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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荞麦抗菌活性研究 

【论 著】 

王立波，邵萌，高慧媛 ，吴斌，吴立军 
(沈阳药科大学中药学院，辽宁 沈阳 110016) 

【摘要】 目的 探讨金荞麦乙醇提取物乙酸乙酯的萃取部分(待测样品)的抑菌作用，并对此部分进行分离纯 

化 以研 究其抗菌活性的物质基础 。方法 与复方板蓝根 颗粒做对 比，采用平皿稀 释法 及动物实验对待测样 品进行 

体 外及体内实验，测定其对 各试验菌 的最小抑 菌浓度(MIC)和对肺 炎链球菌感染 小鼠的体 内保护作 用。并 采用多 

种 色谱 方法 对此部分进行 分离纯化 。结果 体外抑菌试验表 明，待测样品对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肺炎球菌有明显的 

抑 制作用 ；体 内抑菌实验表 明此部分对肺炎球 菌菌株所致 的小 鼠感 染有保护作 用 ；从 该活性部 分分离得 到 8个化 

合 物为：反式对羟基桂 皮酸 甲酯 (trans—P—hydroxy cinnamic methyl ester，I)，3，4一二羟基苯 甲酰胺 (3，4-dihydroxy 

benzamide，II)，原儿 茶酸(protocatechuic acid，III)，原儿茶 酸 甲酯 (protocatechuic acid methyl ester，IV)，木犀 草素 

(1uteolin，V)，槲皮素(quercitrin，VI)，芸香苷(rutin，VII)，(一)一表儿茶素[(一)～epicatechin，villi。结论 待测样品 

在 体内及体 外均有较强的抑菌活性 ，而具有抗菌作用的物质基础为酚酸类及黄酮类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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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bacteriOstasis Of Fagopyrum cy，mosum M ei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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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on bacteriostasis of extract of Fagopyrum cymosum (Trey．)Meisn．with 

ethanol and ethyl acetate．Then separated this partion．Methods Compared with Banlangen，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in vitro and the protection in vivo to the mice which infected with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of 

the extract effecting on bacteria was assayed by petri dish dilution and zoopery．By solvent extraction，various 

method of isolation．Results This extract had different bacteriostastic activity on different Bacillus．The second of 

Hemo~tic streptococcus and Pneumococcus were obvisously resrained．And 8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and purified 

from this partion．Conclusions The extract of Fagopyrum cymosum (Trey．)Meisn．with ethanol and ethyl ace 

tate had obvisously resrained on the second of Hemo~tic streptococcus and Pneumococcus．The compounds isolated 

from the partion presume bacteriostastic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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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荞麦[Fagopyrum cymosum (Trev．)Meisn．] 
是蓼科荞麦属植物 ，又名赤地利、金锁银开、天荞麦、 
荞麦三七等L1]。其性平、微凉、味苦及酸涩，具有清肺 

排痰 、活血散瘀和健脾利湿之功效，主治肺脓疡、咽喉 

肿痛、瘰疠、菌痢和痛经等症 。但传统 中药多为水煎 

剂，未经加工提取 ，用药量大而药效迟缓 。为此 ，对金 

荞麦药材用乙醇提取后经乙酸乙酯萃取 ，得到的浸膏 

作为抑菌试验样 品，通 过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 

25925，大肠埃 希菌 ATCC 25922和铜 绿假单 细 胞 
ATCC 27853的药物敏感性试验，与复方板蓝根颗粒 

的抑菌作用相比较 ，观察样品的抑菌作用。并对此活 

性部位进行分离纯化以确定金荞麦抗菌活性 的物质 

基 础 。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品 待测药物：金荞麦提取物 的乙酸乙酯萃 

取浸膏(由沈 阳药科大学提供)。对照药物：复方板蓝 
根 颗粒(广西南宁生物化学制药厂)，批准文号：ZZ一 

4358一桂卫药准字(1992)第 004022号 。 

1．2 实验 菌株 体外抑菌试验菌株 ：国际标准株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ATCC 25925，大 肠 埃 希 菌 ATCC 

25922和铜绿 假单 细胞 ATCC 27853；临床分离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8株，铜绿假单胞菌 9株，乙型溶血 

性链球菌 8株，肺炎链球菌 6株 ，大肠埃希菌 9株 ，肺 

炎克雷伯杆菌 8株。体 内抑菌试验菌株 ：金黄色葡萄 
球菌 $98ll，肺炎球菌 9904，均为 阳性产菌株。以上体 

内及体外所用菌株均 自临床标本中分离 ，由吉林大学 
基础 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鉴定保存 。 

1．3 培养基 普通 肉汤培养基，普通琼脂培养基， 

4 琼脂培养基，巧克力培养基。根 据菌 株特 点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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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体外抑菌试验药物原液制备：分别于普通琼 

脂培养基 ，4 琼脂培养基，巧克力平板培养基 中加 

入 待测样 品与复方 板蓝 根颗粒。待测样 品浓 度为 
500、250、62．5、31．25、15．62和 7．81 g／L。复方板蓝 

根 颗 粒 终 浓 度 为 1 500、750、375、187．5、93．75、 

46．875和23．437 5 g／L。体 内抑菌试验药物原液制 
备 ：根据 LD 。，LD。计算 的待测 样 品用量 为：0．76、 

0．38、0．19、0．098、0．049 g／kg。阳性对照药复方板 

兰根颗粒为 20 g／kg，为人用量的 1O倍 。体内抑菌试 

验动物：昆明小 鼠，体重 18～22 g，雌雄均用 ，由吉林 

大学动物部提供(吉林省实验动物管委会 9400009)。 
1．4 实验 方 法 

1．4．1 体 外抑 菌试 验 待 测样 品最小 抑 菌浓 度 
(MIC)测定 ：采用平皿稀释法，将 细菌分别接种 于各 

自适用的平板培养基 中，37℃培养 12 h后，从平板 

中刮取菌苔 ，以无菌生理盐水稀释 ，用麦 氏比浊管测 
定细菌浓度，配制成 9×10 CFU／ml细菌稀释液 ，从 
各种细菌稀释管 中分别取 0．05 ml菌液，点种于各药 

物平板及不含药物 的对照板上，37‘C培养 12 h后观 

察结果 ，以待测药物抑菌的最低浓度为最小抑菌浓度 

(MIC)。化脓链球菌、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置 
于 5 Co：孵箱中培养 24 h观察结果 。 

1．4．2 体内抗菌试验 将小鼠随机分成 8组 ，每组 
l0只，1～5组为待测样品组，灌胃给药 ；第 6组为阳 

性对照组 ，灌胃给复方板蓝根颗粒 ；第 7组为阴性对 

照组，灌胃给生理盐水；第 8组为模型组 ，灌 胃给生理 
盐水。除正常组外 ，其余组腹腔注射最小致死量的肺 

炎链球菌菌液(15×lO CFU／m1)，同时分别给待测样 

品、复方 板 蓝 根 颗 粒 和 生理 盐 水 ，连 续 给 药 7 d， 

1次／d。记录动物死亡数。 

2 结 果 

2．1 体外抑茵试验 MIC测定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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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体 内抑菌试验测定待测样品对肺 炎链球 菌感染 小鼠的体 内保护作用 见表 2。 
表 1 待 测样 品对 6种细菌体外 MIC测定结果 

细菌 株 数 药 物 MIC 范 围 (g／I) MIC50(~／L) M IC90(g／L) 

金黄 色葡萄球菌 8 待测 羊品 62．5～125 62．5 125 
复方 一 反蓝根颗粒 75O～1500 750 1500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8 待测 羊品 31．25～62．5 31．25 62．5 
复方一 反蓝根颗 粒 375～750 375 750 

肺 炎球菌 6 待测 羊品 31．25～62．5 31．25 62．5 
复方一 反蓝根颗 粒 375～750 375 750 

大肠 埃希菌 9 待测 羊品 125～25O 125 250 
复方j 匾蓝根颗粒 375～750 375 750 

肺炎 克雷伯杆菌 8 待测j 羊品 125～250 125 250 
复方 { 蓝根颗粒 187．5～375 187．5 375 

铜绿假单胞 菌 9 待测j 羊品 62．5～125 62．5 125 
复方 1 菠 根颗粒 375～750 375 750 

表 2 待 测样品对肺炎链球菌感染小鼠的体 内保护试验 结果 

药物 剂量(g／ku) 对数剂量 动物数 (只) 死亡数(只) 死亡率 (％) 

待测样 品 0．78 —0．1079 10 2 20 
0．39 —0．4089 10 3 30 

复方 板蓝根颗 粒 2O 1O 2 2O 

生理盐水 1O 10 100 

注：根据 试验结 果，ED50为 ：0．2312 g／kg 95 可 信限 ：lg(一1．4646±0．7803)；95 可信 区间 ：(0．1059—0．5044)；99 可 信限 ：lg(一1．4646士 

1．4321)；99 可信区间 ：(0．0552—0．968) 

3 讨 论 

中药金荞麦 的全草 的乙醇提 取物对鸡 白痢 沙门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铜 绿假单胞菌和肺 

炎链球菌均有抑制作用Lz]。对金荞麦提取物进行的体 

外抗菌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金荞麦提取物对乙型溶血 
性链球菌、肺炎球菌有 明显的抑菌作用 ，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铜绿假单胞菌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对肺炎克雷 
伯杆菌和大肠埃希菌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弱。该结果在 

金荞麦的抑菌作用 的研究方面有了重要的新进展。体 

内抑菌作用试验结果表明金荞麦提取物对肺炎球菌菌 
株所致小 鼠感染有明显的保护作用。鉴于此部分有较 

强的抑菌活性 ，为进一步明确其发挥作用 的有效成分， 

对此部分进行分离纯化 ，得到 8个化 合物，分别为 ：反 
式 对 羟 基 桂 皮 酸 甲 酯 (trans—P—hydroxy cinnamic 

methyl ester，I)，3，4一二 羟基 苯 甲酰 胺 (3，4-dihy— 

droxy benzamide，II)，原儿茶 酸(protocatechuic acid， 

III)，原儿茶酸甲酯(protocatechuic acid methyl ester， 

IV)，木犀草素(1uteolin，V)，槲皮 素(quercitrin，VI)， 

芸 香 苷 (rutin，VII)，(一)一表 儿 茶 素 [(一)一epicate— 
chin，VIII]。且文献报道酚酸类及黄酮、黄烷类化合物 

均有较强的抑菌作用L3 ]，从 以上对金荞麦的提取物进 

行的抑菌试验结果可知其 中起主要抑菌作用的成分可 
能为此 2类化合物 。因金荞麦对肺炎球菌有极强的抑 

菌作用 ，而研究单体化合 物的抑菌作用将有重要 的意 

义。对于该实验活性部位所分离得到的单体化合物的 
抑菌试验正在实验研究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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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29页)92．43、58．50，对照组 日产蛋率( )、蛋重 
(g)分别为 82．35、55．67，实验组 比对照组 日产蛋率、 

蛋重分别提 高 10．08 、5．08 (P<0．01)；实验组料 

蛋比( )和死亡率( )分别为2．53、2．52，对照组料蛋 
比和死 亡率 ( )分别 为 3．74、4．69，实验组 比对照组 

料蛋 比和 死 亡 率 分 别 降 低 32．16 、46．26 (P< 
0．01)，破蛋率 也有相 应改善 ，但 差 异无显 著性(P> 

0．05)。产 蛋后 期，实验 组 比对 照组 产 蛋 率提 高 3． 
46 ，死亡率降低 58．50 ，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产蛋 

率及死亡率差异有显著性 (P<0．01)；而实验组与对 

照组之间的蛋重 、破蛋率、料蛋 比差异无显著性(P> 
0．05)。 

3 讨论 

规模化、集约化养鸡生产蓬勃发展 ，良种鸡、种蛋 

鸡 不断引进，随之而来 的饲料工业也成 了亟待解决的 

问题，目前用于畜禽的饲料添加剂种类很 多，如矿物 

质、微量元素、中草药和抗生素等 ，皆不能圆满地解决 
生产实际。近 1O年崛起的微生物饲料添加剂 ，以其独 

特的优势 ，无毒 、副作用 ，价格低廉 ，使用安全和能防病 

治病等 ，而深受养殖业 的青睐 ，在短暂的几年时间，迅 
速占领市场，为社会带来 了良好的效益 。 

该实验所用制剂为双歧杆菌、乳杆菌和嗜热链球 

菌，3株菌均为动物肠道的正常生理菌L5]，并在动物肠 

道中占绝对优势。它们通过调整肠道菌群平衡，维持正 
常生理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及本身的营养作用 ，而 

在动物体内发挥 良好的功能，如增重、提高生产性能和 
防病治病等。 

该实验可以看 出，生态制剂能有效地提高产蛋高 

峰期、蛋鸡的产蛋性能和降低产蛋后期蛋鸡的死亡率 ， 
说明：该生态制剂用于蛋鸡提高生产性能防病治病是 

可行的，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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