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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种天然药物对弧菌的体外抑制

效果的观察
*

王 雷 李光友 毛远兴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 6 6 0 71 )

提 要 于 1 9 91 年 3一 4 月应用纸片法定量测定了海洋及陆地来源的 11 种天然 药 物

提取物对中国对虾的主要致病菌— 弧菌的体外抑制效果
。

结果表明
,

对弧菌高度敏感的药

物有 5 种
,

中度敏感的药物有 3 种
,

不敏感的药物有 3 种
,

并且 5 种高度敏感药物的抑菌效果

均优于绝大多数抗菌素
。

为在对虾养殖中选择高效
、

低毒的天然抗菌药物提供科学依据
。

关键词 中国对虾 天然药物 弧菌 体外 抑制

在 目前的虾病防治中
,

无论是育苗期还是养成期
,

养殖单位均使用大量的抗菌素进行

预防和治疗
,

并且用量 日渐增大
。

长期大量使用抗菌素药物
,

将会毒害对虾的肝胰脏
,

严

重影响对虾的自身免疫力
,

造成各种虾病交替发生或并发的后果
。

因此
,

已有人呼吁在对

虾养殖业中禁止滥用抗菌素类药物 (朱校斌等
, 19 9 1 )

。

多年的研究结果表明
,

许多海洋及

陆生动
、

植物中含有的天然产物
,

具有抗菌抑菌的效果
,

甚至优于某些抗菌素 (马锦文等
,

1 9 5 3 ;许兵等
, 19 9 3 ;袁剑清等

, 1 9 5 5 ; C a e e a m e s e e t a l
. ,

1 9 7 9 : S h a w e t a l
. ,

19 7 4 )
。

这

些天然产物含有多种成份
,

包括酸性多糖
、

生物碱
、

黄酮类
、

皂贰类及揉质等
,

其中某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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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不仅有抗菌作用
,

而且具有疫苗作用 (白立志
,

19 8 9 )
,

能改善机体的免疫状态
,

提高自身抗病能

力
,

被称为
“
免疫型

”

药物
。
近 10 余年来

,

国内外

不少学者着手此方面研究
,

已有若干有关报道
。

但试验对象多为与人类有关的菌株
,

用对虾的主

要致病菌之一— 弧菌进行天然药物试验 目前 尚

不多
。

作者对 n 种海洋藻类和陆生植物中所含

天然产物进行了体外抑菌试验
,

目的在于寻找防

治对虾病害更为有效的药物
,

报告如下
。

合滤液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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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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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样品做如下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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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病虾心脏中分离所得的致病菌
。
用牛肉膏

、

蛋白陈
、

酵母膏及海水制成的培养 基 于

5 2℃ 培养
。

做抑菌试验时
,

将菌接种于液体培养基中
,

25 ℃ 培养 24 h 后使用
。

.1 3 纸片 用打洞机将普通滤纸打成 7 m m 直径的圆纸片
,

置小瓶中于 1 7 0℃ 干热灭

菌 1
.

5 h 备用
。

1
.

4 抑菌试验 下述操作均在超净工作台上进行
。

( l) 将 0
.

4m l 弧菌菌液与 巧 m l 冷

至 朽℃ 左右的熔化培养基在试管中混匀后
,

倾注作平板
。

( 2 ) 用无菌镊子将纸片浸人药

物提取液中
,

然后置瓶内壁上沥去多余药液
。

( 3 ) 将纸片平均分布于平板表面
,

每板 4

片
。

( 4 ) 反置平板
,

于 25 ℃ 培养 48 h
,

测量抑菌圈直径
。

每种药物提取液分别作二次平

行试验
。
对照为无菌水

。

2 结果与讨论

.2 1 抑菌圈的测定结果及药物敏感标准 测定结果见表 1 ,

药物敏感标准见表 2 。

按

表 2 标准
,

n 种药物中
,

高度敏感药物有 A , B , E , F , I 共 5 种 ;中度敏感药物有 c , D ,

3J

种 ;不敏感药物有 G
,
H

, K 3 种
。

表 l 不同药物提取液对弧菌的抑制效果 (抑菌圈直径
, m m )

T a b
.

1 T h e i n h i b i t o r y e f f e c t o f v a r i o u s d r u g e x t r a e t s o n t h e F i b r i o s p
.

( T h e P l a q u e d i a m e t e r : m m )

测定次数
药 物 种 类

对照

第一次

第二次

平 均

2 1 2 2 14 1 6 2 0 2 5 0 10 1 9 1 6 0 0

1 9 2 5 10 1 1 1 6 2 0 0 9 1 ` 1 1 n n

2 0 2 3
.

5 12 13
.

5 1 8 2 2
。

5 9
。

5 1 7
.

5 14
.

5

表 2

T a b
.

1

一般规定的药物敏感标准 (余淑
, 1 , , 9 )

C O I D习】O n
5 t a n d a r d o f d r u g

一 s e n s i t i v i t v

抑菌圈直径 ( m m )

< 10

1 1一 1 5

> 1 5

药物敏感性

不敏感 (抗药 )

中度敏感

高度敏感

.2 2 天然药物与抗菌素对弧菌的抑菌效果比较 叶孝经等 ( 1 9 8 6 )在对中国对 虾 流 行

性弧菌病的研究中
,

对 12 种株分离菌作了 12 种抗菌素的药敏试验 ;王文兴等 ( 1 9 8 3 )在研

究对虾养殖场中的异养菌群和条件致病菌时
,

对分离的 % 株细菌作了 10 余种抗菌素和

表 3 抗菌素等对弧菌的抑菌效果

T a b
.

3 T h e i n h i b i t o r y e f f e e t o f a n t i b i o t i c s o n F i b r i o s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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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药物的敏感试验
,

结果如表 3 。

由于所用菌株及试验条件有所不同
,

故表中数据有一

定差异
。

但对比表 1 ,

从总体可看出
, A , B , E , F , I 等 5 种天然药物的抑菌效果优于某些

抗菌素类药物
。

.2 3 天然药物的作用机理 上述各种天然药物的成份比较复杂
,

起抗菌作用的主要有

生物碱
、

黄酮贰
、

蕙醒贰
、

皂贰
、

蹂质
、

菇类
、

内醋类等
,

而起免疫促进作用的成份据认为主

要是多糖类。 。

由于该类药物的双重作用
,

以及来源广泛
、

无毒副作用等特点
,

有希望替代

抗菌素而作为口服药物应用于对虾养殖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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