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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珍珠梅杀菌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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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梅 石 尽犷 肠

属蔷薇科
,

珍珠梅属
,

是遍布我国北方的开花

灌木 它树形优美
、

枝叶茂密秀丽 图 它

具有花期长
、

耐寒
、

耐半阴
、

繁殖容易等优良

特性
,

是我国人民喜爱的主要观赏树种之一
近年

,

我们在树木杀菌作用的研究中发现它

还具有显著的杀菌特性 其杀菌范围广
、

效

果稳定
,

这对防治空气中微生物的污染
,

保护

人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珍珠梅的杀菌

特性
,

既能充分发挥它的环境保护效益
,

又能

为开发利用这一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一
、

研究材料和方法

一 供试菌种

本试验所用结核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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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市结核病研究所提供 金黄葡萄球菌
, 户力,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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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绿脓杆菌 ,

, , 、邝梦 招 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提

供

二 培养基

罗氏培养基
,

为本试验中

培养结核菌的培养基

牛肉汁琼脂培养基
,

在本试验中用于

对金黄葡萄球菌和绿脓杆菌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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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树种供试物

1
.
组织碎糊

: 采集树木所试部份
,

粉碎

后按与水重量之比为 1:2 加灭菌水充分磨碎

成糊状
.

2
.
挥发性物质

: 本试验所用挥发性物质

是通过采集树木所试部分新鲜材料
,

经水蒸

汽蒸馏
,

用乙醚萃取蒸馏液得到特殊嗅味的

挥发性物质
.

3
.
水煎液

: 采集树木所试部分
,

按与水

重量之比为 1巧 加水煎煮 2一3 小时所得
.

(五 ) 方法
:

1
.
挥发性物质杀菌作用测定法

: 这种方

法的特点是所试物不与菌体直接接触
,

而是

用它分泌的挥发性物质通过空气对菌产生作

用
.
有以下几种方法

:

( l) 容器法
:
将定量接菌后的斜面放人

盛有所试物的密封容器 (容量为 250 毫升的

血瓶)
,

以不放所试物只放接菌斜面的密封容

器作为对照 (图 2)
.
每容器内放四个斜面

,

重复 3一4 次
,

在 37℃ 温度下培养一定时间

后观察结果
,

分别按 (++++)
、

(
十什)

、

( 一)
、

(
十 )

、

( 一)五级统计
.
整个斜面布满菌者为

(料++)
、

占 2/3 者为(拼)
、

占 l/2者为(++ )
,

少于 1/2 者为(+ )
,

没有长菌者为(一)
.
与

对照进行比较
,

计算正结果百分率和(一 )管

数百分率
,

依据这两个指标
,

分五级进行杀菌

效果的评价
.
见表 1.

(2) 平板法
:
将 37 ℃ 下培养 24 小时的

细菌制成细菌悬浮液
,

稀释到一定浓度
,

以

0
.
1 毫升与定量 (10 毫升) N

.
B
.
A
.
培养基

混合制成平板
.
将树种所试部分定量组织碎

糊在接种后的培养皿盖内摊开成一薄层
,

迅

速合上皿底
,

以不放组织碎糊的接菌皿作为

对照
,

然后倒置于 37 ℃ 恒温箱中培养 24 小

时后数其菌落数
,

每一处理重复三皿
,

每种试

验重复三次
,

求其平均菌落数
,

按下列公式计

算杀菌效果 (% )

等 级

表 1 杀菌效果评价表

丙
管数百分率

}
正结果百分率

ll I

lV

100

50一100

0一50

0

0

100

100

100

50一 10 0

0一 50

杀菌效果

极好

好

中等

差

极差
、

无

注: (一 )管数百分率(% ) -
(一 )管数

试验总管数
X 100

正结果率(% )
~ 试验总管数 一与对 照生长一致的管数

试验总管数
又 1 0 0

杀菌效果(肠)

~ 对胆平均菌落数一处理平均菌落垫
对照平均菌落数

X 100

2
.
直接接触测定法

钢环法
: 采用平板双层培养基

.
底层培

养基采用 N
.
B
.
A
.
培养基

,

在每培养皿中放

此培养基 10 毫升 ;上层培养基即菌种培养基
,

为加糖的 N
.
B
.
A
.
培养基

.
将 37 ℃下菌种培养

基斜面上培养 24 小时的菌种
,

加人 5 毫升无

菌生理盐水
,

做成细菌悬浮液
,

将这 5 毫升菌

液加到装有 50 毫升 40 一50 ℃的菌种培养基的

三角瓶中迅速摇匀; 用此液 4 毫升加到培养

皿底层培养基上
,

使其均匀分布
,

再将灭菌后

图 1 华北珍珠梅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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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树种对金黄葡萄球菌
、

绿脓杆菌的杀菌作用

金黄葡萄球菌 绿脓杆菌 金黄葡萄球菌 绿脓杆菌

平均平板
菌落数
仁个)

杀菌效果
(% )

平均平板
菌落数
(个)

杀菌效果
(% )

平均平板
菌落数
(个)

杀菌效果
(% )

平均平板
菌落数
(个少

杀菌效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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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 100 多
,

对牛型结核杆菌的杀菌作用仅

次于 木 模
、

栓 皮 栋
,

( 一) 管 数 百 分 率 达

92. 3%
.
综上所述

,

可以发现
,

与其他所试

树种相比
,

珍珠梅对这四个菌种型都有较大

的杀菌作用
,

而且效果比较稳定
.
两表还表

明有些树种
,

虽然对某种菌具有较大的杀菌

作用
,

但对另一些菌杀菌作用较小
,

甚至不具

有杀菌作用
.

图 2 容器法示意照片

产袄�哥众佃

的不锈钢环放在培养基上
,

每皿放 3一5 个
.

将所试树种部分组织碎糊
,

放在培养皿的钢

环中
,

在 37 ℃ 恒温箱内培养48 小时后
,

观测

钢环周围的抑菌圈的大小
,

测其抑菌圈直径
,

以钢环中加人灭菌水为对照
.
每处 理 重 复

3一5 皿
,

每试验重复 3一5 次浏
.

二
、

结 果 与 分析

(一) 珍珠梅 的杀菌能力

用平板法和容器法测定珍珠梅对结核杆

菌的两种菌型及金黄葡萄球菌和绿脓杆菌的

杀菌作用
,

并与其他树种进行比较
、

试验结果

见表 2
、

表 3
.

表 2 表明珍珠梅在所试树种中对金黄葡

萄球菌和绿脓杆菌的杀菌作用都是最大
,

杀

菌效果达 100 多
,

远远大于其他树种
.
从表 3

中可见珍珠梅在所试树种中对土壤型抗酸结

核杆菌的杀菌作用也是最大
,

( 一)管数百分

(一)管数 《排)管数 (书升 ) 管数

百分率 百分率 百分率

图 3 各树种对金黄葡萄球菌的挥发性杀菌作用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证实珍珠梅确实具有较大而

又稳定的杀菌作用
,

又分别采用容器法
、

钢

环法对曾筛选出的杀菌作用强的树种
: 白皮

松
、

白杆
、

侧柏山作进一步比较试验
,

结果如

表 4
、

图 3
.

从表 4 中可知
,

珍珠梅叶组织碎糊和水

煎液的接触杀菌作用与那些杀菌作用较强的

树种相比差异不大
,

叶组织碎糊的杀菌作用

赢赢
二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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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低于白皮松
、

白杆
,

高于侧柏;而叶煎液的

杀菌作用大于所有所试树种
.

从图 3 可知
,

珍珠梅叶的挥发性杀菌作

用都大于所试其它树种
,

不仅 正 结果率 达

100 多
,

而且(一)管数百分率也为 100 多
,

而

其它所试树种(一)管数百分率均为 0
.

�砍�玲余巨

�被)铃巾如

对
服

器官及
处 理 图 , 珍珠梅地上部分各器官对绿脓杆菌的杀菌作用水煎液

花煎水液煎液叶水枝取提液取液花提叶提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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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经几种方法
、

多次试验发现和

证实了珍珠梅与另外 44 个树种相比
,

对所试

表 , 珍珠梅地上部分各器官对金黄葡萄球菌的挥发性杀菌作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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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珍珠梅地上部分各器官对绿脓杆菌的挥发性杀菌作用的比较

实验器官
及处理

试验物量
(克或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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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菌种菌型具有的杀菌作用更大
,

而且效

果稳定
.
因此

,

有必要对珍珠梅的杀菌特性

进行研究
.

(二 ) 珍珠梅杀菌特性 的研究

1
.
地上部分各器官杀菌作用的研究

因为树木的地上部分暴露在空气 之 中
,

所以研究树木的地上部分各器官挥发性杀菌

作用对于保护环境净化大气更为重要
.

在珍珠梅的生长旺季
,

用容器法分别对

珍珠梅的地上部分
,

按不同的处理进行杀菌

试验
,

其结果列于表 5
、

表 6
,

并用图 4
、

图 5

农示
.

从表 5
、

表 6 可知
,

珍珠梅的地上部分各

器官对金黄葡萄球菌
、

绿脓杆菌都有一定的

杀菌作用
,

试验正结果率均为 100 并
.
但从

图 4
、

图 5 中可以看出
,

不同器官在不同处理

下杀菌作用不同
,

以鲜叶
、

鲜花
、

嫩枝杀菌作

用 最大
,

不仅试验正结果率为 100 多
,

而且

(一)管数百分率也为 100 汤
.
不同器官的提

取液虽然都表现出较大 的 杀菌 作 用
,

但存

在一定的差异
.
其中以叶提取液杀菌作用最

大
,

正结果率和(一)管数百分率都是 100 多
,

嫩枝提取液次之
,

( 一)管数百分率为 91
,

6 外
,

花提取液杀菌作用最小
,

(
一 )管数百分率只

有 58
.
3并
.
这说明珍珠梅不同器官的挥发性

提取液具有不同性质
,

可能与所含化学成分

6 卷 2 期

的差异有关t2J
,

这还有待于研究
.
图 4

、

图 5

还表明珍珠梅叶
、

花
、

嫩枝的水煎液的挥发性

杀菌作用都很小
,

( 一 )管数百分率均为 。
.
可

见
,

珍珠梅地上部分各器官的挥发性杀菌索

主要存在于该器官的挥发性物质中
.

2
.
珍珠梅杀菌作用的季节变化

树木的叶是树木暴露在空气中的最大部

分
,

在上面也已证明珍珠梅无论鲜叶或是叶

的提取物都具有较大的挥发性杀菌作用
,

因

此在研究珍珠梅杀菌作用的季节变化l讨
,

我

们以它的叶作为研究对象
.

按珍珠梅的物候变化
,

将珍珠梅生长期

与季节相对应地划分为三个时期
,

即 4一 5 月

为生长初期 ; 6一7 月为生长旺季 ;8一9 月是

生长末期二在这三个季节中分别用容器法做

杀菌试验
,

结果如表 8
.

从表 7 中可见
,

不同季节珍珠梅的鲜叶

无论对金黄葡萄球菌还是绿脓杆菌其杀菌作

用都很大
,

季节性差异不明显
,

( 一 )管数百分

率都是 100 舜
,

效果都是极好
.
但不同季节

、

不同浓度的挥发性提取液的杀菌作用有些连

异
,

就对金黄葡萄球菌来讲
,

这种差异较明

显
.
夏季提取物试验量为 0

.
1毫升即浓度为

。
.
0 4多时

,

杀菌作用较差
,

(
一 )管数百分率只

有 “
.
7 关

,

而春季和秋季杀菌作用 都较 强
,

在所试提取物相同浓度的情况下
,

(
一夕管数

表 7 珍珠梅杀菌作用的季节变化

对不同菌种的杀菌效果

季 协 l 试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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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率均为 100 务
。

但对于绿脓杆菌来看
,

这种差异并不明显
,

各季节提取物试验量为

0
.
1毫升

,

即浓度为 。
.
0 4 矛 时

,

杀菌作用均

较差
,

杀菌等级都为 111 等
.
相对来说

,

春季

提取液的杀菌作用稍大
,

( 一 )管数百分率为

33
·

3 呢
,

而夏季和秋季都较小
,

( 一)管数百分

率均为 0
.

综上所述
,

不同季节珍珠梅叶的杀菌作

用都较强
,

但对不同的菌种
,

杀菌作用存在季

节性差异
.
春

、

秋两季对黄葡萄球菌的杀菌

作用较强
,

夏季的杀菌作用较差;对绿脓杆菌

杀菌作用的季节间差异不明显
.
在同一季节

中
,

珍珠梅对不同菌的抑制作用不同
.
一般

,

对金黄葡萄球菌的杀菌作用大于绿脓球菌
.

三
、

讨 论

(一 ) 本试验发现并证明华北珍珠 梅 具

有较大的杀菌作用
.
与其他四十个所试树种

相比
,

它的杀菌作用不仅大而且范围广
、

效果

稳定
.
不仅对金黄葡萄球菌

、

绿脓杆菌具有

较大的杀菌作用
,

而且对危害人类的主要病

原菌一结核杆菌的致病力最强的牛型和一般

的土壤型抗酸结核杆菌都具有明显的杀菌作

用
.
这对于防治空气中有害微生物的污染

,

保护人体健康具有重大的意义
.
因此

,

大力

推广种植珍珠梅不仅能美化环境
,

而且是一

顶很重要又很经济的防治空气污染的措施之

(二) 本试验还发现和证实珍珠 梅 及 一

些其它树种具有较强的杀虫一苍蝇 的能 力
.

这在保护环境卫生
、

防治昆虫传染疾病方面

具有特殊的意义
.

(三) 在研究过程中
,

发现珍珠梅没有任

何病虫害
,

这说明树木的杀菌素是树木具有

免疫性的原因之一 这对于森林树木病虫害

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1
.
选育抗病和抗虫树种

、

品种

据本试验研究
,

不同的树种对不同菌种
、

科 学
.
39
.

不同的害虫具有不同的杀菌作用
.
因此

,

研

究某一树种
、

品种对特定病原菌和害虫的杀

菌和杀虫作用
,

对于选育抗病
、

抗虫树种具有

一定的意义
.
通过筛选对致病菌杀 菌 作 用

强
,

对害虫杀虫能力强的树种进行培育
,

有性

杂交和无性杂交是有效地获得优良抗病
、

抗

虫的树种和品种防治病虫害的 重 要 措施 之

一
,

值得推广
、

运用
.

2
.
改进林业技术措施

混交林
、

复层林对某些病虫害有抑制作

用
,

如果能选择杀菌
、

杀虫作用强的树种进行

混交
,

将对病虫害有更大的抑制作用
.
珍珠

梅可用作混交林中的下木树种
,

城市行道树

下的绿篱
.
它既可美化环境

、

净化大气又可

保护森林树木本身 ; 不仅可避免化学药剂防

治病虫害带来的污染
,

而且又可节约费用
,

是

一举多得的好办法
.

(四 ) 树木杀菌素对人的精神生理作用

据苏联学者研究
,

凡是有植物杀菌素的

地方
,

致病微生物含量比其他地方少五分之

四
.
植物杀菌素的另一个功能是

: 可以增强

人的神经系统
,

消除疲劳和精神紧张
.
此外

,

植物杀菌素能使空气中有益于人体的负离子

增加
,

使有害健康的正离子减少
.
这对于节

奏快
、

生活紧张的现代生活来说是很有好处

的
.
因此

,

有人提出
“

植物环境设计
刀企图通

过选择某种植物进行环境布置来创造舒适的

生产和生活条件
.
华北珍珠梅由于含有杀菌

作用较强的杀菌素
,

不失为植物环境设计的

优良树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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