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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从植物精油中寻找新型抑菌剂是植物化学研究的一个方向%本试验提取了丁香'八角'孜然'薄荷和生姜

*

种药食兼用植物的精油$采用抑制菌丝生长法和
#"

孔板法测试了
*

种精油对
$

种植物病原真菌和
*

种细菌的抑

菌活性%结果表明
*

种植物精油对测试真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丁香的抑制作用最强$对梨黑星病菌的抑制作

用最强$其
BY

*&

为
#.8!!+

E

(

>

&

*

种植物精油对测试细菌的抑菌作用较弱$孜然和生姜精油对青枯菌的抑制最强$最

小抑菌浓度!

VBY

#也仅为
%)*+

E

(

>

%采用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

_Y=V6

#分析了各精油的主要化学成分$八角主

要成分为茴香脑!

*.8%"1

#$薄荷主要成分为长叶薄荷酮!

%*8$*1

#$丁香主要成分为丁子香酚!

$)8"$1

#$生姜主要

成分为香叶醛!

%"8$&1

#$孜然主要成分为茴香甲醛!

!"8&"1

#%本研究结果表明丁香具有开发为新型植物源抑菌

剂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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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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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菌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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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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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常使用化学农药来防控植物病害"然而"

随着化学农药的使用"其负面效应也逐渐显露出来"

如病原微生物产生抗药性"对环境及其人体健康产

生不利影响等"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化学农药的使

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注重健康和

食品安全"对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向,绿色-和,天

然-转变"因此"开发天然&高效&低毒的抑菌产品已

经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

+

$找寻,新型绿色抑菌剂-

的需求显得尤为突出"从植物精油中寻找具有应用

价值的抑菌剂是植物化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植物精油'

D00D-I,LKF,K

(是一类存在于植物体内&

分子量较小的次生代谢产物"在常温下易挥发"具有

一定气味的油状液体的总称*

)

+

$因其来源于植物"并

具有多种生物活性"正日益受到科研工作者的关

注*

.

+

$近年来"研究报道了多种植物精油具有广谱的

抗菌活性"对细菌&真菌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

+

$

八角
I..+%+/*8)'/* 9FFa8Q8

&丁香
B

0

F

06

+/*

$'(*$&+%/*

'

>8

(

VDNN8l>8V87DNN

S

&孜然
2/4

*+,/*%

0

*+,/*>8

&生姜
J+,

6

+?)'(

::

+%+,$.)UF0=

/FD

和薄荷
9),&5$5$

3

.(%$.

0

-5N,

e

8

均为药食兼用

的植物"资源丰富"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和日常饮食

中*

<

+

$据报道"孜然精油的主要化学成分为
)=

蒈烯
=

%&=

醛*

$#

+

"抑菌活性测试表明其对晚疫病菌
!5

0

&(4

3

5&5('$+,

:

)1&$,1

&扩展青霉
!),+%+..+/*)-

3

$,4

1/*

&匍枝根霉
K5+F(

3

/11&(.(,+

:

)'

&茄腐镰刀菌

C/1$'+/*1(.$,+

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最小抑菌

浓度'

VBY

(依次为
&8!n

&

&8"n

&

&8.n

&

&;.n

*

%&

+

"

对大肠杆菌
E1%5)'+%5+$%(.+

和福氏志贺氏菌
B5+4

6

)..$

:

.)-,)'+

作用最为明显'

VBY

均为
)*

$

E

#

+>

"

V5Y

'最小杀菌浓度(均为
*&

$

E

#

+>

(

*

%%

+

$丁香精

油的主要化学成分为丁香酚和石竹烯*

%)

+

"其对食品

中常见腐败菌及致病菌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

$

薄荷精油的主要成分为薄荷酮&异佛尔酮等*

%"

+

"对

多种革兰氏阴性和阳性菌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VBY

值范围为
)8*&1

!

&;")1

*

%<

+

$八角精油主要

成分为茴香脑&草蒿脑&茴香醚等"可显著抑制大肠

杆菌
ED%(.+

&枯草芽胞杆菌
#$%+../11/?&+.+1

&金黄色

葡萄球菌
B&$

3

5

0

.(%(%%/1$/')/1

&黑曲霉
>1

3

)'

6

+.4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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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曲霉
>D

:

.$8/1

&棉花枯萎病菌
CD(-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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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Q8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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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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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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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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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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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Y

值为
&8*

!

$&+>

#

>

*

%$%#

+

$生姜精油的主

要化学成分为
%

=

姜烯&

!

=

倍半水芹烯*

)&)%

+

"对大肠

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
B$.*(,)..$

的

VBY

值均为
&8%

E

#

+>

"对志贺氏痢疾杆菌
BD%$14

&)..$,+

和苏云金杆菌
#D&5/'+,

6

+),1+1

的
VBY

值均

为
&8&*

E

#

+>

*

))

+

"对青霉
!),+%+..+/*

和黑曲霉的

VBY

值均为
&8<$1

*

).

+

$

*

种精油化学成分及抑菌活性虽有报道"但对

于产地为贵州的
*

种植物精油的主要化学成分及抑

菌活性鲜有报道"另外"

*

种精油针对农业致病菌的

活性报道较少$鉴于此"本文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

取了产自贵州的
*

种植物的精油"并系统测试了
*

种精油对多种植物病原真菌&细菌及其他致病菌的

抑制作用$以期能筛选出可有效防控植物病原微生

物和其他致病菌的天然产物"为下一步开发为植物

源杀菌剂奠定基础$

!

!

材料和方法

!"!

!

试验材料

!8!8!

!

植物样品

八角
ID8)'/*

和孜然
2D%

0

*+,/*

的籽"丁香

BD$'(*$&+%/*

的花蕾"生姜
JD(

::

+%+,$.)

的块根"

薄荷
9D5$

3

.(%$.

0

-

叶"

*

种植物样品均采自贵阳周

边地区$

!8!8$

!

供试菌株

细菌!绿脓杆菌
!1)/7(*(,$1$)'/

6

+,(1$

&金黄

色葡萄球菌
BD$/')/1

&大肠杆菌
ED%(.+

&青枯菌

K$.1&(,+$1(.$,$%)$'/*

和枯草芽胞杆菌
#D1/?&+4

.+1

"均由贵州省中国科学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

室提供$

真菌!黄瓜菌核病菌
B%.)'(&+,+$1%.)'(&+('/*

&人

参锈病菌
2

0

.+,7'(%$'

3

(,7)1&'/%&$,1

&油菜菌核病菌

BD1%.)'(&+('/*

'

>,R8

(

OD85LN

S

&腐皮镰刀菌
CD1(.$,+

&

立枯丝核菌
KD1(.$,+

&梨黑星病菌
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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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卷第
!

期 马秋等!

*

种植物精油抑菌活性及其化学成分研究

2ODN'

&苍术黑斑病菌
>.&)',$'+$&),/+11+*$

和根腐病

菌
!D%+,,$*(*+

"均由贵州省中国科学院天然产物

化学重点实验室提供$

!8!8%

!

培养基

>?N,L=5DNIL-,

液体培养基'

>5

(!胰蛋白胨

%&8&

E

"酵母提取物
*8&

E

"

HLYK%&8&

E

"加入去离子

水至
%&&&+>

"用
*+FK

#

>HLG9

调
J

9

至
<8!

"灭

菌后备用$

马铃薯葡萄糖琼脂'

7@2

(固体培养基'上海博微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马铃薯浸粉
*8&

E

"葡萄糖
)&8&

E

"

琼脂
%*8&

E

"氯霉素
&8%

E

"加蒸馏水
%&&&+>

"加热

煮沸溶解"灭菌后备用$

!"$

!

仪器与试剂

!8$8!

!

仪器

UT*)=##

型亚荣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

器厂(%

WH9]

型电热套'杭州明远仪器有限公司(%

@>65=*

#

)&

型低温冷却液循环泵'郑州长城科工贸

有限公司(%

95V=%&"

型粉碎机'瑞安市瀚博机电有

限公司(%

\2))&!5

万分之一电子天平'上海精密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

9WX=\%"&2

恒温振荡器'上海

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Wd=*&Z56

型立式压

力蒸汽灭菌锅'上海申安医疗器械厂(%

6]=YA=)\@

型双人单面净化工作台'苏州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97"$#&

#

*#<*Y_Y

#

V6

联用仪'美国安捷伦公司($

!8$8$

!

试剂

无水乙醇&二氯甲烷&无水硫酸钠&二甲基亚砜

'

@V6G

(均为市售分析纯"吐温
=$&

为市售化学纯"

纯水为本实验室制备$

!"%

!

试验方法

!8%8!

!

精油的提取

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
*

种植物精油*

)!

+

$将

原材料阴干粉碎后过
)&

目筛"各称取
%*&&

E

新鲜

样品置于
*&&&+>

的烧瓶中"按固液比
%:)

加入

.&&&+>

蒸馏水"加热"保持沸腾
.

!

!'

"回流冷凝

收集蒸馏液$用二氯甲烷萃取收集到的蒸馏液"萃

取液以无水硫酸钠干燥"过滤"用旋转蒸发仪去除溶

剂"得到精油"密封"保存在
!i

冰箱中备用$

!8%8$

!

抑菌活性测试

采用抑制菌丝生长法测试抑制真菌的活性*

)*

+

!

将样品用一定量的二甲基亚砜'

@V6G

(溶解配制成

.&&+

E

#

+>

溶液"加入少许吐温
=$&

"用灭菌的
7@2

培养基将溶液稀释至
)&&&

&

%&&&

&

*&&

&

)*&+

E

#

>

和

%)*+

E

#

>

"使
@V6G

含量低于
&8*1

"将带药培养基

倒入培养皿中"待其凝固后接入活化后的待测真菌菌

饼"每样重复
.

次"以加入少许吐温
=$&

的等量
@V6G

溶剂作为空白对照"以三唑酮为阳性对照$置于
)$i

培养箱中培养
"O

"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直径"根据

菌丝生长抑制率计算抑制中浓度'

BY

*&

(

*

)"

+

$

抑制细菌的活性*

)<

+

!将所选测试菌种活化后"

用
>5

液体培养基稀释菌液至
&8*

麦氏浊度%将样

品用一定量的
@V6G

溶解并用活化后的菌液配制

成
!&&&+

E

#

>

溶液"加入少许吐温
=$&

"使
@V6G

含

量低于
%8&1

$采用
#"

孔板
)

倍稀释法测试
*

种精油

的抑制细菌活性"以加入少许吐温
=$&

的等量
@V6G

的

菌液作为空白对照"以环丙沙星为阳性对照$置于

.<i

培养箱中培养
)!'

"以孔板上没有浑浊的最小药液

浓度为样品对供试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

VBY

($

!8%8%

!

化学成分分析

气相色谱条件!色谱柱为弹性石英毛细管柱

'

W5=*V6B

"

.&+4&8)*

$

+4)*&

$

+

("用正己烷将

植物精油配制成
%*&+

E

#

>

的溶液$测定八角&丁

香&生姜&薄荷精油时"程序升温!初始温度为
*$i

保持
)+,-

"以
.i

#

+,-

升温速度升至
%"&i

"再以

%&i

#

+,-

的速度升至
.%&i

"八角和丁香处理运行

!&+,-

"生姜和薄荷处理运行
*"+,-

%孜然处理程序升

温!初始温度
!$i

保持
)+,-

"以
!i

#

+,-

升温速度升

至
)&"i

"再以
$i

#

+,-

的速度升至
.%&i

"运行

.*+,-

%柱子参数!汽化室温度
)*&i

"接口温度

)$&i

"进样量
%

$

>

"载气为
##8##1

的高纯氦气"丁

香&薄荷&八角&生姜精油柱前压均为
$8%%

J

0,

"孜然

柱前压为
<8.$

J

0,

"载气流量
%8&+>

#

+,-

"分流比

)&:%

"溶剂滞后时间
!8&+,-

$

*

种植物精油的质谱

条件!电子能量
<&D̂

"离子源为
TB

源"

TB

源温度

).&i

"发射电流
.!8"

$

2

"四极杆温度
%*&i

"倍增

器电压
%!$)^

"质量范围
)#

!

*&&L+?

$各峰经质

谱计算机数据系统检索"标准图谱库
H,0I)&&*

和

],KD

S

)<*

确定各精油的化合物结构"用峰面积归一

化法确定各成分的相对含量$

$

!

结果与分析

$"!

!

#

种植物精油抑制真菌活性

*

种植物精油对
$

种植物病原真菌的抑制活性测

试结果见表
%

$由表可知"

*

种植物精油对测试真菌

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其中丁香精油活性最好"

)

."%

)



)&)&

对梨黑星病菌的作用最强"

BY

*&

为
#.8!!+

E

#

>

$其次

为孜然精油"其对人参锈病菌的活性最好"

BY

*&

为

%%)8)$+

E

#

>

$薄荷精油的抑菌作用最弱"对所有

测试菌的
BY

*&

均高于
.&&+

E

#

>

"其中对梨黑星病菌

的活性最差"其
BY

*&

为
<#<8&!+

E

#

>

$在所有测试

精油中"生姜精油对根腐病菌的抑制作用最弱"其

BY

*&

为
%)<#8.$+

E

#

>

"但对其他测试真菌的抑制作用

较强"对立枯丝核菌的
BY

*&

也达到
%!"8$.+

E

#

>

$该

结果表明
*

种植物精油具有较为广谱的抑制真菌的

作用"但与阳性对照相比活性较差$

表
!

!

#

种植物精油对
E

种植物病原真菌的抑制活性

)3?-+!

!

F1/'?3./+2'3-3./'8'/'+,04/*++,,+1/'3-0'-,42074'8+

;

-31/,3

(

3'1,/+'

(

*/

;

-31/

;

3/*0

(

+1'.461

(

'

植物精油

T00D-I,LKF,K

抑制中浓度'

BY

*&

(#

+

E

)

>

g%

!

*&1,-',R,I,F-/F-/D-INLI,F-

梨黑星病菌

LD

3

+'+&,$

腐皮镰刀菌

CD1(.$,+

黄瓜菌核病菌

BD1%.)'(&+('/*

根腐病菌

!D%+,,$*(*+

八角
ID8)'/*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丁香
BD$'(*$&+%/*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孜然
2D%

0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生姜
JD(

::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薄荷
9D5$

3

.(%$.

0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三唑酮'

YZ

(

IN,L̀FKF-D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植物精油

T00D-I,LKF,K

抑制中浓度'

BY

*&

(#

+

E

)

>

g%

!

*&1,-',R,I,F-/F-/D-INLI,F-

人参锈病菌

2D7)1&'/%&$,1

油菜菌核病菌

BD1%.)'(&+('/*

立枯丝核菌

KD1(.$,+

苍术黑斑病菌

>D&),/+11+*$

八角
ID8)'/*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丁香
BD$'(*$&+%/*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孜然
2D%

0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生姜
JD(

::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薄荷
9D5$

3

.(%$.

0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三唑酮'

YZ

(

IN,L̀FKF-D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8""

(

$"$

!

#

种植物精油抑制细菌活性

*

种植物精油对细菌的抑制作用结果见表
)

$

由表可知"

*

种植物精油对
*

种测试细菌均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但远远小于阳性对照环丙沙星$与抑

制真菌结果相似"亦是丁香和孜然精油的活性最

好"对
*

种测试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孜然精油

对青枯菌的
VBY

最小"为
%)*+

E

#

>

"丁香精油对

青枯菌和枯草芽胞杆菌的
VBY

均为
)*&+

E

#

>

$

八角&生姜&薄荷精油只对部分测试菌具有抑制作

用"其中八角精油的活性最差"只对大肠杆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枯草芽胞杆菌具有抑制作用"但
VBY

均大于
%&&&+

E

#

>

$

表
$

!

#

种植物精油抑制细菌的活性!

#

)3?-+$

!

F1/'?3./+2'3-3./'8'/'+,04/*++,,+1/'3-0'-,42074'8+

;

-31/,3

(

3'1,/4'8+?3./+2'3-,/23'1,

菌株

5L/IDN,LK0INL,-

最小抑菌浓度'

VBY

(#

+

E

)

>

g%

!

V,-,+?+,-',R,IFN

S

/F-/D-INLI,F-

八角

ID8)'/*

丁香

BD$'(*$&+%/*

孜然

2D%

0

*+,/*

生姜

JD(

::

+%+,$.)

薄荷

9D5$

3

.(%$.

0

-

环丙沙星

Y,

J

NFQKFML/,-

青枯菌
KD1(.$,$%)$'/* g )*& %)* %)* *&& .

大肠杆菌
ED%(.+ )&&& %&&& %&&& g g )

绿脓杆菌
!D$)'/

6

+,(1$ g %&&&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BD$/')/1 %&&& *&& %&&& g g .

枯草芽胞杆菌
#D1/?&+.+1 %&&& )*& *&& %&&& *&& %

!

%

(,

g

-表示精油浓度在
)&&&+

E

#

>

时对供试菌没有抑制作用$

,

g

-

,-O,/LID0I'LII'DD00D-I,LKF,KLII'D/F-/D-INLI,F-FQ)&&&+

E

#

>'L0-F,-',R,IFN

S

DQQD/IF-I'DID0IDORL/IDN,L8

$"%

!

#

种植物精油化学成分分析

_Y=V6

检测
*

种植物精油的主要化学成分见

表
.

$八角精油中检测出的化合物含量占总成分的

#$8#<1

"其主要成分是茴香脑和茴香醛"茴香脑占

*.8%"1

"茴香醛占
)*8"$1

$另外"芳樟醇的含量

为
<8%$1

"萜品烯醇
=!

和
"

=

萜品醇的含量分别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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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物精油抑菌活性及其化学成分研究

);!!1

和
)8.!1

$薄荷精油中的化合物含量占总

含量的
##8.&1

"其中含量最多的为长叶薄荷酮"含

量为
%*8$*1

"其次为异薄荷脑"含量为
%*8)%1

$

薄荷烯酮醚和反 胡椒酮氧化物的含量分别为

%.;&!1

和
%)8""1

"异薄荷酮
#8&<1

$丁香精油中

化合物较少"其含量占总含量的
##8#&1

"其中含量

最多的为丁子香酚"含量达到
$)8"*1

"其次为乙酰

丁香酚"含量为
%*8$%1

"其余的化合物含量均较

少$生姜精油检测出的化合物"含量占总含量的

<!;!%1

$含量最多的香叶醛"含量为
%"8$&1

%其次

为橙花醇"含量为
%%8$#1

%姜烯的含量为
*;#.1

$孜

然精油检测出的化合物占总含量的
##;##1

$其中茴

香甲醛和茴香脑的含量分别是
!"8&"1

和
.$8"#1

"这

)

种化合物含量为
$!8<*1

"是孜然挥发油中的主要

物质$草蒿脑的含量为
<;#"1

"萜品烯和伞花烃的含

量分别为
)8$&1

和
%8#"1

$

表
%

!

#

种植物精油主要化学成分

)3?-+%

!

G3'1.*+7'.3-.07

;

01+1/,04/*++,,+1/'3-0'-,42074'8+

;

-31/,

植物

7KL-I

序号

HF8

保留时间#
+,-

UDID-I,F-I,+D

中文名称

Y',-D0D-L+D

分子量

VFKD/?KLNbD,

E

'I

相似度#
1

6,+,KLN,I

S

相对含量#
1

UDKLI,PD/F-ID-I

八角
ID8)'/* % %&8#!

桉油精
%*! #< %8&"

) %.8#%

芳樟醇
%*! #< <8%$

. %<8.!

萜品烯醇
=! %*! #" )8!!

! %<8#*

"

=

萜品醇
%*! #% )8.!

* %$8)$

草蒿脑
%!$ #$ %8.$

" )&8<*

茴香醛
%." #$ )*8"$

< ))8)&

茴香脑
%!$ #$ *.8%"

$ )"8!$

茴香酮
%"! #! %8$%

# .<8$"

胡椒酚
%.! #% %8$!

薄荷
9D5$

3

.(%$.

0

- % %"8)*

异薄荷酮
%*! #$ #8&<

) %<8%<

异薄荷脑
%*" #% %*8)%

. )&8&#

长叶薄荷酮
%*) #$ %*8$*

! )&8<#

反
=

胡椒酮氧化物
%"$ #. %)8""

* ))8*.

莰烷
%.$ #! %8$$

" )!8*!

优葛缕酮
%*& #% )8&*

< )*8..

丁子香酚
%"! #$ !8*)

$ )*8"*

薄荷烯酮醚
%"" #" %.8&!

# )<8#%

!

=

石竹烯
)&! ## %8))

%& .&8!*

大根香叶烯
)&! #$ %8&&

%% .)8<% !=

环丙基
=)=

甲氧基苯酚
%"! #. %8#.

丁香
BD$'(*$&+%/* % )*8!)

丁子香酚
%"! ## $)8"*

) )<8#)

!

=

丁香油烃
)&! ## %8&#

. .)8..

乙酰丁香酚
)&" #$ %*8$%

生姜
JD(

::

+%+,$.) % %&8#!

桉树脑
%*! #$ )8)*

) %"8$.

茨醇
%*! #% .8""

. %<8#*

"

=

萜品醇
%*! #% )8&&

! )&8%$

橙花醇
%*) #" %%8$#

* )&8$)

反
=

香叶醇
%*! #& %8*!

" )%8*%

香叶醛
%*) #* %"8$&

< .&8*!

芳姜黄烯
)&) #$ .8#$

$ .%8&*

姜烯
)&! #* *8#.

# .%8*<

!

=

甜没药烯
)&! #* .8))

%& .)8%<

!

=

倍半水芹烯
)&! #$ .8#"

%% ..8%#

榄香醇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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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本文通过水蒸气蒸馏法提取了
*

种药食兼用植

物的精油"采用抑制菌丝生长速率法和
#"

孔板微量

稀释法测试了
*

种植物精油对多种植物病原真菌和

细菌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

*

种植物精油对多种

植物病原真菌和细菌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本试验中检测出八角精油中的主要成分是茴香

脑'

*.8%"1

(和茴香醛'

)*8"$1

("对
$

种测试植物

病原真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对所测细菌的活

性较弱或没有抑制作用"该结果与已报道的精油活

性相差较大*

%$%#

+

$张
!

彬等报道了柠檬烯为八角精

油中的主要抑菌活性物质*

)$

+

"而本试验检测出的柠

檬烯含量仅为
&8&.1

$文献报道的主要成分与本

文所测相似"但抑菌活性相差较大"推测与柠檬烯的

含量有关$

本试验检测出的生姜精油的主要成分是香叶醛

'

%"8$&1

(和橙花醇'

%%8$#1

("对所测的植物病原真

菌均有中等强度的抑菌活性"对细菌的抑制作用较

弱$文献报道生姜精油的主要成分为
"

=

姜烯*

)&

"

)#

+

&

!

=

姜烯*

)%

+

&

!

=

水芹烯*

.&

+

"本试验检测出的姜烯含量为

*8#.1

"与文献报道含量差距甚远"推测可能是受提

取工艺&采摘地点和采摘时节等因素的影响$多篇

文章报道了生姜精油具有较强的抑菌活性"推测可

能与姜精油中姜辣素&黄酮和多酚成分含量有

关*

))).

"

.%.)

+

"而这些物质本试验中并未检测出"可能

这就是本次测试活性较弱的原因$

本试验检测出薄荷精油中的主要化学成分为长

叶薄荷酮'

%*8$*1

(&异薄荷脑'

%*8)%1

("生测结果

显示其对植物病原真菌和一些细菌的抑制作用均较

弱"且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没有抑制作用$

与本试验检测结果不同"文献报道薄荷精油的主要

成分为异佛尔酮*

%<

+

&香薷酮*

..

+

&薄荷醇*

.!

+

"对一些

病原细菌均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

%<

"

.*

+

"

VBY

值为

*;&&1

!

&8&!1

*

%<

+

$国内亦有多篇文献报道了不

同品种&不同产地&不同采摘时间&不同提取方法的

薄荷精油的成分及抑菌活性"结果表明薄荷精油中

的化学成分相差较大"但均有较好的抑菌活性"推测

可能原料品种&产地和提取方法不同导致了成分的

差异*

."

+

$

本试验所测孜然精油的主要成分为茴香甲醛

'

!"8&"1

(和茴香脑'

.$8"#1

("而文献报道其主要

成分为
)=

蒈烯
=%&=

醛&枯茗醛&

.=

蒈烯
=%&=

醛*

$#

"

)!

+

"这

些化合物本次试验均未检出$另外"抑菌活性试验

显示孜然精油对测试真菌和细菌均有中等强度的抑

制作用"与文献报道相似*

%%

"

)!

"

.<

+

"推测孜然精油中有

多种成分具有抑菌活性$

本试验检测出丁香精油中含量最多的为丁子香

酚'

$)8"$1

("其次为乙酰丁香酚'

%*8$%1

("与文献

报道相似*

%)

+

$本试验生测结果显示丁香精油在
*

种

被测精油中抑菌活性最强"该结果与文献报道一

致*

%!%*

"

.<.$

+

$丁子香酚为丁香中的主要气味物质和

抑菌物质*

%!

+

"贵州产丁香中丁子香酚的含量高于文

献报道"据此可推测贵州产丁香应具有更强的丁香

气味及抑菌活性"故其品质更优$

本文研究的
*

种贵州产药食兼用植物精油的主

要成分及抑菌活性虽与报道有差别"但其抑菌作用

是毋庸置疑的"它们的活性与阳性对照相比较差"是

因为
*

种植物精油均为粗提物"成分较多"活性物质

含量较低"故下一步本实验室将在活性追踪下分离

这些植物精油中的活性物质"以期寻找到新的抑菌

活性物质$本试验研究结果显示"

*

种植物精油对

多种植物病原微生物具有抑制作用"但本次试验均

为体外测试"且精油往往对植物具有化感作用"故这

些精油对于植物相关病症的效果"还需进一步的盆

栽试验验证$另外"本文中的植物均为人们通常添

加到食物中的香料植物"千百年来的食用结果表明

这些植物对人体无毒&无副作用"本研究的结果将为

食物及食材的保鲜提供新的方法"为天然产物在食

品安全领域的应用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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