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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氯甲酚纳米乳消毒剂!

.̀E

"对真菌的杀菌效果及其作用机理)+方法,以白色念珠菌为

指示菌(分别利用营养肉汤稀释法*悬液定量杀菌试验法*物体表面消毒模拟现场试验法*扫描和透射电子显微镜观

察法(研究
.̀E

的体外抗菌活性*杀菌效果*模拟现场消毒效果及对真菌超微结构的影响)+结果,

.̀E

对白色念珠

菌的
VF̀

和
Vc̀

均为
GK

P

$

KZ

)对白色念珠菌的杀菌效果随着其体积分数的增大和作用时间的延长而增强(体积

分数
$;Nb .̀E

作用
#NK8*

*

$;Db .̀E

作用
#$K8*

和
$;"b .̀E

作用
NK8*

时(消毒合格'

$;"b

和
#;$b .̀E

分

别作用
#$

和
NK8*

时(杀菌率均为
#$$b

)体积分数
$;%b

和
$;Nb .̀E

的杀菌率极显著高于相同体积分数的氯甲

酚溶液!

*

"

$;$#

"(二者体积分数为
#;$b

时差异不显著!

*

#

$;$N

")经体积分数
$;"b .̀E

作用
#$K8*

后(扫描电

镜下白色念珠菌表面粗糙不平(皱褶明显(部分菌体表面出现裂缝'透射电镜下菌体形状发生改变(细胞壁变薄(且部

分细胞壁局部有断裂或破损(部分真菌的细胞膜和细胞核边界不清(结构模糊(多数真菌的细胞质内部构造不清(不

同真菌之间的胞浆内电子密度不同)+结论,

.̀E

对真菌的杀菌作用强(并能使白色念珠菌的超微结构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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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规模化养殖可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济

效益(实现高效管理(已成为养殖业发展的大趋势(

但由此也带来了高密度养殖环境下病原微生物导致

的环境恶化和各类疾病发生风险增加等问题)资料

表明(动物养殖环境中的大量真菌及孢子(通过气溶

胶经呼吸道或伤口进入人和动物体内(可引起各种

疾病%

#B%

&

)近年来(侵袭性真菌感染特别是白色念珠

菌感染所致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升高%

G

&

(而环境

消毒可有效遏制真菌性疾病的传播和发生%

#

&

)

氯甲酚!

0̀,')'=)23',

"是一种酚类衍生物消毒

剂(主要适用于畜禽栏舍*车辆*器物及环境等消

毒%

!BD

&

(但由于其微溶于水*有酚的特臭味%

!

&等缺点(

制约了其作为消毒剂产品的开发与临床应用)依据

2兽药质量标准3!

%$#C

版(化学药品卷"(氯甲酚现

有制剂为氯甲酚溶液%

C

&

)氯甲酚纳米乳消毒剂

!

0̀,')'=)23',.+*'2K(,38'*E838*-2=/+*/

(

.̀E

"是

本课题组以氯甲酚为原料研制的一种新型环境消毒

剂(具有水溶性好*酚臭味弱*消毒作用强*生产工艺

简单等优点%

"

&

)前期研究表明(

.̀E

对大肠杆菌具

有较强的杀灭作用%

L

&

(但目前本课题组尚未就该消

毒剂对真菌的杀菌效果及机制进行系统研究)本试

验以白色念珠菌为真菌代表菌(研究了
.̀E

对真菌

的杀菌效果及对真菌超微结构的影响(以期为其在

临床中的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

材
!

料

#;#;#

!

试验菌
!

白色念珠菌
4\̀ `#$%G#

(由河南

科技学院基础兽医学实验室保存)

#;#;%

!

主要试剂及培养基
!

氯甲酚(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批号
%$#%###N

'吐温!

\122*

"

B"$

(天

津市瑞金特化学品有限公司'牛血清白蛋白(盐城赛

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沙堡液体培养基#蛋白胨
#$

P

(葡萄糖
!$

P

(蒸

馏水
#$$$KZ

(将上述成分混合后加热充分溶解(

调
J

W

至
N;DR$;%

(分装后于
##N S

高压灭菌
G$

K8*

(备用)沙堡琼脂培养基#在上述沙堡液体培养

基成分中加入
%$

P

琼脂(同上处理后备用)

.̀E

参考文献%

L

&自制(使用时用蒸馏水稀释至所需浓

度)

#;#;G

!

主要仪器
!

生化培养箱(

<W[B%N$

型(上海

三发科学仪器有限公司'超净工作台(

<eB̀&B%6E

型(苏州净化设备有限公司'扫描电镜(

&<VBDGL$

型(日本
&>AZ

公司'透射电镜(

WBCN$$

型(日本

W8/+=08

公司'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A

J

/8K+ZB#$$i

型(

c>̀ iV4.

公司)

#;%

!

方
!

法

#;%;#

!

.̀E

中和剂的筛选鉴定
!

筛选合适的中和

剂是对消毒剂消毒效果进行准确评价的第一步%

#$

&

)

依据2消毒技术规范3

%

##

&

(本研究分别以
Gb

吐温
B"$

磷酸盐缓冲液!

[c<

"*

$;Nb

硫代硫酸钠
[c<

*

#b

吐

温
B"$Q#b

卵磷脂
Q$;Nb

硫代硫酸钠
[c<

为中和

剂!均为体积分数"进行鉴定试验(为
.̀E

杀菌效果

的后续研究筛选适宜的中和剂)

试验菌悬液白色念珠菌的密度为
%N$$

"

#N$$$ 6̀7

$

KZ

(

.̀E

体积分数为
#;$b

)参考文

献%

L

&(将试验分为
"

组#

)

组(消毒剂
Q

菌悬液'

*

组(!消毒剂
Q

菌悬液"

Q

中和剂'

&

组(中和剂
Q

菌

悬液'

$

组(!消毒剂
Q

中和剂"

Q

菌悬液'

+

组(稀释

液!

[c<

"

Q

菌悬液'

'

组(培养基!沙堡琼脂培养

基"'

,

组(稀释液'

-

组(中和剂)具体操作参考2消

毒技术规范3中的中和剂悬液定量鉴定试验操作程

序进行%

##

&

)试验重复
G

次(计数各组的平均活菌密

度(并计算
&

*

$

*

+

组的组间菌落数误差率)当
&

*

$

*

+

组有相似量试验菌生长(且组间菌落数误差

率
"

#Nb

时(表明所选的中和剂及其浓度比较合适(

能作为该消毒剂的中和剂)其中(组间菌落数误差

率
q

%!

&

*

$

*

+

G

组的平均活菌密度
O

各组的平均

活菌密度"的绝对值之和$
&

*

$

*

+

G

组的平均活菌

密度之和&

a#$$b

)

#;%;%

!

.̀E

体外抗菌活性的测定
!

利用营养肉汤

稀释法%

##

&测定
.̀E

对白色念珠菌的最小抑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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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8*8K+,F*08Y8/')

:

'̀*=2*/)+/8'*

(

VF̀

"(具体操

作如下#!

#

"将
.̀E

用蒸馏水分别稀释成
G;$

(

!;$

(

N;$

(

D;$

(

C;$

(

";$

(

L;$

(

#$;$K

P

$

KZ

系列质量浓度

的试验液(然后各取
%;NKZ

分别加入到
%;NKZ

沙

堡液体培养基试管中)!

%

"将
$;#KZ

密度约为
#$

"

6̀7

$

KZ

的白色念珠菌悬液接种到含不同质量浓

度消毒剂的沙堡液体培养基试管中(将其作为试验

组!消毒剂质量浓度分别为
#;N

(

%;$

(

%;N

(

G;$

(

G;N

(

!;$

(

!;N

(

N;$K

P

$

KZ

")!

G

"以相同的方法把白色念

珠菌接种到不含消毒剂的沙堡液体培养基试管里(

将其作为阳性对照)同时另取
#

支只含沙堡液体培

养基的试管(将其作为阴性对照)!

!

"试验组*阳性

对照组及阴性对照组均培养
C%0

(肉眼观察并记录

试验结果)!

N

"肉眼观察试验组中无菌生长的最低

消毒剂浓度即为
.̀E

对白色念珠菌的
VF̀

)同

时(从肉眼观察无菌生长的各试验组试管中取出
#

KZ

试验菌液(分别接种至不含消毒剂的琼脂培养

基上进行培养(

C%0

后观察是否有菌生长(无菌生

长的最小消毒剂浓度即为
.̀E

对该菌的最小杀菌

浓度!

V8*8K(Kc+=/2)8=8?+, '̀*=2*/)+/8'*

(

Vc̀

")

!

D

"试验重复
N

次(取众数为
VF̀

值和
Vc̀

值%

#%

&

)

#;%;G

!

.̀E

对真菌的杀灭效果
!

利用悬液定量杀

菌试验方法%

#%B#G

&

(研究
.̀E

对白色念珠菌的杀灭

效果)试验分为阴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及体积分

数分别为
$;Nb

(

$;Db

(

$;"b

和
#;$b .̀E

的试验

组(试验组消毒剂的作用时间分别为
N

(

#$

和
#N

K8*

)

悬液定量杀菌试验方法如下#!

#

"采用无菌操

作(在试管中依次加入
$;NKZ#a#$

C

"

Na#$

C

6̀7

$

KZ

试验菌悬液和
$;NKZ

体积分数为
Gb

牛

血清蛋白混匀(置!

%$R#

"

S

水浴中
NK8*

后(吸取

一定质量浓度消毒液
!;$KZ

注入其中(迅速混匀

并立即记时)!

%

"待试验菌与消毒剂二者相互作用

至预定时间(吸取
$;NKZ

加入
!;NKZ

中和剂中(

混匀并作用
#$K8*

后(再吸取
#;$KZ

进行活菌计

数(计算各组的活菌浓度)!

G

"同时(用硬水代替消

毒液进行平行试验(作为阳性对照(用同批次的相关

溶液和培养基作为阴性对照)!

!

"试验重复
G

次(计

算杀灭效果!杀灭效果
q

阳性对照组平均活菌浓度

的常用对数值
O

试验组活菌浓度的常用对数值")

当杀灭效果
&

!;$$

时(判定为消毒合格)

#;%;!

!

物体表面消毒模拟试验
!

以木质桌面为代

表(以白色念珠菌!

#;%Na#$

C

"

#;%Na#$

"

6̀7

$

KZ

"样本为试验菌悬液(试验分为阴性对照组*阳性

对照组*

.̀E

试验组*氯甲酚溶液试验组(其中两试

验组的消毒剂体积分数分别设为
$;%b

(

$;Nb

和

#;$b

'消毒剂作用时间均为
#$ K8*

)参考文献

%

##

&(利用物体表面消毒模拟现场鉴定试验方法进

行评价(具体操作如下#!

#

"分别用
%

种不同体积分

数的消毒剂对木质桌面表面进行涂抹消毒(作用
#$

K8*

时(将无菌棉拭在含
#$KZ

中和剂溶液试管中

浸湿(并于管壁上挤干后对消毒区块进行涂抹采样)

最后无菌操作将采样端剪入原中和剂溶液试管内(

充分混匀后进行真菌培养计数)!

%

"将无菌棉拭在

含
#$KZ[c<

稀释液试管中浸湿(于管壁上挤干后

对对照组区块涂抹采样(无菌操作将棉拭采样端剪

入原稀释液试管内(充分混匀并适当稀释后培养计

数)!

G

"将同批次的中和剂溶液*稀释液*棉拭*培养

基等培养计数(作为阴性对照)!

!

"分别计算
.̀E

和氯甲酚溶液的杀菌率(用-平均数
R

标准差.表示(

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N

!

.̀E

对白色念珠菌超微结构的影响
!

!

#

"

样品前处理)取
NKZ#;%;G

中的白色念珠菌悬液

加至
!NKZ

体积分数
$;"b .̀E

中(混合均匀(作

用
#$K8*

时(快速加入
!N$KZ

中和剂混匀(作用

#$K8*

(然后
!S

*

D$$$)

$

K8*

离心
GK8*

(弃上清(

取下层的菌体沉淀用
[c<

液清洗*离心
G

次后(留

沉淀备用)对照组用
[c<

代替
.̀E

(其他处理相

同)试验组和对照组样品均一分为二(分别用于扫

描和透射电子显微镜的观察)

!

%

"扫描电子显微镜样品的制备与观察)上述

菌体沉淀加入体积分数
%;Nb

戊二醛重悬*固定(

!

S

过夜(再于
!S

*

D$$$)

$

K8*

离心
GK8*

(弃上清(

留沉淀(然后分别用体积分数
G$b

(

N$b

(

C$b

(

"$b

(

L$b

(

#$$b

梯度酒精脱水
"K8*

(再用
#$$b

酒精重悬
"K8*

后在载玻片上匀涂
#

滴(自然晾干(

最后喷金(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消毒剂作用前后

白色念珠菌的形态变化并拍照)对照组样本进行相

同处理)

!

G

"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样品的制备与观察)

上述菌体沉淀加入体积分数
%;Nb

戊二醛进行预固

定(然后用体积分数
,b

锇酸进行后固定(再依次在

N$b

乙醇中脱水
%$ K8*

*

C$b

乙醇中脱水过夜*

L$b

乙醇中脱水
%$ K8*

*

L$b

乙醇中脱水过夜*

L$b

丙酮与菌悬液
#r#

!体积比"混合
%$K8*

*

L$b

丙酮!均为体积分数"脱水
%$K8*

(然后树脂包埋(

制备成超薄切片(醋酸双氧铀
B

柠檬酸铅溶液染色后

置透射电镜下观察并拍照)对照组样本作同样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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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

结果与分析

%;#

!

.̀E

中和剂的筛选鉴定

由表
#

可知(以体积分数
Gb

吐温
B"$[c<

为中

和剂时(

&

*

$

*

+

组间菌落数误差率为
C;NDb

(小

于另外
%

种中和剂的组间菌落数误差率)说明体积

分数
Gb

吐温
B"$[c<

可有效中和
.̀E

对白色念珠

菌的残余作用(中和剂及其中和产物对白色念珠菌

和培养基无不良影响)据此(筛选出
.̀E

对白色念

珠菌的适宜中和剂为体积分数
Gb

吐温
B"$[c<

)

表
#

!

.̀E

中和剂筛选鉴定试验结果

\+Y,2#

!

.2(/)+,8]2)32,2=/8'*+*?29+,(+/8'*-') .̀E

中和剂

.2(/)+,8]2)

各组的平均活菌密度$!

6̀7

/

KZ

O#

"

492)+

P

298+Y,2?2*38/

:

'-2+=0

P

)'(

J

) * & $ + ' , -

&

*

$

和
+

组间

菌落数误差率$
b

'̀,'*

:

2))'))+/2+K'*

P

P

)'(

J

3

&

(

$

+*?

+

Gb

吐温
B"$[c<

Gb \122*B"$[c<

$ $ L$$$ CN$$ CCN$ $ $ $ C;ND

$;Nb

硫代硫酸钠
[c<

$;Nb<'?8(K/08'3(,-+/2[c<

$ #$ L$$$ NN$$ CCN$ $ $ $ #C;%G

#b

吐温
B"$Q#b

卵磷脂
Q

$;Nb

硫代硫酸钠
[c<

#b \122*B"$Q#b,2=8/08*Q

$;Nb3'?8(K/08'3(,-+/2[c<

$ #$ "$$$ NN$$ CCN$ $ $ $ #!;L$

%;%

!

.̀E

的体外抗菌活性

.̀E

对白色念珠菌生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阳性

对照组和
.̀E#;N

"

%;NK

P

$

KZ

组均可见真菌生

长(

.̀EG;$

"

N;$K

P

$

KZ

组*阴性对照组均未见

白色念珠菌生长(表明
.̀E

对白色念珠菌的
VF̀

为
GK

P

$

KZ

)对
.̀EG;$

"

N;$K

P

$

KZ

组试管液

体进行培养(结果均未见菌生长(表明该消毒剂对白

色念珠菌的
Vc̀

为
GK

P

$

KZ

)

%;G

!

.̀E

对真菌的杀灭效果

由表
%

可知(随着
.̀E

体积分数的增大和作用

时间的延长(其对白色念珠菌的杀灭效果不断增强)

当体积分数
$;Nb .̀E

作用
#NK8*

*

$;Db .̀E

作

用
#$K8*

和
$;"b .̀E

作用
NK8*

时(其杀灭效果

均
#

!

(消毒合格'当体积分数
$;"b

消毒剂作用
#$

K8*

以上时(白色念珠菌全部被杀灭(即
.̀E

的杀

菌率为
#$$b

'体积分数
#;$b .̀E

能全部杀灭真

菌)结果提示(

.̀E

对真菌的杀灭效果较好)

表
%

!

.̀E

对白色念珠菌的杀灭效果

\+Y,2%

!

6(*

P

8=8?+,2--2=/'- .̀E+

P

+8*3/7%-('(%%">'3%-$

消毒剂体积分数$
b

@',(K2-)+=/8'*'-

?838*-2=/+*/

不同时间杀灭效果

6(*

P

8=8?+,2--2=/-')?8--2)2*//8K2

NK8* #$K8* #NK8*

$;N G;NL G;"D !;$D

$;D G;"! !;LL N;!D

$;" N;$D

&

C;!D

&

C;!D

#;$

&

C;!D

&

C;!D

&

C;!D

!!

注#阳性对照组活菌数对数值为
C;!D

)

.'/2

#

Z'

P

9+,(2'-,892-(*

P

81+3C;!D8*/02

J

'38/892='*/)',

P

)'(

J

;

%;!

!

.̀E

对物体表面消毒模拟现场的杀菌效果

由表
G

可知(

.̀E

对物体表面消毒模拟现场的

杀菌效果随其体积分数的增大而增强'体积分数

$;%b

和
$;Nb .̀E

的杀菌率极显著高于相同体积

分数的氯甲酚溶液!

*

"

$;$#

"'体积分数
#;$b

.̀E

的杀菌率较相同剂量氯甲酚溶液的杀菌率高(

但差异不显著!

*

#

$;$N

")结果表明(与同剂量常

规剂型的氯甲酚溶液相比(

.̀E

对物体表面消毒模

拟现场的杀菌效果较好)

表
G

!

%

种氯甲酚消毒剂对物体表面消毒模拟

现场的平均杀菌率

\+Y,2G

!

492)+

P

2-(*

P

8=8?+,)+/23'-/1'=0,')=)23',

?838*-2=/+*/3-')3()-+=2?838*-2=/8'* b

消毒剂体积分数$
b

@',(K2-)+=/8'*'-

?838*-2=/+*/

.̀E

氯甲酚溶液

0̀,')=)23',3',(/8'*

$;% L";NGR$;%$

"$;DDR$;L#

''

$;N LL;"%R$;$N

L#;!$R$;D%

''

#;$ LL;LGR$;$% LC;G%R$;G%

!!

注#

''

表示相同剂量的
%

种消毒剂之间差异极显著!

*

"

$;$#

")

.'/2

#

''

8*?8=+/23/0238

P

*8-8=+*/?8--2)2*=2Y2/122*?838*-2=/B

+*/3+/3+K2='*=2*/)+/8'*3

!

*

"

$;$#

"

;

%;N

!

.̀E

对白色念珠菌细胞超微结构的影响

%;N;#

!

扫描电镜观察
!

白色念珠菌的扫描电镜观

察结果见图
#

)正常白色念珠菌呈卵圆形或椭圆

形(生长良好(表面光滑(细胞完整(可见有细胞出芽

繁殖!图
#B4

"'

.̀E

作用
#$K8*

后(菌体表面结构

有明显变化(菌体表面粗糙(凹凸不平(呈明显的皱

褶状(部分菌体细胞表面出现裂缝!图
#B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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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照组!

aG$$$

"'

c;̀.E

作用
#$K8*

!

aG$$$

"'

`;̀.E

作用
#$K8*

!

aD$$$

"

4;̀'*/)',

P

)'(

J

!

aG$$$

"'

c;E838*-2=/2?18/0 .̀E-')#$K8*

!

aG$$$

"'

`;E838*-2=/2?18/0 .̀E-')#$K8*

!

aD$$$

"

图
#

!

.̀E

对白色念珠菌细胞超微结构影响的扫描电镜观察

68

P

;#

!

<=+**8*

P

2,2=/)'*K8=)'3='

J

2'Y32)9+/8'*'- .̀E2--2=/'*(,/)+3/)(=/()2'-7%-('(%%">'3%-

%;N;%

!

透射电镜观察
!

由图
%

可见(正常白色念珠

菌呈卵圆形或椭圆形(细胞壁结构完整且较厚(细胞

膜结构完整(不同真菌细胞间的胞浆内电子密度均

匀(可观察到细胞内的细胞核(且细胞核异染色质浓

染(核膜完整(胞核易辨认!图
%B4

")

.̀E

作用
#$

K8*

后(透射电镜观察!图
%Bc

*

`

"显示(白色念珠菌

的形状发生了改变(主要呈卵圆形*椭圆形或长椭圆

形'细胞壁较正常白色念珠菌薄(部分真菌细胞的细

胞壁结构不完整(局部有断裂*缺损或破损碎片'有

的菌体细胞膜和细胞核边界不清(结构模糊'多数菌

体细胞质内部构造不清'不同真菌之间的胞浆内电

子密度不同(有的升高(有的降低)

4;

对照组!

a%N$$

"'

c;̀.E

作用
#$K8*

!

a%N$$

"'

`;̀.E

作用
#$K8*

!

a!$$$

"

4;̀'*/)',

P

)'(

J

!

a%N$$

"'

c;E838*-2=/2?18/0 .̀E-')#$K8*

!

a%N$$

"'

`;E838*-2=/2?18/0 .̀E-')#$K8*

!

a!$$$

"

图
%

!

.̀E

对白色念珠菌细胞超微结构影响的透射电镜观察

68

P

;%

!

\)+*3K8338'*2,2=/)'*K8=)'3='

J

2'Y32)9+/8'*'- .̀E2--2=/'*(,/)+3/)(=/()2'-7%-('(%%">'3%-

G

!

讨论与结论

随着养殖业的迅猛发展(畜禽的真菌性疾病越

来越普遍(尤以由白色念珠菌引起的疾病较多)白

色念珠菌是最常见的条件致病菌(在检出的致病性

真菌中占首位%

#!

&

)因此(研究如何控制这类致病性

真菌的意义重大)

为准确评价
.̀E

对真菌的杀灭效果(本试验首

先研究了
.̀E

对白色念珠菌的体外抗菌活性和杀

菌效果)结果表明(

.̀E

对白色念珠菌的
VF̀

和

Vc̀

均为
GK

P

$

KZ

'对白色念珠菌的杀灭效果随

着其体积分数的增大和作用时间的延长而增强(体

积分数
$;"b .̀E

作用
NK8*

即消毒合格(作用
#$

K8*

以上时(杀菌率为
#$$b

(

#;$b .̀E

作用
N

K8*

即能全部杀灭真菌)不同的微生物对同一种消

毒剂的敏感性不同)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表明(体

积分数
$;$"b .̀E

对大肠杆菌作用
NK8*

时消毒

合格(

$;#b .̀E

作用
NK8*

时则可全部杀灭大肠

杆菌%

L

&

)由此可见(

.̀E

对白色念珠菌的敏感性没

有对大肠杆菌的敏感性高)这可能主要是由于真菌

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与细菌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不同所

致)因此(临床上用
.̀E

进行全面彻底消毒时(应

适当提高消毒剂浓度)本试验结果还表明(

.̀E

较

同剂量常规剂型的氯甲酚溶液对物体表面消毒模拟

现场的效果好(二者在体积分数同为
$;%b

和
$;Nb

时均差异极显著!

*

"

$;$#

"(

#;$b

时差异不显著

!

*

#

$;$N

")大量资料表明(纳米乳是一种理想药

物载体(并具有其他药物载体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如

能提高难溶性药物的溶解度(就能提高药物的生物

利用度(进而可促进药物的透皮吸收等%

#NB#L

&

)本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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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的
.̀E

就是以纳米乳为药物载体研制出的一

种新剂型(其杀真菌效果较常规剂型氯甲酚强的原

因(可能主要就是由纳米乳这一特殊药物载体实现

的)

.̀E

为水包油型纳米乳%

"BL

&

(氯甲酚被包裹于

纳米乳中(形成的纳米级药物粒径小(易透过真菌的

细胞壁(从而增加了菌体内的药物浓度(增强了药物

的杀菌作用)本试验结果提示(

.̀E

对真菌的杀灭

效果好(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为研究
.̀E

对真菌的杀菌作用机制(本试验通

过悬液定量杀菌试验研究了体积分数
$;"b .̀E

对白色念珠菌超微结构的影响)扫描电镜下观察发

现(用
.̀E

处理
#$K8*

后(菌体表面皱褶明显(部

分出现裂缝'透射电镜下(菌体形状发生改变(细胞

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等结构均有不同程度的

变化)结果表明(

.̀E

可通过破坏真菌的细胞结构

完整性而发挥杀菌作用)细胞壁是真菌细胞的特殊

结构(它不但是真菌细胞防御外界侵袭的首道屏障(

而且在维持菌体形态*保护菌体免受外界损伤以及

介导菌体粘附于宿主细胞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

用%

G

&

)资料表明(细胞壁*细胞膜一旦受损(真菌就

不能维持其固有形态(细胞内外物质交换将会受到

阻碍(结合于胞膜上的各种酶也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导致真菌细胞对营养物质的吸收降低(生物大分子

合成受阻%

%$

&

)本试验结果提示(

.̀E

对白色念珠

菌的杀菌作用机制可能是其能致菌体的超微结构发

生改变(但是否还有其他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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