0.36 67.00±3.00 78.00±0.67 88.67±1.58 80.63±0.63

黄岑（Scutellaria baicalensis） 74.69±0.62 83.72±1.13 68.67±1.39 82.67±4.95 61.17±1.22 53.13±0.86

黄连（Coptis chinensis） 23.13±1.03 60.13±2.85 35.00±0.77 59.67±2.48 46.93±1.25 11.56±1.42

黄药子（Dioscorea bulbifera） 15.63±0.43 36.21±1.43 32.00±0.64 60.33±3.68 55.99±0.35 29.69±1.06

漏芦（Stemmacantha uniflorum） 36.56±1.67 52.16±2.13 41.33±1.50 61.33±0.23 71.20±0.39 70.31±0.39

石榴皮（Punica granatum） 20.00±0.97 1.00±0.13 28.33±1.22 47.33±1.74 27.83±0.51 20.31±2.03

地肤子（Kochia scoparia） 5.00±0.22 29.90±1.01 75.33±0.76 55.00±2.46 62.14±2.11 21.88±1.14

猪牙皂（Gleditsia sinensis） 13.75±0.51 75.42±1.42 70.00±0.52 47.33±2.07 55.99±0.11 31.88±0.46

菊花（Dendranthema morifolium） 17.81±0.50 55.81±1.18 64.67±0.69 79.67±2.26 64.40±0.79 62.50±1.17

紫草（Arnebia euchroma） 12.81±0.60 42.19±1.31 26.67±0.78 45.33±0.84 63.11±1.12 39.06±0.38

紫花地丁（Viola philipica） 29.69±1.78 67.44±0.84 60.33±1.13 55.33±0.58 55.66±0.55 38.13±0.79

萹蓄（Polygonum aviculare） 12.50±0.81 58.47±0.58 60.00±0.75 39.33±0.93 38.84±0.99 8.75±1.03

蛇床子（Cnidium monnieri） 54.38±1.56 60.13±0.93 47.33±0.91 68.67±0.98 57.61±0.87 44.69±0.54

虎杖（Polygonum cuspidatum） 56.56±0.88 56.81±0.98 65.00±1.02 76.33±1.61 55.99±1.24 50.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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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提取液至少对 1 种病原真菌的菌丝生长抑制率在 70%以上，占供试植物的 60.71%。其

中对供试的 6 种病原真菌抑制效果都比较好的为丁香；对 5 种病原真菌抑制效果较好的有乌梅、

百部和木香；桂枝对瓜果腐霉、辣椒疫霉、灰葡萄孢和禾谷镰孢菌等 4 种病原真菌的抑制效果

较好；黄岑对 3 种病原真菌抑制效果较好；漏芦和猪牙皂对 2 种病原真菌抑制效果较好；对其

中 1 种病原真菌抑制效果较好的有槟榔、苦参、黄柏、川楝子、射干、白蔹、地肤子、菊花、

虎杖。 

丁香、乌梅、百部、木香、桂枝等几种药用植物提取液抑菌谱广且抑菌率高，说明其中含有广

谱杀菌的活性物质，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中的活性成分。 

 2.2 5 种药用植物提取液对灰葡萄孢分生孢

子萌发的抑制作用 
杀菌活性较好的 5 种药用植物丁香、乌

梅、百部、木香和桂枝提取液对灰葡萄孢的分

生孢子萌发都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表 2），

这 5 种药用植物提取液对灰葡萄孢分生孢子

萌发相对抑制率均在 90%以上，进一步验证了

这 5 种药用植物的杀菌活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其杀菌成分。 

3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采用菌丝生长法和孢子萌发法两种方法都证明丁香、乌梅、百部、木香和桂枝具有

较好的杀菌活性，特别是丁香抑菌活性高、抑菌谱广。中药丁香是桃金娘科植物丁香的干燥花

蕾。丁香对多种霉菌和致腐菌的生长繁殖有抑制作用（周建新 等，2003；蒋志国和施瑞城，2006）。

丁香中的抑菌成分有丁香酚、乙酰丁香酚、丁香烯、水杨酸甲酯、甲基正戊基酮、苯甲醛、乙

酸苄酯等。丁香酚是丁香中的重要成分，占丁香油的 70%～85%（南京中医药大学，2006）。近

年来研究发现，丁香具有抗微生物、麻醉止痛、抗凝血、解热降温、保肝利胆和祛蚊等多种生

物活性，而这些功效与丁香酚有着密切关系（邱电 等，2007）。 

植物精油是植物体内分子量较小，可随水蒸气蒸出，具有一定气味的天然挥发性油状液体

物质。植物精油具有广泛的抑菌、杀虫、抗氧化等活性，在医药、农业、饲料添加剂和食品防

腐保鲜等方面有广泛应用（刘学文 等，2004；孙伟 等，2004；疏秀林 等，2006；张克英，2006；

刘芳 等，2008）。本试验筛选出的这几种抑制植物病原真菌生长的药用植物，其活性成分很可

能在精油部分，有必要对其杀菌成分进一步分离鉴定。 

以植物丙酮提取液为材料筛选具有抑菌活性的植物很难完全反映植物体内的真实情况，甚

至会漏筛。原因如下：第一，植物材料只取其药用部分，并非全株；第二，植物干燥后，强挥

发性的杀菌成分可能会散失；第三，选取丙酮为溶剂是因为其对病原菌毒性较小，但其提取能

力未必 高，难以将极性和非极性的物质都抽提出来；第四，测定抑菌活性选用粗提物，若杀

菌成分含量低时未必检出活性；第五，有些成分离体时抑菌活性很低，但在活体上抑菌活性很

强。本试验筛选出的抑菌活性较好的药用植物的杀菌谱及其杀菌成分和作用机理均有必要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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