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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关。在试验过程中，观察到Blm有较强的悬浮性； 

而Bbm有较强的凝絮性。Blm 的培养基中均匀分散，可以 

充分和周围基质接触，因此生长较好，但是由于营养物质 

消耗较快，所 以Blm 保存性较差；而 Bbm在培养基中容 

易聚集在底部，和周围基质接触不充分，因此生长缓慢， 

但是由于营养物质消耗较慢，所 以Bbm保存性较好。 

在主要原料确定之后 ，筛选优化复合培养基的关键 

就是补充成分的选择 ，包括浓度 的确定。本研究在选择 

补充成分时 以经典的双歧杆 菌培养基配方为参考 ，有～ 

定的优点，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经典的双歧杆菌培养基 

配方是前人在大量试验基础上反复摸索出来的，因此非 

常科学。以其为参考可 以有的放矢，节约时间；本研究 

在较短时间 内获得 了一个 比较理想 的培养基，可以说得 

益于此 。其不足 之处是人为地缩 小了筛选 范围 。据报 

导，许多物美价廉的材料具有对双歧杆菌促进 生长的作 

用。田洪涛等的研究表 明 ，1％的魔芋水解液可 以使两 

歧双歧杆菌活菌增殖量比对照提高了 7．85倍；强桂兰、 

梁冰等研究证实【5． ，螺旋藻和海带对双歧杆菌有 良好的 

增殖效果 。此 外，胡萝 卜汁 、番茄汁、黄豆芽汁 、乳 

清粉等的良好的促生长作用也有报导【 ~9】。在更大的范围 

内进行补充成分的筛选工作，将有助于获得更为理想的 

双歧杆菌培养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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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 CO2萃取不同部位姜油的组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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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超临界流体技术研究中心，贵阳 550002) 

摘 要 ：应用超临界 CO2萃取 同一 品种生姜的带皮姜、去皮姜、姜皮姜油，采用 GC—MS联用技术分离鉴定其中 

的化学组成，并计算其相对含量。结果表 明不 同部位姜油化学成分含量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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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Zingilmr Official Rosc．)是传统的调味料和加香剂， 

又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我国广为种植。姜精油和姜油树 

脂在国外应用于食品工业已有五十年的历史，最初的产品 

只有一两种，现已扩大到三十 多个品种，特别是姜油树 

脂已成为食品工业的主要原料之--[2]。近年来，国外对生 

姜的研究进一步深化，逐步向深度开发转化⋯，姜油市场 

前景广 阔。本研究可为姜油 的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与仪器 

表 1 超临界 COz萃取不同部位姜油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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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水城县发耳 乡当年收老姜 ，部分作 去皮 处 

理 ，将带皮姜 、去皮姜 、姜皮分别置于 40℃烘箱中干 

燥，使水分含量降至 7％ 左右 ，粉碎成 20目粗粉备用。 

1．2 超临界装置 

4L超临界 CO2萃取装置(白行研制)。 

1．3 GC—MS仪 

HP589oPI ，SGC，5989AMS气质联用色谱仪 美国惠 

普 公 司产 。 

2 方 法 

2．1 超临界CO：萃取 

取带皮姜、去皮姜、姜皮粉各 200g，置于 4L超临 

界 CO：萃取装置，在 15MPa、35℃超临界 CO：流体中连 

续萃取 1．5h，姜油得率分别为 3．57％、2．87％、4．6％。 

2．2 GC—MS分析 

GC条件：色谱柱为HP一1弹性石英毛细管柱 30m × 

0．2mm ×0．32 In，柱温 50~250℃，程序升温 70"C(保持 

5min)一程序升温(2℃，min)一 250"C(保持 lOmin)，进样口温 

度 250℃，柱前压 10p si，载气为氦气 。 

MS条件：EI离子源 ，离子温度 250℃，四极杆温 

度 100℃，接 口温度 260℃，电子能量 70eV，质量扫描 

范围 30~550u，电子倍增电压 2500V。 

3 结果与讨论 

不同部位姜油经 GC—MS测定分析，共鉴定出34种化 

合物 ，峰面积归一化法 定量 ，结果见表 1。 

由表 1结果可知，不同部位姜油化学成分含量存在差 

异。各姜油中主要成分 a一姜烯含量差异不大 ，而姜皮 

油中姜辣素成分姜烯酚、姜油酮含量 明显高于带皮姜油 

和去皮姜油 ，表明姜辣素主要分布在姜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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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 EMS诱变，从啤酒酿造生产菌株啤酒酵母(Saccharomyces carlsbergensis)FB中筛选分离得到一株发酵 

液中双乙酰含量优于亲株的新菌株 FB—E1。以 12~Bx麦芽汁为培养基，用内装 300ml麦芽汁的500ml三角瓶于 12"C下 

发酵，发酵 8d后发酵液 中双乙酰含量比亲株降低了 42．7％。该菌株的其它发酵性能的测定结果表 明其保持了亲株 

的优 良性状 ，且遗传性状 稳定 。 

关键词 ：啤酒酵母；诱变；双 乙酰 

Study on Chemical M utation of Selected Strain of 

Saccharomyces Carlsbergensis FB 

TANG Xiao—da， ZHANG Xiu—li，W EI W en—ling， LIU Yue—ying， LIU Jin—wen 

(College of Life Science，Xiamen UrIiVerS ，Xiamen 36100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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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din500mlflaskwith 300ml120Bxwortat11℃ ．After 8d，thediacetyl contentinthefermentedfiqmdofFB—E1W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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