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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methanol, petroleum ether, acetone as solvent, extraction methods of eucalyptus leaves 
were studied by soxhlet extraction, heat reflux and immersion ultrasound. Meanwhile, the control 
effect of eucalyptus leaf extract on tobacco aphid was tested in fiel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
traction solvent is better than petroleum ether and the extraction method is better than heating 
reflux. In the field test, petroleum ether extract was treated with dosage of 10,000, 5000 mg/L, the 
average protective effect on the tobacco aphids was 40.07% and 34.63%, respectively, and the 
quick effect was poor. After 7 days, the average preventive effect reached 73.42% and 64.51%, 
respectively; after 14 days,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imidacloprid on tobacco aphid decreased sig-
nificantly (17%), while that of petroleum ether extract (10,000 mg/L) decreased only 11%. It 
shows that the oil ether extract of eucalyptus leaves has good efficiency. Therefore, the eucalyptus 
leaf extract is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and maintaining tobacco aph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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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甲醇、石油醚、丙酮等作溶剂，采用索氏提取、加热回流、浸渍超声三种提取方法对桉树叶提取液提

取方法进行了研究，同时对桉树叶提取液对烟蚜的防治效果进行了大田试验。结果表明：提取溶剂以石

油醚为好，提取方法以加热回流为最好。在大田药效试验中，石油醚提取物10,000、5000 mg/L 2个用

药量处理，药后1天，对烟蚜的平均防效分别为40.07%和34.63%，速效性较差，药后7天，平均防效分

别达到73.42%和64.51%，药效有了明显提升，药后14天，吡虫啉对烟蚜的防效下降明显(17%)，而石

油醚提取物10,000 mg/L处理只下降11%，说明桉树叶石油醚提取物有不错的持效性。由此说明，桉树

叶提取物对大田烟蚜有较好防效且持效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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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植物源杀虫剂因其成分复杂，对害虫作用靶标，作用位点多样，可以减缓害虫抗药性的发生和发展，

同时虫生真菌种类多，代谢类型复杂，以其安全有效、显著的流行潜力、容易大量生产等优点[1] [2] [3]，
通过开发植物源杀虫剂和生防菌株，不但能够有效的减缓害虫抗药性的发生，而且还能有效地保证农产

品的质量安全。所以使用植物源农药对烟草害虫进行防治，可以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主

要的是可有效解决烟叶污染问题，为大规模开展“绿色”烟叶生产开辟新途径。本试验对桉树叶提取液

对大田烟蚜的防治方法及效果进行了探讨。 

2. 材料与方法 

2.1. 供试材料 

桉树叶片，2016 年 4 月采自湖南桂阳县，自然风干，粉碎后，用 200 目筛子过筛备用。 
PDA 培养基：去皮马铃薯 200 g，切成小块，加水 1 L，20 min 后纱布过滤，滤液中加葡萄糖 20 g、

琼脂 15~20 g，加热溶化，定溶至 1000 mL。 
PPDA 培养基：PDA 培养基成分中加入 10 g 蛋白胨。 
SDAY 培养基：蛋白胨 10 g，葡萄糖 40 g，酵母粉 10 g，琼脂 15~20 g，蒸馏水 1000 mL。 

2.2. 供试虫源 

烟蚜(Myzuspersicae Sulzer)：大田中自然发生的烟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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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供试药剂、试剂及仪器 

对照药剂：吡虫啉 94%原药，由湖南化工研究院国家农药创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供；甲醇，分析

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丙酮，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石油醚，分析纯，湖南

师大化学试剂厂；吐温-80 (tween-80)，化学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Potter 喷雾塔英国 BURKARD 公司；AUY220 电子天平，岛津仪器有限公司。 

2.4. 提取方法 

索氏提取：室温 27 摄氏度，称取供试药材粉末放于索氏提取器中，加入石油醚提取试剂回流 48 h，
旋转蒸发仪减压浓缩至粘獨状，浓缩后的液体置于通风橱内吹干备用。 

加热回流：室温 27 摄氏度，称取供试药材粉末放于烧瓶中，加入石油醚提取试剂。加热回流 6 h，
旋转蒸发仪减压浓缩至粘獨状，浓缩后的液体置于通风橱内吹干备用。 

浸渍超声：室温 27 摄氏度，称取供试药材粉末放于广口瓶中，室温加入石油醚提取试剂密封提取。

提取 4 次，45 min/次，旋转蒸发仪减压浓缩至粘獨状，浓缩后的液体置于通风橱内吹干备用。 

2.5. 对烟蚜的毒力测定 

采用浸渍法，将带有 3 日龄烟草若蚜的蚕豆苗剪下，在配制好的药液中浸渍 15 秒后取出，用滤纸吸

去植株及虫体周围多余的药液，插到吸足水的海绵上，罩上马灯罩，每处理 2 次重复。处理完毕，放到

恢复室内培养，定时进行观察，72 h 后检查并记载死亡情况，计算死亡率。 

2.6. 田间药效试验 

供试药液：先将桉树叶片的石油醚提取物用丙酮溶解，用吐温-80 作乳化剂，加水配成试验所需浓度，

以清水稀释系列浓度。 
试验地点设在湖南省浏阳市官渡镇烟田，该地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热量充足，降水丰沛，光照

较足。春季温和，暮春初夏雨多，盛夏晴热高温，秋季凉而不寒，冬季寒冷，严寒期短。年平均气温 17.5℃。

试验设计：每 10 棵苗为一小区，每浓度重复 3 次，随机排列，设清水为空白对照，设石油醚提取物 10,000、
5000 mg/L 2 个用药量处理，用丙酮溶解，用吐温-80 作乳化剂，加水配成试验所需浓度，以吡虫啉原药

2 mg/L 为对比处理，另设空白对照。试验共 4 个处理，3 次重复，共 15 个小区，试验施药前，每小区标

签定株，调查药前虫口基数，于 4 月 10 日施药，药后 1 d、7 d、14 d 各调查 1 次药后活虫数，计算出各

药剂处理的防治效果，并作处理间差异显著性测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溶剂对桉树叶片的提取效果 

3.1.1. 提取溶剂的确定 
为了有效的提取活性物质，本着尽可能多的提取活性成分而尽可能少提取出“杂质”(非活性成分)，

选择极性不同的三种溶剂(石油醚、甲醇和丙酮)组成一个溶剂系列，通过采用浸渍超声方式进行提取，提

取物在 10,000 mg/L 供试浓度下，分别采用喷雾法测定提取物的杀虫活性，确定最佳的提取溶剂。 
由表 1 可知，甲醇、石油醚和丙酮桉树叶片提取物对蚜虫均表现出一定的毒杀活性。在 10,000 mg/L

的浓度下三者对蚜虫的毒杀活性：石油醚提取物(85.7%) > 丙酮提取物(67.5%) > 甲醇提取物为(65.4%)，
石油醚提取物室内对蚜虫的毒杀效果与甲醇和丙酮提取物有显著性差异，甲醇和丙酮提取物活性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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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oxicity test results of different solvent extracts of eucalyptus leaves on aphids (10,000 mg/L, mortality %) 
表 1. 桉树叶片不同溶剂提取物对蚜虫的毒力测定结果(10,000 mg/L，死亡率%) 

提取物 蚜虫 

甲醇提取物 65.4%b 

石油醚提取物 85.7%a 

丙酮提取物 67.5%b 

注：表中字母为方差分析 5%显著水平。 

3.1.2. 提取方式的确定 
在活性初筛阶段，采用浸渍超声的方式进行提取，因为这种提取方法在室温下进行可以避免有效成

分因长期受热而分解，但因其有效成分提取率一般较低，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桉树叶片以石油醚为提

取溶剂，分别进行 3 种不同提取方式(索氏提取、加热回流、浸渍超声)的比较，通过浸膏提取率和生物活

性的比较确定最佳的提取方式。 
从表 2 超声、索氏和回流三种提取方式用石油醚做为提取溶剂得到的浸膏生物活性评价结果可知：

回流提取的浸膏生物活性最高，在 1.0 × 104 mg/L 浓度下，烟蚜的死亡率为 100%，而索氏和超声提取浸

膏在 1.0 × 104 mg/L 浓度下烟蚜的死亡率分别为 91.7%和 83.9%。加热回流提取对桉树叶片中对蚜虫具有

生物活性的有效成分提取效果最佳，所以选择回流作为提取方式。 
 
Table 2. Results of bioassay and extraction rate of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of eucalyptus leaves (10,000 mg/L, mortali-
ty %, extraction rate %) 
表 2. 桉树叶片不同提取方式提取物的生物测定和提取率结果(10 000 mg/L，死亡率%，提取率%) 

提取物 蚜虫死亡率 提取率 

索氏提取 91.7%b 8.0% 

加热回流 100%a 9.3% 

浸渍超声 83.9%c 12.7% 

注：表中字母为方差分析 5%显著水平。 

3.2. 田间药效试 

由表 3 可见，药后 1 天，石油醚提取物以 10,000、5000 mg/L 的剂量对烟蚜的平均防效分别为 40.07%
和 34.63%，均显著低于对照药剂吡虫啉，说明其速效性较差，药后 7 天，平均防效分别达到 73.42%和

64.51%，药效有了明显提升，药后14天，吡虫啉对烟蚜的防效下降明显(17%)，而石油醚提取物10,000 mg/L
处理只下降 11%，说明石油醚提取物有不错的持效性。 
 
Table 3. Field efficacy test results of petroleum ether extract from eucalyptus leaves on tobacco aphid 
表 3. 桉树叶片石油醚提取物对烟蚜的田间药效试验结果 

供试药剂 浓度(mg/L) 
防治效果(%) 

药后 1 天 药后 7 天 药后 14 天 

石油醚提取物 
10,000 40.07b 73.42b 65.17b 

5000 34.63c 64.51c 50.28c 

吡虫啉 2 71.86a 85.40a 71.03a 

注：表中字母为方差分析 5%显著水平。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18.812201


匡传富 等 
 

 

DOI: 10.12677/hjas.2018.812201 1378 农业科学 

 

4. 结论讨论 

1) 由于石油醚提取物中有效成分含量较低。在试验中提高浓度会导致溶解性下降，导致堵塞喷头，

也可能降低了药效，需要配置较好的制剂进行进一步药效试验。 
2) 由于石油醚提取物实际有效成分低，单位面积上用药量大，限制了其发展。所以提高石油醚提取

物制剂有效成分的含量成为亟需解决的瓶颈。 
3)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桉树叶提取物对生物有抑制作用[4] [5]。本研究认为桉树叶片石油醚提取物

对烟蚜表现出一定的毒杀活性，在 10,000 mg/L 的浓度下 7 d 仍然有 73.42%的防效，且对烟蚜产卵具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表现出了一定的开发潜力，对于烟蚜的防治具有积极意义。但对其提取和应用研究尚

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要做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下一步主要工作目标是进行石油醚杀虫有效成分的提取

工艺优化，提高有效成分的提取率，缩短提取周期，降低成本，以及开展作用方式、田间药效试验和制

剂加工等方面的研究，为开发烟蚜新型防治药剂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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