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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在光合细菌开发中的应用△

安徽大学生物系 (合肥 2 3 0 0 3 9) 芙 荣
介

王怡平
‘ ’

洪旭华 程 丹

摘 要 在培养基中添加一 定浓度 的木瓜
、

括楼
、

女 贞子
、

郁金等 中草药 的浸 提液
,

可 明显促进光

合 细菌的生长
,

其中以括楼 的效果最 明显
。

某些 中草药除本身有一定 的抑菌作用外
,

还对光合细菌

的抑菌作用有一定程度 的提高
。

指 出在 水产养殖等实际应 用 中
,

添加某些 中草药既能促 进光合细

菌的生长
,

又可增强其 抑制其它细菌生 长的能力
。

关键词 光合细菌 中草药 促 生作用 抑 菌作用 生长 曲线

光合细菌是一类具有原始光能合成体系

的原核生物
,

在 自然界分布十分广泛
。

在不同

的 自然环境下
,

具有固氮
、

脱氮
、

固碳
、

硫化物

氧化等多种功能
。

光合细菌的菌体本身富含

蛋白质 (60 % 以上 )
、

维生素
、

辅酶及多种生理

活性 物质 〔‘一 “〕
,

用它作饲料添加剂
,

能促进禽

畜及水生动物的生长
,

增强其抗病能力
。

目前

光合细菌在水产养殖中的研究应用
,

取得 了

显著的净化水质和增产效果闭
。

如何在短时

间低成本 的条件下
,

获得高浓度的高活性 的

光合细菌菌体
,

以适应生产实际的需要
,

是一

个迫切 的问题
,

我们选用几种较常见的中草

药
,

采 用红螺菌科 的 3 种菌的混合菌种
,

进行

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实验菌株
:

由本室从极 阳县东湖养殖场

池底沉积物分离获得
。

经鉴定为
:

荚膜红假单

胞菌 R h o d oP
se u d o m o n a s c

aP
s u la ta

,

球形红假

单胞 菌 RP
s. sP h ae ro id es

,

沼泽 红假单 胞菌

尽户5
.

Pa lu s t ri s 。

1
.

2 中草药浸提
:

试选 中草药包括木瓜
、

括

楼
、

女贞子
、

郁金
、

夏枯草
,

称重后加人 5 倍重

量的水
,

用砂锅在文火中煎 l h
,

过滤后即得

原液
,

1 1 5
O

C 灭菌 2 0 m in
。

1
.

3 光 合 细 菌 生 长 的培 养 基
:
N a CI 1 9

,

C H
3
CO O N a 2 9

,

M g S O
、 ·

7 H
Z
O O

·

5 9
,

K H
Z
PO

‘ 0
.

5 9
,

酵 母 粉 1 9 ,

蒸 馏 水 1 0 0 0

m L
。

1
.

4 培养条件
:

分别在试管和 15 0 m L 的三

角烧瓶中进行 光合细菌 的培养
,

将一定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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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 年获南 京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学位
。

1 9 8 9 年 至今 在安徽大学生物系微生物教研室任教
,

主要从事
微生物学理论及微生 物应用的研究

。

先后参加 了农业部重点项 目
“

光合细 菌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
” ,

省 自然科学基金
“

木质素
降解微生物 的筛选及其在造纸制浆中的应用

”

课题
,

已发 表论文 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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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原 液加人灭 菌的培 养基 中
,

调节 p H

值 在 7
.

0 左右
。

接种时光合细菌母液 O D 660 值

3
.

0
,

两 种容器分 别按 5 % (试管 )
、

2 % (三 角

烧瓶 )的接种量接种
,

置 2 8o C
,

5 00 lx 光照培

养
,

一定时间后
,

分别 以不加菌的含药培养基

为对照空白
,

测定 O D 值
。

1
.

5 抑菌实验
:

选择黄色八叠球菌
、

大肠杆

菌
、

金黄色葡萄球 菌
、

变形杆菌 4 种细菌
,

在

牛肉膏斜面培养基上培养 24 h
,

加人无菌水

制成菌悬液 (约 1 0 8

/ m L )
,

进行抑菌实验时
,

将它们倒入培养皿 中
,

作为双碟上层
,

每皿放

牛津 杯 6 只
,

3 7℃ 培养 18 h 测抑 菌圈 的大

小
。

2 结果

2
.

1 中草药水浸液对光合细菌生长的影响
:

实验结 果表明
,

某些中草药在一定浓度范围

内可促进光合细菌的生长 (表 1)
。

当向试管

培养液 中加人稀释 2 0一 3 0 0 倍 的中草药浸提

液 时
,

含木瓜 的光合 细菌培养 液 O D “。

可达

2. 8 3 2 一 3. 9 5 2 ; 含 括楼 的光 合 细 菌 培养 液

O D
66 。

可 达 2
.

9 4 7 一 4
.

0 1 3 ; 含 郁 金 的 可 达

2
.

6 8 3 一 3
.

4 6 0 ; 加 女 贞 子 的 可 达 2
.

6 3 8 一

3
.

2 6 7 ; 加夏枯草的可达 2
.

1 2 0 一 3
.

0 5 3 ; 而空

白的光合细菌培养液仅为 1
.

4 5 5
。

稀释 50 倍

的中草药促生作用最为明显
。

用三角烧瓶作相 同实验
,

也得到相似 的

结果
。

表 1 光合细 菌在中草药水漫液培养基中的生长

(试管法 )

O D “
。

值 浸 提 液 稀 释 度

中草药 空 白 l
:
2 0 1

: 5 0 1 :
10 0 1

:
20 0 1

:
3 0 0

木 瓜 1
.

4 4 5 3
.

5 3 6 3
.

9 5 2 3
.

10 5 2
.

9 34 2
.

8 3 2

括 楼 1
.

4 3 7 3
.

9 5 0 4
.

0 1 3 3
.

5 14 3
.

0 7 4 2
.

9 4 7

郁 金 1
.

4 3 9 3
.

4 8 5 3
.

4 6 0 3
.

2 1 7 2
.

8 3 0 2
.

6 8 3

女贞子 1
.

5 1 0 3
.

2 0 7 3
.

2 6 7 3
.

0 1 4 2
.

7 0 3 2
.

6 3 8

夏枯草 1
.

3 9 4 3
.

0 5 3 2
.

9 8 5 2
.

7 6 5 2
.

4 0 5 2
.

1 2 0

注
:

细 菌于试 管 中微 好氧 培养 36 h (2 so C
,

5 0 0 lx )
,

空 白

为不加 中草药 的培养液
,

浸提液稀释 度为 中草 药浓缩液 的

稀释度

2
.

2 中草药对光合细菌生长曲线的影响
:

选

择稀释 50 倍 的中草药浸提液
,

进行光合细菌
·

2 9 4
·

生长周期 的测 定
,

如 图 1
,

从 比较 中可知
,

加

中草药的光合细菌的对数期可提前 2一 s h
,

且稳定期长
。

时间 r (h )

1
一

括楼 2
一

木瓜 3
一

郁金 4 一女贞子 5
一

空 白

图 1 中草药对光合细菌生长曲线的影响

2
.

3 中草药浸提液对光合细菌抑菌作用的

影响
:

选择黄色八叠球菌
、

变形杆菌
、

大肠杆

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做抑菌实验
。

结果 发现

括楼
、

木瓜
、

郁金
、

女贞子
、

夏枯草几种 中草药

对上述细菌均有一定程度的抑菌作用
,

其 中

以木瓜和夏枯草 的抑菌作用较大
,

其抑菌圈

的大小相当于 80 U / m L 的土霉素的抑菌圈
。

光合细菌和中草药的混合液的抑菌作用要比

其 中任一种的单独作用大 (表 2 )
。

表 2 中草药对光合细菌抑菌作用的影响

(单位 一
e m )

试验菌

抑菌物
变形 大肠 黄色八 金黄色

杆菌 杆菌 叠球菌 葡萄球菌

土霉素 1
.

2 4 1
.

2 3 1
.

4 7 1
·

3 2

光合细菌 1
.

1 3 1
.

2 1 1
.

3 1 1
.

1 2

木 瓜 1
.

4 0 1
.

2 3 1
.

4 2 1
.

1 5

木瓜 + 光合 细菌 1
.

4 5 1
.

3 2 1
·

5 0 1
·

2 3

括 楼 1
.

4 0 1
.

2 0 1
.

2 5 0
·

9 7

括楼 + 光合细菌 1
.

4 4 1
.

3 1 1
.

3 4 1
·

0 5

郁 金 1
.

15 1
.

10 1
.

2 0 1
·

0 8

郁金 + 光合细菌 1
.

20 1
.

2 5 1
·

23 1
·

13

女贞子 1
.

3 0 1
.

2 5 1
.

3 2 1
·

2 5

女贞子 + 光合细菌 1
.

35 1
.

29 1
.

40 L 27

夏枯草 1
.

3 5 1
.

3 0 1
.

1 0 1
·

1 5
’

夏枯草 + 光合细菌 1
.

35 1
.

29 L 21 1. 25

注
:

细菌于 3 7o C 培养 18 h
,

以上数据均为 6 个数据的平

均值
。

单用光合细菌的 O D “。

为 O
.

6( 无菌水稀

释 ) ;
单用中草药的浓度为原液稀释 2 0 倍

;光



合 细 菌 与 中 草 药 的 混 和 液 中
,

光 合 细 菌

O D “
。

值为 0
.

6
,

再加 5 %的中草药原液
。

土霉

素浓度为 s o u / m L
。

3 讨论

在培养基中添加一定浓度的木瓜
、

括楼
、

女贞子
、

郁金等 中草药的浸提液
,

可 明显促进

光合细菌的生长
。

这与中草药的某些成分阁

有关
。

如木瓜
、

括楼 中含有苹果酸
、

酒石酸等 ;

女贞子含甘露醇
、

棕桐酸等 ; 夏枯草含齐墩果

酸等
,

这些成分均能被实验菌的一种或共 同

利用
,

为光合细菌提供 了营养成分 ;此外
,

中

草药 中的有机酸均为弱酸
,

在培养液 中起缓

冲作用
,

加人 中草药浸提液
,

可使培养液 p H

值相对稳定
,

有利于光合细菌的生长
。

中草药

的加人
,

提高了光合细菌的活性
,

而且 中草药

本 身也含有某些抑菌成分
,

所以造成 中草药

浸提液对光合细菌的抑菌作用有一定程度的

提高
。

关于影响光合细菌生长的因素的研究
,

目前都集 中于对单一的碳源
、

光照强度
、

温度

及 pH 值的讨论 [’,
6〕

。

鲜见到利用中草药促进

光合细菌生长的报道 [6j
。

本实验采用几种中

草药对 3 种光合细菌的混合菌进行了试验
,

取得了 良好效果
。

中草药的应用提高了光合细菌的菌株密

度
,

便于浓缩的制造干菌体
,

为利用光合细菌

的菌体提供了方便
。

此外 中草药有一定的抑

菌作用
,

且增强光合细菌的抑菌作用
,

起到抗

病防病作用
。

中草药在光合细菌培养中的应

用
,

可 以降低成本
,

促进光合细菌生长
,

亦显

其实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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