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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葙根氯仿提取物对多种植物的
生物活性及抑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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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井冈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吉安 343009

摘要 　以水稻 Ory z a sati va L . 等 6 种植物和油菜菌核病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Lib. ) de Bary 等 4 种植

物病原菌为受试材料 ,采用生物测定的方法观察了青葙 Celosia argenteas Linn. 根氯仿提取物对植物的生物活

性及抑菌作用。结果表明 :与对照相比 ,在质量浓度为 250～4 000μg/ mL 时 ,提取物对水稻种子萌发的影响不

显著 ,在 4 000μg/ mL 时 ,其相对抑制率仅为 3. 33 % ;在相同浓度范围内 ,提取物对丁香蓼 L udw i gia p rost rata

Roxb. 种子的萌发、烟草 N icotiana tabacum L . 、醴肠 Ecli pta p rost rate L . 和丁香蓼幼苗的根长、水稻和三叶鬼针

草 B i dens pi losa L . 幼苗的苗高均有显著抑制作用 ;对 6 种植物相对应的其它生长特性方面 ,只有在质量浓度高

于 250μg/ mL 时才受到显著抑制 ; 在质量浓度为 250～4 000μg/ mL 时 ,提取物对小麦赤霉病 Fusari um g ra2
minearum Schw. 病菌的生长无显著抑制作用 ,在 4 000μg/ mL 时 ,其抑制率仅为 10. 30 % ;在相同的浓度范围

内 ,提取物能显著抑制番茄早疫病 A lternaria solani Jones et Grout . 病菌的生长 , 抑制率为 23. 63 %～61. 01 % ;

只有在质量浓度大于 1 000μg/ mL 时 ,提取物才能显著抑制油菜菌核病和杨树溃疡病 Dothiorel la g regaria

Sacc. 病菌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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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有机化学农药的使用

在农作物病虫草害的防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挽

救了大量的经济损失。然而 ,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

对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和人类健康造成一系列的负

面影响 ,许多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纷纷制定法规禁

止或限制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1 ] 。国内外在研制

高效/ 低毒化学农药的同时 ,竞相开展了具有对人畜

安全、选择性高、对生态系统影响小、不易产生抗药

性等优点的生物农药研究[223 ] ,植物源农药即是其中

热点之一。

青葙 Celosi a argenteas Linn. 别名草蒿、萋蒿、

野鸡冠、土鸡冠等 ,为苋科 Amaranthaceae 青葙属

Celosi a sp . 植物。目前国内外关于青葙主要集中在

对其种子的研究 ,其它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青葙

干燥成熟的种子称为青葙子 ,是我国传统的清肝明

目药物 ,并具有抗肿瘤、降血糖以及治疗老年性白内

障等功效[426 ] ,同时青葙子中存在着大量的功能性次

生代谢物质[728 ] 。笔者以青葙根为材料 ,利用浸提和

萃取的方法从中获得其氯仿提取物 ,并通过生物测

定的方法观察了其对多种植物的生物活性和抑菌作

用 ,旨在为进一步开发青葙的利用价值提供理论依

据。

　材料与方法

　青葙根氯仿提取物的制备

于秋季从江西省吉安市的公路边和荒地采集种

子已成熟的青葙植株 ,取其根部 ,洗净、晾干 ,剪成

1 cm长的小段 ,粉碎后用 95 %乙醇浸提 ,浓缩得浓

缩液。然后用石油醚萃取 ,再将萃取余液用氯仿萃

取 ,萃取液浓缩得棕色膏状物 ,备用。

　植物种子及植物病原真菌

供试水稻 Ory z a sati v a L . 和烟草 N icoti ana

t abacum L . 种子购自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三叶鬼针

草 B i dens pi losa L . 、鳢肠 Ecl i p ta p rost rate L . 、丁

香蓼 L u dw i gi a p rost rat a Roxb. 和千金子 L eptoch2
loa chi nensis (Linn. ) Nees 种子采自野外 (由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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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学院何云核教授鉴定) ,并由笔者所在实验室低温

保存 (4 ℃) 。

供试油菜菌核病病菌 S cleroti ni a sclerotiorum

(Lib. ) de Bary、番茄早疫病病菌 A lternari a sol ani

Jones et Grout . 、小麦赤霉病病菌 Fusari um g ra2
mi nearum Schw. 和杨树溃疡病病菌 Dot hiorel l a

g regari a Sacc. 菌株均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病

理研究所提供 ,并由笔者所在实验室低温保存

(4 ℃) 。

　青葙根提取物生物活性的测定

1)植物种子萌发的观察[ 9 ] 。采用培养皿滤纸法

进行种子萌发试验 ,先将供试种子用 0. 5 % KMnO4

溶液消毒 10 min ,选取籽粒饱满、大小均一的受体

植物种子置于铺有 2 层滤纸直径 9 cm 的培养皿中 ,

每皿放置 30 粒 ,每处理 3 个重复 ,每重复1 皿 ,每皿

加入用 0. 5 %乙醇配制的 250、500、1 000、2 000、

4 000μg/ mL 不同质量浓度的氯仿提取物溶液 10

mL (种子淹没在溶液中) 。然后置于 23～25 ℃的光

照培养箱中培养 (L/ D = 12 h/ 12 h) 。每天记录发芽

种子的数量 ,以胚根突破种皮1 mm即视为萌发 ,7 d

后统计萌发率。同时设0. 5 %乙醇为对照。

2) 植物幼苗生长的观察[9 ] 。用 10 mL 移液管

移取不同浓度的青葙根氯仿提取物溶液到铺有1 层

滤纸直径 9 cm 的培养皿中 ,再放 10 粒胚根突破种

皮 1 mm 的种子 (种子淹没在溶液中) 。然后置于

23～25 ℃的光照培养箱中培养 (L/ D = 12 h/ 12 h) 。

7 d 后测定幼苗的根长、苗高和鲜重。每处理 3 个重

复 ,同时设 0. 5 %乙醇为对照。

　青葙根提取物抑菌活性的测定

抑菌活性的测定参考赵淑英等[ 10 ] 的方法 ,将配

制好的氯仿提取物溶液 (经过 0. 45μm 微孔滤膜过

滤)与未凝固的 PDA 培养基按体积比 1 ∶9 的比例

在直径 9 cm 的培养皿中进行混合 (共 10 mL) ,使得

提取物溶液的最终质量浓度分别为 25、50、100、

200、400 μg/ mL , 待培养基冷凝后接种直径为

6 mm的各病原真菌菌块。每处理重复 3 次 ,同时设

0. 5 %乙醇为对照。

将已接种的培养皿倒置于培养箱中 26 ℃培养

5 d。然后分别测定菌落的直径 (十字交叉法) ,并计

算抑菌率。

抑菌率 ( %) =
对照菌落直径 - 处理菌落直径

对照菌落直径 ×100

　结果与分析

　提取物对 种植物种子萌发的影响

不同浓度青葙根氯仿提取物溶液对 6 种植物种

子萌发的影响见表 1。

试验结果表明 ,不同浓度的青葙根氯仿提取物

溶液对 6 种植物种子萌发的影响存在差异。与对照

相比 ,在质量浓度为 250～4 000μg/ mL 时 ,青葙根

氯仿取物溶液对水稻种子的萌发无显著影响 ,在

4 000μg/ mL 时 ,其相对萌发率达 90 %以上 ; 在相

同的浓度范围内青葙根氯仿提取物溶液对丁香蓼种

子的萌发有显著抑制作用 ,其萌发率最低仅约为

20 %。在质量浓度为1 000～4 000μg/ mL 时 ,青葙

根氯仿提取物溶液对三叶鬼针草种子的萌发有显著

抑制作用 ; 在质量浓度为2 000～4 000μg/ mL 时 ,

青葙根氯仿提取物溶液对烟草和千金子种子的萌

发也有显著抑制作用。只有在最高质量浓度为

4 000μg/ mL 时 , 青葙根氯仿提取物溶液对醴肠

种子的萌发才产生显著抑制作用 ,其萌发率约为

70 %。

表 1 　青葙根氯仿提取物对 6 种植物种子萌发的影响1)

Table 1 　Effects of chloroform extracts from C. a r genteas roots on the seed germination of six plants %　

植物 Plant s
质量浓度 Concent ration/ (μg/ mL)

CK 250 500 1 000 2 000 4 000

水稻 O. sativa 100 ±0. 00 a 100 ±0. 00 a 100 ±0. 00 a 100 ±0. 00 a 96. 67 ±3. 33 a 96. 67 ±3. 33 a

烟草 N . tabacum 85. 56 ±2. 94 ab 93. 33 ±3. 85 a 86. 67 ±1. 93 ab 81. 11 ±4. 01 bc 72. 22 ±4. 45 c 71. 11 ±1. 11 c

三叶鬼针草 B . pilosa 88. 89 ±2. 22 a 80. 00 ±5. 09 ab 75. 55 ±2. 22 ab 66. 67 ±5. 09 bc 55. 56 ±4. 44 c 35. 56 ±4. 84 d

鳢肠 E. p rost rate 93. 33 ±1. 67 ab 98. 33 ±1. 67 a 91. 67 ±1. 67 ab 83. 33 ±6. 01 bc 81. 67 ±7. 26 bc 73. 33 ±3. 33 c

丁香蓼 L . p rost rata 62. 22 ±4. 84 a 43. 34 ±3. 33 b 35. 55 ±2. 22 bc 30. 00 ±1. 92 cd 24. 44 ±1. 11 d 21. 11 ±2. 94 d

千金子 L . chinensis 72. 22 ±5. 88 ab 80. 00 ±1. 92 a 75. 55 ±4. 01 a 63. 34 ±3. 33 bc 58. 89 ±2. 94 c 54. 44 ±1. 11 c

　1)表中纵列数据后字母相同者 ,表示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下表同) 。

The data wit hin a column followed by t he same let 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 level (t he same as following tab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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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物对 种植物幼苗生长的影响

不同浓度青葙根氯仿提取物溶液对 6 种植物幼

苗生长的影响见表 2。

试验结果表明 ,青葙根氯仿提取物溶液对 6 种

植物幼苗的生长存在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与对照

相比 ,在质量浓度为 250～4 000μg/ mL 时 ,提取物

对烟草、醴肠和丁香蓼幼苗的根长以及水稻和三叶

鬼针草幼苗的苗高均有显著抑制作用 ;当质量浓度

达到 500μg/ mL 时 ,提取物对三叶鬼针草幼苗的根

长 ,烟草和千金子幼苗的苗高以及水稻和烟草幼苗

的单株鲜重均有显著抑制作用 ;当质量浓度达到

1 000μg/ mL 时 ,提取物对水稻和千金子幼苗的根

长 ,醴肠和丁香蓼幼苗的苗高以及三叶鬼针草和千

金子幼苗的单株鲜重均有显著抑制作用 ;当质量浓

度达到 2 000μg/ mL 时 ,提取物对醴肠和丁香蓼幼

苗的单株鲜重也有显著抑制作用。
表 2 　青葙根氯仿提取物对 6 种植物幼苗生长的影响1)

Table 2 　Effects of chloroform extracts isolated from C. a r genteas roots on the seedling growth of six plants

植物 Plant s
质量浓度 Concent ration/ (μg/ mL)

CK 250 500 1 000 2 000 4 000

水稻 Ⅰ 5. 58 ±0. 24 a 5. 41 ±0. 18 ab 5. 02 ±0. 27 ab 4. 82 ±0. 20 b 3. 62 ±0. 19 c 2. 83 ±0. 16 d

O. sativa Ⅱ 4. 38 ±0. 20 a 3. 78 ±0. 18 b 3. 77 ±0. 21 b 3. 63 ±0. 17 bc 3. 19 ±0. 15 c 2. 55 ±0. 15 d

Ⅲ 79. 58 ±1. 25 a 72. 07 ±2. 95 ab 67. 59 ±2. 96 b 64. 98 ±3. 87 bc 57. 40 ±1. 40 cd 53. 41 ±2. 90 d

烟草 Ⅰ 0. 77 ±0. 03 a 0. 70 ±0. 03 b 0. 66 ±0. 02 b 0. 48 ±0. 02 c 0. 26 ±0. 01 d 0. 17 ±0. 01 e

N . tabacum Ⅱ 0. 29 ±0. 01 a 0. 31 ±0. 01 a 0. 25 ±0. 01 b 0. 23 ±0. 01 b 0. 20 ±0. 01 c 0. 18 ±0. 01 c

Ⅲ 1. 81 ±0. 01 a 1. 57 ±0. 01 ab 1. 33 ±0. 12 bc 1. 17 ±0. 10 c 0. 83 ±0. 15 d 0. 71 ±0. 09 d

三叶鬼针草 Ⅰ 2. 92 ±0. 14 a 2. 79 ±0. 16 ab 2. 45 ±0. 12 bc 2. 14 ±0. 17 c 1. 75 ±0. 07 d 1. 48 ±0. 08 d

B. pilosa Ⅱ 3. 38 ±0. 16 a 2. 92 ±0. 16 b 2. 83 ±0. 13 b 2. 74 ±0. 18 b 2. 12 ±0. 10 c 1. 68 ±0. 10 d

Ⅲ 12. 99 ±1. 10 a 11. 94 ±0. 23 ab 10. 62 ±0. 89 ab 9. 87 ±0. 87 b 9. 17 ±1. 20 b 6. 06 ±0. 85 c

鳢肠 Ⅰ 2. 06 ±0. 11 a 1. 73 ±0. 10 b 1. 48 ±0. 08 c 1. 33 ±0. 04 cd 1. 31 ±0. 08 cd 1. 22 ±0. 03 d

E. prost rate Ⅱ 1. 10 ±0. 04 a 1. 09 ±0. 03 a 1. 08 ±0. 03 a 0. 91 ±0. 04 b 0. 81 ±0. 04 bc 0. 78 ±0. 05 c

Ⅲ 5. 77 ±0. 24 a 5. 33 ±0. 28 ab 5. 21 ±0. 28 ab 4. 91 ±0. 49 ab 4. 64 ±0. 36 b 3. 63 ±0. 07 c

丁香蓼 Ⅰ 0. 47 ±0. 02 a 0. 43 ±0. 01 b 0. 38 ±0. 01 c 0. 27 ±0. 01 d 0. 18 ±0. 01 e 0. 13 ±0. 01 f

L . prost rata Ⅱ 0. 50 ±0. 01 a 0. 51 ±0. 01 a 0. 48 ±0. 01 a 0. 38 ±0. 02 b 0. 34 ±0. 01 c 0. 28 ±0. 02 d

Ⅲ 1. 11 ±0. 08 a 1. 18 ±0. 12 a 1. 06 ±0. 11 a 0. 91 ±0. 08 ab 0. 71 ±0. 07 bc 0. 46 ±0. 04 c

千金子 Ⅰ 0. 50 ±0. 02 a 0. 47 ±0. 02 a 0. 45 ±0. 02 a 0. 35 ±0. 02 b 0. 27 ±0. 01 c 0. 23 ±0. 01 c

L . chinensis Ⅱ 1. 67 ±0. 05 a 1. 63 ±0. 06 a 1. 41 ±0. 07 b 1. 20 ±0. 10 c 0. 27 ±0. 03 d 0. 23 ±0. 02 d

Ⅲ 1. 62 ±0. 15 a 1. 64 ±0. 12 a 1. 41 ±0. 08 ab 1. 22 ±0. 19 bc 1. 06 ±0. 08 bc 0. 87 ±0. 10 c

　1) Ⅰ:根长 Root lengt h/ cm ; Ⅱ:苗高 Plant height/ cm ; Ⅲ:单株鲜重 Fresh weight/ mg.

　提取物对 种植物病原真菌的抑菌效果

由表 3 可知 ,青葙根氯仿提取物溶液对 4 种植

物病原真菌的抑菌效果存在差异。与对照相比 ,在

质量浓度为250～4 000μg/ mL 时 , 青葙根氯仿提

取物对小麦赤霉病病菌的生长无显著抑制作用 ,在

4 000μg/ mL 时 ,抑制率仅为 10. 30 % ;而在相同的

浓度 范 围 内 , 青 葙 根 氯 仿 提 取 物 却 能 显 著

抑制番茄早疫病病菌的生长 ,抑制率为23 . 63 %～
表 3 　青葙根氯仿提取物对 4 种植物病原真菌的抑菌效果1)

Table 3 　Antifungal activities of chloroform extracts from C. a r genteas roots on six plants pathogens

植物病原真菌
Plant pat hogens

质量浓度 Concent ration/ (μg/ mL)

CK 250 500 1 000 2 000 4 000

油菜菌核病 Ⅰ 3. 59 ±0. 11 a 3. 64 ±0. 07 a 3. 42 ±0. 07 ab 3. 08 ±0. 10 bc 2. 73 ±0. 11 cd 2. 48 ±0. 21 d

S . sclerotiorum Ⅱ 0. 00 - 1. 39 4. 96 14. 33 24. 07 31. 03

番茄早疫病 Ⅰ 2. 89 ±0. 18 a 2. 20 ±0. 20 b 1. 91 ±0. 08 b 1. 37 ±0. 10 c 1. 25 ±0. 05 c 1. 13 ±0. 07 c

A . solani Ⅱ 0. 00 23. 63 33. 80 52. 69 56. 67 61. 01

小麦赤霉病 Ⅰ 3. 87 ±0. 15 ab 4. 11 ±0. 12 a 3. 95 ±0. 23 ab 3. 81 ±0. 09 ab 3. 71 ±0. 10 ab 3. 47 ±0. 25 b

F. graminearum Ⅱ 0. 00 - 6. 38 - 2. 03 1. 42 4. 05 10. 30

杨树溃疡病 Ⅰ 3. 31 ±0. 06 a 3. 29 ±0. 10 a 3. 21 ±0. 13 ab 3. 09 ±0. 07 ab 3. 01 ±0. 06 bc 2. 80 ±0. 08 c

D. gregaria Ⅱ 0. 00 0. 40 3. 12 6. 70 9. 02 15. 42

　1) Ⅰ:菌落直径 Colony diameter/ cm ; Ⅱ:抑制率 Inhibition rate/ %.

541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29 卷 　

61. 01 %。同时 ,当质量浓度分别达到 1 000μg/ mL

和 2 000μg/ mL 时 ,青葙根氯仿提取物分别能对油

菜菌核病和杨树溃疡病病菌的生长产生显著抑制作

用 ,在最高质量浓度 4 000μg/ mL 时 ,其抑制率分

别为 31. 03 %和 15. 42 %。

　讨　论

植物在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也是次生

代谢物质的主要来源。植物产生的次生代谢物质在

现代农业生产中已得到极大开发和广泛应用 ,尤其

是具有活性的代谢物质。以活性代谢物质或以其为

先导化合物开发为天然产物源生物农药已经有许多

成功的例子[11212 ] ,但主要是植物源杀虫剂和杀菌剂

方面 ,在除草剂研究方面相对较少。

次生代谢物质活性的体现一般通过生物测定的

方式来进行检测 ,生物活性能反映其开发为植物源

农药的潜力。本研究检测了青葙根氯仿提取物溶液

的植物活性 ,结果显示 ,与对照相比 ,质量浓度在

250 ～ 4000μg/ mL 的范围内 ,提取物对水稻种子

的萌发不产生显著影响 ;而在相同的浓度范围内对

丁香蓼种子的萌发 ,烟草、醴肠和丁香蓼幼苗的根

长 ,水稻和三叶鬼针草幼苗的苗高则均有显著抑制

作用。青葙根氯仿提取物溶液对 6 种植物相对应的

其它方面 ,只有在质量浓度高于 250μg/ mL 浓度时

才能受到显著抑制。

以上结果表明 ,青葙根氯仿提取物溶液对不同

植物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抑制作

用 ,在其它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代谢物质对不同

植物产生不同作用强度的现象[13214 ] 。青葙根氯仿提

取物溶液对三叶鬼针草、醴肠、丁香蓼和千金子 4 种

杂草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抑制作用显示了其开发

为植物源除草剂的潜力。

生物源天然产物杀菌剂主要是指以植物、动物、

微生物等产生的具有农用生物活性的次生代谢产物

开发的杀菌剂等。虽然动物中也含有次生代谢物

质 ,但 80 %的次生代谢产物来自植物和微生物[15 ] ,

所以从植物中寻找具有杀菌活性的次生代谢物质一

直是生物源天然产物杀菌剂的研究热点之一。目

前 ,从植物中已发现并分离了许多具有杀菌活性的

物质 ,主要有生物碱、萜类、黄酮、酚、甾体、多糖、醇

和酯等 ,不同的物质对病原菌的抑制效果存在差

异[16218 ] 。笔者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本试验

结果表明 , 与对照相比 , 质量浓度在 250～4 000

μg/ mL的范围内 ,青葙根氯仿提取物溶液对小麦赤

霉病病菌的生长无显著抑制作用 ;而在相同的浓度

范围内 ,提取物却能显著抑制番茄早疫病病菌的生

长 ,抑制率为 23. 63 %～61. 01 %。只有在质量浓度

大于 1 000μg/ mL 时 ,提取物溶液才能显著抑制油

菜菌核病和杨树溃疡病病菌的生长。

由此可见 ,青葙根氯仿提取物具有开发为植物

源除草剂和植物源杀菌剂的潜力。但青葙根氯仿提

取物具体的活性物质尚不清楚 ,应进一步分离纯化。

另外 ,青葙根氯仿提取物活性物质的安全性、毒理

学、剂型研究、大田试验等都有待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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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toactivity and Antif ungal Activity of Chloroform

Extracts from Celosia a r genteas Linn. Roots

ZHOU Bing 　YAN Xiao2hong 　J IAN G Ping 　ZHON G J uan 　ZHOU Yu2ting

College of L i f e S cience , J i ng g angshan U ni versi t y , J i ang x i Provi nce , J i′an 343009 , Chi na

　　Abstract 　The p hytoactivity of chloroform ext ract s f rom Celosi a argenteas Linn. root was measured

by bioassay on testees including Ory z a sati v a L . , N icoti ana tabacum L . , B i dens pi losa L . , Ecl i pt a

p rost rate L . , L u dw i gi a p rost rat a Roxb. , L eptochloa chi nensis (Linn. ) Nees and antif ungal activity on

S cleroti ni a sclerotiov um (Lib. ) de Bary , A lternari a sol ani Jones et Grout . , Fusari um g rami nearum

Schw. , Dot hiorel l a g regari a Sacc. was also measured. The result s suggested that t he ext ract s did not

significantly inhibit t he seed germination of O. sati v a at 250～4 000μg/ mL , but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seed germination of L . p rost rat a , seedling root lengt h of N . t abacum , E. p rost rate , L . p rost rat a , and

seedling height of O. sati v a , B . pi losa. Otyer relative ot her t rait s of t hese six plant s we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only over 250μg/ mL . The ext ract s did not significantly inhibit t he growt h of F. g rami nearum

at 250～4 000μg/ mL , but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 he growt h of A . sol ani wit h an inhibition rate f rom

23. 63 % to 61. 01 %. The growth of S . sclerotiov um and D. g reg ari a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only over

1 000μg/ mL . It could be concluded t hat chloroform ext ract s f rom C. argenteas root had the potential to

be developed as bio2pesticides.

Key words 　Celosi a argenteas Linn. ; chloroform ext ract s ; antif ung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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