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药材
·

中药山紫苑类研究△

山紫莞类药材药源调查及原植物鉴定

中国药科大学生药学教研室 (南京 2 1 0 0 3 8) 赵显国

徐路珊

李志猛 张 勉 王峥涛 马继元

余 国莫 徐国钓 林 鸽料

摘 要 对四川
、

云南
、

贵州
、

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

陕西
、

甘肃
、

新疆等山紫莞类药材主产地进行了

药源调查和标本采集
,

鉴定出雍吾属植物 26 种 1 变种
,

列出了原植物鉴定检索表
,

基本搞清了目

前山紫苑类药材的基源
、

分布及产销情况
。

关钮词 山紫莞 囊吾属 药源调查 植物鉴定

紫莞为常用中药
,

具有润肺下气
,

止咳祛

痰的功效
。

中国药典 1 9 9 5 年版所载紫莞为菊

科紫苑属植物紫芫 A st e : tat a ri cu : L
.

f
.

的干

燥根及根茎
。

但在我国许多地区民间将菊科

聚吾属 (Lz’g u la ri a) 多种植物的根及根茎作

紫莞使用
,

统称山紫苑
,

其中蹄叶豪吾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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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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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m it h ) H a n d 一M a z z
.

的根及根茎收入四川
、

贵州两省药材标准
,

名川紫莞
〔,

,
3〕 ;
鹿蹄真吾

的根及根茎还收入云南省药材标准
,

名滇紫

苑川
。

据文献记载
,

我国真吾属植物有 1 10 余

种
,

主要分布于西南山区
‘5〕 ,

民间用作紫莞使

用的多达 35 种
‘的 。

为了搞清山紫莞类药材的

基源及使用现况
,

我们对四川
、

云南
、

贵州
、

辽

宁
、

吉林
、

黑龙江
、

陕西
、

甘肃
、

新疆等主产地

进行了药源调查
,

采集植物标本 4 00 余份
,

鉴

定出用作山紫苑使用的真吾属植物 26 种 1

变种
,

并发现四川
、

贵州两省药材标准将毛苞

囊吾 L
.

s ibir ic a v a r
.

a ra n e o s a n
误定为宽戟

真吾
,

另采集发现 1 新种
,

基本搞清了目前山

紫苑类药材的基源
、

分布及产销情况
。

1 药源调查

山紫莞类药材种类多
,

分布广
,

但主要集

中于西南
、

西北及东北地区的四川
、

云南
、

贵

州
、

陕西
、

甘肃
、

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及新疆等

地
,

详细调查结果见表 1
。

狭苞真吾采挖后干燥除去须根的根茎呈

葫芦状
,

习称光紫苑
、

铁紫莞
,

不去根者习称

毛紫苑
。

毛苞真吾当地习称毛紫莞
、

紫苑
。

四

Jll
、

贵州两省药材标准将其原植物误定为宽

戟真吾
,

经我们实地调查
,

并查阅标准起草单

位所存原标本
,

鉴定为毛苞真吾
;
宽戟囊吾仅

分布于云南西北部
,

在四川
、

贵州未见分布记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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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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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平武
、

南坪等县亦有分布
,

但当

地不作紫莞使用
。

在中甸采集时还发现 一新种
,

即毛茎真

吾 L ig u la ri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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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香港政府研究资助局资助 项 目
大家学国文中为课港题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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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植物

表 1 药源调变结果

药材名 产地
、

分布

蹄叶囊吾 左g “la ri a

几ch 州

鹿蹄囊吾 L
.

h心gso ni i

山紫莞

土紫莞
、

荷叶七

毛紫莞
、

川紫苑

土紫苑

主销地

东北地区

地方习用

四川
、

贵州

云南
、

并出 口

川鄂紊吾 L
.

w ilso
n ia na

狭苞囊吾 L
.

in t

~ ed ia

毛苞囊吾

L
.

si 厉八ca v a r “
ra

n e o ‘a

黄亮雍吾 L
.

‘al ~ nt h a

网脉囊吾 L
.

di c

tyo ne u ra

离舌囊吾 L
.

v e itc 几ia n a

滇紫莞

紫克
、

毛紫莞

毛紫莞
、

川紫莞

紫克
、

毛紫克

光紫苑
、

川紫苑

光紫览
、

紫莞

毛紫苑
、

川紫苑

小紫莞

紫苑
、

旱紫苑

紫莞

四川
、

贵州

贵州
、

四川

四川
、

贵州

贵州
、

四川

四川
、

贵州

贵州
、

四川

云南

地方习用

地方习用

掌叶囊吾 L
.

Prz ~
lsk ii 紫莞 地方习用

齿叶囊吾 L
.

de
n ta ta 土紫莞 民间习用

秦吾 L. si 沉r ic a

马蹄黄

土紫克
、

山紫苑

紫苑
、

毛紫苑

细须毛紫苑

铁杆紫克

紫莞

大毒叶草

化血丹
、

紫苑

紫莞

水紫莞

紫苑

紫苑
、

老君须

大黄

一把扇

紫苑

紫莞

紫苑

紫苑

紫莞

紫苑

紫苑

吉林
、

黑龙江
、

辽宁

陕西华县
、

华阴
、

蓝 田

四川峨眉
、

洪雅
、

峨边

四川万源
、

城 口

陕西镇 巴
、

紫阳

云南昆明
、

玉溪
、

曲靖
、

保山

贵州遵义

四川武隆几南川
、

涪陵
、

丰都

贵州遵义

四川武隆
、

南川
、

涪陵
、

丰都

贵州遵义

四川酉阳

贵州遵义

云南华坪

云南丽江
、

中甸
、

大理
甘肃文真

、

陕西太白
、

眉县

四川平武
、

广元
、

青川

甘肃文县
、

天水

陕西宝鸡
、

眉县
、

太白

陕西凤县
、

宝鸡
、

眉县
、

太白

甘肃文县
、

华亭
、

渭源

贵州贵阳

吉林
、

辽宁

四川平武
、

广元

四川南川

四川南川

陕西凤县
、

太白
、

甘肃文县

云南昆明
、

丽江

地方习用

窄头秦吾 L
.

~ “护h al a

南川紊吾 乙
. ’

, a n c人a n ica

箭叶囊吾 L
.

sa g itt a

牛芬叶囊吾 L
.

laP at h滋fo lia

地方习用

民间习用

民间习用

民间习用

丽江紊吾 L
.

li dji an ge
n
拍

宽戟囊吾 L
.

lat ih as ta ta

舟叶囊吾 L
.

cy m bul 反fe r 口

大黄豪吾 L
.

d uc 汀br从 i:

棉毛囊吾 L
.

v el le re a

东俄洛素吾 L
.

ton g o le n s行

苍山囊吾 乙
.

ts o n c人a n e , s‘

全缘紊吾 L
.

m on洲1ca
复序寨吾 L

.

ja lu 即sis

太白山囊吾 L
.

d of 介h o

加t
rys

异叶囊吾 L
.

h et e r

OP hy lla

宽舌囊吾 L
.

p la ty 砂os sa

云南迪庆
、

丽江

云南丽江
、

中甸

云南迪庆
、

丽江

云南迪庆

四川甘孜

四川凉山
、

云南迪庆
、

丽江

云南迪庆
、

丽江

云南大理

东北各地

东北各地

陕西太白
、

华县
、

眉县

新疆 白杨沟

云南大理
、

丽江

民间习用

民间习用

民间习用

民间习用

民间习用

民间习用

民间习用

民间习用

民间习用

民间习用

民间习用

民间习用

原植物鉴定 行分类鉴定
,

找出种间区别
,

列 出分种检索

对 26 种 1 变种山紫莞 (囊吾属 )植物进 表
。

1 (1 2 )

2 (7 )

3 (6 )

4 (5 )

2 7 种 (包括变种 )班吾属原植物检索表

头状花序排列成伞房状或复伞房状聚伞花序
。

叶脉掌状
,

具 3 ~ 9 条主脉
。

头状花序连同舌状花直径 3 ~ 12
C m

,

总苞半球形或宽钟形
,

宽 7 ~ 30 m m
。

总苞半球形
,

长大于宽
,

舌状花的舌片长 4一 6 c m

1 1 6
.

齿叶囊吾 乙ig u za ri a J e n ta ta



5 (4 ) 总苞宽钟形
,

长大于宽 ;舌状花的舌片长 1
.

5一 3 c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鹿蹄囊吾 L
.

ho d gs on ii

6 (3 ) 头状花序小
,

连同舌状花直径不超过 2 c m
,

总苞狭钟形
、

狭筒形
,

宽 3 ~ 4 m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大黄囊吾 L
.

d uc ifo , is

7 (2 ) 叶脉羽状
,

主脉 1 条
。

8 (1 1 ) 叶两面被白色蛛丝状柔毛
,

茎粗壮
,

直径 1 ~ 25
c m

。

9( 10 ) 头状花序多数
,

50 个以上 ;冠毛白色 ;叶基部浅心形
· ·· · ·· · · · · · · · · · · · · ·· ·

⋯⋯ 4
.

舟叶囊吾 L
.

cy m bul l’fe ra

10 (9 ) 头状花序少
,

不超过 50 个 ; ,

冠毛红褐色
,

叶基部平截或呈楔形
·· ·

⋯⋯ 5
.

牛芳叶聚吾 L
.

laP at hifo li a

11 (8 ) 叶两面被有节短柔毛 ;茎纤细
,

直径 3一5 m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东俄洛囊吾 L
.

ton g ol 幼sis

12 (1) 头状花序排列成总状或总状圆锥花序
。

13 (48 ) 基生叶平展或斜伸
,

主面绿色
,

上面浅绿色
,

被毛或至少在叶缘有毛
。

14 (15 ) 茎生草状
,

无叶
,

基部被 1 圈密而长的白色棉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棉毛囊吾 L
.

ve lle re a

15 (14 ) 茎有正常的叶
,

基部绝不被密毛
。

16 (39 ) 茎生叶有膨大的鞘
,

叶脉掌状
,

主脉 3 ~ 9 条
,

冠毛与管状花花冠等长或短
。

1 7 (2 4) 冠毛与管状花花冠等长
。

18 (2 1) 苞片卵形或卵状披针形
,

边缘有齿
。

19 (2 0) 总苞背部光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秦吾 L
.

si bi ri ca va
r

.

si bi ri ca

20 (19 ) 总苞背部被密的白色蛛丝状毛及黄褐色有节短毛
· · · ·· · ·· ·

⋯⋯ 9
.

毛苞囊吾 L
.

si biri ca va r. a
ra ne os a

2 1 (1 8 ) 苞片线形
,

全缘
。

22 (2 3) 头状花序具舌状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川鄂囊吾 L. 二ils on ian
。

23 (2 2) 头状花序无舌状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

南川囊吾 L. na nc h ua ni ca

24 (17 ) 冠毛与管状花花管部等长或较短
。

25 (3 2) 苞片宽卵形
,

卵状披针形或匙形
,

边缘常有齿 ; 若为线状披针形
,

则总苞宽钟形
,

宽约 10 m m
。

26 (2 9) 叶肾形或三角状肾形
,

基部心形
,

两侧裂片近圆形
,

不开展
,

茎生叶的鞘全缘
。

27 (2 8) 总苞光滑 ;冠毛红褐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

蹄叶囊吾 L
.

方sc he ri

28 (2 7) 总苞片被有节短柔毛 ;冠毛黄白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少⋯ 1 3
.

离舌囊吾 L. ve itch ian
a

29 (2 6) 叶为其它形状
,

基部箭形或戟形
,

两侧裂片常叉开
,

茎生叶鞘边缘有齿或全裂
。

30 (3 1 ) 总苞宽钟形
,

宽 8一 12 m m ; 叶宽戟形
,

宽为长的 2~ 3 倍
,

先端圆形 ;舌状花的舌片线状长圆形或线

形
,

长达 4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

宽戟囊吾 L
.

lat ih as ta ta

31 (30 ) 总苞钟形
,

宽 5一 7 m m ; 叶三角状或卵状心形
,

先端钝或急尖 ;舌状花的舌片倒披针形
,

长至 2 c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5
.

黄亮囊吾 L
.

: a le x an tha

3 2 (2 5) 苞片线形或线状披针形
,

全缘
。

3 3 (3 8 ) 总苞狭简形
,

总苞片 4 ~ 6
,

小花 5 ~ 1 5
。

3 4 (35 ) 叶掌状全裂 ; 头状花序具 5 ~ 6 个小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

掌叶囊吾 L
.

Prz
e w al sk ii

35 (34 ) 叶不分裂
,

仅边缘具齿
。

3 6 (3 7 ) 茎直径 3 ~ 8 (2 0 ) m m ; 头状花序有 8 ~ 1 6 个小花
,

总苞宽 2
.

5 ~ 4 m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7
.

窄头聚吾 L
.

st en oc eP h al
a

37 (36 ) 茎纤细
,

直径 2 ~ 3 m m ;头状花序有 4一 6 个小花
,

总苞宽至 2 m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8
.

太白山囊吾 L
.

do lic h ob ot ry
:

3 8( 33) 总苞钟形
,

总苞片 6~ 8
,

小花多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

狭苞囊吾 刀
.

in ter m ed ia

39 (16 ) 茎生叶无膨大的鞘 ; 叶脉羽状 ;冠毛与管状花花冠等长
,

稀较短
。

4 0( 41 ) 圆锥状总状花序 ; 叶下面具乳突状短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复序囊吾 L
.

ja lu en sis

41 (40 ) 总状花序 ; 叶下面光滑或具白色蛛丝状毛
。

42 (4 7) 基生叶卵形 ;茎生叶无柄
。

4 3 (4 6) 基生叶有膨大的鞘 ; 茎生叶多而窄
,

不抱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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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总苞宽陀螺形
,

宽达 15 m m ;冠毛火红色 ; 苞片线形或丝状
· · · ·· · · ··

⋯⋯ 21
.

宽舌聚吾 L
.

Pl
a
ty 岁os sa

45 (4 4) 总苞杯状
,

宽约 10 m m ;

冠毛淡黄色
;
苞片卵状披针形或狭披针形 ⋯ 22

.

丽江崇吾 L
.

li d ijz’an ge ns is

46 (43 ) 基生叶具窄鞘 ; 茎生叶少而宽
,

半抱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

苍山囊吾 L
.

ts

洲gc han en sis

47 (4 2) 基生叶箭形
、

戟形或长圆状箭形 ;茎生叶具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

箭叶囊吾 L
.

、a g ltt
a

48 (13 ) 基生叶直立
,

蓝灰色或灰绿色
,

光滑
,

常有蜡粉
。

49 (5 0) 冠毛红褐色与管状花花管部等长或较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
.

全缘囊吾 L
.

m on g ol ica

50 (4 9) 冠毛白色
,

稀火红色与管状花花冠等长
。

51 (5 2) 圆锥状总状花序具多而密的头状花序
,

下部分枝长
,

顶生总状花序
· ··

⋯⋯ 26
.

异叶聚吾 he ter oP勿lla

52 (5 1) 总状花序具少数头状花序
,

稀下部分枝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

网脉真吾 L
.

dl ct yo ne
u
ra

3 小结与讨论 定为宽戟崇吾
,

应予纠正
。

宽戟真吾仅分布于

3
.

1 我国真吾属植物资源丰富
,

尤 以西南
、

云南西北部地区
,

在四川及贵州无分布记录
。

西北地区种类多
,

蕴藏量大
。

该属多种植物的

根及根茎在全国许多地区代替紫苑使用
,

有

很长的历史
,

所调查地区其原植物共有 26 种

1 变种
。

3
.

2 四川所用 山紫莞类药材的原植物主要

是鹿蹄真吾
、

川鄂真吾
、

狭苞崇吾及 毛苞真

吾
,

其次是离舌豪吾
。

贵州使用习惯同四川
。

云南所用山紫苑类药材原植物主要是黄亮囊

吾
,

而该省药材标准所载的鹿蹄聚吾 目前使

用量少
。

东北地区所用 山紫苑原植物主要为

蹄叶聚吾
。

甘肃南部所用土紫苑原植物主要

是离舌囊吾
。

3
.

3 在所调查的 26 种 1 变种山紫苑类药材

原植物中
,

除 17 种有文献记载外
,

尚有 5 种 1

变种在部分布于区使用而未见文献记载其药

用情况
,

它们是
:

黄亮真吾
、

毛苞臭吾
、

南川真

吾
、

丽江真吾
、

舟叶崇吾
、

东俄洛崇吾
。

3
.

4 四川
、

贵州两省药材标准将毛苞崇吾误

致谢
:

药源 调 查 中
,

承 蒙云 南
、

四川
、

甘

肃
、

责州
、

陕 西
、

吉林等省 药材公 司以 及 宋 良

科
、

胡正海
、

陈光后
、

张灿明
、

郑启 华
、

刘正 宇
、

石 才金
、

何素兰
、

宋春泉
、

周兴旺
、

严 铸云
、

呈

卫 中等先生们的热情帮助
。

标本鉴定得到中

国科学院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刘尚武研 究员

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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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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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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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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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h a t 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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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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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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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 Ca s s
.

v a r
.

a
ra

n e os a 】X 二
.

a n d L
.

fis
c h e ri (L e d e b

.

)T u r e z
.

a r e th e m o s t e o m m o n ly u s ed s Pe e ie s a n d h a v e

be e n d o e u m e 乒t e d in p h a r m a e o p e ia l s ta n d a r d s o f h e r b a l p la n ts in S ieh u a n ,

G u iz h o u ,

Y u n n a n a n d Jilin

p r o v in e e s
.

F r o m th e e o lle e t e d 4 0 0 s p e e im e n s , a n e w s p e e ie s , n a m e ly L ig u la ri a e ri o c a u lis
M

.

Z ha n g et L
.

5
.

X u ,

a lo n g w it h o th e r 2 6 sp e e ie s a n d 1 v a r ie ty w e r e t a x o n o m iea lly d e s e r ib e d a n d a k e y fo r e la s sifie a tio n o f th e 2 7

t a x a w a s g lv e n
·

K e y w o r d s S h a n z iw a n L ig “la ri a S u r v e y o n d r u g r e s o u r e e s p la n t e la s s ifie a t io n

应用昆虫病原线虫防治构祀负泥虫的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 0 0 0 9 4) 程惠珍

.

陈 君 杨 军

摘 要 拘祀负泥虫 L e m a d ec e

mP
u n tat a

Sc
o p ol i是药用植物构祀的重要害虫

。

我们从它的体背上

经常覆盖有茶褐色虫屎的特性考虑
,

应用昆虫病原线虫进行了防治试验
。

在室内筛选中发现这种

害虫对芫著夜蛾线虫 St ei ne rn
e m a fe lti ae 及小卷蛾线虫 5

.

‘a

rP oc aP sa
。

十分敏感
,

感染死亡率达

90 % 以上
。

在田间防治中
,

用 1 50 0 ~ 1 6 00 条 / m L 线虫悬浮液喷在拘祀上
,

杀虫效果可达 70 % 以

上
。

试验证明
,

昆虫病原线虫对拘札负泥虫的防治是具有应用前景的
。

关被词 拘祀负泥虫 芫著夜蛾线虫 小卷蛾线虫 防治

拘祀子为补肾强腰
、

滋肝明目之要药
。

构

祀负泥虫 Le m a
.

de
e e

mP
u n c ta ta Se o p o li是药

用植物拘祀 切
‘iu m ‘hi ne

s。 Mill
.

和颠茄 A t
-

阳户a he “a

do
n n a L

.

的重要害虫
,

国内外多有

分布
,

在我所药场危害也十分严重
。

成虫
、

幼

虫均嚼食叶片
,

幼虫危害比成虫更甚
。

幼虫食

叶使叶片造成不规则缺刻或孔洞
,

严重时全
部吃光

,

仅剩主脉
,

并在被害枝叶上到处排泄

乌黑虫屎
;
早春越冬代成虫大量聚集在嫩芽

上危害
,

至使构祀不能正常抽枝发叶
。

对构祀

的产量和质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

由于拘祀

负泥虫 1 年发生多代
,

该虫的发生期
,

正是拘

祀的开花结果期
,

多次喷药防治
,

造成农药在

拘祀中留下残毒
。

为了提高防治水平
,

达到拘

祀生产的高产优质的目的
,

我们从拘祀负泥

虫的生物学特性考虑
,

开展了应用昆虫病原

线虫 E n t o m op
a th og

e n i: n e m o t o
de

:
防治拘祀

负泥虫的试验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材料 来源
:

供试线虫 芫著 夜蛾线虫

S te in e r n e m a
fe lt ia e ,

小卷蛾线虫 S te in e r n e m a

c a
rP oc aP

s a e ,

格 氏 线 虫 S te in e , e m a g la s e n

N C s4
,

S te in e o e m a s p p
.

N C 5 1 3 上述 4 个种

系均从中国农科院生物防治研究所引进 ;斯

氏长 尾线虫 S t e in e r n e m a le n g ic a u d u m 从山

东莱阳农学院引入
; 9 2

一

1 号线虫是从为害天

麻的蟒蜡中分离培养所得 (未定种名 )
。

以上

6 种昆虫病原线虫
,

是经我们用海绵作栽体

的黄粉虫培养基上繁殖得到的
。

构祀负泥虫

来自本所药场
。

1
.

2 试验方法

室 内感染试验
:

用直径 9 C m 的培养皿
,

垫上一层滤纸
,

将负泥虫幼虫放在滤纸上
,

每

皿 10 头
,

每处理重复 3 次
,

设对照
。

采用喷雾

法
,

以滤纸喷湿为度
,

线虫悬浮液用量为 8 00

~ 1 00 0 条 / m L
,

对照 喷清水
,

并喂 以新鲜拘

祀叶
,

然后放入 24 ℃士 1℃
,

相对湿度 75 % ~

8 0 %培养箱内培养
。

A d d r e s s :
C he n g H u iz he n ,

In s t it u t e o f M e d ie in a l Pla n t De
v e lo p m e n t ,

C hin e s e A e a d e m y o f M e d ie a l Se三e n e e s ,

C h in e s e

X ie
he M e d ie a l U n iv e r s it y ,

Be ijin g

张曙明
、

丁万隆
、

张国珍
、

林余霞参加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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