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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野菊花、厚朴、黄莲、苦艾、苦参、鱼腥草、薄荷、银杏、石菖蒲等9 种中草药, 利用95 % 酒精提取其活性成分 , 对大肠杆菌、枯草
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酵母菌进行抑菌活性测定。结果表明,9 种中草药对4 种菌都有明显的抑制制作用 , 其中苦参、野菊花、厚朴、石
菖蒲、银杏对4 种菌的抑菌效果最好 , 在供试质量浓度0 .01 g/ ml 时 , 对大肠杆菌、枯草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均在86 %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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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Nine Kind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Sterilization
HU Ren-huo et al  ( Depart ment of Life Sciences ,Xianning College ,Xianning ,Hubei 437100)
Abstract  Nine kind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 D.indicum , M. officinalis ,Huang Lian, Artemisia absinthi um , Sophora flavescens Ait ,cordate hout-
tuynia ,Peppermint ,gingko , A. calamus were selected to study extractionof the active constituent with95 % alcoholic ,and thenthe bacteriostasis and steril-
ization activeness of the backwoods coli ,bacillus stubtilus ,the golden yellowstaphylococcus and the saccharomycetes were tested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all ni ne kind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showed obvious inhibiting effects on4 fungies ,in whichthe bacteriostasis effects onfungi of Sophora flavescens
Ait ,the backwoods coli ,the bacillus subtilus ,staphylococcus and inthe bacteriostasis ,the sterilization activeness was determi ned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
9 kind of Chi nesethe medici ne all have the obvious suppression manufacture to 4 kind of fungies ,in which Sophoraflavescens ,the D.indicum,the M. offic-
inalis ,the A. calamus and the gingko were of the best . When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tested samples was 0 .01 g/ ml ,the response ti me was 5 min ,and the
bactericidal coefficient of 5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was above 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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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有丰富的中药植物资源, 而做过抗菌、杀菌活性研

究的植物仅涉及菊科、唇形科等十多个科[ 1] 。Wilking 和

Board 于1989 年报道了有1 389 种植物有可能作为杀菌剂, 其

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化合物[ 2] 。《中国有毒植物》列入

有毒植物1 300 多种, 大多为中草药, 其中许多种类具有杀菌

( 虫) 作用。筛选对大肠杆菌、枯草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

酵母菌等生活污染菌有抑制作用的中药植物, 对于进一步研

究植物性杀菌剂, 开发和利用宝贵的中药植物资源, 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笔者选用9 种具有一定杀菌作用的中药植物 ,

采用4 种生活污染菌进行系统的抑菌、杀菌作用的生物测

定, 为筛选杀菌植物和综合开发利用中草药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1 .1 .1 中药材。①野菊花( D. indicum) [ 3] ; ②厚朴( M. offi ci-

nalis) [ 4] ; ③黄莲[ 5] ; ④苦艾( Artemisia absinthium) [ 6] ; ⑤苦参

( Sophora flavescens Ait) [ 6] ; ⑥鱼腥 草[ 7] ; ⑦ 薄荷[ 8] ; ⑧银 杏

( Ginkgo biloba) ; ⑨石菖蒲( A. cal a mus) [ 9] 。均购于咸宁市温

泉中药店, 烘干粉碎配用。

1 .1 .2 供试菌种。①大肠杆菌( Escherichi a coli ) ; ②枯草芽孢

杆菌( Bacillus subtilis) ; ③金黄色葡萄球菌( St aphylococcus au-

reus) ; ④酵母菌( Saccharomyces cerevisi ae) , 均由华中农业大学

发酵工程室提供。

1 .2 仪器和试剂

1 .2 .1  仪器。型号303 恒温培养箱; SWCJ- B 超净工作台 ;

YX280A 手提式不锈钢蒸汽消毒器。

1 .2 .2 试剂。4 %NaOH 溶液;4 % HCl 溶液 ; 牛肉膏蛋白胨琼

脂培养基[ 10] , 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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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方法

1 .3 .1  中草药提取液的的制备。将中草药烘干、粉碎, 用

95 % 酒精50 ℃萃取24 h , 将提取液离心后, 减压浓缩, 用酒精

定容, 使最终质量浓度为1 g/ ml 。置于0～4 ℃冰箱备用。

1 .3 .2 菌悬液的配置。将供试菌种移接入相应试管斜面培

养基上, 置36 ～37 ℃恒温培养箱培养18～20 h , 挑取少许菌

体于装有无菌生理盐水的试管内, 震荡均匀, 制成菌悬液。

调整菌悬液浓度, 用平板菌落法测定菌液浓度 , 并用稀释法

将菌液稀释, 使其含菌体数为104 个/ ml , 即为供试菌悬液。

1 .3 .3 抑菌率的测定。取10 ml 熔好的固体培养基注入无

菌试管中 , 待冷却至50 ℃时, 加入1 ml 中草药提取液( 稀释

后质量浓度为0 .05 g/ ml) , 混合均匀, 在超净工作台上倒入无

菌培养皿中, 再加入0 .2 ml 菌液( 稀释后菌液浓度为103/ ml) ,

用涂布器涂布均匀, 每种药物对4 种菌分别做3 次重复 , 另

用95 % 的酒精做对照。将细菌平板放入37 ℃的恒温箱中培

养36 h , 将酵母菌平板放入28 ℃的恒温培养箱中培养48 h ,

统计菌落个数, 计算抑菌率[ 12] 。

2  结果与分析

在供试条件下,9 种中药植物的抑菌率大小见表2 , 结果

表明: 野菊花、厚朴、苦参、鱼腥草、石菖蒲对大肠杆菌的抑制

率在44 .8 % 以上, 最大抑菌率为79 .6 % , 黄莲抑菌效果最差 ;

9 种中草药对枯草杆菌的作用效果最显著, 抑菌率均在

74 .5 % 以上, 最大抑菌率为100 % ;9 种中草药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的抑菌率均在33 .3 % 以上, 黄莲的抑菌率为100 % ;9 种

中草药对酵母菌的抑菌率在21 .7 % 以上, 黄莲、苦参的抑菌

率在92 .2 % 以上。不同中草药对同一细菌的抑制作用有一

定差异, 同一中草药对不同细菌的抑制作用亦存在较大差异。

将上述9 种中草药提取液浓度稀释至0 .1 g/ ml 后, 每10 ml 培

养基中加入1 ml 药液, 再加入菌悬液, 每种药液对4 种菌的抑

制率均为100 % , 随着药液浓度的加大, 抑菌能力增强。

3  结论

中草药对大肠杆菌的抑菌作用大小为: 厚朴> 野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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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参> 鱼腥草> 石菖蒲> 薄荷> 银杏叶> 苦艾> 黄莲; 中 草药对枯草杆菌的抑菌作用大小为: 厚朴> 银杏叶> 苦艾>

  表2 中草药提取液对4 种菌的抑菌率

中草药
大肠杆菌

处理菌落数∥个 抑菌率∥%

枯草杆菌

处理菌落数∥个 抑菌率∥%

金黄色葡萄球菌

处理菌落数∥个 抑菌率∥%

酵母菌

处理菌落数∥个 抑菌率∥%

野菊花   55 .3 65 .2 33   78 .4 55   54 .2   101 21 .7

厚 朴 32 .5 79 .6 0 100 .0 5 95 .8 60 53 .5

黄 莲 132 .0 17 .0 27 82 .4 0 100 .0 10 92 .2

苦 艾 115 .8 27 .2 24 84 .3 65 45 .8 92 28 .7

苦 参 72 .0 54 .7 30 80 .4 75 37 .5 3 97 .7

鱼腥草 72 .5 54 .4 36 76 .5 55 54 .2 86 33 .3

薄 荷 104 .8 34 .1 33 78 .4 45 62 .5 80 38 .0

银杏叶 110 .3 30 .6 18 88 .2 10 91 .7 97 24 .8

石菖蒲 87 .8 44 .8 39 74 .5 80 33 .3 80 38 .0

 注 : 表内数据为3 次重复的平均值。大肠杆菌、枯草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酵母菌对照菌落数分别为 :159 、153 、120 和129 。

黄莲> 苦参> 野菊花、薄荷> 鱼腥草> 石菖蒲 ; 中草药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作用大小为 : 黄莲> 厚朴> 银杏叶> 薄

荷> 鱼腥草、野菊花> 苦艾> 苦参> 石菖蒲; 中草药对酵母

菌的抑菌作用大小为: 苦参> 黄莲> 厚朴> 薄荷、石菖蒲>

鱼腥草> 苦艾> 银杏叶> 野菊花。

9 种中草药提取液在相同的浓度下对不同细菌的抑菌、

杀菌效果是有差异的, 其原因主要是不同中草药所含的有效

成分不同所至。同一中草药对不同菌, 其抑菌效果也存在着

较大的差别。不同中草药所含的有效成分不同, 同一种中草

药由于不同来源、季节性变化、植物不同部位、不同提取方法

其成分也有差别, 特别是有些活性成分对光和热不稳定, 给

中草药杀菌剂的开发带来一定的难度。中草药杀菌剂的研

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 很多方面尚待研究与探索[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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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和图2 可以看出, 各组实验结果不同, 第1 组1 日孵化率

最高, 第3 组1 日孵化率最底, 相差30 个百分点 ; 从温度角度

看, 第1 、2 组比第3、4 组1 日孵化率高, 说明温度在室温变化

范围内, 即19 .9 ～24 .5 ℃,1 日孵化率高, 催青效果好; 从湿

度角度看, 第1 比第2 组、第4 比第3 组1 日孵化率高 , 在相

图2 蚕卵1 日孵化率变化

同温度下, 湿度在70 .0 % ～80 .0 % 时1 日孵化率较高。

3  结论

从实验结果可以得出: 要提高蚕卵的孵化率和1 日孵化

率, 蚕种催青的温度应设置在19 .9 ～24 .5 ℃, 不宜过高或过

低; 空气湿度在70 .0 % ～80 .0 % 最好。孵化率的提高 , 便于

缩短收蚁工作时间, 节省工作量, 所以调节好催青过程中的

温度和湿度 , 是提高孵化率的前提, 是蚕业工作中的重要基

础, 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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