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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溪黄草水提取物 和 乙醇提取物 的 抑菌特性进 行 了研

究
,

分别M.J 定 了溪黄草提取物对供试细 菌
、

酵母菌和霉菌
的抑 菌圈直径及其 最低抑菌浓度和杀 菌浓度

,

并选择 自
然条件 下 变质的牛奶沉合微生 物菌群进行 实际抑 菌效果

实验
。

实验结 果表 明
,

溪黄草提取物 对供试非 茅袍 细 菌具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时供试酵母菌和霉菌也具有 一 定的

抑制效 果
,

且醇提 物的抑 菌效果要优 于 水提物
〕

低浓度溪

黄草水提物对牛奶混合微生物 菌群的抑 苗效 果要 优 于 高

浓度溪 黄草水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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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

因

其喜生于 山 谷明溪旁
,

新鲜叶 片揉碎产生黄色汁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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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民间主要将该草煎服
,

治疗急性肝炎
、

胆囊炎
,

跌打癖肿等症
,

具有悠久 的历史
。

对溪黄草

化学成分的研究表明
,

该植物含有多种菇类和黄酮类

物质 !’]。 曾有文献报导
,

从溪黄草中分离得到的两种二

菇化合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121
,

但

对其它微生物的作用一直无相关资料
。

本 文报导 了

溪黄草提取物对常见食品微生物生长 的影响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实验材料

粉碎 的 干溪黄草 购于广 州 市清平 中 药材市

场 ; 枯草芽饱杆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大肠杆菌
、

沙 门

氏菌
、

产气杆菌
、

酿酒酵母
、

粘红酵母
、

桔青霉
、

黄曲

霉
、

黑曲霉
、

毛霉
、

根霉 以上菌种均 由华南理上大

学食品与 生物工程学院微生物实验室提供
;

采用 肉

汤培养基 [3] 和 营养琼脂培养基 I3] 培养细菌
、

麦 芽汁琼

脂培养基 13] 培养真菌 以上培养 基均在 1 12 ℃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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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实验方法

1
.

2
.

1 抑菌物质的提取
1

.

2
.

1
.

1 水提取物 将 干溪黄草茎叶用蒸馏水煮沸

三次
,

提取液合并过滤除渣后真空浓缩干燥
。

1
.

2
.

1
.

2 乙 醇提取物 将干溪黄草茎 叶用 9 5 % 乙醇

反复浸提
,

提取液合并过滤除渣后真空浓缩干燥
。

1
.

2. 2 供试菌株的准备及含菌平板的制备 无菌操

作条件下
,

将供试菌种移接入相对应 的试管斜面培

养基上
,

细菌置于 3 5 一3 7 ℃恒温培养箱 内培 养 18 一

24 h
,

酵母菌
、

霉菌于 2 8℃恒温培养箱 内培养 4 4 一

4 8h
,

然后置于 0 一4 ℃下冷藏备用
。

分别用接种环挑取

少许 菌体置于装有 g m L 无菌生理盐水的试管 内
,

振

荡均匀
,

制成菌悬液
。

酵母菌
、

霉菌用血球计数板计

数
,

细菌用稀释倒平板法计数
。

调整菌悬液浓度
,

使

其含饱子或菌体量为 IJ 一 1 0 7

个/ m L
。

分别用无菌移

液管向相应 的 固体平板上加 0
.

lm L 菌悬液
,

并用无

菌三角刮铲涂布均匀
。

1
.

2. 3 抑菌圈 直径的 测定 采用滤纸圆片法
。

用打

孔器将新华 l 号定性滤纸打成 6

~ 的小 圆片
,

置于

小培养皿中
,

16 0 ℃干热灭菌 o. sh 备用 ; 水提取物用

无菌蒸馏水溶解
,

乙醇提取物用 9 5 %的 乙醇溶解
,

分

别配制成 1% 的溶液 ; 无菌操作下将灭菌滤纸片分别

浸于 1%水提取物溶液
、

l% 乙 醇提取物溶液
、

无菌蒸

馏水
、

9 5% 的 乙醇中
;
将浸泡好的滤纸片无菌操作贴

在制备好的含菌平板上
。

每皿均匀分贴同种药液滤

纸片 3 片
,

相应溶剂空 白对照滤纸片 2 片
,

重复 3

次 ; 贴好滤纸片的培养基置于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

细

菌于 37 ℃培养 18 一 2 4 h
,

酵母菌
、

霉菌于 28 ℃培养 4 4 一

4 8 h 后
,

取出观察
,

测定抑菌圈直径
。

1
.

2. 4 最低抑菌浓度的测定
1

.

2. 4
.

1 细菌 将提取物与肉汤培养基按不同 比 例

混合
,

得到含不同浓度提取物的系列培养基
。

每一系

列培养基接种一种菌悬液 5o 卜L (含菌量为 IJ 一 IJ

个 / m L )
,

每浓度重复三管
,

摇匀后置于 3 7℃恒温培养

箱 中培养 18 一 2 4 h
,

观察实验结果
。

以能抑制细菌生长

的最低添加量为该提取物的最低抑菌浓度 (MIC )
。

因含提取物的培养液 肉眼不易辨明菌体的生长

情况
,

可从各管 中各取一环转接于固 体平板 上
,

经

3 7℃培养后观察有无菌落生长加以判断
。

1
.

2. 4. 2 霉菌 将提取物与真菌培养基作不 同 比例

的混合
,

制成不同浓度的倾注平板
。

然后再接种实验

菌
,

置于适宜温度培养
,

观察生长情况
。

以能抑制霉

菌生长的最低添加量为该提取物的最低抑菌浓度
。

1
.

2. 5 最低杀菌浓度的测定 将提取物的浓度高 于

M IC (包括 M IC )的各管继续培养 2 4 h
,

观察菌体生长

情况
。

以 仍无菌落生长的添加量为该提取物的最低

杀菌浓度 (M B C )
。

1
.

2. 6 对变质牛奶混合微生物菌群生长的影 响 将

变质鲜牛奶中 的混合微生物菌群接种至肉汤培养基

中
,

使其 A 、h
l,

净增值为 0. 05 左右
。

加人一定量的溪

黄草水提取物后
,

放入 3 7 ℃水浴恒温振荡器 中进行

培养
,

以保存于 4 ℃冰箱中不含提取物 的无菌培养基

作为 空白对照
,

定时测定 A黝
lm

值 l4]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溪黄草提取物的抑菌效果

由表 1 的 实验结果可知
,

溪黄草提取物对各种

供试细菌
,

无论是球菌
、

杆菌
,

还是革兰 氏阳性菌
、

革

兰氏 阴性菌均具有明显的抑制效果
,

对酵母菌
、

霉菌

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其抗菌谱之广在植物界中十

分罕见
。

表 1 溪黄草提取物对供试菌种的抑菌圈直径(m m )

(X 士S D
, n = 9 )

供试菌种
1%水

提取物

7. 8土0
.

9

8 5土0
.

5

8
.

2土0
.

6

8
.

3士0
.

5

8 2土0
.

7

6 9土0
.

6

6 3士0
.

2

6
.

7士0
.

4

7 5士0
.

8

6 6土0
.

3

6
一

8土0
.

2

6
t

9士0
户

5

l% 乙醇

提取物
无菌水 95 % 乙醇

枯草芽抱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 门氏菌

大肠杆菌

产气杆菌

酿酒酵母

粘红酵母

青 霉
黑曲霉

黄曲霉
毛 霉

根 霉

10
.

3士0
.

5

12
.

9士0
.

8

12
.

6士0
.

9

10
.

3士0
.

9

10
.

8土0
.

5

8 .6扣 .3

9
.

1印 .3

7
.

7功名
8

.

, 士0
.

7

9
.

肚0
.

9

8. 3土0
.

4

8. 9出0
.

7

研穷与-讨

注
: “一”

表示无抑菌圈
。

溪黄草水提取物的抑菌圈直径明显小于 乙醇提

取物
,

说明溪黄草水提物对微生物的抑制作用小于

醇提物
。

此外
,

无菌水和 9 5 % 乙醇对供试菌种不具有

抑制作用
。

2. 2 溪黄草提取物的最低抑菌浓度和杀菌浓度

为 了定量确定溪黄草提取物的抑菌效果
,

实验

进一步测定了提取物对供试细菌和真菌的 M IC 值和

M B C 值
,

实验结果见表 2 和表 3
。

表 2 溪黄草提取物对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和最低杀菌浓度(% )

供试菌种
水提取物 乙醇提取物

M IC

0
.

25

0
.

12 5

0
.

1 25

0
.

125
0

.

25

M BC

0
.

50

MIC

枯草芽饱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产气杆菌

0
.

25

0
.

2 5

0
.

25
0 {50

0
.

125

0
.

0 62 5

0
.

肠2 5

0
刁

06 25
0. 06 25

M BC

0
.

2 5

0
.

06 25

0
.

125

0
.

12 5

0
.

125

溪黄草醇提物对供试细菌的 MIC 值和 M B C 值

仅为水提取物 MIC 值和 M B C 值的 1/ 4 一 1 /2
,

说明溪

黄草所含抑菌活性物质在 9 5% 乙醇中 的溶解度要高

于在水中 的溶解度
。

溪黄草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

6 2 口. . 曰目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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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应 和变异能 力会逐渐 降低。为 获得溪 黄草提取 【l] 肖树雄,黄 诺嘉,林伟 忠,等.澳黄 草研究进 展[J].中草 药,{ 卜物对实 际食品中 微生物生 长的抑制 效果, 以便为生 2000 ,31(12):950 一951. 褚

产使用提 供参考 ,我们选 用自然条 件下变 质的牛奶 「2] 李广义,宋 万志,季庆义 .溪黄草二 菇成分的 研究[J].中 药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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