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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甘生长在不 同 p H 位液体培养基 中的竹荪 菌丝体增位情况进行研 完
,

结 果 表

明 : 在p H 位 4
.

1一 5
.

1的条件下
,

菌丝体增 位最快
,

对C
、

N
、

P等营养元素的吸收
、

矛弓用水平最高
。

关挂词 竹荪 ,
菌丝体

; p H值 ; 增伍

竹荪 (D ic t万o p丙。; a i: d u sia ta (V e n t
.

e x p e rs
.

) Fisc h e r 是世界 上 著 名 的 珍 贵 食 用

菌
,

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
。

它 的营养价值
、

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 了

解
。

野生竹荪的数量极其有限
,

且采集不易
,

产量很低
。

为了适应国内外市场对竹荪的迫切

需要
,

近年来我所科研人员进行了野生竹荪 弓!种驯化工作
,

已获成功
。

在发展竹荪生产过程 l扫
,

制备各级纯菌种是首要问题
。

常规的固体培养制备原种
、

生产

种的方式耗工多
,

生长周期长
,

这远不能适应竹荪生产发展的需求
。

为了加速菌 丝 体 的增

殖
,

缩短培养时间
,

我们对二级菌丝的培养方法进行了新 的探索
。

1 9 8 7年初对竹荪菌丝采用

液体培养并对竹荪菌丝在不同 p H值溶液中的生长特性进行观察研究
,

现简报如下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供试菌种 亚林 8 6 1 0 9
。

2
.

于告养塞 亚林PL A
。

3
.

J吝养液 p H 值的调 整 用 10 % N a 0 H
、

一% N a O H和 1% H C I调节培养液的p H
,

分另11配

制成 p H 值为 3
.

0
、

3
.

5
、

3
.

5
、

4
.

1
、

4
.

4
、

4
.

了
、

5
.

2
、

5
.

5
、

6
.

0 九个梯度的培 养液
。

各取

1 0 0m l分另11置于2 5 0 m l三角瓶中
,

(重复三次)经 1
.

osk g / e m
‘

高压灭菌 15分钟
。

4
.

接种培 养 在无菌条件下
,

取液体竹荪菌丝 5 m l接种于盛有培养液的三角瓶中
,

每瓶

接种竹荪菌丝重 歇为0
.

。。16 9 左右 (折为干重)
。

接种后放在H S Z 一1型弧型往返生物液体 培养

振荡台上
,

振荡培养20 天
。

本文于 1 9 8 7年 9 月 2 3 口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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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菌丝重量测定 将菌丝培养液在中速滤纸上过滤
。

菌丝用蒸馏水漂洗 3 次
,

风干
,

放

入铝盒
,

在 60 士 1 ℃条件下烘干称重
。

6
.

p H 值 测 定 取 25 m l培养液置于小烧杯中
,

用SPM一 10 型数字式 p H 计进行测定
。

7
.

氮的测 定 用康维皿扩散法测定培养液中剩余氮的含量
。

8
.

糖 的测 定 用葱酮比色法
,

在 7 22 型光栅分光光度计上测定培养液中剩余糖
,

再换算

成碳含量
。

9
.

磷的测 定 以抗坏血酸还原
,

钥兰比色法
,

在7 22 型光栅分光光度计上测定培养液中剩

余磷的含量
。

10
.

镁
、

锰的测 定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在 W FX , IA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上测定

培养液中剩余镁
、

锰的含量
。

二
、

结 果 和 讨论

(一) 培养液 pH值变化情况
1

.

培养液p H 值在 高压 灭菌后 的变化

值的变化
,

结果见表 1
。

看出在p H 值3
.

0一

4
.

7范围内的培养液
,

灭菌后与初始p H 对照

有所升高
,

升高幅度是 0
.

02 一0
.

09 ; p H S
.

1

一6
.

。培养液灭菌后 p H 值是减小的趋势
,

减

小的幅度是 一 0
.

02 一 一 0
.

04
。

考虑到所用酸

度计读数分 辨 为 o
.

01 p H
,

准 确度 为镇 士

。
.

oZp H
,

因 此
,

可以说灭菌前后培养液p H

变化不大
,

故本试验仍以培养液初 始 p H 值

为基本酸度
。

另外
,

在本试验的预备试验中
,

曾配制

了 p H 6
.

5一8
.

。的几个梯度的培养液
。

经高

调节 p H 值后的培养液经高压灭菌后
,

侧定其p H

表 1 培养液 pH 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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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 值 ) 7

.

。的培养液均产生了沉淀物
,

颜色呈黄棕色
。

这是由于在碱性高温条件

下
,

培养液中一些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所致
。

这种培养液巳不适于菌丝的培养
,

事实上经培养

后也一直没有新的菌丝体长出
,

原来接种的菌丝也产生了自溶
。

2
.

二十天后培养液p H 值的变化 培养20 天后
,

九个梯度培养液的 p H 值与初始p H 值对

照均是下降趋势
,

结果见表 1
。

笔者分析
,

这是由于本试验所用培养液是以钱态氮做为菌丝体

生长的氮源
,

随着 N H ,+ 被吸收利用
,

使培养液酸性有所增加
, p H 值下降

。

此外
,

菌丝体在

增殖过程中的代谢产物也会引起酸度的变化
。

结合下面将要提到的
,

不同 p H 值培养液中菌

丝体增殖情况
,

也能看出
:

细胞本身对外界 p H 反应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调节作用
,

使其朝着

适合于本身生存的条件变化
。

从变化幅度看
,

p H 3
.

。一4
.

7 的培养液下降幅度较 小 是 。
.

1一

o
.

3p H 值
。

p H S
.

i一6
.

0培养液下降T o
.

5一 o
.

sPH
。

见表 x
。

p H 6
.

5 和6
.

8的培养液
,

在竹荪菌丝的培养过程中溶液颜色逐渐加深呈黄棕色
,

有 沉淀

发生
。

虽然有一定数量的菌丝增殖
,

在正式试验中还是将其舍去
,

以 p H 值6
.

0作为本试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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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浓的上限
。

(二 ) 菌丝休增殖情况

接种后培养 4 日
,

接入的菌丝体即开始增长
,

数日后菌丝球逐渐增大
,

数 目增多
,

悬浮

于培养液中
。

在显微镜下观察
,

菌丝球为菌丝体密集交织而成
,

形似绒球
,

色白
,

直径 2 一
sm m

。

菌丝体无色透明
,

宽度为 10 协左右
,

细胞内充满细胞质
,

其间有较多的气泡
。

液体培养

的菌丝比斜面培养的菌丝具有更多的锁状联合
。

培养20 夭后
,

测定菌丝体重量 (以每升培养液中含有菌丝干重克数 表 示 )
。

由 图 1 可 看

出
,

适合于竹荪菌丝体生长的p H范围很宽
,

但在 p H 为4
.

1一5
。

1的酸度条件下生长较好
,
尤

以 p H 4
.

7的条件为最
。

d
.几J乃山‘

U00(曰、灿�门侧划翅
(三 ) 培养液中营养成分的消耗

碳源
、

氮源和各种矿质营养是菌丝体生长重

要的营养来源
。

接种后培养20 天测定营养液几种

主要营养元素剩余量 (见表 2 )
,

并分析菌丝体重

量与营养元素 的回 归 关 系 (见表 3 )
。

看 出 在

p H 4
.

1一 5
.

5 范围内培养液中剩余的氮
、

磷含 量

较低
,

碳剩余量在 p H 3
.

8一 5
.

5 范围内低于其它

p H 值营养浓的含量
。

氮
、

磷
、

碳
、

镁等 含量 都

是以 pH 值4
.

7 时最 低
,

它们的消耗与菌丝 体 的

0
.

00 1 6

增殖情况是一致的
。

表明竹荪菌丝体对各种营养物质的吸收
、

苗丝体在不同 pH 值培养液中增班t

利用是随营养液p H 的变化而

不同
。

从回归分析看出菌丝体增殖与其对氮
、

碳
、

磷的利用呈极显著相关
。

表 2 培 养 液 中 几 种 元 素 绷 余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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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菌丝休盆且 ( x )与培攀液中烈余

曹养元案的回归关系

二二 、

了 结

绷余曾

养元素
理 论回归方程 }r 。

.

。, } r 。
.
。,

8 8 5 7⋯
8 0 6 3⋯
8 1 7 8 二 *

5 2 2 5

6 3 7 2

y = 0
,

1 5 1一0
.

0 8 0 x

y “ 0
.

2 4 6一 0
.

06 6 x

y = 3
.

5 5 5一2
.

0 1 6 x

y = 0
.

0 5 9一0
.

0 4 9 x

了 = 1
.

2 0 2一0
.

5 6 8 x

0
.

6 02

0
.

6 02

0
。

6 02

0
。

6 0 2

0
.

6 0 2

液体培养竹荪菌丝体
,

营养液 p H 值是

影响其增殖的重要因 素
。

在 pH 值3
.

0一6
。

。

范围内
,

菌丝体均能正常生长
,

在 p H 4
。

l一
5

。

1 条件下增殖较快
,

尤以 p H 4
.

7 时为最
。

不同的 p H 对菌丝体营养物质的吸收 和

利用有较显著的影 响
。

在 p H 4
.

1一5
.

1 条件

下
,

营养物质利用率最高
,

菌丝体的增殖与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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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

磷等营养关系极为密切
。

影响竹荪菌丝增殖的因素很多
,

p H 是其中之一
,

其它单 因子和综合因子对竹荪菌 丝 体

增殖的试验正在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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