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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种中草药的体外抗菌活性筛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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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考察中草药抗菌物质基础筛选出活性提取物ꎬ该研究通过 ８０％乙醇冷浸和 ９５％乙醇回流提取制

备 ２３ 种中草药的提取物ꎬ采用琼脂扩散法测量抑菌圈直径ꎬ用微量液体培养基倍比稀释法测定最低抑菌浓

度(ｍｉｎｉｍｕｍ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ꎬＭＩＣ) 和最低杀菌浓度 (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ｂａｃｔｅｒｉｃｉｄａｌ /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ＭＢＣ / ＭＦＣ)ꎬ并测定了提取物对临床 ４ 种常见病原菌体外抗菌活性ꎮ 结果表明:紫珠草、千斤拔、黄龙尾等 ９
种中草药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较强的抑菌活性ꎬ其 ＭＩＣ / ＭＢＣ 值除个别菌是 １２.５ ｍｇｍＬ￣１外ꎬ其他都在

０.０９~ ３.１２ ｍｇｍＬ￣１之间ꎻ千斤拔、大红袍、过江龙等 ５ 种中草药对铜绿假单胞菌有较强抑菌活性ꎬ其 ＭＩＣ /
ＭＢＣ 值在 ３.１２~ １２.５ ｍｇｍＬ￣１之间ꎻ紫珠草、千里光、石楠等 １３ 种中草药对大肠埃希菌有较强的抑菌活性ꎬ
其 ＭＩＣ / ＭＢＣ 值在 ０.０９~ ６.２５ ｍｇｍＬ￣１之间ꎻ八角对白色念珠菌有较强抑菌活性ꎬ其 ＭＩＣ / ＭＦＣ 值在 ０.７８ ~
１２.５ ｍｇｍＬ￣１之间ꎮ ２３ 种中草药的抗细菌活性较好ꎬ尤其是千斤拔、大红袍、过江龙、八角、黄药子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都具有较好的抑菌活性ꎬ具有广谱抗菌活性ꎻ但对真菌抑菌效果不

明显ꎬ仅有八角对白色念珠菌有抑菌活性ꎮ 此外ꎬ提取溶剂浓度、提取温度和提取时间对中草药的提取率和

活性均有影响ꎬ冷提稍优于热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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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１９４３ 年青霉素应用于临床以来ꎬ抗生素对

保障人类健康起到了重大作用ꎮ 现在ꎬ抗生素的

种类已达几千种ꎬ临床上常用的亦有几百种之多ꎮ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国和使用国ꎬ年产

抗生素原料药约 ２１ 万 ｔꎬ每年人均消费抗生素量

为 １３８ ｇꎬ是美国人均水平的 １０ 倍多(岳华和王育

伟ꎬ２０１１)ꎮ 据统计ꎬ我国每年直接或间接死于滥

用抗生素的有约 ８ 万人ꎬ是世界上抗生素滥用问

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李福长和刘梨平ꎬ２０１４)ꎮ
抗生素的广泛使用除了带给人类健康外ꎬ也出现

了耐药性问题、不良反应等越来越严重的危害ꎬ尤
其是抗生素耐药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医学界的难

题ꎬ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ꎻ中药是我国宝贵

的资源ꎬ在治疗感染性疾病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ꎬ
其成分复杂、靶点多、抗菌谱广ꎬ作用于抗菌的各

个环节ꎬ调节机体免疫ꎬ能延缓甚至逆转细菌耐

药ꎬ对于抗菌有其独特的优势ꎮ 以此为契机ꎬ从中

药材中寻找有效、低毒的抗菌药物ꎬ研究中药抗耐

药菌的作用ꎬ开发利用中药对解决细菌耐药性这

一难题ꎬ不失为一种新的有效途径ꎮ
中草药在体外抗菌活性方面的筛选ꎬ国外文

献相关报道比较多ꎬ比如ꎬ评价 ５０ 种中草药抗幽

门螺旋杆菌的活性(Ｍ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从中草药中

寻找抗肠道病毒 ７１ 的活性分子 (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和大西洋摩洛哥大海藻提取物抑菌活性的

筛选(Ｅｌ Ｗａｈｉｄ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ꎬ涉及各科属的中草

药和多种病原微生物ꎻ从筛选的结果来看ꎬ许多中

草药具有显著而广谱的抗菌活性ꎬ且中草药对革

兰氏阳性菌活性强于革兰氏阴性菌和真菌ꎮ
根据课题组前期工作ꎬ发现含有特殊结构如

异戊烯基的黄酮类化合物具有较强的抑菌活性ꎮ
为寻找具有该类抗菌活性成分的各科属植物ꎬ我
们结合植物化学分类学考察ꎬ围绕中草药乙醇提

取物对临床常见的 ４ 种致病菌ꎬ即金黄色葡萄球

菌 ( ＳＡꎬ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ＰＡꎬ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大肠埃希菌( ＥＣꎬ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 白 色 念 珠 菌 ( ＣＡꎬ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的标准菌ꎮ 对 １０ 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

萄球菌 ( 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ꎬ
ＭＲＳＡ)、１０ 株铜绿假单胞菌耐药菌和 ８ 株白色念

珠菌耐药菌进行了体外抗菌活性研究ꎬ选定 ２３ 种

云南省常见的中草药ꎬ制备其醇提取物、筛选其对

００５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该 ４ 种常见致病菌的体外抗菌活性ꎬ寻找抑菌活

性较好的中草药ꎬ为后续研究其活性单体化合物ꎬ
开发有效的抗多重耐药菌的中药制剂缓解细菌耐

药性问题ꎬ提供一定的参考ꎮ

１　 材料

１.１ 菌株

标准 菌 株: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 ＡＴＣＣ２５９１３、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 ＡＴＣＣ２９２１３ )、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ＡＴＣＣ２７８５３)、大肠埃希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白色念

珠菌(ＡＴＣＣＹ０１０９、ＡＴＣＣＳＣ５３１４)均购自昆明中国

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ꎮ 耐药菌株:耐甲氧西林金

黄色葡萄球菌 ( ＭＲＳＡ １５、 ＭＲＳＡ ２３、 ＭＲＳＡ ４０、
ＭＲＳＡ ８２、ＭＲＳＡ ９８、ＭＲＳＡ １６６、ＭＲＳＡ １８１、ＭＲＳＡ
１８７、ＭＲＳＡ ２０２、ＭＲＳＡ ７４７)、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株

(ＰＡ １１、 ＰＡ １０９、 ＰＡ １２９、 ＰＡ ２３８、 ＰＡ ２３８、 ＰＡ
２５０、ＰＡ ２８３、ＰＡ ２９４、ＰＡ ３０７、ＰＡ ３１４、ＰＡ ３１９)、
白色念珠菌耐药菌( ＣＡ １００、ＣＡ １５２、ＣＡ ５９２、ＣＡ
６３２、ＣＡ ６４９、ＣＡ ９５３、ＣＡ ９５６、ＣＡ ８１９)ꎬ均由成都

军区昆明总医院药学部临床微生物实验室从本院

临床重症感染患者标本中分离得到ꎬ经过形态学

和生化学鉴定ꎮ
１.２ 培养基和试剂

培养基和药敏纸片:Ｍ￣Ｈ(Ｍｕｅｌｌｅｒ￣Ｈｉｎｔｏｎ)琼脂

和肉汤培养基(青岛高科园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ꎬ批号为 ２０１３１０２１、２０１３０３１４)、沙保罗氏琼脂(杭
州滨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ꎬ批号为 １５０１１２)、液体

沙氏培养基(青岛高科园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ꎬ
批号为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ꎬ抗菌药物药敏纸片(由中国药品

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ꎮ 实验所用中草药(均购自

昆明螺蛳湾中药材市场)(表 １)ꎮ
试剂: 二甲基亚砜( ＤＭＳＯꎬ分析纯利安隆博

华(天津)医药化学有限公司ꎬ批号为 ２０１５１００９)ꎬ
药用乙醇(昆明福海达化玻璃有限公司)ꎮ

２　 方法

２.１ 中药浸膏的制备

将 ２３ 种中草药打成粗粉ꎬ采用冷浸和热回流

的方法ꎬ每种药材称取两份ꎬ每一份 ４０ ｇꎮ 冷浸:
先用 ８０％乙醇浸泡 ３ 次ꎬ即第一次 ７ ｄꎬ第二次 ４ ~
５ ｄꎬ第三次 ３ ~ ４ ｄꎻ再用八层纱布过滤ꎬ旋转蒸发

仪 ４０ ℃回收溶剂ꎬ合并浸膏ꎬ得到冷提取物ꎮ 热

回流:先用 ９５％乙醇回流提取 ３ 次ꎬ即第一次 ２ ｈꎬ
第二次 １ ｈꎬ第三次 １ ｈꎻ再八层纱布过滤ꎬ旋转蒸

发仪 ４０ ℃ 回收溶剂ꎬ合并浸膏ꎬ得到热提取物ꎮ
浸膏于常温下保存ꎬ备用ꎮ
２.２ 药液和菌液的制备

药液:称取 ５０ ｍｇ 的药物浸膏于(２ ｍＬ)ＥＰ 管

中ꎬ加入 １０％ＤＭＳＯ 作为助溶剂ꎬ超声震荡使药物

溶解ꎬ在超净工作台里加入灭菌生理盐水ꎬ配成浓

度为 ５０ ｍｇｍＬ￣１药液ꎮ 菌液:将菌株接种于琼脂

培养基上ꎬ细菌用 Ｍ￣Ｈ 琼脂培养基ꎬ真菌用沙保罗

氏琼脂ꎬ置于 ３５ ℃恒温箱中培养 ２０ ｈꎬ采用 ０.５ 号

麦氏比浊管配置细菌浓度为 １.５×１０８ ＣＦＵｍＬ￣１ꎬ
真菌用细胞计数板配成 １.０×１０６ ＣＦＵｍＬ￣１ꎬ用于

做药物敏感性和琼脂扩散法测量抑菌圈ꎮ 细菌

３００ 倍稀释成 ５×１０５ ＣＦＵｍＬ￣１ꎬ真菌 １００ 倍稀释

成 １.０×１０４ ＣＦＵｍＬ￣１ꎬ用于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Ｃ)
和最低杀菌浓度(ＭＢＣ / ＭＦＣ)的测定ꎮ
２.３ 体外抑菌活性的测定

２.３.１ 琼脂扩散法测定抑菌圈 　 首先用打孔器将

琼脂平板打上 ６ ｍｍ 的孔备用ꎬ每个平板均匀打上

５ 个孔ꎻ然后用棉签沾取细菌浓度为 １. ５ × １０８

ＣＦＵｍＬ ￣１的菌液均匀涂布于 Ｍ￣Ｈ 琼脂平板ꎬ真
菌菌液浓度为 １.０×１０６ ＣＦＵｍＬ￣１ꎬ涂布于沙保罗

氏琼脂平板上ꎻ最后于每孔加入 ５０ μＬ 浓度 ５０
ｍｇｍＬ￣１药液ꎬ药液不得溢出孔外ꎮ 琼脂平板放

入 ３５ ℃恒温箱中培养 ２０ ｈꎬ用卡尺测量抑菌圈的

直径ꎬ做 ３ 次平行实验ꎬ取平均值ꎮ 根据药理学试

验方法判断:抑菌圈< １０ ｍｍ 为耐药和无抑菌作

用ꎻ１０ ｍｍ 为轻度敏感ꎻ１１ ~ １５ ｍｍ 为中度敏感ꎻ≥
１６ ｍｍ 为高度敏感ꎮ ＳＡ、ＰＡ 和 ＣＡ ３ 种菌药敏测

试结果详见表 ２、表 ３ 和表 ４ꎬ抗生素的抑菌圈以临

床和实验室标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ＣＬＳＩ)作为标准ꎮ
２.３.２ ＭＩＣ 和 ＭＢＣ / ＭＦＣ 的测定　 采用微量液体培

养基倍比稀释法ꎬ具体实验步骤参照文献(唐金凤

等ꎬ２０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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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３ 种中草药的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３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中草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主要化学成分
Ｍａ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主要药理作用
Ｍａ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紫珠草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黄酮、缩合鞣质
Ｆｌａｖｏｎｅꎬ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 ｔａｎｎｉｎ

止血、抗菌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ａｎｔｉｂｉｏｓｉｓ

苍术
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 ｌａｎｃｅａ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倍半萜及其苷类、聚乙烯炔、三萜和甾体类
Ｓｅｓｑｕｉｔｅｒｐｅｎｅ ａｎｄ ｉｔｓ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ꎬ ｐｏｌｙ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ꎬ
ｔｒｉｔｅｒｐｅｎｅꎬ ｓｔｅｒｏｉｄｓ

对血糖的影响、抗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ｓｕｇａｒꎬ ａｎｔｉｂｉｏｓｉｓ

野菊花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ｉｎｄｉｃｕｍ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酚羟基黄酮及其苷元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ｈｙｄｒｏｘｙｌ ｆｌａｖｏｎ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

降压作用、抗菌抗病毒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ꎬ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ꎬ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千里光
Ｓｅｎｅｃｉｏ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黄酮(如槲皮素、异鼠李素)、生物碱、酚酸
Ｆｌａｖｏｎｅ(ｍｅｌｅｔｉｎꎬ ｉｓｏｒｈａｍｎｅｔｉｎ)ꎬ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ꎬ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抗菌、抗螺旋体
Ａｎｔｉｂｉｏｓｉｓꎬ ａｎｔｉ ｓｐｉｒａｌｓ

千斤拔
Ｆｌｅｍｉｎｇｉ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黄酮(多种异戊烯基黄酮)、挥发性成分、香豆素
和甾醇类
Ｆｌａｖｏｎｅ( ｐｒｅｎｙｌａｔｅｄ ｆｌａｖｏｎｅ)ꎬ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ꎬ
ｃｏｕｍａｒｉｎꎬ ｓｔｅｒｏｉｄ

抗炎镇痛、抗病原微生物、抗氧化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ꎬ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ꎬ ａｎｔｉ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ꎬ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白扁豆
Ｄｏｌｉｃｈｏｓ ｌａｂｌａｂ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蛋白质、糖类、甾体和苷类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ꎬ ｓｔｅｒｏｉｄｓꎬ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

抗菌抗病毒作用、抗肿瘤
Ａｎｔｉｂｉｏｓｉｓꎬ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ꎬ 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

山豆根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生物碱、黄酮(大量异戊烯基黄酮)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ꎬ ｆｌａｖｏｎｅ(ｐｒｅｎｙｌａｔｅｄ ｆｌａｖｏｎｅ)

抗肿瘤作用、抑制感染植物真菌、预防鼠
生胃溃疡
Ａｎｔｉｂｉｏｓｉｓꎬ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ｆｕｎｇｉꎬ 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ｔ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ｕｌｃｅｒ

过江龙
Ｅｎｔａｄａ ｐｈａｓｅｏｌｏｉｄｅｓ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生物碱、三萜、多羟基黄酮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ꎬ ｔｒｉｔｅｒｐｅｎｅꎬ ｐｏｌｙｈｙｄｒｏｘｙ ｆｌａｖｏｎｅ

舒筋活络、利尿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合欢皮
Ａｌｂｉｚ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三萜、黄酮、木质素
Ｔｒｉｔｅｒｐｅｎｅꎬ ｆｌａｖｏｎｅꎬ ｌｉｇｎｉｎ

镇静安神、抗抑郁
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ｌａｙｉｎｇ ｅｘｃｉｔｔｅｍｅｎｔꎬ ａｎｔｉ￣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

合欢花
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挥发油、黄酮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ｉｌꎬ ｆｌａｖｏｎｅ

安神、活络、抗菌
Ｃａｌｍ ｔｈｅ ｎｅｒｖｅｓꎬ ｌｏｏｓｅꎬ ａｎｔｉｂｉｏｓｉｓ

石南藤
Ｐｉｐｅｒ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木脂素和新脂质素、生物碱、萜类
Ｌｉｇｎａ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ｌｉｐｏｓｏｍｅｓꎬ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ꎬ ｔｅｒｐｅｎｅｓ

对血小板活化因子的影响、对急性肝损伤
作用、镇痛等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ꎬ ａｃｕｔｅ
ｌｉｖｅｒ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 ｅｔ ａｌ.

黄龙尾
Ａｇｒｉｍｏｎｉａ ｐｉｌｏｓａ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简单酚羟基黄酮、三萜
Ｓｉｍｐｌｅ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ｈｙｄｒｏｘｙｌ ｆｌａｖｏｎｅｓꎬ ｔｒｉｔｅｒｐｅｎｅ

止血作用、对心血管及平滑肌的作用、抗
菌抗寄生虫作用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
ｃ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ꎬ ａｎｔｉ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蛇床子
Ｃｎｉｄｉｕｍ ｍｏｎｎｉｅｒｉ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ｓ

香豆素、挥发油
Ｃｏｕｍａｒｉｎꎬ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ｉｌ

抗滴虫作用、性激素样作用、抗真菌作用
Ａｎｔｉｔｒｉｃｈｏｍｏｎａｓꎬ ｓｅｘ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ｌｉｋｅ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
ｔｉｆｕｎｇａｌ

独活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ｓ

香豆素、挥发油
Ｃｏｕｍａｒｉｎꎬ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ｉｌ

镇静催眠镇痛抗炎、降压
Ｓｅｄａｔｉｏｎꎬ ｈｙｐｎｏｔｉｃꎬ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ꎬ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ꎬ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ꎬ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海藻
Ｓａｒｇａｓｓｕｍ ｐａｌｌｉｄｕｍ

马尾藻科
Ｓａｒｇａｓｓａｃｅａｅ

甾醇、氨基酸、多糖、脂肪酸
Ｓｔｅｒｏｌꎬ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ꎬ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ꎬ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抗血液凝固、降低血脂、做血液扩容剂等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ｗｅｒ ｂｌｏｏｄ ｌｉｐｉｄꎬ ｂｌｏｏｄ ｄｉ￣
ｌａｔａｎｔ

大红袍
Ｍｙｒｓｉｎ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

紫金牛科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鞣质、黄酮
Ｔａｎｎｉｎꎬ ｆｌａｖｏｎｅ

活血、祛风、理湿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ｄｉｓｐｅｌ ｔｈｅ ｗｉｎｄꎬ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莲子
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ｒａ

睡莲科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ｃｅａｅ

黄酮类(槲皮素、木犀草素)
Ｆｌａｖｏｎｅ(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ꎬ ｌｕｔｅｏｌｉｎ)

清心解热、止泻痢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ｆｉｒｅ ａｎｄｒｅｌｉｅｖｅ
ｆｅｖｅｒꎬ ａｎｔｉ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ｌ

淫羊藿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ｎｕ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

甾醇、鞣质、黄酮(异戊烯基黄酮)
Ｓｔｅｒｏｌꎬ ｔａｎｎｉｎꎬ ｆｌａｖｏｎｅ(ｐｒｅｎｙｌａｔｅｄ ｆｌａｖｏｎｅ)

对细菌真菌有抑制作用、对性机能有影响、
镇咳祛痰平喘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ｎｄ ｆｕｎｇｉꎬ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ｅｘ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ａｓｔｈ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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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中草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主要化学成分
Ｍａ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主要药理作用
Ｍａ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ｖｅｒｕｍ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挥发油、萜类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ｉｌꎬ ｔｅｒｐｅｎｅｓ

对革兰氏阳性阴性菌以及真菌均有抑制
作用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ｓｔａｓｉ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ꎬ ｇｒａｍ￣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ｉ

黄药子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黄酮、菲类
Ｆｌａｖｏｎｅꎬ 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ｅｎｅｓ

抗肿瘤、抗炎、抗菌
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ꎬ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ꎬ ａ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泽漆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ｅｌｉｏｓｃｏｐｉａ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萜类、黄酮、甾醇类
Ｔｅｒｐｅｎｅｓꎬ ｆｌａｖｏｎｅꎬ ｓｔｅｒｏｌ

抑制结核杆菌的生长、对人工发热家兔有
轻度降温作用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ꎬ ｍｉｌ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ｒｍ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ｅｖｅｒ ｒａｂｂｉｔｓ

佛手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ｅｄｉｃａ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挥发油、黄酮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ｉｌꎬ ｆｌａｖｏｎｅ

解痉抑制心脏和降压
Ａｎｔｉｓｐａｓｍｏｄｉｃ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ꎬ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小叶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藤黄科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

黄酮(异戊烯基口山酮、苯甲酮、双黄酮)
Ｆｌａｖｏｎｅ(ｘａｎｔｈｏｎｅꎬ ｂｅｎｚｏｐｈｅｎｏｎｅꎬ ｂｉｆｌａｖｏｎｅ)

抗菌作用、抑制非致病性原虫
Ａｎｔｉｂｉｏｓｉｓꎬ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ｏｔｏｚｏａ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中草药提取率和抑菌圈

用琼脂扩散法测定抑菌圈ꎬ２３ 种乙醇冷 /热提

的提取物对 ７ 株标准菌的抑菌圈如表 ５ 所示ꎮ
(１)对 ３ 株标准 ＳＡꎬ千斤拔的抑菌圈菌≥１６ ｍｍ
表现为高度敏感ꎬ紫珠草、黄龙尾、大红袍、过江

龙、黄药子、泽漆、小叶藤黄的抑菌圈在 １０ ~ １６ ｍｍ
之间表现为中轻度敏感ꎮ (２)对标准 ＥＣꎬ紫珠草、
千斤拔、大红袍、过江龙、黄药子、小叶藤黄的抑菌

圈≥１６ ｍｍ 表现为高度敏感ꎬ千里光、石楠、黄龙

尾、淫羊藿、合欢皮、泽漆、蛇床子、独活的抑菌圈

在 １１ ~ １６ ｍｍ 之间表现为中度敏感ꎮ (３)对标准

ＰＡꎬ过江龙和黄药子的抑菌圈在 １０ ~ １２ ｍｍ 间表

现为轻中度敏感ꎮ (４)对标准 ＣＡꎬ均表现为耐药ꎮ
３.２ ＭＩＣ 和 ＭＢＣ / ＭＦＣ 的测定结果

通过对抑菌圈测定结果和标准菌 ＭＩＣ 和

ＭＢＣ / ＭＦＣ 测定结果的筛选ꎬ选取抑菌圈较大和对

标准菌抑菌效果较明显的中草药测定其对耐药菌

的抑菌活性ꎮ (１)有 ９ 种中草药对 ＳＡ 有较强的抑

菌活性ꎬ分别是紫珠草、千斤拔、黄龙尾、大红袍、
过江龙、八角、黄药子、泽漆、小叶藤黄ꎬ其对 ３ 株

标准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１３、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ＡＴＣＣ２９２１３)的

ＭＩＣ / ＭＢＣ 值在 ０.０９ ~ ３.１２ ｍｇｍＬ￣１之间(表 ６)ꎮ
对 １０ 株 ＭＲＳＡ 的 ＭＩＣ / ＭＢＣ 值除个别菌是 １２. ５

ｍｇｍＬ￣１外ꎬ其余都在 ０.０９ ~ ３.１２ ｍｇｍＬ￣１之间

(表 ７)ꎮ (２)有 ５ 种中草药对 ＰＡ 有很强抑菌活

性ꎬ分别是千斤拔、大红袍、过江龙、八角、黄药子ꎬ
对 １ 株标准菌 ( ＡＴＣＣ２７８５３) 的 ＭＩＣ / ＭＢＣ 值在

３.１２ ~ １２.５ ｍｇｍＬ￣１之间(表 ６)ꎮ 对 １０ 株耐药菌

的 ＭＩＣ / ＭＢＣ 值在 ３. １２ ~ １２. ５ ｍｇｍＬ￣１ 之间(表

８)ꎮ (３) 有 １３ 种中药材对 ＥＣ 有很强的抑菌活

性ꎬ分别是紫珠草、千里光、石南藤、千斤拔、黄龙

尾、大红袍、淫羊藿、过江龙、八角、黄药子、泽漆、
独活、小叶藤黄ꎬ其对 １ 株标准菌(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
ＭＩＣ / ＭＢＣ 值在 ０.０９ ~ ６.２５ ｍｇｍＬ￣１之间(表 ６)ꎮ
(４)八角对 ＣＡ 有很强抑菌活性ꎬ对 ２ 株标准菌

(ＡＴＣＣＹ０１０９、ＡＴＣＣＳＣ５３１４)ＭＩＣ / ＭＦＣ 值在３.１２ ~
６.２５ ｍｇｍＬ￣１之间(表 ６)ꎮ 对 ８ 株耐药菌的 ＭＩＣ /
ＭＦＣ 值在 ０.７８ ~ １２.５ ｍｇｍＬ￣１之间(表 ９)ꎮ

４　 讨论

综合筛选结果显示ꎬ本次研究活性较好的中

草药主要集中在豆科、木兰科、紫金牛科和薯蓣

科ꎬ在药理作用方面ꎬ具有抗炎、解热镇痛、抗病毒

和抗肿瘤的中草药抗菌活性较好ꎬ其中八角(木兰

科)对四种菌均有较好的抑制作用ꎬ千斤拔 (豆

科)、过江龙(豆科)、大红袍(紫金牛科)、黄药子

(薯蓣科)对 ＳＡ、ＰＡ 和 ＥＣ 均有较好的抑菌活性ꎬ
且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均有活性ꎬ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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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金黄色葡萄球菌药敏测试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ｏｆ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

菌株编号
Ｓｔａｉｎ ｃｏｄｅ Ｐ ＣＺ ＣＦＸ ＣＦＰ ＳＣＦ ＰＩＰ ＡＭ ＮＥＴ ＴＣＬ ＶＡ ＦＯＳ ＲＡ ＭＮＯ

ＡＴＣＣ２５９１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Ｒ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ＡＴＣＣ ２５９２３ Ｒ Ｓ Ｓ Ｓ Ｓ Ｓ Ｒ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ＡＴＣＣ ２９２１３ Ｒ Ｓ Ｓ Ｉ Ｓ Ｒ Ｒ Ｓ Ｓ Ｓ Ｓ Ｒ Ｓ

ＭＲＳＡ１５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Ｓ Ｓ Ｓ Ｉ Ｒ Ｒ

ＭＲＳＡ２３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Ｓ Ｉ Ｓ Ｒ Ｒ Ｒ

ＭＲＳＡ４０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Ｓ Ｓ Ｓ Ｉ Ｒ Ｓ

ＭＲＳＡ８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Ｓ Ｓ Ｓ Ｒ Ｒ Ｒ

ＭＲＳＡ９８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Ｓ Ｓ Ｓ Ｒ Ｒ Ｒ

ＭＲＳＡ１６６ Ｒ Ｉ Ｒ Ｒ Ｒ Ｒ Ｒ Ｓ Ｓ Ｓ Ｒ Ｒ Ｒ

ＭＲＳＡ１８１ Ｒ Ｒ Ｒ Ｓ Ｓ Ｓ Ｒ Ｓ Ｓ Ｓ Ｓ Ｒ Ｓ

ＭＲＳＡ１８７ Ｒ Ｒ Ｉ Ｒ Ｒ Ｒ Ｒ Ｓ Ｓ Ｓ Ｒ Ｒ Ｒ

ＭＲＳＡ２０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Ｓ Ｓ Ｓ Ｒ Ｒ Ｓ

ＭＲＳＡ７４７ Ｒ Ｒ Ｒ Ｉ Ｉ Ｒ Ｒ Ｓ Ｓ Ｓ Ｓ Ｒ Ｓ

　 注: Ｐ. 青霉素ꎻ ＣＺ. 头孢唑林ꎻ ＣＦＸ. 头孢西丁ꎻ ＣＦＰ. 头孢哌酮ꎻ ＳＣＦ. 头孢哌酮 / 舒巴坦ꎻ ＰＩＰ. 哌拉西林ꎻ ＡＭ. 氨苄西林ꎻ
ＮＥＴ. 奈替米星ꎻ ＴＣＬ. 替考拉宁ꎻ ＶＡ. 万古霉素ꎻ ＦＯＳ. 磷霉素ꎻ ＲＡ. 利福平ꎻ ＭＮＯ. 米诺环素ꎮ Ｓ. 敏感ꎻ Ｉ. 中介ꎻ Ｒ. 耐药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Ｐ. 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ꎻ ＣＺ. Ｃｅｆａｚｏｌｉｎꎻ ＣＦＸ. Ｃｅｆｏｘｉｔｉｎꎻ ＣＦＰ. Ｃｅｆｏｐｅｒａｚｏｎｅꎻ ＳＣＦ. Ｃｅｆｏｐｅｒａｚｏｎｅ / ｓｕｌｂａｃｔａｍꎻ ＰＩＰ. Ｐｉｐｅｒａｃｉｌｌｉｎꎻ ＡＭ. Ａｍｐｉ￣
ｃｉｌｌｉｎꎻ ＮＥＴ. Ｎｅｔｉｌｍｉｃｉｎꎻ ＴＣＬ. Ｔｅｉｃｏｐｌａｎｉｎꎻ ＶＡ. Ｖａｎｃｏｍｙｃｉｎꎻ ＦＯＳ. Ｆｏｓｆｏｍｙｃｉｎꎻ ＲＡ. Ｒｉｆａｍｐｉｎꎻ ＭＮＯ. Ｍｉｎｏｃｙｃｌｉｎｅ. 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ꎻ Ｉ. Ｉｎ￣
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ꎻ 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表 ３　 铜绿假单胞菌药敏测试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菌株编号
Ｓｔａｉｎ ｃｏｄｅ ＦＥＰ ＣＡＣ ＣＦＰ ＳＣＦ ＣＡＺ ＡＭ ＩＰＮ ＡＺＴ ＭＸＦ ＬＶＦ ＣＩＰ ＡＮ ＴＭ ＰＩＴ ＳＸＴ

ＡＴＣＣ２７８５３ Ｓ Ｓ Ｓ Ｓ Ｓ Ｒ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Ｒ

ＰＡ１１ Ｓ Ｓ Ｉ Ｓ Ｓ Ｒ Ｒ Ｓ Ｒ Ｒ Ｒ Ｒ Ｒ Ｓ Ｒ

ＰＡ１０９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ＰＡ１２９ Ｓ Ｓ Ｉ Ｓ Ｓ Ｒ Ｒ Ｓ Ｒ Ｒ Ｉ Ｒ Ｒ Ｓ Ｒ

ＰＡ２３８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Ｉ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ＰＡ２５０ Ｓ Ｒ Ｒ Ｒ Ｉ Ｒ Ｒ Ｉ Ｓ Ｉ Ｓ Ｒ Ｒ Ｒ Ｒ

ＰＡ２８３ Ｒ Ｒ Ｒ Ｒ Ｓ Ｒ Ｒ Ｓ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ＰＡ２９４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Ｉ Ｒ Ｒ Ｒ Ｉ Ｒ Ｒ Ｒ

ＰＡ３０７ Ｉ Ｒ Ｒ Ｓ Ｒ Ｒ Ｓ Ｉ Ｓ Ｉ Ｓ Ｓ Ｓ Ｓ Ｒ

ＰＡ３１４ Ｓ Ｓ Ｓ Ｓ Ｓ Ｒ Ｉ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Ｒ

ＰＡ３１９ Ｒ Ｒ Ｒ Ｒ Ｓ Ｒ Ｒ Ｉ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注: ＦＥＰ. 头孢吡肟ꎻ ＣＡＣ. 头孢他啶 / 棒酸ꎻ ＣＡＺ. 头孢他啶ꎻ ＩＰＮ. 亚胺培南ꎻ ＡＺＴ. 氨曲南ꎻ ＭＸＦ. 莫西沙星ꎻ ＬＶＦ. 左氟沙星ꎻ
ＣＩＰ. 环丙沙星ꎻ ＡＮ. 丁胺卡那ꎻ ＴＭ. 妥布霉素ꎻ ＰＩＴ. 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ꎻ ＳＸＴ. 甲氧苄啶 / 磺胺甲恶唑ꎮ
　 Ｎｏｔｅ: ＦＥＰ. Ｃｅｆｅｐｉｍｅꎻ ＣＡＣ. Ｃｅｆｔａｚｉｄｉｍｅ / ｃｌａｖｕｌａｎｉｃ ａｃｉｄꎻ ＣＡＺ. Ｃｅ￣Ｆｔａｚｉｄｉｍｅꎻ ＩＰＮ. Ｉｍｉｐｅｎｅｍꎻ ＡＺＴ. Ａｚｔｒｅｏｎａｍꎻ ＭＸＦ.
Ｍｏｘｉｆｌｏｘａｃｉｎꎻ ＬＶＦ. Ｌｅｖ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ꎻ ＣＩＰ. Ｃｉｐｒｏｆｌｏｘ￣Ｘａｃｉｎꎻ ＡＮ. Ｂｕｔｙｒｉｃ ａｃｉｄꎻ ＴＭ. Ｔｏｂｒａｍｙｃｉｎꎻ ＰＩＴ. Ｐｉｐｅｒａｃｉｌｌｉｎ / ｔａｚｏｂａｃｔａｍꎻ ＳＸＴ. Ｔｒｉｍｅ￣
ｔｈｏｐｒｉｍ / ｓｕｌｆ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ｚｏｌｅ.

４０５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表 ４　 白色念珠菌药敏测试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ｏｆ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菌株编号
Ｓｔａｉｎ ｃｏｄｅ ＡＭＢ ＮＹＳ ＴＥＲ ＭＩＣ ＥＣＯ ＫＥＴ ＣＬＯ ＦＬＵ ＩＴＣ ＶＯＲ ＦＣ

ＡＴＣＣＹ０１０９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Ｒ

ＡＴＣＣＳＣ５３１４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Ｒ

ＣＡ２０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Ｒ

ＣＡ１００ Ｓ Ｓ Ｒ Ｉ Ｉ Ｓ Ｉ Ｉ Ｓ Ｓ Ｒ

ＣＡ１５２ Ｓ Ｓ Ｉ Ｉ Ｉ Ｓ Ｉ Ｉ Ｓ Ｓ Ｒ

ＣＡ６３２ Ｉ Ｓ Ｉ Ｉ Ｓ Ｓ Ｉ Ｉ Ｒ Ｓ Ｒ

ＣＡ６４９ Ｓ Ｓ Ｉ Ｉ Ｉ Ｉ Ｉ Ｒ Ｉ Ｒ Ｒ

ＣＡ９５３ Ｓ Ｓ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Ｓ Ｒ

ＣＡ９５６ Ｉ Ｓ Ｉ Ｉ Ｓ Ｓ Ｉ Ｓ Ｉ Ｓ Ｒ

ＣＡ８１９ Ｓ Ｓ Ｉ Ｉ Ｉ Ｓ Ｉ Ｒ Ｒ Ｒ Ｒ

　 注: ＡＭＢ. 两性霉素 Ｂꎻ ＮＹＳ. 制霉菌素ꎻ ＴＥＲ. 特比奈芬ꎻ ＭＩＣ. 咪康唑 / 达克宁ꎻ ＥＣＯ. 益康唑ꎻ ＫＥＴ. 酮康唑ꎻ ＣＬＯ. 克霉唑ꎻ
ＦＬＵ. 氟康唑ꎻ ＩＴＣ. 伊曲康唑ꎻ ＶＯＲ. 伏立康唑ꎻ ＦＣ. ５－氟胞嘧啶ꎮ
　 Ｎｏｔｅ: ＡＭＢ. ＡｍｐｈｏｔｅｒｉｃｉｎＢꎻ ＮＹＳ. Ｍｙｃｏｓｔａｔｉｎꎻ ＴＥＲ. Ｔｅｒｂｉｎａｆｉｎｅꎻ ＭＩＣ. Ｍ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 / ｄａｃｒｉｎｅꎻ ＥＣＯ. Ｅｃｏｎａｚｏｌｅꎻ ＫＥＴ. Ｋ￣Ｅｔ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ꎻ
ＣＬＯ. Ｃｌｏｔｒｉｍａｚｏｌｅꎻ ＦＬＵ. Ｆｌ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ꎻ ＩＴＣ. Ｉｔｒａｃｏｎａｚｏｌｅꎻ ＶＯＲ. Ｖｏｒ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ꎻ ＦＣ. ５￣ｆｌｕｃｙｔｏｓｉｎｅ.

示了广谱的抗菌活性ꎮ 从植物化学分类学来看ꎬ
同一科属的中草药往往具有相似结构的化学成分

和抗菌活性ꎬ所以今后筛选抗菌中草药可以从这

几个科属中进一步寻找ꎬ为以后的中草药体外抗

菌作用的筛选提供植物学参考ꎮ
文献表明八角抗菌活性主要是其挥发油和萜

类成分ꎬ其对霉菌的抑菌效果明显优于细菌(黄丽

贞等ꎬ２０１５)ꎬ有文献报道八角挥发油具有较强的

抗菌活性ꎬ如文献( Ｓａｒａｓｗａｔｈ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所示其

总挥发油对 ＳＡ 有较强抑菌活性ꎬ抑菌圈为 １４
ｍｍꎬ与本研究抑菌圈 １１ ｍｍ 均表现为中度抑制ꎮ
同时ꎬ八角挥发油也作为作为食源性细菌的群体

感应和生物膜形成抑制剂对 ＳＡ 和 ＰＡ 均有较强抑

制活性(Ｒａｈ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ꎬ与本研究相一致ꎮ
大量文献表明ꎬ对千斤拔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化学

成分的提取分离ꎬ以及简单的抗菌实验(王明煜ꎬ
２００８)ꎬ该文章中醇提取物对标准菌 ＳＡ、ＥＣ、ＰＡ、
ＣＡ 的 ＭＩＣ 分别是 ６０、５００、２５０、５００ ｍｇｍＬ￣１ꎬ本
文与之比较ꎬＭＩＣ 均较低ꎬ原因可能是所用标准菌

株、提取溶剂浓度以及所用药材产地不一样ꎬ但是

对革兰阴性和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ꎻ本研究所用

大红袍为紫金牛科植物铁仔的根ꎬ主要化学成分

是鞣质、黄酮ꎮ 有关铁仔(Ｍｙｒｓｉｎｅａ ｆｒｉｃａｎａ)化学成

分和抗菌活性的研究报道很少ꎬ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从
铁仔的茎中发现两个新的黄酮类化合物ꎬ其中

ｍｙｒｓｉｎｉｎｏｎｅ Ｂ 化合物具很强的抗菌活性ꎬ所以推测

大红袍中具有抗菌活性的可能是其黄酮成分ꎬ
Ａｈｍａ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研究了铁仔不同提取部位对

ＭＲＳＡ 的抗菌活性ꎬ其中乙醇提取部位对 ６０％
ＭＲＳＡ 具有高度抑菌活性ꎬ本研究对所测 １０ 株

ＭＡＳＡ 均有较强的抑菌活性(ＭＩＣ ０.０９ ~ ０.３９ ｍｇ
ｍＬ￣１)ꎬ两者研究相一致对 ＭＲＳＡ 均有较好的抑菌

活性ꎻ有关山豆根的报道较多ꎬ其中对其抗菌成分

的研究较多ꎬ粗提物的研究较少ꎬ大量文献表明其

抗菌成分主要为生物碱与黄酮(姚裕群等ꎬ２０１６)ꎮ
山豆根水煎液对 ＣＡ 有强的抑菌作用ꎬ醇提物对

ＥＣ 和 ＳＡ 的最小抑菌浓度为 ３１.２５ ｍｇｍＬ￣１ꎬ山
豆根总碱对 ＥＣ、ＳＡ 均有较强的抑制作用ꎮ 本研究

与其比较ꎬ采用了琼脂扩散法ꎬＳＡ 和 ＥＣ 对山豆根

９５％乙醇热提取物分别表现为耐药和轻度敏感ꎮ
微量液体培养基倍比稀释法测定其对 ＳＡ 的 ＭＩＣ
为 ０.７８ ~ １２.５ ｍｇｍＬ￣１之间ꎬ对 ＥＣ 的 ＭＩＣ 为 ０.７８
ｍｇｍＬ￣１ꎬ表现出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实验方法、
提取溶剂乙醇的浓度和中草药产地等不一样ꎬ本研

５０５４ 期 张泽萍等: ２３ 种中草药的体外抗菌活性筛选研究



表 ５　 ２３ 种草药提取率和对 ７ 株标准菌的抑菌圈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２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ｅｖｅ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ｍｍ)

中草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提取率
冷 / 热

Ｙｉｅｌｄ Ｓ / Ｈ (％)

ＡＴＣＣ２５９１３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２９２１３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２７８５３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Ｙ０１０９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ＳＣ５３１４
冷 / 热
Ｓ / Ｈ

紫珠草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１４.２ / １０.０８ １０ / １０ １１ / １８ １１ / １２ １９ / １９ － / － － / － － / －

苍术
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 ｌａｎｃｅａ

１２.６ / １２.０３ － / － － / ８ － / ９ １２ / － － / － － / － － / －

野菊花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ｉｎｄｉｃｕｍ

２９.６９ / ２６.７５ － / － ８ / １０ － / ８ １０ / － － / － － / － － / －

千里光
Ｓｅｎｅｃｉｏ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１３.０８ / １０.４３ － / － － / １１ － / － １１ / １１ － / － － / － － / －

石南藤
Ｐｉｐｅｒ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６.１９ / ４.９５ － / － － / － － / ９ １３ / １３ － / － － / － － / －

千斤拔
Ｆｌｅｍｉｎｇｉ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３.８５ / ７.８８ １６ / １６ １６ / １９ １７ / １８ ２２ / １９ １０ / － － / － － / －

黄龙尾
Ａｇｒｉｍｏｎｉａ ｐｉｌｏｓａ

１２.３２ / ８.０８ １０ / １５ １１ / １３ １２ / １８ １４ / １９ １４ / － － / － － / －

白扁豆
Ｄｏｌｉｃｈｏｓ ｌａｂｌａｂ

３.９５ / ５.０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藻
Ｓａｒｇａｓｓｕｍ ｐａｌｌｉｄｕｍ

９.３８ / ５.５０ － / － － / － １０ / － １１ / － － / － － / － － / －

大红袍
Ｍｙｒｓｉｎ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

１７.２３ / １１.３ １０ / １４ １４ / ２０ １３ / １５ １７ / １７ １２ / － － / － － / －

莲子
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ｒａ

１０.０８ / ９.８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豆根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８.１８ / １０.３３ － / － － / － ９ / － － / １０ － / － － / － － / －

淫羊霍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ｎｕ

１３.７ / ９.５０ － / － １１ / １１ １０ / １０ １１ / １１ － / １１ － / － － / －

过江龙
Ｅｎｔａｄａ ｐｈａｓｅｏｌｏｉｄｅｓ

１８.６ / １０.２３ １４ / １４ １６ / １８ １６ / １４ １９ / １８ １２ / １１ － / － － / －

合欢皮
Ａｌｂｉｚ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１８.０３ / ３.３８ １０ / － － / － １０ / １１ １４ / １１ － / － － / － － / －

合欢花
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２１.１５ / １４.２５ １０ / － － / － － / ８ － / － － / － － / － － / －

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ｖｅｒｕｍ

２０.２８ / ２２.６５ １１ / １１ － / － １０ / １１ － / － １１ / － － / － － / －

黄药子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６.７８ / ５.００ １０ / １２ １８ / ２２ １０ / １２ １７ / １７ １０ / １１ － / － － / －

泽漆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ｅｌｉｏｓｃｏｐｉａ

８.１８ / ２５.４５ １０ / １２ １１ / １３ １０ / １０ １５ / １１ － / １０ － / － － / －

蛇床子
Ｃｎｉｄｉｕｍ ｍｏｎｎｉｅｒｉ

１３.２５ / ８.００ １０ / １１ － / － １０ / １０ １１ / １１ － / － － / － － / －

独活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４６.３０ / ２５.４５ １３ / １０ － / － １０ / ８ １８ / １２ － / － － / － － / －

佛手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ｅｄｉｃａ

２５.００ / ２６.３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叶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５.０２ / ３.８０ １５ / １２ １０ / １８ １０ / １２ １６ / １６ － / － － / － － / －

　 注: “－”表示无明显抑菌圈ꎮ Ｓ /Ｈ. 冷提 / 热提ꎮ
　 Ｎｏｔｅ: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Ｓ /Ｈ. Ｓｏａｋｉｎｇ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ｈｅａｔ ｒｅｆｌｕｘ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６０５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表 ６　 ２３ 种冷 /热提中草药对 ７ 株标准菌株的 ＭＩＣ / ＭＢ(Ｆ)Ｃ 值
Ｔａｂｌｅ 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ＩＣ / ＭＢ(Ｆ)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２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ｅｖｅ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ｍｇｍＬ￣１)

中草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活性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ＴＣＣ２５９１３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２９２１３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２７８５３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Ｙ
０１０９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ＳＣ
５３１４
冷 / 热
Ｓ / Ｈ

紫珠草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ＭＩＣ ０.３９ / ０.７８ ３.１２ / ０.３９ ０.１９ / ０.３９ ６.２５ / <０.０９ － / １２.５ － / － － / －

ＭＢ(Ｆ)Ｃ ０.３９ / ０.７８ ３.１２ / ０.３９ ０.３９ / ０.３９ ６.２５ / <０.０９ － / １２.５ － / － － / －

苍术
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 ｌａｎｃｅａ

ＭＩＣ ３.１２ / ３.１２ １２.５ / １２.５ ３.１２ / ３.１２ １２.５ / ０.７８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 / －

ＭＢ(Ｆ)Ｃ ３.１２ / ３.１２ １２.５ / － ６.２５ / ３.１２ １２.５ / ０.７８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 / －

野菊花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ｉｎｄｉｃｕｍ

ＭＩＣ ６.２５ / １２.５ ６.２５ / １２.５ ６.２５ / １２.５ １２.５ / ３.１２ － / － － / － － / －

ＭＢ(Ｆ)Ｃ ６.２５ / １２.５ ６.２５ / １２.５ ６.２５ / １２.５ １２.５ / ３.１２ － / － － / － － / －

千里光
Ｓｅｎｅｃｉｏ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ＭＩＣ ６.２５ / ６.２５ １.５６ / １.５６ ６.２５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３.１２ － / １２.５ － / － － / －

ＭＢ(Ｆ)Ｃ ６.２５ / ６.２５ １.５６ / １.５６ ６.２５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３.１２ － / １２.５ － / － － / －

石南藤
Ｐｉｐｅｒ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ＭＩＣ １.５６ / １２.５ １.５６ / ３.１２ １.５６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０.７８ １２.５ / － １２.５ / ６.２５ － / １２.５

ＭＢ(Ｆ)Ｃ １.５６ / － １.５６ / ３.１２ １.５６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０.７８ １２.５ / － － / １２.５ － / １２.５

千斤拔
Ｆｌｅｍｉｎｇｉ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ＩＣ ０.１９ / ０.１９ <０.０９ / ０.１９ ０.１９ / ０.１９ １.５６ / <０.０９ ６.２５ / ３.１２ － / － － / －

ＭＢ(Ｆ)Ｃ ０.１９ / ０.１９ <０.０９ / ０.１９ ０.１９ / ０.１９ １.５６ / <０.０９ ６.２５ / ３.１３ － / － － / －

黄龙尾
Ａｇｒｉｍｏｎｉａ ｐｉｌｏｓａ

ＭＩＣ ０.３９ / <０.０９ ０.０９ / ０.１９ ０.３９ / <０.０９ ３.１２ / ０.１９ １２.５ / １２.５ － / １２.５ － / １２.５

ＭＢ(Ｆ)Ｃ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０９ / ０.１９ ０.３９ / <０.０９ ３.１２ / ０.１９ １２.５ / １２.５ － / １２.５ － / －

白扁豆
Ｄｏｌｉｃｈｏｓ ｌａｂｌａｂ

ＭＩＣ － / － － / － － / － － / － － / － － / － － / －

ＭＢ(Ｆ)Ｃ － / － － / － － / － － / － － / － １２.５ / － － / －

海藻
Ｓａｒｇａｓｓｕｍ ｐａｌｌｉｄｕｍ

ＭＩＣ １.５６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１２.５ １.５６ / ６.２５ １２.５ / １.５６ － / － １２.５ / － － / －

ＭＢ(Ｆ)Ｃ １.５６ / ６.２５ １２.５ / １２.５ １.５６ / ６.２５ １２.５ / １.５６ － / － － / － － / －

大红袍
Ｍｙｒｓｉｎ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

ＭＩＣ <０.０９ / ０.０９ ０.０９ / ０.０９ ０.１９ / <０.０９ １.５６ / <０.０９ ３.１２ / ３.１２ － / － － / －

ＭＢ(Ｆ)Ｃ <０.０９ / ０.１９ <０.０９ / ０.１９ ０.１９ / <０.０９ １.５６ / <０.０９ ３.１２ / ３.１２ － / － － / －

莲子
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ｒａ

ＭＩＣ － / － － / － － / － － / － － / － － / － － / －

ＭＢ(Ｆ)Ｃ － / － － / － － / － － / － － / － １２.５ / － － / －

山豆根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ＩＣ ６.２５ / ３.１２ １.５６ / ０.７８ １２.５ / － － / ０.７８ － / １２.５ １２.５ / － － / －

ＭＢ(Ｆ)Ｃ ６.２５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０.７８ １２.５ / － － / ０.７８ － / １２.５ － / － － / －

淫羊霍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ｎｕ

ＭＩＣ ６.２５ / ３.１２ ０.７８ / ０.３９ ６.２５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０.３９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 / －

ＭＢ(Ｆ)Ｃ ６.２５ / ３.１２ ０.７８ / ０.７８ ６.２５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０.７８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 / －

过江龙
Ｅｎｔａｄａ ｐｈａｓｅｏｌｏｉｄｅｓ

ＭＩＣ ０.３９ / ０.３９ ０.１９ / ０.３９ ０.３９ / ０.３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６.２５ / ３.１２ － / － － / －

ＭＢ(Ｆ)Ｃ ０.３９ / ０.３９ ０.１９ / ０.３９ ０.３９ / ０.３９ ０.３９ / ０.３９ ６.２５ / ３.１２ － / － － / －

合欢皮
Ａｌｂｉｚ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ＭＩＣ ６.２５ / １.５６ ０.７８ / １.５６ ６.２５ / １.５６ － / ３.１２ － / １２.５ － / － － / －

ＭＢ(Ｆ)Ｃ ６.２５ / １.５６ ０.７８ / １.５６ ６.２５ / １.５６ － / ３.１２ － / １２.５ － / － － / －

合欢花
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ＭＩＣ ６.２５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１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１２.５ / ３.１２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 / －

ＭＢ(Ｆ)Ｃ ６.２５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１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１２.５ / ３.１２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 / －

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ｖｅｒｕｍ

ＭＩＣ ３.１２ / ３.１２ １.５６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ＭＢ(Ｆ)Ｃ ３.１２ / ３.１２ １.５６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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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中草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活性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ＴＣＣ２５９１３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２９２１３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２７８５３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Ｙ
０１０９
冷 / 热
Ｓ / Ｈ

ＡＴＣＣＳＣ
５３１４
冷 / 热
Ｓ / Ｈ

黄药子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ＭＩＣ １.５６ / ０.７８ ０.１９ / ０.１９ １.５６ / ０.７８ ３.１２ / ０.１９ ６.２５ / ３.１２ － / － － / －

ＭＢ(Ｆ)Ｃ １.５６ / ０.７８ ０.１９ / ０.１９ １.５６ / ０.７８ ３.１２ / ０.３９ ６.２５ / ６.２５ － / － － / －

泽漆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ｅｌｉｏｓｃｏｐｉａ

ＭＩＣ １.５６ / ３.１２ ０.１９ / ０.３９ １.５６ / １.５６ ６.２５ / ０.０９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 / －

ＭＢ(Ｆ)Ｃ ３.１２ / ３.１２ ０.１９ / ０.３９ １.５６ / １.５６ ６.２５ / ０.１９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 / －

蛇床子
Ｃｎｉｄｉｕｍ ｍｏｎｎｉｅｒｉ

ＭＩＣ １.５６ / １.５６ ０.７８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０.７８ － / ３.１２ － / － １２.５ / － － / －

ＭＢ(Ｆ)Ｃ １.５６ / １.５６ ０.７８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０.７８ － / ３.１２ － / － － / － － / －

独活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ＭＩＣ ０.７８ / ３.１２ ０.７８ / １２.５ １.５６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 / － １２.５ / － － / －

ＭＢ(Ｆ)Ｃ １.５６ / ３.１２ ０.７８ / １２.５ ３.１２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 / － － / － － / －

佛手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ｅｄｉｃａ

ＭＩＣ １２.５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１２.５ １２.５ / ６.２５ － / １２.５ － / － － / － － / －

ＭＢ(Ｆ)Ｃ １２.５ / ６.２５ ３.１２ / － １２.５ / ６.２５ － / － － / － － / － － / －

小叶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ＭＩＣ ０.３９ / ０.３９ <０.０９ / ０.１９ ０.７８ / ０.１９ ６.２５ / ０.１９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 / －

ＭＢ(Ｆ)Ｃ ０.７８ / ０.３９ <０.０９ / ０.３９ ０.７８ / ０.１９ ６.２５ / ０.３９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 / －

　 注: “－”表示浓度大于 １２.５ ｍｇｍＬ￣１ꎻ Ｓ /Ｈ. 冷提 / 热提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１２.５ ｍｇｍＬ￣１ꎻ Ｓ /Ｈ. Ｓｏａｋｉｎｇ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ｈｅａｔ ｒｅｆｌｕｘ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表 ７　 ９ 种冷 /热提中草药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ＭＩＣ / ＭＢＣ 值
Ｔａｂｌｅ ７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ＩＣ / ＭＢ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ｎｉｎ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 (ｍｇｍＬ ￣１)

中草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活性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ＲＳＡ１５
冷 / 热
Ｓ / Ｈ

ＭＲＳＡ ２３
冷 / 热
Ｓ / Ｈ

ＭＲＳＡ ４０
冷 / 热
Ｓ / Ｈ

ＭＲＳＡ ８２
冷 / 热
Ｓ / Ｈ

ＭＲＳＡ ９８
冷 / 热
Ｓ / Ｈ

ＭＲＳＡ １６６
冷 / 热
Ｓ / Ｈ

ＭＲＳＡ １８１
冷 / 热
Ｓ / Ｈ

ＭＲＳＡ １８７
冷 / 热
Ｓ / Ｈ

ＭＲＳＡ ２０２
冷 / 热
Ｓ / Ｈ

ＭＲＳＡ ７４７
冷 / 热
Ｓ / Ｈ

紫珠草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ＭＩＣ ０.７８ / ０.７８ １.５６ / ０.３９ １.５６ / ０.７８ ３.１２ / ０.３９ ６.２５ / ０.１９ １２.５ / ０.７８ ０.３９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０.７８ ０.７８ / ０.３９ １.５６ / ３.１２

ＭＢＣ ０.７８０.７８ １.５６ / ０.７８ ３.１２ / ０.７８ ６.２５ / ０.３９ １２.５ / ０.１９ ６.２５ / ０.７８ ０.３９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０.７８ １.５６ / ０.３９ ６.２５ / ３.１２

千斤拔
Ｆｌｅｍｉｎｇｉ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ＩＣ ０.１９ / ０.１９<０.０９ / <０.０９０.１９ / ０.７８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１９ / ０.３９ ０.７８ / ０.７８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３９ / ０.７８

ＭＢＣ ０.１９ / ０.１９<０.０９ / <０.０９０.１９ / ０.７８ ０.３９ / ０.３９ ０.７８ / ０.１９ ０.１９０.７８ ０.７８ / ０.７８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７８ / ０.３９ ０.３９ / １.５６

黄龙尾
Ａｇｒｉｍｏｎｉａ
ｐｉｌｏｓａ

ＭＩＣ ０.７８ / ０.１９ ０.１９ / <０.０９ １.５６ / ０.７８ ０.７８ / ０.１９ ０.７８ / <０.０９ ０.７８ / ０.７８ <０.０９ / ６.２５ ０.７８ / １.５６ ０.７８ / １.５６ ０.３９ / ０.７８

ＭＢＣ ０.７８ / ０.１９ ０.１９ / <０.０９ １.５６ / １.５６ ０.７８ / ０.１９ ０.７８ / <０.０９ １.５６ / ０.７８ <０.０９ / ６.２５ ０.７８ / １.５６ ０.７８ / ３.１２ ０.７８ / １.５６

大红袍
Ｍｙｒｓｉｎ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

ＭＩＣ <０.０９ / ０.３９<０.０９ / ０.１９<０.０９ / ０.３９ ０.１９ / ０.３９ ０.０９ / ０.１９ ０.０９ / ０.３９ ０.０９ / ０.３９ ０.０９ / ０.０９ ０.０９ / ０.１９ ０.０９ / ０.３９

ＭＢＣ <０.０９ / ０.３９<０.０９ / ０.１９<０.０９ / ０.７８ ０.１９ / ０.３９ ０.０９ / ０.３９ ０.１９ / ０.３９ ０.１９ / ０.３９ ０.１９ / ０.０９ ０.１９ / ０.３９ ０.１９ / ０.３９

过江龙
Ｅｎｔａｄａ

ｐｈａｓｅｏｌｏｉｄｅｓ

ＭＩＣ １.５６ / ０.７８ ０.０９ / <０.０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１９ / ０.１９ ０.１９ / ０.７８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１９ / ０.１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ＭＢＣ １.５６ / ０.７８ ０.１９ / <０.０９ ０.３９ / ０.３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３９ / １.５６ ０.３９ / ０.３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３９ / ０.３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ｖｅｒｕｍ

ＭＩＣ ３.１２ / １.５６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ＭＢＣ ６.２５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黄药子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ＭＩＣ ０.７８ / ０.１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７８１.５６ ０.７８ / ０.３９ ０.７８ / １.５６ ０.７８ / ０.７８ １.５６ / ０.７８ ０.７８ / ０.３９ ０.７８ / １.５６ ０.７８ / １.５６

ＭＢＣ ０.７８ / ０.１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１.５６ / １.５６ ０.７８ / ０.３９ ０.７８ / １.５６ ０.７８ / １.５６ １.５６ / ０.７８ ０.７８ / ０.３９ ０.７８ / １.５６ ０.７８ / １.５６

泽漆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ｅｌｉｏｓｃｏｐｉａ

ＭＩＣ ０.７８ / ０.３９ １.５６０.３９ ６.２５ / ３.１２ ０.７８ / ０.７８ ０.７８ / ３.１２ １.５６ / １.５６ ３.１２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１.５６ ０.７８ / ０.３９ １.５６ / ６.２５

ＭＢＣ １.５６ / ０.３９ １.５６ / ０.７８ １２.５ / ６.２５ １.５６ / １.５６ １.５６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１.５６ ３.１２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１.５６ １.５６ / ０.３９ １.５６ / ６.２５

小叶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ＭＩＣ ０.０９ / ０.１９ <０.０９ / ０.３９ ０.７８ / ０.７８ ０.１９０.３９ ０.１９ / ０.３９ ０.０９ / ０.１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０９ / ０.３９ ０.３９ / ０.３９

ＭＢＣ ０.１９ / ０.３９ <０.０９ / ０.３９ １.５６ / １.５６ ０.３９ / ０.７８ ０.３９ / ０.７８ ０.１９ / ０.３９ ０.３９ / ０.１９ ０.７８ / ０.３９ ０.１９ / ０.３９ ０.７８ / ０.７８

８０５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表 ８　 ６ 种冷 /热提中草药对铜绿假单胞菌耐药菌株的 ＭＩＣ / ＭＢＣ 值
Ｔａｂｌｅ ８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ＩＣ / ＭＢ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ｉ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ｔｒａｉｎ (ｍｇｍＬ ￣１)

中草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活性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Ａ１１
冷 / 热
Ｓ / Ｈ

ＰＡ１０９
冷 / 热
Ｓ / Ｈ

ＰＡ１２９
冷 / 热
Ｓ / Ｈ

ＰＡ２３８
冷 / 热
Ｓ / Ｈ

ＰＡ２５０
冷 / 热
Ｓ / Ｈ

ＰＡ２８３
冷 / 热
Ｓ / Ｈ

ＰＡ２９４
冷 / 热
Ｓ / Ｈ

ＰＡ３０７
冷 / 热
Ｓ / Ｈ

ＰＡ３１４
冷 / 热
Ｓ / Ｈ

ＰＡ３１９
冷 / 热
Ｓ / Ｈ

千斤拔
Ｆｌｅｍｉｎｇｉ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ＩＣ １２.５ / ６.２５ １２.５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１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１２.５ / １２.５ １２.５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１２.５ / １２.５

ＭＢＣ １２.５ / ６.２５ １２.５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１２.５ / １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１２.５ / １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１２.５ / １２.５

大红袍
Ｍｙｒｓｉｎ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

ＭＩＣ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１.５６ / １.５６ ３.１２ / １２.５ １.５６ / １.５６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１.５６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ＭＢＣ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１.５６ / １.５６ ３.１２ / １２.５ １.５６ / １.５６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１.５６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过江龙
Ｅｎｔａｄａ

ｐｈａｓｅｏｌｏｉｄｅｓ

ＭＩＣ ６.２５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３.１２ １２.５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１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１２.５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６.２５

ＭＢＣ ６.２５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１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６.２５ / ６.２５ １２.５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６.２５

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ｖｅｒｕｍ

ＭＩＣ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ＭＢＣ ３.１２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３.１２

黄药子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ＭＩＣ ６.２５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１.５６ ６.２５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１２.５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ＭＢＣ ６.２５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１.５６ ６.２５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小叶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ＭＩＣ １２.５ / １２.５ １２.５ / １２.５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１２.５ / １２.５ １２.５ / １２.５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ＭＢＣ － / － １２.５ / １２.５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 / － － / －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表 ９　 ２ 种冷 /热提中草药对白色念珠菌耐药菌株的 ＭＩＣ / ＭＢＣ 值
Ｔａｂｌｅ 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ＩＣ / ＭＢ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ｔｒａｉｎ (ｍｇｍＬ ￣１)

中草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活性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Ａ２０
冷 / 热
Ｓ / Ｈ

ＣＡ１００
冷 / 热
Ｓ / Ｈ

ＣＡ １５２
冷 / 热
Ｓ / Ｈ

ＣＡ ６３２
冷 / 热
Ｓ / Ｈ

ＣＡ ６４９
冷 / 热
Ｓ / Ｈ

ＣＡ ８１９
冷 / 热
Ｓ / Ｈ

ＣＡ ９５３
冷 / 热
Ｓ / Ｈ

ＣＡ ９５６
冷 / 热
Ｓ / Ｈ

石南藤
Ｐｉｐｅｒ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ＭＩＣ １２.５ / １２.５ １２.５ / － １２.５ / １２.５ － / － － / － １２.５ / － － / － － / －

ＭＦＣ １２.５ － / １２.５ － － / － － / － － / － － / － － / －

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ｖｅｒｕｍ

ＭＩＣ ０.７８ / １.５６ １.５６ / １.５６ １.５６ / ３.１２ ６.２５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６.２５ １.５６ / １.５６ １２.５ / ６.２５ １.５６ / １.５６

ＭＦＣ １.５６ / １.５６ １.５６ / １.５６ ３.１２ / ３.１２ １２.５ / ３.１２ ３.１２ / ６.２５ ３.１２ / １.５６ ６.２５ / ６.２５ １.５６ / １.５６

究目前 仅仅局限在粗提物的活性测定ꎬ今后的研

究应该以抗菌活性为导向ꎬ探讨山豆根的活性

成分ꎮ
有个别中草药在测定抑菌圈时抑菌圈<１０ ｍｍ

显示无抑菌活性ꎬ但是 ＭＩＣ 和 ＭＢＣ / ＭＦＣ 测定结

果却显示有抑菌活性ꎬ原因是抑菌圈是一个半定

量的测定方法ꎬ在实验所测浓度为 ５０ ｍｇｍＬ￣１的

条件下无明显的抑菌圈ꎬ表明抑菌效果不明显ꎬ但
是并不代表无抑菌活性ꎮ 实验所用耐药菌株均由

本院临床重症患者分离得到ꎬ如表 ２、表 ３、表 ４ 药

敏测试结果所示确定为多重耐药菌ꎮ 此外ꎬ本研

究采用了冷提和热提两种方法对 ２３ 种中草药提

取率和活性的进行了对比ꎬ数据显示冷提的提取

率和活性都稍优于热提ꎬ原因可能是热提温度较

高会破坏提取物中某些活性成分化学结构ꎬ影响

抑菌活性ꎮ 此外ꎬ提取溶剂浓度和提取时间也是

两个重要的因素ꎬ８０％的乙醇浓度比较适中ꎬ提取

范围较广ꎬ可以提取到中草药中低极性和高极性

９０５４ 期 张泽萍等: ２３ 种中草药的体外抗菌活性筛选研究



的化学成分ꎬ所以提取率较高ꎬ造成中草药的提取

率和活性不一致的具体原因有待深入研究ꎮ
总的来说ꎬ本研究的中草药与以往研究者在

测定抑菌活性方面存在差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ꎬ
需要注意的是粗提物抗菌活性显著受所测菌种类

型、提取溶剂的浓度、提取时间以及中草药产地和

测试方法的影响ꎬ并且以上几种中草药的活性成

分均未见与抗生素联合使用的报道ꎮ 结合筛选结

果和前人工作ꎬ推测千斤拔具有的抗菌活性可能

与其异戊烯基黄酮类成分有关ꎬ所以本课题将进

一步从千斤拔的有效黄酮成分的分离及其与抗生

素联合作用方面进行深入研究ꎮ

参考文献:

ＡＨＭＡＤＢꎬ ＨＡＦＥＥＺ Ｎꎬ ＡＲＡ Ｇ 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ｒｕｄｅ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ｉｃｅｘ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ｔｅｘａｇｎｕｓ ｃａｓｔｕｓ ａｎｄ Ｍｙｒｓｉｎ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
[Ｊ]. Ｐａｋ Ｊ Ｐｈａｒｍ Ｓｃｉꎬ ２９(６):１９７７－１９８３.

Ｅｌ ＷＡＨＩＤＩ Ｍꎬ Ｅｌ ＡＭＲＡＯＵＩ Ｂꎬ Ｅｌ ＡＭＲＡＯＵＩ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ｍａ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ａｓｔ [ Ｊ]. Ａｎｎ Ｐｈａｒｍ
Ｆｒꎬ ７３(３):１９０－６.

ＨＵＡＮＧ ＬＺꎬ ＸＩＥ Ｙꎬ ＪＩＡＮＧ Ｌꎬ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ｖｅｒｕｍ [ Ｊ]. Ｊ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 Ｔｒａｄ Ｃｈｉｎ Ｍｅｄꎬ １７(２):８３ －
８５. [黄丽贞ꎬ谢滟ꎬ姜露ꎬ等ꎬ２０１５. 八角茴香化学成分与药
理研究进展 [Ｊ].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ꎬ １７(２):８３－８５.]

ＬＩ ＦＺꎬ ＬＩＵ ＬＰꎬ ２０１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ａｂｕ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Ｒａｔｉｏｎ Ｄｒｕｇ Ｕｓｅꎬ ２
(２６):１７５－１７７. [李福长ꎬ 刘梨平ꎬ２０１４. 我国抗生素滥用现

状及其对策 [Ｊ]. 临床合理用药杂志ꎬ ２(２６):１７５－１７７.]
ＬＵ Ｋꎬ ＺＨＯＵ ＪＸꎬ ＳＨＥＮ ＺＷꎬ ２００７. Ｔｗｏ ｎｏｖｅｌ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Ｍｙｒｓｉｎ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 Ｌ. [ Ｊ]. 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ｅｍꎬ
２５(９): １３２３－１３２.

ＭＡ Ｆꎬ ＣＨＥＮ Ｙꎬ ＬＩ 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ｎｔｉ￣Ｈｅ￣
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ｐｙｌｏｒｉ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ｓ. [Ｊ].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ꎬ １６(４４):５６２９－５６３４.

ＲＡＨＭＡＮ ＭＲꎬ ＬＯＵ Ｚꎬ ＺＨＡ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Ｓｔａｒ ａｎｉｓｅ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ｖｅｒｕｍ Ｈｏｏｋ. ｆ.) ａｓ ｑｕｏｒｕｍ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ｂｉｏｆｉｌｍ 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ｏｎ ｆｏｏｄｂｏｒｎ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ｍｉｌｋ. [Ｊ]. Ｊ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ｔꎬ ８０(４):６４５－６５３.

ＳＡＲＡＳＷＡＴＨＹ Ａꎬ ＳＨＡＫＩＬＡ Ｒꎬ ＬＡＶＡＮＹＡＳ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Ｐｈｃｏｇ Ｍａｇꎬ ６(２３):２０８－１１.

ＴＡＮＧ ＪＦꎬ ＬＩ Ｌꎬ ＺＵＯ ＧＹꎬ ２０１６.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５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Ｊ]. Ｌｉｓｈｉｚｈｅｎ
Ｍｅｄ Ｍａｔ Ｍｅｄ Ｒｅｓꎬ ２７(４): ７８８－７９１. [唐金凤ꎬ李莉ꎬ左国
营ꎬ２０１６. ５１ 种常见中草药抗菌活性筛选 [Ｊ]. 时珍国医
国药ꎬ２７(４):７８８－７９１.]

ＷＡＮＧ Ｍꎬ ＴＡＯ Ｌꎬ ＸＵ ＨＸꎬ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ｓ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ｔｉ￣ｅｎｔｅｒｏｖｉｒｕｓ ７１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Ｊ]
Ｃｈｉｎ Ｍｅｄꎬ １１:２.

ＷＡＮＧ ＭＹꎬ ２００８.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Ｆｌｅｍｉｎｇｉ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ｓｔａ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Ｄ].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王明煜ꎬ ２００８. 蔓性千斤拔有效组分提取分
离及其抑菌、防治血栓作用 [Ｄ]. 长春: 吉林大学.]

ＹＡＯ ＹＱꎬ ＷＡＮＧ ＤＫꎬ ＬＩ ＬＢ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ｓｔａｓｉ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Ｇａｐｎｅｐ ｒｏｏｔ
ｆｏ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ｆｕｎｇｉ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Ｊ]. Ｇｅｎｏｍ
Ａｐｐｌ Ｂｉｏｌꎬ ３５(９): ２４１７－２４２２. [姚裕群ꎬ王定坤ꎬ李良波ꎬ
等ꎬ２０１６. 山豆根甲醇提取物对三七重要病原真菌的抑菌
研究 [Ｊ]. 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ꎬ ３５(９): ２４１７－２４２２.]

ＹＵＥ Ｈꎬ ＷＡＮＧ ＹＷꎬ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Ａｓｉａ￣Ｐａｃ Ｔｒａｄ Ｍｅｄꎬ７
(５):１９３－１９４ . [岳华ꎬ王育伟ꎬ２０１１. 抗生素对社会发展
的负面影响研究 [Ｊ]. 亚太传统医药ꎬ ７(５):１９３－１９４.]

０１５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