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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鲜生姜 幽门螺杆菌 药理作用 实验研究

幽门螺杆菌(HP)与慢性消化性溃疡的关系十

分密切。中医治疗慢性胃炎及消化性溃疡效果良好。

实验研究表明多种中药具有抑杀HP的作用⋯。为了

探讨HP对生姜的敏感性，笔者选用生姜与干姜进行

体外对HP抑菌试验，现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HP茵液及生姜试验液的制备菌液制备：由临

床分离、培养，并鉴定确认的HP菌株共2株(F讲，

F。。)，试验取对数生长期细菌，配制成含菌浓度为

3 X 109CFU／ml的HP菌液。试验液的制备：①新鲜生

姜汁：采用福建省福安市双峰村产新鲜生姜2009，经

洗净，晾干表面水分，榨汁，过滤及离心沉淀，取上

清液并加入适量蒸馏水，于实验前1d制成含新鲜生

姜1009／lOOml(100％)浓度的试验液，高压灭菌后

置冰箱保存，临用前再用蒸馏水配置成所需浓度。②

生姜水煎液：取同一批生姜经洗净，晾干表面水分，

切成片状(厚度为0．3—0．5 cm)，实验前1d加水煎

煮2次，每次30min，水煎液减压浓缩成含新鲜生姜

1009／100ml(100％)浓度的试验液，置4℃冰箱备

用。③干姜水煎液：取同上一批新鲜生姜片，置室温

下晾干，制成干姜，将定量的干姜片加水煎煮两次，

每次30min，水煎液减压浓缩至一定浓度，按新鲜生

姜与干姜比率换算制成相当于含新鲜生姜100 g／

100ml(100％)浓度的试验液，置4。C冰箱备用。④

庆大霉素(浙江新昌制药股份有限公生产，批号：

20001003)。⑧5％NaCl溶液。

1．2 药物敏感性试验方法：取直径8em，培养基

厚度4 mm的布氏培养基平皿(布氏琼脂+5％兔血

+TMP)，每皿加入HP菌液50 ul，用消毒棉签均匀

涂布在整个培养基表面，待稍干后，采用打孔法，均

匀地挖5个杯状小孔，孔口直径4 mm，各孔分别加

入100％浓度的新鲜生姜汁、生姜水煎液及干姜水煎

液各15ul及庆大霉素15ul，5％NaCl 15ul(作高渗透

压对照)，再将平皿置于37。C微需氧环境培养72h，

观察抑菌圈的出现并测量其直径。每种药敏试验均测

试2株HP。

判断标准旧J：高度敏感：抑菌直径>25mm；中

度敏感：10 mm<抑菌直径<25 mm；低度敏感：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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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直径<10mm。

1．3 最低抑茵浓度(MIC)的测定方法：采用平

板稀释法，分别取100％浓度的新鲜生姜汁、生姜水

煎剂和干姜水煎剂，按1．6％、3．1％、6．3％、

12．5％、25％、50％的浓度制成试液分别加入培养基

中，混匀倾注平板，并均匀涂布HP菌液，于37℃微

氧培养72h，观察最低抑菌浓度。

2实验结果

经打孔法观察显示出不同生姜实验液对体外liP均

有抑菌作用。其抑菌作用大小依次为：新鲜生姜汁>生

姜水煎液>干姜水煎液。其中HP对新鲜生姜汁和庆大

霉素高度敏感，5％NaCl溶液无抑菌现象出现(见表1)。

表1 不同生姜实验液及庆大霉素体外HP抑菌作用比较

抑菌环直径(mm)

艮菌株 F，。菌株

平板稀释法测定新鲜生姜汁、生姜水煎剂和干姜

水煎剂抑制90％HP菌株的MIC90的浓度分别为

3．1％、6．3％和25％。F斜和F，，菌株试验结果无明显

差异。

3讨论

生姜是常用食品，也是一味中药，它具有散寒解

表、温中止呕及解毒的功能。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生姜

具有促进胃酸和胃液分泌，促进胃粘膜合成，显著抵

制盐酸性胃粘膜的损伤，减弱胃蛋白酶的作用。生姜

对超氧阴离子及羟自由基均有显著清除作用[3 J。生姜

汁液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癌细胞的生长HJ。但有关

生姜对HP的体外抑菌实验研究未见报道。笔者曾对

生姜产地与非产地居民的HP感染情况及其与食用生

姜等因素的关系进行调查，发现生姜产地居民的HP

感染率明显低于非产地居民的HP感染率，喜食生姜

者的HP感染率也明显低于非喜食生姜者【5J。本研究

结果表明新鲜生姜汁对体外HP有很强的抑菌作用，

其药效明显强于生姜与干姜的水煎液。这种药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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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可能与制备生姜煎剂的加热过程中某些活性成

份的破坏及于姜在干燥过程中挥发油的含量大量丢失

有关哺]。5％NaCI溶液未见抑菌环出现，无抑菌作

用，可排除生姜制剂可能产生的高渗透压而出现的假

性抑菌作用。本研究为临床合理使用生姜组方清除

HP提供了实验依据。对生姜的主要成份在清除HP

过程中的作用，目前仍在进一步实验研究中。

参考文献

[1]徐州，周德端，段国勋，等．中药对幽门螺杆菌抑杀作用的实验

研究．中国医药学报，1993，8(5)：25．

[2]徐采朴．幽门弯曲菌的药物敏感试验．中华内科杂志，1989，28

(9)：525．

[3]曹兆丰，陈忠岗，郭平，等．生姜对超氧阴离子及羟自由基的清

除作用．中国中药杂志，1993，18(12)：750．

[4]马清钧，王淑玲．主编．常用中药现代研究与临床．天津：天津

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5：lO．

[5]林蒙，郭尧允，陈碰玉，等．生姜产地与非产地居民幽门螺杆菌

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华内科杂志，200l，40(5)：328．

[6]王金华，薛宝云，梁爱华，等．生姜与干姜药理活性的比较研

究．中国药学杂志。2000，35(3)：163．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