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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尾藻中褐藻多酚化合物的抑菌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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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平板生长抑制法对鼠尾藻(Sargassum thunbergii Kuntze)中多酚化合物的抑菌活性

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浓度范围内试样对除大肠杆菌外的受试菌均有较明显的抑菌

活性, 抑菌活性的大小与多酚浓度和分子质量密切相关。其中，透析内液对溶藻胶弧菌

（Vibrio alginolyticus）和鳗弧菌(V. anguillarum)、透析外液对鳗弧菌和副溶血弧菌(V. 

parahaemolyticus)的抑制效果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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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沿海品种纷繁的经济资源中，海藻中褐藻

门是藻类中比较高级的一大类群。由于其具有个体

大、产量高、分布广等特点，使之成为中国三大经济

海藻之一。其中，马尾藻属鼠尾藻，因具有软坚散结、

利尿消肿、消热化痰之功效，已被收录于《中国海洋

药物辞典》，主治淋巴结核、淋病、甲状腺肿大、心

绞痛等症[ 1]。国内外学者对其所含的多糖及挥发性组

分已有诸多报道[2~4]，对其所含多酚化合物生物活性

的报道仅见抗氧化活性等，而对其抑菌活性却鲜有报

道。作者探索了从鼠尾藻中提取的褐藻多酚对革兰氏

阳性菌（枯草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革兰氏阴性

菌（大肠杆菌、鳗弧菌、溶藻胶弧菌、副溶血弧菌）

的抑制作用。 

1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海藻 

    新鲜鼠尾藻( Sargassum thunbergii Kuntze)2004

年 6~7月份采集于青岛太平角潮间带。由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陆保仁研究员鉴定。采集后，除去附生生

物，淡水冲净后冷冻保存。用前取出解冻。 
1.1.2 供试菌种 
    革兰氏阳性细菌：枯草杆菌(Bacillus subtilis),金
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革兰氏阴性细

菌：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副溶血弧茵(Vibrio 
parahaemolyticus),鳗弧菌(V. anguillarum),溶藻胶弧菌
（V. alginolyticus）。前 3种菌由青岛大学生物系微生
物实验室提供，于 37 °C下牛肉膏蛋白胨琼脂培养基
活化；后 3 种由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提
供，于 27 °C下 ZoBell 2216E琼脂培养基活化。 
1.2 方法  
1.2.1 多酚化合物的提取 
取新鲜藻体顶部，用组织捣碎机破碎，用 85%乙

醇溶液室温避光提取 12 h 得粗提液。海藻与乙醇溶
液用量约为 1：2（g/mL）经减压蒸馏除去乙醇后，
过滤，所得滤液分别用 1/2体积乙醚和氯仿各洗涤两
次，静置分层。弃去有机相，水相减压蒸馏（浓缩）、

醇析（除甘露醇）再减压蒸馏（除乙醇）后，得褐藻

多酚精提液[1，4] 。将此精提液对蒸馏水透析，透析内、

外液分别经减压浓缩得褐藻多酚精提液Ⅰ和Ⅱ。用

AOAC（1970）的标准分析方法，即用 Folin—Denis
试剂在碱性条件下与多酚类物质形成蓝色复合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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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λ=709 nm处作比色分析，以间苯三酚为标准绘制
标准曲线，由此计算出褐藻多酚的相对含量[5]。将Ⅰ

和Ⅱ分别配成一定浓度溶液，即为供试样品，4 ℃保

存。由于透析外液可能含有氯化钠和甘露醇等小分子

化合物，故配制 5%氯化钠和 3%甘露醇作对照(Ⅲ)。
实验前，取各供试样品经 0.22 µm孔径无菌过滤器过
滤除菌，用于以下实验。 
1.2.2  培养基制备 
牛肉膏蛋白胨琼脂[6]：牛肉膏 3 g, 蛋白胨 10 g , 

NaCl 5 g， 琼脂 15 g，蒸馏水 1 000 mL， pH 7.0～
7.2。该培养基用于培养枯草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和大肠杆菌；ZoBell2216E琼脂[7]：蛋白胨 5 g，酵母
膏 1 g，磷酸铁 0.1 g，琼脂 15 g，过滤陈海水 1 000 
mL，调 pH至 7.6～7.8。该培养基用于培养副溶血弧
菌、鳗弧菌和溶藻弧菌。 
1.2.3  含供试细菌平板的制备 

取活化好的菌种，枯草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用无菌水，副溶血弧菌、鳗弧菌和溶藻弧菌

用无菌海水，制成一定密度(108～109 cfu/mL)的菌悬

液。取菌悬液 0.2 mL，加至无菌平皿中，立即倒入溶
化后冷却至 45℃左右的培养基 15 mL，随即快速而轻
巧地晃动平皿，使菌液与培养基充分混均后平置，备

用。 
1.2.4  抑菌活性测定 
主要参照 Bulet 等的平板生长抑制法（Plate 

Growth Inhibition Assay）[8]进行。用无菌玻璃吸管在

含菌平板上打直径 3 mm 的孔穴，每孔穴加样品 10 
µL，每一样品加 2个孔穴，平行做 3组。加样后，枯
草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置于 37 ℃培养
24 h，量取抑菌圈直径（扣除所打孔径）；副溶血弧
菌、鳗弧菌和溶藻弧菌置于 28 ℃培养 48 h，量取抑
菌圈直径（扣除所打孔径），取所测的抑菌圈直径的

平均值。 

2 结果与讨论 

鼠尾藻中褐藻多酚化合物对受试菌的抑菌效果

实验结果见表 1、图 1和图 2。

 
表 1  不同浓度的褐藻多酚抑菌效果 

Tab. 1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hlorotannins samples 

抑菌圈直径（mm） 样品 质量浓度 

(mg/L) 枯草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 溶藻胶弧菌 鳗弧菌 副溶血弧菌 

 4 800 5  6 － 6  8 4 

 3 600 2  3 － 5  6 2 

Ⅰ 

 

 2 400 － － － 3  3 2 

13 000 6 10 2 3 10 6 

 6 500 4  7 － －  6 4 

Ⅱ 

 

 3 250 2  5 － －  5 3 

3%甘露醇 － － － － － － Ⅲ 

5%氯化钠 － － － － － － 
 

由表 1可见，就整体而言，随着鼠尾藻中褐藻多

酚化合物浓度的升高，其对受试菌的的抑制效果也随

之提高，而且，透析内液与透析外液相比其活性更强，

说明鼠尾藻中褐藻多酚化合物的抑菌活性与其分子

量大小、浓度密切相关。鼠尾藻的褐藻多酚化合物的

透析内液（高分子量部分）在一定的浓度下，对除大

肠杆菌外的其它供试细菌都有着较明显的抑菌活性，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图 1）和两种海洋菌——溶藻胶
弧菌和鳗弧菌（表 1，图 2）的抑制效果尤其明显。
当浓度降至 2 400 mg/ L时，对供试枯草杆菌和金黄
色葡萄球菌均失去抑菌活性，但是对溶藻胶弧菌、鳗

弧菌和副溶血弧菌 3种海洋菌仍保留一定活性；鼠尾
藻的褐藻多酚化合物的透析外液（低分子量部分）对

革兰氏阳性菌有较强的抑菌活性，对革兰氏阴性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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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作用亦因菌种而异，对大肠杆菌和溶藻胶弧菌的

抑制作用在多酚化合物的质量浓度高达 13 000 mg/L
才显现出来（表 1，图 1），而对鳗弧菌和副溶血弧菌
则有着较强的抑制作用（表 1，图 2）。另外，本实验 

 

图 1 鼠尾藻中褐藻多酚化合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效果 

Fig. 1  Inhibition of phlorotannins from Sargassum thunbergii 

Kuntze on Staphylococcus aureus   

1． 4 800 mg/L；2． 3 600 mg/L；3． 2 400 mg/L；4． 13 000 mg/L； 

5． 6 500 mg/L；6． 3 250 mg/L 

 

图 2  鼠尾藻中褐藻多酚化合物对鳗弧菌的抑制效果  

Fig. 2  Inhibition of phlorotannins from Sargassum thunbergii 

Kuntze on Vibrio anguillarum 

1． 4 800 mg/L；2． 3 600 mg/L；3． 13 000 mg/L；4． 6 500 mg/L；

5． 5%NaCl；6． 3%甘露醇 

 
 

设计中同时以 5%氯化钠和 3%甘露醇作对比，证实其
对于 6种供试细菌均无抑制作用，因而排除了其在透
析外液中存在而影响抑菌活性的可能。结果表明，鼠

尾藻中褐藻多酚化合物的透析内外液对受试革兰氏

阳性菌及阴性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海洋致病弧

菌的抑制作用尤其显著。 
细菌性疾病是水产养殖中最常见、最严重的病

害之一。细菌性疾病为继发性疾病，弧菌是最主要的

病原菌，包括副溶血弧菌、鳗弧菌、溶藻胶弧菌、哈

维氏弧菌、创伤弧菌等[9]。鱼体感染后表现为出血和

溃烂症状；对虾感染后即患红腿病、幼体菌血症、烂

眼病、褐斑病呷壳溃疡病、烂鳃病等。 一旦爆发感
染，可在短期内出现鱼虾大批死亡，从而给养殖业造

成重大损失。因此，作者的研究结果对利用海洋天然

产物防治海产动物病害，提高养殖品种的抗病力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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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phlorotannins from Sargassum thunbergii Kuntze was investigated by 

means of Plate Growth Inhibition Assa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hlorotannins can inhibit the growth of tested 

bacteria remarkably except Escherichia coli, and the effec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concentration and 

molecular-weight.  Among them, the inhibition of the high molecular-weight part of phlorotannins on two kinds of 

marine bacteria—―Vibrio anguillarum and V. alginolyticus, the low molecular-weight parts of phlorotannins on two 

kinds of marine bacteria —― V. parahaemolyticus and V. anguillarum，were especially striking. 

 
                                                         (本文编辑:张培新)  

 
 

《海洋科学》杂志 2006 年征订启事 
 

《海洋科学》是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性期刊，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山东省优秀期刊。本刊以密切联系生产实际、服务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为宗旨，及时、快

速报道海洋学及其分支学科的新成果、新理论、新观点、新工艺及新进展等，对重大科研和应用性研究成果

特别予以优先报道。主要刊载内容有：海洋生物、海洋水产生产、海洋活性物质提取、海洋环境保护、海洋

物理、物理海洋、海洋地质、海洋化学、海洋工程、海洋仪器研制等方面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研究简报、 

专题综述、学术讨论和争鸣、学术动态以及新产品介绍(有偿刊登)等。 

本刊为月刊，每月 9日出版，16 开本,80 页，每期定价 15 元，全年订价 180.00 元。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际刊号：ISSN1000-3096；国内刊号：CN37-1151/P；国内邮发代号：2-655；国外发行代号：M6666)。全

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欢迎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生产厂家和从事该领域的科技人员踊跃订阅。邮局订阅

不便者可直接向本刊编辑部订购。本刊发行量在同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订户遍及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

治区，影响面广，宣传力大，欢迎广大的广告客户在本刊刊登广告，价格优惠。 

欢迎订阅《海洋科学》  欢迎广告惠顾 

《海洋科学》编辑部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南海路 7号，266071； 

电话及传真：(0532)82898755； 

E-mail:MSJ@ms.qdio.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