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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菌药物的过度使用和滥用导致了多重耐药菌的出现。多重耐药菌感染日趋严重，治疗困难，迫切需

要寻找多重耐药菌感染治疗的新型药物。中草药是我国特有的天然资源，具有耐药性低、毒性低、价格低廉等优

点，对多重耐药菌具有较好的抑菌效果，且中草药能够通过多种机制发挥抑菌作用。本文收集整理了国内外相关

文献，从单味中药、中药复方、中药联合抗菌药物对多重耐药菌的抑菌作用及机制方面作一综述，以期为抗多重耐

药菌药物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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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

ｒ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由于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甚至是滥用，细菌

耐药性日益严重，多重耐药菌（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ＭＤＲＯ）的检出逐步增多，严重威胁世界

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ＭＤＲＯ是指对通常敏感的常

用的３种或３种以上抗菌药物同时耐药的菌株
［１］。

临床上常见的 ＭＤＲＯ有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

菌 （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

ＭＲＳＡ）、耐万古霉素肠球菌（ｖａｎｃｏｍｙｃ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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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狀狋犲狉狅犮狅犮犮狌狊，ＶＲＥ）、产超光谱β内酰胺酶（ｅｘ

ｔｅｎｄ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βｌａｃｔａｍａｓｅ，ＥＳＢＬｓ）肠杆菌目细

菌、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目细菌（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ｔ犈狀狋犲狉狅犫犪犮狋犲狉犪犾犲狊，ＣＲＥ）、多重耐药铜绿假单

胞菌（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犪犲狉狌犵犻狀狅

狊犪，ＭＤＲＰＡ）、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犃犮犻狀犲狋狅犫犪犮狋犲狉犫犪狌犿犪狀狀犻犻，ＭＤＲＡＢ）等。

ＭＤＲＯ感染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欧洲每年有

２．５万人死于 ＭＤＲＯ感染，使欧盟经济损失１５０

亿欧元［２］。ＭＤＲＯ感染已危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开发出有效的抗菌药物来对抗耐药菌已经成为解决

病原菌耐药危机的迫切需求之一［３］。新型抗菌剂

的开发涉及时间长及花费昂贵，并可能导致进一

步的耐药［４］。因此，开发出一种不易产生耐药性的

抗菌药物非常必要。中草药具有耐药性低、毒性低、

价格低廉等优点，并且具有良好的抗菌效果，还可以

抑制或杀灭细菌，调节机体免疫力，减少细菌耐药性

的产生，甚至逆转细菌的耐药性，与抗菌药物联用具

有协同抑菌作用，因而成为研究热点，深入研究中草

药对 ＭＤＲＯ的抑菌作用，研发新型抗菌药物，对临

床抗 ＭＤＲＯ感染至关重要。本文就中草药对常见

ＭＤＲＯ的抑菌作用及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

综述。

１　中草药对 犕犇犚犗的体外抗菌活性研究

１．１　单味中草药对 ＭＤＲＯ的作用　许多单味中

草药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如黄芩、黄连、乌梅、五味

子、连翘、金银花、五倍子等。这些单味中药大多数

对 ＭＤＲＯ具有抑菌作用，下面就这些中药对几种

常见 ＭＤＲＯ的抑菌作用进行阐述。

１．１．１　 对 ＭＲＳＡ 的作用 　 金黄色葡萄球菌

（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ＳＡ）是引起人类感染的一

种重要病原体，可引起人类皮肤、软组织和呼吸道感

染，以及菌血症和心内膜炎等各种疾病。ＳＡ通常

被分为 ＭＲＳＡ 和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

（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 犪狌狉犲狌狊，

ＭＳＳＡ）。ＭＲＳＡ同时携带耐药基因和毒力基因，

使治疗更为困难。紫草具有清热解毒和活血凉血

的功效，Ｌｉ等
［５］研究发现从紫草中提取的高脂溶

性萘醌色素紫草素对 ＭＲＳＡ具有良好的抑菌作用，

可为解决 ＭＲＳＡ感染问题提供一种替代治疗方法。

Ｓｈａｍｓｉ等
［６］研究发现负载没食子酸的氧化石墨烯

（ＧＡＧＯ）对 ＭＲＳＡ和 ＭＳＳＡ具有抑菌活性，能够

抑制细菌菌株的生长。Ｈｅ等
［７］从三文藤根中分离

出的白屈菜红碱对ＳＡ、ＭＲＳＡ和产ＥＳＢＬｓＳＡ表

现出很强的抑菌活性。综上所述，许多中草药对

ＭＲＳＡ有抑菌作用，且抑菌效果较好，可能成为应

对 ＭＲＳＡ感染的有效治疗药物。

１．１．２　对 ＭＤＲＰＡ和 ＭＤＲＡＢ的作用　２０２１年

细菌耐药监测［８］数据显示，不发酵葡萄糖的革兰阴

性杆菌中检出率占前两位的是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

不动杆菌。ＭＤＲＡＢ和 ＭＤＲＰＡ是医院严重感染

的常见病原菌，尤其是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
［９］。由

于抗菌药物的过度使用，许多之前对 ＭＤＲＡＢ和

ＭＤＲＰＡ有效的药物失去效力，目前能治疗 ＭＤＲ

ＡＢ和 ＭＤＲＰＡ感染的有效药物很少，迫切需要开

发新的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案［１０］。房华等［１１１２］研究

中草药对 ＭＤＲＰＡ和 ＭＤＲＡＢ的抑菌作用表明，

赤芍、青黛、五倍子、野菊花、鱼腥草、小檗碱对

ＭＤＲＰＡ与 ＭＤＲＡＢ有不同程度的抑菌作用，五

倍子对 ＭＤＲＰＡ和 ＭＤＲＡＢ的抑菌效价为５１２～

１０２４，抑菌作用最强，且五倍子与小檗碱对 ＭＤＲ

ＡＢ与 ＭＤＲＰＡ的耐药性有一定的逆转作用。周

琳琳［１３］研究发现珊瑚姜油对 ＭＤＲＡＢ有明显的抑

菌和杀菌作用。因此，部分中草药对 ＭＤＲＡＢ和

ＭＤＲＰＡ具有抑菌作用，深入研究中草药的抑菌作

用，有望成为 ＭＤＲＡＢ感染患者的福音。

１．１．３　对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的作用　产ＥＳＢＬｓ

大肠埃希菌是临床上导致血流感染的常见病原菌，

携带多种耐药基因和毒力因子，对多种抗菌药物具

有耐药性［１４］，限制了临床用药选择。桂勇等［１５］研究

乌梅等１０味中药对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的体外抑

菌作用表明，乌梅、五味子在较低浓度时就有较强的

抑菌效果，金银花对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也有一定

的抑菌作用［１６］。中药活性成分小檗碱和没食子酸

对产ＥＳＢＬｓ的大肠埃希菌具有良好的抑制效果，小

檗碱在浓度为１６μｇ／ｍＬ时能够杀灭细菌
［１７］。因

此，多种中草药对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具有抑菌作

用，中草药可能成为治疗产ＥＳＢＬｓ的有效药物。

１．１．４　对其它 ＭＤＲＯ的作用　细菌耐药监测数

据显示，我国临床 ＭＤＲＯ检出率仍较高，临床分离

株对常见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仍呈增长趋势［１８］，治疗

困难。李海利等［１９］研究穿心莲、黄芩、苦参、白头

·１３５·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４年４月第２３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３Ｎｏ４Ａｐｒ２０２４



翁、芒果叶和百里香等６种中草药对多重耐药猪胸

膜肺炎放线杆菌的体外抑菌效果，发现抑菌效果最

强的是百里香和芒果叶。程招敏等［２０］研究发现黄

芩、黄连、麻黄和鸡血藤对泛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具

有良好的体外抑菌效果，黄芩和黄连的抑菌效果最

好。苦参酮能够抑制变形链球菌、ＭＲＳＡ、ＶＲＥ的

生长［２１］。以上研究表明，单味中草药及提取物对

ＭＤＲＯ具有良好的抑菌效果，为今后 ＭＤＲＯ菌株

感染的治疗提供潜在选择。

１．２　中药复方对 ＭＤＲＯ的作用　许多单味中药

具有良好的抗菌效果，通过合理的中药配伍能够提

高原有的抗菌效果，扩大抑菌范围，故中药复方在

ＭＤＲＯ中应用广泛。Ｌｉｕ等
［２２］用多重耐药尿路致

病性大肠埃希菌构建小鼠模型，然后用中药扶正清

热利湿方或亚胺培南处理，发现扶正清热利湿方对

多重耐药尿路致病性大肠埃希菌具有抑菌作用，但

不能完全清除宿主体内的细菌。胡俊辉等［２３］研究

发现，复方红根草片（由金银花、穿心莲、红根草、鱼

腥草、野菊花５味中药组成的复方制剂）对多重耐药

肺炎克雷伯菌有抑菌效果。以上研究表明，中药复

方是临床治疗中中药的常用使用手段，有的单味中

草药对耐药菌无抑菌作用，但几种中药联合应用抑

菌作用较好，探究不同中药组合方剂对耐药菌的抑

菌效果，对临床治疗 ＭＤＲＯ感染具有重要意义。

１．３　中药联合抗菌药物对 ＭＤＲＯ的作用　抗菌

药物耐药被视为全球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中草

药联合抗菌药物治疗广泛耐药的肠杆菌目细菌和非

发酵菌感染，相对于常规抗菌药物单一疗法有更好

的疗效［２４］。孟千琳等［２５］研究发现亚胺培南、美罗培

南、多黏菌素Ｂ和替加环素与３种中药单体（黄芩

苷、盐酸小檗碱、皮素二水物）能够抑制 ＭＤＲＡＢ

生物被膜形成，且中药单体与抗菌药物联用后对

ＭＤＲＡＢ具有不同程度的协同抑菌作用，亚胺培南

与小檗碱、头孢他啶与五倍子联合可以增加各自对

ＭＤＲＰＡ的敏感性
［１１］。Ｚｕｏ等

［２６］研究发现小檗碱

（Ｂｅｒ）和８丙酮基二氢小檗碱（ＡＢｅｒ）能够增加阿

奇霉素和左氧氟沙星对 ＭＲＳＡ的体外抑菌作用。

Ｌａｎ等
［２７］研究发现一枝蒿的黄酮类化合物金圣草

素与环丙沙星和苯唑西林结合对 ＭＲＳＡ有抑菌作

用。总之，中草药与抗菌药物联合能够降低抗菌药

物用量，增加抗菌药物的抑菌效果，有效减少耐药菌

株的产生，比单味中药或抗菌药物单独使用具有更

广泛的应用前景。

２　中草药对 犕犇犚犗的抑菌机制

２．１　影响细胞膜和细胞壁的完整性　细菌细胞膜

的完整性对于维持细胞正常的生命活动非常重要。

细胞膜的完整性受到破坏，会影响细胞正常的生长、

发育、繁殖，导致细菌死亡。大部分中草药活性成分

具有疏水基团，能与细菌细胞上不同的作用靶点结

合，破坏细胞壁结构，引起细菌细胞变形。Ｑｉａｎ等
［２８］

研究发现，中药单体熊果酸对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

雷伯菌（ＣＲＫＰ）有抑菌作用，主要通过破坏细胞膜

完整性，并对生物膜的形成以及生物膜相关基因的

表达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紫草素是一种从紫草根

中提取的生物活性成分，Ｓｈｕ等
［２９］研究发现紫草素

脂质体对 ＭＲＳＡ具有良好的抑菌活性，主要通过破

坏细菌细胞壁和细胞膜的完整性扰乱细菌的生理活

动来实现抑菌活性。Ｌｉｕ等
［３０］研究发现，富含没食

子酸和木犀草素的猴耳环（神仙草）提取物对 ＭＲ

ＳＡ具有抑菌活性。猴耳环提取物的乙酸乙酯部分

（Ｓ２０ｂ）对ＭＲＳＡ具有最强的抑菌活性，电子显微镜

显示提取物Ｓ２０ｂ破坏了 ＭＲＳＡ的细胞壁，增加了

细胞膜的通透性。Ｗａｎｇ等
［３１］研究发现，黄藤素与

卡那霉素结合对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具有协同抑菌

作用，抑菌机制主要为破坏细胞膜完整性。以上研

究表明，部分中草药以及从中草药中提取的活性单

体能够破坏细胞膜和细胞壁的完整性，改变细胞膜

的通透性而发挥抑菌作用。

２．２　抑制核酸及蛋白质的合成　蛋白质的合成依

赖于遗传物质的正常表达，细胞的生理活性依赖于

蛋白质的正常功能。因此，当遗传物质的表达受到

影响时会导致细胞功能异常。王倩［３２］研究发现木

犀草素可明显抑制ＳＡ可溶性蛋白及核酸的合成。

薛志平［３３］对复方半边莲的抑菌机制研究表明，木犀

草素和黄芩素对 ＭＲＳＡ、β内酰胺酶阳性葡萄球菌

可能通过破坏菌体的细胞壁及细胞膜的完整性和影

响蛋白质的表达，导致细菌生理功能受损而发挥抑

菌作用。吴玲玲［３４］发现，木犀草苷（从金银花等忍

冬科植物中提取的黄酮类化合物）能够抑制犫犾犪ＮＤＭ１

阳性ＣＲＥ的生长，可能是通过破坏细菌细胞壁及细

菌ＤＮＡ聚合酶，抑制犫犾犪ＮＤＭ１、犫犾犪ＴＥＭ１及犫犾犪ＣＴＸＭ９

等耐药基因表达，发挥抑菌作用。白屈菜红碱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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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抑菌机制可能归因于其破坏细菌细胞膜的通

道，导致蛋白质泄漏到细胞外，以及抑制蛋白质生

物合成［７］。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承担者，核酸是细

菌的主要遗传物质，因此，影响核酸和蛋白质的合成

是中药发挥抑菌作用的重要机制。

２．３　抑制菌体内酶的活性　ＤＮＡ拓扑异构酶是调

节核酸代谢的关键酶，可以催化ＤＮＡ链扩张和断

裂，完成ＤＮＡ的复制、转录和其它过程。中草药能

够抑制ＤＮＡ转录和翻译的酶，阻碍相关蛋白质的

表达，影响其正常的生理活动，最终导致菌体因不能

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而死亡。云宝仪等［３５］研究发

现黄芩素对 ＭＲＳＡ的抑菌机制主要通过抑制ＤＮＡ

拓扑异构酶的活性，使其不能进行正常的复制与转

录，进而抑制了下游蛋白质的翻译过程。此外，黄芩

素能够抑制三羧酸循环（ＴＣＡ）中琥珀酸脱氢酶和

苹果酸脱氢酶的活性［３５］。Ｌｉｕ等
［３６］研究发现，败酱

草对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犲狆犻犱犲狉犿犻犱犻狊，ＭＲＳＥ）在体内和体

外都具有抑菌作用，败酱草能够使苹果酸脱氢酶和

琥珀酸脱氢酶的活性下降，通过影响 ＭＲＳＥ的能量

代谢来发挥抑菌作用。以上研究表明，中草药不仅

能够抑制ＤＮＡ复制和转录的酶，影响核酸的合成，

还能够影响细胞代谢酶，影响细胞的能量代谢和呼

吸代谢，从而发挥抑菌作用。

２．４　抑制细菌生物被膜形成　生物被膜富含多糖、

蛋白质、ＤＮＡ、ＲＮＡ、肽聚糖、脂和磷脂等有机成分，

附着于有生命或无生命物体表面，具有半透膜特性。

Ｗａｎｇ等
［３７］研究发现银杏叶外果皮提取物能够抑制

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ＣＲＡＢ）的生长，通过

改变相关基因表达来抑制ＳＡ和 ＭＲＳＡ生物膜的

形成［３８］。Ｐｕ等
［３９］研究发现，地榆根的乙醇提取物

对鲍曼不动杆菌和ＳＡ有抑菌作用，并且能够抑制

ＳＡ生物膜的形成和细菌毒素的产生。Ｄｉ等
［４０］研

究发现，啤酒花提取物对多重耐药的ＳＡ和表皮葡

萄球菌具有抑菌作用，并且能够抑制生物膜的形成。

以上证据表明，中草药能够抑制细菌生物膜的形成

和细菌毒素的产生，并且能够调节生物膜相关基因

的表达，抑制细菌生物膜的形成来发挥抑菌作用。

２．５　消除耐药质粒　质粒是染色体外具有独立复制

能力并对细菌生存非必需的小型共价闭合环状双链

ＤＮＡ分子，在细菌细胞内普遍存在。Ｏｙｅｄｅｍｉ等
［４１］

研究发现，从菲利宾野桐中提取的酚类化合物对

ＭＲＳＡ具有抑菌活性，并且能够抑制Ｒ质粒的结合

转移能力。陈晴等［４２］研究发现，黄柏等１０种中草

药对 ＭＲＳＡ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其中黄柏和甘草

的抑菌作用最强，且对 ＭＲＳＡ 的质粒具有消除作

用。汪东海等［４３］研究发现，黄芩苷能够消除鲍曼不

动杆菌低水平耐药菌株携带的质粒，恢复菌株对庆

大霉素和环丙沙星的敏感性，抑制鲍曼不动杆菌生

长。张娟［４４］在中药对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耐药消

除效果的研究中，通过耐药基因检测，选出３株

ＭＤＲＯ（Ｅ１、Ｅ２、Ｅ３），乌梅对菌株Ｅ１和Ｅ２的耐药

消除效果最好，黄芩对菌株Ｅ３的消除效果最好。

中草药通过消除耐药质粒和耐药基因，逆转细菌的

耐药性，恢复耐药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可能是中

草药控制细菌多重耐药的机制之一。

２．６　抑制细菌外排泵　细菌外排泵是存在于细菌

细胞膜上的一类蛋白质，许多细菌可以通过外排泵

系统将进入细胞内的抗菌药物泵出细胞外，使菌体

内的抗菌药物浓度降低而导致耐药。黄瑞玉等［４５］

研究发现，连翘水煎剂可以降低环丙沙星对 ＭＤＲ

ＡＢ的最低抑菌浓度，影响鲍曼不动杆菌的主动外

排泵，并可引起主动外排泵编码基因犪犱犲Ｂ序列发

生变异。Ｐａｌ等
［４６］研究发现，槲皮素抑制耐碳青霉

烯类大肠埃希菌（ＣＲＥＣ）、ＣＲＫＰ、耐碳青霉烯类铜

绿假单胞菌（ＣＲＰＡ）和ＣＲＡＢ的碳青霉烯酶的外排

泵活性，槲皮素是耐碳青霉烯类革兰阴性菌感染的

潜在辅助用药。中草药通过影响外排泵的基因、阻

碍外排泵的通道等发挥抑菌作用。

２．７　其它机制　中草药对 ＭＤＲＯ的抑菌机制，除

了已知的常见抑菌机制，还有一些新发现的抑菌机

制。Ｃｅｃｈ等
［４７］研究发现，白毛茛叶提取物对 ＭＲ

ＳＡ有体外抑菌活性，并且对 ＭＲＳＡ菌株显示出群

体淬灭活性。此外，王亚男等［４８］研究发现，芦丁能够

抑制 ＭＲＳＡ对纤维蛋白原和纤维蛋白的黏附作用。

从肉桂、牛至、百里香和丁香中提取的精油对多重耐

药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ＳＡ等细菌具有抑菌作

用，并主要通过抗群体感应系统发挥抑菌作用［４９］。

还有一些其它抑菌机制不明确，还需进一步研究。几

种中草药及有效成分对ＭＤＲＯ的抑菌机制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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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草药及有效成分对 ＭＤＲＯ的抑菌机制

第一作者 中草药名 ＭＤＲＯ菌株 抑菌机制 有效成分 提取方法

张娟［４４］ 乌梅、五倍子、黄芩 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 消除耐药质粒 　 － 水提取

黄瑞玉［４５］ 连翘 ＭＤＲＡＢ 抑制主动外排泵 　 － 水提取

Ｗａｎｇ
［３７］

Ｗａｎｇ
［３８］

银杏叶 ＭＲＳＡ 抑制生物膜形成 外果皮提

取物

　 －

Ｌｉｕ［３６］ 败酱草 ＭＲＳＥ 破坏细胞壁和细胞膜形态，影响

ＭＲＳＥ的能量代谢

　 － 　 －

Ｗａｎｇ
［３１］ 黄藤素 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 破坏细胞膜完整性 生物碱 　 －

Ｈｅ［７］ 三文藤根 ＭＲＳＡ、产ＥＳＢＬｓＳＡ 抑制蛋白质生物合成 白屈菜红碱 　 －

Ｐｕ［３９］ 地榆 ＳＡ 抑制生物膜形成 皂苷 乙醇提取

Ｌｉ［５］，Ｓｈｕ［２９］ 紫草 ＭＲＳＡ 破坏细胞膜和细胞壁的完整性 紫草素 甲醇提取

汪东海［４３］ 黄芩 鲍曼不动杆菌 消除耐药质粒 黄芩苷 　 －

云宝仪［３５］ 黄芩 ＭＲＳＡ 抑制ＤＮＡ拓扑异构酶的活性，抑制

琥珀酸脱氢酶和苹果酸脱氢酶的活性

黄芩素 　 －

王倩［３２］

薛志平［３３］

复方半边莲 ＳＡ、ＭＲＳＡ、产ＥＳＢＬｓＳＡ 破坏细菌细胞壁和细胞膜的结构，导

致细胞膜通透性增加，抑制蛋白质和

核酸的合成

木犀草素、

黄芩素

　 －

Ｃｈｅｎ［２１］ 苦参 ＭＲＳＡ、ＶＲＥ 破坏生物膜，影响菌体 ＤＮＡ和蛋白

质的合成

生物碱、

苦参酮

　 －

Ｐａｌ［４６］ 槲皮素 ＣＲＡＢ、ＣＲＰＡ、ＣＲＥＣ、

ＣＲＫＰ

抑制细菌外排泵 黄酮醇类

化合物

甲醇提取

Ｌｉｕ［３０］ 猴耳环（神仙草） ＭＲＳＡ 破坏细菌细胞壁，影响细胞膜通透性 没食子酸、

木犀草素

　 －

吴玲玲［３４］ 木犀草苷 ＣＲＥ 破坏细菌细胞壁，抑制ＤＮＡ聚合酶

的活性和耐药基因的表达

黄酮类化

合物

甲醇提取

Ｑｉａｎ［２８］ 苹果渣 ＣＲＫＰ 破坏细胞膜的完整性，抑制生物膜

形成

熊果酸 乙醇提取

周琳琳［１３］ 珊瑚姜油 ＭＤＲＡＢ、ＭＤＲＰＡ 　　　　　　　－ 松油烯－

４－醇

ＣＯ２超临

界萃取法

　　注：－表示无相关内容。

３　结论与展望

世界卫生组织已把细菌耐药性作为一个主要公

共健康问题，面对当前的耐药性危机和新药研究与

开发的难题，找到一种更有效、更安全的替代治疗耐

药细菌感染的方法至关重要［５０］。中草药对 ＭＤＲＯ

具有较好的抑菌作用，特别是清热解毒和清热燥湿

类中药。不同的中草药按照一定比例配伍具有较好

的抑菌效果，中草药联合抗菌药物也具有良好的抑

菌效果，能够提高抗菌药物对耐药菌的敏感性，为解

决细菌耐药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以上研究表明，

中草药主要通过破坏细胞膜和细胞壁的完整性进而

改变细胞膜的通透性、抑制ＤＮＡ和蛋白质的合成、

抑制酶的活性、抑制细菌生物膜形成、消除耐药质

粒、抑制外排泵等机制发挥抑菌作用。部分中药能

够通过多种机制发挥抑菌作用，具有多靶点抑菌作

用的中草药是对抗耐药菌的有效途径，加强中草药

对ＭＤＲＯ的抑菌作用和抑菌机制的研究，对于开发

新的抗菌药物和解决细菌耐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草药作为抗菌药物效果明显，应用前景广阔。

目前主要集中于体外抑菌作用的研究，体内研究较

少，尤其缺乏明确的体内药代药效学、药物剂量研

究，在临床广泛应用的难度大。

·４３５·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４年４月第２３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３Ｎｏ４Ａｐｒ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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