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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第二期 谷才恩 从短梗茁霉 A u re o ba s di um p ul ula s n
获胞外多糖 的研究 4 1 1

va r.

me la ni ge n um (5只 )

鉴定观察的培养物采用 PDA和麦芽琼脂培养基
,

进行斜面
,

平板和载片培 养
。

定 期观

察菌落质地
,

颜色和生长速度
。

用菌落涂布或载片活体培养的方法制片
,

用 日本 0 行 m p “ “

BH A 型光学显微镜进行观察和测量
,

并拍摄显微照片
。

结 果

1
.

菌株筛选

将参试的三个菌株经液体培养所获培养液用乙醇一丙酮提取后获胞外多糖
。

一步提取获

粘胶状多糖
,

称多糖 I ;
二步提取获白色雪花状沉淀

,

风干后为 白色粉末
,

称多糖 I
。

现将

试验所获多糖的产量列 于表 1
。

三个菌株胞外多糖产量对照表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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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
,

A s 3
.

3 9 8 4 和 0 15 两菌株产胞外多糖 的能力较强
,

产量大大高于 A “

3
.

36 9 4菌株
,

该菌株几乎不产生多糖胶
。

从胞外多糖的色泽来看
,

A “ 3
.

3 9 8 4 菌株在培养 48

小时以后
,

培养液全部变为黑色
,

在提取时
,

先折出黑色丝状沉淀
,

成为黑色的多糖胶
,

但

多糖 I 为白色粉末
。

01 5
一

号菌株在培养过程中培养液由粉红转为黄色
,

后期略带绿色
,

始 终

不呈黑色
,

提取时先折出白色丝状沉淀
,

获 白色多糖胶
,

多糖 l 为白色粉末
。

实验结果表明
, 0 1 5号菌株产胞外多糖 的能力同 A s 3

.

39 8 4 菌株相差无几
,

但多糖胶 为

乳白色
,

可免去繁杂的脱色工序
。

故我们认为 0 15 号菌株是初筛所获的优良菌株
。

2
.

菌种鉴定

蔚
葱

也

根据菌株筛选的结果
,

我们把具有产胞外多糖能力的 A S 3
.

3 9 8 4 和 0 15 号菌株进行了培

养特征和细胞形态的观察
,

两菌株各有异同
,

按检索表的记载进行 了菌种的鉴定
。

菌株培养特征是在 P D A 和麦芽琼脂平板培养过程中进 行观察
。

A s 3
.

3 9 8 4 菌株在培 养

24 小时的菌落表面为脏白色
, 4 8小时呈粘稠橄榄绿色

,

5 0小时以后全部为黑色
,

以后粘液逐

渐减少
,

菌落表面微见皱 名
,

并见有黑色基内菌丝
,

长 0
.

1一 o
.

Z o m
。

在培养三星期后 菌落表

面干皱呈皮革状
。

01 5号菌株在培 养 1 -

一
2 天 内菌落表面光滑

,

粘稠
,

呈粉红色
,

培养 三

星期后菌落仍然呈粉红或棕黄色
。

细胞形态观察是按不同培养时间
,

定期挑取培养物或将载片培养物进行镜检观察
,

观察

表明 A : 3
.

3 9 8 4和。 1 5
一

号菌株均具有酵母型和菌丝型两种形态特征
。

酵母型单细胞通 常 为长 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