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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不同产地及采收部位的苦丁茶抗菌活性及其与５种活性成 分 之 间 的 相 关 性，为 苦 丁 茶 商 品 化

采摘提供参考。【方法】选用不同产地的、加工及未加工的苦丁茶叶子，采用热水提取苦丁茶；使用杯碟法测定苦

丁茶水提物的抑菌活性；经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 苦 丁 茶 中 槲 皮 素、山 萘 酚、熊 果 酸、齐 墩 果 酸 的 含 量，苯 酚－
硫酸法测定其多糖含量；采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将测得的５种活性成分的含量与抑菌活性进行双变量相关性研究。
【结果】不同产地苦丁茶水提物的总体抗菌强弱为广西＞广东＞海南，且对金黄 色 葡 萄 球 菌 的 作 用 最 强，大 肠 杆

菌最弱；加工的＞未加工的。除山萘酚外，其余４种成分与３种细菌均呈显著性相关 （Ｒ＜０．０１）。【结 论】不 同

苦丁茶样品的抗菌活性与活性成分含量均有一定的差异；苦丁茶水提物 中 槲 皮 素、多 糖、熊 果 酸、齐 墩 果 酸 与 抑

菌活性有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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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意义】近年来，由于具有极佳的药用功效和

较高的饮用价值，苦丁茶成为仅次于茶叶在我国广泛

应用的代 茶 饮 品。《中 华 本 草》上 记 载，苦 丁 茶 冬 青

（Ｉｌｅｘ　ｋｕｄｉｎｇｃｈａ　Ｃ．Ｊ．Ｔｓｅｎｇ）属 于 正 品 苦 丁 茶 的 一

种。【前人研究进展】苦丁茶因含有多糖类、三萜类、
黄酮类、皂苷类等多种成分而被广泛应用［１］。研究表

明［２－８］，苦丁茶水提液能够促进脑循环、调整脑血管功

能，具有降血压、降血脂以及抗炎抗菌等作用，并在临

床上得到验证。【本研究切入点】以不同产地及加工

与未加工的苦丁茶叶子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体外抑

菌试验，并与所含主要活性成分黄酮类、三萜类等含

量相比较，建立相关性模型。【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优
选出最佳采摘时期与采摘部位，为苦丁茶商品工业化

采摘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品

　　槲 皮 素（批 号：１０００８１－２００４０６），山 奈 素（批 号：

１１０８６１－２００４０５），熊 果 酸（批 号：１１０７４２－２００５１８），齐

墩果酸（批号：１１０７０９－２００５０５）均购于中国药品生物

制品检定所。

　　 大 肠 杆 菌 （ＡＴＣＣ４４１０２），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ＡＴＣＣ２６００３），绿脓杆菌（ＡＴＣＣ２７５８３）购 自 美 国 模

式培 养 物 集 存 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ｙｐ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

　　不同产地样品：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８月采摘

自不同产地的各种栽培及野生苦丁茶见表１，经鉴定

为冬青 科 冬 青 属 苦 丁 茶 冬 青（Ｉｌｅｘ　ｋｕｄｉｎｇｃｈａ　Ｃ．Ｊ．
Ｔｓｅｎｇ），采回后晾干，粉碎，备用。

表１　不同产地的苦丁茶样品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ｌｅｘ　ｋｕｄｉｎｇｃｈａ　Ｃ．Ｊ．Ｔｓｅ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Ｎｏ． 产地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采 集 时 间
Ｔｉｍｅ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Ｎｏ． 产地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采集时间
Ｔｉｍｅ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１

广西天等县都康乡
Ｄｕｋａ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Ｔｉａｎｄ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０７－１２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９

广西上林县寨鹿村
Ｚａｉｌ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ｈａｎｇｌ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１２－２４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２

广西天等天茗茶厂
Ｔｅａ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ｉａｎｄ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０７－１３
栽培，嫩芽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ｇｅｏｎ

１０

广西大新苦丁村１
Ｋｕｄ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Ｄａｘ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０７－１３
栽培，嫩芽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ｇｅｏｎ

３

广西天等县仕民村
Ｓｈｉｍ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Ｔｉａｎｄ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３－２８
栽培，嫩芽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ｇｅｏｎ

１１

广西大新苦丁村２
Ｋｕｄ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Ｄａｘ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０７－１３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４

广西武鸣罗波镇１
Ｌｕｏｂ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Ｗｕｍ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３－２９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１２

广西大新苦丁村３
Ｋｕｄ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Ｄａｘ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３－２９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５

广西武鸣罗波镇２
Ｌｕｏｂ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Ｗｕｍ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１２－２１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１３

广西大新苦丁村４
Ｋｕｄ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Ｄａｘ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１２－２１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６

广西武鸣罗波镇３
Ｌｕｏｂ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Ｗｕｍ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１２－２１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１４

广西马山古零镇１
Ｇｕｌ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Ｍａ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１２－２２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７

广西上林县北梁村
Ｂｅｉｌｉａ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ｈａｎｇｌ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１２－２２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１５

广西马山古零镇２
Ｇｕｌ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Ｍａ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１２－２２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８

广西上林县排岜村
Ｐａｉｙｉ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ｈａｎｇｌ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１２－２２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１６

广西马山古零镇
Ｇｕｌ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Ｍａ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１２－２２
商品，嫩芽
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ｂｕｒ－
ｇｅ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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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ｏ． 产地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采 集 时 间
Ｔｉｍｅ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Ｎｏ． 产地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采集时间
Ｔｉｍｅ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１７

广西马山里民村
Ｌｉｍ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Ｍａ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１２－２３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３３

广东梅州大麻镇５
Ｄａｍ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Ｍｅｉｚｈｏ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２－１０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１８

广西崇左龙州县１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ｈｏｎｇ－
ｚｕｏ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３－１３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３４

广东梅州大麻镇
Ｄａｍ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Ｍｅｉｚｈｏ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２－１０
商品，嫩芽
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ｂｕｒ－
ｇｅｏｎ

１９

广西崇左龙州县２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ｈｏｎｇ－
ｚｕｏ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３－１３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３５

广东梅州市银江镇
Ｙｉｎｊｉａ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Ｍｅｉｚｈｏ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２－１０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０

广西崇左龙州县３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ｈｏｎｇ－
ｚｕｏ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３－１３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３６

广东清远市石谭镇１
Ｓｈｉｔ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２－１１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１

广西崇左龙州县４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ｈｏｎｇ－
ｚｕｏ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３－１３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３７

广东清远市石谭镇２
Ｓｈｉｔ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２－１１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２

广西宾阳县平安村
Ｐｉｎｇ’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Ｂｉｎ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１２－２３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３８

广东清远市石谭镇
Ｓｈｉｔ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２－１１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３

广西宾阳县贵龙村
Ｇｕｉｌｏ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Ｂｉｎ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１２－２４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３９

海南五指山水满乡
Ｓｈｕｉｍ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Ｗｕｚｈｉｓ－
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８－２６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４

广西宾阳县贵龙村２
Ｇｕｉｌｏ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Ｂｉｎ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１２－２４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４０

海南五指山畅好乡１
Ｃｈａｎｇｈ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Ｗｕｚｈ－
ｉ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８－２６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５

广东英德市新联村１
Ｘｉｎｌｉ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Ｙｉｎｇｄ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２－１２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４１

海南五指山畅好乡２
Ｃｈａｎｇｈ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Ｗｕｚｈ－
ｉ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８－２６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６

广东英德市新联村２
Ｘｉｎｌｉ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Ｙｉｎｇｄ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２－１２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４２

海南保亭茶厂医院
Ｔｅａ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Ｂａｏ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８－２５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７

广东英德市新联村３
Ｘｉｎｌｉ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Ｙｉｎｇｄ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２－１２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４３
海南保亭县番奋村１
Ｆａｎｙ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Ｂａｏ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８－２５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８

广东英德市新联村４
Ｘｉｎｌｉ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Ｙｉｎｇｄ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２－１２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４４
海南保亭县番奋村２
Ｆａｎｙ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Ｂａｏ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８－２５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９

广东梅州大麻镇１
Ｄａｍ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Ｍｅｉｚｈｏ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２－１０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４５
海南海口阜龙乡
Ｂｕｌｏ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Ｈａｉｋｏ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８－２７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３０

广东梅州大麻镇２
Ｄａｍ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Ｍｅｉｚｈｏ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２－１０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４６
海南海口打安乡
Ｄａ’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Ｈａｉｋｏ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８－２７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３１

广东梅州大麻镇３
Ｄａｍ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Ｍｅｉｚｈｏ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２－１０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４７

海南海口青松乡１
Ｑｉｎｇｓｈｏ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Ｈａｉｋ－
ｏ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８－２７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３２

广东梅州大麻镇４
Ｄａｍ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Ｍｅｉｚｈｏ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２－１０
栽培，成熟叶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４８

海南海口青松乡２
Ｑｉｎｇｓｈｏ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Ｈａｉｋ－
ｏ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８－２７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４９

海南海口青松乡３
Ｑｉｎｇｓｈｏ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Ｈａｉｋ－
ｏ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８－２７
野生，成熟叶
Ｗｉｌｄ，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注：嫩芽为新长出的叶子，成熟叶为嫩叶之外的叶子

Ｎｏｔｅ：Ｂｕｄ’ｓ　ｎｅｗ　ｌｅａｆ，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ｌｅａｖｅ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ｕｄ

４７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３Ｎｏ．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１．２　试剂

　　浓硫酸（廉江市爱廉化试剂有限公司），分析纯；
苯酚（天津市凯通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分析纯；葡萄

糖（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分析纯；超纯水（本
实 验 室 自 制）；甲 醇（Ｆｉｓｈｅｒ公 司），色 谱 纯；乙 腈

（Ｆｉｓｈｅｒ公司），色谱纯；ＭＨ琼脂培养基（广东环凯公

司）；ＭＨ肉汤（广东环凯公司）；营养肉汤（广东环凯

公司）；磷酸（天津科密欧化学试剂），色谱纯。

１．３　仪器

　　ＢＳ２２４Ｓ型电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器系统有

限公司）；戴安Ｕ３０００高效液相仪（包括四元泵、自动

进样器、紫外 可 见 检 测 器、柱 温 箱、变 色 龙 工 作 站）；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ＨＣ－Ｃ１８（５μｍ，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柱；ＨＨ－８
型数显恒 温 水 浴 锅（国 华 电 器 有 限 公 司）；ＴＵ－１９０１
型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

限责任公司）；ＯＫＰ－Ｓ０１０型实验室超纯水仪（上海涞

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ＲＥ－５２ＡＡ型旋转蒸发仪（上

海亚荣生化仪 器 厂）；ＳＨＢ－Ｂ型 循 环 水 式 真 空 泵（郑

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

１．４　方法

１．４．１　苦丁茶水提物的提取

　　参照文献［９］，称取苦丁茶粉 末 各５ｇ，加 入３００
ｍＬ超纯水，在９８℃下回流提取２．１５ｈ，重复提取３
次，趁热过滤，合并滤液浓缩，水定 容 至１０ｍＬ容 量

瓶中，４℃下保存备用。

１．４．２　体外抑菌试验

　　参照文献［１０］，采用杯碟法测定苦丁茶水提物对

大 肠 杆 菌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Ｓｔｏ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 及 绿 脓 杆 菌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的抑菌活性，每 份 平 行３个 牛 津 杯，得 到

其抑菌圈，结果取平均值。

１．４．３　５种活性成分的测定

１．４．３．１　ＨＰＬＣ法测定槲皮素和山萘酚含量

　　进样前处理：将甲醇－苦丁茶水提物（０．６∶０．４，

Ｖ∶Ｖ）超声萃取１ｈ，离心除去 沉 淀；加 入０．２５ｍＬ
２５％ ＨＣｌ（Ｖ∶Ｖ）溶液后８０℃水浴酸化１ｈ，离心除

去沉淀，０．２２μｍ微孔滤膜过滤，备 用。含 量 测 定 采

用Ａｇｉｌｅｎｔ　ＨＣ－Ｃ１８，以 甲 醇－０．０３％磷 酸 溶 液（７０∶
３０，Ｖ∶Ｖ）为 流 动 相，检 测 波 长３７０ｎｍ，流 速０．６
ｍＬ／ｍｉｎ，柱温３５℃，进样量１０μＬ。

１．４．３．２　ＨＰＬＣ法测定熊果酸和齐墩果酸含量

　　进样前处理：将甲醇－苦丁茶水提物（０．７∶０．３，

Ｖ∶Ｖ）超声萃取１ｈ，离心除去沉淀，０．２２μｍ微孔滤

膜过滤，备用。含量测定采用Ａｇｉｌｅｎｔ　ＨＣ－Ｃ１８柱，以
甲醇－０．０３％磷酸溶液（９０∶１０，Ｖ∶Ｖ）为流动相，检

测波长２２０ｎｍ，流 速０．５ｍＬ／ｍｉｎ，柱 温３５℃，进 样

量１０μＬ。

１．４．３．３　苯酚－硫酸法测定多糖含量

　　采用文献［１１］的方法，将苦丁茶水提物稀释至一

定的倍数，利用水提物中的多糖与硫酸、苯酚的显色

反应，采用双 光 束 紫 外 可 见 分 光 光 度 计 检 测 其 吸 光

度，代入葡萄糖标准曲线中，换算出多糖含量。

１．４．４　线性考察

１．４．４．１　槲皮素和山萘酚的线性考察

　　精密称取槲皮素３．２５ｍｇ，甲 醇 定 容 至１００ｍＬ
容量瓶中；山萘酚４．７ｍｇ，甲醇定容至１０ｍＬ容量瓶

中；然后分别吸取适量溶液，甲醇定容至１０ｍＬ，得到

浓度 依 次 为 ０．４０１μｇ／ｍＬ、１．２０４μｇ／ｍＬ、３．６１１

μｇ／ｍＬ、１０．８３３μｇ／ｍＬ、３２．５μｇ／ｍＬ（槲 皮 素）；

０．０２９３７ｍｇ／ｍＬ、０．０５８７５ｍｇ／ｍＬ、０．１１７５ｍｇ／ｍＬ、

０．２３５ｍｇ／ｍＬ、０．４７ｍｇ／ｍＬ（山萘酚）的样品。０．２２

μｍ滤 膜 过 滤 后 进 样，得 到 相 应 的 标 准 曲 线，根 据 标

准曲线算出样品中槲皮素和山萘酚的浓度。

１．４．４．２　熊果酸和齐墩果酸的线性考察

　　精密称取熊果酸３．６９ｍｇ、齐墩果酸４．５ｍｇ，甲

醇分别定容至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然后分别吸取适量

溶液，甲 醇 定 容 至１０ｍＬ，得 到 浓 度 依 次 为０．４５２

μｇ／ｍＬ、１．３６７μｇ／ｍＬ、４．１μｇ／ｍＬ、１２．３μｇ／ｍＬ、３６．
９μｇ／ｍＬ（熊 果 酸）；０．５５７μｇ／ｍＬ、１．６７μｇ／ｍＬ、５

μｇ／ｍＬ、１５μｇ／ｍＬ、４５μｇ／ｍＬ（齐 墩 果 酸）的 样 品。

０．２２μｍ滤膜过滤后进样，得到相应的标准曲线，根

据标准曲线算出样品中熊果酸和齐墩果酸的浓度。

１．４．４．３　多糖的线性考察

　　精密称取无水葡萄糖２０．０３ｍｇ，蒸 馏 水 定 容 至

１００ｍＬ，再精密吸取１０．００ｍＬ定 容 至５０ｍＬ容 量

瓶中，得到４０．０６μｇ／ｍＬ的 葡 萄 糖 标 准 溶 液。吸 取

０．４ｍＬ，０．６ｍＬ，０．８ｍＬ，１．０ｍＬ，１．２ｍＬ，１．４ｍＬ，

１．６ｍＬ，１．８ｍＬ于试管中，并用水补足至２．０ｍＬ，
分别加入１ｍＬ　６％苯酚溶液及５．０ｍＬ浓硫酸，待各

管加完后摇匀，室温静置３０ｍｉｎ，４８２ｎｍ测吸光度，
再精密吸取２．０ｍＬ蒸馏水，同法操作，作空白对照。
以吸光度为纵坐标（ｙ），葡萄糖浓度为横坐标（ｘ），
绘制标准曲线，根据标准曲线换算出样品中多糖的浓

度。

１．４．５　活性成分的含量计算

　　浓度换算公式如下：

　　Ｃ＝Ｃ１×ＮＣ２
，

式中，Ｃ：样品中各成分的含量，μｇ／ｇ；Ｃ１：已稀释样

品中各成分浓度，μｇ／ｍＬ；Ｎ：样品稀释倍数；Ｃ２：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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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药浓度，ｇ／ｍ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苦丁茶水提物体外抑菌效果

　　如表２所示，不同产地总体抗菌强弱为广西＞广

东＞海南；所研究地区的苦丁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作

用最强，大肠杆菌最弱；广西产地中属大新县样品抗

菌效果最好，其次为马山、崇左；广东产地中，清远市

样品比其他采集点抗菌活性相对较强；海南产地抗菌

活性均很弱。可能原因是海南气温相对较高，活性成

分消耗过多，而广西、广东气候温和，适宜苦丁茶合成

有效成分。加工品与未加工品抗菌活性比较中，同一

来源的１４号、１５号、１６号进 行 对 比，１６号 的 加 工 品

抗菌活性明显比未加工的药材高出一倍；来自广东梅

州的３４号商品与２９，３０号未加工品比较，加工品抗

菌活性较强。商品是采摘嫩芽并经过一定的工艺加

工而成的，抗菌结果表明，传统加工商品茶叶抗菌活

性最强，具有一定的传承意义。

２．２　苦丁茶水提物的活性成分含量

　　 槲 皮 素 和 山 萘 酚 的 回 归 方 程 分 别 为Ｙ ＝
０．４７７６　Ｘ ＋１．４１０，Ｒ２ ＝ ０．９９９６；Ｙ ＝ ０．９２４９　Ｘ ＋
８５１．９，Ｒ２ ＝０．９９９２；熊果酸和齐墩果酸的回归方程

分 别 为Ｙ ＝０．０１６７　Ｘ＋０．０７１，Ｒ２ ＝０．９９９４；Ｙ ＝
０．０９２６　Ｘ＋０．０５８５，Ｒ２＝０．９９９５；多糖回归方程为Ｙ
＝０．０１３６３　Ｘ＋０．０１３９８，Ｒ２＝０．９９７９，将所测得的含

量换算成质量分数，结果如表３。
表２　不同产地苦丁茶水提物对３种菌株的抑菌圈直径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ｎｅｎｔ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Ｎｏ．
抑菌圈直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ｍｍ）

Ｅ．ｃｏｌｉ　 Ｓ．ａｕｒｅｕｓ　 Ｐ．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Ｎｏ．

抑菌圈直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ｍｍ）

Ｅ．ｃｏｌｉ　 Ｓ．ａｕｒｅｕｓ　 Ｐ．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１　 １３．２３±１．１２　 ３２．１５±１．７０　 １１．４１±１．６３　 ２５　 １１．０２±１．８０　 ２８．９９±１．７６　 １４．２９±１．２２
２　 １２．６２±２．３４　 ２５．２２±２．３５　 ７．２０±１．７５　 ２６　 １４．２３±１．６６　 ３１．１６±１．４４　 １５．２０±２．５４
３　 １９．３０±２．４７　 ４５．２８±１．７５　 ３１．０３±２．６９　 ２７　 ２２．９０±２．１０　 ３８．２１±１．７２　 ２３．６８±１．４６
４　 １４．６９±３．２９　 ３９．７１±１．０１　 ２３．７１±１．２０　 ２８　 １０．００±１．７８　 ２１．１２±２．１４　 ６．００±１．４９
５　 １４．４６±２．０６　 ３６．５０±１．１９　 ２２．３２±２．８６　 ２９　 １０．３６±３．７２　 ２９．４１±０．８６　 １４．３９±１．２４
６　 １３．８５±１．４６　 ３３．２１±２．０８　 １９．９１±０．４３　 ３０　 １２．４４±２．２３　 ３０．４６±０．２１　 １３．２２±２．３０
７　 １２．３２±１．２８　 ２６．７５±３．０４　 ７．３８±１．９９　 ３１　 １９．４１±２．７５　 ３２．７１±１．３１　 １１．１０±２．４７
８　 １３．７０±１．０３　 ２５．２９±１．１４　 １３．７３±２．３８　 ３２　 １５．１９±１．３５　 ３２．５０±１．０１　 １６．２８±１．８０
９　 １７．２２±１．４０　 ３０．２７±１．２６　 １１．４０±１．６６　 ３３　 １６．８６±２．０３　 ２７．８７±１．５８　 ７．１８±１．４６
１０　 ２３．８０±１．８７　 ２９．８８±２．９７　 １６．７３±２．６１　 ３４　 ２８．０７±２．０７　 ４５．９０±０．９９　 ２６．１７±１．５５
１１　 ２２．６２±２．３０　 ２３．７２±１．４６　 １２．９５±４．５４　 ３５　 ２１．７０±３．６８　 ３３．７９±２．３１　 ２０．０２±１．７２
１２　 ２４．２７±１．１３　 ４３．８６±１．４１　 ２５．９５±１．１７　 ３６　 ２７．８６±１．４１　 ４２．５０±２．３４　 ２１．８５±２．６２
１３　 ８．０１±１．７９　 ２２．７５±２．１６　 ０．００±０．００　 ３７　 １４．２６±２．８３　 ３４．５３±２．８９　 １５．５１±１．７７
１４　 １３．２３±１．５９　 ２７．７６±１．３７　 １６．０２±１．２８　 ３８　 １７．４７±２．１０　 ３６．１２±２．３３　 １６．５５±１．４３
１５　 １７．０６±２．１７　 ３３．０５±０．５２　 １６．６７±３．２５　 ３９　 １０．４０±１．８０　 ３２．６２±２．５１　 １８．９２±１．３５
１６　 ２５．１６±１．６６　 ４１．０７±２．０４　 ２４．８１±２．１１　 ４０　 １６．２３±１．８７　 ３４．８０±１．９６　 ２０．６７±１．３０
１７　 ２２．２４±１．９９　 ３１．２２±２．８３　 １１．７６±１．４８　 ４１　 １５．４８±１．７５　 ２８．５７±１．６１　 ２３．５４±１．８８
１８　 １１．５８±１．４７　 ２２．７９±２．００　 ８．０１±１．６２　 ４２　 ７．８０±２．４４　 ３２．３９±３．２５　 １７．９０±１．４９
１９　 １７．０６±２．１１　 ３４．９９±１．１７　 １７．５５±１．９０　 ４３　 １１．５０±２．１４　 ３９．２５±１．７６　 １７．３１±１．４１
２０　 １３．３９±２．２６　 ３０．６８±３．５５　 １３．６０±１．１２　 ４４　 １２．８２±２．７２　 ３１．０４±２．７８　 ２１．４１±１．９１
２１　 ２０．０８±１．３５　 ３６．６４±３．０３　 ２４．６５±１．６２　 ４５　 ９．３６±２．２５　 １６．８７±２．４３　 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４．０６±２．４７　 ２７．０９±２．２６　 １５．８２±２．０９　 ４６　 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６８±２．３６　 ２３．０９±１．７６
２３　 １７．１０±２．６２　 ３３．８５±１．３１　 １４．７０±１．２５　 ４７　 １６．０８±２．２６　 ３２．１３±２．１６　 １６．０８±１．４７
２４　 １１．３１±１．４８　 ２５．０６±２．４２　 １４．３１±３．７９　 ４８　 １４．４１±１．２０　 ３２．２３±０．６７　 １６．５６±１．３８

４９　 １４．１９±１．６１　 ２２．１２±２．７４　 ６．００±０．００

注：表中产地与表１产地相对应

Ｎｏｔｅ：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ａｂｌｅ　１
表３　不同产地苦丁茶水提物的５种活性成分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Ｎｏ． 槲皮素
Ｑｕｅｒｔｅｔｉｎ（μｇ／ｇ）

山萘酚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μｇ／ｇ）

熊果酸
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μｇ／ｇ）

齐墩果酸
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μｇ／ｇ）

多糖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ｍｇ／ｇ）

１　 ４５６．５６±５．２７　 １６３７．１９±１１．６　 １７３．６７±５．２１　 １．５０±０．１１　 ５０．９４±６．７８
２　 １９１．８８±１．５４　 ９８２．１８±９．８９　 １８８．３３±６．５２　 ８．３３±０．６９　 ６１．３３±９．５２
３　 ２８２．１９±０．５２　 ５６３．７５±７．６６　 １７．３３±２．５４　 ０．０８１±０．００　 ９３．６２±３．４１
４　 ５２８．４４±１．０８　 ２１１７．１８±２２．７０　 １８４．３３±８．９２　 ２．４３±０．１７　 ４７．９３±５．２３

６７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３Ｎｏ．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续表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ｏ． 槲皮素
Ｑｕｅｒｔｅｔｉｎ（μｇ／ｇ）

山萘酚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μｇ／ｇ）

熊果酸
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μｇ／ｇ）

齐墩果酸
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μｇ／ｇ）

多糖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ｍｇ／ｇ）

５　 ５１．２５±３．４７　 ４００．００±２０．６３　 ８４．６７±５．５３　 ０．０６９±０．００　 ６１．５５±４．９９
６　 １５．００±１．０８　 １６２．８１±１４．２３　 ８０．３３±７．３９　 ０．０５０±０．００　 ４７．０１±５．５３
７　 ６５．３１±４．７８　 ４６２．１９±１５．６２　 １６３．００±１４．０４　 ０．２１２±０．０１　 ４５．０２±８．９２
８　 ９１．５６±２．７３　 ２４８．１３±７．７８　 １６２．６７±１０．１８　 ０．１８±０．０３　 ６０．２８±７．７８
９　 ３７．８１±４．５０　 ２８３．７５±１．９２　 ３８６．００±１０．１６　 ７８．００±８．４９　 ５４．６１±８．０５
１０　 ３２５．３１±５．１２　 ５２０．６３±１４．８５　 ２９７．３３±９．８２　 ５７．６７±７．１７　 ８６．４９±１．８４
１１　 １１５．００±４．３７　 ３１１．８８±４．４７　 ４６８．００±１３．１１　 ７８．３３±５．９６　 ９９．６０±２．７５
１２　 ９５６．２５±１０．３０　 ２２８５．００±１０．８９　 ２８７．００±１７．４９　 ２８．３３±１．４１　 ７９．２２±１０．１１
１３　 １６．８８±２．６８　 １６９．６９±４．００　 ２７２．３３±９．７５　 ２７．６７±２．３４　 ６３．７９±８．４５
１４　 ３５．３１±１．３５　 ７２．８１±４．３２　 １３９．００±８．８６　 ７１．３３±４．５５　 ５３．６５±１２．１１
１５　 ９１．８８±０．４９　 ３６１．２５±６．２７　 １７４．００±１３．３５　 ０．２７±０．０６　 ５７．６６±４．９８
１６　 １３６６．２５±５．１７　 ２５０．６３±６．０８　 ２９１．６７±１１．７４　 ５８．００±９．３６　 １３２．８０±２．９４
１７　 ５４．６９±０．９０　 １７４．６９±１０．２４　 ２１３．３３±２１．４２　 １８．３３±１．９８　 ５３．７０±４．５４
１８　 ２５．９４±２．５７　 ３２８．１３±５．５６　 １５０．００±６．０３　 ５．００±０．３７　 ５３．９４±１０．０１
１９　 １３．７５±１．７３　 １７７．５０±４．２４　 ３５．６７±５．１９　 ０．０６１±０．００　 ４５．６７±５．６８
２０　 ６．５６±０．１９　 ７５．３１±１．３９　 ２０１．００±１８．１９　 ４．３３±０．１９　 ４９．４６±３．９５
２１　 ８．７５±２．０１　 ２５３．１３±５．１７　 ５３．００±８．２４　 ０．１２±０．００　 ５４．２７±４．４９
２２　 ３０．００±３．００　 １１３．７５±５．９６　 １１１．６７±１１．８９　 ０．１６±０．００１　 ６８．１３±８．６４
２３　 １８．４４±１．１８　 １８３．１３±２．１２　 １２５．００±７．９３　 ０．１８±０．００３　 ５１．５８±９．４２
２４　 ３７．１９±３．２３　 ２６８．４４±１．８０　 ４５１．６７±１２．７３　 ７４．６７±７．８８　 ７５．８１±６．２３
２５　 ４０８．４４±５．１５　 １６８３．４４±１２．４０　 １０５．３３±１３．７３　 ０．１１２±０．００１　 ５５．４４±７．１３
２６　 １３４．３８±２．２７　 ７４５．３１±１．７１　 ２１５．３３±１６．７８　 ２．５３±０．０９　 ３９．２３±６．１０
２７　 １１０３．７５±４．０６　 ３９３１．８７±７．１１　 １７８．６７±１２．５２　 ０．２３±０．０２　 ６３．１２±５．２２
２８　 ７８．７５±７．３９　 ２０６．８８±５．６５　 １２１．６７±６．４５　 ０．２６±０．０６　 ５５．７８±１０．６４
２９　 １６４．６９±４．１９　 ７０９．６９±５．４２　 ６０６．３３±２０．１６　 ９２．３３±１０．０３　 ５９．７３±８．９３
３０　 ７０．９４±２．６０　 ２５８．４４±１０．９５　 ６０６．００±１８．８２　 １１３．６７±９．５２　 ３８．３５±２．７８
３１　 ２８．４４±１．５４　 ７０５．９４±８．６６　 ３９６．３３±１６．３１　 ４２．６７±４．５０　 ４８．６７±５．６６
３２　 １２６．８８±１３．０７　 ７１３．７５±２１．６７　 ２６３．３３±３．９９　 １３．３３±２．７６　 ６１．６２±１０．３４
３３　 １３０．９３±４．０１　 ７８０．６３±１１．９８　 ４５７．６７±１０．９５　 ５５．６７±６．６６　 ２２．３０±１１．０４
３４　 ９５９．０６±４．３３　 ３１３．１３±７．１４　 １３６３．６７±１５．６４　 ４４４．３３±１３．２１　 １１０．９１±３．２２
３５　 ４８３．１３±６．５９　 １２７６．５６±５．３４　 ２４６．３３±９．３７　 ２３．６７±２．２４　 ４４．９９±８．４３
３６　 ５７５．９４±１３．８９　 ３２００．６３±１５．８０　 ４２０．００±１４．２２　 ３６．３３±３．４２　 ６８．４９±８．５３
３７　 ２．５０±０．１１　 ８４．６９±１．５５　 １１２．３３±５．７４　 ０．１５±０．０１　 ５０．５３±４．６９
３８　 ４８．１３±１．０２　 ２９４．０６±２．０４　 ２２６．００±１０．０４　 ８．６７±１．０９　 ５２．２７±１３．０４
３９　 ９４．０６±１．１２　 ４９０．００±９．９０　 １９１．３３±６．３９　 ５．６７±０．７５　 ４５．２６±８．０５
４０　 ３１．５６±２．５２　 １４３．４４±９．３２　 ３３４．６７±１０．２９　 ２７．００±２．６７　 ４９．３６±６．９４
４１　 ６．５６±０．５５　 ９３．４３±７．３７　 ３２８．００±１４．２３　 ３２．３３±６．８７　 ４４．７８±８．８５
４２　 ８３．７５±１．６４　 ３４８．１２±１２．３５　 ３６５．００±９．８４　 ３５．００±１．０５　 ６６．１７±９．５１
４３　 ２８．７５±０．６１　 １０８．１３±３．８８　 ４７４．００±１３．３６　 １００．００±１１．５１　 ４６．６２±１０．６５
４４　 ２０．００±１．２１　 １７０．００±２．０８　 ５２１．３３±１５．７１　 ９２．３３±７．４２　 ６０．５２±１２．０７
４５　 ０．２８１±０．０８　 １５８．７５±２．７３　 ８６．００±８．１７　 ０．６７±０．０５　 ２８．６４±９．０７
４６　 ０．２８１±０．０８　 １１．２５±０．２１　 ６２．３３±７．３９　 ０．１１９±０．０２　 ２５．８７±４．５２
４７　 １５．３１±２．９１　 ５７．８１±０．７５　 ４４５．３３±１３．５５　 ６２．００±５．８３　 ５３．９４±８．６３
４８　 ５．９４±３．１２　 ３６．５６±１．１０　 ８７．３３±７．６８　 ０．１３２±０．００１　 ５１．５１±６．９９
４９　 ５．６３±１．１９　 ８８．７５±１．６３　 １９９．００±８．５９　 ０．２４７±０．０１　 ２１．２９±５．７５

　　从表３中看出，不同的采摘时间，其成分含量均

不相同，以广西天等为例，３月份样品中多糖和槲 皮

素的含量较高，而７月份样品中熊果酸与齐墩果酸的

含量较高。从整体地域来分类，广西样品的多糖含量

大于广东产地与海南产地；其他成分含量则是广东样

品较高。同一产地的不同采集点也不相同，在广西产

地中，大新采集点的多糖、槲皮素、熊果酸和齐墩果酸

的含量均 比 其 他 采 集 点 高。不 同 部 位 中，商 品 的 多

糖、槲皮素、熊果酸的含量远远大于未加工的嫩叶及

成熟叶，说 明 加 工 后 的 嫩 芽 商 品 具 有 更 高 的 药 用

价值。

７７广西科学　２０１６年２月　第２３卷第１期



２．３　抗菌活性与有效成分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将不同产地苦丁茶样品对３
种细菌的抗菌活性与多糖、槲皮素、山萘酚、熊果酸及

齐墩果酸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结果见表４。
表４　不同产地苦丁茶活性成分含量与其抑菌作用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ｓｔａ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活性成分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抑菌圈直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ｍｍ）

Ｅ．ｃｏｌｉ　 Ｓ．ａｕｒｅｕｓ　 Ｐ．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多糖（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０．８５７＋＋ ０．６８８＋＋ ０．８４７＋＋

槲皮素（Ｑｕｅｒｔｅｔｉｎ） ０．６５３＋＋ ０．８９７＋＋ ０．６３３＋＋

山萘酚（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 ０．０８９　 ０．３２４　 ０．０７５
熊果酸（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０．８９９＋＋ ０．９６７＋＋ ０．８５８＋＋

齐墩果酸（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０．６６４＋＋ ０．９２２＋＋ ０．６２９＋＋

注：＋＋，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

Ｎｏ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０．０１ｌｅｖｅｌ

　　结果显示，多糖、槲皮素、熊果酸和齐墩果酸对大

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均呈显著性相关，
山萘酚抗菌活性不显著。其中，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活

性强弱顺序为熊果酸＞多糖＞齐墩果酸＞槲皮素；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强弱为熊果酸＞齐墩果酸＞槲

皮素＞多糖＞山 萘 酚；对 绿 脓 杆 菌 抑 菌 强 弱 为 熊 果

酸＞多糖＞槲皮素＞齐墩果酸。槲皮素、多糖、熊果

酸和齐墩果酸是苦丁茶的活性成分，并对革兰氏阳性

菌、革兰氏阴性菌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３　结论

　　由于气候、地域、采摘部位、是否加工等原因，不

同苦丁茶样品的抗菌药效与活性成分含量均有一定

的差异。槲皮素、多糖、熊果酸和齐墩果酸是苦丁茶

的活性成分，并对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具有

一定的抑菌作用，与文献［１２－１４］中单个成分抑菌结

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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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ＡＮＧ　Ｇ　Ｘ，ＬＩ　Ｊ　Ｓ，ＹＡＮ　Ｌ　Ｊ．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Ｊ］．Ｌｉｓｈｉｚｈｅ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

ｃ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２２（２）：４２５－４２６．
［１４］　解军波，李萍．冬青属植物化学成份及药理 活 性 研 究 进

展［Ｊ］．中草药，２００２，３３（１）：８５－８８．

ＸＩＥ　Ｊ　Ｂ，ＬＩ　Ｐ．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ｌｅｘ　Ｌ．［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２００２，３３（１）：８５－８８．

（责任编辑：米慧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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