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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椒蒿（Artemisia dracunculusL.）是在新疆家喻户晓的调味料和食用野菜，民间认为其独

特的香味对感冒或肠胃疾病有一定的疗效，但在其疗效的原理和其抑菌效果却无人知晓。本

文选用新疆特有产自温泉县的野生椒蒿为实验材料，干燥粉碎后分别用无水乙醇、石油醚和

水分别采用蒸馏法、索氏提取法和热浸润法对椒蒿粉末进行提取，通过过纸片法和二倍稀释

法对野生椒蒿的抑菌效果进行验证，培养铜绿假单胞杆菌(P.Aeruginosa)、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沙门氏菌(Salmonella)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四种病原

菌进行抑菌性实验。 

初步探究出抑菌效果较好的提取方式为石油醚抽提法，椒蒿提取物对沙门氏菌抑制效果

较好，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有一定的抑菌效果，对铜绿假单胞杆菌抑制效果不明显。

通过最低抑菌浓度的测定，对比发现不同浓度的乙醇作为提取剂所得的提取物抑菌效果不同，

椒蒿的 100%乙醇提取物的抑菌效果较好。椒蒿的水提取物对多种菌都有一定的抑菌效果，验

证了新疆民间食用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实验所得结果为新疆特色野生椒蒿的推广有一定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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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椒蒿，学名龙蒿（Artemisia dracunculusL.），又名狭叶青蒿、蛇蒿，为菊科多年生草

本植物。它也是一种野生蔬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无机盐，含挥发

油，主要成分为醛类物质，还含少量生物碱。具有独特的风味，根有辣味，新疆民间取根研

末，代替辣椒作调味品，牧区作牲畜饲料。经过查证得知新疆及中亚地区的龙蒿为其地域特

有变种。本文选用产自新疆的野生宽裂龙蒿为实验材料。其在新疆家喻户晓的调味料和食用

野菜，且新疆民间入药用于治胸腹胀满、消化不良等症[1]。 

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目前关于椒蒿的研究，多集中在椒蒿的栽培[2]及组织培养人工培养[3]

及挥发油成分提取[4]但对其抑菌功效研究相对较少。而新疆本土维吾尔族传统医学将椒蒿用

于治疗胃肠道疾病的原理并没有科学的解释。笔者通过询问医生及查阅文献了解到胃肠道疾

病多与体内致病细菌有关[5]，常见的胃肠道细菌有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铜绿假芽孢杆菌。 

综上所述，本课题研究将着重探索椒蒿不同提取物的抑菌功效，为野生椒蒿的推广提供

依据，并为新疆维吾尔族传统医学提供科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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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材料与方法 

2.1 实验材料 

2.1.1 实验设备 

无菌超净工作台、恒温摇床、恒温培养箱、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灭菌锅、培养皿、

移液枪、涂布棒、研钵、蒸馏提取装置、滤纸片和定制的有机玻璃植物培养箱等。 

2.1.2 实验植物 

龙蒿多年生草本，高 50-150cm。根粗大或略细，木质，常生有地下茎；茎通常多数，直

立，丛生，有纵棱，下部木质，分枝开展；叶无柄，中部以上叶密集，叶片线状披针形或线

形，长 1.5-5cm，宽 3-5mm，先端渐尖，基部渐狭，全缘；上部叶与苞叶略短小，线形或线状

披针形，长 0.5-3cm，宽 1-2mm。头状花序多数，近球形、卵球形或近半球形，并在茎上组成

开展或略狭窄的圆锥花序；总苞片卵球形，直径 2.5-3mm，总苞片 3层，外层卵形，背面绿

色，中、内层卵圆或长卵形，边缘宽膜质；花外层雌性能育，约 6-10 朵；中间两性管状花，

败育，约 8-14朵，聚药雄蕊，雌蕊一枚。瘦果倒卵形或椭圆状倒卵形，每株平均结 6000粒

左右种子，种子成熟时棕褐色至黑色。花、果期 6-10月[6]。 

 

图 1 椒蒿图片 

http://baike.baidu.com/view/8611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93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8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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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实验微生物 

铜绿假单胞杆菌(P.Aeruginosa)、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沙门氏菌(Salmonella)

和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由重庆西南大学微生物实验室提供。 

 

图 2 铜绿假单胞杆菌(P.Aeruginosa)电镜照片图 3铜绿假单胞杆菌(P.Aeruginosa)菌落

 

图 4 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电镜照片图 5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菌落 

 

图 6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电镜照片图 7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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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沙门氏菌(Salmonella)电镜照片                        图 9 沙门氏菌(Salmonella)菌落 

2.2 实验方法 

2.2.1 微生物培养基的制备 

（1）LB培养基的配制 

10g胰蛋白胨，5g酵母提取物，10g NaCl，加水配制成 1L，用 200mL/瓶分装，高 

压蒸汽（1.03105 Pa）灭菌 20min，降温至室温后，放置在 4℃的冰箱中保存。 

（2）LB-琼脂糖培养基的配制 

10g胰蛋白胨，5g酵母提取物，10g NaCl，15g琼脂，加水配制成 1L，高压蒸汽（1.03105 

Pa）灭菌 20min后，降温至 50 ℃左右倒入已灭菌的 90 mm直径的培养皿中，待培养基完全

凝集后，放置在 4℃的冰箱中保存。 

2.2.2 测试菌悬浮液的制备以及培养皿的接种 

（1）测试菌的活化 

将上述 4种微生物分别接种到已灭菌的 200mL/瓶的 LB培养基中，在恒温摇床中培 

养，37 ℃，250rpm/min，15 h后取出。 

（2）测试菌的接种 

在无菌操作台中，将活化好的菌液用无菌蒸馏水稀释至 1/10000，制成约 103菌/m 

的菌悬液。用移液枪量取 50μL稀释后菌液于已灭菌的 LB-琼脂糖培养皿中，用涂布棒将菌

液涂布均匀，每个菌种重复制备 3个培养皿。将上述培养皿置于 37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24h

左右，备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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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椒蒿提取物的制备方法 

(1)椒蒿包装和干燥 

在滤纸包中装入10g左右研细的椒蒿粉末，封好包口，放入105±2℃的烘箱中干燥3h，移

至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按顺序号依次放入称量瓶中称重。 

(2)水提椒蒿药液的制备 

将粉碎的椒蒿粉末,称取15g加入100ml蒸馏水。 用 KQ -400DB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超声 

30 分钟后,不断搅伴浸提24小时,过滤后将滤液浓缩至20ml,滤膜过滤除菌，得到 1g/ ml 无

菌水提椒蒿药液, 装入无菌试管中备用。 

(3)90%乙醇提椒蒿药液的制备 

将粉碎的椒蒿粉末, 称取15g加入90%乙醇100ml, 用超声波清洗器超声30分钟后, 不断

搅拌浸提 24 小时,过滤所得滤液回收乙醇后,滤膜过滤除菌, 得到无菌的醇提椒蒿药液,在

干燥箱通风使乙醇挥发，后将提取物称取10g加入10ml无菌水，配成 1g/ ml 醇提椒蒿药液 

10ml, 装入无菌试管中备用。 

(4)石油醚椒蒿药液的制备 

将装有椒蒿粉末的滤纸包用长镊子放入索氏提取器中，注入一次虹吸量的1.67倍的石油

醚，使样品包完全浸没在石油醚中。连接好抽提器各部分，接通冷凝水水流，在恒温水浴中

进行抽提，调节水温在70~80℃之间，使冷凝下滴的石油醚成连珠状，抽提至抽取筒内的石油

醚用滤纸点滴检查无油迹为止。抽提完毕后，将提取液导入烧杯中并置于通风处使石油醚挥

发。后将提取物称取10g加入10ml无菌水，配成 1g/ ml 石油醚提椒蒿药液 10ml, 装入无菌

试管中备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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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超声波清洗器                            图 11 索氏提取法装置图 

2.2.4 椒蒿提取物抗菌活性分析 

用滤纸片扩散法测定提取物的抗菌活性[8]。实验步骤如下： 

（1） 测试菌培养基制备。在无菌操作台中，取活化好的菌液用无菌蒸馏水稀释，制成 

约 107菌/mL的菌悬液。将已灭菌的琼脂 LB-培养基冷却到 50℃左右，接入 10%的上述菌悬液，

混匀后倒入已灭菌的 90 mm 直径培养皿中。 

（2） 滤纸片扩散法测定提取物抗菌活性。待培养基完全凝固后，吸取不同浓度的待测 

样液 10 μL，滴加到已灭菌、直径为 6 mm的滤纸片上，用无菌镊子夹取滤纸片贴于平板中

心。每种待测样液作 3组平行和 1个阴性对照（滤纸片滴加 10 L无菌蒸馏水）和 1个阳性

对照（滤纸片滴加 10 L、适当浓度测试菌敏感抗生素），于 37℃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24 h

后，观察滤纸片周围抑菌圈的大小，并测量抑菌圈的直径。抗菌结果的判定标准为：抑菌圈

直径＞15 mm为最敏感，10～15 mm为中度敏感，7～9 mm为低度敏感，无抑菌圈为不敏感 [9] 。 

2.2.5 椒蒿提取物最低抑菌浓度测定 

用液体培养基连续稀释法，实验步骤如下： 

（1） 根据初筛结果，选择对标准菌株的抑菌圈直径≥15mm的提取物，参考美国临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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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委员会（CLSI）所公布的标准（CLSI，2007），采用微量液体培养基稀释法测定不同提取

物对不同菌株的 MIC 值。取无菌 96 孔平底微量培养板，于每排 1～8 孔加入培养液 100L，

然后在每排第 1 孔加入 0.1g/ml 提取物 100L，混匀后取出 100L 移至第 2 孔中，以此类推进

行倍比稀释直至第 8 孔混匀后弃掉 100L。 

（2） 测试菌培养基制备。在无菌操作台中，取活化好的菌液用无菌蒸馏水稀释，制成

约 106 菌/mL的菌悬液。分别注入 96孔板中，100L/孔。 

（3） 第 4排加入 培养液作阴性对照，在第 5排加菌液作阳性对照。将培养板置 

于 37℃恒温箱中培养 18h 观察结果，测定 MIC值。在黑色背景下肉眼观察，阴性对照孔融也

应清晰透亮，阳性对照孔均匀混浊、沉淀或表面形成菌膜生长良好，此时以溶液清晰透亮的

最低浓度孔中提取物浓度为 MI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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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三种提取方法对不同细菌的抑制效果比较 

笔者的课题研究主要想探索椒蒿提取物对胃肠道细菌的抑制。通过查阅文献及与指导教

师讨论得知：铜绿假单胞杆菌(P.Aeruginosa)、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沙门氏菌

(Salmonella)和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4种细菌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胃肠道常

见致病菌。出于生物安全考虑，我就选用了非致病性或弱致病性菌株替代其近亲种属的致病

性菌进行实验，例如以实验室用非致病性大肠杆菌 TG1菌株模拟致病性大肠杆菌。我分别将

3 种提取物对四种细菌进行纸片扩散法进行抑菌实验结果如下： 

3.1.1 椒蒿不同提取剂所得提取物对沙门氏菌的抑菌效果 

表 1 不同提取剂所得提取物对沙门氏菌的抑菌圈大小 

 水提 醇提 石油醚提 

实验组 1.63cm 1.91cm 2.13cm 

阳性对照组 2.3cm 2.07cm 2.63cm 

阴性对照组 0cm 0cm 0cm 

 

图 12水提产物对沙门氏菌的抑菌效果          图 13 醇提产物对沙门氏菌的抑菌效果 

阴性 

阳性 

实验组 

阳性 

阴性 

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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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石油醚提产物对沙门氏菌抑菌效果 图 15 三种提取物对沙门氏菌的抑菌效果对比 

结果表明椒蒿提取物对沙门氏菌生长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其中石油醚提取产物对沙

门氏菌抑制作用较大。 

3.1.2 椒蒿不同提取剂所得提取物对大肠杆菌抑菌效果 

表 2 不同提取剂所得提取物对大肠杆菌的抑菌圈大小 

 水提 醇提 石油醚提 

实验组 1.91cm 0.71cm 1.31cm 

阳性对照组 2.07cm 1.91cm 3.90cm 

阴性对照组 0cm 0cm 0cm 

 

图 16 水提产物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图 17 醇提产物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 

实验组 

石油醚

提 

水提 

醇提 
阳性 

阴性 

实验组 

阴性 

阳性 
实验组 

阳性 

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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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石油醚提产物对大肠杆菌抑菌效果图 19 三种提取物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对比 

结果表明椒蒿提取物对大肠杆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中水提产物对大肠杆菌生长

有较强的抑制效果。 

3.1.3 椒蒿不同提取剂所得提取物对铜绿假单胞杆菌的抑菌效果 

表 3 椒蒿不同提取剂所得提取物对铜绿假单胞杆菌的抑菌圈大小 

 水提 醇提 石油醚提 

实验组 0cm 0cm 0cm 

阳性对照组 1.18cm 1.40cm 1.14cm     

阴性对照组 0cm 0cm 0cm 

 

 

图 20水提产物对铜绿假胞杆菌的抑菌效果          图 21 醇提产物对铜绿假胞杆菌的抑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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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石油醚

提 

醇提 

水提 

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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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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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石油醚提产物对铜绿假胞杆菌抑菌效果 图 23 三种提取物对铜绿假胞杆菌的抑菌效果对比 

结果表明，椒蒿的提取物对铜绿假胞杆菌没有抑制作用。 

3.1.4 椒蒿不同提取剂所得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效果 

表 4 椒蒿不同提取剂所得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圈大小 

 水提 醇提 石油醚提 

实验组 0.79cm 0.96cm 4.33cm 

阳性对照组 4.58cm 3.60cm 5.64cm     

阴性对照组 0cm 0cm 0cm 

 

 

图 24水提产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效果    图 25 醇提产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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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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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石油醚提产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效果       图 27 三种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效果对比 

结果表明，椒蒿的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制作用明显，石油醚提取物的抑菌强烈。 

3.2 三种提取剂所得提取物的最低抑菌浓度测定 

通过抑菌圈的测定，我们选取了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水和 60%、80%、100%的乙醇作为提取

剂，用不同提取物做出的最低抑菌浓度（MIC）结果如下： 

3.2.1 不同浓度的乙醇提取剂所得提取物对大肠杆菌的抑菌 MIC 测定 

表 6椒蒿不同浓度乙醇提取物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 

组别 稀释度 浓度

（mg/ml） 

60%乙醇提

取物 

80%乙醇提

取物 

100%乙醇提

取物 

1 1：2 25 0 0 0 

2 1：4 12.5 0 0 0 

3 1：8 6.25 0 0 0 

4 1：16 3.13 0 0 0 

5 1：32 1.56 ＋ 0 0 

6 1：64 0.78 ＋＋ ＋ 0 

7 1：128 0.39 ＋＋ ＋＋ 0 

8 1：256 0.20 ＋＋＋ ＋＋＋ ＋ 

阳性对照   ＋＋＋ ＋＋＋ ＋＋＋ 

“ +++” 细菌明显生长 ;“ +” 细菌少量生长 ;“0” 取培养基再接种无菌生长 。 

椒蒿 60%乙醇提取物的最低抑菌浓度为 3.13mg/ml，80%乙醇提取物的最低抑菌浓度为

1.56 mg/ml，100%醇提取物的最低抑菌浓度为 0.39mg/ml。 

 

 

阴性 

实验组 

阳性 

醇提 水提 

石油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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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不同提取剂得到的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 MIC 测定 

表 7不同提取剂得到的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效果 

组别 稀释度 浓度

（mg/ml） 

水提取物 100%乙醇提

取物 

石油醚提取

物 

1 1：2 25 0 0 0 

2 1：4 12.5 0 0 0 

3 1：8 6.25 0 0 ＋ 

4 1：16 3.13 0 ＋ ＋ 

5 1：32 1.56 0 ＋＋ ＋＋ 

6 1：64 0.78 ＋ ＋＋ ＋＋ 

7 1：128 0.39 ＋＋ ＋＋＋ ＋＋＋ 

8 1：256 0.20 ＋＋＋ ＋＋＋ ＋＋＋ 

阳性对照   ＋＋＋ ＋＋＋ ＋＋＋ 

“ +++” 细菌明显生长 ;“ +” 细菌少量生长 ;“0” 取培养基再接种无菌生长 。 

椒蒿水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低抑菌浓度是 1.56mg/ml，椒蒿 100%乙醇提取物的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最低抑菌浓度是 6.25mg/ml，椒蒿石油醚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低

抑菌浓度是 12.5mg/ml。 

 

3.2.3 水提取液中提取物对三种菌的抑菌 MIC 的测定 

表 8椒蒿水提取物对三种菌的抑菌效果 

组别 稀释度 浓度

（mg/ml） 

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 金黄色葡萄

球菌 

1 1：2 25 0 0 0 

2 1：4 12.5 0 0 0 

3 1：8 6.25 0 0 0 

4 1：16 3.13 0 0 0 

5 1：32 1.56 0 ＋ 0 

6 1：64 0.78 0 ＋＋ ＋ 

7 1：128 0.39 ＋ ＋＋ ＋＋ 

8 1：256 0.20 ＋＋ ＋＋＋ ＋＋＋ 

阳性对照   ＋＋＋ ＋＋＋ ＋＋＋ 

“ +++” 细菌明显生长 ;“ +” 细菌少量生长 ;“0” 取培养基再接种无菌生长 。 

椒蒿水提取物对于大肠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是 0.78 mg/ml，对于沙门氏菌的最低抑菌浓

度是 3.13mg/ml，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低抑菌浓度是 1.56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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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结及讨论 

3.3.1 椒蒿对于致病细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通过椒蒿提取物对于铜绿假单胞杆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

实验证实，椒蒿对于常见的胃肠道致病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能够对于由致病菌引起的胃

肠道疾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3.3.2 采用不同的溶剂所获得的椒蒿提取物抑菌效果不同 

通过观察测量和统计对比，椒蒿的石油醚和水提取物对于细菌的抑制效果较好。通过

进一步查阅文献了解到原因是因为植物中的总萜类、总甾类等化合物群溶于石油醚,而水中

一般溶解糖类、有机酸、盐类等化合物；黄酮类及脂溶性物质在乙醇中溶解度较高[10]。而

椒蒿中富含糖、多糖类、内酯、香豆素及甙类，有机酸类，酚类，甾类及三萜类，黄酮类，

生物碱类和挥发油、油脂类化合物[11]。不同的溶解物对细菌的抑制作用不同，具体抑菌原

理还需要进一步去学习研究。 

3.3.3 不同细菌对于椒蒿提取物的敏感性不同 

本实验采用了铜绿假单胞杆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4种细菌是比

较有代表性的胃肠道常见致病菌，通过抑菌实验表明，沙门氏菌对椒蒿提取物较为敏感，

而铜绿假胞杆菌并不受椒蒿提取物抑制。通过进一步研究学习了解 4种菌的所属种类不同，

生长条件不同[12]，推测这就是不同菌的不同敏感度的原因。而敏感度的不同是否对于同属

菌是具有普遍现象，是值得接下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综上所述，本课题通过不同的溶剂提取椒蒿中的成分，用椒蒿提取物对于代表性致病

菌的抑菌实验表明，椒蒿中含有多种抑菌成分，有一定的治病的功效。而椒蒿作为新疆特

色的野生植物[13]，还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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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 

椒蒿作为新疆极具代表性的野生植物，有着食用和药用等广阔的应用空间。科研人员

从化学成分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但并没有结合维吾尔传统医学中的功效进行验证。 

本文结合民族传统医学中椒蒿能够治疗胃肠道疾病，选取胃肠道具有代表性的微生物，

采用多种手段对椒蒿中的有效物质进行提取，证明新疆野生椒蒿有抑制胃肠道的主要致病

病原体有良好抑制作用，弥补对椒蒿抗病原体方面的测定实验，对大众了解椒蒿药用功效

起到宣传作用。 

这样的科研思路与手法刚好也契合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的研究

思路，为今后研究和开发其他野生植物价值具有一定参考作用。 

而在研究过程中进一步发现了采用不同的提取方法，对于不同细菌的抑菌效果不同，

这可能对物质的化学性质有关，这样的研究为今后探究植物有效成分提取提供了了借鉴和

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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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通过对该课题的研究，证明了椒蒿的抑菌功效，但由于时间原因，没有完成最低杀菌

浓度(MBC)的测定工作。而笔者还计划利用色谱分析，测定能溶于有机溶剂的物质化学成分，

绘制体外抑菌曲线。构建相应的小鼠模型，进行体内抑菌实验。 

在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的深入研究可能将发现更多的植物与环境间的相互交流方式，并

了解其潜在的分子机制；更重要的是，还有可能发现和鉴定一些新型的天然植物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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