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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徐州和苏州其有代表性的地 区来集花生
、

大豆等 7 个油杆样品进行浏定
,

以零

菌为 t 点
,

对样品在正常品质 以及 不 良储截条件下的徽 生抽学指标进行 了初步探讨
.

得出
:
品

质正常的油并真菌总1 为百 ~ + 数女级
,

内部比外部的菌黄低
,

奥菌种类占优势
,

其优势菌

主妥是株 刀菌和青霉
。

模拟储藏后的油并
,

其菌1 比原始样品 高 2~ 3 个数1 级
,

真菌种类除保特部分 田问真菌

苗相外
,

逐步为白 曲 霉
、

杂色曲霉等腐生性真菌所代替
.

品质的劣变和徽生物的真菌菌责及 菌相的变化有着密切 的关系
.

1 前 言

花生
、

大豆
、

油菜籽和芝麻等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
。

东北
、

黄淮和江淮是我国三个大

豆主要产区
.

随着产量
、

收购量的大幅度增长
,

仓储量和储藏期也随之增加
。

大豆
、

花生等油料比其

它粮食更容易在 田间
、

收获
、

加工及储藏的过程中遭受各种微生物的危害
,

使品质下降
,

发

芽率降低
。

一些腐生菌可以产生真菌毒素
,

特别是黄曲霉毒素 B ,

是一种强烈致癌物质
,

严重

危害人
、

畜的健康
。

2 材料和方法

2
.

1 材料

分别从苏州和徐州采集 10 个样品
,

其中大豆 3 个
,

花生 2 个
,

油菜籽 1 个
,

芝麻 1 个
.

2
.

2 方法

2
.

2
.

1 品质分析

1) 水分测定
:

10 5 ℃恒重法
。

2) 粗脂肪 测定
:

索氏抽提法
。

只测菜籽和芝麻
。

3 ) 月旨肪酸 测定
:

苯浸出法
。

4) 发芽率测定
:

培养皿保湿种植法
。

5) 黄曲霉毒素测定
:

薄层色谱法
。

只测花生仁和花生果
。

,
本文由南京经济学院项琦老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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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2 橄生扮分析

l ) 稀释分析法 (l ) 洗涤稀释分析法
:

测定样品外部霉菌菌量和菌相
; (2) 表面消毒

~ 组织捣碎稀释分析法
:

测定样品内部霉菌菌量和菌相
, (3) 组织捣碎稀释法

:

测定样品的

全菌量及菌相
.

2) 表面消毒~ 种植分析法 测定样品内部霉菌的检出率
。

培养基
:

霉菌分析 (马铃薯一葡萄糖一琼脂培养基和察氏培养基 )
。

酵母菌分析 (麦芽汁

一盐一琼脂培养基 ) , 由于实验样品中分离 出的酵母菌很少
,

在后来的实验中
,

取消了酵母菌

的分析
.

3) 模拟储藏条件及设计方案 (1 ) 储藏条件
:

湿度 85 %一90 %
,

温度 28 ~ 30 ℃ ; (2)

设计方案
:

样品经混合均匀后分样
,

一部分用于原始样品的测定
,

另一部分用于模拟储藏实

验
.

将 3 个玻璃缸洗净干燥
,

内盛 4%的 Ba cl
:

饱和溶液用来控制湿度
。

把 3 个铁丝架放在玻

璃缸中
.

用 4 个大小适宜的窗纱袋装大豆和花生仁
; 用 2 个布袋装芝麻和菜籽

; 花生果散装
,

各约 300 ~ 40 呢
.

密封好后储存于温箱中
,

恒温 28 ~ 30 ℃
,

经 21 天后测定其品质指标和微生

物指标
。

4) 样品经模拟储藏后的现象 模拟储藏一段时间后
,

花生果的果壳和花生仁上有明显的

霉斑
,

并有一股霉味
,
大豆上也有霉斑

,

霉味不明显
; 芝麻和菜籽从颜色和气味上看

,

变化

较少
。

这说明在一定的温
、

湿度条件下
,

经一段时间的储藏后
,

样品的理化指标及微生物指

标均有明显变化
。

这 已从表观上反映出来了
。

3 结果与分析

3
.

1 各种油料正常菌工水平及菌相特点

3
.

1
.

1 菌童特点

l) 原始样品 真菌总量为 1
.

8 x l护 ~ 7
.

7 x 10
,

个 / g
。

2) 模拟储藏样品 真菌总量为 6
.

5 火 10
,

一 6
.

8 火 10
5

个 / g
。

3 ) 两者比较 原始样品小于模拟储藏样品 2一 3 个数量级
。

3
.

1
.

2 菌相特征

从菌相分析看霉菌为优势菌
,

所 以本课题以霉菌为重点进行研究
。

原始样品及储藏后样

品的优势菌见附表
。

从附表可看出
:

原始样品中以青霉
、

镰刀菌为主要优势菌
,

其次是 白曲霉
;
模拟储藏后

,

以 白曲霉
、

青霉为主要优势菌
,

其次是杂色曲霉
、

谢亘曲霉
、

芽枝霉和支链抱霉等
,

田间真

菌大大减少
,

逐步为储藏真菌所替代
。

3
.

1
.

3 油料 内部真菌检 出率的种植分析

原始样品主要以黑曲霉和青霉为优势菌
,

检出率分别为 24 %和 57 % ;
储藏后主要以棕曲

霉和青霉为主要优势菌
,

检出率分别为 31
.

6纬和 35 %
.

3
.

1
.

4 真菌的种类

由原始样品的内
、

外部共分离 出真菌 12 属 20 余种
,

主要有青霉
、

黄曲霉
、

黑 曲霉
、

烟

曲霉
、

棕曲霉
、

杂色 曲霉
、

白曲霉
、

构巢曲霉
,

土 曲霉
、

镰刀菌
、

交链饱霉
、

芽枝霉
、

丝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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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原始样品与储藏后样品 中优势菌对照 (单位
:

肠 )

样 品 名 称

及 来 裸

全 菌 分 析 内 部 菌 分 析 外 部 菌 分 析 种 植 分 析

原始 储截 原始 储裁 原始

美 国 进 口 大 豆 青 . 5 5
.

6

苏 州 1 6 0 3 库

树炮尽 4 7. 1

丝核菌 2 9
.

5

黑曲母 3 5 6

青 雄 3 么 5

捺曲每 3 6. 2

白曲母 2 1
.

3

淮 阳 大 豆 棘刀菌 9 5
.

3 杂色曲称 32
.

通 . 刀 菌 7 3
.

3 水产抱菌 60 . 刀菌 68
.

3 白曲 . 7 4
.

1 青稼 50
.

3

苏 州 1 6 0 3 库 谢 亘曲稼 3 0
.

2

青 称 2 9二

根布 26
.

7

青祥 2 0

丰 县 大 豆 旅刀 菌 1 色 2

徐州 朝 阳 粮库 未产抱菌 17
.

9

丝 核曹 1 5
.

3

:{:;
丝核菌 “

.

9 谢亘曲 . 9’ 未产抱菌 43
.

8 未产抱菌 7 1
.

1 烟 曲布 2 2
.

2 棕曲每 打
.

4

镰刀 菌 3 5
.

5

新 沂 花 生 仁 青 林 36
.

9

徐 州 朝 阳 粮 库 黄曲祥 25
.

9

青祥 86
.

9 白曲 . 9 1
.

5 青‘ 5 0
.

‘ 白曲祥 40
.

6 青霉 5 5
.

3

新 沂 花 生 果 青稼 69
.

9

徐 州 朝 阳 粮 库

苏 州 油 菜 籽 青霉 8 7
.

6

苏州植油加工厂

青耳 9 4
.

3 青称 98
.

4 未产抱菌 9 1 3 青稼 2 0

缘色木 . 2 0

青 . 3 6
·

7 青 . 材
.

了 青每 8 3
.

3

白曲母 88
.

9 白曲稼 4 5
.

7 白曲易 9 9
.

5 青祥 82
.

3 杂色曲. 3!
.

9 青祥 57
.

4 杂色曲霉 2民3

青祥 2 7
.

6

徐 州 芝 麻 白曲霉 4 4
.

2 白曲 . 84
.

5 青 . 69
.

2

徐州 朝 阳 粮库 青霉 32

白曲 . 9 9
.

5 白曲‘ 4 1
.

8 白曲称 8 ‘
.

3 青霉 4 3
.

3 白曲雄 2 7
.

6

白曲霉 4 2
.

2 杂色曲每 36
.

4

菌
、

木霉
、

根霉
、

毛霉等
。

样品经模拟储藏试验后
,

真菌减少 7 ~ 8 种
,

主要以青霉
、

白曲霉
、

杂色曲霉
、

镰刀菌为优势菌
。

3
.

2 储藏前后的品质变化

模拟储藏后水分相应增加
,

大豆平均增加 7
.

5 %
,

花生仁增加 4
.

2 %
,

花生果增加 5
.

6 %
,

油菜籽增加 5
.

5 %
,

芝麻增加 4
.

4%
.

随着水分的增加
,

霉菌大量繁殖
。

粮食品质 已经发生了

劣变
,

脂肪酸值上升
,

大豆平均上升 79
.

3 %
,

花生平均上升 62 3
.

6 %
,

菜籽上升 51
.

7 %
,

芝

麻上升 1 5
.

78 %
。

发芽率下降
,

大豆平均下降 19
.

23 %
,

花生仁下降 62
.

5 %
,

花生果下降 5 %
,

油菜籽下降 12 %
。

3
.

3 储藏前后菌量与品质变化的关系

储藏前正常油料真菌总量在百一千数量级
,

油料水分低
,

’

脂肪酸值低
,

发芽率高
,

品质

正常
。

经模拟储藏后
,

j

霉菌总量上升很快
,

最高的增加 1 4 7 5 倍
,

最低的也增加了 12 倍
。

水

分最高增加 7 %
,

最低增加 3
.

5 %
。

脂肪酸值最高增加 6 4 4
.

1 %
,

最低增加 51
.

7 %
。

发芽率下

降的最大值为 6 2
.

5 %
,

最小值为 1
.

2%
.

从这些实验数据可看出
:

水分增高
,

霉菌大量繁殖
,

脂肪酸值增高
,

发芽率下降
。

3
.

4 油料品质变化与微生物区系变化的关系

原始样品的品质是正常的
,

从菌相上可看出
,

原始样品主要以镰刀菌
、

青霉等田间真菌

居多
,

随着油料品质的劣变
,

微生物区系也发生了变化
。

样品中除继续保持田间真菌的优势

菌种外
,

逐步被曲霉等储藏真菌所替代
。

从微生物菌相的变化也可看出
,

油料在储藏之后品

质发生了劣变
。

3
.

5 黄曲霉毒素的产毒情况

花生储藏前后黄曲霉的检出比较多
,

但我们对花生进行黄曲霉测定的结果为阴性
。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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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是
:

(l ) 黄 曲霉毒素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温
、

湿度条件
; (2 ) 花生上有多种真菌

,

在自

然条件下
,

这些微生物的生长有拮抗作用
; (3) 黄曲霉产毒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

.

本次实

验由于时间的限制和样品量的限制
,

测定结果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差异
。

3
.

6 各种立常油料的微生物学指标的讨论

从上述的分析可得出
:

品质正常的油料真菌总量为百一千数量级
,

内部菌比外部菌低
,

内

部菌量和全菌量的测定可作为今后微生物测定的主要项 目
,

外部菌量的测定可作为检查样品

污染程度的一个项 目
。

在测定中得出真菌的种类占优势
,

它可作为测定的重点
,

优势菌为镰

刀菌和青霉
。

模拟储藏后的油料
,

其带菌量比原始样品高 2一 3 个数量级
,

除保持部分田间真菌菌相外
,

真菌种类逐步为 白曲霉
、

杂色曲霉等腐生性真菌所替代
,

这是油料微生物区系演替的基本趋

向
。

油料品质的劣变和真菌的菌量
、

菌相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

菌量增多
,

品质发生劣变
,

真菌种类由田间真菌向储藏真菌的演替
,

也是品质发生劣变的一个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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