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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杷叶提取物抑菌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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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研究采用滤纸片法探讨了枇杷叶水提取物、乙醇提取物、正己烷提取物对三种食品中常见污染菌（大肠杆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菌）的抑菌性。同时还采用梯度稀释法测定各提取物对这三种菌的最小抑菌浓度。结果表明：三种提取物对三

种试验菌均有抑制作用。乙醇提取物的抑菌效果最好，其次是水提取物，最后是正己烷提取物。乙醇提取物的浓度在 0.1 g/mL 时的

抑菌圈直径分别为：大肠杆菌 11.8 mm，金黄色葡萄球菌 13 mm，枯草芽孢杆菌 11 mm。乙醇提取物的最低抑菌浓度分别为：大肠杆

菌 0.1 mg/mL，金黄色葡萄球菌 0.01 mg/mL，枯草芽孢杆菌 10 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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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hibitory activities of water extract, ethanol extract, and n-hexane extracts of loquat leaf on three common food contaminated 

bacteria (Escherichia coli, Staphylococcus aureus, Bacillus subtilis) were studied uses filter paper. And 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of the 

three extracts were determined using the Gradient dilution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se extracts had inhibitory effects on three test organisms, 

and the sequence of their bacteriostatic effects was ethanol extract >water extract >n-hexane extract. The Diameter of inhibited halo of 0.1 g/mL 

Ethanol extract on E. coli,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Bacillus subtilis were11.8 mm, 13 mm, and 11 mm, respectively. 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of ethanol extract on the three bacteria were 0.1 mg/mL, 0.01 mg/mL, and 10 mg/mL,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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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枇杷叶为蔷薇科植物枇杷Eriobotrya Japonca 
(Thunb.) Lind的叶，别名巴叶、芦桔叶，在我国分布

很广泛。枇杷叶作为传统的中草药，其味苦、微辛、

性微寒，具有止咳、清肺和胃的功能[1]。目前从枇杷

叶中分离的有效成分主要有挥发油、三萜酸类、倍半

萜类、黄酮类、多酚类、有机酸类等，这些成份具有

抗炎、止咳、降血糖、抗病毒和抗肿瘤等药理活性[2-5]。 
近年来，由于天然提取物的安全优势，从植物中

提取活性物质是天然物质研究的热门课题。而自然界

的天然植物中存在许多生理活性物质，具有抗菌作用。

这为植物源天然食品防腐剂、抑菌剂的研究和开发提

供了宝贵资源 
近年有较多关于植物中黄酮类化合物的抑菌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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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如袁尔东等研究了亮叶杨桐叶总黄酮提取及

抑菌活性的研究[6]；李国章等证实了桑椹籽中黄酮具

有明显的抑菌作用[7]。枇杷叶中含有很多抗氧化化合

物，包括多酚类，皂苷等。谢红英等对枇杷叶提取物

的抗氧化性和抑菌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证实了枇杷

叶提取物具有良好的抑菌效果[8]。为此，该研究对不

同枇杷叶提取物对不同微生物的抑制作用进行研究，

为枇杷叶提取物的抑菌防腐效果提供依据。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与仪器 
枇杷叶，永州果林采集；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枯

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湖南科技学院微生物

实验室提供。 
JY92-2D 超声波细胞粉碎器（宁波新芝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SHB-Ⅲ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郑州

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R-201 真空旋转蒸发器（郑州

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722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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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普瑞斯仪器有限公司）等。 
2.2  实验方法 
2.2.1  枇杷叶提取物的制备 

称取一定量枇杷叶粉末，分别用水、正己烷、70%
乙醇作为溶剂，在料液质量比 1:10 的条件下于 55 ℃
下超声波提取 50 min。过滤，重复提取滤渣 1 次，合

并滤液，提取液用旋转蒸发器抽真空减压回收。 
2.2.2  提取物黄酮类含量测定 

采用芦丁生化试剂作为标准物，用硝酸铝-亚硝酸

钠比色法，制作芦丁标准曲线，得到芦丁标准溶液质

量浓度C与吸光度值A之间关系的标准方程为：

C=0.0086A-0.0121，相关系数r=0.9829。然后采用标准

曲线法在510 nm进行比色测定[9]。 
2.2.3  培养基的配制 

营养琼脂培养基：蛋白胨 10 g、牛肉膏 3 g、氯化

钠 5 g、琼脂 20 g、蒸馏水 1000 mL。将除琼脂以外的

各成分溶解于蒸馏水内，并用 150 g/L 氢氧化钠溶液

调 pH 至 7.2~7.4，加入琼脂，加热煮沸使琼脂溶化，

分装于烧瓶内，并于 121 ℃下高压灭菌 15 min [10]。 
营养肉汤培养基的配制：蛋白胨 10 g，牛肉膏 3 g，

氯化钠 5 g，蒸馏水 1000 mL。将各组分混合、溶解后

调节 pH 7.4，分装于各试管、烧瓶内，121 ℃下高压

灭菌 15 min [10]。 
2.2.4  供试菌株的制备 

将所有供测试的菌种移接入相对应的培养基上

平板培养，每种培养三皿。细菌置于 37 ℃恒温培养箱

内培养 24 h。每种菌取一皿供测试用，其余置于 0~4 ℃
冷藏备用。 
2.2.5  菌悬液的制备 

用接种环挑取一环菌体或孢子放入装有50 mL无

菌生理盐水的锥形瓶中，充分摇匀，制成菌悬液备用。 
2.2.6  滤纸圆片法测试 

用打孔器将滤纸圆片打成直径 8 mm 的圆片，滤

纸经高压灭菌后，放在提取物溶液及空白对照的生理

盐水中浸泡 30 min，沥去多余的试液，用无菌镊子放

在涂好菌液的培养基上。每皿成“+”形对称放置 4 张圆

片，每种菌平行做三组，置于 37 ℃恒温培养箱内培养

24 h。培养结束后，用刻度尺测量培养基中抑菌圈的

直径。 
2.2.7  最小抑菌浓度实验（MIC：梯度稀释法） 

取 9 支无菌试管，各加灭菌营养肉汤 9 mL，第 1
管加 1.0 g/mL 提取液 1 mL，混匀后吸取 1 mL 于第 2
管，混匀后吸取 1 mL 于第 3 管，依次类推到第 8 管，

弃去 1 mL，第 9 管改加 1 mL 无菌生理盐水作为对照，

然后每管内加入菌悬液 0.1mL，摇匀，37 ℃培养 24 h。
结果判定：肉汤清亮透明表示无细菌生长(-)，肉汤浑

浊表示有细菌生长(+)，以能抑制细菌生长的提取物最

高稀释度作为其最低抑菌浓度。 

3  结果与讨论 

3.1  不同溶剂对枇杷叶黄酮类化合物提取的影响（如

表1） 
表1 不同溶剂对枇杷叶黄酮类化合物提取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extraction reagents on the falvones content in 

loquat leaf 

溶剂种类 水 乙醇 正己烷 

黄酮类的含量/% 1.215 1.041 0.0319 

黄酮类化合物多为极性化合物，根据相似相溶原

理，黄酮类在极性溶剂中的溶解性大。由表1可知，用

水提取的效果最好，乙醇次之，正己烷最少，这是因

为水极性最大，乙醇次之，正己烷属于非极性溶剂。 
3.2  枇杷叶提取物的抑菌作用 

采用滤纸片法测定枇杷叶提取物的抑菌作用。将

样品溶液配成0.1 g/mL和0.05 g/mL两个浓度，测定抑

菌圈的大小，比较抑菌效果，结果如表2和表3。 
表2 0.1 g/mL枇杷叶提取物溶液的抑菌圈直径（mm） 

Table 2 The Diameters of inhibited halo of 0.1g/mL extract 

on E. coli,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Bacillus subtilis 

样品 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枯草芽孢杆菌

水提取物 11.5 12.5 10.8 

正己烷提取物 10.5 10.8 9.5 

乙醇提取物 11.8 13 11 
生理盐水 - - - 

注：“-”表示无抑菌圈出现 

表3 0.05 g/mL枇杷叶提取物溶液的抑菌圈直径（mm） 

Table 3 The Diameters of inhibited halo of 0.05g/mL extract 

on E. coli,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Bacillus subtilis 

样品 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枯草芽孢杆菌

水提取物 10.5 11 10 

正己烷提取物 9.5 10.2 - 

乙醇提取物 11 10.8 10.2 
生理盐水 - - - 

注：“-”表示无抑菌圈出现 

由表 2 可知枇杷叶提取物溶液对大肠杆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菌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由

表 2 和表 3 可知随着样品溶液的浓度降低，提取物的

抑菌作用明显下降，甚至于正几烷提取物对于枯草芽

孢杆菌没有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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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可得乙醇提取物溶液抑菌效果最优，在 0.1 
g/mL 时的抑菌圈直径分别为：大肠杆菌 11.8 mm，金

黄色葡萄球菌 13 mm，枯草芽孢杆菌 11 mm。其次是

水提取物溶液，在 0.1 g/mL 时的抑菌圈直径分别为：

大肠杆菌 11.5 mm，金黄色葡萄球菌 12.5 mm，枯草

芽孢杆菌 10.8 mm。最后是正几烷提取物溶液，0.1 
g/mL 时的抑菌圈直径分别为：大肠杆菌 10.5 mm，金

黄色葡萄球菌 10.8 mm，枯草芽孢杆菌 9.5 mm。在样

品溶液浓度为 0.05 g/mL 时对枯草芽孢杆菌失去了抑

菌作用。陈剑等[11]发现乙醇提取物中含有较多的乌索

酸、齐墩果酸、皂苷类、萜酸类及黄酮类化合物等，

水提取物中则主要含有黄酮类化合物、皂苷类化合物、

无机盐、蛋白质、糖类、VC、VB1 及人体所需氨基酸

等营养物质[12]，正己烷含有少量的黄酮类化合物、叶

绿素和一些酸类。研究表明乌索酸、齐墩果酸、皂苷

类、萜酸类及黄酮类化合物等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或是

抑菌作用。因此推测乙醇提取物抑菌作用强于水提取

物是由于多种化合物的增效作用。 
由表中可知，提取物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

效果最佳，其次是大肠杆菌，最后是枯草芽孢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革兰氏阳性无芽孢菌，大肠杆菌是

革兰氏阴性无芽孢菌，枯草芽孢杆菌是革兰氏阳性芽

孢菌。枯草芽孢杆菌能产生芽孢，而我们知道芽孢一

般具有较强的抗性，因此提取物对枯草芽孢杆菌的抑

制作用较差。再则大肠杆菌较于金黄色葡糖球菌有较

强的抗药性，因此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较强的

抑制作用。谢红英等在研究枇杷叶提取物的抗氧化与

抑菌中发现提取物对酵母菌几乎没有作用，而且对枯

草芽孢杆菌的效果也不佳，与本实验结果吻合[8]。 
即样品抑菌强弱顺序为：乙醇＞水＞正几烷。菌

种的抑制效果强弱顺序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

菌＞枯草芽孢杆菌。由此可知枇杷叶提取物具有较好

的抑菌效果。 
3.3  枇杷叶提取物最低抑菌浓度测试（MIC值测定） 

在该测试中采用梯度稀释法。稀释后样品溶液的

浓度是：100 mg/mL，10 mg/mL，1 mg/mL，0.1 mg/mL，
0.01 mg/mL，0.001 mg/mL。结果判定：肉汤清亮透明

表示无细菌生长(-)，肉汤浑浊表示有细菌生长(+)，以

能抑制细菌生长的提取物最高稀释度作为其最低抑菌

浓度。数据的记录如表 4 所示。 
将 100 mg/mL，10 mg/mL，1 mg/mL，0.1 mg/mL，

0.01 mg/mL，0.001 mg/mL 六个浓度梯度的三种提取

物的抑菌情况进行记录，并汇总，得到提取物最低抑

菌浓度，即表 5。 

表4 10 mg/mL枇杷叶提取物溶液的抑菌效果 

Table 4 The Diameters of inhibited halo of 10 mg/mL extract on E. 

coli,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Bacillus subtilis 

样品 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枯草芽孢杆菌

水提取物 - - - 

正几烷提取物 - - + 

乙醇提取物 - - - 
生理盐水 + + + 

注：“-”表示肉汤清亮无细菌生长，（+）表示肉汤浑浊表

示有细菌生长 

表5 枇杷叶提取物最低抑菌浓度 

Table 5 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of loquat leaf 

extract on E. coli,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Bacillus subtilis 

枇杷叶提取物
最低抑菌浓度（mg/mL） 

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枯草芽孢杆菌

水提取物 1 0.1 10 

正己烷提取物 10 10 100 
乙醇提取物 0.1 0.01 10 

实验结果表明，样品溶液为 100 mg/mL 时各种测

试菌株均不能正常生长。正己烷提取物溶液对枯草芽

孢杆菌的最小抑菌浓度是 100 mg/mL，对大肠杆菌为

10 mg/mL，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为 10 mg/mL。水提取

物溶液最小抑菌浓度分别是大肠杆菌 1 mg/mL，枯草

芽孢杆菌 0.1 mg/mL，金黄色葡萄球菌 10 mg/mL。乙

醇提取物溶液最小抑菌浓度分别为大肠杆菌 0.1 
mg/mL，金黄色葡萄球菌 0.01 mg/mL，枯草芽孢杆菌

10 mg/mL。并且实验结果表明提取物对于枯草芽孢杆

菌的抑菌作用极弱。 

4  结束语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枇杷叶提取物特别是乙醇的

提取物对食品中常见的有害菌具有抑制作用。对枇杷

叶提取物中各种有效成分进行分离，然后研究其作用

关系是下一步值得研究的问题。同时，对枇杷叶提取

物抑菌作用在食品防腐保鲜中的应用研究也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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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清除能力测定、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清除作用测定、

过氧化氢清除能力的测定、脂质过氧化抑制作用的测

定。结果表明，鱼油具有一定的体外抗氧化能力，且

清除率与样品浓度呈线性关系。 
（4）通过薄层色谱和全波长扫描均可以断定鱿鱼

肝脏鱼油中含有一定量的虾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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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基优化。实验确定了葡萄糖、黄豆粉和玉米浆

的最佳取值，优化后的培养基组成为（g/L）：葡萄糖

21.80、黄豆粉36.30、玉米浆25.90、硫酸锰0. 25，MSG 
50。GABA产量为27.12 g/L，比液体MRS培养基的产

量14.03 g/L提高了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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