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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草药在我国使用的历史悠久，具有防病保键的作用。其绝大多数经口服在消化道内代谢吸收，当中草药进

入消化道后势必接触到消化道微生物，影响消化道微生物区系，从而影响动物的生理健康状况。本文简要的概述

了中草药进入消化道后对消化道微生物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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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B>2A7B7392E L<796=6 D6A7L796，N;J），是指在中医理

论指导下，用以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及康复保健等方面的

药物。“草药”（<6>?2E D6A7L796），是根据经验辨病施用的、少

见或不见于典籍、应用较局限的天然药及其简单加工品。

从发展的眼光看，中药源于草药，草药是中药的补充。在医

疗实践中，草药逐渐由经验向理论指导用药的中药过渡，最

终形成中药。中草药是中药与草药的合称［"］。

在正常动物的消化道内经常有一层微生物或微生物层

存在，它们对宿主不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和必需的，这一

微生物层即称为正常微生物群（93>D2E D7L>3?73B2）或正常菌

群（93>D2E ?2LB6>72 FE3>2）［!］。这些微生物群，除为动物提供维

生素、氨基酸外，还可以帮助动物消化降解食物中的难消化

成分（纤维素等）、固氮作用等。此外，消化道中的正常微生

物群还可以为动物抵御肠道病原菌的侵袭提供天然屏障［’］。

中草药的活性成分很复杂，其作用机制也不是很清楚。

绝大多数中草药经口服，在消化道内代谢吸收。因此，当中

草药进入消化道后势必接触到消化道微生物，影响消化道

微生物区系，从而影响动物的生理健康状况。本文将就中

草药进入消化道后对消化道微生物产生的影响做简要的概

述。

8 对病原菌的影响

898 抑菌作用

抗菌抗病毒等作用是中草药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它

可以作为抗生素替代品的依据之一。我国从 !# 世纪 +# 年

代开始进行传统中草药的体外抑菌实验，证明了一大批中

草药对各种细菌有抑制作用。

香芝麻蒿（?.*9$.&@+" %<1<.$*" .I），又名皱叶香薷，为唇

形科香薷属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部地区。其全草可

入药，是我国民间常用的一种中草药。胡浩斌和郑旭东通

过超临界流体二氧化碳萃取)分子蒸馏法提取和分离香芝麻

蒿挥发油，以苯甲酸为对照样品对挥发油的抑菌作用进行

了研究，发现它对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

菌、普通变形菌和巨大芽孢杆菌有很好的抑制效果［+］。

不仅单方中草药有抑菌效果，复方同样能抑菌。代飞

燕等人用水提法提取黄荆、黄连、大黄等药组成的中草药复

方，以不同梯度药物提取物进行体外抑菌实验，观察其对大

肠杆菌 U!、U+、U%、UP、U"#"、猪伤寒沙门氏菌 ;,P)!、猪副伤寒

沙门氏菌 ;%##、鸡白痢 ;,$)"’、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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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胞菌、表皮葡萄球菌等 !" 种细菌的抑制效果。结果表明，

黄荆复方除对表皮葡萄球菌无抑制作用外，对其它 !! 种细

菌均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体内研究也表明中草药有很好的抑菌效果。孙东等人

用添加中药和西药的两种不同饲料，对大泷六线鱼细菌性

烂鳃病进行治疗对比实验。结果表明：西药组的成活率为

$#%，治愈的鱼体重平均减少 !&’(尾；添加中药组病鱼的成

活率为 )&%，治愈的鱼体重基本与发病前一致［$］。王自然

采用中药茜草、苦参等 !* 味中药组方对人工感染仔猪大肠

杆菌引起的腹泻进行了治疗实验，结果治愈率达 )&% 以

上［+］。

小儿细菌性痢疾是最常见的肠道传染病之一，全年均

有发病，但以秋季为多。雷中华和赵亚宁运用中药自拟方

（柴胡、防风、乌梅、僵蚕、桔梗、白头翁、蒲公英等）治疗此病

** 例，治愈率达 $),$%，总有效率高达 )*,)%［-］。

!"# 抑菌机理

许多中药都具有抑菌或杀菌作用，其作用的菌种以及

作用的强弱各有不同，但其抑菌机理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

面。

!"#"! 直接抑菌：大黄对许多革兰氏阳性和革兰氏阴性细

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脆弱类杆菌、单形类杆菌

等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主要的抗菌成分为大黄酸、大

黄素和芦荟大黄素。目前已知的抗菌机理是抑制菌体糖代

谢中间产物的氧化、脱氢、脱氨，并能抑制菌体蛋白质和核

酸的合成［)］。

中药制剂对临床分离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0121331456/7170840 !"#$%&’()())*+ #*,-*+，9:;<）有明显抑菌作

用，用透射电镜观察含药血清作用后实验菌菌体形态变化

发现，中药制剂破坏了细菌胞壁结构，胞膜屏障的通透性改

变，药物渗透，抑制了细菌的生长繁殖［!&］。

!"#"# 间 接 抑 菌：白 头 翁 在 临 床 上 能 有 效 治 疗 慢 性 腹

泻［!!］，但唐燕红的研究表明在体外，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对

其并不敏感，因此白头翁在体内可能是通过别的途径间接

作用于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而不是直接作用的，或者是白头

翁本身所含的活性物质并无药理活性需在体内经过代谢后

才能发挥药效［!"］。

板蓝根、连翘、败酱草等及其复方制剂对大肠杆菌 =!>)

?-- 均显示出不同程度的体外抗菌活性。除抑制病原菌的繁

殖外，拮抗热敏肠毒素的致泻作用、对抗药物性腹泻作用、

减少炎性渗出及抑制小肠推进运动也是治疗仔猪大肠杆菌

性腹泻的重要机理［!*］。

# 对有益菌的影响

人们最初发现中草药能够抗菌抗病毒，于是多年来一

直注重于抗菌抗病毒类中草药的开发，忽略了中草药与微

生物的其它作用研究。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具有抗菌抗

病毒作用多数是含有生物碱、苷类、黄酮类物质的中草药，

但一些扶正固本类中草药，如黄芪、党参等除增强机体免疫

力外，还可促进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益生菌的生长。

田碧文等人用由阿胶、刺五加、枸杞、麦冬组成的中药

复方制剂与各种正常菌群混合培养，观察中药制剂对正常

菌群的生长促进作用发现该制剂对双歧杆菌有生长促进作

用［!>］。补益类中药五味子、枸杞、地黄对两歧双歧杆菌和嗜

酸乳杆菌 " 种肠道有益菌均有明显的促进生长作用［!#］。

江志杰等人选用芦根、阿胶、马齿苋等 - 种中草药，检

测其对双歧杆菌生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浓度为 "%的 - 种中

草药均对双歧杆菌菌株 <&> 具有一定的增殖作用，这可能

是因为一般的植物药中广泛存在有多糖、寡糖及氨基酸类

等物质［!$］。

!%菊粉也能显著促进断奶仔猪盲肠内乳酸杆菌生长，

增加断奶仔猪回肠后段、盲肠和直肠后段双歧杆菌数量［!+］。

$ 对微生物区系的影响

由前述可知，中草药不仅能够抑制病原菌的生长繁殖，

还能够促进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的生长。在动物消化道内有

益菌和条件致病菌同时存在着，组成特定的微生物区系。

许多体内及体外的报道都表明，中草药经口服进入消化道

同正常菌群接触后，能影响消化道的微生物区系。

@AB 等通过基于 !$; 6CD< 的 C@@E（F/480A614’ ’68F1/40
’/3 /3/206BGHB6/717，变性梯度凝胶电泳）技术用肉鸡盲肠食糜

作为接种物与香菇、银耳和黄芪体外共培养，发现培养后微

生物区系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不同中草药对微生物区系的

影响不同，但这三种物质均能明显促进某些 微 生 物 的 生

长［!-］。

李鹰等人用大剂量盐酸林可霉素制造小鼠肠道菌群失

调性腹泻模型，再用中药枇杷核提取物与人参皂甙对小鼠

进行治疗，发现这两种中草药能明显控制和改善小鼠腹泻

症状，使肠道菌群恢复正常水平［!)］。

白树民等人在观察慢性应激对大鼠肠道微生态的影响

及松花粉保健作用的研究中发现，在慢性应激条件下，大鼠

发生了以原籍菌双歧杆菌减少、过路菌肠杆菌和肠球菌相

应增多为特征的肠道微生态紊乱的现象，食用松花粉能够

有效减轻慢性应激因素导致的大鼠肠道微生态紊乱［"&］。

刘红柏等人将 # 种常用中草药黄芩、板兰根、黄芪、茯苓

及鱼腥草作为饲料添加剂饲喂鲤，使得鲤肠内细菌数增加，

并对其组成产生影响，试验组出现了对照组所没有的芽孢

杆菌属及棒杆菌属细菌，并且使优势菌群的组成发生了改

变，不动细菌属明显增加，芽孢杆菌属所占的比率也在 !&%
以上，而气单胞菌属、邻单胞菌属、假单胞菌属、弧菌属及肠

杆菌科细菌数量则明显下降。表明，饲料中添加中草药可

明显改变肠道细菌组成及数量，使有益菌类增加，并抑制大

部分条件致病菌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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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除了影响消化道微生物菌群的组成和数量外，

还能影响菌群的定位。吴承堂等人用中药清胰汤治疗犬急

性坏死性胰腺炎，结果发现，肠粘膜损害明显减轻，肠粘膜

菌群中大肠杆菌、类杆菌数量减少，双歧杆菌、乳杆菌数量

显著增加，肠道微生态趋于平衡；同时肠粘膜通透性降低，

脏器细菌移位率减少 !"#，具有和双歧杆菌合剂类似的效

果［$$］。

! 结语

中草药来源于天然植物，成分众多，除含有具有直接医

疗价值的有效成分外，还含有蛋白质、多糖、脂类、微量元

素、维生素等营养成分，这使中草药尤其复方中药具有多种

药理效应。中草药起源于原始时代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

是我国医药的宝贵遗产，在现代化的今天积极开发中草药

资源，仍有很大的医学意义。

尽管中药与微生态学关系的研究已经起步，但目前研

究还停留在中药促进有益菌的生长、抑制条件性病原菌的

繁殖等表面现象上，缺乏对两者间作用机理的深入探讨。

目前还不清楚中药是通过何种途径调节肠道菌群的失调状

态，其分子机理是什么。如果此机理研究清楚了，可以开拓

研究思路，从调整菌群平衡方面治疗各种疑难杂症。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大量微生态调节剂，用于治疗各

种疾病引起的菌群失调症，这类制剂主要包括益生素、化学

益生素、合生素 % 大类。而中草药能促进有益菌的生长，因

而具备作为合生素的潜能。有研究表明，用中草药加微生

态制剂（金双歧）治疗对抗生素无效的小儿菌痢，可促进疾

病痊愈，防止二重感染或迁延不愈［$%］。中草药合生元可以

作为中草药开发的一条新途径。

中草药虽然能够抑制病原菌繁殖，促进有益菌的生长，

但并非所有中草药都具有这种正面效应，有研究表明中药

添加剂 & 对有机肉鸡盲肠菌群的组成有不利影响，对鸡肠

道乳酸杆菌生长有极显著抑制作用，对大肠杆菌生长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应用中草药时要有科学根据地

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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