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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urification and Scavenging Free Radical Activity 

of W ater Soluble PoIysaccharide of Leave in Hippohae rhamnoides L． 

LIU Chun—lan，LIU Hai—qing，DENG Yi—hong，LIU Ming—liang 

(College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Central Univet’sity fI【，r Nationalitites，Beijing 10008 l，China) 

Abstract "File crude polysaccharide was extracted from Leave in Hzppohae rbamnoides L．with hot water．and precipitated by eth- 

ano1．The erode polysaecharide has been fractionated by acidic elhanoi．Three fract[orls(SJl、SJ2、SJ )were got respectively．SJ2 

depr0teinizati0ned hy the combined methods of enzynle and Seveage，pm’ifled by I)EAE—Sephadex A-25 gel filtration．PC analysis indi— 

cated that SJ∞is composed of Xyl、Ara、Glc、Gal、GaL A． rhe identification of purify by Sepharosc CL4B，paper chromatography and 

cellulous acetate electrophoresis showed it was homogeneous．Typical absorption of polysacc,harides was shown in its IR spectrum．It 

contained -glucosidic bonds by IR analysis．It had typical absorption of protein by UV scaning．SJ22 is first isolated from Leave in H／p— 

pohae rhamnoides L．Scavenging free radical experiment showed that SJ22 was effective in scavenging super0xidera(1ical and hydroxylrad— 

ical，but only a little effective in scavenging lipid radica1． 

Key words Leavc in Hippohae rhamnoides I ．；Polysacchm’ide；Isolation[Jllrificalion；Ftee radical 

枯草芽孢杆菌对 50种中药的发酵及抗菌活性检测 

李国红 ，张克勤 ，沈月毛 

(1．云南省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云南大学，云南昆明650091；2．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云南昆明650204) 

摘要 用枯草芽孢仟菌(Bacillus subtilis)对5O种中药进行发酵，榆测发酵产物与原料对结核分支杆蔺(Myco— 

bacterium tuberculosis)和榛色 霉(Penicillium avellaneum)的抗菌f 性 ．结果表明：部分中药的发酵产物抗菌活性增 

加 ，而部分中药的发酵产物抗菌活性降低，部分中药的活性不变．．说明微牛物发酵中药的过程中，两者发生相互作 

用导致发酵前后中药成分发生变化，从而抗 活性发生变化。 

关键词 枯草芽孢杆菌；中药；发酵；抗菌活性 

中图分类号：R2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O0I_4454(2006)0243154-04 

微牛物具有非常丰富的酶系统，有强大的分解、 

转化物质的能力。用微生物发酵中药，n 能埘中药 

化学成分进行生物转化，产生新的化合物或引起中 

药中一些成分含量的变化。另外，微生物发酵中药 

的过程中，中药中的一些成分可能诱 导微生物的某 

些代谢途径发生变化，从而产生新的化合物。这些 

都将为活性化合物的筛选提供丰富的资源。微生物 

发酵中药应成为中药研究的新内容。。I_ 。 

实验中，用f̂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对包 

括人参、西洋参、红参、党参等在内的50种中药进行 

发酵，检测了他们的发酵产物对结核分支杆菌(My— 

cobacterium tuberodosis)和榛 色青霉菌 (Penicillium 

基金项目：吲家闩然科学基金(20362010) 
作者简介：李国红，助理研究员．士要从事中药的发酣研究．Email：l,igh@ ynu— IIJ'cn 

- 154- 中药材第 29卷第2期2006年 2月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avellaneum)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微生物 与中药之 

『白J是相互作用的，冈为部分中药的发酵产物抗菌活 

性增加，而部分中药的发酵产物抗菌活性降低，原因 

可能是一方面中药诱导菌体产生更多的活性物质或 

菌体产生的抑菌物质 j中药中的抑菌活性成分一起 

产生更强的抑菌作用以及微生物将中药中的部分非 

抑菌物质转化为活性的化合物，而另一方面，菌体可 

能对中药中的抑菌活性成分进行转化生成非活性成 

分，导致发酵产物活性降低．．这些都表明发酵产物 

的成分与原料比较发生了变化。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菌株：结核分支杆菌(M．tuberculosis) 

保存于云南省牛物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榛 

色青霉菌 UC-4376( avellaneum)保存于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中药：葛根 、鸦胆子、芦根、淡豆豉、牛蒡子、苍耳 

子、火麻仁、炒栀子、黄连、自蔹、草豆蔻、莲子、龟板、 

建茸蒲、杏仁、白芷 、茯苓、草果、升麻、连翘、苦参 、土 

茯苓、银柴胡、防己、苏子、香附 、槟榔、山楂、芦子 、柏 

子仁、延胡、女贞子、五昧予、枸杞 、小红参、重楼、党 

参、当归、白毛根、西青果、车前子、锁阳、人参、西洋 

参、天麻 、白附片、半夏 、射干、王不留行 、桑椹子共 

5O种中药购买 自昆明市药材市场。 

1．2 方法 发酵：将中药切片剪碎后，各取5 g于 

50 ml的三角瓶内，加入30 ml自来水，121℃灭菌30 

nlin。每瓶加入在麦芽汁培养基中培养了48 h的枯 

草芽孢杆菌菌液1．5 ml，30~(2静止培养 l0天。同时 

做三种对照，一种用麦芽汁培养摹代替自来水加入 

到中药里，另一种为中药里加入麦芽汁培养基，但不 

接种枯草芽孢杆菌，第三种为枯草芽孢杆菌的正常 

发酵。即有四组实验：I中药 +水 +菌；II中药 +培 

养基 +菌；m中药 +培养基；iv培养基 +菌。 

样品处理：不同中药的发酵物及各组对照培养 

l0天后，每一个样品巾加入30 znl甲醇提取，滤纸过 

滤，滤液浓缩下后用甲醇溶解，将甲醇溶解物取出过 

滤到样品瓶内，定容至 5 ml。使用时直接取 100 txl 

进行活性检测。 

抑菌实验(纸片扩散法)：取200 ixl活化12～16 

h的结核分支杆菌液涂布于直径为 9 cln的牛肉膏 

蛋白胨培养基平板中，直接在涂布有病原菌的培养 

基上放上含有测 试样 品的纸片，37％培养。24 h 

后，观察是否有抑菌圈生成。有抑菌圈生成的测量 

抑菌圈的直径(包括纸片直径 0．6 Cll1) 榛色青霉 

UC-4376接榛色青霉菌 UC-4376接人培养皿中培养 

至大量孢子形成后，用吐温 80将孢子洗下，制成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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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悬液，加入到榛色青霉菌固体培养基中，制成榛色 

青霉平板。将含 100 l样品的纸片挥干溶剂后放 

置榛色青霉平板上，42~(2培养，36 h观察结果，测量 

抑菌圈大小。 

2 结果 

观察不同中药各组处理的样品所做的抑菌实验 

结果，有抑菌圈产生的测量抑菌圈的大小，没有抑菌 

圈生成的认为该处理在此剂量下没有抑菌作用，抑 

菌圈直径小于0．7 cm的认为只有微弱活性。 

抑菌实验结果表明，槟榔、白芷、当归、牛蒡子、 

茯苓、桑椹子、龟板、防己、草果、芦根、锁阳、红参、枸 

杞、银柴胡和天麻 15种中药的各种处理对结核分支 

杆菌和榛色青霉菌都没有明显抑制作用；黄连 、阿洋 

表 1 发酵前后抑茵活性不变的中药 

没有抑制作用，下表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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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建菖蒲、射十、柏子仁5种中药的各种处理对两 

种病原菌都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香附、连翘、土 

茯苓、白附片和人参的同 一处理对这两种菌也具有 

抑制作用；有的 }I药的各种处理只对结核分支杆蔺 

有抑制作用，如苦参 、山楂、淡豆政、半夏、草豆蔻 

从以上结果可知，中药中存在有抗菌活性成分的种 

类较多，有的活性较强，如已知的抗菌药黄连对绌菌 

和真菌、建菖蒲对细菌、芦子对真茼都具有较强的活 

性，从中药中寻找抗菌活性成分是可行的。 

表2 发酵后抑菌活性增强的中药 

表 3 发酵后抑菌活性降低的中药 

枯草芽孢杆菌的正常培养提取物对两种病原菌 

都有微弱的抑制作用(表 1)，经微生物发酵后的中 

药提取物对病原菌的抑制作用可分为以下几种情 

况：1．部分中药的各种处珲都没有抑菌活性或抑菌 

活性不变，如前面提到的 15种 具有抑菌作用的中 

药以及黄连、山楂、半夏、草豆蔻，部分原因可能是枯 

草芽孢杆菌在部分中药上不能生 长(表 1)；2．有的 

只有在接种枯草芽饱杆菌的处理巾出现抑菌活性或 

接种枯草芽孢杆菌的处理中活性高于未接种的中药 

提取物，如连翘、白附片、苏子、西青果、芦子 、王不留 

行，可能是菌体在f11药 上生长并产生了抑菌活性成 

分，使其抑制作用慢于中药单纯提取物，有的活性高 

于菌体止常发酵的提取物，说明巾药成分对菌体产 

生抑菌活性成分有诱导作用，或菌体与中药本身的 

抑菌成分一起增强了抑曲作用，或菌体将中药中的 

部分非抑菌成分转化为活性成分，且有的在第二组 

处理，即加培养基和中药接种菌体的处理中抑菌活 

性更强，可能是加入培养基更有利于菌体的生长，从 

而产生更多抑菌活性成分的缘故，如射干、淡豆豉、 

芦了、柏 仁 、杏1__ 、火麻t-(表 2)；3．有的中药在 

接入蔺体的处理中抑菌活性低于未接菌中药的处 

理，如两洋参、白茅根、苦参、建菖蒲、人参、车前子、 

葛根、白敛以及炒栀子的抑制细菌活性，原因可能是 

菌体将中约中的部分抑菌活性成分转化为非抑菌活 

性成分的缘故(表3)；4．有的中药的发酵结果无规 

律，如香附、最楼 、五味子、女贞子、苍耳子、延胡、莲 

子、鸦胆子 、党参以及升麻抑制细菌的活性(表 4)， 

对这些结果还没有合理的解释，但可能与样品处理 

表4 发酵后结果无规律的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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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造成的误差有关。 

3 讨论 

以上实验表明，微生物在大部分中药中均能生 

长，说明中药能提供微生物生 长的必需营养条件和 

生理调节因子。以抑菌活性为指标，结果表明部分 

中药发酵后活性提高，可能是由于中药化学成分对 

微生物产牛抑菌活性成分有诱导作用，或微生物将 

中药的非活性成分转化为抑菌活性成分，或者微生 

物分解了中药中可能促进微生物生长的生理调节因 

子，这三种途径都将町能导致发酵产物抑菌活性的 

增强，另外，也不能排除微生物化学成分与中药成分 

有协同抑荫作用。除增效作用以外，实验也表明，部 

分中药的发酵产物活性降低，可能是中药中的部分 

抑菌成分被微生物转化为非活性成分。因此，微生 

物对中药的发酵结果是不同的，既能增效，也能降低 

活性，或者不变，说明中药经微生物发酵后成分发生 

了变化，这些可为活性化合物的筛选提供丰富的资 

源，微生物在中药中的应用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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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ay of Antibacterial Activities of Ferment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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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50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TCMs)were fermented by Bacillus subtilis anti the antimicrohial activities of the r— 

mented products were assayed against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and Penicillium avellaneum．_rhe results showed that some products of 

them had stronger antimierobial activities，hut some weak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raw materials，still some had no change，which in— 

dicated that microorganism an(1 TCM can effect each other during fer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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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P包覆 I3；-榄香烯口服脂质体大鼠体内药物动力学研究 

张修宇，邓英杰 ，赵春杰，王秀敏，李 拮，高晓非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辽宁沈阳1 10016) 

摘要 日的：研究PVP包覆的B一榄香烯IA服脂质体在大鼠体内的药物动力学行为。方法：建立了血浆中13一榄 

香烯的分析方法，将i种药物对大鼠一次性灌胃后在不同时问眼眶取血。乙醚提取后以气相色潜法定量分析m药 

浓度．用统计矩方法汁算药物动力学参数 结果：PVP包覆 B一榄香烯I=1服脂质体的药物动力学参数如下：T 

(95 07±20 46)min．AUC(348．72±32．49) g／min·ml，Cmax(4．39±0．33) g／ml，Tmax(60)rain。结论：以普通脂 

质休为参比制剂时 PVP包覆的 B一榄香烯 口服脂质体相对生物利用度为([40 2±7．5)％ 

关键词 PVP(策维酮)；3-榄香烯；脂质体；药物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R28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4454(2006)024)157—04 

B一榄香烯(Ig-elemene，)是从温莪术(Curcuma 

wenyujin Chen et C．Ling)的根茎中分离提取得到的 

抗癌有效单体，属于倍半萜烯类成分，具有抗肿瘤和 

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是一种高效、低毒 、有别于 

传统化疗药的新型抗癌药 但现有制剂生物利用度 

低(腹腔注射仅为8．49％)、刺激性较大、且 f__1服用 

药时会产生胃肠道反应，影响了该药的广泛应用。 

脂质体作为药物的载体具有靶向性和免疫辅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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