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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种中草药提取物体外抗 ≥ 的筛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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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测定中草药提取物体外抗 ≥ 活性 比较 种常用中草药对金葡菌的抑菌作用 ∀方法  琼脂扩散法 ∀结果  

地榆 !苏木和黄芩抑制 ≥ 的活性较高 平均 ≤ 抑菌圈直径 分别为 ! 和 对标准菌活性较大

的提取物对耐药菌也具有较大的活性 ∀结论  种抗金葡菌的中草药中有 种对 ≥ 敏感 ∀

关键词 中草药 金黄色葡萄球菌 ≥ 体外抑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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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χρεεν οφ αντι2ΜΡ ΣΑ αχτιϖιτψ φροµ 30 Χηινεσε ηερβαγε µ εδιχινε εξτραχτσ

∏ 2 • 2 ∏ ÷ ∏2 (∆επαρτµ εντ οφ Πηαρµ αχψ, Κυνµ ινγ Γενεραλ Ηοσπιταλ οφ ΠΛΑ, Κυνµ ινγ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ιν ϖιτρο √ ≤ ¬ ≥

√ Σταπηψλοχοχχυσαυρευσ. ΜΕΤΗΟ∆ Σ ∏ Ρ ΕΣΥΛΤΣ ≤ 2

Σανγυισορβα οφφιχιναλισ Χαεσαλπινια σαππαν Σχυτελλαρια βαιχαλενσισ 2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ΚΕΨ Ω ΟΡ ∆ Σ: Σταπηψλοχοχχυσαυρευσ ≥ ιν ϖιτρο

  随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 越来越多的细菌对常用抗生素

产生耐药性 且耐药程度日益加重 ∀目前耐甲氧西林金黄

色葡萄球菌 2 ≥ ∏ ∏ ∏ 2

≥ 感染已与 ∂ ⁄≥并列世界范围内三大最难解决的

感染性疾患 ≈ ∀ ≥ 对多种抗生素耐药 致病力强且治疗

效果差 为引起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之一 ∀建国以来 我

国对中草药抗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感染的作用进行过筛选研

究 ≈ 但是针对 ≥ 感染的研究报道较少 只是在近年来

才得到关注 ≈ 2 ∀为了进一步发现更多的抗 ≥ 中草药品

种 探索其抗 ≥ 感染的物质基础 我们对 种中草药的

醇提取物进行了抑制 ≥ 的活性的筛选研究并测定

了有关中草药提取物的 ≤值 对这些中草药抗标准金黄色

葡萄球菌和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活性进行了比较研究 ∀

1  实验材料

1 1  标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 和各种抗菌素

药敏纸片均购自中国药物制品检定所 ∀

1 2  耐药菌 ≥ 菌株 号 由本院呼吸系统患

者痰液标本分离得到 ∀

1 3  中草药 由云南药材有限公司延寿堂连锁经营公司和

本院中药房提供 ∀

2  实验方法

2 1  耐药菌的药敏测试

按抗菌素药敏常规测试方法 纸片法 进行 ∀

2 2  醇提取物的制备

将 种中草药粉碎成粗粉 各称取粉末 用

的乙醇浸泡 次 第一次浸泡一周 第二 !三次浸泡 ∗

过滤 合并滤液用旋转蒸发器减压于 ε 以下回收至干

用结晶刀转移至无菌空安瓿瓶中备用 ∀

2 3  药液制备

用电子分析天平称提取物各 用无菌蒸馏水 含

⁄ ≥ 配成 溶液作初筛用 以浓度

为原溶液 采用二倍稀释法 ≈ 每种待测药液用 支无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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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每支无菌试管加入 蒸馏水 编号 取 原药

液于第一支试管中 均匀混合 继而吸取 加入第 支

试管内 ∀依次类推稀释至第 管 弃去 第 管作为

对照管 以观察无药下细菌的活力 ∀这样得到不同浓度的药

液用于测定 ≤∀

2 4  菌液的制备 ≈

把菌株接种在普通琼脂平板上 置于 ε 恒温箱中培养

用接种环把菌株转移至试管中 用无菌生理盐水配成

亿 菌液作初筛用 再稀释成 作测定 ≤用 ∀

2 5  抑菌试验

测定方法为琼脂扩散法 ≈ ∀

2 5 1  初筛 用无菌棉签把浓度为 亿 的标准金黄

色葡萄球菌均匀涂布于培养基上然后用直径为 的无菌

圆形玻璃管打孔 将含有各提取物浓度为 的药液

加入孔中 加满为止 不得溢出 ∀再将培养皿置于 ε 恒温

箱中培养 取出观察 用卡尺测量抑菌圈的直径 ∀

2 5 2  测定 ≤ 方法同初筛 选择对标准菌的抑菌圈直径

∴ 的提取物 分别将不同浓度的药液加入孔中进行带

菌培养 无菌生长的最低药液浓度为其 ≤值 ∀进而择抑制

标准菌的 ≤ [ 的提取物同法测定耐药菌的

≤值 ∀

3  结果和讨论

三株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具有 ≥ 的特性 见表 ∀

表 1  ≥ 菌株对抗生素的药敏实验结果

Ταβ 1  × 2 ∏ ∏ ≥

菌株 耐药 中介 敏感

青霉素 !苯唑青霉素 !氨苄青霉素 !
头孢唑林 !头孢呋辛 !哌拉西林

舒巴坦 !红霉素 !克林霉素

左氧氟

沙星  

利氟霉素 !  
万古霉素

青霉素 !苯唑青霉素 !氨苄青霉素 !
头孢唑林 !头孢呋辛 !哌拉西林

舒巴坦 !红霉素 !克林霉素 !左氧

氟沙星 !加替沙星

磷霉素 利氟霉素 !  
万古霉素

青霉素 !苯唑青霉素 !氨苄青霉素 !
哌拉西林 舒巴坦 !红霉素 !克林

霉素

磷霉素 头孢唑林 !  
头孢呋辛 !  
利氟霉素 !  
加替沙星 !  
万古霉素

  种不同科属中草药的提取物用标准金葡菌初筛结果

有 种的抑菌圈大于 呈现不同强度的抑制活性 根据

药理学实验方法 ≈ 抑菌圈直径 以上的为高度敏感

种 ∗ 的为中度敏感 种 ! 的为轻度敏感

种 ! 的为抗药或无抑制活性 有 种 分别是 茯苓 !

黄芪 !栀子 !板蓝根 !巴戟天 !茵陈 !重楼和肉桂 ∀接着测定了

活性提取物对标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 ∀其中 以苏木 !黄芩 !

地榆和甘草的活性较高 ≤分别为 ! ! !

进一步测定了对标准菌有较大抑制活性提取物对三株耐药菌

≥ 的 ≤值 以地榆 !苏木和黄芩的活性较高 平均 ≤

分别为 ! 和 ∀见表 表 ∀

表 2  对标准菌和耐药菌均有抑制活性的中草药

Ταβ 2  ≤

≥ ≥

编号 药名
提取率 抑菌圈 ≤≥

3 ≤ 3 3

平均

黄芩  

苏木  

荔枝核

桑寄生

生大黄

地榆  

甘草  

注 3 ≤≥为标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 抑菌圈直径

3 3 ≤ 为耐药菌的最低抑菌浓度 抑菌圈直径

≤ ≤ ≥

≤ ≤ ≥

表 3  仅对标准菌有抑制活性的中草药

Ταβ 3  ≤ 2

≥

编号 药 名
提取率 抑菌圈 ≤≥

3

旱莲草

胡黄连

吴茱萸

败酱草

半枝莲

楮实子

灵芝

山豆根

钩藤

紫花地丁

知母

马齿苋

田基黄

黄药子

北山楂

注 3 ≤≥为标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

≤ ≤ ≥

测定 ≤的常规方法应该是试管法或琼脂平板稀释法

在本实验中尝试用打孔法考察不同浓度药液的抑菌效果 以

产生轻度敏感 抑菌圈直径为 的浓度作为最低抑菌

浓度 ∀这样 便于操作和结果观察 一个平板可以试验多个

药液浓度 有利于进行大批量筛选 也节约了培养基 ∀类似

测定方法参见文献 ≈ ∀

本研究结果表明 提取物的抑菌圈大小与其相应的 ≤

值不一定成平行关系 这可能是由于中草药提取物含有多种

成分 各成分的活性强度不同所致 ∀以往进行中草药提取物

抗菌作用的研究 提取溶剂多用水煎提后浓缩为每毫升含

药材的溶液 ∀不同成分的水溶性不同 加之在热水中稳定性

亦不一样 相比之下 含水醇提法在室温下进行 有利于保

持原药材的有效成分并易于溶剂的去除 还可进一步跟踪研

究提取物中各成分的活性大小 ∀有人曾比较过药材醇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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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取物活性 以前者的活性较为明显 ≈ ∀乙醇提取法是中

草药提取的常用方法 含水醇提取既能溶出极性较大的水溶

性成分 也能溶出极性较小的成分 ∀我们正进一步用不同极

性的有机溶剂将高活性提物作分配处理及跟踪分离有效部

位的成分 ∀

比较相同提取物对标准菌和耐药菌的活性强度发现 对

标准菌活性较大的提取物对耐药菌也具有较大的活性 说明

中草药的抗菌机制可能与现有抗生素不同 ∀有研究者认为

中草药除直接抗菌外 还可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这可能是中

草药不易产生耐药性的原因之一 ∀至于这些中草药提取物

在体内的抗菌活性如何 尚需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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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建华 男 福建泉州人 博士 从事天然产物分离与纯化技术研发 如高速逆流色谱 !分子蒸馏及超临界萃取等

∏ ∏

高速逆流色谱技术制备石杉碱甲单体

陈建华 黄少烈 李忠 华南理工大学化工与能源学院广东省绿色化学产品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州

摘要 目的  从千层塔植物提取物中分离制备石杉碱甲单体 ∀方法  利用高速逆流色谱技术 通过寻找合适的两相溶剂体系

及工艺参数 研究及讨论石杉碱甲分离制备的新方法 ∀结果  以 2 ¬ 2 ∏ Β Β ∂ ∂ ∂ 为两相溶剂体系 在

优化的工艺参数条件下 利用高速逆流色谱技术 获得了单体纯度为 ° ≤ 的石杉碱甲单体 ∀结论  利用高速逆流

色谱技术成功地从千层塔植物提取物中分离制备了纯度高于 的石杉碱甲单体 ∀

关键词 高速逆流色谱 ≥≤≤≤ 石杉碱甲 千层塔 蛇足石杉 植物单体制备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Πρεπαρε Ηυπερζινε Α βψ Ηιγη2σπεεδ Χουντερχυρρεντ Χηροµ ατογραπηψ

≤ ∞ 2 ∏ ≥ 2 (ΣχηοολοφΧηεµ ιχαλ& Ενεργψ Ενγινεερινγ , Σουτη Χηινα Υνιϖερσιτψ οφ Τεχηνολο2

γψ, Γυανγζηου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Ηυπερζια σερρατα Τηυνβ. (Τρεϖ. ) . ΜΕΤΗΟ∆ Σ  

≥≤≤≤ ∏ √ ∏ ∏ 2 √

√ Ρ ΕΣΥΛΤΣ 2 ¬ 2 ∏ Β Β ∂ ∂ ∂ √

∏ ∏ °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Ηυπερζια σερρατα Τηυνβ. (Τρεϖ. ) √ ∏

ΚΕΨ Ω ΟΡ ∆ Σ: 2 ≤ ∏ ∏ ≤ ≥≤≤≤ ∏ ± × Ηυπερζια σερρατα × ∏

× √ ° ∏

  高速逆流色谱 2 ≤ ∏ ∏ ≤ 2

简称 ≥≤≤≤ 技术是一种较为新型的无固体支撑的液 2

液分配色谱技术 由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 ∏

≥ 博士最先研制开发 ∀它利用螺旋管分

离柱在做行星式运动时形成的单向性流体动力平衡体系 使

得互不混溶的两相溶剂不断混合 同时保留其中的一相作为

色谱分离的固定相 而另一相在恒流泵的作用下连续输入作

为色谱分离的流动相 从而在螺旋管柱内形成固定相与流动

相连续的两相分割与对流趋势 实现连续 !高效的液 2液分配

过程 ≈ ∀目前此项技术已被应用于生化 !生物工程 !医药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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