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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了解决珍稀药源麝香在多年贮藏后会发生毛囊壳溃散和着生白斑问题,以便尽可能长时间的存

储。方法　对贮藏麝香所感染的微生物进行了分离鉴定,并以分离所获取的微生物为目标菌进行物理、化学抑制实

验。结果　确定了以冷藏法实现麝香长期贮藏的方案( 4 ℃度以下)。结论　此方案在国家药库实施后,获得了良好

效果。同时, 该实验还否定了原以为麝香白斑为“霉变”的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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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麝香是祖国医药宝库中最珍贵的药材之一,也

是现代香料工业的重要定香剂。由于其稀少珍贵,故

在国际市场上,价逾黄金。在过去一段时期内, 我国

一直为麝香的主要输出国。但自 20世纪 60年代以

来,由于环境破坏与过度猎杀麝等原因,我国麝类资

源已日趋枯竭,麝香产量急剧下降,麝香变得尤为稀

少珍贵
[ 1, 2]
从而保藏备用麝香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其

实我们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很重视麝香的保藏与备

用,其方法大致是: 将阴干的毛壳麝香用油纸包裹,

贮于缸中,可达数年不腐 [ 3] , 视为麝香的早期保藏。

现代麝香保藏是将毛壳麝香置棕色瓶中,蜡封口,深

藏于常年温湿较稳定的窖库中, 以避光、防潮、防

蛀[ 4] ,这样的保藏技术可使麝香贮藏期延长 10年以

上,且具有失重少, 损失少,能长期保持其油性性状

等优点。但随着贮藏时间延长仍存在麝香毛壳溃烂、

囊壳表面产生似霉斑的白斑现象, 使贮藏的麝香价

值降低。本文对能使毛壳麝香腐败和产生白斑的微

生物进行了分离和初步鉴定, 并以分离菌为抑制对

象,在实验室平皿抑制实验基础上,确定分离菌的抑

制要点,进而改革贮藏方案。经国家 6782药库具体

实施,获得良好的效果。

1　贮藏麝香染菌菌系分析及实验室抑菌试验

1. 1　材料:麝香样品:由中国药材总公司 6782单位

提供;培养基:肉汤蛋白胨培养基、高氏培养基、麦汁

培养基、加富 PDA 培养基(加入 1%蛋白胨)。

1. 2　方法

1. 2. 1　染菌菌系分离: A . 将已溃散的毛壳麝香皮

和香仁随机取样少许,置于无菌水中,制成洗脱液涂

布于营养琼脂平板表面, ( 28±2) ℃培养 3～7 d, 待

有单菌落形成, 挑至斜面培养基上培养待测。B. 将

已发生溃烂的毛壳皮样品表面消毒后, 用无菌剪刀

剪块,直接点种于营养琼脂表面, 待有菌落形成, 挑

取生长物置于无菌水中进行稀释和细胞振荡分散

后, 涂布于营养琼脂平板表面,分离至形成单菌落,

再挑取单菌落,接种于斜面培养基上培养待测。C.

为最大可能地收集麝香腐败菌,将毛壳皮屑和香仁

末少许分别置于加富 PDA 和肉汤液体培养基中培

养 24 h, 将培养液直接涂布于营养琼脂平板表面,

待形成菌落后, 分离单菌落至斜面培养基上培养待

测。D. 同时将上述培养物一套置于由焦性没食子酸

与氢氧化钠作用形成的无氧容器内,厌氧培养,分离

厌氧菌。

1. 2. 2　麝香样品染菌菌系的鉴定:将麝香样品分离

菌依据其菌落形态, 个体形态及生理生化反应,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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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到属[ 5]。

1. 2. 3　复种实验:用蒸馏水加琼脂制成不含营养物

质的琼脂平板,仅为培养物提供一个载体与合适的

生长湿度条件。上置经过灭菌的麝香仁和毛壳皮,将

分离获得的好氧菌分别喷种于麝香块上, 30 ℃培

养。同时作一组对照, 只置麝香块,不喷菌液。

1. 2. 4　化学药剂抑菌实验:改良滤纸圆片法
[ 6, 7]
。在

加富 PDA 培养基平板上, 用涂布法均匀涂布分离菌

混合培养菌种,用直径 1 cm 的灭菌滤纸圆片,充分浸

抑菌剂后, 分别置涂菌之平板表面, 置( 30±1) ℃培

养, 等菌长出后, 观察滤纸周围形成的抑菌透明圈。

1. 2. 5　控温抑菌实验:将分离菌置于不同温度下培

养,绘制其生长曲线,查找临界生长点。即挑取少许

分离菌接种于肉汤蛋白胨液体培养基中,摇匀后取

1滴显微计数, 同时将培养液分装于 9只三角瓶中,

分别置于 0℃, 5℃, 10 ℃, 20℃, 30℃, 35℃, 37. 5

℃, 40℃, 45 ℃培养48 h,适当稀释后显微计数。以

细胞数为纵座标, 以培养温度为横坐标绘制其生长

曲线。

2　实验结果

2. 1　贮藏麝香染菌菌系鉴定:从贮藏麝香中分离菌

株的个体及菌落形态见表 1。
表 1　从贮藏麝香中确定微生物的属

特　征
菌　　号　　　　　

1 2 3 4 5 6 7 8 9

菌

体

　 宽( �m) 0. 8～1 0. 6～0. 8 1～1. 1 0. 8～1 �0. 6～1 0. 6～0. 8 0. 8～1 0. 8～1 0. 6～0. 7

　 长( �m) 2. 5～3. 2 1. 5～2. 5 2. 5～3 2～3 2～2. 5 2～2. 5 2～2. 5 2～3

　 革兰氏染色 + + + + + + + + +

　 类脂粒染色 匀 匀 不匀 不匀 匀 匀 匀 匀

　 吕氏美兰染色 匀 匀 不匀 不匀 匀 匀 匀 匀

菌体排列 链状 链状 聚集成团 链状

芽 　 形状 椭圆 椭圆 椭圆 椭圆 椭圆 椭圆 椭圆 椭圆

　 孢囊膨大与否 微大 微大 微大 微大 微大 微大 微大 微大

孢 　 菌体内位置 次端生 次端生 近中生 近中生 近中生 次端生 近中生 中生

鞭毛 周生 周生 周生 周生 周生 周生 周生

有氧培养 + + + + + + + + -

接触酶 + + + + + + + +

土豆葡萄糖 　 光泽 无 无 半透明 无 有 有 有 无 有

　蛋白胨培 　 折皱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微有 有 无

　养基上菌 　 边缘 缺刻状 缺刻状 圆锯齿形 卷云状 齐 缺刻状 齐 堆云状 齐

　落特征 　 颜色 红→褐 褐色 白 白 桔红色 白 淡泥色 红黑褐色 透明

　 形状 不规则 近圆 似水泡 圆 圆 圆 圆 不规则 圆

　 色素 红色

　 光泽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肉汤琼脂培 　 折皱 有 有 几乎无 无 无 无 微有 有 无

　养基上菌 　 边缘 缺刻状 缺刻状 齐 圆锯齿状 齐 缺刻状 齐 堆云状 齐

　落特征 　 颜色 白 白 半透明 白 桔红色 白 白 淡土色 透明

　 形状 不规则 近圆 圆泡状 近圆 圆 圆 圆 不规则 圆

　 色素 红色

液体试管培 　 菌膜 片层状 层状 胶膜状 膜状 无 片层状 片层状 膜状

　养特征 　 混浊 — — — 微 — — — —

　 沉淀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颜色 淡粉 淡粉 白 白 无 白 粉白 淡粉

来源 香仁子 毛壳皮 毛壳皮 香仁 香仁 毛壳皮 毛壳皮 毛壳皮 毛壳皮

最适生长温度(℃) 30～40 30～40 30～40 30～40 30～40 30～40 30～40 30～40 30～40

4 ℃ 　 生长情况 — — — — — — — — —

　　经鉴定 3, 4号菌属芽孢菌属Bax illus cohnii , 1,

2, 6, 7, 8 号菌属芽孢杆菌属 Bacillus cohnii枯草芽

孢杆菌群, 5 号菌属葡萄球菌属 S taphylococcus

rosenbach, 9号菌属梭状芽孢杆菌属 Clost ridium.。

2. 2　复种实验: 喷涂有分离菌的平皿上, 在麝香毛

壳皮、香仁上及其周边形成一薄层肉眼可见的细菌

菌落。毛壳皮、香仁块周围能长菌可能与其中的水溶

物渗透扩散至周边基质中有关。对照组无菌落生成,

即分离菌能利用麝香进行生长。

2. 3　平皿化学药物抑菌试验:各种化学药物对麝香

分离菌系的抑制效果见表 2。

2. 4　温度对麝香分离菌生长的影响:麝香分离菌在

不同温度下生长量见图 1。

　　根据上述不同温度下的生长曲线, 设定抑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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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种化学药物抑菌试验

药　品 剂　量
抑菌能力

( cm)
剂　量

抑菌能力

( cm)
剂　量

抑菌能力

( cm)
溶　剂 备　注

山梨酸钾 0. 2% — 0. 4% — 0. 6% ○ 水

VK 0. 5% — 1% ○ 1. 5% 2　 乙醇

安西林 400 r/ mL ○ 4 000 r/ mL 2. 0 40 000 r/ mL 2. 8 水

甲硝唑 5 �g/ mL 2　 50 �g/ mL 3　 100 �g/ m L 3. 8 水

对羟基苯酸甲酯 0. 2% — 0. 4% 1. 5 0. 6% 2. 5 50%乙醇

VK+ 尼泊金酯 0. 15% + 0. 3% — 0. 2% + 0. 4% 1. 7 0. 3% + 0. 6% 2. 3 50%乙醇

包接碘 � 0. 8 3. 6 �0. 5 3　

活力碘 0. 1% — 0. 25% 1. 8 0. 5% 2. 45 水 自制

50%乙醇 — — — 溶剂干扰

排除试验

　　注:抑菌能力以抑菌圈直径( cm)表示:—表示无作用,滤纸上也能长菌;○表示滤纸上不长菌,但无抑菌圈。

图 1　麝香分离菌在不同温度下的生长曲线图

验温度为 0 ℃～4 ℃。再将分离菌喷涂于无营养

琼脂的麝香毛壳皮和香仁上,分别置0℃、4℃和20℃

培养一周。与 20 ℃培养物比较, 0 ℃和4 ℃培养物无

明显的菌落生成迹象,因此4 ℃即能抑制分离菌生长。

3　实施实验

　　因考虑到化学药品实施时存在的实际问题, 物

理方法要优于化学方法, 因此库房实施时用低温控

制法。在低于4 ℃的温度条件下贮藏麝香,经两年多

的观察记录, 对毛壳麝香 370批标样,麝香仁 50批

标样分析表明, 冷藏条件下麝香标样均保持原有状

态, 溃散不再发生,白色斑的出现大大减少,随机抽

样分析见表 3。

4　讨论
表 3　冷藏麝香样品分析

样　品标样批数 白斑增加直径(贮后—贮前) ( mm)

冷藏样 12 0 1 1 0 0 0 0 0 0 1 0 1 4 0. 33

对照样 12 12 27 31 11 36 21 23 37 13 41 32 27 311 25. 9

　　续表 3

样　品 毛壳溃散 占总数百分率( %) 总数

冷藏样 0 0 240

对照样 17 7. 1 240

4. 1　分离菌对化学药品敏感, 对温度也敏感,但用

温度控制比用化学方法好,不会引起其他不必要的

负反应,处理时的损失要少得多。

4. 2　在感染菌分离时,没有分离出霉菌, 特别用着

生白斑的斑块点种,也未分离到霉菌。笔者以为这一

结果, 既与麝香感染菌中菌类少且主要是芽孢杆菌

相对应, 也与麝香具有抗炎作用相对应
[ 8～10]

。芽孢

的耐受性要比一般微生物的营养细胞高一些,故对

麝香能产生腐败作用的主要是这些细菌。

4. 3　麝香白斑物质曾被认为是霉斑[ 11] ,我们通过

对麝香白斑物质进行分析与培养观察,首次肯定这

些白斑物质不是霉斑。镜检和电镜扫描发现其呈针

柱状结晶,因而断定其为麝香在保藏过程中的析出

物。这一结果,否定了以前认为麝香白斑物质是发生

霉变的霉斑的错误认识,为那些着生白斑的贮藏麝

香仍具有药用价值提供了有力依据,使之免遭淘汰,

从而为国家挽回了巨额损失。同时说明麝香内部物

质在常温下贮藏会有部分物质损失, 且会有结晶在

毛壳表面形成。冷藏起到了遏制白斑生成的作用, 对

保护贮藏麝香药理活性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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