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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药 大 黄 提 取 物 对 几 种 畜 禽 致 病 菌 的 抑 菌 作 用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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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黄是常用中药，作用广泛，长期以来大黄的研究倍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全世界共有６０余种大黄，我国就有４０余
种，而且正品大黄只产于中国。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黄产地，２００３年我国大黄总产量为１万吨，近年来我国大黄年用
量仅为５ ０００ｔ左右，而且由于我国中药还没有真正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中药的发展比较落后，大黄的出口量尚十
分有限，造成产品大量积压，给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大黄的资源优势是当前急需解决的课题。近年
来，人们对大黄的研究多集中于医疗卫生，而对其在饲料添加剂方面的应用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由于各自试验条件不一，报
道结果差异较大。本文选用大黄各种提取物在相同条件下对常见畜禽病原菌抑菌对比试验，旨在开发一种天然的抑菌剂，尤
其在当前滥用各类抗菌药包括用中药来预防治疗疾病情况下，为兽医临床组方，选药提供依据和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 1 试验菌种金黄色葡萄球菌6538(S tapHylococcus aureus 6538)、绿脓杆菌TCC27553 
(Bacteriumpyocyaneum ATCC27553 )、大肠志贺氏菌51302(S higellad ysenteriae51302)由无锡市预防控制中心
提供猪大肠杆菌(Swine Ecoli.)、禽大肠杆菌(Poultryc olibacillossis)、 禽多杀性巴氏杆菌C48- 1(Poultry 
Pasteurella multocida C48- 1 )、链球菌ATCC35246(Streptococcus ATCC35246)、停乳链球菌(Milk withholding 
Streptococcus)由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提供。 
1.1.2 培养基 肉汤蛋白胨液体培养基和肉汤蛋白胨固体培养基。 
1.1.3 药品 青霉素（１６０万单位）；大黄提取物为分离得到的大黄酸、大黄素、芦荟大黄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纯
品，以及游离蒽醌（上述物质混合物）；大黄鞣质。 
1.2 抑菌试验 
1.2.1 菌悬液的制备 
    将活化后的菌种分别从各新鲜菌种斜面上沾取少量菌苔接种到营养肉汤中，于３７℃培养箱中培养２４ｈ后作为原菌
液，分别用灭菌生理盐水将各原菌液配制成含菌数１０４～１０５ＣＦＵ／ｍｌ的菌悬液备用。细菌数的确定参乔军等（１
９９６）方法。 
1.2.2 供试液的制备 
    分别将各种大黄提取物溶于适量７０％乙醇中，用微滤膜过滤，测定浓度，鞣质浓度采用干酪素法直接进行测定，所得
溶液备用。 
1.2.3 滤纸片法 
    将厚度为１．５ｍｍ的滤纸用打孔机打成直径为６ｍｍ的纸片，并将滤纸片灭菌、烘干，置于不同浓度的大黄各提取物
溶液中，浸泡２ｈ留用。将各种待试菌液各取０．２ｍｌ在固体培养基上涂布制得含菌平板，用无菌镊子将浸透各种浓度滤
纸片贴在含菌平板上，每个平皿等距离放５片。其中３片浸过样品，ｌ片浸有生理盐水，另外一片浸有４０万单位的青霉
素，置于中间。每个处理做３次重复，把每个处理过的培养皿放到３７℃培养箱中倒置培养２４ｈ。测定抑菌圈直径的大
小。 
1.2.4 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Ｃ）测定 
    采用倍比稀释法，将每种供试液作为一个试验组，每组取１３只试管，每管中分别加液体培养基１．０ｍｌ和浓度为１
０４～１０５ＣＦＵ／ｍｌ的菌悬液０．２ｍｌ，然后在第一只试管中加０．８ｍｌ供试液，并做２倍连续稀释至第１２只
试管，每步都用混匀器混匀。随后从第１２只试管中移去１．０ｍｌ溶液，将第１３只试管作为生长对照，同时作空白对
照，置３７℃培养１６～２４ｈ。取出后，对各澄清试验管划线于营养琼脂平板上，再置３７℃培养２４ｈ，观察有无菌落
生长。阴性对照不长菌，空白对照长菌，则试验方法成立，即无菌增殖的最高稀释管的供试液浓度为最低抑菌浓度（ＭＩ
Ｃ）。 
1.2.5 温度对抑菌活性的影响   
    以禽巴氏杆菌为试验菌，将大黄各提取物溶液分别在６０、７０、８０、９０、１００℃下加热３ｈ，加７０％乙醇至
原体积。采用滤纸片法进行试验，研究温度对大黄各提取液抑菌活性的影响。 
1.2.6 加热时间对抑菌活性的影响 
    以禽巴氏杆菌为试验菌，将大黄提取物溶液分别在９０℃下加热２、３、４、５、６ｈ，加７０％乙醇至原体积。采用
滤纸片法进行试验，研究加热时间对抑菌活性的影响。 
1.2.7 ｐＨ对大黄提取物抑菌活性的影响 
    以禽巴氏杆菌为试验菌，将各供试液调配成不同的ｐＨ，采用滤纸片法分别测定其抑菌活性，以观察不同ｐＨ下大黄各
提取物抑菌活性的变化。 
2 结果与讨论 
2.1 大黄提取物的抑菌效果 
    各种大黄提取物的抑菌效果见表１。Ｗ＞３ｍｍ强抑菌，１～２．５ｍｍ抑菌，Ｗ＜０．９ｍｍ弱或无抑菌作用。 
    Ｗ＝（Ｄ－ｄ）／２ 
式中：Ｗ——抑菌环宽度； 
      Ｄ——样品和抑菌环总直径； 
      ｄ——样品直径。 



 

 

 

 

    由表１可以看出，各种大黄提取物均有一定的抑菌效果。试验结果表明，当大黄酸浓度为３００μｇ／ｍｌ时，对禽巴
氏杆菌、停乳链球菌即有强抑菌作用；而芦荟大黄素浓度为４２４μｇ／ｍｌ，大黄素浓度为４５０μｇ／ｍｌ时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禽大肠杆菌、猪大肠杆菌有强抑菌作用。 
2.1 大黄提取物对各种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Ｃ） 

    从表２可以看出，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停乳链球菌，大黄酸、芦荟大黄素、大黄素较为敏感，鞣质在较低浓度条件下
也有明显抑菌作用；对于绿脓杆菌、大肠志贺氏菌以及链球菌，各种提取物的ＭＩＣ都较高（在４０μｇ／ｍｌ以上），其
中以大黄酸、芦荟大黄素、大黄素、大黄素甲醚的抑菌效果较好；对于禽巴氏杆菌、禽大肠杆菌、猪大肠杆菌，各种提取物
在较低浓度时都有明显抑菌作用，其中大黄酸表现最为突出，而大黄素甲醚对这３种细菌尤为敏感，其ＭＩＣ和大黄酸相
当。从试验结果看，７种大黄提取物中，大黄酸抑菌作用最强，芦荟大黄素、大黄素、鞣质次之，游离蒽醌、大黄素甲醚、
大黄酚的抑菌作用相对较弱，这与报道相符，但具体某种物质对不同细菌的抑菌作用有其特异性，往往表现出较强的抑菌效
果，如在本试验中，大黄素甲醚对禽巴氏杆菌、禽大肠杆菌、猪大肠杆菌表现极为敏感，而相对芦荟大黄素、大黄素大黄酚
对其也有较强的抑菌作用。 
2.3 温度对大黄提取物抑菌活性的影响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６０～１００℃范围内，温度对大黄蒽醌类衍生物的抑菌活性并没有影响，即使在１００℃加热３
ｈ，仍然明显抑菌效果，可见在提取大黄蒽醌类衍生物时，即使在高温下长时间进行，也不会对其抑菌活性造成影响。而对
鞣质而言，随着温度逐渐升高，其抑菌活性呈下降趋势，当温度达到１００℃时加热３ｈ其抑菌圈直径小于１ｍｍ，已无抑
菌活性。 
2.4 加热时间对大黄提取物抑菌活性的影响 

    从表４可以看出，对大黄蒽醌类衍生物来说，在９０℃下加热６ｈ对其抑菌活性没有影响，而对于鞣质，随着加热时间
延长，其抑菌活性明显下降，加热时间超过３ｈ，大黄鞣质已无抑菌活性。 
2.5 ｐＨ对大黄提取物抑菌活性的影响 

    从表5可以看出，各种大黄提取物在酸性条件下抑菌作用最强，中性条件下次之，在碱性条件下抑菌效果较弱。 
3 小结 
3．1 本试验结果表明，各种大黄提取物对一些畜禽易染病原菌均有显著的抑菌效果，提取条件的变化不会破坏其抑菌有效
成分，对热有较强的稳定性。 
3．2 不同种类的大黄提取物对不同病原菌抑菌效果差异很大。据文献报道，大黄酚和大黄素甲醚抑菌效果有限。而大黄
酸、大黄素和芦荟大黄素抑菌作用最强。但本试验研究发现，大黄素甲醚、大黄酚对禽巴氏杆菌、禽大肠杆菌、猪大肠杆菌
这些细菌的抑菌作用与上述3种物质相当，甚至更强，提示不同大黄提取物对不同细菌的抑菌作用不同，在实践中应合理应
用。 
3．3 大黄中鞣质含量为10％ ～30％ ，是一种复杂的多元酚类化合物，具有降低血清尿素氮(BUN)含量等多种生理活性，
本试验证实，大黄鞣质对各种畜禽易染病原菌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值得重视和开发利用，但由于其在长时间高温加热条件
下不稳定，容易降解，在提取过程中应注意控制提取条件。3．4 大黄提取物在酸性条件下抑菌活性最强，中性条件下次
之，在碱性条件下抑菌效果较弱。3．5 大黄提取物抑菌活性强，添加剂量小，是一种天然的抑菌剂，不仅具有防病治病，
促进生长发育，提高生产性能，调节机体免疫力的作用，而且长期使用毒副作用小，不容易产生抗药性，应用于饲料添加剂
领域必将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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