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斓和柿对灵芝菌丝生长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 (武汉 43 0 0 74) 何冬兰
修

温川蓉

摘 耍 L a( N O : ) 3

和 C e( N O 3

儿在浓度不同时对灵芝菌丝的生长及其培养液中的残糖量的影响

不同
。

2 m m ol I/
,

L a a +
和 C ae +

能抑制灵芝菌丝的生长
,

抑制率分别为 32
.

58 写和 42
.

76 % ;低浓度

( ( 1 m m ol I/
碑

)的 L aa 十
和 C

e 。十
能促进菌丝生长

,

以 。
.

5 m m ol / L L a 3十
和 C e抖的促进率最高

,

分别达

到 35
.

21 %和 57
.

01 %
,

且随浓度的降低这种促进作用逐渐降低
。

菌丝生长量与培养液中的残糖量

没有明显的相关
,

只有生长量最大的 0
.

5 m m ol / L 的 aL
3+
和 C e 3十

的培养液中的残糖量比对照低
,

其余皆比对照高
。

关性词 斓 钵 灵芝 生长量 残糖量

稀土元素由于其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
,

在农业
、

工业
、

医药等行业应用广泛
。

稀土元

素对动植物影响的研究较多
〔, 一 3〕 ,

在食用菌

生产中的应用也日趋广泛
〔`一 ” 。

灵芝作为一

种名贵的中草药
,

除了其子实体供药用外
,

目

前已开始探索深层发酵法培养菌丝
〔幻

。

为此
,

本实验拟 添 加 不 同浓度的 L a ( N O
,

)
, 、

C e

( N O
,

)
3

培养灵芝菌丝
,

寻求最佳培养条件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菌 种
:

红 芝 G an od
e

,
a l cu id u m

( L e y s s
.

e x F r
.

) K a r s t
.

由湖北省农科院食用

菌种中心提供
。

1
.

2 培养条件

1
.

2
.

1 菌种培养基成分 ( g /L )
:

去皮马铃薯

2 0 0 (水 煮 3 0 m i n 后 取 滤 液 )
,

蛋 白陈 i
,

K H
Z
P O

; 1
,

M g SO
4 ·

7 H ZO 0
.

5
,

V B
, 0

.

0 1 ,

自

然 p H
, 6 8

.

6一 7 8
.

4 k P a
压力下灭菌 3 0 m i n

。

1
.

2
.

2
.

发酵培养液成分 ( g / L :) 蔗糖 40
,

豆

饼粉 2 0
,

K H
Z
P O

; 1
.

5
,

( N H
4
)

2
5 0

; 0
.

7 5
,

M g
-

5 0
; ·

7H
Z
O 0

.

5
,

C a C O
3 1

,

灭菌前调 p H 至

6
.

5
,

6 8
.

6一 7 8
.

4 k P a
压力下灭菌 3 0 m i n

,

分

别加入经滤除菌的 0
.

1 m ol / L 稀土元素溶液

使稀土元素浓度 ( m m ol / L )分别为 2
、

1
、

.0 5
、

0
.

2 5
、

o
,

2 2 5
、

0
.

0 6 2 5 ,

不加稀土者为对照
。

A d

冬二
d
r e s s : H e

OD
n g la n ,

S o u t h
一

C
e n t r a l

事务委员会资助项目 )
、

固酶法生产 L
一

氨基!

用味精度液生产酵母单细胞蛋白 ( 本院自然
冬篇已被有关刊物录用待发表

。

C
o ll e g e o

f N
a t i

o n a
li t i

e s ,

W
u h a n

。

近几年来
,

作者在 人绒毛膜 促性肠
工艺研究 ( 与企业联合攻关项目 )

、

稀土对生物的生理生化效应及其机理
、

利

资助后两项课题 )等项 目行 r 一些探索性研究
。

已发表学术论文 n 篇
,

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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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J 2
. 1

ǎ本à圳称徽

1
.

2
.

3接种和培养
: 10 5 mL三角瓶分装 0 5

mL各种稀土浓度的发酵培养液
,

接种经斜

面活化后转接平面皿 10 d 菌龄
、

直径 0
.

5 c m

的菌种块
,

每瓶 5 块
,

每个处 理重复 6 个
,

2 5 C
, Zo o r / m i n 振荡培养

。

1
.

3 菌丝生长量的测定
:

培养 6 d 后的发酵

液用 4 层纱布过滤得到菌丝块
,

菌丝块用蒸

馏水冲洗 3 次
,

洗液与滤液合并备用
。

菌丝体

于 80
`

C烘干至恒重
,

于分析夭平上称重
。

1
.

4 培养液中残糖量的测定
:

滤液经 3 0 0 0

r/ m in 离心 1 s m in 后
,

取上清液 5 o L 稀释

至 1 00 m l
, ,

用二硝基水杨酸法测定
`的

。

2 结果和讨论

2
.

1 L a +3 和 C e +3 对灵芝菌丝 生长的影响
:

不同稀土元素不同浓度对灵芝菌丝生长的影

响不同 (图 1 )
。

高浓度的 L a +3 和 C e “ +
对灵芝

菌丝生长有抑制作用
,

如 Z m m ol / L 的 L a 3 `

和 C e *-3 的 抑 制 率 分 别 为 32
.

58 %和

4 2
.

7 6% ;
低浓度的 L a 3 `

和 C e 3 ’
(镇 1 m m o L /

I
J

) 能促进灵芝菌丝 的生长
,

以 0
.

5 m m ol I/
J

的促进作用最高
,

促进率分别为 35
.

21 %和

57
.

01 %
。

在同等浓度下
,

C e , +
的促进作用强

于 L a +3
,

高浓度 的 (2 m m ol / L )抑 制作 用也

是 C e 3 +
强于 L a “ 十 ,

这可能是 由于 C e “ +
有放

射性的缘故
〔, 〕 。

因而在发酵培养灵芝菌丝时

可加入 0
.

1 2 5 ~ 0
.

5 m m o l八
J

的 C e ( N O
3
)
。

或

0
.

5 m m o l / I
刁

的 I
J a ( N ( )

3
)
、

以刺激菌丝生长
。

芝后
,

培养液中的残糖量不同
。

0
.

5 m m oI
J

/ L

的 L a , + 和 C e 3+
的培养液中的残糖量均高于

对照
,

其它浓度的 L a 3 十和 C e 3 }
的培养液中的

残糖量均高于对照 (图 2 )
。

0 0
.

5 1
.

0 1
.

亏
’ 一

乏二劝

稀土元索浓度 m m o叮L

~ 6
.

01

曰

、
诚 4

.

5

平
州 3

·

O

堆
扭 1

.

5

0 0
.

5 1
.

0 1
.

5 2
.

0

稀土元素浓度 m m ol l/
J

图 I L矿 十

和 C e 3十

对菌丝生长 l 的影响

1
一
I
J a ( N ( ) 3 ) 3 2

一
C e ( N ( ) 3 ) 3

2
.

2 培养液中残糖量的测定结果及分析
:

不

同浓度
、

不同稀土元素种类的发酵液培养灵

图 Z L扩 +

和 C e 3 “
一

对培养液中残枪 t 的影响
1一 I

, a ( N O , ) , 2
一
C e ( N O 3

)
,

综合图 1
、
2 可知

:

菌丝生长量最大时
,

培

养液中的残糖量略低于对照
,

抑制作用最强

的 Z m m ol / L 的 L as `
和 C e 3士

的培养液 中的

残 糖 量 最 高
,

分 别 比 对 照 高 22
.

22 %和

41
·

54 %
。

说明菌丝生长快时
,

培养液中糖的

消耗增多
,

但灵芝菌丝生长过程中本身会向

体外分泌糖类物质
,

所以菌丝生长量与培养

液中残糖量之 间并无很强规律性的关系
。

至

于灵芝多糖在菌体和培养液中的含量是否与

的 L aa +
和 C e 3十

的有无及其浓度有关尚需进

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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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f e et s of L a 3 + an d C e 3 +n ot h e Gr o wt h of L in gz h i(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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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D o
n gl an ,

W
e n C h u a n r o n g

D i f fe r e n t e o n e e n t r a t io n s o
f L a 3+ a n d C e 3十 s

h
o
w

e
d d i f f

e r e n t e
f f

e e t o n t h
e g r o

w t h
a n d

r e s i d
u a

l
s u g a r e o n -

t e n t o f G
a , o

d
e r

m
a l u c i d u m e u l t u r a

l m e
d

u im
.

A t a e o n e e n t r a t io n o
f 2 m m o

l / L
,
L a 3+ a n d C

e 3+ in h i b it
e
d 3 2

.

5 8 %
a n

d 4 2
.

7 6%
r e s p e e t iv e

ly t h
e g r o

w t h
o
f G

.

l u e i d
u
m m y e e

l
u im

,

w h
e r e a s

l
o
w

e r e o n e e n t r a t io n (成 1 m m o
l /

L ) p
r o m o t e d t h

e g r o
w t h

o
f m y e e

l
u i m

,

w i t h 0
.

5 m m o
l / I

J s
h

o
w in g t h

e m a x im u m e
f f

e e t ,
w h i

e
h

a t t a i n e
d

a n i n
-

e r e a s e o f 3 5
.

2 1 %
a n

d 5 7
.

0 1 %
r e s p e e t i v e l y

.

T h
e r e a

f t
e r , t h

e e
f f

e e t o n g r o
w t h

r e g r e s s e
d

a s t h
e e o n c e n t r a t 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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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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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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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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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t h

e m a x i tn u m g r o w t h e
f fe e t o

f 0
.

5 m m o l / L
e o n e e n t r a t io n s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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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 e 3+ ,

w h i l
e
h ig h

e r t h a n th e e o n t r o l
a t a

ll
o t h

e r e o n e e n t r a t io n s
·

蒙药材齿叶草的生药鉴定

内蒙古蒙医学院
蒙药系 (通辽 0 28 0 0 0 )

基础部

图 稚
.

额顿陶格套
` ’

乌兰格 日 乐

摘 要 齿叶草为玄参科植物齿叶草

日 巴沙嘎
,

具有凉血
,

止刺痛的功能

开发利用这一药源提供了鉴定资料
。

关健词 齿叶草 生药鉴定 蒙药

O d
。 。 t i t e : : e

or t i n a ( L a m
.

) D u m
.

的干燥地上部分
。

蒙名为宝
。

本文描述了蒙药材齿叶草的性状
,

组织及粉末显微特征
,

为

齿叶草为玄参科植物齿叶草 od on tztt .ef

s e or t i n a ( I
J a m

.

) D u m
.

的干燥地上部分
。

蒙名

为宝 日一巴沙嘎
,

具有凉血
,

止刺痛的功能
。

本品的生药鉴别未见研究报道
,

为便于开发

利用这一野 生资源
,

我们开展 了此方面的工

作
。

1 药材性状

本品多断碎
,

全株被 白色倒硬短毛
。

茎 四

棱或圆柱形
,

直径 1
.

5一 2
.

5 m m
,

表面褐色
,

质脆断面中空
。

叶多脱落
,

破碎
,

完整叶中展

平后呈披针形条状披针形
,

长 1一 3 。 m
,

直径

s m m
。

总状花序
; 花粤钟状

,

长 4 ~ 7 m m
,

4

裂
。

萌果矩 圆形
,

长 5一 7 m m
,

直径 2一 3

m m
,

略扁
,

扁侧面各有一条纵沟
。

气微
,

味微

苦 ( 图 l )
。

2 显微特征

图 1 齿叶草药材外形

2
.

1 茎横切面
:

a) 表皮由 1 列细胞组成
。

b)

皮层由 3 列椭 圆形细胞组成
。 。 )韧皮部 比较

窄
,

细胞界线不清
。

d) 木质部较宽
。

e) 髓部薄

壁细胞有数列
,

中空 (图 2 )
。

气A d少
e “ 哭:

.

T u
_

Y a ,

I n n e r
M

o n g o l ia M
e d i

e a
l (二o l le g e ,

T
o n g li a o

,

图 椎 学士学位 1 9 9 0
一
0 7 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中药 系

,

现任内蒙古蒙医学 院蒙药 系鉴定学讲师
。

主要从事蒙药鉴
定教学

、

科研工作
。

曾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论 文 2 篇
,

省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4 篇
。

还参加了自治区科委招标课题 一项
、

内蒙教
育 厅课题一项

,

承担主要工作
。

叹 届蒙药系毕业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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