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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采用两倍试管稀释法测定了中药提取物对水生动物常见病原菌的体外抑菌效果，试验结果表明，大黄、黄芩和板
蓝根提取物对水生动物常见病原菌有较强的抑菌效果，五倍子的抑菌作用较弱。采用水煮、醇提和微波法得到的大黄、黄芩
和板蓝根提取物较散剂的抑菌效果明显，但黄莲经水煮、醇提和微波提取后药效降低，五倍子的药效受提取方法影响较小。 
    关键词 中草药；最小抑菌浓度；抑菌试验；水生动物 
    中图分类号 S917.1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Extracts on Common
Pathhogenic Bacteria of Aquatic Animals in Vitro
Jiang Xinfa
Abstract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extracts on common pathhogenic 
bacteria of aquatic animals in vitro was studied by the method of doubling delution in test tub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tracts(boiling, ethanol solution and microwave method) of Rheum officinale,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and Isatis indigotica had a good bacteriostaic effect. The effect of Melaphis 
chinensis was not very good.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Coptis chinensis weakened after boiling, 
ethanol solution and microwave method.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al herbs；MIC；inhibition effect on bacteria；aquatic animals  

    点状产气单胞菌点状亚种、鳗弧菌、苏伯利产气单胞菌、肠型点状产气单胞菌为水产养殖中的常见致病菌。研究中草药
对病原微生物的抑菌效果，目的是寻找控制水产动物病害的有效中成药物，控制病害，保障水产品安全，促进渔业向健康养
殖方向发展。 
国内已有学者研究过中草药对人类和畜禽常见致病菌抑菌试验，均证明了中草药具有不同程度的抑菌作用[1-6]，但关于中
草药提取物对水产动物致病菌的抑菌效果研究报道较少[7，8]。本文采用水煮法、醇提法、微波法得到的中草药提取物分别
对病原菌进行了体外抑菌试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试验选取的中药材 
    大黄、黄芩、板蓝根、黄莲、五倍子。 
1.1.2 试验菌种 
    点状产气单胞菌点状亚种（Aeromonas punctata sub.punctata）、鳗弧菌（Vibrio anguillarum）、苏伯利产气
单胞菌（Aeromonas sobria）、肠型点状产气单胞菌（Aeromonas punctata f.intertinlis），均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提供。 
1.1.3 培养基 
    蛋白胨10g、磷酸氢二钾2g、氯化钠5g、牛肉膏5g，溶解后定容至1 000ml。 
1.2 仪器设备 
    回流加热装置、微波炉、高压灭菌锅、显微镜、超净工作台、电炉及玻璃器皿等。 
1.3 试验步骤 
    大黄、黄芩、黄莲、板蓝根、五倍子各称取500g，经机械粉碎，过60目筛，存放待用。 
1.3.1 提取物制备 
1.3.1.1 水煮法 
    取上述中草药散剂各30g分别加200ml水，浸泡30min后煎煮，沸后用文火再煮30min，收集滤液，重复3次，合并3次滤
液，浓缩至50ml，后定容至250ml（此时浓度为120mg/ml），高温灭菌后置4℃冰箱中保存待用。 
1.3.1.2 回流提取法 
    上述中草药各取30ｇ于圆底烧瓶中，加50%乙醇，加入量以浸过药材表面1～2cm为宜，在石棉网上加热回流，保持沸腾
约1h，待冷却后过滤。于药渣中再加入乙醇，作二次加热回流，约半小时。收集两次滤液，定容至250ml，待用。 
1.3.1.3 微波提取法 
    取上述中草药各30ｇ置于锥形瓶中，加入50%乙醇，以浸过药材表面约5cm为宜（但微波加热过程中，为防止热效应造
成溶液沸腾，需将容器置于冰浴中提取），将此锥形瓶置入大烧杯中，再向烧杯中放入冰块，于微波炉中提取约10min，取
出进行过滤，去滤渣后稍微加热滤液，以去除多余的乙醇，得浓缩液，定容至250ml，待用。 
1.3.2 制备菌悬液 
    将琼脂固体培养基上的点状产气单胞菌点状亚种、鳗弧菌、苏伯利产气单胞菌、肠型点状产气单胞菌4种菌分别用双蒸
馏水冲洗到已灭菌的500ml烧杯中，用双蒸馏水稀释，摇匀后吸取一滴置于血球计数板上，加盖玻片，显微镜下计数，通过
逐步稀释控制菌的浓度，浓度大约在2×104个/ml。 
1.3.3 最小抑菌浓度（MIC）的测定 
    分别取上述几种菌悬液各1ml，加入含9ml液体培养基的试管中，再吸取每种中草药提取液各5ml，沿管壁注入装有5ml
灭菌生理盐水的灭菌试管内，摇匀制成2倍稀释液。按上述操作顺序，制成10个浓度梯度，它们的浓度依次为：120、60、
30、15、7.5、3.75、1.875、0.937 5、0.469、0.234mg/ml，再从10个不同浓度梯度试管中分别吸取1ml药物稀释液，依
次加入到各种细菌稀释液中混合均匀，置36℃培养箱中培养24h，取出后观察测定最小抑菌浓度（MIC）。对4种不同病原菌
重复上述操作，分别测出各最小抑菌浓度。 
2 结果 
    上述试验结果见表1。 

 

 



 

 

 

    由试验结果可看出：①对于大黄，以水煮法和微波法所得提取物对点状产气单胞菌点状亚种及肠型点状产气单胞菌的抑
菌效果较明显，醇提法对苏伯利产气单胞菌的抑菌效果较好；②黄莲散剂较大黄、黄芩和板蓝根散剂对几种病原菌抑菌效果
明显；③以醇提法和微波法所得黄芩和板蓝根提取物对4种病原菌抑菌效果最好；④五倍子的抑菌效果较差，试验中不同提
取方法对五倍子药效影响不大。 
3 分析与讨论 
3.1 试验结果表明，几种中草药中，以大黄、黄芩和板蓝根提取物对水产动物几种病原菌的抑菌效果较好，五倍子抑菌效果
较差。 
3.2 采用水煮、醇提和微波法可提高大黄、黄芩和板蓝根的抑菌效果，但对五倍子影响不明显。 
3.3 试验中提取液均经高温处理和高压灭菌，这些过程会导致药物有效成分挥发，对药物中有效成分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破
坏。因此，试验测出最小抑菌浓度的结果可能较实际应用的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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