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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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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考察不同溶剂普洱茶提取物的抑菌效应，以金黄色葡萄球菌（Ｓ．ａｕｒｅｕｓ）为供试菌，采用滤纸
片扩散法分别探讨普洱茶水提取物、７５％乙醇提取物和９５％乙醇提取物的抑菌效果、最小抑菌浓度
（ＭＩＣ）和最低杀菌浓度（ＭＢＣ）．研究结果表明：普洱茶提取物浓度在４～２０ｍｇ／ｍＬ范围内对 Ｓ．ａｕ
ｒｅｕｓ均有较强的抑制效应，且抑制效果与浓度呈正相关．３种提取物中９５％乙醇提取物的抑菌效果
最佳，其ＭＩＣ与ＭＢＣ均为０．６３ｍｇ／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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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普洱茶是以大叶茶晒青毛茶为原料，经发水、

渥堆、陈化及干燥等工艺加工制成［１］．在渥堆过程
中，普洱茶在微生物发酵、酶促反应和湿热共同作

用下，发生氧化、缩合、降解等反应，使内含物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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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结构更为复杂的物质，其品质特征也发生很大

的改变，而且产生许多具有特殊功效的物质［２－５］，其

中含有一些特殊的抗菌类物质［６］．
开发安全、高效、经济的天然食品抗菌剂已成

为２１世纪食品工业的热点．普洱茶独特的化学组成
预示着其在食品工业和医药行业将具有非常广阔

的应用前景．本研究拟对普洱茶不同提取物对金黄
色萄葡球菌（Ｓ．ａｕｒｅｕｓ）的抑制效果进行比较分析，
以期为其应用于食品、化工和医药行业，以及开发

安全有效的食品保鲜剂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材料：普洱茶（散装熟茶），云南滇南古韵茶叶

有限公司产；供试菌 Ｓ．ａｕｒｅｕｓ为云南农大食品科技
学院食品微生物实验室保藏菌种，活化培养基采用

营养琼脂进行活化．
仪器：ＲＥ—５２Ａ型旋转蒸发仪，深圳市三利化

学品有限公司产；ＦＤ—１Ｄ—５０真空冷冻干燥仪，北
京博医康实验仪器有限公司产；Ｓ２０ＫｐＨ计，梅特勒
－托利多公司产；ＬＤＺＸ—４０Ｂ１型立式自动电热压
力蒸汽灭菌器，上海申安医疗器械厂产；ＳＨＰ—１５０
恒温培养箱，上海福玛设备有限公司产；ＳＷ—ＣＪ—
１Ｆ超净工作台，苏州净化设备有限公司产；ＥＳＪ—Ａ
电子天平，沈阳龙腾电子有限公司产；ＢＲ７０４７８２微
量移液枪，德国Ｂｒａｎｄ公司产．
１．２　普洱茶提取物的制备

普洱茶样品１００ｇ粉碎，过８０目筛．浸提的固
液比为１１０（ｍ／ｖ），溶剂分别为蒸馏水、７５％乙
醇、９５％乙醇．以蒸馏水作为浸提溶剂时，８０℃下浸
泡４ｈ；其余２种溶剂浸提时，室温下浸泡４ｈ．浸提
２次，经旋转蒸发再冷冻干燥至恒重，得到普洱茶浸
提物，贮于４℃冰箱中备用．
１．３　抑菌效果的测定
１．３．１　菌悬液制备　将 Ｓ．ａｕｒｅｕｓ接种于新鲜斜面
培养基上，经３７℃，２４ｈ恒温培养活化后，用无菌生
理盐水制备成菌悬液．吸取１．０ｍＬ菌悬液加入到
９．０ｍＬ无菌生理盐水中，得到的菌悬液依次采用
１０倍稀释法进行梯度稀释．选择３个稀释度，各吸
取０．２ｍＬ，分别加入到含有营养琼脂平板培养基的
培养皿，表面涂布均匀，于３７℃下培养２４ｈ，观察结
果．选取能长满整个培养皿且分布均匀适宜的菌液
浓度作为供试浓度．

１．３．２　滤纸片扩散法［７］　将直径为９ｍｍ的若干
圆纸片经灭菌后分别置于不同浓度的普洱茶提取

液中浸泡１２ｈ，取出滤纸片逐个贴于含有 Ｓ．ａｕｒｅｕｓ
菌悬液的培养基表面，置于３７℃恒温培养２４ｈ后，
分别测定抑菌圈直径（Ｒ）．
１．３．３　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Ｃ）的测定　参照文献
［８］方法，配置 １０个浓度梯度的普洱茶提取物溶
液，分别取０．１ｍＬ与９．９ｍＬ冷却到６０℃的培养基
混合均匀．待培养基凝固后，在培养基表面分别涂
布０．２ｍＬＳ．ａｕｒｅｕｓ菌悬液，于３７℃下培养２４ｈ．观
察第１个没有菌落生长的培养皿，记录所添加的提
取物浓度，即为提取物的ＭＩＣ．
１．３．４　最低杀菌浓度（ＭＢＣ）的测定　参照 Ａ．Ｌ．
Ｒ．Ｓｐｅｎｃｅｒ描述的方法［９］测定普洱茶提取物对 Ｓ．
ａｕｒｅｕｓ的ＭＢ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普洱茶水浸提物对Ｓ．ａｕｒｅｕｓ的影响

不同浓度普洱茶水提取物对Ｓ．ａｕｒｅｕｓ的抑制效
果见图 １．由图 １可见，除普洱茶水提取物浓度为
２ｍｇ／ｍＬ时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无抑制效应外，其浓度为
４～２０ｍｇ／ｍＬ均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有较强的抑菌作用，且
抑菌圈直径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大．浓度为２０ｍｇ／ｍＬ
时，抑菌圈直径达到（１４．１７±０．２３）ｍｍ．

图１　不同浓度的普洱茶水提物
对Ｓ．ａｕｒｅｕｓ的影响

２．２　普洱茶７５％乙醇浸提物对Ｓ．ａｕｒｅｕｓ的影响
不同浓度普洱茶 ７５％乙醇浸提物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

的抑制效果见图２．由图２可知，不同浓度浸提物均
对Ｓ．ａｕｒｅｕｓ有抑制效应，且抑菌圈直径与浓度呈正
相关．浓度为 ２ｍｇ／ｍＬ时，抑菌圈直径为（８．０５±
０．２９）ｍｍ；浓度为 ２０ｍｇ／ｍＬ时，抑菌圈直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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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０．３３）ｍｍ．

图２　不同浓度的普洱茶７５％乙醇浸提物
对Ｓ．ａｕｒｅｕｓ的影响

２．３　普洱茶９５％乙醇浸提物对Ｓ．ａｕｒｅｕｓ的影响
不同浓度普洱茶 ９５％乙醇浸提物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

的抑制效果见图３．由图３可知，不同浓度浸提物均
对Ｓ．ａｕｒｅｕｓ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且抑菌圈直径与浓
度呈正相关．浓度为 ２ｍｇ／ｍＬ时，抑菌圈直径为
（８．２５±０．３１）ｍｍ；当浓度达到 ２０ｍｇ／ｍＬ时，抑菌
圈直径达到最大．

图４是不同浓度普洱茶９５％乙醇溶剂浸提物
对Ｓ．ａｕｒｅｕｓ的抑菌效果图，Ｔ３／１—Ｔ３／１０的９５％乙
醇浸提物添加浓度分别为 ２０ｍｇ／ｍＬ，１８ｍｇ／ｍＬ，
１６ｍｇ／ｍＬ，１４ｍｇ／ｍＬ，１２ｍｇ／ｍＬ，１０ｍｇ／ｍＬ，８ｍｇ／
ｍＬ，６ｍｇ／ｍＬ，４ｍｇ／ｍＬ，２ｍｇ／ｍＬ．由图４可见，随浸
提物浓度的增加，其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的抑制效果逐渐
增强．

图３　不同浓度的普洱茶９５％乙醇浸提物
对Ｓ．ａｕｒｅｕｓ的影响

２．４　不同溶剂浸提物的ＭＩＣ及ＭＢＣ
普洱茶浸提物对Ｓ．ａｕｒｅｕｓ的 ＭＩＣ及 ＭＢＣ见表

１．从表 １可见，相同浸提物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的 ＭＩＣ及
ＭＢＣ相接近；不同浸提物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的 ＭＩＣ及
ＭＢＣ的结果是：普洱茶水浸提物＞普洱茶７５％乙醇
浸提物＞普洱茶９５％乙醇浸提物．

３　结论
为考察不同溶剂普洱茶浸提物的抑菌效应，本

文以金黄色葡萄球菌（Ｓ．ａｕｒｅｕｓ）为供试菌，采用滤
纸片扩散法分别探讨普洱茶水浸提物、７５％乙醇浸
提物和９５％乙醇浸提物的抑菌效果、最小抑菌浓度
（ＭＩＣ）和最低杀菌浓度（ＭＢＣ），得出如下结论：普
洱茶水浸提物、７５％乙醇浸提物和９５％乙醇浸提物
在４～２０ｍｇ／ｍＬ范围内均对Ｓ．ａｕｒｅｕｓ有抑制作用，

图４　不同浓度普洱茶９５％乙醇浸提物对Ｓ．ａｕｒｅｕｓ的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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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普洱茶浸提物对Ｓ．ａｕｒｅｕｓ
的ＭＩＣ及ＭＢＣ （ｍｇ·ｍＬ－１）

普洱茶浸提物 ＭＩＣ ＭＢＣ
水浸提物 ０．７５ ０．７６

７５％乙醇浸提物 ０．６９ ０．６９
９５％乙醇浸提物 ０．６３ ０．６３

且抑制效果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大；９５％乙醇浸提物
对Ｓ．ａｕｒｅｕｓ的抑菌效果大于水浸提物和７５％乙醇
浸提物，ＭＩＣ及ＭＢＣ均为０．６３ｍｇ／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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