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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树根皮总黄酮分离纯化及其抑菌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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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吸附率和解析率为评价指标!用大孔树脂对梓树根

皮总黄酮的分离纯化工艺进行优化!并研究纯化后梓树根皮

总黄酮的抑菌活性$结果表明!梓树根皮总黄酮分离纯化最

佳工 艺 条 件 为(采 用
>WZ)]]

树 脂!上 样 液 质 量 浓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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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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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样液流速
#<$$ 3U

)

35E

!上样液
-

M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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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脱剂乙醇浓度
1"P

!洗脱流速
!<A3U

)

35E

$该条件

下!梓树根皮总黄酮纯度为%

11<(;g"<!;

&

P

!吸附率为

%

0;<;$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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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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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菌活性表

明!梓树根皮总黄酮对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

球菌抑菌作用为极敏!对青霉菌#酿酒酵母菌抑菌作用为高

敏'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a]J

值为%

$<!Ag"<!A

&

3

.

)

3U

'枯草

芽孢杆菌#大肠杆菌
a]J

值为%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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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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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U

'酿酒

酵母#青霉菌!

a]J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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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梓树'根皮'黄酮'大孔吸附树脂'分离纯化'抗菌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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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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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紫葳科梓属乔木植物%

它的皮称为梓皮)梓根白皮)梓白皮)土杜促)梓木白皮$树皮

的韧皮部 !名梓白皮#或根皮可做药用%嫩叶可食*

#V!

+

&研

究*

;V$

+发现%梓树果实)叶)茎皮)根皮等部位都含有大量活

性成分%如环烯醚萜类)黄酮类)生物碱等&

黄酮类化合物在保健)医药)食品等领域广泛应用%是天

然产物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黄酮类物质常用的分离纯化

方法有金属试剂络合沉淀法*

1

+

)双水相萃取法*

/

+

)柱层析

法*

0

+

)高效液相色谱法*

#"

+

)膜分离法*

##

+

)薄层层析法*

#!

+

)大

孔树脂吸附法*

#;

+等&与其它纯化方法比较%大孔树脂吸附

法具有选择性较好)理化性质稳定)机械强度高)不溶于酸)碱

及有机溶剂)比表面积较大)易于再生)交换速度较快*

#(

+等优

点%因此%其在黄酮类物质纯化中被广泛应用%效果也较好&

抗生素的滥用%导致病原菌具有广泛的耐药性%新抗菌药物的

研发亟待解决&大量的文献*

#AV#1

+表明%自然界从低等到高等

植物各部分提取的黄酮类化合物都有较好的抑菌作用&

目前对梓树根皮总黄酮的分离纯化以及抗菌活性研究

未见报道&本研究拟采用大孔树脂吸附法对梓树根皮中总

黄酮进行分离纯化%以提高粗提取物中总黄酮的纯度%并研

"(#



究纯化后梓树根皮总黄酮的抑菌活性%旨在为其综合利用以

及开发具有保健功能的天然抗菌剂提供理论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试剂与仪器

#<#<#

!

试验材料

梓树根皮"采自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白水镇%将梓树根

皮用毛刷刷洗干净%再用剪刀将其剪碎%然后放入真空干燥

箱中烘干至恒重%最后用植物粉碎机将其粉碎%过
#""

目筛%

室温保存于实验室备用&

#<#<!

!

试剂

槲皮素)山奈酚%纯度
)

0/P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枯草芽孢杆菌!

V&=388,@@,K>383@

#)金黄色葡萄球菌

!

5>&

P

/

6

8-=-==,@&,B9,@

#)大肠杆菌!

M@=/9B3=/3&=-83

#"中国

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菌种保藏中心$

青霉菌!

X9'3=3883,N'->&>,N

#)酿酒酵母菌 !

5&==/&B-.

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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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学院微生物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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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Z)]]

)

)̀A

)

';A!"

)

'#"#

)

Z'R)1

大孔树脂"天

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

无水乙醇)亚硝酸钠)硝酸铝)氢氧化钠)盐酸)乙酸铅)

镁粉)甲醇)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等"分析纯%上海国药集

团化学试剂厂&

#<#<;

!

主要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

UJ)!"Z

型%日本岛津制作所$

电子天平"

_Z;"";

型%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

旋转蒸发仪"

\!"#')]]

型%郑州长城科工贸易有限公司$

酸度计"

BMR)/"!

型%贵阳学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Mb)"$

型%武汉海声达设备仪

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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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

总黄酮提取液的制备
!

称取
#"""

.

梓树根皮干粉%

以料液比为
#

"

#"

!

.

(

3U

#加入体积分数为
0AP

的乙醇%回

流提取
;

次%每次
;8

%过滤%合并提取液%

1AQ

旋转蒸发后

$"Q

真空干燥%备用&

#<!<!

!

梓树根皮总黄酮含量的测定

!

#

#标准品溶液配制"精密称取槲皮素标准品
;<13

.

%

山奈酚标准品
A<(3

.

%加
/"P

甲醇溶解并用容量瓶定容至

A"3U

%摇匀%即得混合标准品储备液&

!

!

#色谱条件"岛津
UJ)!"Z

型高效液相色谱$

R8534H7:

J

#/

色谱柱!

(<$

#

3k!A"33

%

A

#

3

#$以体积比为
#

"

#

的甲

醇'

"<(P

磷酸为流动相$检测器紫外波长为
;$"E3

$进样量

#"

"

!"

#

U

$流速
#<"3U

(

35E

$柱温箱
("Q

&

!

;

#总黄酮测定"根据文献*

#/

+的方法%将总黄酮苷水

解成为槲皮素和山奈酚%使用
MBUJ

测定槲皮素和山奈酚

的含量%根据式!

#

#计算总黄酮醇苷的含量&

N

总
X

!

N

#

k#<$AlN

!

k#<1(

#% !

#

#

式中"

N

总'''总黄酮苷含量%

3

.

(

U

$

N

#

'''槲皮素含量%

3

.

(

U

$

N

!

'''山奈酚含量%

3

.

(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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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吸附试验
!

将大孔吸附树脂
Z[)/

)

>WZ)]]

)

)̀A

)

';A!"

)

'#"#

)

Z'R)1

用乙醇浸泡
!(8

%然后用乙醇继续

洗涤至洗涤液加水稀释不浑浊%用蒸馏水洗至无醇味后抽

滤&精确称取大孔树脂各
!<"

.

置于干燥锥形瓶中%各加入

总黄酮浓度为
"<(/0#3

.

(

3U

的提取液
!"3U

%置于
!AQ

恒温摇床进行静态吸附%直至吸附平衡!

#"8

#&吸附后%按

照
#<!<!

方法测定溶液中总黄酮含量&分别对各吸附后的树

脂进行抽滤%并用蒸馏水洗涤
;

次%然后用
1"P

乙醇溶液

!

;A3U

#于
!AQ

恒温摇床解析
#"8

%按照
#<!<!

方法测定溶

液中总黄酮含量&分别计算静态吸附时每种大孔树脂的吸

附量和解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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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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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

% !

!

#

!

解
R

F

9

F

S

F

<

T

#""P

% !

;

#

式中"

L

'''树脂吸附量%

3

.

(

.

.干树脂$

F

B

'''湿树脂质量%

.

$

&

'''树脂含水率%

P

$

F

'''吸附前溶液中总黄酮质量%

3

.

$

F

<

'''吸附后溶液的总黄酮质量%

3

.

$

!

解'''树脂解析率%

P

$

F

9

'''洗脱液中总黄酮质量%

3

.

&

#<!<(

!

大孔树脂动态吸附试验
!

将预处理后的大孔树脂抽

滤%准确称取树脂各
#A<""

.

%用蒸馏水湿法装柱&将
;A3U

总黄酮浓度为
"<A;/3

.

(

3U

的吸附液加入层析柱%流速为

#[=

(

8

%上样后%先用
#[=

水洗%然后用
1"P

乙醇溶液洗脱

;[=

%收集洗脱液%

$AQ

真空干燥成粉末状%按照
#<!<!

方法

测定其中总黄酮含量&分别计算解析率)吸附率和纯度&

!

吸
R

F

S

F

<

F

T

#""P

% !

(

#

X

R

F

9

F

烘干
T

#""P

% !

A

#

式中"

!

吸'''树脂吸附率%

P

$

F

'''上样液中总黄酮%

3

.

$

F

<

'''流出液中总黄酮%

3

.

$

X

'''总黄酮纯度%

P

$

F

9

'''洗脱液蒸干后测定总黄酮质量%

3

.

$

F

烘干'''溶液烘干后质量%

3

.

&

#<!<A

!

>WZ)]]

大孔树脂纯化梓树根皮总黄酮条件的研究

!

#

#上样液浓度"将预处理后的大孔树脂抽滤%准确称

取树脂各
#A<""

.

%用蒸馏水湿法装柱&将
;A3U

总黄酮浓

度分别为
"<;"!

%

"<A;/

%

"</0;

%

#<!/A

%

#<A0(3

.

(

3U

的吸附液

加入层析柱%流速为
#[=

(

8

%上样后%先用
#[=

水洗%然后

用
1"P

乙醇溶液洗脱
;[=

%收集洗脱液%

$AQ

真空干燥成

粉末状%按照
#<!<!

方法测定其中总黄酮含量%并计算各自的

#(#

提取与活性
!

!"#1

年第
!

期



吸附率%以确定最佳上样液浓度&

!

!

#上样液
-

M

值"将预处理后的大孔树脂抽滤%准确称

取树脂各
#A<""

.

%用蒸馏水湿法装柱&将
;A3U

总黄酮浓

度为
"<A;/3

.

(

3U

)不同
-

M

!

;<"(

%

(<"#

%

A<"/

%

$<"A

%

1<"0

#的

吸附液加入层析柱%流速为
#<A3U

(

35E

%上样后%先用
#[=

水洗%然后用
1"P

乙醇溶液洗脱
;[=

%收集洗脱液%

$AQ

真

空干燥成粉末状%按照
#<!<!

方法测定其中总黄酮含量%并计

算各自的吸附率%以确定最佳
-

M

&

!

;

#上样液流速"将预处理后的大孔树脂抽滤%准确称

取树脂各
#A<""

.

%用蒸馏水湿法装柱&将
;A3U

总黄酮浓

度为
"<A;/3

.

(

3U

)

-

M(<"#

的吸附液加入层析柱%流速分别

为
#<;/

%

#<$$

%

#<0"

%

!<#/

%

!<("3U

(

35E

%上样后%先用
#[=

水

洗%然后分别用
1"P

乙醇水溶液洗脱
;[=

%收集洗脱液%

$AQ

真空干燥成粉末状%按照
#<!<!

方法测定其中总黄酮含

量%并计算各自的吸附率%以确定最佳洗脱液浓度&

!

(

#洗脱剂浓度"将预处理后的大孔树脂抽滤%准确称

取树脂各
#A<""

.

%用蒸馏水湿法装柱&将
;A3U

总黄酮浓

度为
"<A;/3

.

(

3U

)

-

M(<"#

的吸附液加入层析柱%流速为

#<$$3U

(

35E

%上样后%先用
#[=

水洗%然后分别用
("P

%

A"P

%

$"P

%

1"P

%

/"P

乙醇水溶液洗脱
;[=

%收集洗脱液%

$AQ

真空干燥成粉末状%按照
#<!<!

方法测定其中总黄酮含

量%并计算各自的解析率%以确定最佳洗脱液浓度&

!

A

#洗脱剂流速"将预处理后的大孔树脂抽滤%准确称

取树脂各
#A<""

.

%用蒸馏水湿法装柱&将
;A3U

总黄酮浓

度为
"<A;/3

.

(

3U

)

-

M(<"#

的吸附液加入层析柱%上样流速

为
#<$$3U

(

35E

%先用
#[=

水洗%然后分别用
1"P

乙醇水溶

液洗脱
; [=

%洗 脱 液 流 速 分 别 为
#<$

%

#<0

%

!<!

%

!<A

%

!</3U

(

35E

收集洗脱液%

$A Q

真空干燥成粉末状%按照

#<!<!

方法测定其中总黄酮含量%并计算各自的解析率%以确

定最佳洗脱液浓度&

#<!<$

!

>WZ)]]

大孔树脂最佳条件分离纯化梓树根皮总黄酮

>WZ)]]

大孔树脂
#A<""

.

%用蒸馏水湿法装柱%按照最

佳吸附和洗脱条件%对梓树根皮总黄酮进行动态吸附%收集

洗脱液%

$AQ

真空干燥成粉末状%按照
#<!<!

方法测定其中

总黄酮含量%计算解析率)吸附率和纯度&

#<!<1

!

梓树根皮总黄酮进一步纯化
!

取
>WZ)]]

大孔树脂

纯化后的样品
!

.

!旋转蒸发)烘干后#%一定量甲醇溶解%用

#""

"

!""

目硅胶混匀%通风橱挥干!备用#&称取
$"

.

硅胶%

干法装柱%装于
#<$*3k(""<"33

层析柱中%干法上样%分

别用体积比为
#"

"

#

%

0

"

#

%

/

"

#

%

1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的氯仿'甲醇溶液及纯甲醇进行梯度洗脱%收

集各部分洗脱液%高效液相测定其含量%合并含总黄酮高的

流分%稍微浓缩%放置析晶%再重复一次硅胶柱层析%合并总

黄酮含量高流分%析晶%即得到较高纯度总黄酮&按照
#<!<!

方法测定其中总黄酮含量%经计算%总黄 酮 纯 度 达 到

!

/0<A0g"<#0

#

P

&

#<!</

!

梓树根皮总黄酮抗菌活性测定
!

将硅胶柱纯化后梓

树根皮总黄酮用
1AP

乙醇配制成
/<!A3

.

(

3U

溶液备用&

采用纸片扩散法*

#0

+测定其抑菌圈直径$最小抑菌浓度!

a]J

#

的测定方法参照文献*

!"

+进行&

!

!

结果与分析
!<#

!

大孔树脂对总黄酮静态吸附

由表
#

可知%

$

种树脂中对总黄酮的吸附效量最大的为

Z'R)1

%其次为
>WZ)

0

$解析率最大的为
>WZ)

0

%最小为

Z'R)1

$综合考虑%静态吸附选择
>WZ)

0

&

表
#

!

不同类型大孔树脂静态吸附对总黄酮吸附量和解析率

T4@6?#

!

ZH+9D

-

,59E4EH4E46

I

,5*46D?+:6,+9GH5GG?D?E,,

I-

?+

9G34*D9

-

9D9:+D?+5E

树脂类型 极性 吸附量(!

3

.

.

.

V#

# 解析率(
P

Z[)/

弱极性
;#<"#g"<!; 1"<";g"<!#

Z'R)1

强极性
A(<0#g"<#/ !$<(0g"<;!

'#"#

非极性
;;<!;g"<;! $(<0Ag"<!$

';A!"

极性
!

#;<1Ag"<!( (#<A!g"<;;

>WZ)

0

极性
!

(#<!Ag"<!! 1A<!!g"<#0

)̀A

非极性
!0<1#g"<#$ $/<1!g"<!#

!<!

!

大孔树脂对总黄酮动态吸附

为了更全面研究各种大孔树脂对总黄酮的吸附性能%将

$

种大孔树脂都进行了动态吸附试验%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

$

种大孔树脂对梓树根皮总黄酮都有不同程度纯化效

果%其中
>WZ)

0

纯化效果最好%经
>WZ)

0

纯化后%总黄酮

纯度由原来的
#(<#$P

提高到
A(<!$P

%吸附率为
/0<;1P

%解

析率为
0"<#$P

&最终确定用
>WZ)

0

大孔树脂对梓树根皮

总黄酮进行分离纯化&

!<;

!

>WZ)

0

纯化梓树根皮总黄酮条件研究

!<;<#

!

上样液浓度
!

由图
#

可知%上样液浓度在
"<;"!

"

"<A;/3

.

(

3U

时%随着样品溶液浓度的增大%对总黄酮的吸

附率增大$当上样液浓度为
"<A;/3

.

(

3U

时%总黄酮吸附率

达到最大值%为!

0;<$g"<!;

#

P

$上样液浓度在
"<A;/

"

#<A0(3

.

(

3U

时%树脂吸附率随样品溶液浓度的增大而减

小&可能是上样液浓度过大时会发生絮凝和沉淀%造成树脂

堵塞使吸附率降低$浓度过低时%吸附率不高又容易造成树

脂的浪费*

!#

+

&所以确定
"<A;/3

.

(

3U

为最佳上样液浓度&

表
!

!

动态吸附中大孔树脂对黄酮吸附率#

解析率及纯化效果

T4@6?!

!

ZH+9D

-

,59ED4,?

'

H?+9D

-

,59ED4,?4EH

-

:D5G5*4,59E

?GG?*,9G34*D9

-

9D9:+D?+5E5EH

I

E435*4H+9D

-

,59E

P

树脂类型
上柱前黄

酮纯度

上柱后黄

酮纯度
吸附率 解析率

Z[)/ #(<#$g"<;# (;<!1g"<;# 10<A!g"<!/ /$<#0g"<!;

Z'R)1 #(<#$g"<;# ;A<$"g"<#$ 0#<"Ag"<;! (/<$!g"<;$

'#"# #(<#$g"<;# (0<AAg"<!1 /#<#;g"<!( 11<;Ag"<!1

';A!" #(<#$g"<;# ;#<A#g"<;; $1<01g"<!0 $;<A!g"<;#

>WZ)

0

#(<#$g"<;# A(<!$g"<;$ /0<;1g"<;# 0"<#$g"<;;

)̀A #(<#$g"<;# !0<A0g"<;! 1A<;/g"<#0 /#<$Ag"<!A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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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

图
#

!

上样液浓度对黄酮吸附率的影响

&5

.

:D?#

!

2GG?*,9GH5GG?D?E,+43

-

6?+96:,59E*9E*?E,D4,59E

9E,8?4H+9D

-

,59ED4,?9GG64F9E95H+

!<;<!

!

上样液
-

M

值
!

由图
!

可知%样品溶液在
-

M;<"(

"

(<"#

时%随着
-

M

值的增大%黄酮的吸附率增大$在
-

M(<"#

时黄酮吸附率达到峰值%为!

0!<Ag"<!!

#

P

$在
-

M(<"#

"

1<"0

时%黄酮吸附率随着
-

M

值的增大而减小&根据李淑珍

等*

!!

+的研究%一般情况下%酸性化合物在酸性条件下更容易

被吸附%碱性化合物在碱性条件下更容易被吸附%而黄酮类化

合物具有酚羟基结构%呈现一定的酸性%它在弱酸条件下以分

子状态存在%可以凭借范德华力和树脂发生吸附作用%但溶液

酸性太强时会有少量沉淀析出%因此确定最佳
-

M

值为
(<"#

&

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

图
!

!

上样液
-

M

对黄酮吸附率的影响

&5

.

:D?!

!

2GG?*,9GH5GG?D?E,+43

-

6?+96:,59E

-

M9E,8?4H)

+9D

-

,59ED4,?9GG64F9E95H+

!<;<;

!

上样液流速
!

由图
;

可知%上样液流速在
#<;/

"

#<$$3U

(

35E

时%随着流速的增大%黄酮的吸附率增大$当流

速为
#<$$3U

(

35E

时%黄酮吸附率达到最大值%为!

0#<A0g

"<;A

#

P

%当流速在
#<$$

"

!<(3U

(

35E

时%随着流速的增大%

黄酮吸附率减小&赵玉芬等*

!;

+研究表明%流速过低时溶液与

树脂的接触时间虽长%但也会提高解吸率%适当增大流速可使

吸附率提高%而流速过高时溶液与树脂的接触时间太短%有效

成分不能完全吸附在树脂上%从而导致黄酮的泄漏量增加%吸

附率降低&因此确定
#<$$3U

(

35E

为最佳上样流速&

!<;<(

!

洗脱剂浓度
!

由图
(

可知%当乙醇体积分数为
("P

"

1"P

时%随乙醇体积分数的增大解析率增大$当乙醇体积分

数为
1"P

时%解吸率达到最大值%为!

0A<($g"<!$

#

P

$当乙

醇体积分数为
1"P

"

/"P

时%随乙醇体积分数的增大解吸率

下降&乙醇体积分数过低时%解吸量较低%不能将吸附的黄

酮完全解吸%当乙醇体积分数为
1"P

时解吸率最高%根据相

似相溶原理可能是梓树根皮中黄酮的极性和
1"P

乙醇极性

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

图
;

!

上样液流速对黄酮吸附率的影响

&5

.

:D?;

!

2GG?*,9GH5GG?D?E,+43

-

6?65

f

:5HG69KD4,?9E

,8?4H+9D

-

,59ED4,?9GG64F9E95H+

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

图
(

!

洗脱剂浓度对黄酮解析率的影响

&5

.

:D?(

!

2GG?*,9G?,84E96*9E*?E,D4,59E9ED?+5E

H?+9D

-

,59ED4,?

相似*

!(

+

%因此选择乙醇体积分数为
1"P

&

!<;<A

!

洗脱剂流速
!

由图
A

可知%流速在
#<$

"

!<A3U

(

35E

时%黄酮解析率逐渐增大$流速为
!<A3U

(

35E

时%黄酮的解

析率达到最高&可能是较低流速下洗脱剂能较充分地进入

树脂空隙中将吸附在树脂表面上的黄酮溶解洗脱下来%而过

高的流速使得洗脱剂尚未充分进入树脂空隙中就流出了树

脂柱%造成黄酮类化合物未能被充分解吸*

!A

+

&因此选择洗

脱液流速为
!<A3U

(

35E

&

!<(

!

>WZ)

0

大孔树脂最佳条件分离纯化梓树根皮总黄酮

>WZ)

0

大孔树脂在最优条件下对总黄酮进行动态吸附

;

次%平均吸附率为!

0;<;$g"<!A

#

P

%解析率为!

0A<A#g

"<#1

#

P

%总黄酮纯度为!

11<(;g"<!;

#

P

&标准品)梓树根皮

总黄 酮上柱前以及二次纯化后
MBUJ

图见图
$

"

/

&由

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

图
A

!

洗脱剂流速对黄酮解吸率的影响

&5

.

:D?A

!

2GG?*,9GH5GG?D?E,?6:,59EG69KD4,?9E,8?

H?+9D

-

,59ED4,?9GG64F9E95H+

;(#

提取与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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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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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槲皮素和山奈酚标准品的
MBUJ

图谱

&5

.

:D?$

!

T8?M5

.

8B?DG9D34E*?U5

f

:5HJ8D934,9

.

D4

-

8

I

9G

f

:?D*?,5E4EHC4?3

-

G?D96+,4EH4DH

图
1

!

上柱前样品的
MBUJ

图谱

&5

.

:D?1

!

M5

.

8B?DG9D34E*?U5

f

:5HJ8D934,9

.

D4

-

8

I

+

-

?*,D4

9G

-

D?*96:3E+43

-

6?+

图
/

!

二次纯化后样品的
MBUJ

图谱

&5

.

:D?/

!

M5

.

8B?DG9D34E*?U5

f

:5HJ8D934,9

.

D4

-

8

I

34

-

9G,K9

-

:D5G5?H+43

-

6?+

图
$

"

/

可知%大孔树脂纯化效果明显&

!<A

!

硅胶柱纯化后梓树根皮总黄酮抗菌试验

抑菌能力的强弱可以用抑菌圈直径大小表示%抑菌能力

越强直径越大&以硅胶柱纯化后梓树根皮总黄酮进行抑菌

试验%浓度为!

/<!Ag"<#A

#

3

.

(

3U

&由表
;

可知%其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的抑菌能力最强%枯草芽孢杆菌)大肠杆菌)酿酒

酵母)青霉菌次之&根据药敏试验判定标准%直径
!"33

以

上为极敏$

#A

"

!"33

为高敏$

#"

"

#(33

为中敏$

#"33

以下为低敏$

"33

为不敏*

!$

+

&梓树根皮总黄酮对细菌抑菌

作用属于极度敏感%对真菌属于高度敏感&其对各供试菌种

的
a]J

进行测定%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a]J

值最低%为

!

$<!Ag"<!A

#

3

.

(

3U

$枯草芽孢杆菌)大肠杆菌
a]J

值为

!

#!<A"g"<;$

#

3

.

(

3U

$酿酒酵母)青霉菌
a]J

值为!

!A<""g

"<!1

#

3

.

(

3U

&

表
;

!

梓树根皮总黄酮抑菌圈直径以及
a]J

T4@6?;

!

ZE,5@4*,?D5464*,5F5,

I

9G,9,46G64F9E95H+GD93

7&>&8

P

&,D??D99,+5EF5,D9

菌种
样品抑菌圈

直径(
33

对照品抑菌圈

直径(
33

样品
a]J

(

!

3

.

.

3U

V#

#

大肠杆菌
!#<""g"<;! /<;"g"<!A #!<A"g"<#A

金黄色葡萄球菌
!0<""g"<!! 0</"g"<;( $<!Ag"<!A

枯草芽孢杆菌
!A<""g"<;# 0<#"g"<!$ #!<A"g"<;$

青霉菌
#A<""g"<#0 1<0"g"<!0 !A<""g"<!/

酿酒酵母
#/<""g"<;; /<("g"<;# !A<""g"<!1

;

!

结论
本试验以吸附率和解吸率为评价指标%用大孔树脂对梓

树根皮总黄酮的分离纯化工艺进行优化%并对纯化后梓树根

皮总黄酮的抑菌活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梓树根皮总黄酮

分离纯化最佳工艺条件为
>WZ)]]

树脂%上样液质量浓度

"<A;/3

.

(

3U

%上样液流速
#<$$ 3U

(

35E

%上样液
-

M

值

(<"#

%洗脱剂乙醇的浓度
1"P

%洗脱流速
!<A3U

(

35E

&此条

件下%梓树根皮总黄酮纯度为!

11<(;g"<!;

#

P

%吸附率为

!

0;<;$g"<!A

#

P

%解析率为!

0A<A#g"<#1

#

P

&梓树根皮总黄

酮对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作用为

极敏%对青霉菌)酿酒酵母菌抑菌作用为高敏$金黄色葡萄球

菌的
a]J

值为!

$<!Ag"<!A

#

3

.

(

3U

$枯草芽孢杆菌)大肠杆

菌
a]J

值为!

#!<A"g"<;$

#

3

.

(

3U

$酿酒酵母)青霉菌%

a]J

值为!

!A<""g"<!1

#

3

.

(

3U

&

本研究结果表明%梓树根皮总黄酮对细菌)真菌都有较

好的抑菌作用%后续可对其结构)活性作用方式)构效关系)

作用机制等进行研究%以更好地为天然抗菌药物的研发提供

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
<

新疆中草药*

a

+

<

乌鲁木

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01A

"

;#/<

*

!

+王奇志%梁敬钰
<

梓属植物化学成分研究进展*

_

+

<

中草药%

!"";

%

;(

!

!1

#"

!)(<

*

;

+

Z>R_

%

BZ2MO

%

OMbR

%

?,46<]E85@5,59E9GT>&)&

%

]U)

!

%

4EH]U)$

-

D9H:*,59E+4EH>&)C[4*,5F4,59E5E65

-

9

-

96

I

+4**84D5H?)

4*,5F4,?H\ZY 34*D9

-

84

.

?+@

I

*4,46

-

9+5H?

%

4E5D5H95H

.

6

I

*9+5H?

5+964,?HGD93J4,46

-

49F4,4b<'9E

!

[5

.

E9E54*?4?

#*

_

+

<]E,?DE?)

,59E46]33:E9

-

84D4*969

.I

%

!""!

!

!

#"

##1;)##/#<

*

(

+

BZ2MO

%

OMbR

%

JM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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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食品安全欺诈行为查处办法(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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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原料$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

产食品%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使用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及

其他非食用用途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加工食品%生

产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

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其他生产经营掺假掺杂$以假充真$以

次充好的食品以及以不合格食品冒充合格食品&

'办法*还规定#虚假标注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绿色

食品等标志# 虚假标注 !酿造"!纯粮"!固态发酵"!鲜榨"

!现榨"等字样#属于食品标签$说明书欺诈& 申请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

册时#提供虚假信息$数据$材料和样品等情形#则属于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申请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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