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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犪狉狏犻犮犻狀犔犌６对不同溶血表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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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索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所分泌的细菌素（初步命名为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对不同溶血表型金

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活性。方法　收集分离自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安徽某医院临床患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三点接种

法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溶血表型，并根据药敏检测结果将各溶血表型金黄色葡萄球菌进一步划分为甲氧西林敏

感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ＳＳＡ）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ＲＳＡ）。牛津杯法抑菌试验检测格氏乳球菌

ＳＨＡＭＵＬＧ６对不同溶血表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拮抗活性。对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进行全基因组测序，使

用ａｎｔｉＳＭＡＳＨ７．０和ＢＡＧＥＬ４在线数据库，寻找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的生物合成基因簇。经过大孔树脂吸附、梯度乙醇

洗脱、旋转蒸发干燥和旋干物复溶，牛津杯法抑菌试验检测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粗提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活性。

结果　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能够明显拮抗不同溶血表型的 ＭＳＳＡ和 ＭＲＳＡ。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的

染色体基因组上存在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生物合成基因簇。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单个菌落或６ｍＬ发酵液所分泌

的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抗菌活性至少相当于３０μｇ头孢西丁药敏纸片。结论　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能够高效杀伤不同溶血表型

ＭＳＳＡ和 ＭＲＳＡ，具有开发成新型抗菌药物的潜力，临床应用前景很大。

［关　键　词］　格氏乳球菌；细菌素；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表型；抗菌活性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７８．１＋１

犃狀狋犻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犵犪狉狏犻犮犻狀犔犌６犪犵犪犻狀狊狋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狅犳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犲犿狅犾狔狋犻犮狆犺犲狀狅狋狔狆犲狊

犜犃犖犌犠犲犻１
，２，犠犈犖犌犛犺犲狀犵狀犪狀

２，犠犃犖犌犢犪狑狌２，犢犃犗犑犻犲２，犔犐犡犻狀２，犣犎犗犝犙犻犪狀犵
２，犡犝

犢狌犪狀犺狅狀犵
１（１．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犕犲犱犻犮犻狀犲，犜犺犲犉犻狉狊狋犃犳犳犻犾犻犪狋犲犱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狅犳犃狀犺狌犻

犕犲犱犻犮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犎犲犳犲犻２３００２２，犆犺犻狀犪；２．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犕犲犱犻犮犻狀犲，犜犺犲犛犲

犮狅狀犱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狅犳犃狀犺狌犻犕犲犱犻犮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犎犲犳犲犻２３０６０１，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ｃｉｎ（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ｎａｍｅｄ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ｓｅ

ｃｒｅｔｅｄｂｙ犔犪犮狋狅犮狅犮犮狌狊犵犪狉狏犻犲犪犲（犔．犵犪狉狏犻犲犪犲）ＳＨＡＭＵＬＧ６ａｇａｉｎｓｔ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犛．犪狌狉犲狌狊）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犕犲狋犺狅犱狊　犛．犪狌狉犲狌狊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Ａｎｈｕｉｆｒｏｍ２０２１ｔｏ２０２３

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ｏｆ犛．犪狌狉犲狌狊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ｒｅｅｐｏｉｎｔ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犛．犪狌狉犲狌狊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ｗｅｒ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ｉｎｔｏ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犛．犪狌狉犲狌狊（ＭＳＳＡ）ａｎｄｍｅｔｈｉ

ｃｉｌ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犛．犪狌狉犲狌狊（ＭＲＳＡ）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犔．犵犪狉狏犻犲犪犲ＳＨＡＭＵＬＧ６ａｇａｉｎｓｔ犛．犪狌狉犲狌狊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ｗａｓａｓｓａｙｅｄｂ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ｕｐｍｅ

ｔｈｏｄ．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ｇｅｎｏ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ｏｆ犔．犵犪狉狏犻犲犪犲ＳＨＡＭＵＬＧ６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ｇｅｎ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ｏｆｇａｒ

ｖｉｃｉｎＬＧ６ｗａｓ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ｂｙｏｎｌｉ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ａｎｔｉＳＭＡＳＨ７．０ａｎｄＢＡＧＥＬ４．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ａ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ｒｅｓｉ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ｅｔｈａｎｏ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ｅｌｕｔｉｏｎ，ｒｏｔａｒｙ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ｉ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

ｃｒｕｄ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ｇａｉｎｓｔ犛．犪狌狉犲狌狊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Ｏｘｆｏｒｄｃｕｐｍｅｔｈｏｄ．犚犲狊狌犾狋狊　犔．犵犪狉狏犻犲犪犲

·３２·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年１月第２４卷第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２５



ＳＨＡＭＵＬＧ６ｃｏｕｌ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ｚｅＭＳＳＡａｎｄＭＲＳＡ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ｇｅｎ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ｏｆ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ｗａ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ｏｆ犔．犵犪狉狏犻犲犪犲ＳＨＡＭＵＬＧ６．Ｔｈｅ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ｓｅｃｒｅｔｅｄｂｙａｓｉｎｇｌｅｃｏｌｏｎｙｏｒ６ｍ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ｌｕｉｄｏｆ犔．犵犪狉狏犻犲犪犲ＳＨＡＭＵＬＧ６ｗｅｒｅａｔ

ｌｅａｓｔｅｑｕａｌ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ｄｉｓｃｏｆ３０μｇｃｅｆｏｘｉｔｉｎ．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ｃ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ｋｉｌｌＭＳＳＡａｎｄＭＲ

ＳＡ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ｈａｓ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ｏｂ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ｏａｎｏｖｅｌ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ｇ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ｇｒｅａｔ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犔犪犮狋狅犮狅犮犮狌狊犵犪狉狏犻犲犪犲；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ｃｉｎ；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金黄色葡萄球菌连续多年都是临床标本中分离

率最高的革兰阳性病原菌［１２］，常引起局部化脓性或

全身性感染。根据最新数据，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

萄球菌（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犛．犪狌狉犲狌狊，ＭＲＳＡ）全国

分离率为２９．４％，个别省份分离率高达４６．０％
［２］，

ＭＲＳＡ感染临床治疗棘手。在血琼脂平板上，典型

的完全溶血表型金黄色葡萄球菌（犛．犪狌狉犲狌狊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ＣＨＰ）菌落周围可

见明显的β溶血环。然而，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国内外

文献陆续报道了两种不完全溶血表型金黄色葡萄球

菌（犛．犪狌狉犲狌狊ｗｉｔｈ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ｐｈｅｎｏ

ｔｙｐｅｓ，ＳＩＨＰ），二者在溶血表型、药敏、毒力和致病力

等方面与ＳＣＨＰ相比，存在较大差异
［３１０］。近几年，

我院陆续检出弱溶血表型金黄色葡萄球菌（犛．犪狌

狉犲狌狊ｗｉｔｈｗｅａｋ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ＷＨＰ）以及

另外三种ＳＩＨＰ。

当前，随着ｔｅｉｘｏｂａｃｔｉｎ
［１１］、ｄａｒｏｂａｃｔｉｎ

［１２］和ｃｌｏ

ｖｉｂａｃｔｉｎ
［１３］的先后发现，关于细菌素的研究逐渐成

为热点。新型细菌素杀菌机制高效且独特，具有开

发成新型抗菌药物的潜力。乳酸菌通常被认为是益

生菌，是细菌素的重要来源［１４］，包括乳杆菌属、乳球

菌属（犔犪犮狋狅犮狅犮犮狌狊）、明串珠菌属等。为挖掘新型细

菌素，本课题组对日常微生物检验工作中的培养物

进行长时间、大范围的筛选和鉴定，获取１株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具有很强拮抗活性的格氏乳球菌（犔犪犮

狋狅犮狅犮犮狌狊犵犪狉狏犻犲犪犲）ＳＨＡＭＵＬＧ６。本研究目的是探

索该效应菌株所分泌的细菌素（初步命名为ｇａｒｖｉ

ｃｉｎＬＧ６）对不同溶血表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活

性，为新型抗菌药物和益生菌制剂的研发提供物质

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菌株来源　不同溶血表型金黄色葡萄球菌，分

离自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

床患者的呼吸道、肠道、尿道、血液、皮肤和感染组织

等（剔除同一患者相同部位的标本），经过ＶＩＴＥＫ２

ＧＰ鉴定卡、ＭｉｃｒｏｆｌｅｘＬＴ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

飞行时间质谱（ＭＡＬＤＩＴＯＦ ＭＳ）分析仪和１６Ｓ

ｒＲＮＡ扩增测序，３种方法共同鉴定确认为金黄色

葡萄球菌。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分离自１例

泌尿外科普通患者（非泌尿系统感染）的尿标本，经

过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ＭＳ和１６ＳｒＲＮＡ测序，鉴定为格

氏乳球菌。２０２３年４月６日将其保藏在中国典型

培养物保藏中心，保藏名称为犔犪犮狋狅犮狅犮犮狌狊犵犪狉狏犻犲犪犲

ＳＨＡＭＵＬＧ６，保藏编号为ＣＣＴＣＣＮｏ：Ｍ２０２３４８２。

上述菌株均分离自常规临床送检标本，属于免

伦理审查范围。质控菌株金黄色葡萄球菌 ＡＴＣＣ

２９２１３，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微生

物室。

１．２　主要材料与仪器　０．４５μｍ和０．２２μｍ膜过

滤器（美国密理博公司），０．４５μｍ和０．２２μｍ过滤

膜（上海新亚净化器件厂），ＸＡＤ１６非离子型大孔树

脂（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哥伦比亚绵羊血

琼脂平板（合肥天达公司），ＶＩＴＥＫ２ＧＰ鉴定卡和

ＡＳＴＧＰ６３９药敏卡（法国梅里埃公司），头孢西丁药

敏纸片（美国赛默飞公司），ＬｕｒｉａＢｅｒｔａｎｉ（ＬＢ）肉汤、

ＬＢ琼脂平板（上海生工公司），无水乙醇（无锡展望

公司）。高速冷冻离心机（美国贝克曼公司），Ｍｉ

ｃｒｏｆｌｅｘＬＴ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质谱仪（德国布鲁克公

司），麦氏比浊仪和ＶＩＴＥＫ２Ｃｏｍｐａｃｔ全自动微生

物鉴定药敏仪（法国梅里埃公司），旋转蒸发仪（郑州

长城科工贸公司）。

１．３　溶血表型检测　将经过复苏的金黄色葡萄

球菌调整菌液浓度至１．０麦氏单位。在血琼脂平

板上，采用三点法，依次接种０．５μＬ菌液。３５℃、

５％ ＣＯ２ 孵育２０ｈ，再４℃冷藏２０ｈ。拍照记录菌

落周围溶血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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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药敏检测　将复苏后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菌株

按照ＶＩＴＥＫ２Ｃｏｍｐａｃｔ全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仪

的操作要求，使用微量肉汤稀释法进行药敏试验。

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制定的标准（ＣＬＳＩ

Ｍ１００Ｓ２９）判断药敏结果。其中，苯唑西林最低抑

菌浓度（ＭＩＣ）≥４μｇ／ｍＬ、头孢西丁 ＭＩＣ≥８μｇ／ｍＬ

或头孢西丁（３０μｇ）药敏纸片抑菌圈直径≤２１ｍｍ，

判定为 ＭＲＳＡ。

１．５　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全基因组测序及

其生物信息学分析　委托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对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进行全基

因组测序。具体方法如下：（１）采用全基因组鸟枪法

（ｗｈｏｌｅｇｅｎｏｍｅｓｈｏｔｇｕｎ，ＷＧＳ）的策略，构建不同

插入片段的文库；（２）利用第二代测序技术（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ＮＧＳ）基于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Ｎｏ

ｖａＳｅｑ测序平台，同时利用第三代单分子测序技术

基于ＯｘｆｏｒｄＮａｎｏｐｏｒｅＯＮＴ测序平台，分别对这些

文库进行测序；（３）拼装第三代单分子测序数据，并

使用二代数据对三代结果进行纠错，最终得到完整

序列。

使用ａｎｔｉＳＭＡＳＨ７．０（ｈｔｔｐｓ：／／ａｎｔｉｓｍａｓｈ．ｓｅｃ

ｏｎｄａｒｙ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ｏｒｇ）和ＢＡＧＥＬ４（ｈｔｔｐ：／／ｂａｇｅｌ．

ｍｏｌｇｅｎｒｕｇ．ｎｌ／）在线数据库，寻 找格氏乳球菌

ＳＨＡＭＵＬＧ６的细菌素（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生物合成基

因簇。

１．６　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粗提物的制备　参照文献
［１５］制

备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粗提物。将复苏后的格氏乳球菌

ＳＨＡＭＵＬＧ６接种在ＬＢ肉汤中，３５℃振荡培养至

ＯＤ６００＝０．２５。取４ｍＬ培养物接种于４００ｍＬ新鲜

ＬＢ肉汤，１８０ｒ／ｍｉｎ、２８℃孵育２４ｈ。发酵液以

４℃、１２０００ｇ离心１０ｍｉｎ，去除菌体沉淀。随后，负

压法将上清液通过０．４５μｍ和０．２２μｍ过滤膜除

菌，获取无菌发酵上清液。加入适量大孔树脂，磁力

搅拌吸附过夜后，湿法灌装分离柱。使用足量超纯

水，适量３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和９０％乙醇，依

次洗脱。收集梯度乙醇洗脱液，旋干后分别用４ｍＬ

超纯水复溶，并使用膜过滤器除菌。以金黄色葡萄

球菌为指示菌，牛津杯法验证各梯度乙醇洗脱物的

杀菌活性，筛选出具有活性的洗脱物，即为ｇａｒｖｉｃｉｎ

ＬＧ６粗提物。

１．７　牛津杯法抑菌试验　使用无菌棉签，将靶菌以

０．５麦氏单位菌悬液均匀涂布ＬＢ琼脂平板。放置

牛津杯，向杯中加入３．０麦氏单位格氏乳球菌

ＳＨＡＭＵＬＧ６菌悬液、梯度乙醇洗脱物或ｇａｒｖｉｃｉｎ

ＬＧ６粗提物。待杯内液体被平板完全吸收，移除牛

津杯，２８℃过夜孵育。观察杯痕周围有无抑菌圈形

成，并测量抑菌圈直径。根据耐药性的差异，金黄色

葡萄球菌分为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ｅ

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犛．犪狌狉犲狌狊，ＭＳＳＡ）和ＭＲＳＡ。检

测格氏乳球菌 ＳＨＡＭＵＬＧ６ 对不同溶血表型

ＭＳＳＡ和 ＭＲＳＡ的拮抗作用。

２　结果

２．１　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对不同溶血表型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作用　不同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哥

伦比亚绵羊血琼脂平板上的溶血表型：ＳＣＨＰ菌落

周围出现双层完全溶血环，其内层稍小、透明、边缘

清晰，外层较大、半透明、边缘模糊（图１Ａ）。ＳＷＨＰ

菌落周围几乎没有可见的溶血环（图１Ｂ）。ＳＩＨＰ１

菌落周围有一层深色不透明的不完全溶血环（图

１Ｃ）；ＳＩＨＰ２菌落周围有两层溶血环，内层完全溶

血环较小、透亮，外层不完全溶血环较大、暗淡（图

１Ｄ）。该院检出的三种ＳＩＨＰ（ＳＩＨＰ３、ＳＩＨＰ４、ＳＩ

ＨＰ５）各具特点。ＳＩＨＰ３菌落周围有一个明亮、半

透明、微分层的不完全溶血环（图１Ｅ）。ＳＩＨＰ４菌

落周围有两层溶血环，内层完全溶血环较小、透明，

外层不完全溶血环较大、半透明（图１Ｆ）。ＳＩＨＰ５

菌落周围有三层溶血环，内层完全溶血环透明，中层

不完全溶血环暗淡，外层不完全溶血环几近透明（图

１Ｇ）。５种ＳＩＨＰ（ＳＩＨＰ１～ＳＩＨＰ５）相邻不完全溶

血环的交界处都有一个透明的线性溶血增强区。质

控菌株 ＡＴＣＣ２９２１３菌落周围的溶血环特征与

ＳＣＨＰ相似，只是尺寸稍小（见图１Ｈ）。格氏乳球菌

ＳＨＡＭＵＬＧ６能够明 显 拮 抗 不 同 溶 血 表 型 的

ＭＳＳＡ（图１Ｉ～Ｐ）和 ＭＲＳＡ（图１Ｑ～Ｗ），单个菌落

所分泌细菌素（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的抗菌活性甚至优于

头孢西丁（３０μｇ）药敏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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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Ａ～Ｈ为不同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哥伦比亚绵羊血琼脂平板上的溶血表型；Ｉ～Ｐ为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对不同

溶血表型 ＭＳＳＡ的拮抗作用；Ｑ～Ｗ为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对不同溶血表型 ＭＲＳＡ的拮抗作用。

图１　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对不同溶血表型 ＭＳＳＡ和 ＭＲＳＡ的拮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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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基因组ｇａｒｖｉｃｉｎ

ＬＧ６生物合成基因簇检出情况　通过ａｎｔｉＳＭＡＳＨ

７．０和ＢＡＧＥＬ４在线数据库分析比对，在格氏乳球

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染色体基因组上，找到了一个疑

似细菌素（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生物合成基因簇（图２Ａ），

其与ＮＣＢＩ数据库中已知的一种核糖体合成和翻译

后修饰肽（ｒｉｂｏｓｏｍａｌｌｙ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ａｎｄｐｏｓｔ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ｅｐｔｉｄｅｌｉｋｅ，ＲｉＰＰｌｉｋｅ）的生物

合成基因簇相似度仅１０％。因此，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很

可能是一种新型细菌素。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的生物合成

基因簇约１０ｋｂ，由１３个功能基因组成，包括２个

“生物合成关键基因”（犮犺狉＿１８２５和犮犺狉＿１８２７），１个

“生物合成相关基因”（犮犺狉＿１８２３），２个“免疫相关基

因”（犮犺狉＿１８２４和犮犺狉＿１８３０），２个“运输相关基因”

（犮犺狉＿１８２１和犮犺狉＿１８３２），３个“基因转移和重排相关

基因”（犮犺狉＿１８２２、犮犺狉＿１８２８和犮犺狉＿１８３１），１个

“ＤＮＡ分离机制基因”（犮犺狉＿１８２９），１个“调控基因”

（犮犺狉＿１８２０）和１个“功能未知基因”。见图２Ｂ。

!"#$%& '()" *+%, -% .%/0 /$,$12+ 3&%4& 516/0"+ 7$,$12+$0(

#2+8$5$& 9:; <$==!1$3" > ?@A ?B? C ?AD BEB 1250%5$& 7

!"#FG?EH

!"#F>?EI

!"#F>?EA !"#F>?AB

E IBB I BBB H IBB >B BBB

!$==J 92&0K$)")0$L"

!"#F>?E>

!"#F>?EB

!"#F>?EE !"#F>?ED !"#F>?E;

!"#F>?E?

!"#F>?EM !"#F>?A>

!"#F>?AE

#2+8$5$& 9:;

#2+8$5$& 9:; N>B E>A O)P

Q

R

!"# N@ SAA AMM O)P

GST

　　注：Ａ为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生物合成基因簇在基因组中的位置、ＮＣＢＩ比对结果；Ｂ为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生物合成基因簇的功能基因构成。

图２　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生物合成基因簇在基因组中的位置、ＮＣＢＩ比对结果以及功能基因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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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粗提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作用　通过大孔树脂吸附、梯度乙醇洗脱、旋转蒸

发干燥和旋干物复溶液活性验证，活性成份主要存

在于７０％和８０％乙醇洗脱物（图３Ａ），二者即为

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粗提物。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粗提物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具有很强的杀菌活性，杀菌效果与剂量

成正比（图３Ｂ）。忽略制备过程导致的损耗，６ｍＬ

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发酵液含有的ｇａｒｖｉｃｉｎ

ＬＧ６活性至少相当于３０μｇ头孢西丁药敏纸片，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圈直径达到２２ｍｍ。Ｇａｒｖｉ

ｃｉｎＬＧ６粗提物能够高效杀伤金黄色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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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Ａ为梯度乙醇洗脱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活性验证；Ｂ为不同剂量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粗提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

菌活性验证。

图３　梯度乙醇洗脱物和不同剂量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粗提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活性验证

犉犻犵狌狉犲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ｅｔｈａｎｏ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ｅ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ｓｅｓ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ｃｒｕｄｅｅｘｔｒａ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犛．犪狌狉犲狌狊

３　讨论

迄今，由于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金黄色葡萄

球菌受亚抑菌浓度抗菌药物和机体免疫系统的双重

压力，导致其耐药性、菌体结构和毒力因子表达发生

变化［１６］，进而产生小菌落变异（ｓｍａｌｌｃｏｌｏｎｙｖａｒｉ

ａｎｔｓ，ＳＣＶｓ）
［１７］。与亲本菌株相比，ＳＣＶｓ菌株在血

琼脂平板上生长缓慢，无色素或色素生成明显减少，

溶血明显减弱甚至不溶血。然而，这种改变是一个

过程，其中必然会有过渡态菌株的产生，其结果也不

一定都是ＳＣＶｓ。金黄色葡萄球菌主要分泌α、β、γ

和δ四种溶血素，亚抑菌浓度抗菌药物会诱发溶血

素的差异性表达［１８２３］。因此，临床标本中分离出多

种溶血表型金黄色葡萄球菌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该院检出的几种新型ＳＩＨＰ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其

亲本菌株的演化历程。本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显

示，与典型的ＳＣＨＰ菌株相比，部分ＳＩＨＰ菌株不仅

具有更强的溶血毒性、血浆凝固酶活性和生物膜形

成能力，而且对数期生长更快，耐药情况更严重。不

同溶血表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存在和演化，不仅增

加了临床抗感染治疗的不确定性和难度，同时也带

来一个问题：这些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于同一种细菌

素的敏感性是否存在差异。

本研究中牛津杯法抑菌试验结果证实，格氏乳

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能够产生一种对不同溶血表型

金黄色葡萄球菌具有很强抗菌活性的效应物。随

后，通过对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的全基因组

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锁定了一个新型细菌素生

物合成基因簇，并将该细菌素命名为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

经大孔树脂吸附、梯度乙醇洗脱、旋转蒸发干燥和旋

干物复溶液活性验证，发现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主要存在

于７０％和８０％乙醇洗脱物。值得注意的是，不论金

黄色葡萄球菌的溶血表型如何，以及是否对甲氧西

林耐药（ＭＳＳＡ或 ＭＲＳＡ），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都展现出

很强的抗菌活性。格氏乳球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单个

菌落或６ｍＬ发酵液所分泌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的抗菌活

性优于３０μｇ头孢西丁药敏纸片。因此，格氏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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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ＳＨＡＭＵＬＧ６及其分泌的新型细菌素ｇａｒｖｉｃｉｎ

ＬＧ６具有十分重要的科研价值。本课题组后续拟

使用凝胶层析和反相高效液相色谱［２４］对ｇａｒｖｉｃｉｎ

ＬＧ６粗提物进一步分离纯化，获取纯品；使用扫描

电镜、透射电镜、相差显微镜、膜电位测量和荧光染

色研究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的杀菌机制
［１２１３，２４］；通过蛋白

测序分析氨基酸序列，并结合全基因组测序信息和

基因工程技术验证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的编码基因
［２５］。

综上所述，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能够高效杀伤不同溶

血表型 ＭＳＳＡ和 ＭＲＳＡ，具有开发成新型抗菌药物

的潜力，临床应用前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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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 考 文 献］

［１］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细菌

耐药性监测报告［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１，２０（１）：１５－

３０．

Ｃｈｉｎａ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ｔｉｍｉ

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１，２０（１）：１５－

３０．

［２］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２０２０年全国细菌耐药监测报告［Ｊ］．中

华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２２，４５（２）：１２２－１３６．

Ｃｈｉｎａ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２０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２２，４５（２）：１２２－１３６．

［３］　廖晚珍．首次发现“网状样”β溶血的金黄色葡萄球菌［Ｃ］／／第

六届中国临床微生物学大会暨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论坛论文集．

长沙：中国微生物学会，２０１５：６１．

ＬｉａｏＷＺ．Ｆｉｒｓｔ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β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犛狋犪狆犺狔犾狅

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ｍｍｕ

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ｕｍｏｆｔｈｅ６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ｆｅ

ｒｅｎｃｅ．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

６１．

［４］　ＺｈａｎｇＨＦ，ＺｈｅｎｇＹ，ＧａｏＨＳ，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ａ

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ｓｔｒａｉｎｓ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Ｊ］．ＦｒｏｎｔＣｅｌｌＩｎｆｅｃｔ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６，

６：１４６．

［５］　郑毅，谢小芳，杜鸿，等．不完全溶血表型金黄色葡萄球菌溶

血素及毒力等相关基因的研究［Ｊ］．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

２０１６，９（３）：２３６－２４２．

ＺｈｅｎｇＹ，ＸｉｅＸＦ，ＤｕＨ，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ｍｏｌｙｓｉｎａｎｄ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ｓｏｆ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ｈｅｍｏｌｙｓｉｓ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

犪狌狉犲狌狊［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２０１６，９（３）：２３６－２４２．

［６］　崔林全，梁艳．双溶血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菌落特征及其对

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分析［Ｊ］．中国保健营养，２０１６，２６（７）：

３１２．

ＣｕｉＬＱ，ＬｉａｎｇＹ．Ｃｏｌｏｎ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

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ａｎｄｉｔ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

ｂｉａｌａｇｅｎｔｓ［Ｊ］．Ｃｈｉｎａ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２６（７）：

３１２．

［７］　刘美清，兰英，蔡曼，等．双溶血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菌落特

征与药物敏感性分析［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６

（９）：１９２１－１９２３．

ＬｉｕＭＱ，ＬａｎＹ，ＣａｉＭ，ｅｔａｌ．Ｃｏｌｏｎ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ｄｒｕｇｓｕｓ

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 ｗｉｔｈｄｏｕｂｌｅ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

ｒｉｎｇ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２６（９）：

１９２１－１９２３．

［８］　ＧａｏＭＬ，ＳａｎｇＲＲ，ＷａｎｇＧ，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狆狏犾ｇｅｎｅ

ｗｉｔｈ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

犪狌狉犲狌狊［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２０１９，１２：１６４９－１６５６．

［９］　梁颖，卢一，刘玉磊，等．双溶血环金黄色葡萄球菌导致严重

脓毒症一例［Ｊ］．中华急诊医学杂志，２０１８，２７（９）：１０４６－

１０４９．

ＬｉａｎｇＹ，ＬｕＹ，ＬｉｕＹＬ，ｅｔａｌ．Ａｃａｓｅ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ｓｅｐｓｉｓ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 ｗｉｔｈｄｏｕｂｌｅ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ｒｉｎｇ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８，２７（９）：１０４６－

１０４９．

［１０］ＰéｒｅｚＶＫＣ，ＣｕｓｔóｄｉｏＤＡＣ，ＳｉｌｖａＥＭＭ，ｅｔａｌ．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ｆａｃ

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ｉｓｏ

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ｂｏｖｉｎｅｍａｓｔｉｔｉｓｉｎＢｒａｚｉｌ［Ｊ］．ＢｒａｚＪ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２０２０，５１（４）：２１１１－２１２２．

［１１］ＬｉｎｇＬＬ，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ＡＪ，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ｋｉｌｌｓ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ｅｔｅｃｔａｂｌ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５，５１７（７５３５）：４５５－４５９．

［１２］ＩｍａｉＹ，ＭｅｙｅｒＫＪ，ＩｉｎｉｓｈｉＡ，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ｙｋｉｌｌｓ 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９，５７６

（７７８７）：４５９－４６４．

［１３］ＳｈｕｋｌａＲ，ＰｅｏｐｌｅｓＡＪ，ＬｕｄｗｉｇＫＣ，ｅｔａｌ．Ａｎ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ｆｒｏｍ

ａｎｕ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ｂｉｎｄｓｔｏａｎｉｍｍｕｔａｂｌｅｔａｒｇｅｔ［Ｊ］．

Ｃｅｌｌ，２０２３，１８６（１９）：４０５９－４０７３．ｅ２７．

［１４］ＡｌｖａｒｅｚＳｉｅｉｒｏＰ，ＭｏｎｔａｌｂáｎＬóｐｅｚＭ，ＭｕＤＤ，ｅｔ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ｏ

ｃｉｎｓｏｆ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Ｊ］．ＡｐｐｌＭｉ

ｃｒｏｂｉｏｌ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６，１００（７）：２９３９－２９５１．

［１５］ＬｉｕＳ，ＤｅｎｇＳＬ，ＬｉｕＨＬ，ｅｔａｌ．Ｆｏｕｒｎｏｖｅｌｌｅａｄｅｒｌｅｓｓｂａｃｔｅｒｉｏ

ｃｉｎｓ，ｂａｃｉｎＡ１，Ａ２，Ａ３，ａｎｄＡ４ｅｘｈｉｂｉｔｐｏｔｅｎｔ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ｎｄａｎｔｉｂｉｏｆｉｌｍ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犛狋犪狆犺狔

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 ［Ｊ］．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Ｓｐｅｃｔｒ，２０２２，１０ （５）：

ｅ００９４５２２．

［１６］ＣｈｅｎＪ，ＺｈｏｕＨＹ，ＨｕａｎｇＪＢ，ｅｔａｌ．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ｕｐ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ｂ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Ｊ］．ＪＡｄｖＲｅｓ，２０２１，３１：１６５－

·８２·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年１月第２４卷第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２５



１７５．

［１７］ＡｔａｌｌａＨ，ＧｙｌｅｓＣ，ＭａｌｌａｒｄＢ．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ｓｍａｌｌ

ｃｏｌｏｎｙｖａｒｉａｎｔｓ（ＳＣＶ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ｏｌｅｉ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Ａｎｉｍ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ｓＲｅｖ，２０１１，１２（１）：３３－４５．

［１８］ＭｏｎｅｉｂＮＡ，ＳｈｉｂｌＡＭ，ｅｌＳａｉｄＭＡ，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ｌｉｄｅ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

犪狌狉犲狌狊［Ｊ］．Ｊ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１９９３，５（５）：２８９－２９２．

［１９］ＯｈｌｓｅｎＫ，ＺｉｅｂｕｈｒＷ，ＫｏｌｌｅｒＫＰ，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ｕｂｉｎｈｉｂｉ

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ｏｎａｌｐｈａｔｏｘｉｎ（ｈｌａ）ｇｅｎｅ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Ｊ］．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ＡｇｅｎｔｓＣ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１９９８，４２（１１）：２８１７－２８２３．

［２０］ＷｏｒｌｉｔｚｓｃｈＤ，ＫａｙｇｉｎＨ，ＳｔｅｉｎｈｕｂｅｒＡ，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ｍｏｘｉ

ｃｉｌｌｉｎ，ｇｅｎｔａｍｉｃｉｎ，ａｎｄｍｏｘｉ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ｏｎｔｈｅ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犻狀狏犻狋狉狅ａｎｄ犻狀狏犻狏狅［Ｊ］．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

Ａｇ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０１，４５（１）：１９６－２０２．

［２１］ＫｅｒｎｏｄｌｅＤＳ，ＭｃＧｒａｗ ＰＡ，Ｂａｒｇ ＮＬ，ｅ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ｏｆ

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 ｗｉｔｈｎａｆｃｉｌｌｉｎ犻狀狏犻狋狉狅ｉｎｄｕｃｅｓａｌｐｈａ

ｔｏｘ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ｌｅｔｈ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ｔｅｒｉｌｅ

ｂｒｏｔｈｆｉｌｔｒａｔｅｓｉｎａｍｕｒｉｎｅｍｏｄｅｌ［Ｊ］．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１９９５，１７２

（２）：４１０－４１９．

［２２］ＧｏｅｒｋｅＣ，ＫｌｌｅｒＪ，ＷｏｌｚＣ．Ｃｉｐｒ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ａｎｄｔｒｉｍｅｔｈｏｐｒｉｍ

ｃａｕｓｅｐｈａｇｅ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犛狋犪狆犺狔犾狅

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Ｊ］．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Ａｇ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０６，５０

（１）：１７１－１７７．

［２３］ＲｏｈｍｅｒＣ，ＷｏｌｚＣ．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ｈｌｂ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ｐｈａｇｅｓ

ｉｎ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ｈｏｓｔａｄａｐｔｉｏｎ［Ｊ］．ＭｉｃｒｏｂＰｈｙｓｉｏｌ，

２０２１，３１（２）：１０９－１２２．

［２４］ＷａｎｇＪＪ，ＸｕＨＴ，ＬｉｕＳ，ｅｔａｌ．Ｔｏｙｏｎｃｉｎ，ａｎｏｖｅｌｌｅａｄｅｒｌｅｓｓ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ｃｉｎｔｈａｔ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ｔｏｙｏｎｅｎｓｉｓＸＩＮＹＣ１３

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ｔａｒｇｅｔｓＢ．ｃｅｒｅｕｓａｎｄ犔犻狊狋犲狉犻犪犿狅狀狅犮狔狋狅犵犲狀犲狊

［Ｊ］．Ａｐｐ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２１，８７（１２）：ｅ００１８５２１．

［２５］ＺｈａｎｇＸＦ，ＸｉｎＮ，ＺｈｕＺＬ，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ｅｎｏｖｅｌｌｅａｄｅｒｌｅｓｓｂａｃ

ｔｅｒｉｏｃｉｎｓｈａｖｅ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Ｇｒａ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ｂａｃ

ｔｅｒｉａｔｏｓｅｒｖｅａｓ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ｆｏｏｄｂｉ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Ｊ］．Ｍｉｃｒｏｂ

ＣｅｌｌＦａｃｔ，２０２２，２１（１）：１９４．

（本文编辑：左双燕）

本文引用格式：唐伟，翁胜男，王亚武，等．ＧａｒｖｉｃｉｎＬＧ６对不同溶

血表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活性［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

２４（１）：２３－２９．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３８／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２５６３３３．

犆犻狋犲狋犺犻狊犪狉狋犻犮犾犲犪狊：ＴＡＮＧ Ｗｅｉ，ＷＥＮＧ Ｓｈｅｎｇｎａｎ，ＷＡＮＧ

Ｙａｗｕ，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ｇａｒｖｉｃｉｎ ＬＧ６ａｇａｉｎｓｔ

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Ｊ］．Ｃｈｉｎ

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５，２４（１）：２３－２９．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３８／ｊ．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２５６３３３．

·９２·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年１月第２４卷第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