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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固体发酵对板蓝根和大青叶抑菌的增效作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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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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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 OR种不同食（药）用真菌菌株对板蓝根和大青叶的双向固体发酵的转化作用，得到具有较好抑菌作用

的发酵菌质产物。方法= =经过板蓝根和大青叶平板初筛法和三角瓶复筛法，获得能在大青叶和板蓝根上生长的优势菌株；进

一步通过抑菌实验和薄层色谱（qiC）实验，确定发酵得到的菌质产物的抑菌作用。结果= =复筛得到能够在板蓝根（灵芝

NN、灵芝 NP、灵芝 T）和大青叶（灵芝 O、灵芝 NN、灵芝 P）上生长良好的菌株，其中含灵芝 P和灵芝 NN的发酵液与空白

对照相比具有较好的抑菌作用。qiC 结果显示，灵芝 O 发酵大青叶的甲醇提取物有蓝色斑点为发酵后新增成分。结论= =板

蓝根和大青叶经药用真菌进行双向固体发酵后能够有效提高其抑菌作用，而且有新物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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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lbjective= = qo=explore=the=bidirectional=solid=fermentation=transformation=of=OR=different=edible=fungal=strains=with=fsatidis 

oadix= EfoF= and= fsatidis colium= EfcF= to=get= the= synergism= antibacterial=effect= of= fermentation=substanceK=jethods= = qhe=dominant=

strains=grown=on=fo= and= fc=were=obtained=through=initial=screening=and=repeated=screeningK=qhe=antibacterial=effect= of= fermentation=

product= substance=were=determined=by=antibacterial= test= and=qiCK= oesults= = qhe= results= showed= that= repeated= screening=got= three=

strains=which=could=grow=fast=in=fo=EdJNNI=dJNPI=and=dJTF=and=fc=EdJOI=dJNNI=and=dJPFK=qhe=dJP=strain=and=dJNN=strain=fermentation=

substance=had=better=antibacterial=effect=than=fo=and=fc=respectivelyK=qhe=methanol=extract=of=dJO=fermented=fc=substance=appeared=a=

new=spot=by=qCiI=it=should=be=an=additional=component=after=fermentationK=Conclusion= = qhe=bidirectional=solid=fermentation=could=

improved=antibacterial=effect=of=fo=and=fcI=and=the=new=active=ingredients=can=be=producedK= =

hey=wordsW=fsatidis= oadixX= fsatidis coliumX= edible= fungiX=antibacterial=effectX=qiCX=biJdirectional=solid=fementationX= fermentation=

substanceX=danodorma=

=

药用真菌双向固体发酵工程的关键是选用菌丝

生长旺盛、对中药药材适应性较强的药用真菌，在

一定条件下对药材进行固态发酵炮制，使得药性基

质既能为真菌生长提供所需营养，同时其物质基础

又可被真菌的生长代谢改变，从而可能产生新的性

味和功能，即具有双向性，因而被称为双向发酵xNz。

若发酵组合设计正确、生产工艺合理，双向发酵可

起到对中药的减毒、增效、扩效等作用xOJQz。=

板蓝根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肿、利咽之功效。

在临床上用于预防病毒性感冒和治疗腮腺炎xRz。大

青叶是常用的清热解毒药，具有抑杀病原微生物、

提高机体免疫力等作用，临床上用于流感、腮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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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和肿瘤等xSz。现代研究证明灵芝对于人类的神

经系统、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代谢系统及心血

管系统均有一定的作用，有提高机体免疫力、保肝

解毒、降血糖、抗肿瘤、抑菌等多方面的功效xTz。=

灵芝的传统生产方式，如野外采集或人工栽培

生产子实体（或菌核）易受到野生资源稀缺，子实

体栽培生产周期长（Q～S个月）的限制；液体发酵

尽管周期短（U～NR= d），但发酵条件要求严格，容

易污染，且干物质产量低，生产成本高，工业化规

模也受到限制xUz。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庄毅教授xNz、

江南克大学的章克昌教授xVz都提出了利用药用真菌

来转化中草药，以求达到倍增效应，指出这方面的

研究有很大的潜力和应用价值。经过调查发现实践

中对于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和报道还很少。=

本实验选用板蓝根、大青叶与 OR种不同的食药

用真菌，初步探索了二者的复合型双向发酵，考察

灵芝发酵基质中的有效成分的变化，同时希望能丰

富这方面的理论，为相关的研究提供借鉴，并为中

药渣处理难的问题和开发新型药物提供一个思路。=

N= =仪器与材料=

_qUMOR_Oe型恒温振荡培养箱，深圳永业昌机

电有限公司；jguJNSM型恒温培养箱，宁波江南仪

器厂；CiJPOi 型高压灭菌锅，Aim 公司；RAOMMP

型精密电子天平，良平仪器；qnewJOMMOA型台式

恒温振荡器，太仓市华美生化仪器厂；_aCJNUU型

冰箱，博西华家用电器有限公司；aedJVNQMA型电

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

板蓝根 fsatidis oadix 和大青叶 fsatidis colium

均购于张掖市民乐县，由河西学院高级实验师陈叶

老师鉴定为十字花科菘蓝属植物菘蓝 fsatis 

indigotica=cortK=干燥根和叶，粉碎SM目备用；食（药）

用真菌菌株灵芝 danoderma 为多孔菌科灵芝属真

菌赤芝 danoderma lucidum=EieyssK=ex=crKF=harstK，木

蹄层孔菌为多孔菌科层孔菌属真菌木蹄层孔菌

comes fomentarius=EiKWcrKF=hickK，灰栓菌为多孔菌科

栓菌属灰栓菌 Trametes griseoJdura EiloydF=qeng，猪

苓为多孔菌科树花属真菌猪苓 molyporus umbellatus=

EmersKF= cries，猴头菌为猴头菇科猴头菇属猴头菌

eericium erinaceus=Eoull=ex=cKF=mersK，羊肚菌为羊肚

菌科羊肚菌属羊肚菌jorehella esculenta EiKF=mers，

均由河西学院真菌应用工程实验室提供。其中灵芝、

桑黄和木蹄层孔菌菌株的不同编号为实验室分离到

的不同菌种的编号。初筛平板培养基：板蓝根粉末

TR=g（大青叶粉末 UP=g），琼脂 NM=g，水 N=MMM=mi，

pe值自然；复筛培养基：切成 MKR=cm的板蓝根（大

青叶），加入 SMB的水，pe值自然。=

葡萄糖、琼脂、牛肉膏、蛋白胨、氯化钠、苯

酚、氯仿、VRB乙醇、丙酮、甲醇、靛蓝、硅胶、

羧甲基纤维素钠均为分析纯。=

O= =方法与结果=

OKN= =菌种的活化=

将 OR种食（药）用真菌分别接种于试管斜面，

放于 OU=℃恒温箱内培养 V=d，然后将斜面活化的灵

芝菌种分割成 S=mm
O大小的菌块，取 N块 S=mm

O大

小的菌块，接种到 maA培养基上，放于 OU=℃恒温

箱内培养 V=d备用。=

OKO= =食（药）用真菌菌株的初筛=

将活化后的 OR种真菌的平板菌丝体，用无菌打

孔器打取直径 S= mm菌块分别置于板蓝根和大青叶

初筛平板培养基上，每个菌株设定 P个平行，培养

V= d，用十字交叉法测定菌落直径，求出生长速度

（mmLd）并记录菌丝生长长势（以菌丝密度表示，

长势浓密用“HHH”表示，较浓密用“HH”表示，

稀疏用“H”表示），确定在板蓝根和大青叶上生长

速度较快的菌株xNMz。=

OKOKN= =板蓝根对不同食（药）用真菌菌株菌丝体生

长的影响= =将 OR种食（药）用真菌菌株接入板蓝根

初筛培养基后，实验结果（表 N）表明，灵芝 T、灵

芝 NN、灵芝 NP、木蹄层孔菌 N、灰栓菌和灵芝 S这

S株菌在板蓝根初筛培养基上较maA培养基上菌丝

体生长迅速并且菌丝生长浓密L较浓密，说明板蓝根

能够促进其菌丝体的生长，而这种促进作用可能是

板蓝根提供了额外的营养成分。其余 NV株菌在板蓝

根初筛培养基上的生长速度低于其在 maA 培养基

上的生长速度，说明板蓝根对这些真菌菌株的生长

可能存在抑制作用。因此在初筛过程中以上 S株真

菌生长迅速，菌丝浓密L较浓密，符合双向固体发酵

对发酵菌株的要求，可作为复筛的菌株。=

OKOKO= =大青叶对不同食（药）用真菌菌株菌丝体生

长的影响= =将 OR种食（药）用真菌菌株接入大青叶

初筛培养基中后，实验结果（表 O）表明，灵芝 N、

灵芝 O、灵芝 P、灵芝 NN、灵芝 NQ这 R株菌在大青

叶培养基上较 maA 培养基上菌丝体生长迅速并且

菌丝浓密，灵芝 NP和木蹄层孔菌 N这 O株菌在大青

叶培养基上菌丝体生长较 maA培养基上略有增加，

且菌丝较浓密，说明大青叶能够促进以上 T株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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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N= =板蓝根对食= E药F=用真菌菌株菌丝体生长的影响=

qable= N= = bffect= of= fo on= mycelial= growth= of= edible=

EmedicinalF=fungi=

菌株=
生长速度LEmm·d−NF=

菌丝密度=
maA培养基= 板蓝根培养基=

灵芝 T= = QKO= NUKM= HHH=

灵芝 NN= = TKM= NQKS= HHH=

灵芝 NP= = TKO= = VKR= HHH=

木蹄层孔菌 N= = OKU= = QKS= HHH=

灰栓菌= NNKO= NQKQ= HHH=

灵芝 S= NMKT= NQKO= HH=

灵芝 NR= NMKU= = VKU= HH=

灵芝 V= NMKO= = UKQ= HH=

灵芝 O= NUKM= NQKM= HH=

灵芝 P= NUKM= NOKV= HH=

灵芝 NM= NQKS= = VKM= HH=

桑黄JO= = QKS= = QKQ= HH=

灵芝 NO= NQKO= = UKQ= HH=

灵芝 NQ= NQKQ= = SKS= HH=

灵芝 R= NQKQ= = SKO= HH=

灵芝 U= NMKO= = RKQ= HH=

泰山仙芝= = RKQ= = QKS= H=

白灵芝= = RKQ= = OKQ= H=

猪苓= = RKQ= = OKO= H=

灵芝 Q= = QKU= = OKO= H=

大猴头= = PKU= = NKU= H=

灵芝 N= NQKS= = QKU= H=

猴头菌= = TKS= = QKU= H=

羊肚菌= = PKQ= = NKS= H=

木蹄层孔菌 O= = RKO= = NKQ= H=

=

丝体的生长，这种促进作用可能是大青叶提供了额

外的营养。其余 NU株菌在大青叶上的生长速度低于

其在 maA 培养基上的生长速度，说明大青叶对这

些真菌的生长可能存在抑制作用。因此在初筛过程

中以上 R株生长迅速、菌丝浓密的真菌，符合双向

固体发酵对发酵菌株的要求，可作为复筛的菌株。=

OKP= =食（药）用真菌菌株的复筛=

选取初筛过程中生长旺盛、长势良好的几种药

用真菌菌种，用打孔器取直径 S= mm菌丝块 O块分

别接入板蓝根、大青叶复筛的发酵培养基中。每个

菌株设定 P 个平行，置于 OU=℃的恒温箱中培养，

测定菌丝长满培养基的时间。=

OKPKN= =板蓝根对不同食（药）用真菌菌株固态发酵=

表 O= =大青叶对不同食= E药F=用真菌菌株菌丝体生长的影响=

qable=O= =bffect=of=fc=on=mycelial=growth=of=different=edible=

EmedicinalF=fungi=

菌株=
生长速度LEmm·d−NF=

菌丝密度=
maA培养基= 大青叶培养基=

灵芝 P= NOKT= NUKM= HHH=

灵芝 O= NRKR= NUKM= HHH=

灵芝 NQ= NOKS= NQKQ= HHH=

灵芝 NN= = VKU= NMKO= HHH=

灵芝 N= NPKQ= NQKS= HHH=

木蹄层孔菌 N= = TKO= = UKT= HH=

灵芝 NP= = TKO= = UKO= HH=

灵芝 R= = UKU= = TKU= HH=

灵芝 NM= = TKS= = TKQ= HH=

灰栓菌= = TKO= = TKM= HH=

灵芝 NR= = SKU= = SKQ= HH=

猴头菌= = TKS= = RKO= HH=

灵芝 S= = SKO= = QKT= HH=

泰山仙芝= = TKM= = QKQ= H=

白灵芝= = RKQ= = QKO= H=

灵芝 NO= NQKQ= = QKO= H=

灵芝 U= NMKO= = QKO= H=

桑黄JO= = QKQ= = PKS= H=

猪苓= = RKQ= = OKS= H=

灵芝 V= NTKO= = OKM= H=

灵芝 T= = QKO= = OKM= H=

木蹄层孔菌 O= = RKO= = NKU= H=

灵芝 Q= = QKU= = NKS= H=

大猴头= = PKU= = NKQ= H=

羊肚菌= = PKQ= = NKO= H=

=

的影响= =在板蓝根复筛培养基中，菌丝生长总的情

况如下：接种后第 N～O天菌种处于恢复阶段；第 P

天菌丝开始萌发；第 Q～T天菌丝生长迅速并且菌丝

浓密纯白，向四周生长；长满三角瓶需 U～NQ=d。对

其菌丝生长的情况进行了观察和记录（表 P）。=

本实验选用初筛中长势良好的 S株菌进行了实

验，结果表明，灵芝 NN、灵芝 NP 菌丝生长快，长

满三角瓶中的板蓝根培养基分别需要 U=d和 V=d，且

菌丝体浓密；灵芝 T生长速度次之，长满三角瓶中

的板蓝根培养基需要 NM=d；灵芝 S、木蹄层孔菌 N、

灰栓菌发菌速度较慢，长满三角瓶分别需要 NP、NQ=

d。因此选择灵芝 NN、灵芝 NP、灵芝 T进行下一步

决筛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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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 =不同真菌在板蓝根复筛培养基上的长势比较=

qable=P= =Comparison= on=growth= rate=of= different= fungi= in=

medium=for=fo=rescreening=

菌株= 发酵天数Ld= 菌丝密度=

灵芝 NN= = U= HHH=

灵芝 NP= = V= HHH=

灵芝 T= NM= HH=

灵芝 S= NP= H=

灰栓菌= NQ= H=

木蹄层孔菌 N= NQ= H=

=

OKPKO= =大青叶对不同食（药）用菌固态发酵的影响= =

在大青叶复筛培养基中，菌丝生长总的情况如下：

接种后第 N～O天菌种处于恢复阶段；第 P天菌丝开

始萌发；第 Q～S 天菌丝生长迅速而且菌丝浓密纯

白，向四周生长；长满三角瓶需 T～NO=d。对其菌丝

生长的情况进行了观察和记录（表 Q）。本实验选用

初筛中长势良好的 R株菌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

灵芝 P、灵芝 NN菌丝生长浓密，发菌整齐，生长速

度快，长满三角瓶分别需要 T=d和 U=d，灵芝 O次之，

长满三角瓶需要 V=d；而灵芝 N和灵芝 NQ发菌速度

较慢，长满三角瓶分别为 NO=d和 NN=d。因此选择灵

芝 O、灵芝 NN、灵芝 P进行下一步决筛实验。=

OKQ= =灵芝菌种的决筛=

OKQKN= =抑菌实验= =采用打孔法进行抑菌实验xNNz。=

（N）发酵产物水提物制备：选取复筛中长势良=
=

表 Q= =不同真菌在大青叶复筛培养基上的长势比较=

qable=Q= =Comparison= on=growth= rate=of= different= fungi= in=

medium=for=fc=rescreening=

菌株= 发酵天数Ld= 菌丝密度=

灵芝 P= = T= HHH=

灵芝 NN= = U= HHH=

灵芝 O= = V= H=

灵芝 NQ= NN= H=

灵芝 N= NO= H=

好，菌丝长满发酵培养基的发酵材料，放入 SM=℃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中烘干，粉碎过 SM目筛。按 N∶

NM的料液比加入蒸馏水xNOz，SM=℃水浴 O= h后，滤

过并浓缩至原液体积的 NLQ，所得浓缩液备用。=

（O）菌悬液的制备：将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

菌接种于斜面培养基，于 PT=℃培养 OM= h，制备成= = =

N×NMS=CcrLmi菌悬液，备用xNPz。=

（P）发酵产物的抑菌实验：在牛肉膏蛋白胨固

体培养基平板上，加入 MKN=mi菌悬液涂布均匀后，

用无菌打孔器打直径为 S= mm 的孔，每个平板打 Q

个孔，用无菌镊子挑出琼脂块。在琼脂孔中加入 MKO=

mi 提取液，每个样品做 P 个平行。以无菌水作空

白，未发酵的板蓝根大青叶标准液作对照组。最后

将培养平板置于 PT=℃的恒温培养箱培养 OQ=h后十

字交叉法测量抑菌圈直径，以抑菌圈的直径来表示

抑菌物质的抑菌活性xNQz。=

（Q）板蓝根发酵后的抑菌效果：从表 R中可以

看出，在对板蓝根进行双向固体发酵后，水提物对

大肠杆菌和枯草杆菌的抑菌圈直径比未发酵板蓝根

标准液的抑菌圈直径大，但不同灵芝菌种双向固体

发酵后对大肠杆菌及枯草芽孢杆菌所产生的抑菌效

果不同，发酵前后的板蓝根对四叠球菌均没有抑菌

作用。含灵芝 NN的发酵液抑菌效果与其他 O种发酵

液相比效果较好，这与其复筛时生长速度快，菌丝

浓密，较为适应板蓝根培养基的特性相一致。这说

明，利用灵芝 NN进行板蓝根的双向固体发酵可以有

效提高板蓝根的抑菌作用。=

（R）大青叶发酵后的抑菌效果：从表 S可以看

出，在对大青叶进行双向固体发酵后，水提物对大

肠杆菌和枯草杆菌的抑菌圈直径比未发酵大青叶标

准液的抑菌圈直径大，但不同灵芝菌株固态双向发

酵后对大肠杆菌及枯草芽孢杆菌所产生的抑菌效果

不同，发酵前后的板蓝根对四叠球菌均没有抑菌作

用。含灵芝 P的发酵液抑菌效果与其他 O种发酵液

相比效果较好，这与其复筛时生长速度快，菌丝浓=
=

表 R= =不同真菌在板蓝根发酵培养基发酵后抑菌效果的变化=

qable=R= =Changes=in=inhibition=of=fermentation=medium=for=different=fungi=after=fo=fermentation=

指示菌=
抑菌圈直径Lmm=

灵芝 T对照组= 灵芝 T实验组= 灵芝 NP对照组= 灵芝 NP实验组= 灵芝 NN对照组= 灵芝 NN实验组=

大肠杆菌= NOKNM= NRKNM= NPKMR= NSKNN= NQKMT= NTKNT=

枯草芽孢杆菌= NOKPO= NPKUP= NOKTT= NQKRP= NOKPQ= NQKRU=

四叠球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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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不同真菌在大青叶发酵培养基发酵后抑菌效果的变化=

qable=S= =Changes=in=inhibition=of=fermentation=medium=for=different=fungi=after=fc=fermentation=

指示菌=
抑菌圈直径Lmm=

灵芝 NN对照组= 灵芝 NN实验组= 灵芝 O对照组= 灵芝 O实验组= 灵芝 P对照组= 灵芝 P实验组=

大肠杆菌= NPKUM= NVKPR= NQKTT= OOKNS= NNKQP= ORKRM=

枯草芽孢杆菌= NRKNU= NUKOS= NRKOT= ONKPO= NSKMU= OOKNT=

四叠球菌= —= —= —= —= —= —=

=

密，较为适应大青叶培养基的特性相一致。这说明，

利用灵芝 P进行大青叶的双向固体发酵可以有效提

高大青叶的抑菌作用。=

OKQKO= =发酵产物的薄层色谱（qiC）实验= =将板蓝

根和大青叶发酵物烘干后粉碎，按 N∶NM的料液比

加入甲醇，置于超声波下 QM=℃超声 NR=min，离心

取上清液备用xNRz。将薄层板在 NMR=℃下烘烤 QM=

min，置于干燥器冷却后xNSz，用微量注射器吸取供

试品溶液与 MKN= mgLmi 靛蓝对照品溶液点在同一

薄层板上，竖直放入层析缸中，盖上盖子，展开，

待溶液上升到一定距离后取出薄层板，画出展开剂

的前沿线。将取出的薄层板在 NMR=℃下加热 NM=

min，用热风吹干，置于紫外灯下检视显色。将板

蓝根和大青叶发酵后提取物以苯J氯仿J丙酮（R∶

Q∶N）为展开剂进行薄层色谱分析，结果如图 N

和图 O所示。=

图 N的 qiC实验结果表明，含不同灵芝的板蓝

根发酵液在靛蓝对照处均有斑点出现，并且斑点面

积有所改变。这说明不同灵芝与板蓝根进行双向固

体发酵后均含有靛蓝成分，并且进行发酵后其量较

之前有所改变。=

图 O的 qiC实验结果表明，含不同灵芝的大青

叶发酵液在靛蓝对照处均有斑点出现，其中含灵芝

O 的发酵液除含有靛蓝斑点外，还出现了另外的斑=

= =

NJ灵芝 NN= = O、RJ靛蓝= = PJ灵芝 T= = QJ灵芝 NP= = SJ板蓝根原液=

NJdanoderma=NN= = OI=RJindigo=blue= = PJdanoderma T=

QJdanoderma=NP= = SJextracting=solution=of=fo 
=

图 N= =不同板蓝根发酵液提取物的 qiC图=

cigK=N= =qiC=of=different fermentation=extract=from=fo=

= =

NJ灵芝 P= = O、RJ靛蓝= = PJ灵芝 O= = QJ灵芝 NN= = SJ大青叶原液=

NJdanoderma=P= = OI=RJindigo=blue= = PJdanoderma O= = =

QJdanoderma=NN= = SJextracting=solution=of=fc=

=

图 O= =不同大青叶发酵液提取物的 qiC图=

cigK=O= =qiC=of=different=fermentation=extract=from=fc=

=

点。这说明不同灵芝与大青叶进行双向固体发酵后

均含有靛蓝成分，并且含灵芝 O的大青叶发酵液出

现了新的有效成分，具体是何种物质，还需进一步

的探究。=

P= =讨论=

本实验通过平板初筛法和三角瓶复筛筛选，分

别得到了 P株在板蓝根和大青叶培养基上生长的优

势菌株灵芝 NN、灵芝 NP、灵芝 T和灵芝 NN、灵芝 O、

灵芝 P。进一步通过测定其抑菌圈直径以及 qiC有

效成分的初步分析，研究和对比了这几种菌株发酵

后的抑菌效果及新生成的有效成分。结果发现，经

过灵芝菌发酵的菌质抑菌效果比没有经过发酵的板

蓝根和大青叶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qiC 结果显

示，不同灵芝与板蓝根和大青叶进行双向固体发酵

后均含有靛蓝成分，并且进行发酵后其量较之前有

所提高。含灵芝 O发酵液的甲醇提取物 qiC后发现

有蓝色斑点为发酵后新增成分，但具体为何种成分，

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综上所述，利用有益菌进行的双向固体发酵能

够有效提高中药基质中的药用成分，为开发一种新

型药物提供了可能，证实了新型固体发酵这种思路

的合理性。=

N= O= P= Q= R= S=

N= O= P= Q= R= S=



中草药= = Chinese=qraditional=and=eerbal=arugs= =第 QT卷=第 NU期= OMNS年 V月=

= =

·PNVO·=

参考文献=

xNz 庄= =毅K=药用真菌新型= E双向型F=固体发酵工程= xgzK=

中国食用菌I=OMMOI=ONEQFW=PJSK=

xOz 高慧娟I=余梦瑶I=江= =南I=等K=双向固体发酵对川芎活

血化淤的增效作用= xgzK=时珍国医国药I= OMNNI= OOESFW=

NPTMJNPTOK=

xPz 侯志帆I=梁永红I=何礼标I=等K=灵芝双向固体发酵雷公

藤后菌质化学成分变化初步研究= xgzK= 中草药I= OMNOI=

QPEOFW=OPQJOPTK=

xQz 阮= =鸣K=不同药= E食F=用真菌固体发酵对黄芪中黄芪

甲苷的影响= xgzK=中草药I=OMNNI=QOETFW=NQONJNQOQK=

xRz 李楚源I=曾令杰K=板蓝根研究进展= xgzK=现代中药研究

与实践I=OMMRI=NVEPFW=RNJRRK=

xSz 武彦文I=高文远I=肖小河K=大青叶的研究进展= xgzK=中

草药I=OMMSI=PTERFW=TVPJTVRK=

xTz 刘高强I=丁重阳I=王晓玲K=灵芝三萜类化合物的抗癌

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 xgzK= 菌物学报 I= OMMTI= OSEPFW=

QTMJQTSK=

xUz 刘= =媛I=丁重阳I=章克昌I=等K= NM 种中药对灵芝液体发

酵的影响 = xgzK= 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 I= OMMUI= OTEPFW=

NOPJNOSK=

xVz 章克昌K=药用真菌研究开发的现状及其发展= xgzK=食品

与生物技术I=OMMOI=ONENFW=VVJNMPK=

xNMz 魏生龙I=连海丽I=于海萍I=等K=矿质营养与其他生长物

质对荷叶离褶伞菌丝生长的影响= xgzK=菌物学报I= OMMUI=

OTEOFW=OMNJOMUK=

xNNz 路振香I=时维静I=杨用光K=中草药对大肠杆菌体外抑菌

试验= xgzK=中兽医医药杂志I=OMMQI=QESFW=NQJNRK=

xNOz 张春秀I=胡小玲I=卢锦花I=等K=双水相萃取法富集分离

银杏叶浸取液的探讨 = xgzK= 化学研究与应用 I= OMMNI=

NPESFW=SUSJSUUK=

xNPz 刘杜华I=自翠华I=孔翔云I=等K=当归与自芷水煎提取液

杀菌效果的试验观察 = xgzK= 中国消毒学杂志 I= OMMTI=

NTENFW=PSJPTK=

xNQz 张少华I=孙丹丹I=史万玉I=等K=不同中药对奶牛乳房炎

病原菌抑菌效果的观察 = xgzK= 中国农学通报 I= OMMUI=

ORENQFW=NNJNQK=

xNRz 韦= =笑I=刘雪原I=陆= =东K=抗病毒口服液中板蓝根的薄

层色谱鉴别研究 = xgzK= 内蒙古中医药 I= OMNPI= NPENFW=

NPQJNPRK=

xNSz 张普照I=舒任庚I=谢小梅K=双向固体发酵后雷公藤菌质

化学成分研究= xgzK=中国食用菌I=OMMUI=OTENFW=QNJQ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