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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葛茎叶抗菌活性成分的研究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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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a 生命科学学院; b 林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　将蝙蝠葛 (M enisp erm um . d ahu ricum DC. ) 茎叶的乙醇粗提物分别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萃

取。其萃取物抗菌活性试验结果表明, 石油醚萃取物对青霉菌 (P enicillium sp. ) 有强抑制作用; 乙酸乙酯萃取物对

假丝酵母菌 (Cand iasp )有强抑制作用, 对金色葡萄球菌 (S tap hy lococcus au reus) 和大肠杆菌 (E scherich ia coli) 有较

强抑制作用, 对辣椒疫霉菌 (P hy top hora cap sic)有抑制作用; 正丁醇萃取物无明显抗菌活性。经对乙酸乙酯萃取物

分离纯化得到 2 个化合物É 和Ê , 抗菌试验结果表明, 化合物É 具有抑制金色葡萄球菌和辣椒疫霉菌的活性, 化合

物Ê 具有抑制假丝酵母菌和辣椒疫霉菌的活性; 经光谱和化学分析鉴定化合物É 为异槲皮素甙, 该化合物为首次

从蝙蝠葛植物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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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葛 (M . d ahu ricum DC. ) 为防己科蝙蝠葛

属植物, 又名蝙蝠藤、山豆秧、黄条香、野豆根等, 为

多年生草本攀缘植物。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东北、华

北、华中、华东等地, 陕西省北部及秦岭北坡也有分

布, 多生于海拔 1 500 m 以下的田边或石砾滩

地[1～ 4 ]。其干燥根茎可作药用, 称“北豆根”, 具有抗

心律失常、降压、解痉和抗癌等作用[5～ 7 ] , 其制剂已

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癌症、咽喉肿痛、风湿痹痛、

心脑血管疾病、慢性支气管炎等病症。以往人们只采

其根部作药用而废弃了其地上部分, 对蝙蝠葛资源

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浪费。为了扩大药源, 特开展了

蝙蝠葛茎叶的开发利用研究, 现将蝙蝠葛茎叶抗菌

活性成分的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仪器

1. 1. 1　材　料　蝙蝠葛茎叶于 2003208 采自西安

市翠华山,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韩恩贤副研

究员鉴定。柱层析用硅胶由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 (粒

度 0. 05～ 0. 074 mm ) , 薄层层析用硅胶 G 和 GF 254

均由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 Sedphadex2L H 20 由上

海维编科贸有限公司生产, 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1. 1. 2　仪　器　 INOVA 400 型超导核磁共振仪,

PE2Spectrum O ne FT 2IR 型红外光谱仪, X26 精密

显微微量熔点测定仪 (温度计未校正) , 高压灭菌锅

LB 2502, 电热恒温培养箱 (上海国光医化仪器厂) ,

超净工作台 (天长市光华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1. 2　试验方法

1. 2. 1　粗提物的制备　取阴干粉碎的蝙蝠葛茎叶

5 kg, 用工业乙醇常温浸泡, 乙醇用量每次 20 L , 共

浸泡 5 次, 合并提取液, 回收乙醇得浸膏 170 g。将浸

膏悬浮于 2. 5 L 蒸馏水中, 然后依次用石油醚、乙酸

乙酯、正丁醇萃取, 分别得石油醚萃取物 74 g, 乙酸

乙酯萃取物 41 g, 正丁醇萃取物 55 g。

1. 2. 2　粗提物抗菌活性测定　 (1)测试样品。石油

醚萃取物, 乙酸乙酯萃取物, 正丁醇萃取物。(2)测试

菌株。细菌用金色葡萄球菌 (S tap hy lococcus au reus)

和大肠杆菌 (E scherich ia coli) ; 真菌用假丝酵母菌

(Cand iasp )、青霉菌 (P en icillium sp. ) 、辣椒疫霉菌

( P hy top hora cap sic )、黄瓜枯萎病菌 ( F usa rium

oxy sp orium f. sp. V asinf ectum )、西瓜枯萎病菌

(F usa rium oxy sp orum Sch l. f. sp. N iveum ) 和棉花

枯萎病菌 (B otry tis cinerea Pers. )。粗提物对大肠杆

菌和金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活性在牛肉膏蛋白胨培养

基 (牛肉膏 3. 5 g, 蛋白胨 10 g, 琼脂 20 g, 水 1 000

mL , pH 7. 0～ 7. 2) 上测定, 对其余菌的抗菌活性在

PDA 培养基 (马铃薯 200 g, 葡萄糖 20 g, 琼脂 20 g,

水 1 000 mL , pH 7. 0～ 7. 2)上测定。 (3)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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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纸片扩散法: 将萃取物测试样品分别配成 0. 05

m göL 丙酮溶液, 然后分别吸取 20 ΛL 各测试样品

的丙酮溶液至滤纸片 (5 = 0. 6 cm ) 上, 使其充分吸

收, 待纸片上溶剂挥发后备用。将经高温灭菌的培养

基标号, 分别涂上各测试菌溶液, 注意要充分涂匀,

然后将沾有样品的圆形滤纸片小心平放到培养皿

中, 每个样品对每种测试菌做 3 个重复, 为增加随机

性和减少工作量, 可于一种测试菌的培养基中放 3

个样品, 用纯丙酮作空白对照。将制好的培养基放入

28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2～ 4 d 后观察结果, 测定

抑菌圈大小[8 ]。

1. 2. 3　活性成分的分离纯化　将乙酸乙酯萃取物

(41 g) 用硅胶拌样, 经硅胶柱层析, 以氯仿2甲醇系

统梯度洗脱 (体积比分别为 1∶0; 20∶1; 10∶1; 5∶

1; 2∶1; 1∶1; 0∶1) , 得到 7 个组分 (F1, F2, F3, F4,

F5, F6, F7) , 活性试验发现 F4 具有抗菌活性。在活

性跟踪下, 经对 F4 进行多次硅胶柱层析和

Sephadex2L H 20 柱层析, 分离得到淡黄色片状结晶

É 和橘红色针状结晶Ê。2 个化合物分别经薄层层

析检查, 用不同展开系统展开后在紫外光下观察为

单一斑点, 用浓硫酸显色剂及在碘缸中显色均呈单

一斑点, 初步证明化合物É , Ê 为纯化合物。

1. 2. 4　化合物É 的结构鉴定　 (1)化学分析。取化

合物É 5 m g 溶解于 5 mL 乙醇中制得供试溶液。盐

酸2镁粉试验: 吸取 1 mL 供试液于试管中, 加入 2 滴

浓盐酸, 再加入少许镁粉, 观察颜色变化。三氯化铝

反应: 取 1 mL 供试液于试管中, 加入几滴 10 göL

三氯化铝溶液, 在日光和紫外光下观察颜色。另将样

品溶液点于滤纸上, 然后喷 10 göL 三氯化铝溶液,

在紫外光下观察颜色变化。(2)波谱分析。取化合物

É 进行红外光谱和1H NM R 分析, 光谱数据如下:

IR (v , cm - 1) 3 272, 1 655, 1 594, 1 561, 1 493, 1 465,

1 295, 1 204, 1 133, 1 108, 1 016, 1 001, 944, 879,

813; 1H NM R (400 M H z, DM SO 2d6) ∆: 3. 00～ 3. 60

(6H , m , G22, 3, 4, 5, 6ab2H ) , 5. 47 (1H , d, J = 7. 2

H z, G212H ) , 6. 210 (1H , s, 62H ) , 6. 415 (1H , s, 82
H ) , 6. 850 (1H , d, J = 9. 2 H z, 5′2H ) , 7. 580 (1H , d,

J = 7. 2 H z, 6′2H ) , 7. 590 (1H , s, 2′2H ) , 9. 270 (1H ,

s, 3′2OH ) , 9. 770 (1H , s, 4′2OH ) , 10. 89 (1H , s, 72
OH ) , 12. 65 (1H , s, 52OH )。

2　结果与讨论

2. 1　粗提物抗菌活性测试结果

　　由表 1 可以看出, 石油醚萃取物对青霉菌

(P en icillium sp. ) 有强抑制作用; 乙酸乙酯萃取物

对假丝酵母菌 (Cand iasp ) 有强抑制作用, 对金色葡

萄球菌 (S. au reus) 和大肠杆菌 (E. coli) 有较强抑制

作用, 对辣椒疫霉菌 (p hy top hora cap sic) 有抑制作

用; 正丁醇萃取物对所有测试菌无明显抗菌活性。

2. 2　化合物É 和Ê 的抗菌测试结果

从表 1 可以看出, 化合物É 具有较强抑制金色

葡萄球菌和辣椒疫霉菌的活性; 化合物Ê 具有强抑

制假丝酵母菌的活性, 对辣椒疫霉菌也有抑制作用。

表 1　粗提物、化合物É 和Ê 的抗菌测试结果
T able 1　Screen ing resu lts of stra ins of componen t

测试菌株
T ested bacteria

石油醚萃取物
Componen ts from
petro leum ether

乙酸乙酯萃取物
Componen ts from

ethylacetate

正丁醇萃取物
Componen ts

from n2bu tano l

化合物É
Compound É

化合物Ê
Compound Ê

金色葡萄球菌
S. au reus

- + + - + + -

大肠杆菌
E. coli

- + + - - -

辣椒疫霉菌
P hy top hora cap si

- + - + +

青霉菌
P en icillium sp. + + + - - - -

假丝酵母菌
Cand iasp

- + + + - - + + +

黄瓜枯萎病菌
F usarium oxy sp orium
f. sp. V asinf ectum

- - - - -

棉花枯萎病菌
B otry tis cinerea Pers.

- - - - -

西瓜枯萎病菌
F usarium oxy sp orum
Sch l. f. sp. N iveum

- - - - -

　　注: - . 0< 5 (平均抑菌圈直径) < 6 mm; + . 6 mm < 5 < 10 mm; + + . 10 mm < 5 < 16 mm; + + + . 5 > 16 mm。

N o tes: - . 0< 5 (average diam eter of an tib io tic circle) < 6 mm; + . 6 mm < 5 < 10 mm; + + . 10 mm < 5 < 16 mm; + + + . 5 > 1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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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化合物É 的结构分析

2. 3. 1　化学分析　化合物É 为淡黄色片状结晶 (氯

仿2甲醇) , 经测定熔点为 233～ 235 ℃; 盐酸2镁粉试

验, 溶液显红色, 反应呈阳性; 三氯化铝试验, 溶液显

鲜黄色, 紫外光下显黄绿色荧光, 因此推测其为黄酮

类化合物。

2. 3. 2　波谱分析　 IR 谱图在 3 272 cm - 1处峰表明

有 羟基 (OH ) 存在; 1 655 cm - 1 处峰表明有羰基

(C O ) ; 1 594, 1 561, 1 493, 1 465 cm - 1处峰表明

有苯环。1H NM R ( 400 M H z, DM SO 2d6) ∆: 12. 65

( 1H , s) , 10. 89 (1H , s) , 9. 770 (1H , s) , 9. 270 (1H , s)

处的 4 个峰分别为 52OH , 72OH , 4′2OH 和 3′2OH

的信号; 7. 580 (1H , d, J = 7. 2 H z) 和 7. 590 (1H , s)

处的峰分别为 6′2H 和 2′2H 的信号; 6. 415 (1H , s)

和6. 210 (1H , s) 处峰分别为 82H 和 62H 的信号;

5. 47 (1H , d, J = 7. 2 H z) 处 1 个峰为葡萄糖 1 位碳

上的质子信号, 其 J 为 7. 2 表明是 Β2D 葡萄糖;

3. 00～ 3. 60 (6H , m ) 处多重峰为葡萄糖上其余 6 个

质子 (G22, 3, 4, 5, 6ab2H )的质子信号; 3 位无羟基表

明葡萄糖基是接在甙元异槲皮素的 3 位。光谱数据

和熔点数据与文献值[9～ 14 ]完全一致, 确定该化合物

为异槲皮素甙 (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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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 ies on the an t im icrob ia l act ive con st ituen ts of
stem and leaves from M en isp erm um d ahu ricum DC.

KONG Yanga ,M A Yang-m inb,Y U Boa , SH I Qing-huab

(a Colleg e of L if e S ciences; b Colleg e of F orestry ,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T he stem and leaves of M . d ahu ricum DC. w ere exhau st ively ex tracted w ith ethano l. T he ex2
t ract ion w as done w ith petro leum ether, ethylaceta te and n2bu tano l in tu rn. T he an t im icrob ia l componen ts

from variou s ex tracts w ere invest iga ted and found that the componen ts from petro leum ether had h igh an2
t im icrob ia l act ivity on the P en icillium sp. T he componen ts from ethylaceta te cou ld rest ra in the S tap hy lococ2
cus au reus seriou sly, and have h igh an t im icrob ia l act ivity again st Cand iasp , E. coli and P hy top hora cap sic.

T he componen ts from n2bu tano l had no an t im icrob ia l act ivity. W e derived compound É and compound Ê
from ethylaceta te ex tract. Compound É cou ld rest ra in the S tap hy lococcus au reus and P hy top hora cap sic.

Compound Ê had an t im icrob ia l act ivity on Cand iasp and P hy top hora cap sic. O n the basis of spectra l data

and chem ical react ion, Compound É w as elucidated to be isoquercit rin , w h ich w as iso la ted from the stem

and leaves of M . d ahu ricum DC. fo r the first t im e.

Key words:M en isp erm um d ahu ricum DC. ; an t im icrob ia l act ivity; f lavone; isoquercit 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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