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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真菌病害是植物主要病害之一，传统化学农药的滥用及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符合绿色农业发展的要

求。本文重点介绍了生物碱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萜类化合物等植物源农药常用活性提取物的结构表

征，常用的溶剂提取法、超声微波辅助提取法等提取方式以及活性成分对于病菌菌丝的生长抑制、改变其膜

通透性等抑菌机理，并提出了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如不同类型化合物的生物功能和生态化学功能尚未被充分

研究；如何降低单个化合物的提取成本；如何进行有效化合物的结构优化，最后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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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以往由于化学农药的滥用导致４０种

以上的主要农作物的病原微生物和害虫产生抗药

性、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水平降低等一系列

问题［１］，而且传统化学农药往往含有对人畜有害

的成分，而以植物体内对病原菌具有拮抗性的化

学物质为主要成分的植物源农药，因其具有低毒、

低残留、对非靶标生物及环境安全的特点而越来

越受到重视［２］。据研究，植物源农药的常用化合

物有生物碱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萜类化合

物、挥发油等，不同类型的化合物具有不同的骨架

结构；根据化合物特性的的不同，选择不同方式进

行提取；不同的化合物也具有不同的抑菌及提高

植物抗氧化力等生理特性［３４］。本文主要综述了

植物源农药中常见活性成分的结构表征、提取方

式及其抑菌研究进展，为植物源农药的开发提供

技术支撑。

１　植物源农药常用的活性提取物

１．１　生物碱类化合物

目前已发现２１０００多种生物碱类化合物，多

分布在茄科植物的种、果、花、茎等植物部位［５６］。

生物碱类化合物大多为环状结构，氮素被包含在

碳环内。在抑菌时Ｃ１、Ｃ２、Ｃ９和Ｃ１０中的羟基作

为取代基会出现结构取代的情况［７］。生物碱常见

类型有异喹啉类生物碱、喹啉类生物碱、吲哚类生

物碱、哌啶类生物碱等，其中 Ｎ甲基四氢原小檗

碱、原小檗碱和二苯甲苯胺类生物碱的Ｃ２和Ｃ３

的４阶碳和亚甲二氧基在提高Ｎ甲基四氢、原小

檗碱的抗病毒、抗菌和抗真菌活性方面起着重要

作用［８１１］。当进行生物碱类化合物的结构优化

时，可重点优化生物碱的Ｃ２和Ｃ３的４阶碳和亚

甲二氧基，从而提高该类型化合物的抑菌效果。

１．２　黄酮类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目前已发现８００余种，属于植

物的次生代谢物质［１２］。黄酮类的化学结构类型

较多，一般以Ｃ６Ｃ３Ｃ６的形式为基础
［１３］。黄酮

类化合物是苯并γ犘狔狉狅狀犲衍生物，当病菌对其

进行侵染时，它会根据其侧组位置和换位进行分

类；其药理作用主要是根据它的结构类别、羟基化

程度、其他取代和共轭以及聚合程度相互协同合

作，其中类黄酮在生物系统中保护作用归因于它

们传递氢或电子自由基的能力；而芳香环上特殊

位置的羟基能够提高抑菌作用［１４１８］。在进行黄

酮类化合物的结构优化时，可先寻找到该物质芳

香环的羟基，调整其位置，再查看该羟基在新位置

上与它的结构类别、其他取代和共轭以及聚合程

度互相协作的效果，从而达到整体提高黄酮类化

合物的抑菌效果。

１．３　萜类化合物

在天然产物中，萜类化合物是结构最多、结构

最大的化合物之一，目前已发现５００００多种
［１９］。

萜类化合物可根据异戊二烯的原则进行分类，即

将不同碳数量及组成结构进行线性排列，形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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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异戊二烯单元组成的头尾相连的异戊二烯聚合

体，少部分萜类化合物也会以各种含氧衍生物的

形式存在［２０２３］。萜类化合物主要由甲羟戊酸途

径生成，但也可能来源于２Ｃ甲基Ｄ赤藓糖醇４

磷酸［２４２６］，而缺少吡喃环时，则一般被认为没有

活性，不具备抑菌作用。在做萜类化合物的结构

优化时，可以该物质的吡喃环为切入点进行研究，

来提高萜类化合物的抑菌效果。

１．４　挥发油

挥发油又称为植物精油，主要来自芳香植物，

是脂溶性的天然化合物［２７］。植物精油成分复杂，

按化学结构分为芳香族、脂肪族和萜类，其中以萜

类成分为主，主要包括单帖、倍半萜以及醇类、酚

类、醚类、醛、酮、羧酸和酯等含氧衍生物［２８］。挥

发油的活性可能是由于某些小化合物如香芹酮的

存在所致［２９］。挥发油所含成分太多，可推测出抑

菌作用主要源于它的组成成分的协同作用，并非

一种物质的作用。若做结构优化，太过复杂。

２　活性物质提取方式
植物会通过自身的代谢功能合成不同的化学

物质以及衍生物，这些物质具有抑菌、抗病、抗氧

化等作用［３０３１］。因此可以根据不同成分的特性

选择合适提取方式进行成分提取。

２．１　生物碱类化合物

在提取生物碱时，生物碱的溶解性能是重要

的提取方式选择依据，因此根据生物碱不同物质

在不同溶剂中的溶解度进行溶剂选择，但是在进

行亲水性生物碱的提取时要注意溶剂酸碱度的调

节［３２］。Ｗｅｉ等
［３３］将白屈菜粉碎后进行工艺为１∶８

的固液比，７５％的乙醇，８５％超声频率提取３５ｍｉｎ

的超声波提取得到白屈菜红碱，当白屈菜红碱浓

度为１．７×１０６ ｍｇ·ｍＬ
１时，具有最高抑菌活性，

且对番茄枯萎病菌Ｚ０４１３、黄瓜枯萎病菌Ｚ０４１８

等病菌具有使用量越少、抑菌性强的特点。Ｈａｎ

等［３４］将延胡索粉碎后用正乙烷、乙酸乙酯、氯仿

浸提分馏，纯化后得到三种异喹啉生物碱：脱氢木

犀草碱、针刺碱和虫草碱，三种碱对小麦叶锈病

菌、花椒炭疽病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发现

Ｃ１３和季铵盐中甲基的缺失氮原子在抗真菌药

物中起着重要作用活动。陈伟等［３５］依次使用乙

酸、氨水、正丁醇和甲醇对马铃薯薯芽与薯皮经行

粉碎萃取，不断调节溶剂酸碱度，最后得到马铃薯

糖苷生物碱，随着马铃薯糖苷生物碱的浓度增大，

对枸杞致腐病原菌镰孢菌的抑制作用增强，但浓

度不能高于０．１５ｇ·ｍＬ
１。周兵等［３６］按照醇酸

水有机溶剂提取（９５％的乙醇回流提取２ｈ后，

依次用酸性水溶液和浓氨水进行酸碱处理，最后

使用氯仿进行萃取）法对碎米莎草茎进行总生物

碱提取，发现随着总生物碱的浓度增加，对水稻稻

瘟病菌、油菜菌核病菌 、番茄早疫病菌和杨树溃

疡病菌的抑制作用增加；但是对水稻苗高有严重

抑制作用。

因此，在提取生物碱时，不光要根据溶剂极性

的不同来提取对应的生物碱类化合物，还要在提

取过程中不断调节溶剂的酸碱度。不同类型的生

物碱对不同的植物病害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

是总生物碱类化合物并不能用于水稻田的植物源

农药成分，会影响水稻幼苗的生长。

２．２　黄酮类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提取的关键取决于所提取的黄

酮类物质是游离苷元还是苷类化合物，不同的化

合物使用的溶剂极性不同，极性越大的溶剂所提

取到极性化合物含量会越多，并且不同极性的溶

剂混合提取会出现协同作用。

Ｂａｒｔｍａńｓｋａ等
［３７］使用不同极性的溶剂分别

从废除的啤酒花残渣中浸提得到７种黄酮类化合

物，其中２种为天然黄酮（α，β二羟基胡萝卜素和

８丙基柚皮素），提取黄腐醇含量最多的溶剂是甲

醇加上二氯甲烷；丙酮、乙酸乙酯、甲醇的粗提物

对镰刀菌的抑制所差无几，而亚甲基氯化物则对

灰霉病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ＥＬＨｅｆｎｙ等
［３８］使

用乙酸乙酯和甲醇分别对大黄的根部进行液液萃

取和固液萃取，分馏分离后用蒸馏水配置成主要

含有黄酮３醇和二苯乙烯药液对田间感染稻瘟

病的小麦进行喷施，显著抑制住病菌孢子的萌发。

２．３　萜类化合物

萜类化合物常用的提取方式为压榨法、水蒸

气蒸馏法、脂浸润法、超灵界流体萃取法和溶剂提

取法。前４种方法可用于提取精油，一般萜类提

取都是根据提取物质的苷元形式及选择不同极

性、不同沸点的溶剂。

Ｏｌｕｄｅｍｉ等
［３９］将灵芝先进行乙醇回流提取，

干燥后按照提取时间为７８．９ｍｉｎ、提取温度为

９０．０°Ｃ和溶剂浓度为６２．５％乙醇进行热萃取，

得到提取率为（４．９±０．６）％，含量为（４３５．６±

２１．１）ｍｇ·ｇ
１的三萜。Ｐｏｐｏｖ等

［４０］研究发现高浓

度的乙酸乙酯提取白桦醇的纯度比９５％乙醇所

提取的白桦醇纯度高，并且可以在乙酸乙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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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白桦醇之后，使用水蒸馏法将提取残渣中的乙

酸乙酯回收，形成绿色萃取。Ｑｕｎ等
［４１］通过使用

蒸馏水，保证１∶５５ｇ·ｍＬ
１的固液比，超声波微波

辐照功率９０Ｗ，提取周期７５ｓ的工艺对角果进

行三萜类化合物提取，得到１６．７８９ｍｇ·ｇ
１，与预

期相符。

２．４　挥发油

挥发油最常见的成分就是单帖及倍半萜，因

此提取精油时常用水蒸汽法和超临界流体萃取

法。Ｂａｍｍｏｕ等
［４２］通过水精蒸馏装置和程序对

蚤草属进行水蒸气蒸馏，其精油对尖孢镰刀菌有

一定的抗性。Ｓｈｕｋｌａ等
［４３］使用超临界ＣＯ２对干

姜进行多分离器在线分馏ＣＯ２萃取构型的同时回

收率为９６．１５％。工业生产中的工艺优化及其验

证标度单位表明，超临界ＣＯ２萃取和同步萃取分

馏可用于一系列产品的商业分离天然生物活性化

合物，如维生素，必需脂肪酸。Ａｇｈａ等
［４４］采用二

维气相色谱法和简易气相色谱法对天竺葵提取挥

发油的化学成分进行检测，挥发油的主要成分是香

茅醇、香叶醇和芳樟醇。挥发油也多作用于果蔬保

鲜及美妆行业中，所以使用超临界ＣＯ２作为萃取

剂，这样既价格低廉，又无残留，且还不破坏结构。

　　在提取各类化合物时，除了根据不同提取物

质所需选择不同极性大小的溶剂外，可以采用微

波辅助提取或超声波辅助提取方式。对比传统的

溶剂提取法，通过超声振动或微波震动产生切向

力，使溶剂渗入细胞，加速有效成分进入提取溶剂

中，从而提高提取率，且不降低提取物的活

性［４５４６］。郭孝武［４７］分别使用超声波辅助提取法、

回流提取法、浸提法对益母草的总生物碱进行提

取，发现超声波辅助提取法的提取率较其他两种

方法相比要高，且未改变提取物的化学结构。

图１　白屈菜红碱的化学结构图
［４８］

图２　马铃薯糖苷生物碱的化学结构图
［４９］

图３　针刺碱（Ａ）、脱氢木犀草碱（Ｂ）和虫草碱（Ｃ）的化学结构图
［３４］

图４　啤酒花黄酮的化学结构图
［５０］

图５　黄酮３醇的化学结构图
［５１］

图６　二苯乙烯的化学结构图
［５２］

３　活性物质抑菌机制

３．１　生物碱类化合物

生物碱类化合物可以在需要保护的细胞上形

成一层保护膜，从而减少其他病菌对细胞的破

坏［５３］。Ａｖｃｉ等
［７］发现玫瑰美碱和小檗碱由调节

子控制的治疗基因上调的功能，并且使细胞膜通

透性增大。Ｚｈａｏ等
［５４］使用异喹啉生物碱对稻瘟

病菌进行抑制试验，结果表明菌丝体呈弯曲、崩

解，细胞膜完整性受损，同时还抑制菌丝的活性氧

生成，破坏了菌丝的膜功能和细胞增殖。

对于病菌抑制，生物碱类化合物可对病菌细

胞基因及酶类进行影响，或者对细胞膜、菌丝生长

形态造成影响，从而达到抗病的作用。

３．２　黄酮类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的抗病性可能是非特异性的，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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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黄酮类化合物的抗氧化性，使致病菌因缺氧

而失去活性；影响生物膜的形成、膜的通透性等生

理特 性；影 响 某 些 酶 对 细 胞 质 的 抑 制［５５５８］。

Ｒａｃｈｍａｗａｔｙ等
［５９］对干燥的可可果进行粉碎后使

用７∶３的丙酮水溶液浸提３次，得到黄酮类化合

物，发现其对尖孢菌的孢子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Ｃｈｅｎ等
［６０］研究发现黄芩素在３２和６４μｇ·ｍＬ

１

时对病菌具有下调群体感应系统调节因子及基因

细胞间粘附素在生物膜中的表达生产细胞的

能力。

３．３　萜类化合物

萜类化合物对真菌的抑菌影响主要在对于真

菌菌丝的生长抑制，使其尖端膨胀、分支形成孢子

梗或是在使菌丝断裂，对细胞造成破坏以及对真

菌细胞蛋白的下调［６１６２］。杨婷等［６３］在１３种萜类

中筛选香芹酚、丁香酚、异丁香酚、枯茗醛、百里香

酚对孢炭疽菌的最佳抑制浓度为５０μｇ·ｍＬ
１。

Ａｌｅｘａ等
［６４］对丹参和百里香分别进行萃取，得到

γ松油烯和ｐ百里香酚，混合后对禾谷镰刀菌有

一定的抑制协同作用。丁兰等［６５］从香茶菜属中

分离出４中萜类物质（犾犲狌犽犪犿犲狀犻狀犈、狑犲犻狊犻犲狀狊犻狀

犅 熊果酸和２α羟基熊果酸），对蝴蝶兰茎腐病中

分离出的镰孢属真菌进行抑制，发现该真菌的菌

丝简短膨大成为囊泡，开始出现断裂，逐渐变为空

泡；菌丝体细胞膜结构被严重破坏，且大大地改变

了其通透性。

３．４　挥发油

挥发油是通过精油及其组分对细胞膜造成破

坏，增大膜的通透性，致使细胞内的物质泄漏，或

直接 破 坏 病 菌 的 酶 系 统，致 其 死 亡［６６６８］。

Ｍｏｇｈａｄｄａｍ等
［６９］发现从山羊草的种子中提取精

油对青枯病菌有较强的抑制力，能够显著抑制菌

丝的生长。Ｙｕ等
［７０］从茶树中提取精油对灰霉病

菌进行抑制，研究发现精油中的α松油醇，１，８桉

叶素混合后能穿透病菌细胞，破坏细胞细胞器而

不影响细胞膜透性。相比之下，松油烯破坏了膜

的完整性，增加了膜的通透性，导致离子渗漏和膜

功能障碍。

图７　具有抗菌性的常见萜类结构

注：从左至右依次为广藿香醇、穿心莲内酯、齐墩果酸［７１］。

４　展望
目前各学者对各类型化合物已经有一定的研

究，但不同类型化合物的生物功能和生态化学功

能尚未被充分研究，例如化合物在植物体内代谢

过程，所具有的功能，以及在生态环境中的存在形

式与归宿途径等。

在提取工艺中，不仅要考虑如何优化可以增

加物质得率或提取出其他物质类型，还要考虑优

化单个化合物的提取成本在商业生产的经济性，

如何能适用于工厂批量化生产。例如将许多高质

量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可以被回收在一个单一的步

骤中，从某种低廉的植物中得到大量高质量的化

合物等。

对于植物源农药，所需化合物的活性筛选仍

然是新农药开发的关键步骤。具有较高活性的化

合物可以直接开发为新药。化合物的结构对于是

否具有抑菌能力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可以将“组

学”技术与分子网络药理学相结合，在原物质结构

的基础上进行结构修饰，合成具有高效抑菌能力

的新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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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ｓ，２０１８，２８（１４）：２４０３２４０７．

［４９］　ＬＩＡＮＧＫＨ，ＬＵＬＧ，ＺＨＵＤＺ，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Ｊ］．Ｆｏｏ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３８（２１）：１９５１９９．

［５０］　ＪＩＡＮＧＣＨ，ＳＵＮＴＬ，ＸＩＡＮＧＤＸ，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ｘａｎｔｈｏｈｕｍｏｌ：ａｐｒｅｎｙｌａｔｅｄｆｌａ

ｖｏｎｏｉｄｆｒｏｍｈｏｐｓ（犎狌犿狌犾狌狊犾狌狆狌犾狌狊Ｌ．）［Ｊ］．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９：５３０．

［５１］　ＥＶＡＮＳＯ Ｍ．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ａ

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ｏｏｔｂａｒｋｏｆ犝狏犪狉犻犪犪犮狌犿犻狀犪狋犪［Ｊ］．Ｎａｉ

ｒｏｂｉ：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ａｉｒｏｂｉ，２００３．

［５２］　ＶＩＬＬＡＲ?ＮＤ，ＷＥＺＥＮＢＥＲＧＳＪ．ＳｔｉｆｆＳｔｉｌｂｅｎｅｐｈｏｔｏ

ｓｗｉｔｃｈｅｓ：ｆｒｏｍ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ｏ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Ｊ］．Ａｎｇｅｗａｎｄｔｅ Ｃｈｅｍｉｅ，２０２０，１３２ （３２）：

１３２９２１３３０２．

［５３］　ＪＡＩＮＡ，ＰＡＲＩＨＡＲＤＫ．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ｂｉｏｆｉｌｍ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ａｎｄａｎｔｉｂｉｏｆｉｌｍ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ａｎｄ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ｏｆ

犆狌狉犮狌犿犪［Ｊ］．Ｂｉ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１６：６７７６８２．

［５４］　ＺＨＡＯＺ，ＳＨＡＮＧ Ｘ，ＬＡＷＯＲ Ｒ Ｋ，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ｐｈｙｔｏ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ｉｓｏｑｕｉｎｏｌｉｎｅ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ｒｉｎｅ［Ｊ］．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Ｂｉｏ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１５９：５１５８．

［５５］　ＢＡＲＢＩＥＲＩＲ，ＣＯＰＰＯＥ，ＭＡＲＣＨＥＳＥ Ａ，ｅｔａｌ．Ｐｈｙｔ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ｏｎｐｌａｎｔｄｅｒｉｖｅ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１９６：４４６８．

［５６］　ＫＨＡＭＥＮＥＨＢ，ＩＲＡＮＳＨＡＨＹ Ｍ，ＳＯＨＥＩＬＩＶ，ｅｔａｌ．Ｒｅ

ｖｉｅｗｏｎｐｌａｎｔ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Ｊ］．Ａｎ

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９，８（１）：

１２８．

［５７］　ＸＩＥＹ，ＹＡＮＧ Ｗ，ＴＡＮＧＦ，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８２１



７期 　　于忻滢等：植物源农药研究进展

ｏｆ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Ｊ］．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５，２２（１）：

１３２１４９．

［５８］　ＧＯＲＮＩＡＫＩ，ＢＡＲＴＯＳＺＥＷＳＫＩＲ，ＫＲＯＬＩＣＺＥＷＳＫＩＪ．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ｐｌａｎｔ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Ｊ］．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９，１８（１）：

２４１２７２．

［５９］　ＲＡＣＨＭＡＷＡＴＹ，ＭＵ′ＮＩＳＡＡ，ＨＩＯＬＡＳＦ，ｅｔａ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ｃｏａｐｏｄｈｕｓｋ（犜犺犲狅

犫狉狅犿犪犮犪犮犪狅Ｌ．）ｂａｓｅｄ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ｏｎ犉狌狊犪狉犻狌犿

ｗｉｌ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ｎｔｏｍａｔｏｐｌａ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１９，１２４４：０１２０３６．

［６０］　ＣＨＥＮ Ｙ，ＬＩＵ Ｔ，ＷＡＮＧ Ｋ，ｅｔａｌ．Ｂａｉｃａｌｅｉ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ｂｉｏｆｉｌ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ｏｒｕｍ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犻狀 狏犻狋狉狅 ［Ｊ］．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６，

１１（４）：ｅ０１５３４６８．

［６１］　金卫华，曹军卫，涂毅，等．巴山榧树内生真菌产生的二萜

类物质的鉴别及对 Ｈｅｌａ细胞的抑制作用［Ｊ］．中国医院药

学杂志，２０１８，３８（１８）：１８９８１９０１．

［６２］　李兆亭，陈文学，韩迎洁，等．胡椒单萜类化合物对单增李

斯特菌抑菌机理的研究［Ｊ］．食品工业科技，２０１８，３９（２３）：

１５４１５８．

［６３］　杨婷，史红安，李聪丽，等．１３种萜类化合物对胶孢炭疽菌

和链 格 孢 的 抑 制 活 性 ［Ｊ］．植 物 保 护，２０１７，４３（２）：

１９２１９５．

［６４］　ＡＬＥＸＡＥ，ＳＵＭＡＬＡＮＲＭ，ＤＡＮＣＩＵＣ，ｅｔａｌ．Ｓｙｎｅｒｇｉｓ

ｔｉｃ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ｉｃａｎｄａｎｔｉ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

犛犪犾狏犻犪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犻狊Ｌ．ａｎｄ犜犺狔犿狌狊狏狌犾犵犪狉犻狊Ｌ．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ｓ［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２０１８，２３（１）：１８５．

［６５］　丁兰，何苗，王保强，等．４种萜类化合物对蝴蝶兰茎腐病

菌的抑制作用及机理的初步研究［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４，

４０（３）：４２４７，５７．

［６６］　ＭＯＲＥＩＲＡ Ｍ Ｒ，ＰＯＮＣＥＡＧ，ＤＥＬＶ，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ｏｉｌｓ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ａｆｏｏｄｂｏｒｎｅｐａｔｈｏ

ｇｅｎ［Ｊ］．ＬＷＴ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３８（５）：

５６５５７０．

［６７］　ＣＡＲＳＯＮＣＦ，ＭＥＥＢＪ，ＲＩＬＥＹＴＶ．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ｃ

ｔｉｏｎｏｆ犕犲犾犪犾犲狌犮犪犪犾狋犲狉狀犻犳狅犾犻犪（ｔｅａｔｒｅｅ）ｏｉｌｏｎ犛狋犪狆犺狔犾狅

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ｉｍｅｋｉｌｌ，ｌｙｓｉｓ，ｌｅａｋａｇｅ，ａｎｄ

ｓａ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ａｓｓａｙ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Ａｎｔｉｍｉ

ｃｒｏｂＡｇ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０２，４６（６）：１９１４１９２０．

［６８］　ＬＡＭＢＥＲＴＲＪ，ＳＫＡＮＤＡＭＩＳＰＮ，ＣＯＯＴＥＰＪ，ｅｔａｌ，Ａ

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ｅ

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ｅｇａｎｏ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ｏｉｌ，ｔｈｙｍｏｌａｎｄｃａｒｖａｃｒｏ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９１（３）：４５３４６２．

［６９］　ＭＯＧＨＡＤＤＡＭ Ｍ，ＭＥＨＤＩＺＡＤＥＨＬ，ＭＩＲＺＡＥＩＮ Ｈ，

ｅ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ｅｅ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ｏｉｌｏｆ犉犲狉狌犾犪犵狅犪狀犵狌犾犪狋犪［Ｊ］．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２０１８，２１（１）：

１５８１７０．

［７０］　ＹＵＤ，ＷＡＮＧＪ，ＳＨＡＯＸ，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ｍｏｄｅｓｏｆａｃ

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ｔｒｅｅｏｉｌａｎｄｉｔｓｔｗ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

ｇａｉｎｓｔ犅狅狋狉狔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５，１１９（５）：１２５３１２６２．

［７１］　ＹＡＮＧＷ，ＣＨＥＮＸ，ＬｉＹ，ｅｔ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ｓ［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０，１５：１１３．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狅犳犅狅狋犪狀犻犮犪犾犘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

犢犝犡犻狀狔犻狀犵
１，犣犎犃犖犌犌狌狅犾犻犪狀犵

１，２，犉犃犖犛狅狀犵
１，犎犝犃犖犌犣犺犻狑犲犻１，犣犎犃犖犌犢犲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ｉｙ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ｕａｉ′ａｎ２２３３０３，Ｃｈｉｎａ；

２．Ｂｉｏｍａｓｓ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ｕａｉ′ａｎ２２３３０３，

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Ｆｕｎｇ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ｌ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ａｂｕｓ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ａｎｄ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ｏｎｏｔ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ｇｒｅｅ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ｕｓｅｄａｃｔｉｖ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ｄｅｒｉｖｅｄ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ｌｋ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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