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微生物发酵中药应成为中药研究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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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生物 ,特别是真菌具有强大的分解转化能力 ,中药炮制采用微生物发酵法具有一般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

势 ,可以为开发新药、提高药物疗效、降低药物毒副作用的研究提供新的手段 ,为中药的发展开辟新的研究空间。进

行中药发酵研究也具有成熟的现实条件 ,应当成为我国中药现代化研究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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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在我国人民与疾病斗争的历史

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在近代 ,我国在中药现代化方面进

展较慢 ,除了中医药理论与现代科学理论不能很好地接轨

外 ,研究手段落后也是原因之一 ,使中药未能被国际社会充

分接受。 笔者认为 ,中药的加工处理手段的现代化也应是中

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如中药非常讲究炮制 ,通过炮制达到

提高药效、改变药性、降低毒副作用等目的。

微生物有着非常强大的分解转化物质的能力 ,并能产生

丰富的次生代谢产物 ,通过微生物的生长代谢和生命活动来

炮制中药 ,可以比一般的物理或化学的炮制手段更大幅度地

改变药性 ,提高疗效 ,降低毒副作用 ,扩大适应症。 由于真菌

在微生物中具有种类多、次生代谢产物多、培养条件比较简

单等特点 ,因此应当是发酵中药的主要功能菌 [1]。

1　微生物的药用历史

真菌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也是世界

上最早利用真菌防病治病的国家 ,早在东汉年间成书的我国

第一部药物学《神农本草经》中 ,就有灵芝、茯苓、猪苓、雷丸

等药用真菌分别列项论述 ,这些药物至今沿用不衰 [2]。

从这些真菌中药中已经分离到相应的纯菌种 ,有些已实

行人工种植物代替野生品 ,不能人工种植子实体的 ,也可以

通过培养菌丝体来代替 ,充分满足了医疗用药的要求 ,也为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近 50年来 ,国内外学者在

药用微生物分类、化学、药理学、临床医学、制剂学及遗传育

种、栽培驯化、发酵培养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如微生态制剂、灵芝菌、虫草菌、蜜环菌、阿氏假囊酵

母、竹红菌等在保健品和药品开发中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

由于微生物代谢产物具有各种各样独特的化学结构及生理

活性 ,因此受到化学工作者和药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

2　发酵也是传统中药材炮制的方法之一

发酵也是传统中药加工炮制的重要方法之一 ,如片仔癀

的主要成分是三七的微生物发酵物 ,建神曲、沉香曲、淡豆

豉、半夏曲、红曲、麦芽也都是通过发酵而形成的药物。 从某

种意义上说 ,虫草是蝙蝠蛾幼虫经虫草菌、僵蚕是家蚕经白

僵菌感染发酵而成的。这些经典药物都是经微生物发酵后产

生了新的药理活性 ,其中虫草是非常名贵的中药。 但这些品

种都是利用自然界天然的菌种发酵的 ,一般多为霉菌、酵母、

细菌等 ,由于菌种不纯 ,针对性不强 ,不能利用现代研究成果

定向改变药物的性能或有意识地根据药物之间的特性进行

有目的的组合 ,同时接入的微生物种类范围受到了极大限

制 ,也不可能根据需要将几种微生物组合接种在一起 ;另一

方面 ,对那些在自然界中不占优势、生长条件要求比较严格

的微生物来说 ,就不可能在药物上生长起来。 这就极大地限

制了微生物的作用。另外 ,是否会落入有害菌也不明确 ,所以

微生物在药物中的潜在效能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3　微生物是中药发酵的有力工具

微生物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生物活性物质 ,

并易于组织工业化生产。现代工业中许多生物产品都是通过

微生物发酵生产的 ,如各式各样的酶、抗生素。酶是一切生物

体进行生命活动的基础 ,它可以使复杂的化学反应在常温常

压下迅速完成 ,如米曲霉在生长过程中产生中性蛋白酶、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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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蛋白酶、酸性蛋白酶、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果胶酶、单宁

酶、酯化酶、酰胺酶、淀粉酶和糖化酶等 ,酵母在发酵时可产

生蔗糖酶、淀粉酶、脂肪酶、酒化酶等 ,这些酶中既有胞内酶 ,

也有胞外酶 ;既有合成酶 ,也有分解酶。有些微生物在生长过

程中可以分泌几十种胞外酶到培养基中去 ,微生物进行生命

活动所产生的胞内酶更是有成百上千 ,这些丰富而强大的酶

系是中药发生化学反应的物质基础 ,可以将药物的成分分解

转化形成新的成分 ,这些新成分就是新的活性药物筛选的物

质基础。 这就是微生物可以用来发酵炮制中药的理论根据 ,

如酶法已成为中药炮制的一种方法 ,据马田田等报道 ,提取

小檗碱之前 ,药材经纤维素酶进行酶解后 ,可以提高小檗碱

的收率 [3, 4]。另一方面 ,由于微生物也会形成丰富多样的次生

代谢产物 ,它们有些本身就是功效良好的药物 ;或以中药中

的有效成分为前体 ,经微生物的代谢可以形成新的化合物 ,

或微生物的次生代谢产物和中药中的成分发生反应形成新

的化合物。

微生物次生代谢产物可以和中药的有效成分发生复方、

协同作用。

微生物在中药的特殊环境中也有可能会产生新的代谢

反应 ,因为中药的物质可能对微生物的生长和代谢有促进或

抑制作用 ,从而改变微生物的代谢途径 ,从而形成新的成分

或改变各成分的相互比例。

微生物的分解作用有可能将中药中的有毒物质进行分

解 ,从而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 ,如菜籽饼、棉籽饼经微生物发

酵后可以脱去有毒物质 ,从而用来饲喂牲畜 ;也有可能经微

生物的分解作用使原来不易消化吸收的物质变得易于吸收 ,

如动物血经微生物发酵后 ,消化吸收率可以成倍地提高。

由于微生物生长主要消耗的是动植物的蛋白质、糖等常

规物质 ,有可能对有效成分有浓缩作用 ,如发酵法提取薯蓣

皂苷就是通过发酵去除薯蓣中的淀粉。 就微生态制剂而言 ,

有益菌本身就是很好的药物 ,如双歧杆菌。

微生物容易诱变 ,可以根据需要 ,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对

微生物进行改造 ,使之更适合中药发酵的需要。 现代生物技

术首先在微生物体中得到运用 ,也是基因工程等技术最成熟

的领域。

4　微生物类群为中药发酵提供了充足的选择余地

据统计 ,目前已发现的能产生抗细菌、抗病毒产物的微

生物仅真菌就达 200余种 ,抗肿瘤的真菌 200种。据全国中

药资源普查统计 ,我国药用真菌有 41科、 110属、 298种 ,

占藻类、菌类、地衣类等同属低等药用植物 467 种的

63. 8% ,是低等药用植物中种数最多的一类 [2]。

微生物的生物多样性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可供选择菌

株 ,不同的微生物具有不同的特性 ,可能在中药发酵中具有

不同的效果。但不同的微生物有时会产生大体上类似的生理

活性物质 ,如人们已从冬虫夏草中分离出多达几百种真菌 ,

但它们所产生的冬虫夏草的效果都是类似的 ;不同的培养基

经同样的微生物类群发酵处理后也会产生药性的差异 ,如发

酵淡豆豉时 ,用桑叶、青蒿同制的 ,药性偏于寒凉 ,适用于外

感风热或温病初起之证 ;用麻黄、紫苏等同制的 ,药性偏于辛

温 ,适用于外感风寒之证 [5]。

5　微生物具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

微生物中发现的活性成分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已成为发

现新药的重要领域。 现在 ,除了抗菌、抗肿瘤等抗生素外 ,非

抗微生物生理活性物质的发现越来越多 ,如 :免疫抑制剂、降

血脂、抗氧化、受体拮抗剂和特异性酶抑制剂等。

毒菌也是一类含有对人有强烈作用效果的菌类 ,极其少

量的活性物质就可引起人的剧烈反应 ,若用这些菌类发酵有

关中药 ,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毒蝇鹅膏菌含有神

经毒素 ,能引起人的精神幻觉 ,在欧美还有食毒蝇菌的嗜好。

采用这类毒菌发酵相应的戒毒中药 ,有可能对开发戒毒类药

物有所帮助。

6　发展方向

对某一具体发酵中药的研究来说 ,主要需做好以下工

作: 1)加强功能微生物的菌种选育工作 ; 2)中药发酵技术及

装备研究 ; 3)发酵中药的组方及药理活性研究 ; 4)复合微生

物发酵技术研究 ; 5)建立有效的筛选模型 ; 6)应用现代化学

分析技术 ,建立快速灵敏的分析检测手段 ; 7)在研究发酵中

药过程中如何贯彻中医理论的指导并吸收现代中医药的其

它新成果。

总之 ,利用微生物发酵中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也具

备了发展的有关条件 ,时机是成熟的。 云南省微生物研究所

在这方面已开始了有关的研究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可以预见 ,通过努力 ,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发酵中药必将对扩

大中药治疗范围、剂型改进、创制新药方面提供新的技术手

段 ,为中药吸收现代科技成果提供新途径 ,给中药研究注入

新的内容和活力 ,为中药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起着进一步

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　庄　毅 . 菌质—— 中药的一个新领域 [ J ].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

理 , 1992, 3( 2): 49-51.

[ 2 ]　徐锦堂 . 中国药用真菌学 [M ] . 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
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 1997.

[ 3 ]　马田田 . 纤维素酶用于中药提取的初步研究 [ J ] . 中草药 ,

1994, 25( 3): 123.

[4 ]　马桔云 ,赵晶岩 ,姜　颖 ,等 . 纤维素酶在黄连提取工艺中的应

用 [ J] . 中草药 , 2000, 31( 2): 103-104.

[5 ]　颜正华 .中药学 [M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1991.

·268· 中草药　 Chinese T 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 s　 2001年第 32卷第 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