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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是一个多菌种环境，细菌种类繁多。目前从口腔中

能分离出的微生物种类多达300余种；现代口腔医学认为，

口腔菌群失调是导致口腔疾病的主要原因，而菌斑堆积是引

起牙周疾病不可或缺的始动因子。血链球菌、变形链球菌、粘

性放线菌、牙龈卟啉单胞菌等被认为是主要口腔致病菌，在

口腔中的异常生长以及生化代谢产物均能诱发口腔疾病，如

牙龈炎、牙周炎、口腔溃疡等。目前用于口腔细菌感染的主要

防治手段就是使用抗生素杀灭或抑制细菌的生长，但由于抗

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导致了耐药菌株的增加，降低了抗生素

的利用效率。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针对口腔细菌感染的

问题，致力于寻求能有效维持口腔菌群微生态平衡的药物，

有的从化学与生物制剂中寻求有效的药物，有的则从天然药

物中分离天然抗菌斑成分，因此，应用中药成分抑制口腔细

菌感染的研究也成为了热门课题。具有杀灭或抑制细菌作用

的中药成分涉及黄酮、酚类以及精油等化合物⋯，而含抗菌成

分的中药品种众多，资源丰富。就目前为止，用于口腔细菌生

长抑制的中药研究已经有了一定成果。本文就几种中药的研

究进展做一综述。

1 大黄

大黄是重要的中药之一，它具有较强的抗菌作用，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大肠杆菌等均有较强的抑制

作用口l：天然药物化学研究表明，大黄主要含大黄多糖、大黄

素、大黄酸、大黄酚、番泻苷等，其中葸苷为其主要成份：大黄

应用于口腔细菌抑制的研究，已有很多报道。肖悦等”l研究表

明，大黄对变形链球菌、粘性放线菌和血链球菌三种主要口

腔致龋菌的生长、产酸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还能抑制

葡糖基转移酶(glucosyltmnsferase，GTF)的活性，有效抑制变

形链球菌产生水不溶性葡聚糖(一种重要的致龋因子)：大黄

也可作用于变形链球菌表面的粘结素和获得性膜中的受体

成分”】，从而抑制变形链球菌的粘附，达到有效的抗龋作用。

一般认为，大黄的有效抗菌活性成份是大黄酸、大黄素和芦

荟大黄素，其中以大黄酸抗菌活性最强，在O．008 mg／m1浓度

时即可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杆菌等的生长州。另外，大

黄中的鞣质类多酚化合物也具有抗菌活性。已有研究㈣证明，

鞣质可抑制口腔中变形链球菌、粘性放线菌、唾液链球菌等

多种细菌的生长，降低牙菌斑的聚集。应用大黄，能够有效防

止致龋菌在口腔中的生长及代谢，抑制致龋菌的毒力因子，

从而减少龋病的发生。

2五倍子

五倍子，别名文蛤、百虫仓、木附子等，其有效抗菌活性

成分主要为五倍子鞣质、没食子酸等。据研究吲，五倍子鞣质

可抑制口腔中变形链球菌、粘性放线菌、唾液链球菌等多种

细菌的生长，可降低牙菌斑的聚集，抑制GTF活性，进而影响

致龋菌生长代谢；没食子酸成分能通过抑制细菌产生水不溶

性胞外多糖的关键酶，即CTF的活性，在菌斑形成的早期能

减少粘附细菌的数量，也可通过细菌间的相互聚集而将其从

口腔中清除。黄晓敏等H在研究五倍子粗提取物对口腔优势

菌变形链球菌、血链球菌、粘性放线菌致龋齿能力的影响实

验中发现，五倍子对三种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nimalin—

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分别为0．500 m∥ml、0．1 25 m∥ml、

4．000 mg，m1；在MIC以下，五倍子对血链球菌、粘性放线菌的

产酸有抑制作用，但对变形链球菌效果不明显；相反，五倍子

在0．125 m∥ml以上浓度时几乎完全抑制了变形链球菌的胞

外水不溶性多糖的生成，对血链球菌和粘性放线菌作用却不

明显。王艳等”‘报道五倍子具有抑制变形链球菌和远缘链球

菌生长、产酸、粘附的性质，能提高釉质的抗酸蚀能力，并通

过动物实验证实了其对龋病进展的抑制作用。李伟丽等同用

五倍子提取物作用于人工釉质龋，发现五倍子对龋病发生过

程中的脱钙具有抑制作用，并认为五倍子抑菌的机理可能为

抑制蛋白水解酶对釉蛋白的水解作用，还从侧面证实了釉蛋

白对龋病的发生具有阻滞作用。另外，五倍子粗提物对牙齿

硬组织也有一定的影响，其五倍子鞣质能明显提高早期釉质

龋的表面显微硬度∽“”。这些都证实五倍子在口腔细菌感染的

防治上具有重要的研究前景和应用价值。

3黄芩

黄芩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传

统药用其根，后有研究证明，黄芩茎叶也具有很强的药理活

性。黄芩的主要有效成分是总黄酮，包括野黄芩苷、黄芩苷、

白杨索一7．0一B．D葡萄糖醛酸苷、芹菜索苷等黄酮类化合物。

已有学者⋯】研究报道，黄芩对牙周可疑致病菌牙龈卟啉单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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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中间普氏菌、伴放线放线杆菌、具核梭杆菌的生长都有较

强的抑制作用。在研究中发现，中间普氏菌对黄芩煎剂最为

敏感，其MIC为1．57％，最小杀菌浓度(minimao bactericidal

concentmtion，MBC)为2％。黄芩也可以抑制牙龈卟啉单胞菌

的形态及其内毒素含量，而且还发现黄芩对革兰氏阴性菌效

果要强于革兰氏阳性菌。张良等””的研究显示，5 m∥ml的黄

芩浓度在不破坏牙周局部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可以有效抑制

牙周可疑致病菌牙龈卟啉单胞菌、中间普氏菌、伴放线放线

杆菌、具核梭杆菌的生长。李继遥等”2I在黄芩对牙髓卟啉单胞

菌产丁酸影响的实验中发现，在MIC以下，卟啉单胞菌的丁

酸产量明显受到抑制。以上研究都表明，黄芩可以抑制牙周

病原菌在菌斑内的定植，在始动因子阶段阻断牙周病的发

生，对口腔细菌感染引起的病变达到有效防治。

4厚朴

厚朴为木兰科植物厚朴或凹叶厚朴的干皮、根皮、或枝

皮，其主要活性成分是厚朴酚与和厚朴酚，具有抗菌、抗炎、

抗肿瘤、肌肉松弛、降胆固醇和抗衰老等广泛的药理作用。厚

朴具有广谱抗菌作用，已有报道113】其煎剂在体外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d一溶血性链球菌、变形链球菌等均有抑制作用。在研

究中药抗致龋菌的实验中，王少虎等¨4I发现，厚朴成分厚朴

醇、厚朴酚、和四氢厚朴酚均有十分显著的抗龋菌作用。其中

厚朴醇的杀菌效果最好，对变形链球菌、绒毛链球菌6715的

MBC为O．488∥L。国外学者¨5峙艮道，厚朴酚对伴放线放线杆

菌、牙龈卟啉单胞菌、中间拟杆菌、藤黄微球菌和枯草杆菌的

MIC均为25斗∥ml，对变形链球菌的MIC均为6_3斗∥ml～10

斗∥ml。在研究厚朴酚的构效关系中发现¨q，厚朴酚的联苯结

构在抑菌作用中不显示活性，厚朴酚与和厚朴酚的强大抗龋

齿菌作用是由于联苯环上同时存在亲水的烯丙基和亲脂的

酚羟基。因而使其黏附于变异链球菌和其他革兰氏阳性菌的

细胞所致。黄冰冰等|11在比较了厚朴、黄连、大黄醇提物、盐酸

小檗碱及大黄水提物对变形链球菌、茸毛链球菌、粘性放线

菌的MBC浓度后得出，厚朴对致龋齿菌的杀菌效果最强。厚

朴应用于口腔细菌感染的防治前景广阔，市场上还出现了厚

朴的抗龋制剂，美国Procter&Gamble公司已研制成厚朴复方

抗龋齿糖膏剂。

5茶叶

茶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饮料，它有着广泛的生

理活性。茶叶的抑菌作用与其中含的茶多酚和茶色素等有效

抑菌成分有关，其对口腔主要致病菌抑菌作用的报道已有很

多。茶多酚对变形链球菌、粘性放线菌、血链球菌三种主要致

龋菌的生长和产酸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l目，能够有效抑制变

形链球菌产生水不溶性葡聚糖。另外，茶叶中含有丰富的无

机矿物质元素，氟元素可抑制致龋菌生长，有些金属盐如锌、

铜、汞、镍盐对口腔致龋菌有良好的杀灭作用，还有一些挥发

性物质，如烃、醇、酮、醛、醚、酸等，有中度抗菌活性。任蕾等【l”

在研究普通绿茶、龙井茶、红茶、茉莉花茶、紫阳茶、乌龙茶对

口腔常见致病菌的抑菌作用时，证实了普通绿茶、龙井茶、红

茶、茉莉花茶、紫阳茶、乌龙茶较高浓度的水浸液(24 m∥m1)

均对变形链球菌有抑菌作用；普通绿茶和红茶水浸液在12

mg，ml的浓度对具核梭杆菌有很好的抑菌效果；普通绿茶和

茉莉花茶的水浸液浓度在48 mg／ml对牙龈卟啉单胞菌有抑

菌作用。高浓度(48 mg，m1)的普通绿茶水浸液对牙龈卟啉单

胞菌、中间普氏菌、变形链球菌、具核梭杆菌有抑菌作用；只

有普通绿茶水浸液在饮用浓度即对变链菌和具核梭杆菌有

抑菌作用。这说明饮茶的习惯不仅能防龋，对牙周炎的预防

也可能有一定作用。

6金银花

金银花为中医常用药，具有清热解毒、宣散风热的功能。

挥发油是金银花的主要成分，它还含黄酮类、三萜类及有机

酸等。孙廷波㈣在做金银花对口腔病原性微生物体外抑菌的

实验研究中发现，金银花对致龋病的变形链球菌、放线杆菌

和引起牙周病的产黑色素类杆菌、牙龈类杆菌及伴放线嗜血

杆菌显示了较强的抗菌活性，在6．25 m∥m卜隋况下其抑菌率

为87．5％。另外，金银花还有一定的抗猴免疫缺陷病毒的作

用。

7其他

另有的很多研究报道，大部分中药成分对口腔细菌的生

长都有抑制或者杀灭的作用。蜂房提取物对变形链球菌、血

链球菌、粘性放线菌的生长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并且对细

菌的产酸作用抑制明显，还能有效抑制变形链球菌和血链球

菌产生水不溶性葡聚糖，但对粘性放线菌合成水不溶性葡聚

糖无明显抑制作用Ⅲ盈】。三七能作用于黏性放线菌表面的黏

结素和获得性膜中的受体成分，并可能以影响黏结素的作用

为主，抑制黏性放线菌的黏附，从而达到预防龋齿的目的㈣。

黄蜀葵花总黄酮对表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

球菌有很强的抑菌效果，并可显著缩短表皮葡萄球菌性溃疡

和白色念珠菌性溃疡的愈合时间及溃疡缩小50％的时间，并

发现对感染性豚鼠口腔粘膜溃疡有明显的治疗作用124】。据黄

正蔚等陋1研究，槟榔、川芎、血藤对内氏放线菌的生长和产酸

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宋忠臣等例研究表明，没食子液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有明显抑菌作用，对牙龈卟啉单胞菌，伴放线放

线杆菌，具核梭杆菌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几千年来，中药为中国人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现

代预防和控制细菌性感染疾病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抑

制口腔细菌感染诱发的疾病防治上，由于抗生素的不合理使

用导致了耐药菌株的增加，降低了现有抗生素的效率，另一

方面，中药所具有的特殊性，使细菌较少对中药产生耐药，同

时，中药的来源充足，易于获得。当前，临床上用于治疗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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