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持作用 10 h 以上方可再次使用。无菌持物钳、镊
只能夹取无菌物品，不能用他用。②无菌容器的使

用方法: 无菌物品是用双层以上的棉布或纸塑袋或

带可以闭锁孔的金属容器进行包装，然后进行灭菌，

以便于储存。打开无菌包或无菌容器必须是无菌操

作条件下，于特定环境中，由采取无菌隔离措施的人

员取用; 打开无菌容器时，手不可触及容器的内面和

边缘，不可在容器上面将盖翻转; 从无菌容器中取无

菌物品时，需要用无菌持物钳或戴无菌手套的手; 物

品一经取出后，即使不用也不可再放回容器内。
( 收稿日期: 2013 － 11 － 19)

【综 述】

中草药抗白色念珠菌活性成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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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 又名白色假丝酵

母菌，是人体常见的寄生菌，该菌可引起人的黏膜、
皮肤、消化道、呼吸及神经系统等感染〔1〕。近年来，

念珠菌的感染率明显增加，尤其是白色念珠菌引起

的感染最常见。近年来，中药抗菌制剂不断进入市

场，其中不乏抗真菌中药制剂。由于中药提取、分离

和结构鉴定技术的迅速发展，中药有效成分的进一

步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力求在这一研

究领域中发掘新的抗真菌药物。本文就中草药有效

成分在抗白色念珠菌研究中的作用加以综述。

1 黄酮

黄酮类化合物( flavonoids) 是指两个具有酚羟

基的苯环( A － 与 B － 环) 通过中央 3 个碳原子相互

连接而成的一系列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在植物界

分布很广，甚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粮食、蔬菜

以及水果中也有相当大的含量。有学者〔2〕在麻黄

茎中分离到的 A 型原花青素( 包括 ephedrannin Tr1，

ephedrannin Tr2，ephedrannin Te1 ) 具有很好的抗白

色念珠菌效果。他们使用 96 孔微量滴定板稀释法，

测化合物最小抑菌浓度，其中 ephedrannin Te1 对白

色念珠菌的抑菌效果最好。周智兴等〔3〕运用流式

细胞术、分光光度法检测黄芩苷对白色念珠菌线粒

体琥 珀 酸 脱 氢 酶 ( SDH ) 和 钙 镁 ATP 酶 ( Ca2 + －
Mg2 + － ATPase) 活力的影响，证实黄芩苷能够降低

白色念珠菌线粒体 SDH 酶和钙镁 ATP 酶的活力，

且黄芩苷浓度越高，两种酶的活力越低，表明黄芩苷

具有明显的抗白色念珠菌作用，能抑制白色念珠菌

增殖。熊英等〔4〕采用微量稀释法测定黄芩苷对白

念珠菌的最低抑菌浓度( MIC) 和最低杀真菌浓度

( MFC) ，运用同位素掺入技术测定不同浓度的黄芩

苷对〔3H〕－ TdＲ、〔3H〕－ UdＲ 和〔3H〕－ 亮氨酸 3
种同位素前体掺入白色念珠菌的抑制率，证明黄芩

苷在体外有较好的抗白色念珠菌作用。

2 挥发油

挥发油( volatile oils) 又称精油( essential oils) ，

是一类具有芳香气味的油状液体的总称。在常温下

可蒸发，可随水蒸汽蒸馏。挥发油类成分在植物界

分布很广，主要存在种子植物，尤其是芳香植物中。
挥发油存在于植物的腺毛、油室、油管、分泌细胞或

树脂管道中。孟松等〔5〕实验研究发现，藠头活性物

质( 主要成分为甲基烯丙基二硫化物) 的 MIC 值为

体积分数 0. 2%，且能抑制白色念珠菌培养基的酸

化，同时通过红光图谱发现，藠头活性物质破坏了白

色念珠菌细胞壁 β － ( 1 － 3) － D 葡聚糖的糖苷键而

改变了细胞壁结构，表明藠头活性物质对白色念珠

菌的生长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熊延靖等〔6〕发现，感

染白色念珠菌后小鼠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给予大

蒜素则可改善肾上腺功能，证实大蒜素可通过调节

感染后紊乱的神经内分泌系统来发挥其抗感染作

用。Giordani Ｒ 等〔7〕研究发现，培养基中含有少量

桂皮油可增强两性霉素 B 的抑制念珠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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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平等〔8〕采用微量液基释法测定肉桂醛和氟康

唑对原始白色念珠菌的 MIC 值分别为 0. 014 mg /L
和 2. 0 mg /L; 采用多步诱导法，证实氟康唑能诱导

产生耐药，且获得的耐药性是可稳定遗传的，而肉桂

醛不能诱导白色念珠产生耐药性。此外，交叉耐药

实验结果提示，肉桂醛对氟康唑敏感性下降菌株仍

保持很好的抑菌活性。赵鑫等〔9〕通过使用气相色

谱 － 质谱联用( GC － MS) 技术对薰衣草精油进行

分 析，从 中 鉴 定 出 33 种 化 学 成 分，占 总 含 量 的

93. 55%。其中，乙酸芳樟酯和芳樟醇的质量分数最

高，分别达到质量分数 32. 47% 和 28. 68% ; 其次为

石竹烯、桉叶油醇和 4 － 松油醇，质量分数分别为

5. 75%、3. 58%和 2. 88%。对薰衣草精油的抗菌研

究表明，薰衣草精油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

白色念珠菌都具有一定的抗菌能力。

3 生物碱

生物碱( alkaloids) 是一类含氮有机化合物的总

称，是重要的天然有机化合物，大多具有较强的生物

活性。生物碱主要分布于系统发育比较高的植物类

群中，往往集中在某一器官。肖桂林〔10〕参照美国国

家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推荐的 M27 － A 和 M44 － A
方案，测定氟康唑和 /或汉防己甲素作用于 16 株同

一亲本来源白念珠菌的 MIC; 绘制氟康唑和 /或汉防

己甲素作用于白念珠菌时的杀菌曲线，发现氟康唑

与汉防己甲素两药联合使用较氟康唑单独使用时菌

落计数明显减少，且在菌株 3 个组间表现不同，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所以汉防己甲素对氟康

唑有增效作用。吴岚等〔11〕以白色念珠菌国际标准

菌株( ATCC 76615 ) 为研究对象，用 96 孔微量培养

皿，甲基四氮盐( XTT) 减低的方法，评价苦参碱对不

同阶段白色念珠菌生物膜的体外生长动力学影响;

应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和死菌 /活菌荧光染色方法

观察苦参碱对白色念珠菌生物膜超微结构的影响。
发现苦参碱对不同生长阶段( 早、中及成熟期) 的白

色念珠菌生物膜均有抑制作用，随着生物膜成熟度

的增加，耐药性增强;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死菌 /
活菌荧光染色观察发现，苦参碱可影响白色念珠菌

生物膜中细胞的形态及代谢状态。权华〔12〕研究发

现，盐酸小檗碱对细胞内活性氧的产生具有促进作

用，盐酸小檗碱对耐药白色念珠菌活性氧产生的促

进作用具有时间和剂量依赖性，随着作用时间的延

长，盐酸小檗碱使活性氧的产生逐渐增多以至于过

度累积，这些过多的活性氧超出了真菌细胞氧化应

激的调节适应能力，致使耐药菌株对外来刺激( 氟

康唑作用) 的敏感性升高。王文花等〔13〕进行了黄连

对白色念珠菌血液系统感染小鼠模型生存情况及肾

组织白色念珠菌集落形成影响的实验观察，研究结

果发现，中药黄连在深部系统性白色念珠菌病动物

模型中显示出了较好的体内抗白色念珠菌作用; 结

果提示，临床上可尝试将其与氟康唑等常用抗真菌

药物配合使用，治疗深部白色念珠菌病。施琳俊

等〔14〕采用白色念珠菌标准菌株为研究对象，用经典

方法测定白鲜碱对白色念珠菌的 MIC 值，抑制生物

膜 50% ( SMIC50 ) 的药物浓度，流式细胞仪分析白

鲜碱对白色念珠菌细胞周期的影响，发现白鲜碱对

白色念珠菌的 MIC 值为 312. 5 μg /ml，对生物膜的

SMIC50 为1 250 μg /ml，白鲜碱能使白色念珠菌生

长停滞，表明白鲜碱具有抑制白色念珠菌生长的能

力。

4 其他

冷萍等〔15〕采用微量稀释法，测定 l5 株白念敏

感株和 4 株白念耐药株对羽苔素 E 的敏感性，结果

羽苔素 E 对敏感株的 MIC 值为 l6 mg /L，对耐药株

的 MIC 值与敏感株基本一致。同时观察羽苔素 E
与氟康唑合用对白念敏感株和耐药株的联合抗真菌

作用，当羽苔素 E 与氟康唑合用，对敏感株和耐药

株分别表现出相加和协同的抗真菌活性，并明显减

少氟康唑的用量。所以，羽苔素 E 具有中等的抗真

菌活性，与氟康唑合用对耐药菌株表现出协同的抗

真菌作用。王彩瑞〔16〕用微量稀释法分别检测丹皮

酚、丁香酚、土槿乙酸和盐酸小檗碱对 27 株口腔白

色念珠菌分离株和 1 株标准株 ( ATCC 90028 ) 的

MIC 值，证实丹皮酚、丁香酚、土槿乙酸和盐酸小檗

碱对 27 株白色念珠菌均有抑菌的作用，其中，盐酸

小檗碱的抑菌作用最强，其次为丹皮酚和丁香酚，土

槿乙酸的抑菌作用最差。杨银书等〔17〕为了解白头

翁提取物杀菌效果，进行了悬液定量杀菌试验，证明

白头翁提取物原液对悬液中大肠杆菌作用 3 min，金

黄色葡萄菌和白色念珠菌作用 5 min，杀灭率均达

100%。白头翁的主要有效成分为白头翁素 ，其良

好的杀菌效果主要是白头翁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土

荆皮为松科植物金钱松的干燥根皮，其中含有蹂质、
有机酸及挥发油等成分，刘军〔18〕等对其醇溶液进行

杀 菌 实 验 考 察，其 对 白 色 念 珠 菌 杀 灭 率 均 达

99. 90%以上，表明其醇溶液有很强的杀灭真菌作

用，这在皮肤抗真菌消毒方面具有进一步研究的必

要。王莹，李大鹏〔19〕对壳聚糖抑制白色念珠菌活性

进行研究，考察壳聚糖对真菌中白色念珠菌活性的

主要影响因素( 不同壳聚浓度、pH 值、金属离子和

醋酸浓度) ，对其进行正交试结果表明，最佳抑菌条

·405· Chinese Journal of Disinfection 2014; 31( 5)



件为: 壳聚糖质量分数为 0． 05%，pH 值 4，醋酸体积

分数为 1. 5%。抑菌活性的影响程度为: 壳聚糖浓

度 ＞ 醋酸浓度 ＞ pH 值。董小青等〔20〕以两性霉素 B
为阳性对照药物，用液体稀释法检测到土槿乙酸

( PLAB) 对 白 色 念 珠 菌 的 最 低 抑 菌 浓 度 MIC 为

32 μg /ml; 通过透射电镜观察发现，经 PLAB 处理组

白色念珠菌细胞变形，结构模糊，细胞壁疏松，有裂

口，细胞膜连续性破坏，进而破碎成碎片互相融合，

细胞器肿胀，乃至坏死溶解，甚至胞浆内容物全部漏

出呈“空壳”状，表明 PLAB 有抗白色念珠菌作用，并

且可能通过破坏白色念珠菌的细胞壁、细胞膜、细胞

核的结构而达到抗真菌作用。佐佐木健郎等〔21〕采

用微量液体稀释法检测了，从紫草及新疆假紫草中

分离 得 到 的 乙 酰 紫 草 素 对 白 色 念 珠 菌 ( ATCC
24433) 株的抗真菌活性，结果认为，紫草具有抗白

色念珠菌活性，萘醌类色素成分( 主要成分为乙酰

紫草素) 为其活性主体。向丽〔22〕采用 MTT 法检测

诃子鞣质对生物被膜形成的影响; 光镜下观察生物

被膜内白色念珠菌的形态学变化; 采用荧光显微镜

观察吖啶橙 /溴化乙锭染色的生物被膜内白色念珠

菌的死亡方式。发现诃子鞣质对生物被膜的形成及

成熟期生物被膜中的白色念珠菌有抑制作用，并存

在时间和剂量依赖性; 鞣质导致被膜内白色念珠菌

细胞变形，形态结构改变，芽管和假菌丝形成抑制，

但未见确切细胞凋亡。证实诃子鞣质对白色念珠菌

生物被膜的形成有抑制作用，它可能通过非凋亡途

径导 致 生 物 被 膜 内 白 色 念 珠 菌 的 死 亡。崔 广 东

等〔23〕研究低毒大麻叶不同极性浸膏的抑菌作用并

对其活性抑菌物质进行跟踪，对抑菌效果明显的浸

膏进行化学物质的分离鉴定。结果表明，大麻叶的

石油醚浸膏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大肠杆菌

和白色念珠菌有明显( P ＜ 0. 001) 的抑制作用，同时

低毒大麻叶石油醚浸膏中化学物质齐墩果烯和齐墩

果酸( P ＜ 0. 001) 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5 展望

目前，治疗白色念珠菌感染的药物主要是化学

性药物，由于这些化学性药物具有不同程度的毒副

作用，而且化学性药物所引起的耐药菌株不断出现，

使临床治疗陷入困境。因此，研究和开发毒性小且

不易产生耐药性的抗白色念珠菌的中药已成为当务

之急，应从中草药寻找活性成分，并通过组合配伍、
开发有效抗白色念珠菌作用的单味药或复方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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