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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织叶野螟危害对毛竹叶片次生物质含量的影响

张 驰
( 四川省南充市林业技术推广站，四川 南充 637000)

摘 要:研究了毛竹受竹织叶野螟危害后，竹叶次生物质含量的变化。结果表明，毛竹受竹织叶野螟危害后，竹叶

中单宁和黄酮含量增加，总酚含量下降。说明毛竹次生代谢物质和抗虫性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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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Algedonia coclesalis Damage on the Secondary Metabolite
Content of Phyllostachys heterocycla Leaves

ZHANG Chi
( Nanchong City Forestry Technology Extension Station，Nanchong 637000，China)

Abstract: Researches were conducted on influence of Algedonia coclesalis damage on the secondary me-
tabolite content Phyllostachys heterocycla leav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tannins and fla-
vonoids increased ，and the total phenol content decreased in leaves of Phyllostachys heterocycla． There
wa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ondary metabolites and insect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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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织叶野螟为鳞翅目，螟蛾科。分布在四川、北
京、山东、河南、安徽、广西、重庆等地。危害毛竹、淡
竹、刚竹、箬竹等。研究表明，植物受到害虫攻击后，

体内黄酮、单宁和总酚的含量会发生显著变化，对昆

虫产生忌避作用并使其中毒，防治害虫进一步危

害
［1 － 4］。为进一步揭示竹织叶野螟危害和毛竹次生

物质含量的关系，笔者做了试验研究，探讨毛竹的抗

虫机制，为选育抗虫品种及害虫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研究地概况

南充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介于北纬 30°35'
～ 31°51'、东经 105°27' ～ 106°58'之间。属于中亚热

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光热水主

要分布于农作物生长区，具有冬暖、春早、夏长、秋

短，霜雪少的气候特征。其多年平均气温 17℃ 左

右，年日照时数1 200 h ～ 1 500 h，年降雨量1 100
mm，害性天气 ( 如秋绵雨、干旱、洪涝、大风、冰雹

等) 频率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全年以西北风为主。
1． 2 供试材料

2012 年 6 月在高坪区斑竹乡选取毛竹林，按照

为受害( 竹林未受害，叶片完好) 、中度受害( 叶面积

受害 50%左右) 、重度受害( 叶面积受害 80% 以上)

划分标准地，3 次重复，每块标准地面积 0. 3 hm2。
应用棋盘式抽样法在各标准地抽取 20 株样株，每株

按东、南、西、北各方向均取一竹枝( 长 15 cm) ，分

别摘取其叶子装袋。将采集的叶子清洗、凉干，再

将样品置于 70 ℃ 烘干箱中烘干 12 h 后，用植物粉

碎机进行磨碎，过筛，用密封的瓶子装好，以备提取

测定时使用
［1，2］。

1． 3 指标测定方法

单宁含量采用钨酸钠—磷钼酸比色法测定
［5］;

总酚含量的测定采用钨酸盐一磷钼酸比色法
［6］;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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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含量的测定采用亚硝酸钠—硝酸铝比色法
［7］。

2 结果与分析

2． 1 黄酮含量的测定

从表 1 可以看出，未受害叶片、中度受害叶片、
重度受害叶片黄酮含量分别为 3. 12 mg·g －1、3. 54
mg·g －1、3. 91 mg·g －1。LSD 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毛竹受竹织叶野螟攻击后，不同受害程度叶片黄酮

含量有显著差异，随着受害程度的加重，叶片中黄酮

的含量逐渐上升。主要原因在于黄酮为植物次生性

代谢产物，在植物阻织受到损伤时形成的，对昆虫有

防御作用，或在于影响它们的行为和代谢，使发生忌

避和拒食，或在于破坏正常的代谢过程，引起中毒甚

至死亡
［1，8，9］。毛竹受竹织叶野螟危害后，竹叶中黄

酮含量的显著增加，起到抵御害虫的作用，同时也是

一种应急反映。

表 1 不同受害程度毛竹叶片黄酮含量分析(mg·g －1)

程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未受害叶片 3． 56 2． 98 3． 12a 1． 09
中度受害叶片 3． 89 3． 07 3． 54b 1． 12
重度受害叶片 3． 45 4． 21 3． 91c 0． 88

注: 黄酮含量的测定在四川农业大学林学院森林保护学实验室完成

2． 2 单宁含量的测定

( 1) 不同受害程度下毛竹叶单宁含量变化

从表 2 可以看出，随着受害程度的加重，单宁含

量逐渐增加，由未受害时 0. 401 mg·g －1
增加到重

度受害时的 0. 594 mg·g －1。方差分析表明，不同

受害程度叶片单宁含量有显著差异，说明毛竹受竹

织叶野螟攻击后，叶片单宁含量发生了显著变化。
主要原因在于单宁具有抵御害虫攻击的作用，是毛

竹化学防御的一种表现。张思禄测定了毛竹受竹镂

舟蛾危害后毛竹次生物质含量的变化，得出单宁、黄
酮的 含 量 显 著 增 加 的 结 论，和 本 研 究 的 结 果 相

似
［10］。张潮巨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11］。

表 2 不同受害程度毛竹叶片单宁含量分析(mg·g －1)

程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未受害叶片 0． 324 0． 452 0． 401a 1． 02
中度受害叶片 0． 478 0． 584 0． 512b 0． 98
重度受害叶片 0． 511 0． 645 0． 594c 1． 14

注: 单宁含量的测定在四川农业大学林学院森林保护学实验室完成

2． 3 总酚含量的测定

从表 3 可以看出，随着受害程度的加重，总酚含

量呈显著下降趋势。毛竹叶内每克干物质的总酚含

量由未受害时 4. 56 mg·g －1
下降到重度受害时的

3. 21 mg·g －1。经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受害程度叶

片的总酚含量有显著差异，说明竹织叶野螟的危害

使竹叶中总酚的含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表 3 不同受害程度毛竹叶片总酚含量分析(mg·g －1)

程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未受害叶片 4． 01 4． 98 4． 56a 0． 89
中度受害叶片 3． 24 3． 67 3． 45b 0． 96

重度受害叶片 3． 02 3． 42 3． 21c 1． 04
注: 总酚含量的测定在四川农业大学林学院森林保护学实验室完成

3 结论与讨论

3． 1 毛竹受竹织叶野螟危害后，单宁含量随着危害

的加重显著增加，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主要原因为单宁为多元酚物质，能产生涩味减少植

食性昆虫的取食，影响昆虫对淀粉等营养物质的取

食和消化，延缓生长发育，降低繁殖率，这是植物遭

到外来侵袭后的一种应急反应。
3． 2 黄酮为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被认为是在植物

组织受到损伤时形成的，对昆虫有防御作用。笔者

认为毛竹受竹织叶野螟危害后，毛竹叶中黄酮的含

量显著增加，这也是毛竹化学防御反应的表现。
3． 3 毛竹受竹织叶野螟危害后，竹叶中总酚含量呈

显著下降趋势，可能是总酚通过缩合形成单宁用于

抵抗该虫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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