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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香菇多糖提取、纯化条件进行优化研究 ,结果表明:香菇多糖提取最佳工艺条件为: pH 7. 0, 96℃ 浸提

4 h ,料水比为 1∶ 20,醇析浓度为 70% ,蛋白质去除时样品 -氯仿+ 正丁醇 ( V∶ V)为 1∶ 1,氯仿 -正丁醇 ( V /V )为

1∶ 0. 25,萃取时间为 30 min效果最好。不同类型的香菇原料的提取结果表明: 椴栽和袋栽香菇、花菇和板菇 ,其香

菇多糖含量相差不大。 从经济角度和工艺的简易性考虑 ,分离制备香菇多糖应以袋栽板菇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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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di tions fo r the ex t raction and puri fica tion of lentinan from mushroom w ere opti-

mized. Result of the optimization show ed tha t ex t raction wi th 20 times of w ater at 96℃ fo r 4 h wi th p H

adjusted to 7. 0 gave the best resul t. Lentinan could be obtained by adding w ith 70% ethanol to an ul timate

concentra tion o f 70% and made pro tein f ree wi th a mixed solv ent of 1∶ 0. 25 chloro fo rm∶ n-butanol. All

natural or artificially cul tiv ated lentinus edodes gave nearly identical yields, but f rom the point of economy

and sim plicity , arti ficially cul tiv ated non-brindled lentinus edodes seemed to be the best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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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菇堪称食用菌的上品。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香

菇中的香菇多糖能治疗癌病 [1, 2 ]。它是刺激机体的免

疫系统使机体的免疫功能得到恢复和提高 ,由机体

本身的抵抗力去杀死肿瘤细胞。它的作用是间接的 ,

所以毒副作用小。 香菇多糖日本已生产并外销。但

因工艺复杂 ,收率低 ,成本高 ,普通肿瘤病人无法接

受。为此 ,我们对香菇多糖的提取工艺进行了较为系

统的研究 ,初步探讨出了一条较为理想的生产工艺 ,

为其工业化生产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香菇 (花菇、板菇 )为市售 ,选用袋栽

或椴木栽干品。实验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1. 2　实验方法

1. 2. 1　多糖的总量测定:采用苯酚 -硫酸法
[3 ]

,以葡

萄糖为标准品。

1. 2. 2　多糖粗品中除去蛋白质采用 Serag法
[4 ]。

1. 2. 3　工艺流程:原料→烘干→粉碎→称重→调配

→热水抽提→过滤→滤液醇析→复溶→去除杂蛋白

→香菇多糖。

2　结果与讨论

2. 1　香菇多糖提取条件的确立:影响香菇多糖提取

得率的因素很多 ,如提取时间、提取次数、温度、 p H

值、溶剂体积、搅拌等。现针对这些因素采用六因素

二水平正交法确立多糖的提取条件 ,因素水平表见

表 1。根据因素水平表 ,分 8组实验 ,每组取干香菇 1

kg提取多糖 ,结果见表 2。
表 1　因素水平表

因素
A

时间 (h )

B

次数

C

温度 (℃ )

D

p H

E

溶剂体积

F

搅拌

1 3( A1) 1( B1 ) 90( C1 ) 70( D1) 15( E1 ) 不搅拌 ( F1)

2 4( A2) 2( B2 ) 96( C2 ) 10( D2) 20( E2 ) 搅拌 ( F2)

　　从极差结果来看 ,初步得出影响多糖提取得率

因素的主次顺序为 E> C, D> B> F> A,影响作用

较大的是 E, C, D,即溶剂体积、温度和 p H值 ,其它

因素影响较小可以忽略不计 , 8号提取条件最好 ,即

A2 B2 C2 D1 E2 F1 ,多糖得率为 6. 5%。由实验结果确立

这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参数为溶剂体积为样品的 20

倍 ,温度为 96℃ , p H 7. 0。

2. 2　醇析作用对多糖得率的影响:取一定量的多糖

浸提液分装于 4支试管中 ,并依次加入无水乙醇 ,

直至乙醇浓度分别为 50% , 60% , 70% , 80% ,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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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香菇多糖提取正交结果

实验号 A B C D E F 粗多糖得率 (% )

1 A1 B1 C1 D2 E2 F1 0. 80

2 A2 B1 C2 D2 E1 F1 1. 0

3 A1 B2 C2 D2 E2 F2 5. 0

4 A2 B2 C1 D2 E1 F2 0. 5

5 A1 B1 C2 D1 E1 F2 3. 6

6 A2 B1 C1 D1 E2 F2 4. 5

7 A1 B2 C1 D1 E1 F1 1. 5

8 A2 B2 C2 D1 E2 F1 6. 5

K1 10. 9 9. 9 7. 3 16. 1 6. 6 12

K2 12. 5 13. 5 16. 1 7. 3 18. 8 11. 4

k1 2. 73 2. 48 1. 83 4. 00 1. 65 3

k2 3. 13 3. 38 4. 00 4. 00 4. 4 2. 6

R 0. 395 0. 90 2. 17 2. 17 2. 55 0. 4

一定时间后 ,离心收集沉淀并烘干称重 ,结果乙醇终

浓度在 70% 左右时效果最佳 ,经醇析后沉淀即为

多糖粗品。

2. 3　多糖粗品的纯化: 多糖粗品中的蛋白质可用

Sevag法除去。 为了准确地探讨 Sevag法中的氯仿

与正丁醇的配比及样品体积 ,正交试验法进行优化

选择 ,结果见表 3、表 4。
表 3　多糖粗品纯化因素水平表

因素
A

样品 -氯仿 -正丁醇

(V /V )

B
氯仿 -正丁醇

(V /V )

C
时间 ( min)

1 A1( 1: 0. 5) B1 ( 1: 0. 2) C1( 10)

2 A2( 1: 1) B2 ( 1: 0. 25) C2( 20)

3 A3( 1: 1. 5) B3 ( 1: 0. 4) C2( 30)

　　正交试验结果表明影响多糖粗品纯化最重要的

因素是抽提时间 C,其次是样品与氯仿 -正丁醇的体

积比及氯仿与正丁醇的体积比。 由实验结果确立这

三个影响因素的参数为 C3 A2 B2 ,即氯仿与正丁醇

的体积比为 1∶ 0. 25,样品与氯仿 -正丁醇的体积比

为 1∶ 1,提取时间为 30 min,即 5号实验提取效果

最好 ,多糖得率为 61%。

2. 4　材料类型对多糖得率的影响:本试验采用椴栽

和袋栽两种类型的花菇和板菇 ,经醇析后 ,发现椴栽

香菇的粗多糖含量远高于袋栽香菇 (约 2倍 ) ,但经

Sevag法除蛋白质后 ,初步提取的纯多糖并无明显

差异 ,为此我们又做了样品类型的单因素试验: 取一

定的香菇干粉采用上述试验得出的最佳工艺过程进

表 4　多糖粗品纯化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A B C 多糖得率% *

1 A1 B1 C1 30

2 A1 B2 C2 59

3 A1 B1 C3 48

4 A2 B1 C2 55

5 A2 B2 C3 61

6 A2 B1 C1 46

7 A3 B1 C3 49

8 A3 B2 C2 36

9 A3 B3 C1 40

K1 137 121 112

K2 162 156 154

K3 125 134 158

k1 45. 6 40. 3 37. 3

k2 54 52. 0 51. 3

k3 41. 7 44. 7 52. 7

R 12. 3 11. 7 15. 7

　　* 指 Sevag法除蛋白后所得多糖与醇析所得粗多糖中的多糖总

量之比。

行抽提和醇析 ,结果如表 5。

　　从表 5可以看出袋栽的花菇和板菇以及椴栽的

花菇和板菇之间多糖含量并无大的差异 ,但是椴栽

表 5　材料类型对多糖得率的影响

材料 粗多糖 (% ) 香菇多糖 (% )*

袋栽 板菇 2. 5 0. 05

花菇 2. 7 0. 05

椴栽 板菇 6. 5 0. 06

花菇 6. 5 0. 06

　　* 指经 Sevag 法除蛋白后所得多糖与原料的质量百分比。

香菇的粗多糖得率却远远高于袋栽香菇 ,但经 Se-

vag法除蛋白后 ,这两种材料的香菇多糖得率却无

显著差异。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椴栽香菇蛋

白质含量远大于袋栽香菇但其多糖含量并无显著差

异 ,考虑到经济 (椴栽板菇的成本是袋栽的 2倍 )及

生产方便性 (袋栽香菇的蛋白含量小于椴栽香菇 ) ,

我们认为提取香菇多糖用袋栽板菇更为经济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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