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蒺藜对 L.acidophilus 和 L.bulgaricus 生长的影响

舒国伟, 吕嘉枥, 陈 合

( 陕西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1)

摘 要: 研究了不同浓度的蒺藜药液及药液离心与否对嗜酸乳杆菌和保加利亚乳杆菌生长的影

响。结果表明, 蒺藜药液培养嗜酸乳杆菌和保加利亚乳杆菌的最佳浓度均为 0.111 g/mL; 药液离心

对嗜酸乳杆菌的生长和药液的 pH 几乎没有影响; 药液离心对保加利亚乳杆菌的生长和药液的

pH 均有较大影响, 与对照相比, 其菌体减少, pH 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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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ribulus Terrestri on the Growth of L.acidophilus and L.bulgar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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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T.Terrestri and centrifugal T.Terrestri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n the growth of L. acidophilus

and L.bulgaricu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as follows: the optimum concentration of Tribulus Terrestri for the cul-

ture of L.acidophilus and L.bulgaricus was 0.111g/mL, centrifugal T. Terrestri had almost no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L.

acidophilus bu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L.bulgaricus (which caused the decrease of L.bulgaricus and the in-

crease of pH value compared with contrast gro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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蒺藜(Tribulus terrestris L.)为蒺藜科(Zygophyllaceae)

蒺藜属植物 , 是国家规定可用于保健食品的植物 , 其果

入药 , 具有平肝解郁 , 活血祛风 , 明目 , 止痒 , 治疗浮肿 ,

提高性能力等功效 [1～3]。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

dophilus,L.A.) 和保加利亚乳杆菌 ( L.bulgaricus,L.B.) 是

乳制品中常用的益生菌 , 具有耐酸耐胆盐 , 促进乳糖消

化吸收, 预防腹泻或便秘, 提高蛋白质、维生素等的吸收

率, 降低血清胆固醇, 增强机体免疫力, 抑制肿瘤产生等

功能[4～7]。本文研究了蒺藜浓度及其离心与否对嗜酸乳

杆菌和保加利亚乳杆菌生长的影响, 探索了蒺藜对益生

菌的促生长作用, 为中药现代化及功能性益生菌产品的

开发提供了新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菌种

嗜酸乳杆菌: 由陕西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

院微生物教研室提供。

保加利亚乳杆菌: 由陕西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

学院微生物教研室提供。

1.1.2 蒺藜

购自陕西咸阳民生大药房。

1.1.3 主要仪器设备

电子天平: 北京赛多利斯天平有限公司;

冷冻高速离心机(TGL- 16M): 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

公司;

酸度计(pHS- 3C): 浙江萧山仪器厂。

1.2 方法

1.2.1 蒺藜药液的制备

称取一定量的蒺藜 , 加入 10 倍的蒸馏水浸泡 30

min, 然后加热至沸腾保温 30 min 后 , 过滤、滤渣加同量

水再煎一次, 合并滤液通过蒸发浓缩或者稀释得到不同

浓度的蒺藜药液, 分装于厌氧管中, 灭菌, 冷却, 备用。

1.2.2 L.A.和 L.B.生长的活菌计数

将灭菌后的不同浓度的蒺藜药液分别接入 L.A.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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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中 , 接种量为 2 %, 于 37 ℃培养 96 h, 每隔 48 h 取

样, 并作 10 倍系列稀释, 以平板计数法测定蒺藜培养液

中的活菌数。

1.2.3 pH 的测定

用 pHS- 3C 酸度计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L.A.和 L.B.生长的影响及培养液 pH 值的变化

将 蒺 藜 药 液 浓 度 分 别 调 整 为 0.0278 g/mL, 0.0555

g/mL, 0.111 g/mL, 0.222 g/mL 和 0.444 g/mL, 分装于厌

氧管中 , 灭菌 , 冷却后按 2 %的接种量接入 L.A.和 L.B.,

于 37 ℃恒温培养 96 h, 每隔 48 h 取样稀释 , 平板计数

并测 pH 值, 结果见图 1～图 4。

由图 1～图 4 可知, 随着蒺藜浓度的增大, L.A.的菌

数有所增加, 在 48 h 时, 0.111 g/mL 培养液中菌数最多,

此时的 pH 值为 4.35, pH 值最高 , 但在 96 h 时 , pH 随浓

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培养液中的菌数随蒺藜浓度逐渐

增加而降低, 其原因可能是后期低浓度培养液中的营养

物不足导致菌数减少; 而 L.B.的菌数在整个培养期间都

是先增加后降低, 说明蒺藜浓度高可能对 L.B.的生长有

抑制作用 , 最佳浓度为 0.111 g/mL, 在此浓度时其菌数

最多, 且 pH 值也低。

2.2 不同浓度离心后对 L.A.和 L.B.生长的影响

将 0.0278 g/mL, 0.0555 g/mL, 0.111g /mL, 0.222

g/mL 和 0.444 g/mL 浓度的蒺藜药液在高速冷冻离心机

中离心除去悬浮颗粒, 离心条件为: 8000 r/min, 10 ℃, 8

min。然后将离心液分装于厌氧管中灭菌, 冷却后按 2 %

的接种量接入 L.A.和 L.B., 于 37 ℃恒温培养 96 h, 每隔

48 h 取样稀释, 进行平板计数并测 pH 值 , 结果见图 5～

图 8。

由图 5～图 8 可知, 离心后的药液对嗜酸乳杆菌生

长没有多大影响, 其生长和 pH 值与没有离心的趋于一

致; 而保加利亚乳杆菌在离心后的药液中 , 在前 48 h 生

长缓慢, 但菌体很少, 在 96 h 时菌体增多, 但比没有离心

的培养液菌体少, 因菌体较少, 代谢产生的乳酸少 , 导致

48 h 的酸度较高, 说明离心药液对保加利亚乳杆菌的生

长有较大影响,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 1 蒺藜浓度对 L.A.生长的影响

图 2 蒺藜浓度对 L.B.生长的影响

图 3 嗜酸乳杆菌对蒺藜不同浓度药液 pH 值的影响

图 4 保加利亚乳杆菌对蒺藜不同浓度药液 pH 的影响

图 5 不同浓度蒺藜药液离心后对 L.A.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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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蒺藜药液培养嗜酸乳杆菌和保加利亚乳杆菌的最

佳浓度均为 0.111 g/mL; 药液离心对嗜酸乳杆菌的生长

和药液的 pH 几乎没有影响; 药液离心对 L.B.的生长和

药液的 pH 均有较大影响, 和对照相比 , 其菌体减少 , pH

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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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浓度蒺藜药液离心后对 L.B.生长的影响

图 7 L.A.对不同浓度蒺藜离心液 pH 的影响

图 8 L.B.对不同浓度蒺藜离心液 pH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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