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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提取物与苯唑西林对 ＭＲＳＡ的抗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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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别以乙醇和水为提取剂，提取桉树叶中的有效成分，
观察其对７种 耐 甲 氧 西 林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ＭＲＳＡ）的 抑 菌

作用，并将未加桉树提取物和加了桉树提取物的苯唑西林的

抑菌作用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桉树的乙醇提取物和水提取

物对７种 ＭＲＳＡ的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Ｃ）分别为１～５ｇ／Ｌ和

２～１０ｇ／Ｌ。添加０．２ｇ／Ｌ的 桉 树 乙 醇 提 取 物 之 后，苯 唑 西

林对７种 ＭＲＳＡ的 ＭＩＣ范 围 由６２．５～２５０ｍｇ／Ｌ减 小 至７
．８～３１．３ｍｇ／Ｌ，添加１ｇ／Ｌ的桉树水提取物之后，苯唑西林

对７种 ＭＲＳＡ的 ＭＩＣ，除了试验菌株 ＭＲＳＡ　Ｎｏ．１６之外，减
小至７．８ｍｇ／Ｌ，而 ＭＲＳＡ　Ｎｏ．１６的 最 小 抑 菌 浓 度 从２５０
ｍｇ／Ｌ减小至６２．５ｍｇ／Ｌ。试验结果 证 明 了 桉 树 提 取 物 与 苯

唑西林对７种 ＭＲＳＡ具 有 良 好 的 协 同 抑 菌 效 果，采 用 乳 胶

凝集 法 发 现，桉 树 乙 醇 提 取 物 抑 制 青 霉 素 结 合 蛋 白 ２
（ＰＢＰ２’）的合成，从而降低 ＭＲＳＡ对苯唑西林的耐药性。
关键词：桉 树；提 取 物；苯 唑 西 林；耐 甲 氧 西 林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抗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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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医院内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之一，其中

以耐 甲 氧 西 林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ｔａｐｈ－

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ＭＲＳＡ）尤 为 重 要［１］。随 着 抗 菌 药 物 种 类

的不断增多及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在临床感染金黄色葡

萄球菌 的 病 例 中，ＭＲＳＡ 所 占 的 比 例 越 来 越 高［２］。ＭＲＳＡ

的耐药机制复杂，其主要机制是获得编码低亲和力的青霉素

结合蛋白２ａ（ＰＢＰ２ａ）的ｍｅｃＡ基因，从而表现出对甲氧西林、

苯唑西林及其 他β－内 酞 胺 类 抗 生 素 耐 药［３］。它 的 多 重 耐 药

性给临床 诊 疗 和 院 内 感 染 控 制 带 来 非 常 大 的 困 难，因 此，

ＭＲＳＡ的防治工作十分严峻［４］。

桉树叶可以提炼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抗菌、消炎、防腐及

杀虫驱 蚊 等 作 用，在 食 品、化 工、医 药、能 源 等 方 面 有 着 广 泛

的用途。而桉 树 又 是 世 界 上 三 大 速 生 丰 产 树 种 之 一［５］，因

此，桉树叶在抑菌方面具有极大的开发利用潜力。

尽管桉树叶提取 物 和 苯 唑 西 林 各 自 都 有 着 良 好 的 抗 菌

杀菌作用。但是，怎样降低用药量，提高杀菌效率，鲜有人研

究。因此，本研究拟通过比较桉树提取物与苯唑西林对 ＭＲ－

ＳＡ的抗菌作用，探索桉树提取物与苯唑西林的协同作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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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降低 ＭＲＳＡ耐药性的 作 用 机 制，从 而 为 克 服 ＭＲＳＡ对 苯

唑西林的耐药性打下基础，也为开发桉树植物抗菌剂提供试

验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１．１．１　材料与试剂

供试菌种：耐 甲 氧 西 林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ＭＲＳＡ）Ｎｏ．１１、Ｎｏ．１６、Ｎｏ．

２３、Ｎｏ．３６、Ｎｏ．３８、Ｂ－２６、１１Ｄ１６７７，由日本广岛大学提供；

苯唑西林：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乙醇：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ＰＢＰ２’胶乳凝集试剂盒：日本Ｄｅｋａ２Ｓｅｉｋｅｎ公司。

１．１．２　培养基

Ｍ－Ｈ琼脂培养基：酸水解酪蛋白１７．５ｇ／Ｌ，牛肉浸膏粉

２ｇ／Ｌ，淀粉１．５ｇ／Ｌ，琼脂１２ｇ／Ｌ。

１．１．３　主要仪器设备

高压蒸汽灭菌锅：ＭＬＳ－３０２０型，鸟取三洋电机（广州）有

限公司；

生化培养箱：ＬＲＨ－２５０型，上海恒一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相关成分的提取方法

（１）桉 树 叶 洗 净，剪 切，烘 干，用 无 水 乙 醇 浸 泡 提 取，桉

叶与乙醇质量比例为１∶９，浸泡４８ｈ。过滤取得滤液，利用

旋转蒸发仪蒸掉无水乙醇，即得到桉树乙醇提取物［６］。

（２）桉树叶洗净，剪 切，烘 干，用 蒸 馏 水 浸 泡 加 热 提 取，

桉叶与蒸馏水质量比例为１∶９，加热温度为１００℃，加热１

ｈ，过滤取得滤液，再用过滤灭菌法 将 滤 液 灭 菌，得 到 浓 度 为

１０％的桉树水提取物［６］。

１．２．２　桉树提取物对７种 ＭＲＳＡ的 ＭＩＣ测定　在 无 菌 的

培养皿里加入添加了４０ｇ／Ｌ　ＮａＣｌ的 Ｍ－Ｈ琼脂培养基与桉

树乙醇提取物或桉树水提取物，使得桉树乙醇提取物或桉树

水提取物的浓度分别为０．５，１．０，２．０，５．０，１０．０ｇ／Ｌ；用划线

接种法接种各种前培养的 ＭＲＳＡ，于３５℃静止培养４８ｈ，根

据各培养 基 上 划 线 处 是 否 有 明 显 的 细 菌 生 长 痕 迹 来 确 定

ＭＩＣ的浓度。

１．２．３　苯唑西林对７种 ＭＲＳＡ的 ＭＩＣ测定　苯唑 西 林 钠

一水合物用蒸馏水溶 解，溶 解 浓 度 为１０ｇ／Ｌ，用 过 滤 灭 菌 法

灭菌。在无菌的培养 皿 里 加 入 添 加 了４０ｇ／Ｌ　ＮａＣｌ的 Ｍ－Ｈ

琼脂培养基与苯唑西林 钠 溶 液，使 苯 唑 西 林 的 浓 度 为３１．３，

６２．５，１２５．０，２５０．０，５００．０ｍｇ／Ｌ。用划线接种法接种各种前

培养的 ＭＲＳＡ，于３５℃静止培养４８ｈ，根据各培养基上划线

处是否有明显的细菌生长痕迹来确定 ＭＩＣ的浓度。

１．２．４　桉树提取 物 与 苯 唑 西 林 共 同 作 用 对７种 ＭＲＳＡ的

抗菌活性　苯唑西林钠一水合物用蒸馏水溶解，溶解浓度为

１０ｇ／Ｌ，用过滤灭菌法灭菌［７］。在无菌的培养皿里加 入 添 加

了４０ｇ／Ｌ　ＮａＣｌ的 Ｍ－Ｈ琼 脂 培 养 基 之 后，添 加 苯 唑 西 林 钠

溶液，使 苯 唑 西 林 钠 的 浓 度 为３．９，７．８，１５．６，３１．３，６２．５，

１２５．０，２５０．０ｍｇ／Ｌ，再分别添加０．２ｇ／Ｌ的桉树乙醇提取物

与１．０ｇ／Ｌ的桉 树 水 提 取 物。用 划 线 接 种 法 接 种 各 种 前 培

养的 ＭＲＳＡ。于３５℃静止培 养４８ｈ，根 据 各 培 养 基 上 划 线

处是否有明显的细菌生长痕迹来确定 ＭＩＣ的浓度。

１．２．５　利用ＦＩＣ　ｉｎｄｅｘ法 测 定 桉 树 提 取 物 与 苯 唑 西 林 对７

种 ＭＲＳＡ的协同 效 应　苯 唑 西 林 钠 一 水 合 物 用 蒸 馏 水 溶

解，溶解浓度为１０ｇ／Ｌ，用 过 滤 灭 菌 法 灭 菌。在 无 菌 的 培 养

皿里加入添加了４０ｇ／Ｌ　ＮａＣｌ的 Ｍ－Ｈ 琼 脂 培 养 基 之 后，添

加苯唑西林溶液，使苯唑西林的浓度为３．９，７．８，１５．６，３１．３，

６２．５，１２５．０，２５０．０ｍｇ／Ｌ，再 分 别 添 加０．２ｇ／Ｌ的 桉 树 乙 醇

提取物与１．０ｇ／Ｌ的 桉 树 水 提 取 物。用 划 线 接 种 法 接 种 各

种前培养的 ＭＲＳＡ。于３５℃静 止 培 养４８ｈ，根 据 各 培 养 基

上划线处是否有明显的细菌生长痕迹来确定 ＭＩＣ的浓度。

桉树提取物与苯 唑 西 林 的 协 同 效 果 采 用 测 定 分 级 抑 制

浓度指数［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ＩＣ）ｉｎｄｅｘ］法

来进行评价［８］，其计算方法为：

Ｆ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１）

式中：

ＦＩＣ　ｉｎｄｅｘ———分级抑制浓度指数；

ｍ１———并用时桉树提取物的 ＭＩＣ，ｇ／Ｌ；

ｍ２———单独使用时桉树提取物的 ＭＩＣ，ｇ／Ｌ；

ｍ３———并用时苯唑西林的 ＭＩＣ，ｍｇ／Ｌ；

ｍ４———单独使用时苯唑西林的 ＭＩＣ，ｍｇ／Ｌ。

ＦＩＣ　ｉｎｄｅｘ≤０．５，协同效果；０．５＜ＦＩＣ　ｉｎｄｅｘ≤１．０，相加效

果；１．０＜ＦＩＣ　ｉｎｄｅｘ≤２．０，无效果；ＦＩＣ　ｉｎｄｅｘ＞２．０，拮抗效果。

１．２．６　桉树提取 物 降 低 ＭＲＳＡ耐 药 性 的 作 用 机 制　采 用

ＭＲＳＡ乳胶凝集法探索桉树提取物降低 ＭＲＳＡ耐药性的作

用机制，即使 用ＰＢＰ２’胶 乳 凝 集 试 剂 盒 来 测 定ＰＢＰ２’的 产

生，并采用包被有抗ＰＢＰ２ａ单克隆抗体的乳胶颗粒与生长于

血平板上纯的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菌 落 进 行 凝 集 试 验。即 在 无

菌 Ｍ－Ｈ液 体 培 养 基 里，添 加２．０ｇ／Ｌ的 桉 树 乙 醇 提 取 物 与

前培养的试验菌，于３５℃培养２４ｈ。培养液用ｐＨ　７无菌磷

酸生理盐 水 缓 冲 液（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ｂｕｆｆｅｒｅｄ　ｓａｌｉｎｅ，ＰＢＳ）清 洗３

次，再加２００μＬ　０．１ＭＮａＯＨ使沉淀悬浮，其金黄色葡萄球

菌的细胞数为１０９　Ｃｅｌｌｓ／２００μＬ，悬浮液加热３ｍｉｎ，使菌体释

放ＰＢＰ２’，再添加５０μＬ的ＫＨ２ＰＯ４，进行离心（３　０００ｒ／ｍｉｎ，５

ｍｉｎ）。载玻片上各滴入５０μＬ上清液的原液、２倍、４倍以及

８倍稀释液，再添加２５μＬ的抗ＰＢＰ２’单克隆抗体搅拌，反应

３ｍｉｎ，观察有没有凝集现象。结果判断根据说明书，分３＋，

２＋，＋，－的４个层次表示凝集程度。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桉树提取物对７种 ＭＲＳＡ的 ＭＩＣ测定

本 试 验 的 桉 树 提 取 物 对７种 院 内 感 染 病 原 菌———Ｍ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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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桉树提取物对各种耐甲氧西林金黄色

葡萄球菌的抗菌活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ＲＳＡ

提取

溶剂

最小抑菌浓度 ＭＩＣ／％

Ｎｏ．１１ Ｎｏ．１９ Ｎｏ．２３ Ｎｏ．３６ Ｎｏ．３８ Ｂ－２６　１１Ｄ１６７７

乙醇 ２　 ２　 ２　 ２　 ２　 ５　 ２

水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ＳＡ显示了良好的 抑 菌 效 果（表１）：桉 树 乙 醇 提 取 物 和 桉 树

水提取物对７种 ＭＲＳＡ的 ＭＩＣ分 别 为２～５ｇ／Ｌ和５ｇ／Ｌ，

桉树乙醇提取物为佳。

２．２　青霉素类抗生素苯唑西林对７种 ＭＲＳＡ的 ＭＩＣ测定

由表２可知：苯唑西林对７种ＭＲＳＡ的抑菌浓度范围为

６２．５～２５０．０ｍｇ／Ｌ。根据 美 国 临 床 实 验 室 标 准 化 委 员 会 标

准［９，１０］，苯唑西林 ＭＩＣ≥４μｇ／ｍＬ为 耐 药，即 所 有 的 试 验 菌

对苯唑西林均显示了很强的耐药性。

表２　苯唑西林对各种耐甲氧西林金黄色

葡萄球菌的抗菌活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ｘａｃｉｌｌｉ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ＲＳＡ

试验菌 最小抑菌浓度 ＭＩＣ／（ｍｇ·Ｌ－１）

Ｎｏ．１１　 ２５０．０

Ｎｏ．１６　 ２５０．０

Ｎｏ．２３　 １２５．０

Ｎｏ．３６　 ６２．５

Ｎｏ．３８　 １２５．０

Ｂ－２６　 ６２．５

１１Ｄ１６７７　 １２５．０

２．３　桉 树 提 取 物 与 苯 唑 西 林 共 同 作 用 对７种 ＭＲＳＡ 的

ＭＩＣ

　　由图１可知，苯唑西林对７种ＭＲＳＡ的最小抑菌浓度范

围为６２．５～２５０．０ｍｇ／Ｌ，而 添 加０．０２％的 桉 树 乙 醇 提 取 物

之后，苯唑西林对７种 ＭＲＳＡ的 最 小 抑 菌 浓 度 范 围 减 小 至

７．８～３１．３ｍｇ／Ｌ，添加０．１％的 桉 树 水 提 取 物 之 后，苯 唑 西

林对７种 ＭＲＳＡ的最小 抑 菌 浓 度 范 围，除 了 试 验 菌 株 ＭＲ－

ＳＡ　Ｎｏ．１６，均减小至７．８ｍｇ／Ｌ，而 ＭＲＳＡ　Ｎｏ．１６的 最 小 抑

菌浓度从２５０．０ｍｇ／Ｌ减小至６２．５ｍｇ／Ｌ，以上结果，充分证

明桉树乙醇提取物与水提取物明显 减 小 ＭＲＳＡ对 苯 唑 西 林

的耐药性，二者显示了良好的协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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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桉树提取物与苯唑西林共同作用对

７种 ＭＲＳＡ的 ＭＩＣ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ＭＩＣ　ｏｆ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ｘａｃｉｌｌｉｎ　ｏｆ　ＭＲＳＡ

２．４　利用ＦＩＣ　ｉｎｄｅｘ法测 定 桉 树 提 取 物 与 苯 唑 西 林 对７种

ＭＲＳＡ的协同效应

　　由 表３可 知，添 加０．０５％（１／４ＭＩＣ）的 桉 树 乙 醇 提 取

物，可使苯唑西林的最小抑菌浓度范围从６２．５～２５０．０ｍｇ／Ｌ

降低至０．４９～０．９８ｍｇ／Ｌ，其 分 级 抑 制 浓 度 指 数 为０．１１～０

．２６，即小于０．５，显示了协同效应，添加０．２ｇ／Ｌ（１／１０ＭＩＣ）的

桉树乙 醇 提 取 物 时，分 级 抑 制 浓 度 指 数 为０．１３～０．６０，除

Ｎｏ．１１之 外 均 显 示 了 良 好 的 协 同 效 应。同 样，如 表６所 示，

表３　桉树乙醇提取物与苯唑西林对 ＭＲＳＡ的Ｆ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ｘａｃｉｌｌｉｎ　ｏｆ　ＭＲＳＡ

试验菌
苯唑西林的 ＭＩＣ／（ｍｇ·Ｌ－１）

０（对照） ０．５ｇ／Ｌ　 ０．２ｇ／Ｌ　 ０．１ｇ／Ｌ　０．０５ｇ／Ｌ

ＦＩＣ　ｉｎｄｅｘ

０．５ｇ／Ｌ　 ０．２ｇ／Ｌ　 ０．１ｇ／Ｌ　 ０．０５ｇ／Ｌ

Ｎｏ．１１　 ２５０．００　 ０．９８　 １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６０　 ０．５５　 １．０３

Ｎｏ．１６　 ２５０．００　 ０．４９　 ６２．５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３５　 ０．５５　 １．０３

Ｎｏ．２３　 １２５．００　 ０．４９　 ７．８２　 ７．８２　 ６２．５０　 ０．２５　 ０．１６　 ０．１１　 ０．５３

Ｎｏ．３６　 ６２．５０　 ０．４９　 １．９５　 ３．９１　 １５．６０　 ０．２６　 ０．１３　 ０．１１　 ０．２８

Ｎｏ．３８　 １２５．００　 ０．４９　 ３．９１　 ６２．５０　 １２５．００　 ０．２５　 ０．１３　 ０．５５　 １．０３

Ｂ－２６　 ６２．５０　 ０．４９　 ７．８２　 １５．６０　 ３１．２５　 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２７　 ０．５１

１１Ｄ１６７７　 １２５．００　 ０．４９　 ３１．３０　 ６２．５０　 １２５．００　 ０．２５　 ０．３５　 ０．５５　 １．０３

　　　　　　　桉树乙醇提取物对 ＭＲＳＡ的 ＭＩＣ为２．０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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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桉树水提取物与苯唑西林对 ＭＲＳＡ的Ｆ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Ｔａｂｌｅ　４　Ｆ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ｘａｃｉｌｌｉｎ　ｏｆ　ＭＲＳＡ

试验菌
苯唑西林的 ＭＩＣ／（ｍｇ·Ｌ－１）

０（对照） １．０ｇ／Ｌ　 ０．５ｇ／Ｌ　 ０．２ｇ／Ｌ　 ０．１ｇ／Ｌ

ＦＩＣ　ｉｎｄｅｘ

１．０ｇ／Ｌ　 ０．５ｇ／Ｌ　 ０．２ｇ／Ｌ　 ０．１ｇ／Ｌ

Ｎｏ．１１　 ２５０．００　 １５．６０　 ６２．５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３５　 １．０４　 １．０２

Ｎｏ．１６　 ２５０．００　 １．９５　 ６２．５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０．２１　 ０．３５　 １．０４　 １．０２

Ｎｏ．２３　 １２５．００　 １．９５　 ７．８２　 １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０．２２　 ０．１６　 １．０４　 １．０２

Ｎｏ．３６　 ６２．５０　 ０．４９　 １．９５　 ６２．５０　 ６２．５０　 ０．２１　 ０．１３　 １．０４　 １．０２

Ｎｏ．３８　 １２５．００　 ０．４９　 ７．８２　 １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０．２０　 ０．１６　 １．０４　 １．０２

Ｂ－２６　 ６２．５０　 ３．９１　 ３．９１　 ６２．５０　 ６２．５０　 ０．２６　 ０．１６　 １．０４　 １．０２

１１Ｄ１６７７　 １２５．００　 ７．８２　 ６２．５０　 １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０．２６　 ０．６０　 １．０４　 １．０２

　　　　　　　桉树水提取物对 ＭＲＳＡ的 ＭＩＣ为５．０ｇ／Ｌ。

添加１．０ｇ／Ｌ（１／５ＭＩＣ）和０．５ｇ／Ｌ（１／１０ＭＩＣ）的 桉 树 水 提

取物时，其 分 级 抑 制 浓 度 指 数 分 别 为０．２０～０．２６，０．１３～

０．６０，显示了良好的协同效应。

２．５　桉树提取物降低 ＭＲＳＡ耐药性的作用机制

由表５可知，对７个 供 试 菌 株，对 照 样 品 均 显 示 了 很 强

的凝集反应。添加２ｇ／Ｌ桉树乙醇提取物的样品，从原 液 到

稀释至８倍，均 显 示 了 较 弱 的 凝 集 反 应。ＰＢＰ２＇（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２＇）是葡 萄 球 菌 中 的 肽 聚 糖 合 成 酶，是 一 种 青

霉素结合蛋白２（ＰＢＰ２’），该 蛋 白 的 存 在 是 细 菌 对β－内 酰 胺

类耐药的主要根源。

表５　桉树乙醇提取物对 ＭＲＳＡ产ＰＢＰ２’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ｏｆ　ＰＢＰ２’ｏｆ　ＭＲＳＡ

稀释

梯度

Ｎｏ．１１

对照组 试验组

Ｎｏ．１６

对照组 试验组

Ｎｏ．２３

对照组 试验组

Ｎｏ．３６

对照组 试验组

Ｎｏ．３８

对照组 试验组

Ｂ－２６

对照组 试验组

１１Ｄ１６７７

对照组 试验组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２＋ ３＋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４　 ２＋ － ３＋ １＋ ３＋ － ３＋ － ３＋ １＋ ２＋ － ３＋ １＋

×８　 ２＋ － ２＋ － ２＋ － ２＋ － ２＋ － ２＋ － ２＋ －

３　结论

本试验通过对比桉 树 提 取 物 与 苯 唑 西 林 对７种 ＭＲＳＡ

的抗菌效果，发现桉 树 提 取 物 显 示 了 更 好 的 抗 菌 效 果，其 中

桉树的乙醇提取物，比水提取物具有更强的抗菌效果。而加

入桉树提取 物 的 苯 唑 西 林 能 够 明 显 减 弱 ＭＲＳＡ对 其 耐 药

性，试验也接着证明了桉树提取物与苯唑西林确实有着良好

的协同作用。

桉树提取物降低 ＭＲＳＡ耐药性 的 作 用 机 制 是 桉 树 提 取

物抑制青霉素结合 蛋 白２（ＰＢＰ２’）的 合 成，从 而 降 低 ＭＲＳＡ

对苯唑西林的耐药性。这为 ＭＲＳＡ的 临 床 诊 疗 和 院 内 感 染

控制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为桉树植物类抗菌剂开辟了新

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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