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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２２味中草药对创伤弧菌（Ｖｉｂｒｉｏｖｕｌｎｉｆｉｃｕｓ）和灿烂弧菌（Ｖ．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ｕｓ）的体外抑菌作用。结果显示，
２２味中草药对其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其中，黄连和连翘对创伤弧菌的抑菌和杀菌效果最好，最小抑菌浓度
分别为０．４９ｍｇ／ｍＬ和１．９５ｍｇ／ｍＬ，最小杀菌浓度与最小抑菌浓度相同；黄连、黄芩、连翘和黄柏对灿烂弧菌的抑
菌和杀菌效果较好，最小抑菌浓度分别为０．９８、１．９５、１．９５和３．９０ｍｇ／ｍＬ，最小杀菌浓度分别为０．９８、１．９５、１．９５
和７．８１ｍｇ／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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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弧菌（Ｖｉｂｒｉｏｖｕｌｎｉｆｉｃｕｓ）和灿烂弧菌（Ｖ．
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ｕｓ）是对海水养殖鱼类危害较大的弧菌。目
前的报道主要是危害黄姑鱼（Ｎｉｂｅａａｌｂｉｆｌｏｒａ）、卵形
鲳

!

（Ｔｒａｃｈｉｎｏｔｕｓｏｖａｔｕｓ）、大菱鲆 （Ｓｃ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ｕｓ
ｍａｘｉｍｕｓ）、石鲽（Ｋａｒｅｉｕｓｂｉｃｏｌｏｒａｔｕｓ）、鳗鲡（Ａｎｇｕｉｌｌａ
ａｎｇｕｉｌｌａ）和军曹鱼（Ｒａｃｈｙｃｅｎｔｒｏｎｃａｎａｄｕｍ）等，每年
给水产养殖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沈志强等，

２００１；简纪常等，２００３；许斌福等，２００５；郑芳艳等，
２００５；赵典惠等，２００７；马爱敏等，２００８；于兰萍等，
２００８）。

中草药是天然药物，因其无抗药性、无残留、无

副作用、不引发药源性疾病及抑菌杀菌效果明显而

备受人们关注，金珊等（１９９９）、郑天伦等（２００５）和
曹俊辉等（２００８）分别报道了不同中草药对鳗弧菌
（Ｖ．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ｒｕｍ）、哈氏弧菌（Ｖ．ｈａｒｖｅｙｉ）、溶藻弧菌
（Ｖ．ａｌｇｉｎｏｌｙｔｉｃｕｓ）、嗜水气单胞菌（Ａｅｒｏｍｏｎａｓｈｙ
ｄｒｏｐｈｉｌａ）和温和气单胞菌（Ａ．ｓｏｂｒｉａ）的抑菌效果。
本实验测定了黄芩等２２味中草药对创伤弧菌和灿
烂弧菌的体外抑菌作用，从中筛选出对其有较好体

外抑制作用的中草药，旨在为该菌引起的暴发性鱼

病的防治和进行非特异性免疫试验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创伤弧菌和灿烂弧菌由本实验室分离保存。

１．１．１　ＺＯＢＥＬＬ２２１６Ｅ培养基　酵母膏１．０ｇ，蛋白
胨５．０ｇ，磷酸铁０．０１ｇ，琼脂１６．０ｇ，陈海水１０００
ｍＬ，调ｐＨ７．４～７．６，分装，１２１℃，高压灭菌２０ｍｉｎ。
１．１．２　ＴＣＢＳ培养基　酵母粉５．０ｇ，蛋白胨１０．０
ｇ，硫代硫酸钠１０．０ｇ，柠檬酸钠１０．０ｇ，牛胆盐８．０
ｇ，蔗糖２０．０ｇ，氯化钠１０．０ｇ，柠檬酸铁１．０ｇ，溴麝
香草酚蓝０．０４ｇ，琼脂１４．０ｇ，蒸馏水１０００ｍＬ，调
ｐＨ值（８．６±０．２）；购自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
公司。

１．１．３　中草药　实验所用的２２味中草药为黄芩、
大黄、黄连、黄柏、连翘、牡丹皮、金银花、肉苁蓉、艾

叶、大青叶、鱼腥草、板蓝根、贯众、甘草、白术、杜仲、

柴胡、山豆根、黄芪、猪苓、茯苓和五灵脂；所有中草

药均购自浙江省温州市中医院。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药液的制备　称取黄芩等２２味中草药各
５０ｇ，切细磨碎，加５００ｍＬ蒸馏水，煮沸３０ｍｉｎ，过
滤，药渣再加水５００ｍＬ，煮沸３０ｍｉｎ，过滤，合并２
次滤液，加热蒸发浓缩至５０ｍＬ，使生药含量为１ｇ／
ｍＬ。４℃冰箱保存备用。
１．２．２　菌液的制备　选择黄姑鱼、美国红鱼致病菌
创伤弧菌和灿烂弧菌，取一环试验菌种接种于 ＺＯ
ＢＥＬＬ２２１６Ｅ液体培养基，２８℃培养６ｈ，调节菌液浓
度约为 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再用液体培养基作 １∶
１０００倍稀释后备用。供试菌液浓度在１×１０６ＣＦＵ／



ｍＬ左右。
１．２．３　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Ｃ）的测定　首先配置
ＺＯＢＥＬＬ２２１６Ｅ液体培养基，然后每味中草药组取
１８０ｍｍ×１５ｍｍ无菌试管１０支，每只试管加入１０
ｍＬ液体培养基。以无菌操作吸取已制备好的供试
药液１０ｍＬ加入第１管中，混匀后吸取１０ｍＬ加入
第２管中，依次倍比稀释至第 １０管，弃去 １０ｍＬ。
１１５℃灭菌 １５ｍｉｎ。１～１０管均加入试验菌液
３０μＬ，混匀，２８℃培养１８～２０ｈ后观察结果。凡是
药物最高稀释管中清澈透明、无细菌生长者，该管的

浓度即为该种药物对该菌的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ｎｉｍ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Ｃ）。
１．２．４　最小杀菌浓度（ＭＢＣ）的测定　在ＭＩＣ实验
基础上，从无明显细菌生长的各管取材，分别涂布于

相应的无菌 ＴＣＢＳ平板培养基，于恒温培养箱培养
４８ｈ，观察结果。琼脂平板上无细菌生长且含药液
最少一管的药液浓度，即为该种药物对该菌的最低

杀 菌 浓 度 （Ｍｉｎｉｍ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ｃｉｄ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ＢＣ）。

２　结果

２．１　中草药对创伤弧菌的抑菌效果
２２味中草药对创伤弧菌的抑菌结果如表１所

示。除茯苓外，各组中药提取液均具有一定的抑菌

效果，以相同量的药物提取液进行抑菌试验，抑菌效

果强弱不同；其中，黄连和连翘对创伤弧菌的抑菌和

杀菌效果最好，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Ｃ）分别为 ０．４９
ｍｇ／ｍＬ和 １．９５ｍｇ／ｍＬ；最小杀菌浓度（ＭＢＣ）也以
这２味中草药最低，与 ＭＩＣ相同。黄柏、黄芩、牡丹
皮、艾叶、金银花、大黄、肉苁蓉等也表现出了较高的

抑菌和杀菌能力，但浓度稍高于黄连和连翘，抑菌浓

度为３．９１～７．８１ｍｇ／ｍＬ，杀菌浓度为３．９１～６２．５０
ｍｇ／ｍＬ。
２．２　中草药对灿烂弧菌的抑菌效果

２２味中草药对灿烂弧菌的抑菌结果如表２所
示。各组中药提取液均具有一定的抑菌效果，但抑

菌效果强弱不同；黄连、黄芩、连翘和黄柏对灿烂弧

菌的抑菌效果较好，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Ｃ）分别为
０９８、１．９５、１９５和３９１ｍｇ／ｍＬ。这４味中草药的
最小杀菌浓度（ＭＢＣ）也最低，分别为０．９８、１．９５、１．
９５和７．８１ｍｇ／ｍＬ，均值达３．１７ｍｇ／ｍＬ。大黄、牡丹
皮、艾叶、肉苁蓉、大青叶、鱼腥草、贯众和板蓝根等

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抑菌和杀菌能力，但浓度稍高。

表１　２２味中草药对创伤弧菌的最小
抑菌浓度和最小杀菌浓度 ｍｇ／Ｌ

Ｔａｂ．１　ＭＩＣａｎｄＭＢＣｏｆ２２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ｏＶ．ｖｕｌｎｉｆｉｃｕｓ

药物 ＭＩＣ ＭＢＣ 药物 ＭＩＣ ＭＢＣ

大黄 ７．８１ ７．８１ 板蓝根 ３１．２５ ６２．５０
黄连 ０．４９ ０．４９ 贯众 １５．６３ ６２．５０
黄柏 ３．９１ ７．８１ 甘草 ６２．５０ ６２．５０
黄芩 ３．９１ ３．９１ 白术 ６２．５０ ６２．５０
连翘 １．９５ １．９５ 杜仲 ６２．５０ １２５．００
牡丹皮 ３．９１ １５．６３ 柴胡 １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金银花 ３．９１ ６２．５０ 山豆根 １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肉苁蓉 ７．８１ ６２．５０ 黄芪 １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艾叶 ３．９１ ７．８１ 猪苓 ６２．５０ １２５．００
大青叶 １５．６３ ６２．５０ 茯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鱼腥草 ３１．２５ １２５．００ 五灵脂 ６２．５０ １２５．００

表２　２２味中草药对灿烂弧菌的
最小抑菌浓度和最小杀菌浓度 ｍｇ／Ｌ

Ｔａｂ．２　ＭＩＣａｎｄＭＢＣｏｆ２２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ｏＶ．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ｕｓ

药物 ＭＩＣ ＭＢＣ 药物 ＭＩＣ ＭＢＣ

大黄 ７．８１ ７．８１ 板蓝根 ３１．２５ ６２．５０
黄连 ０．９８ ０．９８ 贯众 １５．６３ １２５．００
黄柏 ３．９１ ７．８１ 甘草 １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黄芩 １．９５ １．９５ 白术 ６２．５０ ６２．５０
连翘 １．９５ １．９５ 杜仲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牡丹皮 ７．８１ １５．６３ 柴胡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金银花 １５．６３ ６２．５０ 山豆根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肉苁蓉 ７．８１ ６２．５０ 黄芪 １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艾叶 ７．８１ ７．８１ 猪苓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大青叶 １５．６３ ６２．５０ 茯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鱼腥草 ３１．２５ ２５０．００ 五灵脂 ６２．５０ １２５．００

３　讨论

３．１　中草药在水产养殖动物病害防治中的应用
使用抗菌药物治疗是控制鱼类弧菌病的主要手

段之一（殷战和徐伯亥，１９９５）。在初期，抗生素在
水产养殖动物病害的防治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

用，但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药物滥用和耐药性增

强等问题，使得病害防治愈加困难。鉴于抗菌药物

的种种不足，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中草药等天然药物。

Ｔｏｎｇ等（１９９０）研究了５种野生植物提取液的抗鱼
病菌和鱼病毒效应；许兵等（１９９３）研究了２７味中
草药对对虾病原菌的抑制作用；王雷等（１９９５）观察
了１１种天然药物对弧菌的体外抑制效果；金珊等
（１９９９）研究了中草药对海水养殖鲈鱼病原菌的抑
菌效果，都取得了良好的结果。苏振霞等（２００８）和
姜新发（２００５）报道大黄和黄连的水提物及醇提物
对鳗弧菌的最小抑菌浓度相同，与本实验得到的结

果相同。本试验的结果表明，２２味中草药对创伤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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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和灿烂弧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也同样证明

了中草药具有良好的抗菌抑菌效果。

３．２　中草药防病治病的针对性
本实验结果显示，在实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黄

连、黄芩、连翘对创伤弧菌和灿烂弧菌表现出较强的

抑菌效果，说明这些中草药中含有可以抑制甚至杀

灭创伤弧菌和灿烂弧菌的有效成分。因此，采用中

草药来防治由创伤弧菌和灿烂弧菌引起的鱼病，是

确实可行的，治疗时应根据中草药的 ＭＩＣ和 ＭＢＣ
测定结果，调节其用药量，使用药后鱼体内的药物浓

度达到抑菌浓度以上。从抑菌效果可以看出，各组

药物提取液对２种水产致病菌的抑菌效果差别较
大，这与各组药物的成分组成和含量不同有关。因

此，对于不同的致病菌，应采用具有针对性的中草药

进行防治，在水产饲料添加不同的中草药提取物作

为添加剂效果会更好。

中草药具有廉价、来源广、低毒、副作用小、不易

产生抗药性等特点，且药中某些成分既有抗菌作用，

又有免疫作用，能改善机体的免疫状态，提高自身抗

菌能力。本研究也为进行中草药提升免疫力的研究

提供了基础，筛选出了具有研究和实际应用价值的

中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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