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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佛手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等
/

种常见致病菌的抗菌作用及其抗氧化性能$方

法
!

分别用
/"O

的甲醇水提取新鲜成熟的佛手及其烘干制品的酚类物质$采用微量稀释法!测定其提取液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氏菌%鼠伤寒沙门氏菌%福氏志贺氏菌%铜绿假单胞菌%蜡样芽孢杆菌%表皮葡萄球菌及白色念

珠菌
/

种常见致病菌的最小抑菌浓度及最小杀菌浓度!并对其抗菌活性进行评价&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其

氧化还原能力及清除自由基能力!对其抗氧化活性进行评价$结果
!

佛手提取液对革兰阳性菌的抗菌作用强于革

兰阴性菌$烘干后的佛手提取液的抗氧化作用强于新鲜佛手$结论
!

佛手对常见的致病菌有较强的抗菌作用!可

以开发其成为新型天然抑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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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手为热带,亚热带植物#是芸香科常绿小乔木或灌木+

又名九爪木,五指橘,佛手柑#在我国主要产于闽粤,川,江浙等

地区)

#,+

*

+佛手可以入药#制作凉茶饮料#有理气化痰,止呕消

胀,舒肝健脾,缓解哮喘等多种作用+但对其机理的研究目前

尚缺乏+本研究选取广州市场上销售的佛手#研究其酚类提取

液对常见
/

种致病菌的抗菌作用#并研究新鲜和烘干制品佛手

的抗氧化作用+

$

!

材料与方法

$($

!

样品前处理,实验菌种与试剂

$($($

!

样品前处理
!

抗菌研究的前处理!将新鲜成熟的佛手

用自来水反复冲洗干净后用去离子水洗净#切片置
$"c

烘箱

!/:

#烘干样品并粉碎+称取
)"("

8

烘干粉碎的佛手#加入

+)"FM

去离子水#超声萃取
$"F23

+滤去残渣#将剩余液体加

热浓缩
+"FM

$制成浓度为
+()

8

"

FM

的原液%#置
!c

冰箱保

存备用#待测抗菌指标+抗氧化研究的前处理!取适量新鲜成

熟的佛手匀浆#分别称取佛手的匀浆液和烘干物
#("

8

左右#

加入
-(""FM/"O

的甲醇水#充分振摇#微波超声萃取
."

F23

#

.)""<

"

F23

下离心
."F23

#取上清液待测抗氧化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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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菌种
!

实验选取了金黄色葡萄球菌
JPJ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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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肠埃希菌
*0JJ+)-++

,鼠伤寒沙门氏菌
JPJJ

$

Y

%

)"##)

,福 氏 志 贺 氏 菌
JPJJ

$

Y

%

)#)'+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0JJ+'/).

,蜡样芽孢杆菌
JPJJ

$

Y

%

$.."#

,表皮葡萄球菌

JPJJ

$

Y

%

+$"$-

及白色念珠菌
JP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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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常见的

致病菌+所有的标准菌株全部购于广东环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将菌株从长期贮存的
J[gGY*UW

菌种保存管中取出#

接营养肉汤复活#并分别培养做各项生化实验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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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

三吡啶三吖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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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化学试剂购

于美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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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9=D<2;:

公司+无水醋酸钠,三氯化铁,硫酸亚

铁,过硫酸钾,碳酸钠等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由天津市大茂化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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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9>P5DJ=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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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科技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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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付丽#女#硕士#主管技师#研究方向为微生物检验+



学试剂厂生产+甲醇,盐酸,无水醋酸等均为分析纯#由成都市

科龙化工试剂厂生产+

$($(1

!

仪器
!

分析天平,超声清洗器,培养箱,酶标仪,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计等+

$(/

!

测定原理与方法

$(/($

!

抗菌研究

$(/($($

!

实验菌种配制
!

用麦氏比浊仪将实验所用菌液配制

为
"()

麦氏浓度$约为
#()h#"

/

"

FM

%的菌液并用生理盐水按

#i#"

的比例稀释
+

次#菌液最终浓度约为
#()h#"

$

"

F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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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抑菌浓度$

PIJ

%检测
!

用去离子水将实验样品

依次等倍稀释+分别取
'"

&

M

不同浓度的样品加入装有营养

肉汤$

'"

&

M

%和菌液$

'"

&

M

%的无菌
-$

孔板中#每个浓度样品

重复
.

个平行样+于微量振荡器振荡混匀后放入酶标仪$

$."

3F

%读取培养前吸光度+再置
.'c

恒温箱中培养
+!:

再次测

定其吸光度+用肉眼从最小浓度开始观察#第
#

个出现未浑浊

的孔所对应的样品浓度即为样品的
PIJ

)

.,!

*

+

$(/($('

!

最小杀菌浓度$

PYJ

%检测
!

从所有未出现浑浊的

微孔中#取出
+""

&

M

液体接种到营养琼脂培养基中+置
.'c

恒温箱中培养
+!:

后观察菌落生长状况+

+!:

培养后没有出

现细菌生长的培养皿所对应的样品最小浓度即为样品的

PY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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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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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还原能力222

][*&

法)

),'

*

!

][*&

法是由

Y53b25

和
%7<923

建立的#其原理为
]5

.Z

,0&0k

可被样品中还

原物质还原为二价铁形式#呈现出蓝色#并于
)-.3F

处具有最

大光吸收#根据吸光度大小计算样品抗氧化活性的强弱+实验

步骤如下!以
]5%G

!

溶液作为参考标准#建立标准曲线+取

#""

&

M

样本稀释液加入到
.(""FM][*&

反应液中$由
.""

FF1=

"

M

的醋酸钠,

#"FF1=

"

M

的
0&0k

,

+"FF1=

"

M

的三氯化

铁按照
#"i#i#

的体积比组成%#混匀后
.'c

反应
!F23

#用

紫外分光光度计在
)-.3F

下测定混合物的吸光度#根据吸光

度在标准曲线上求得相应
]5%G

!

的浓度+每份样品重复测定

.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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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自由基能力222

0V*J

法)

/

*

!

0V*J

法的原理

是
*Y0%

在适当的氧化剂作用下氧化成绿色的
*Y0%

Z

#在抗

氧化物存在时
*Y0%

Z的产生会被抑制#在
'.!3F

或
!")3F

下测定
*Y0%

Z的吸光度即可测定并计算出样品的总抗氧化能

力+

0<1=1a

是一种
T27V

的类似物#具有和
T27V

相近的抗氧化

能力#用作其他抗氧化物总抗氧化能力的参考+实验步骤如

下!以
0<1=1a

溶液作为参考标准#建立标准曲线+取
#""

&

M

被稀释了的样品与
.(/"FM

被稀释了的
*Y0%

自由基溶液$

'

FF1=

"

M*Y0%

与
+(!)FF1=

"

M

的过硫酸钾等量混合避光放

置
#$:

后将
*Y0%

稀释到在
'.!3F

处的吸光度为
"('Q

"(")

%充分混合#并在室温下反应
$F23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在

'.!3F

下测定混合物的吸光度#根据吸光度在标准曲线上求

得相应
0<1=1a

的浓度+每份样品重复测定
.

次+

$('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用
VdJVM

录入#使用
%&%%#.("

进行统计分析+

/

!

结
!!

果

/($

!

抗菌研究结果
!

佛手提取液对实验所选的
/

种常见致病

菌都有一定的抗菌作用#尤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作用明显

强于其他菌种#其
PIJ

可达到
.#+()F

8

"

FM

+实验发现#佛手

提取液对所选革兰阳性菌的
PIJ

在
.#+()

!

$+)F

8

"

FM

#对革

兰阴性菌的
PIJ

在
$+)

!

#+)"F

8

"

FM

(佛手提取液对革兰阳

性菌的
PYJ

在
.#+()

!

#+)"F

8

"

FM

(对革兰阴性菌的
PYJ

均为
#+)" F

8

"

FM

+综合
PIJ

,

PYJ

研究结果#当
PYJ

"

PIJ

&

!

时#表明研究样品对该菌种有杀菌作用(当
PYJ

"

PIJ

%

!

#表明研究样品对该菌种有抑菌作用+本实验结果显

示#佛手对实验的
/

种常见致病菌均有杀菌作用+见表
#

+

表
#

!

佛手抗菌检测
PIJ

(

PYJ

结果%

F

8

'

FM

&

细菌
佛手

PIJ PYJ PYJ

"

PIJ

革兰阳性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蜡样芽孢杆菌
$+) $+) #

表皮葡萄球菌
$+) #+)" +

白色念珠菌
$+) #+)" +

革兰阴性菌 大肠埃希氏菌
#+)" #+)" #

鼠伤寒沙门氏菌
$+) #+)" +

福氏志贺氏菌
#+)" #+)" #

铜绿假单胞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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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研究结果
!

][*&

检测中
]5%G

!

标准曲线的绘

制的回归方程!

JX"("""'+RZ"(")#'"

#

[

+

X"(-----

#

0V,

*J

检测中
*Y0%

标准曲线的绘制的回归方程!

JX"("""-.

R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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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烘干佛手的抗氧化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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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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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5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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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0V*J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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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0<1=1a

"

8

*明显强于新鲜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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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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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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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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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1=1a

"

8

*+烘干样

品的抗氧化研究结果大约为新鲜样品结果的
.

倍左右+另外#

本实验以维生素
J

作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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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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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1=]5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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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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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FF1=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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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烘干的佛手$

#

8

"

#"FM

%的抗氧化活性高于
#""

&

8

"

FM

的
TJ

的抗氧化活

性#而新鲜的佛手$

#

8

"

#"FM

%的抗氧化活性明显低于
#""

&

8

"

FM

的
TJ

的抗氧化活性+

'

!

讨
!!

论

总体来说#从实验结果可以发现#佛手对革兰阳性菌的抗

菌作用要强于革兰阴性菌+此研究结果与其他抗菌研究结果

一致)

-,#+

*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革兰阴性菌与革兰阳性菌拥有

不同的细胞壁结构#此外革兰阴性菌还具有独特的壁膜间

隙)

#.

*

#这些不同使得革兰阴性菌在抵挡细菌入侵方面更胜一

筹+抗氧化方面#作者曾检测过广州市场上销售的
$+

种水果

的抗氧化活性及其总酚含量)

##

*

+与之相比#新鲜佛手抗氧化

的结果低于作者先前研究的平均结果#其
][*&

明显低于金

丝小枣,红石榴,番石榴,番荔枝,大红柿#但高于山竹,蜜梨,黄

瓤西瓜,火龙果等#基本与哈密瓜,水仙芒,国产青提
][*&

水

平相当+其
0V*J

明显低于青橄榄,红石榴,番荔枝,番石榴,

大红柿#但高于蜜梨,黄瓤西瓜,牛油果,红提,有机蓝莓和国产

青提#基本与西柚,柚子,木瓜
0V*J

水平相当+

近年来#由于食品添加剂致病和致癌风险的逐渐增大#人

工合成抑菌剂及防腐剂越来越受到普通老百姓的质疑+从自

然界的植物中寻求天然产物来替代人工合成物质成为现代工

业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对传统植物应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研

究#揭示其传统保健作用的科学基础#是目前这一领域研究的

热点#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国内的植物抗菌抗氧化研究

主要是针对大量中草药,香料抗菌抗氧化能力的筛选上#而国

外的植物抗菌抗氧化研究则主要是针对单个植物品种抗菌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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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能力的检测和活性成分化学结构的研究+除了中草药和

香料#许多水果蔬菜也被研究发现具有较强的抗菌,抗氧化,抗

癌的成分+金丝小枣,石榴,番石榴,番荔枝,柿子等水果被研

究发现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

##

*

+而牛油果,葡萄籽,石榴皮

也被发现具有抗菌的作用)

#!,#$

*

+

中医认为佛手具有理气化痰,止呕消胀,舒肝健脾,和胃等

多种药用功能#对气管炎,哮喘病有明显的缓解作用#同时对一

般的消化不良,胸腹胀闷也有明显疗效+这些作用和本研究中

发现的佛手较强的抗菌作用关系有待进一步明确+目前对佛

手的其他微生物和理化研究比较少+郭卫东等)

#

*研究发现佛

手挥发油对酵母菌,大肠杆菌,枯草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均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对枯草杆菌的抑菌效果最强+水果蔬

菜中含有大量的酚类和黄酮类物质#作者先前的实验已经证实

水果中的酚类物质具有抗氧化活性#许多研究也发现酚类物质

具有抗菌抗氧化的作用)

#!,+"

*

+通过对佛手提取物的研究#发

现虽然佛手的抗氧化能力一般#但其抗菌活性较强+有研究发

现佛手含有柚苷,橙皮素,异槲皮苷,香叶木素,柚皮芸香甙等

酚类及黄酮类物质+佛手的抗菌活性同时可能与其含有的酚

类物质,黄酮类物质等可能密切相关+由于抗菌药物的滥用#

多药耐药菌的出现越来越引起医疗界的关注+其中金黄色葡

萄球菌就是全球公认的一种多药耐药菌#而在本实验中发现佛

手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具有非常明显的抑制作用#或许佛手中的

某些生物成分可以用来制成未来临床应用的药物+虽然许多

对水果蔬菜的研究已证明其含有的许多天然成分可以促进人

类健康,降低常见疾病的风险#但是公众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

些天然成分可以被加以利用#无论是药品制造业#还是食品加

工业#植物提取抗菌抗氧化成分完全可以替代现在常用的人工

化学制品+

本研究发现#佛手对常见的致病菌有较强的抗菌作用#其

酚类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这可能构成佛手常见的药理和

食疗作用机理+据此可以考虑开发佛手成为新型天然抑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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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

E

S*

#

]93̂9F *R

#

\

H

5A662\V

#

579=(*372>9;75<29=

9;724272561C7:5F57:931=5a7<9;761C65453J9F5<113293

D2579<

BE

=93769

8

92367>9;75<295a

E

<56623

8

P\[

E

:531,

7

BE

56

)

S

*

(%

E

<23

8

5<&=A6

#

+"#.

#

+

$

#+

%!

.$.,.$$(

)

##

*

]AM

#

dAY0

#

dAd[

#

579=(*3721a2D937;9

E

9;2725693D71,

79=

E

:531=2;;13753761C$+C<A276

)

S

*

(]11DJ:5F

#

+"##

#

#+-

$

+

%!

.!),.)"(

)

#+

*付丽#李泽谦#谢志成#等
(

八种广东传统汤料干花水提取

物的抗菌活性研究)

S

*

(

中国热带医学#

+"#!

#

#!

$

!

%!

!"!,

!"$(

)

#.

*

\ACC

B

J]

#

&1?5<[](*3721a2D93793D9372F2;<1>29=

E

<1

E

,

5<72561C61F5J:23565

E

=9375a7<9;76

)

S

*

(I37S*372F2;<1>

*

8

5376

#

+""#

#

#'

$

$

%!

)+',)+-(

)

#!

*

]25=D\

#

LA2

8

=5

B

=W

#

GN;1331<&P

#

579=(%7AD256?27:>21,

53

8

2355<5DU2623

E

5

E

72D56:2

8

:=2

8

:77:5><19D,6

E

5;7<AF

E

1753;

B

1CU2623T

)

S

*

(P2;<1>Y2175;:31=

#

+"#"

#

.

$

!

%!

!'.,!/$(

)

#)

*

U949<<9P

#

e<6231P[

#

]5<=9bb1U

#

579=(VCC5;71C;27<A6

>5<

8

9F29

H

A2;513:AF9335A<1>=9671F9;5==623427<193D

23F57967972;a531

8

<9C7F1D5=6

)

S

*

(]27175<9

E

29

#

+"#!

#

-)

$

#+

%!

/.,-+(

)

#$

*

%9<94939̂AF9<*

#

T53̂9756:?9<93W

#

T9327:9S

#

579=(V,

49=A972131C9372>9;75<29=9;72427

B

#

E

:531=93DC=941312D

;13753761C0:56

E

5629

E

1

E

A=359C=1?5<5a7<9;76

)

S

*

(&9̂ S

&:9<F%;2

#

+""-

#

++

$

.

%!

+/+,+/$(

)

#'

*

]AM

#

dAY0

#

dAd[

#

579=(*3721a2D937;9

E

9;2725693D71,

79=

E

:531=2;;13753761C)$?2=DC<A276C<1F%1A7:J:239

)

S

*

(P1=5;A=56

#

+"#"

#

#)

$

#+

%!

/$"+,/$#'(

)

#/

*

]AM

#

dAY0

#

R93[

#

579=(0179=

E

:531=2;;137537693D

93721a2D937;9

E

9;272561C:5<>9=93D75923CA62136

)

S

*

(I37S

P1=%;2

#

+"##

#

#+

$

!

%!

+##+,+#+!(

)

#-

*

J1?93PP(&=937

E

<1DA;76969372F2;<1>29=9

8

5376

)

S

*

(

J=23P2;[542

#

#---

#

#+

$

!

%!

)$!(

)

+"

*

J:1g%

#

%;:2==5<UM

#

G: WK(*372>9;75<29=5CC5;761C

8

<553759

E

1=

BE

:531=613;=232;9=261=97561CF57:2;2==23,

<56267937%79

E

:

B

=1;1;;A69A<5A6

)

S

*

(JA<< P2;<1>21=

#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9>P5DJ=23

!

SA=

B

+"#)

!

T1=(#+

!

U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