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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金荞麦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胞外耐热核酸酶活性的影响 
印德贤 州明强 2 

(江苏省南通市药品检验所．南通 2~6006；·江苏省南通市卫生防疫站微生物室) 

摘 要 目的：观察金荞麦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胞外爵f热棱酸酶活性的影响。方法：采用甲苯胺蓝法，检测不同难度金葬麦药棱与 

藏酶{显和作用下该酶曲酶环直径．结幕；当盘荞壹药液浓度为7，8rag／rot时卵可明显影响胞外耐热棱酸酶的酶环大小I至62．5mg／ml 

时．已无酶环出现。姥姥：盒荞麦能田显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腱外耐热棱酸酶的活性 

关键调竺登 苎璺蔓要蔓里璧 望竺 苎兰璧墼 胺 

金莽麦 [Fagopyrum cymosum(Trey)Meisn]为蓼科植 

物，药用其根。对肺脏瘙 璺B菌性痢疾、麻疹等有很好的临床疗 

效 ]，但药理试验尚未见其有明显的动物体内外抑菌作用 

以往研究表明，小鼠腹腔注射金养麦后可对腹腔感染金黄色 

葡萄球菌的小鼠有保护作用∞]。为探讨其作用机理，我们采用 

甲苯胺蓝法观察金莽麦对金黄色葡萄球菌(金葡菌)胞外耐热 

核酸酶活性的影响．现撤告如下。 

l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金葡菌标准株ECMCC(B)26003]由中国生 

物制品检定所提供。0．5 葡萄糖聚蛋白胨水，灭菌．pH7．8备 

用。甲苯胺蓝(生物染色剂)，德国PDH公司出品．上海医药采 

购供应站分装(批号 66--02—02)，配制成 0．1mol／L水溶液 

备用 按甲苯腔蓝法“ 制成甲苯胺蓝接酸琼脂玻片，用直径 

2ram的打孔器在每张玻片上将琼脂层打2只孔，孔距约2．5 

～ 3、0cm 

I．2 药物制奋 取金养麦 干燥根 茎 100g，加 5O 乙醇 

300ml 70士2℃回流 lh。倾出提取液浓缩至无醇昧后加蒸馏 

水适量使成 100ml，每lml相当于原药材1g 将上述金养麦水 

荆用蒸馏水作莲续等倍稀释，使每 1mI含药量分别相当于原 

药材的 250、OOmg、125．OOmg、62、50rag、31、25rag、15．60rag、 

7．80rag等备用 

1、3 碡液制奋 取 0．5 葡萄糖聚蛋白胨水管 1支 ，接种 1 

白金耳盒葡菌 种毕置2000ml干燥器内，采用烛缸法使容量 

内CO{浓度水平维持在5 ～1o ] 36士I℃培养 3天取 

出，隔水煮拂 I5rain，离心。取上清液于另一无菌试管内(下称 

酶液)，置 2～1OC冰箱由保存备用。 

1、4 混合液制奋 将 已稀释成上述不同浓度的药液按每千 

稀释度取 lml于灭菌试管由 再于每支试管内加入 lml酶 

液。另取酶液 lml，加蔫馏水 lml作为对照用。加毕，置 36士 

l℃保温箱保温作用 12b，取出实验 

1、5 酶环潮定 取备妥的甲苯胺蓝琼脂玻片，用微量吸管于 

每张玻片的 2只小孔内注入 10 不同稀释浓度的药物一酶 

液混合液。每一稀释级做 5张薮片共 1O千样本。另取 5张玻 

片，同法于孔内注入不加药物的酶液对照品。36士1℃保温 

12h取出测定粉红色酶环 

2 结 果 

不同稀释度的药物一酵浓与不含药物的对照酶液所形成 

的酶环比较．见酣表。结果表明，当药物浓度达 7．8mg／ml时， 

已可明显抑制酶环形成。随药物浓度的增大，所形成的酶环渐 

趋缩小。至药物浓度达 62．5mg／ml时．已无酶环出现。经方差 

分析，各级药物稀释度同及与对照醇液间的酶环直径差异均 

有显著性(．P<O．01)。提示，金葬麦提取物对金葡菌咆外耐热 

核酸酶活性有明显抑制作用。 

附裹 盘荞耋钟剂对盘葡翦胞外耐热校酸酶活性的影响 

*P<0．O1．与对照组比较，△ P<O O1．与 7．Stag／m r蛆比 

较． P<0．Olt与 15，8rag／ml组比较(方差分析) 

3 讨 论 

金葡菌可产生多种毒紊，胞外耐热榜酸酶是其中之一。有 

多种细菌可产生这种酶，但唯有金葡菌所产生的能耐受高温， 

虽经]00℃I5rain或 6o℃2h而不致被破坏 ] 其主要毒理 

是对DNA、RNA有较强的降解作用 ] 甲苯胺蓝法测定耐热 

核酸酶有较高的敏感性，其灵敏度为 0．OO5~g／ml__]，也是涮 

定金葡菌有无致病力的重要指标和手段之一 |]。 

金养麦具有清热解毒作用 早期报道∞]，未发现其有明显 

的抗菌怍用，但却能保护腹部受金葡菌感染的小鼠。迄今未见 

有^对该保护作用作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将甲苯胺蓝法引用 

于本实验中．以观察盒葬麦对耐热棱酸酶的影响。结果发现金 

养麦提取物对该酶的活性有明显抑制作用。这也许可从解毒 

方面为进一步探讨金养麦的保护作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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