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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种中草药对迟缓爱德华氏菌的体外抑菌试验
陈言峰，邹记兴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摘要：用琼脂扩散法和二倍稀释法测定了 ２０种中草药对迟缓爱德华氏菌（Ｅｄｗａｒｄｓｉｅｌｌａｔａｒｄａ）（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的体外抗菌活性。结果表明，五倍子、乌梅、大青叶、石榴皮的抑菌作用明显，最小抑菌浓度
（ＭＩＣ）＜６．２５ｍｇ／ｍＬ，最小杀菌浓度（ＭＢＣ）＜５０ｍｇ／ｍＬ；吴茱萸和菖蒲有一定的抑菌作用，ＭＢＣ为 ５０～
１００ｍｇ／ｍＬ；而苦地丁、栀子的抑菌作用不明显，ＭＢＣ＞２００ｍｇ／ｍＬ。
关键词：中草药；迟缓爱德华氏菌；最小抑菌浓度；最小杀菌浓度

中图分类号：Ｓ９４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３０７５（２０１１）０５－０１１０－０４

　　迟缓爱德华氏菌（Ｅｄｗａｒｄｓｉｅｌｌａｔａｒｄａ）广泛存在
于自然环境中，是鱼类常见的致病菌。Ｈｏｓｈｉｎａ
（１９６２）首次报道了迟缓爱德华氏菌对鳗鲡（Ａｎｇｕｉｌ
ｌ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的感染，目前该菌已引起了多种鱼类的
病害（Ｋｕｓｕｄａｅｔａｌ，１９７６；Ｋｕｓｕｄａｅｔａｌ，１９７７；Ａｍａｎ
ｄ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２；Ｎａｋａｔｓｕｇａｗａ，１９８３）；更为重要的是，
迟缓爱德华氏菌还是一种人畜共患病的病原菌，能

导致免疫功能低下宿主的肠道内外感染（Ｓｐｅｎｃ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近年来，各类抗生素药物常被用于控制
由迟缓爱德华氏菌引起的疾病，然而化学药物容易

导致病原菌产生耐药性（李爱华，２００１），最终因药
物积蓄而导致鱼类以及水环境被污染。中草药具有

价廉、低毒、副作用小、不易产生抗药性等特点，药中

某些成分不仅具有抗菌作用，而且还有免疫作用，能

改善机体的免疫状态，提高自身抗病能力。本研究

利用琼脂扩散法和二倍稀释法测定了２０种中草药
对迟缓爱德华氏菌的抑菌作用，旨在为该菌引起的

爆发性鱼病防治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２０种中草药为天南星（Ｒｈｉｚｏｍａ）、桑叶（Ｆｏｌｉ

ｕｍ）、石榴皮（Ｐｅｒｉｃａｒｐｉｕｍ）、乌梅（Ｆｒｕｃｔｕｓ）、五倍子
（Ｇａｌｌａ）、菖蒲（Ａｃｏｒｕｓｃａｌａｍｕｓ）、吴茱萸（Ｆｒｕｃｔｕｓ）、
大青叶（Ｆｏｌｉｕｍ）、山豆根（ＲａｄｉｘＳｏｐｈｏｒａｅ）、苏木

（Ｌｉｇｎｍ）、地锦草（Ｈｅｒｂａ）、射干（Ｒｈｉｚｏｍａ）、苦地丁
（ｂｕｎｇｅ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ｈｅｒｂ）、栀子（Ｆｒｕｃｔｕｓ）、灯心草（Ｍｅ
ｄｕｌｌａ）、当归（Ｒａｄｉｘ）、十大功劳（Ｍａｈｏｎｉａｆｏｒｕｎｅｉ）、
贯众（ｃｙｒｔｏｍｉｉｒｈｉｚｏｍａ）、牛蒡（Ｆｒｕｃｔｕｓ）、马鞭草
（Ｈｅｒｂａ），购于广州市万怡大药房。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药液制备　各取中草药３０ｇ，加入３００ｍＬ
蒸馏水浸泡３０ｍｉｎ，然后加热至沸腾，微沸煎煮
３０ｍｉｎ，共煎煮３次，每次加水量为３００ｍＬ。合并３
次药液过滤，将滤液用旋转蒸发器浓缩至３０ｍＬ，使
药液浓度为 １０００ｍｇ／ｍＬ，滤膜过滤除菌后，置于
４℃冰箱保存备用。
１．２．２　 细菌培养 　 迟缓爱德华氏菌菌株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和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由本实验室分离鉴定
（另文发表），接种于营养肉汤液体培养基中，置

３７℃培养２４ｈ后，用平板计数法确定菌液浓度，用
无菌生理盐水稀释，获得终浓度为６．０×１０７ｃｆｕ／ｍＬ
的菌液。

１．２．３　抑菌圈测定　营养琼脂培养基平板直径约
１２．００ｃｍ，培养基厚度约 ７．００ｍｍ，每个平板上加
２００μＬ菌液，涂抹均匀；然后用无菌打孔器（直径为
６．００ｍｍ）在每个平板上打４个孔，做好药物标记，
最后将１００μＬ药液加入孔中。３５℃培养２４ｈ，测量
抑菌圈直径（Ａｍａｎｄ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２）。
１．２．４　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Ｃ）的测定　中草药提取
物对迟缓爱德华氏菌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和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
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Ｃ）的测定参照日本化学疗法学会
（１９８１）的标准法进行。先用灭菌生理盐水将药液
稀释至１０００～０．９８ｍｇ／ｍＬ的１１个倍比系列浓度，
然后在盛有２．４ｍＬ无菌营养肉汤液体培养基的试
管中加入 ６００μＬ原药液，使管内药液终浓度为



２００ｍｇ／ｍＬ，并在盛有２．７ｍＬ无菌营养肉汤液体培
养基的试管中分别加入３００μＬ稀释后的药液，使各
管药液终浓度至１００～０．０９８ｍｇ／ｍＬ。最后在不同
浓度的药物培养基中分别加入７５μＬ的菌液，同时
每试验组设不含药物只含等量菌液的阳性对照管以

及不含药物也不含菌液的阴性对照管各１支。３０℃
培养４８ｈ，肉眼观察证实无菌生长试管中的最低药
物浓度即为最小抑菌浓度。

１．２．５　最小杀菌浓度（ＭＢＣ）的测定　中草药提取
物对迟缓爱德华氏菌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和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
最小杀菌浓度（ＭＢＣ）的测定参考川上宏一和楠田
理一（１９８９）的方法进行。从各种药物的 ＭＩＣ和高
于ＭＩＣ浓度的各试管中，分别吸取７５μＬ培养物，

接种于营养琼脂培养基，３０℃培养４８ｈ，肉眼观察证
实无菌落出现的相应试管中的最低药物浓度即为最

小杀菌浓度。

２　结果

２．１　中草药提取物对２株迟缓爱德华氏菌的抑菌
作用

五倍子、石榴皮、乌梅、苏木、地锦草、吴茱萸、大

青叶对迟缓爱德华氏菌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和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
的抑菌作用最明显；菖蒲、苦地丁、栀子、射干仅具有

微弱的抑菌作用；而桑叶、天南星、灯心草、十大功

劳、山豆根、牛蒡、马鞭草、贯众、当归的抑菌作用不

明显（表１）。
表１　中草药提取物对迟缓爱德华氏菌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和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的抑菌结果

Ｔａｂ．１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ｓｔａｓｉｓｏｆｈｅｒｂ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ｔｏＥｄｗａｒｄｓｉｅｌｌａｔａｒｄａ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ａｎｄ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

中草药
抑菌圈直径／ｍｍ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
中草药

抑菌圈直径／ｍｍ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

五倍子 ４４．０６±０．３４ ４２．３３±０．７３ 射干 １３．４４±０．５５ １３．０１±１．４３
石榴皮 ３０．１４±０．５５ ３１．６０±１．５３ 桑叶 ９．９６±０．６１ １０．８５±０．７３
乌梅 ２８．２９±０．８１ ２９．２７±０．９３ 天南星 ８．８７±１．３３ ９．０１±０．８３
苏木 ２７．５９±１．３７ ２５．５９±０．９７ 灯心草 ８．７５±１．２５ ８．２２±０．６９
锦草 ２３．７２±０．７８ ２２．８２±０．５８ 十大功劳 ７．４３±０．９５ ７．９３±０．８２
吴茱萸 ２１．１１±０．４７ ２１．９８±１．１４ 山豆根 ７．３３±１．４４ ７．０３±０．７４
大青叶 ２０．２３±０．６６ １９．０２±０．８８ 牛蒡 ７．１２±０．８９ ６．９７±０．５９
菖蒲 １５．９４±１．１９ １３．９９±１．６３ 马鞭草 ７．１１±０．６４ ７．６４±０．５３
苦地丁 １４．６５±０．４１ １４．３６±０．５２ 贯众 ６．６４±０．５７ ６．８２±０．７７
栀子 １４．０３±０．８４ １４．６６±１．０２ 当归 ６．５３±０．８８ ５．２６±１．４８

２．２　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Ｃ）
１０种中草药提取物对迟缓爱德华氏菌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和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的体外抑菌试验结果表
明，石榴皮、五倍子、乌梅、大青叶的抑菌作用明显，

在６．２５ｍｇ／ｍＬ浓度以下即可起到抑菌的效果（表
２）。
表２　中草药提取物对迟缓爱德华氏菌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

和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的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Ｃ）

Ｔａｂ．２　ＭＩＣｏｆｈｅｒｂ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ｔｏＥｄｗａｒｄｓｉｅｌｌａｔａｒｄａ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ａｎｄ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

中草药
ＭＩＣ／ｍｇ·ｍＬ－１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
石榴皮 ０．７８ ０．７８
五倍子 １．５６２５ １．５６２５

乌梅 ３．１２５ ３．１２５

大青叶 ６．２５ ６．２５

苏木 １２．５ ２５

地锦草 １２．５ ２５
吴茱萸 ５０ ５０
菖蒲 １００ ＞１００
苦地丁 ＞１００ ＞１００
栀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３　最小杀菌浓度（ＭＢＣ）
１０种中草药提取物对迟缓爱德华氏菌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和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的体外杀菌试验结果表
明，五倍子具有极强的杀菌能力，其次是乌梅、大青

叶、石榴皮；菖蒲、苦地丁和栀子的杀菌效果不明显

（表３）。
表３　中草药提取物对迟缓爱德华氏菌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

和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的最小杀菌浓度（ＭＢＣ）

Ｔａｂ．３　ＭＢＣｏｆｈｅｒｂ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ｔｏＥｄｗａｒｄｓｉｅｌｌａｔａｒｄａ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ａｎｄ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

中草药
ＭＢＣ／ｍｇ·ｍＬ－１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
五倍子 １．５６２５ １．５６２５
乌梅 １２．５ １２．５
大青叶 ２５ ５０
石榴皮 ２５ ２５
苏木 ２５ ５０
地锦草 ５０ ５０
吴茱萸 １００ １００

菖蒲 ２００ ２００

苦地丁 ＞２００ ＞２００

栀子 ＞２００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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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抑菌圈直径与ＭＩＣ和ＭＢＣ的关系
本次研究中，利用琼脂扩散法和二倍稀释法测

定的２０种中草药对迟缓爱德华氏菌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和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的抑菌结果，可为今后筛选出预防鱼类
爱德华氏菌病的有效药物提供可靠的参考资料；同

时，抑菌圈直径的大小与对应的 ＭＩＣ和 ＭＢＣ之间，
基本体现了由强到弱、再到无抑菌活性的趋势；但不

同中草药对迟缓爱德华氏菌的抑菌圈直径大小与测

定的ＭＩＣ和ＭＢＣ差异并不存在严格的相关性。以
石榴皮为例，其抑菌圈直径与五倍子相比相差较大，

而比较其 ＭＩＣ，却具有比五倍子更强的抑菌能力。
因此，笔者认为仅通过琼脂扩散法判定中草药的抑

菌能力有一定的局限性，应结合 ＭＩＣ和 ＭＢＣ进行
确定。

３．２　抑菌效果的差异分析
不同研究者报道的同一种药物对同一种病原菌

的抑菌作用，其结果也不尽一致。朱壮春等（２００７）
报道五倍子对迟缓爱德华氏２菌株的 ＭＩＣ分别为
０．３９０２ｍｇ／ｍＬ和０．７８１２ｍｇ／ｍＬ；而李瑞等（２００８）
报道 五 倍 子 对 迟 缓 爱 德 华 氏 菌 的 ＭＩＣ 为
１２．５ｍｇ／ｍＬ；本研究中，五倍子对迟缓爱德华氏菌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和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的 ＭＩＣ均为 １．５６２５
ｍｇ／ｍＬ。朱壮春等报道的大青叶对迟缓爱德华氏菌
的抑菌效果不明显，ＭＩＣ＞１００ｍｇ／ｍＬ。本研究中，
大青 叶 对 迟 缓 爱 德 华 氏 菌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１和
ＧＤ０８０７１５２抑菌效果较好，ＭＩＣ均为６．２５ｍｇ／ｍＬ；
此外，苏木、地锦草、菖蒲的 ＭＩＣ和大青叶、苏木的
ＭＢＣ有菌株差异。出现上述结果可能是由于试验
手段与条件不一致的结果，也可能与所试菌株毒力

的强弱、药物的采集和贮藏炮制方法有关。因此，在

进行抑菌中草药的筛选时，应根据对不同分离菌株

的敏感性选择使用中草药。关于２０种中草药的醇

提物对迟缓爱德华氏菌是否有相同的抑菌效果，尚

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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