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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植株中挥发性组分的鉴定及其对菜粉蝶
尸 ’ , 妙 的触角电位活性

‘

徐美娟 ” 管致和

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
,

北京

摘要 采用水蒸汽蒸馏法
,

从番茄 切
, “ 植株中分离到 个纯化合物

,

经光谱法鉴定为二苯胺和
一

苯基
一

件禁胺 番茄植株的粗提物经
一

测定
,

除获得上述

化合物外
,

还得到
, 一

二叔丁基
一

对
一

甲基苯酚
。

经触角电位 测定表明
,

二苯胺
、 一

苯墓

件蔡胺与番茄植株粗提物对菜粉蝶均有较强的生物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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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茄科植物 中番茄属是一个比较小的属
,

但番茄 与
有很大的经济价值

,

既可食用
,

又含有抗虫物质
。

作者等曾从番茄植株中分离到对菜粉

蝶 尸 ’ 即 有拒避
、

拒食活性的番茄昔 。 和黄酮类化合物 , ’〕。

从菜粉蝶成虫决

不飞近番茄植株去产卵的现象看
,

番茄植株中还应该有挥发性物质在起拒避产卵的作用
。

前人分
·

离提纯过番茄植株中的挥发性芳香物质工作
,

但未涉及生物活性 , 〕。

本试验研究了其生物活性
。

材料与方法

生物试材及分离流程

①菜粉蝶成虫由田间网捕
,

当日用于 测试
。

②番茄植株采 自未施化学农药的番茄地
,

取其叶部
,

洗净
、

晾干
、

捣成糊状
,

按附图流程

分离
。

鉴定设备 气质联用为
一

气质仪 色谱柱
一 ,

程序升

温范围 一
, · 一 ‘ ,

一
, · 一 ’ ,

一 ℃
,

℃
· 一‘ ,

氮气流

量
· 一 ‘

质谱用 质谱仪
‘

和
‘

用
一

核磁共振仪
。

生浏设备 测菜粉蝶触角电位 由中科院动物所虫
、

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开

放实验室提供全套设备及服务
。

结果

结构分析 化合物
,

淡黄色片状结晶
,

质谱法测得分子量为 根据 素规则
,

可

能含 原子
。

质谱中出现
,

等碎片峰
,

表明分子中含有苯环
。 ‘

只有 条谱线
,

说明分子有对称性
,

可能有 个苯环
,

所以分子量还剩 一 一
,

考虑含有
,

故分

子片断只可能是
。

化合物 的分子式应为
, , 。

另外
,

其
‘ ,

即
,

收稿 日期
一 一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 ‘

现在上海浦东区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年

番 茄 叶 糊

卜蒸汽蒸馏

蒸 出 液

⋯
乙醚萃取

乙 醚 液

吹干

逢胶柱层析
石油醚

多石油醚

从物⋯体

固

一口石油醚

一

测定

经
一

谱鉴定主

峰为
, 一

二叔丁

基
一

对
一

甲基苯酚

组 分

乙酸乙醋

淡黄色片状晶体

乙酸乙酷
,

芍
组 分 亚

乙酸乙醋

白色粉末

附图 番茄叶挥发性物质分离流程

表明 分子含一个活泼质子 孔
,

其余为单取代苯环质子 打
, , ,

的双二重峰为
, 一

位质子
,

占
, ,

的三重峰为
一

位质子
,

占
,

, , , , , ,

的多重峰为
,

位质子
。

综合以上数

据
,

推定化合物 为二苯胺
,

其 数据与文献吻合闭
。

化合物
,

白色粉末
,

质谱测得分子量为
,

表明分子含有奇数 原子
。

质谱中出现
, ,

碎片峰
,

说明分子中可能含有苯环或蔡环
。

分子量剩余 一 一 一
,

与

化合物 一样含有 片断
。

因此
,

化合物 的分子式为
‘ 。 ,

台
,

, , ,

的双 二 重峰为
, 一

位质
, , , ,

,

的多重峰为
, 一

位质子
, , ,

的三重峰为
一

位质子
,

以及
, , 一 , 一 , , 一 ,

与化合物 相似
,

说明为苯环单取代 剩余部分
,

和
‘

与
一

蔡基相吻合
,

因此推断化合物 为
一

苯基
一

蔡胺
。

其质谱数据与文献相符川
。

化合物
,

在粗提物的
一

谱中
,

出现
, , , , ,

等碎

片峰
,

与文献川对照
,

其相对丰度与
, 一

二叔丁基
一

对
一

甲基苯酚完全一致
。

在粗提物中
,

根据 谱中的峰高
,

化合物
,

和 均为主要成分
。

触 角电位 生物活性浏定 附表为 次重复的结果
。

可以看出
,

所分离到的

种化合物对菜粉蝶均有较强的活性反应
。

分别稍高于
,

及
,

表明混合天然物活

性往往有高于单一天然物活性的倾向
。

讨论

本研究是作者以前研究 , 〕的继续
。

前文分别报道了从番茄植株中分离到黄酮类及生物

碱类中对菜粉蝶具有产卵
、

拒食
、

致畸活性物质
。

本文报道的则是具有嗅觉活性挥发性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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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菜粉蝶对各化合物的 反应

化合物 ①

份

相对 活性

一 一 一 一

相对 反应值范围

②

⑧

④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

① 石油醚

② 二
, 一

二苯胺
, , 一 一

苯基
一

卜苯胺
一 一

日
一 ,

③ 一 以
, 一

二叔丁基
一

对
一

苯酚
, , 一 一 一 一

占绝对比例的粗提物

④ 顺式 己烯醉
, 一 一 一 一

虽然生测只做了 反应
,

而 导出电位强弱只说明活性高低
,

而不说明这活性的性

质是
“

趋 ”还是
“
避

” ,

但田间观察表明菜粉蝶是避开番茄飞行的 笼养观察表明菜粉蝶从不光

顾番茄
。

这些均说明番茄中必定有影响菜粉蝶嗅觉反应而引起忌避作用的挥发性物质
。

既

然本研究分离到的三种化合物均有较强活性
,

则将此活性理解成忌避活性是顺理成章的
。

关

于 生物活性问题
,

由于在连续测定的过程中
,

触角对化合物的敏感性会逐渐降低
,

因

此安通常惯例
,

附表中测试化合物的 生物活性用相对于标准化合物 活性的百分

比来表示
。

所用的标准化合物为顺式己烯醇
一 一 一 一 ,

这是因为该化合物对绝大

多数昆虫 反应有较强的刺激活性
,

因而被国际上选用为测试标样
。

如试验样品能导出

比顺式已烯醉更高的电位
,

则表明试虫对该合物十分敏感
。

而对石油醚 号 的测试
,

只是

为了跟踪监测昆虫触角的活度
。

将本文与作者的前两篇论文联系起来可以看出
,

番茄对菜粉蝶的化学防御有一系列的

次生性代谢物在起作用
,

而且起着
“

层层设防
”

的作用 在一定距离内忌避菜粉蝶接近
,

拒避

产卵
,

使幼虫拒食
,

使取食的幼虫致畸
。

这种设多种障碍的防御
“

策略
”
使菜粉蝶很难对付

。

菜

粉蝶绝不上番茄就不难理解了
。

这项研究实际上并未完结
,

因为植物还有因受伤害 包括昆虫为害 被诱导产生的防御

物质 , ’〕。

番茄植株是否还有类似现象尚且不知
。

为保证试验的准确
,

本研究在采用番茄枝时

都不用已受过伤害的植株
。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严福顺
、

杜永均曾为本研究提供 服务
,

谨致衷心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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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单胞杆菌属丹韶沃 〕切 。 共 种

①产氮假单胞菌识 由龙井
、

北京
、

永宁土壤分离
,

②固氮假单胞菌识 , 即为, 由永宁
、

沈阳土壤分离
。

土壤杆菌属以 勿 已 大刀 共 种

根癌土壤杆菌以 二 由龙井
、

北京土壤分离
。

棒状杆菌属 优 阴。 刀 共 种

棒状杆菌优 厂”动 二 由龙井土壤分离
。

黄色杆菌属 狐 动口 共 种

自养黄色杆菌优 “ 叩为元 由龙井土壤分离
。

拜叶林克氏菌属 亿免加刀为漪抽 共 种

印度拜叶林克氏菌白色变种 由北京土壤分离
。

这 属 种固氮菌按地区分
,

哈尔滨 属 种
、

龙井 属 种
、

沈阳 属 种
、

北京

属 种
、

永宁 属 种
、

米泉 属 种
。

经生物学
、

微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技术
、

土壤学等文献的光盘检索
,

在国际上
,

这 种

固氮菌中
,

产氮芽抱杆菌吸 二勿左址功
、

球形芽抱杆菌 吸 胡为
、

中间肠杆菌

吸 初犷已门 ”己己山功
、

产氮假单胞菌识 二忿口乃翩胡 , 等 种菌还未发现作为固氮菌的报

道
,

其余 种菌的固氮能力 已有报道
。

在国内
,

这 种菌
,

除阴沟肠杆菌在广东稻田有分离

的报道外
,

其余均未见分离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