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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椿皮与臭椿皮的体外抗菌作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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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香椿皮 !臭椿皮的抗菌作用 ∀方法 本文采用琼脂平板稀释法对香椿皮 !臭椿皮的水提取物和醇

提取物进行了体外抗菌试验对比研究 ∀结果 香椿皮的水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绿脓杆菌 !大肠杆菌均有抑杀

作用 而臭椿皮水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只有微弱的抑杀作用 对绿脓杆菌 !大肠杆菌无抑杀作用 ∀结论 香椿

皮 !臭椿皮来源于两种不同科属的植物 抗菌效果不同 成分不同 不宜混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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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椿樗始载于5唐本草6≈ 并云 / 香者名椿 臭者名

樗 ∀0苏颂谓 / 椿木实而叶香可啖 樗木疏而气臭 ∀0古

代本草所记载的/椿0为楝科香椿 /樗0为苦木科臭椿 ∀

药材椿皮为常用中药 我国大部分地区用苦木科植物

臭椿的干燥根皮和茎皮 而四川 !陕西 !湖北 !贵州等地

却用楝科香椿的干燥根皮和茎皮 或二者兼用 ∀二者

植物来源不同 成分不同 性能亦有差异 混用不妥 鉴

于二者的性状和显微显鉴别已见报道≈ 本文对二者进

行了体外抗菌试验比较研究 ∀

1  实验材料

药物 药材采自南京师范大学校园 经南京中医药

大学任仁安教授鉴定 ∀香椿皮系楝科香椿 ×

∏ 的根皮和茎皮 ∀臭椿皮系苦木

科臭椿 ∏ 的根皮和茎皮 ∀称取

干燥药材 分别用水煎煮和乙醇加热回流 种提

取方法制成 的 份样品 香椿皮 !臭椿皮水提取

物分别记作 ! 香椿皮 !臭椿皮醇提取物分别记作 ≤ !

⁄ 各样品于实验前 用 ε 流通蒸汽灭菌 备

用 每毫升药液相当于原药材 ∀

营养琼脂培养基 用前于 ε 灭菌 培养基

质量符合 年版5中国药典6≈ 标准的规定 ∀

菌种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绿脓杆菌

≤ ≤≤ !大肠杆菌 ≤ ≤≤ 均由江苏省

药品检验所提供 ∀

菌液 实验前 从保存菌种斜面上沾取少量菌苔接

种于 普通肉汤培养基中 于 ε 培养 取出作

原菌液 再用无菌生理盐水稀释原菌液至 备用 ∀

2  实验方法

琼脂平板稀释法 以无菌操作法于一支灭菌的

刻度试管中加 药液 再加 融化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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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脂 摇匀 倾注 于平皿中 再加 营养琼脂于

试管中 摇匀 倾注 于另一平皿中 然后每次加

营养琼脂稀释 直至第 个平皿 待含药平皿中的

营养琼脂凝结后 往平皿中加入备妥的 菌液

用小玻棒将菌液均匀涂布于琼脂平板上 同时作无

药阳性对照平皿和无菌阴性对照平皿 将平皿置于

ε 培养 观察结果 确定最低抑菌浓度 ≤ ∀经

培养后无菌生长的各平皿 用灭菌不锈钢勺挖取一块

琼脂贴于营养琼脂平板上 经 ε 培养 观察结果

确定最低杀菌浓度 ≤ ∀

3  实验结果

香椿皮与臭椿皮的体外抗菌试验结果见表 ∀

表 1  香椿皮与臭椿皮的体外抗菌试验结果

菌  种 样品
浓度Π 药材#

≅ ≅ ≅ ≅ ≅
阳性对照 阴性对照

金黄色葡萄球菌 ϖ 3

ϖ 3

≤ ϖ 3

⁄ ϖ 3

绿脓杆菌    ϖ 3

≤ ϖ 3

⁄ ϖ 3

大肠杆菌    ϖ 3

≤ ϖ 3

⁄ ϖ 3

香椿皮水提取物 臭椿皮水提取物 ≤ 香椿皮醇提取物 ⁄ 臭椿皮醇提取物 / 0 表示生长 / 0 表示不生长 ϖ

表示该浓度为 ≤ 3 表示该浓度为 ≤

4  小结与讨论

4 .1  实验结果表明香椿皮水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有较强的抑杀作用 对绿脓杆菌 !大肠杆菌亦有一定

抑杀作用 而臭椿皮水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只有

微弱的抑杀作用 对绿脓杆菌 !大肠杆菌无抑杀作用 ∀

香椿皮 !臭椿皮为来源于 种不同科属的植物 抗菌作

用不同 化学成分不同≈ 性能亦有差异 故二者不宜

混用 ∀

香椿皮与臭椿皮在性状 !显微特征≈ !抗菌作用等

方面均有显著差异 古代本草对二者的区别亦有记载 ∀

如5本草纲目6≈ /椿皮色赤而香 樗皮色白而臭 , ,椿

皮入血分而性涩 樗皮入气分而性利 不可不辨 ∀0可见

5本草纲目6所记载椿皮为香椿皮 樗皮为臭椿皮 ∀但

近代这两种药材常被混用 文献记载也有混乱的情况

特别是其原植物形态在未开花结果前十分相似 这可

能是造成混淆的一个重要因素 ∀ 5中药大辞典6≈ 以

椿白皮指香椿的根皮和茎皮 而以樗白皮指臭椿的根

皮和茎皮 ∀ 5中药志6≈ 以椿皮同指臭椿和香椿的茎皮

和根皮 ∀ 5四川中药志6≈ 又以椿树皮指香椿的树皮 ∀

5中国药典6 年版收载的椿皮是指臭椿的根皮和干

皮 ∀为此 我们建议 ≠ 香椿皮和臭椿皮应分列两种药

材 不宜混淆使用 ∀ 药材名称宜与原植物名称相一

致 即药材香椿皮只指香椿的根皮和茎皮 药材臭椿皮

只指臭椿的根皮和茎皮 废去椿皮 !椿树皮 !椿白皮等

易引起混淆的名称 并提议5中国药典6再版时考虑此

建议 ∀

4 .2  香椿皮水醇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绿脓杆

菌 !大肠杆菌均有抑杀作用 其中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抑杀作用强于对绿脓杆菌 !大肠杆菌的抑杀作用 ∀

4 .3  实验结果提示臭椿皮水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只有轻微的抑杀作用 对绿脓杆菌 !大肠杆菌无抑杀

作用 而其醇提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较强的抑杀作

用 对绿脓杆菌 !大肠杆菌亦有不同程度的抑杀作用

此结果提示臭椿皮的抗菌成分主要为醇溶性成分 ∀这

为临床用药采取合适的给药方法与途径提供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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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黄草口服液制备工艺研究

修连喜  赖善诚 龙岩 福建龙岩市第二医院

摘要  目的 制备质量稳定 !澄清的溪黄草口服液 ∀方法 以口服液中总黄酮含量为指标 用正交试验优选提取工

艺 用甲壳质与乙醇作澄清工艺比较优选澄清工艺 ∀结果 溪黄草加水 倍 提取 次 每次 用 浓度甲

壳质吸附澄清 总黄酮含量高 !稳定性好 ∀结论 用水提取 !甲壳质吸附澄清制备的口服液质量稳定 !澄明度好 ∀

关键词  溪黄草口服液 制备工艺 总黄酮 甲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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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黄草为唇形科植物线纹香茶菜≈ ∏

∏ 的全草 含黄酮苷 !酚类 !氨基酸 !有机

酸等成分 用于治疗急性肝炎 急性胆囊炎等≈ ∀溪黄

草口服液治疗乙型肝炎是我院承担龙岩市科委的科研

项目 为此 我们对溪黄草口服液进行了制备工艺研

究 ∀以总黄酮含量为指标用正交试验法优选提取工

艺 用甲壳质吸附澄清工艺 制得的溪黄草口服液总黄

酮含量高 !澄明度好 !质量稳定 ∀经临床应用疗效肯

定 ∀

1  仪器与试药

芦丁对照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甲壳质

食用级 溪黄草 购于市场 经龙岩市药品检验所范

贤标主管中药师鉴定 亚硝酸钠 !硝酸铝 !氢氧化钠等

试剂均为分析纯 ∀

分光光度计 上海分析仪器厂 ∀

2  总黄酮含量测定方法

2 .1  芦丁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 ε 干燥恒

重的芦丁 置 量瓶中 用甲醇溶解并稀释

至刻度 摇匀 ∀精密吸取 置 量瓶中 用水稀

释至刻度 摇匀备用 ∀

2 .2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取芦丁对照品溶液

和 分别置 量瓶

中 各加水 分别加 亚硝酸钠溶液 摇匀放置

分别加入 硝酸铝溶液 摇匀放置 再

加入 氢氧化钠溶液 加水至刻度 摇匀放置

在波长 处测吸收值 经回归处理得方程

χ Α ρ χ为浓度 Λ Π Α为

吸收值 ∀

修连喜 男 岁 ∀ 年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 主管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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