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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試驗以烏梅（Prunus mume Sieb.et Zucc）之乙醇萃取液（ethanolic extracts of 

ume；EEU）作為樣品，測驗其對多種細菌生長之抑製作用。以 11 株不同菌株

（Proteus vulgaris，Yersinia enterocolitica，Staphylococcus aureus，Shigella，

Salmonella， Acinetobacter calcoaceticus， Lactobacillus amylovorus， Bacillus 

sutilis，Citrobacter freundii，Escherichia coli，Enterobacter clocae）為檢驗對象，

結果顯示 EEU具有抑菌作用，且隨著 EEU添加量的增加抑菌效果愈顯著。 

  

關鍵字：烏梅乙醇萃取液，抑菌作用 

  

前言 

  

烏梅屬薔薇科梅屬，學名 Prunus mume Sieb.et Zucc，原產於中國，自古以來，

為中國傳統中藥使用之藥材。因果食為生理鹼性，具有澄清血液、強肝、整腸、

消除疲勞等功效，在日本被視為天然健康食品。對於烏梅的抗氧化研究發現，



 
 
 
 
 
 
 
 
 
 
 
 

     

烏梅乙醇萃取物（ethanolic extracts of ume；EEU）經 121℃加熱 5分鐘後，於脂

質體模系中，其對 liposome氧化安定能力優於未加熱之 EEU；在去氧核糖模系

中，加熱後之 EEU，其對去氧核糖之氧化保護作用亦勝於未加熱之 EEU。另外，

經高溫加熱後之 EEU無論是對 DPPH之捕捉效應，或是還原力特性皆高於未加

熱之 EEU，很顯然地，加熱能提高 EEU 之抗氧化活性。為提高烏梅之利用價

值，本研究進一步探討烏梅乙醇萃取物（ethanolic extracts of ume；EEU）對於

11 株 不 同 菌 株 （ Proteus vulgaris ， Lactobacillus amylovorus ， Yersinia 

enterocolitica，Staphylococcus aureus，Shigella flexneri，Salmonella typhimurium，

Acinetobacter calcoaceticus，Bacillus sutilis，Citrobacter freundii，Escherichia coli，

Enterobacter clocae）等菌體的抑制效果，以了解其抗菌性。 

  

材料與方法 

  
一、實驗材料： 

1.菌株：本研究之菌株包括 Proteus vulgaris，Lactobacillus amylovorus，

Yersinia enterocolitica，Staphylococcus aureus，Shigella flexneri，Salmonella 

typhimurium， Acinetobacter calcoaceticus， Bacillus sutilis， Citrobacter 

freundii，Escherichia coli，Enterobacter clocae。其來源為食品工業研究所菌

種保存及研究中心。 

2.培養基與藥品：本研究所使用 Nutrient Agar及 Nutrient Broth等兩種培養

基購自 U.S.A.之 Difco Laboratories, Deteroit, MI.所使用之藥品軍採用試藥

級。 

3.烏梅：購自中藥店。 

二、實驗方法 

1.烏梅萃取液（ethanolic extracts of ume；EEU）之製備：取 10克烏梅，加

入 500毫升乙醇，萃取 16-18小時，乙Whatman No5 濾紙過濾後其殘渣重

複萃取。兩次濾液合併以減壓濃縮機於 35℃濃縮至乾。再以乙醇定量至 50 

mg/ml。將乙醇萃取液乙氮氣吹乾再以 DMSO定溶至 50 mg/ml。 

2.抑菌活性之測定：將菌株接菌至含有 NB 2.0 ml之試管中，於 35 ℃培養



 
 
 
 
 
 
 
 
 
 
 
 

     

16-18小時，取 0.1 ml之菌液(>108 CFU/ml)與 5.0 ml NB 趁熱混合均勻，倒

入以鋪有 15.0 ml NB 之平板上，待凝固後置二片無菌紙錠 (直徑 0.9 cm)分

別加入 10 mg EEU及 15 µl DMSO於紙錠上，於 35  ℃ 培養三天，觀察有無

抑菌圈。 

3.濃度對抑菌效果之影響：將經 35 ℃培養 16-18 小時菌體懸浮液，取 0.1 ml 

加入 9.9 ml 0，0.1，1，10 mg 烏梅懸浮液的 NB中（總體機為 10 ml，最

初菌數＞106 CFU/ml）於 35 ℃，125 rpm 下培養 22-26小時，於波長 600 nm

下測其吸光值。 

  

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先以 10 株不同菌株為對象，包括（Staphylococcus aureus，Salmonella 

typhimurium，Shigella flexneri，Escherichia coli，Bacillus sutilis，Proteus vulgaris， 

Citrobacter freundii，  Acinetobacter calcoaceticus ， Enterobacter clocae ，

Lactobacillus amylovorus）檢測 EEU是否具有抑菌作用，表一顯示此 10株菌株

皆出現抑菌圈，顯示烏梅萃出物對這些菌株具有抑菌作用。再產生抑菌圈之 10

株不同菌株，除了 Staphylococcus aureus， Lactobacillus amylovorus及 Bacillus 

sutilis 為革蘭氏陽性菌外，其他菌株皆為革蘭氏陰性菌。Peterson與 Fisher在研

究中指出，甘藍菜之抑菌作用較傾向於革蘭氏陰性菌的抑制，而烏梅對陰性菌

及陽性菌似乎皆具有抑制的效果。 

    進一步探討添加不同濃度的 EEU 對 11 種不同菌株（Proteus vulgaris，

Lactobacillus amylovorus，Yersinia enterocolitica，Staphylococcus aureus，Shigella 

flexneri，Salmonella typhimurium，Acinetobacter calcoaceticus，Bacillus sutilis，

Citrobacter freundii，Escherichia coli，Enterobacter clocae）生長的影響，由圖一

至 圖 四 可 發 現 Proteus vulgaris ， Staphylococcus aureus ，  Salmonella 

typhimurium，Escherichia coli等菌株其生長的效果，會隨著烏梅萃取液添加濃度

的增加而降低，而 Enterobacter clocae ，Bacillus sutilis， Yersinia enterocolitica，

Acinetobacter calcoaceticus，Citrobacter freundii ，Lactobacillus amylovorus，

Shigella flexneri，在添加低濃度（＜1 mg）的 UUE時，抑菌效果不顯著，甚至

有些微促進生長的趨勢，但在 UUE添加濃度為 10 mg時，對 11種菌株皆具有

良好的抑菌效果。Beuchat與 Golden指出多酚化合物如 hydroxycinnamic acid 衍

生物具有抑菌效果，周等指出牛蒡的多酚化合物亦具有抗菌效果，而烏梅乙醇



 
 
 
 
 
 
 
 
 
 
 
 

     

萃取液含有多酚化合物，所以其抗菌性可能來自於多酚化合物的作用。 

  

結論 

  
由上述結果得知烏梅乙醇萃取液於添加濃度為 10 mg時，對 11株不同菌株

（ Proteus vulgaris ， Lactobacillus amylovorus ， Yersinia enterocolitica ，

Staphylococcus aureus，Shigella flexneri，Salmonella typhimurium，Acinetobacter 

calcoaceticus，Bacillus sutilis，Citrobacter freundii，Escherichia coli，Enterobacter 

clocae）皆具有良好的抑菌效果。唯有關烏梅抑菌物質的純化與分析及其抑菌機

制則尚待進一步的探討。 



 
 
 
 
 
 
 
 
 
 
 
 

     

  

  
  
  
  
  
  
  
  
  
  
  
  
                           表一 烏梅乙醇萃取物 

  

Gram 

stain 

Species Inhibitory zonea 

+ Staphylococcus aureus + 
- Salmonella typhimurium + 
- Shigella flexneri + 
- Escherichia coli + 
+ Bacillus sutilis + 
- Proteus vulgaris + 
- Citrobacter freundii + 
- Acinetobacter calcoaceticus + 
- Enterobacter clocae + 
+ Lactobacillus amylovorus + 

a +：an inhibitory zone ( diameters＜1.5 c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