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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芒果核提取物动物体内外抑菌效果及其使用的安全性。方法采用二倍稀释法及

琼脂扩散法，观察芒果核提取物对常见肠道感染致病菌(标准和耐药)志贺痢疾杆菌、福氏痢疾杆菌、大肠埃

希菌的体外抑菌作用；采用小鼠复制感染模型观察芒果核提取物动物体内抑菌效果；用小鼠空腹经口灌胃给

予芒果核提取物做急性毒性试验。结果芒果核提取物对标准和耐药志贺痢疾杆菌、福氏痢疾杆菌、大肠埃

希菌有不同程度体外抑菌作用，其最低抑菌浓度(MIC)分别为7．8、7．8、7．8、15．6、15．6 ms／mi和15．6 ms／

ml，抑菌圈直径分别为20、18、21、19、17、18 ram；动物体内大、中、小剂量对(标准及耐药组)福氏痢疾杆菌及志

贺痢疾杆菌感染小鼠有明显抑菌作用；小鼠灌胃最大耐受量40∥kg，相当临床用量的50倍。结论芒果核

提取物对常见3种肠道感染菌具有较明显的体内外抑菌作用及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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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teriostasis and salty of mango seed extractive in vitro and in vivo MO Wu-gui，LIU Hua—go，lg，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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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bacteriostasis and its practical safety of mango seed extractive in vivo

and vitro．Methods The bacteriostasis in vitro of mango seed extractive，double—diluted and agar—diffused，Oil com—

mort intestinal infection pathogenic bacteria(standard and tolerated)：Bacillus shigae，Shigella flexneri，Escherichia

coli were observed；the bacteriostasis in vivo of
mango seed extractive were observed on duplicated infected model

mouse；the acute toxicity test was conducted in fasting mouse gavaged with mango seed extractive．Results Mango

seed extractive possesses baeteriostasis in vitro of different degrees on standard and tolerated Bacillus shigae，Shigella

flexneri and Escherichia coli，respectively with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7．8 ms／m1，7．8 ms／ml，7．8 ms／

Inl，15．6 mg／Inl，15．6 ms／m|，15．6 ms／m1 and with bacteriostasis collar diameters 20 mm，18 mm，21 mm，19

mm，17 mill，1 8 into．Large，medium and low dosages had evident bacteriostasis on the mice infected with Shigella

flexneri and BaciUns shigae．Maximal tolerated dose of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for the mouse was 40 S／kg，(equiv-

alendy 50 times clinic dosage)．Conclusion Mango seed extractive possesses evident bactefiostasis and favorable

safety in vivo and vitro on 3 types of common intestinal infection bacteria．

[Key words] Mango seed extractive； Bactefiostasis in vitro； Bacteriostasis in vivo；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don； Acute toxicity test

随着抗生物药物的广范应用，微生物耐药性已

成为全球关注的严峻问题。由于多重耐药菌、多重

感染以及许多新的病原微生物引起的感染对人类健

康造成极大威胁，且日趋严重，我们从I临床工作中观

察到部分纯天然抗生物药物有很好的抗菌疗效。为

挖掘芒果核的药用价值，对其提取物进行了动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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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抗菌作用的研究，同时为了确保其安全性，根据

中药临床前毒理学评价的指导原则，并对芒果核进

行了急性毒性试验研究，旨在为开发利用芒果核资

源提供科学根据及临床应用提供一定药理学基础，

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1．1．1 取材将南宁地区生长成熟芒果核除去坚

壳及衣，日光晒干，取50 g切碎，加水200 ml浸泡，

30 min后加热煮沸，文火15 min滤出，再加水100

111l，按上述方法再次操作虑出药液，合并2次药液，

用文火浓缩至50 IIll，制成原液备用。

1．1．2菌株标准志贺痢疾杆菌、福氏痢疾杆菌和

大肠埃希菌均由广西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提供，

耐药志贺痢疾杆菌、福氏痢疾杆菌和大肠埃希菌均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检验科细菌室提供，

常规牛肉膏、水解酪昼白培养基37℃培养24 h后

吸取菌液用培养基稀释，用血细胞计数板计数将菌

悬液调整为约106个／ml备用。

1．1．3实验动物 清洁小鼠雌雄各半，体重18—

22 g，由广西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1．2方法

1．2．1最低抑菌浓度(MIC)测定采用二倍稀释

法测定芒果核提取物MIC，即取12支无菌试管编

号，1～10号为一定梯度芒果核提取物含菌液；11号

取菌悬液1 ml为不加试验药物的菌液对照管，12号

管取芒果提取物1 ml为不加菌悬液的药物对照管，

稀释后的芒果核提取物最终浓度为500、250、125、

62．5、31．2、15．6、7．8、3．9、1．95、0．98 mg／ml，摇匀

后置于37℃的恒温箱中培养24 h后观察结果。

1．2．2判定标准首先观察1l号菌液对照管细菌

呈混浊状生长，而12号药物对照管无细菌生长，呈

透明状的前提下，以不出现混浊的最低芒果核提取

物浓度为其MIC。

1．2．3抑菌实验将标准和耐药志贺痢疾杆菌、福

氏痢疾杆菌、大肠埃希菌分别用取菌环致密接种到

血平板营养基表面，以无菌操作将已用芒果核提取

物浸泡的带有药液的直径0．6 cm的滤纸片贴到培

养基上，37℃培养24 h，观察测量抑菌环直径。重

复3次，取其平均值。

1．2．4急性毒性试验动物分组：采用雌、雄分别

随机均衡分组法，共分2组，每组20只，雌雄各半。

采用空腹经口灌胃给药。各组药物浓度为最大浓

度，灌胃体积相同，均为每只每次给药O．4 Hll，每隔

12 h给药1次，共给药2次，按急性毒性试验常规方

法灌胃[11，测定芒果核最大给药量，灌胃前禁食12

h，但不禁水。对照组给予相同剂量的生理盐水。

1．2．5 结果观察 实验前先将动物按性别分笼在

实验室群养观察1 d。给药后当天密切观察12 h，并

详细记录观察结果，以后每天上午8时一9时及下

午3时一4时各观察1 h，并记录观察结果，共连续

观察14 d。对观察其中死亡的动物立即进行尸体解

剖，对尸检中发现异常者，进行病理切片检查。

1．2．6体内抑菌实验将复苏生长良好的(标准

和耐药)志贺痢疾杆菌、福氏痢疾杆菌分别配成每

IIll含9亿个菌的菌悬液，各菌组各取清洁小鼠100

只，18～22 g，由广西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随机分为5组，每组20只。A组：正常对照组，灌人

无菌生理盐水1 ml；B组、C组、D组、E组给每只小

鼠经灌胃针灌入菌悬液1 1111分2次(间隔8 h)，感

染第3天做粪便的细菌培养，确认模型复制成功后，

C组、D组、E组分别为低浓度组、中等浓度组、高浓

度组，分别给予0．25∥IIll、0．5 g／“、1 g／IIll不同浓

度的芒果核提取物1 mL／kg，相当生药O．25 g／kg、

0．5 g／kg、l g／kg，2次／d，连续给药5 d；B组为空白

对照组复制感染模型后给等量生理盐水，给药后第

1、4、7 d后，取小鼠粪便适量做细菌培养并观察各

组小鼠的大便性状14 d，以粪便细菌培养阳性率及

死亡率为评价指标，比较各组与空白对照组的粪便

细菌培养阳性率及死亡率并进行统计学处理。

2结果

2．1最低抑菌浓度 芒果核提取物对临床常见肠

道致病菌的MIC见表1。可见该提取物对临床常见

3种标准及耐药肠道致病菌有较明显的体外抑制作

用，其中对志贺痢疾杆菌有较强的抑菌作用，MIC为

7．8 mg／ml。

表1 芒果核提取物体外最低抑菌浓度(MIC)

测定结果(mg／m1)

2．2抑菌实验芒果核提取物对临床常见肠道致

病菌的抑菌圈直径见表2。其中对标准福氏痢疾杆

菌有较强的抑菌作用。

表2 芒果核提取物体外抑菌圈直径测定结果(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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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芒果核提取物大、中、小剂量后感染小鼠的体内抑

菌情况见表3；志贺痢疾杆菌组给予芒果核提取物

感染小鼠有明显体内抑菌作用。福氏痢疾杆菌组给 大、中、小剂量后感染小鼠的体内抑菌情况见表4。

表3福氏痢疾杆菌组给予芒果核提取物大、中、小剂量组后感染小鼠的体内抑菌情况

正常对照组

空白对照组(标准)

空白对照组(耐药)

福氏痢疾杆菌组(标准)

福氏痢疾杆菌组(耐药)

20 —

20 95

20 100

20 85

20 80鬟

85

90

40／1

45▲

90

85

10／1

15▲

注：福氏痢疾杆菌组(标准)较其空白对照组(标准)：△P<o．ol，奇P<o．05；福氏痢疾杆菌组(耐药)较其空白对照组(耐药)：xP<o．05，‘P

<0．01

表4志贺痢疾杆菌组给予芒果核提取物大、中、小剂量组感染小鼠后的体内抑菌情况

正常对照组

空白对照组(标准)

空白对照组(耐药)

志贺痢疾杆菌组(标准)

志贺痢疾杆菌组(耐药)

0

25

20

5

10

注：志贺痢疾杆菌组(标准)较其空白对照组(标准)：△P<0．05，。P(o．01；志贺痢疾杆菌组(耐药)较其空白对照组(耐药)：。P<o．OI

2．4急性毒性试验试验中，小鼠灌服1 d药物，

观察2周，两组均未见动物任何异常反应，各组动物

试验组体重增长差异无异常变化，芒果核组和空白

对照组动物无异常差别，灌药后14 d，处死小鼠，解

剖，肉眼观察及病理组织学检查心、肝、脾、肺、肾、

脑、小肠，均未发现异常。试验结果表明：小鼠24 h

内共灌胃给予芒果核(生药)40 g／kg，即最大耐受量

达(生药)40∥kg，相当I临床用量的50倍。

3讨论

3．1芒果核为漆树科植物芒果的成熟干燥种子，目

前国内外对芒果树的药用研究主要是集中在芒果叶

提取天然多酚类化合物芒果苷(又名知母宁)上，包

括在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及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抗细菌、病毒、肿瘤、辐射、糖尿病，保肝利胆、抗氧化

及免疫调节等方面作用已做了部分研究，也对芒果

树除了芒果核以外不同植株部位的芒果苷含量做了

比较，但对芒果核的研究仅限在生药鉴定方面，我们

通过芒果核提取物进行体外抑菌试验，发现该提取

物对临床常见3种呼吸道及3种肠道致病菌有较明

显的体外抑制作用【2 J，说明该提取物有较广谱的抑

菌作用。芒果核提取物为酸性，pH为4．44，在1999

年就曾有用于治疗肺支原体感染取得良好效果的报

告口J。近期也有用于配伍后治疗儿童反复上呼吸

道感染H1及成人慢性胃炎【5 J，取得良好效果且均未

见毒副作用的相关报告，说明其对呼吸道及胃肠道

的感染有较好治疗作用，其服用对儿童及成人是安

全的。本研究通过小鼠做规范的急性毒性实验更支

持这点，我们也观察到部分I晦床治疗细菌性痢疾效

果很好的病例，故本研究可为临床使用芒果核治疗

常见肠道感染性疾病提供药效学及安全性的理论基

础。

3．2芒果核提取物对耐药的志贺痢疾杆菌、福氏痢

疾杆菌及大肠埃希菌也有较明显体外及动物体内抑

菌作用，这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说明该提取物不仅对

常见肠道感染标准菌株有明显体外抑菌作用，同时

对其耐药菌株也有较明显体内外抑菌作用，但在人

体内抑菌活性如何，是否与动物体内效果一致，可否

部分替代耐药菌株感染的治疗尚需进一步研究。临

床应用中观察到沸水冲泡l h后饮用比水煎服效果

更佳，故其作用机理是否仅仅因其中含有芒果苷具

有的抗菌作用帕’7J，还是同时含有其他抑菌成分易

挥发或高温分解尚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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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芒果核按毒性分级标准属无毒类物，可不进行

蓄积毒性实验[8】。用药每天共2次，共观察14 d，检

测小鼠血常规、肝肾功能结果未见显著差异，7种脏

器作病理解剖学肉眼及病理组织学检查均未见病理

学改变，提示芒果核具有良好的安全性。芒果核在

产地资源相当丰富，且价格低廉，值得我们做进一步

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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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常规LASIK术后早期近视患者点扩散函数变化规律。方法抽取2008-03—0r7到

广西视光中心接受常规LASIK手术的35例近视患者(共70只眼)，其中男18例，女17例；年龄16—36岁；屈

光度一0．50。一10．50DS(等效球镜)。采用美国VISX公司生产的WaveSean波前像差仪对所有患者进行波

前像差检测，收集每位患者常规LASIK术前、术后1天、1周、1个月、3个月和6个月共六个时间点的点扩散

函数数据。将点扩散函数数据按检测时间分组后，使用SPSSl3．0统计软件，采用One·way ANOVA单因素方

差分析，LSD法比较六组间点扩散函数值的差异。结果35例近视患者术后早期的波前像差检测结果显示，

点扩散函数值在术后各检测时间点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波动性。点扩散函数值在术后各时间点比较均无统

计学差异(P>0．05)，但术前与术后各时间点的点扩散函数值比较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结论

LASIK手术可显著改善近视患者的视觉质量，术后早期近视患者的点扩散函数值维持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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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riation of myopic point spread functions after conventional

LASlK．Methods Thirty five myopic out-patients(male 18，female 17)underwent conventional LASIK between

万方数据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