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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玉米芯水解液发酵木糖醇的研究

吴 星 张 涛
‘

朱文昌 章克昌

(发酵工程系 )

摘要 对用玉米芯水解液发酵木糖醉进行 了研究
。

结果表明玉米芯水解液中的葡

萄糖和杂质成分对木糖醇发酵具有抑制作用
。

试验显示一些添加荆能明显减轻这

种抑制作 用
。

本试验 用玉米芯水解液进行的木糖醉发酵中
,

木糖醉的转化率为理论

值的 7 4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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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木糖醇是一种五碳糖醇
。

被广泛用于国防
、

医药
、

食品和化学等工业
。

木糖醇也是一种

具有营养价值的甜味剂
,

由于它在体内的代谢不需胰岛素
,

因此可作为糖尿病人的食糖代用

品
。

另外木糖醇还可作为防龋食品
。

目前国内外生产木糖醇的方法是化学法
,

即由农业纤维

废料如玉米芯和甘蔗渣等经酸水解和提纯处理
,

得到较纯的木糖
,

然后通过催化剂在高温和

高 压下氢化
,

把木糖还原成木糖醇
。

国外 已有在实验室用发酵法转化木糖为木糖醇的报

道 [l.
2〕

,

国内在 1 9 8 9 年也有了首次报道[s1
。

用发酵法生产木糖醇的优点是不需要高温和高

压条件
,

可省去高压容器
、

制氢装置和大量催化剂
,

并能节省能耗
、

简化工艺
。

我们在已取得

用纯木糖发酵木糖醇的较好结果的基础上对玉米芯水解液发酵木糖醇的条件进行了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菌种

Can di da W Q
一1 由本实验室保存的 C

.

R u x 经选育而成
。

活性干酵母 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宜昌食用酵母基地出品
。

L Z 培养基

Y PN 培养基 (g / L ) 酵母膏 (Y E )5
.

0
,

蛋 白膝 (Pe p ) 5
.

0
,

酵母含氮基础培养基 (Y N B )

5
.

0
,

木糖和葡萄糖按需添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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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移
1

.

3 试剂

D
一

木糖
·

生化试剂
,

上海试剂二厂
。

蛋 白陈 (p e p ) 生化试剂
,

天津东风卫生材料

酵母含氮基础培养基 (Y N B ) 美国 D IF CO

售市

酵母膏 (Y E ) 美国 SI G MA 产品

豆饼粉
,

玉米粉
,

酒糟
,

戴皮和添加

1
.

4 培养条件

剂 S

培养基经 Ik g /c m
,

15 m in 灭菌
,

接种后置

3 0 ℃摇瓶培养
,

隔时取样分析
。

玉米芯酸水解液处理方法

甲
一

X 3 型旋转式衡温摇瓶机在 1 8 or / m in
,

(1 ) 玉米芯酸水解液的中和 玉米芯酸水娜

用滤纸过滤后待用
。

滤后

默
性碳”” “玉米芯酸水解“ 中’“5

降
‘’‘“’“

‘

性碳
,

8。·“” IOm 、一滤纸过

(3) 活性干酵母处理 玉米芯酸水解液中加一0
.

1铸活性干酵母在 1 8 0 r / mi n3 o ℃摇瓶培

养 2 4 h 后待用
。

一

1. 5
.

分析方法 {

(1) 木糖醇含量测定 [’] 取待测样品 0
.

sm l一
,

加高碘酸试剂 0
.

sm l混匀
,

置 sm in
,

加入

氛化亚锡试剂 0
.

sm l
,

加变色酸试剂 5m l
,

振摇
,

沸水浴 30 m in
,

冷却
,

在 5 7 0n m 波长测光吸

收值
,

与在同样条件下测定的标准样品曲线比较
。

一

(2 ) 木糖含量测定 [5] 取待测样品 0
.

sm l
,

加 3
,

5
一

二硝基水杨酸试剂 0
.

sm l混匀
,

沸水

浴 ,5 m in
,

冷却
,

加水 4 m l后在 5 4 0n m 波长测光吸收值
,

与在同样条件下测定的标准样品曲

线比较
。 1

一

�一\戳忽卑关

2 实验结果

2
.

1 葡萄糖对木糖醇发酵的影响

玉米 芯酸 水 解液 中含 有 约 “%木

糖
,

25 %葡萄糖及少量其它杂糖
。

为了观

察葡萄糖对木糖发酵木糖醇的影 响
,

我

们分别用 5铸木糖
、

5铸葡萄糖的 5%木

糖 + 葡萄糖进行木糖醇发酵对 比试验
,

结果见图 1
.

结果显示 (l ) 纯葡萄糖很少产木

糖醇
; (2 ) 在木糖中加入葡萄糖后

,

木糖

醇产量 比用纯木糖发酵低
。

图 1

2
.

2 玉米芯酸水解液发酵木糖醇条件的研究一了5 %木糖

葡萄馆对木糖醉发酵的影响

一 }一5% 葡萄糖 一一
5 肠木糖加葡萄糖

在玉米芯酸水解液发酵木糖醇的过程中
,

我们研究了用活性碳和活性干酵母处理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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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酸水解液及添加 Y N B
,

M g 离子和添加剂 S 对木糖醇发酵的影响
,

结果见图 2 和图 3
.

35202530巧1050

�一、灿�称关盈

一一

凛蘸凛凛 ⋯⋯

囊耀耀
302520巧1005

�一、巴梅祷趁

N + P + 0
.

5 %Y N B N + P + M g

添加成分

N + P + S 不加活性干酵母 加活性干醉母

处理条件

带七

图 2 活性碳处理玉米芯酸水解液及添加 YN B
,

M g 离子和添加 S 对禾糖醇发酵的影响

. . 3 6h
,

不加 A C 留团 48 h
,

不加 A C

. 圈 3 6 h
,

A C I公田 4 8 h
,

AC

N
.

0
.

5 % (N H ‘ ) 2 5 0 ‘
P

.

0
.

1呱K H ZPO ;

M g
.

0
.

0 5%M g SO
; 7H : 5

.

1肠添加剂 5
.

A C
.

活性碳处理 Y N B
.

酵母含氮基础培养基

图 3 活性干酵母处理玉米芯酸水

解液对木糖醉发醉的影响

圈夕 3 6 h
,

不加 A C 〔二 ! 4 8 h
,

不加 A C

区多 3 6 h
,

AC 〔至 4 8 h
,

A C

A C
.

活性碳处理

图 2 结果显示 在不加活性碳的试验组中
,

加添加剂 S 能较大地提高木糖醇的产率
,

而

YN B 和镁离子的作用远小于添加剂 5
.

在加活性碳的试验组 中
,

加添加剂 S 在发酵 3 6h 时

能比 Y N B 和镁离子较大地提高木糖的产率
,

说明加添加剂 S 能较大提高木糖的发酵速度
,

但其总的产率小于 Y N B
,

说明 Y N B 中微量营养成分对木糖醇的产率有较大的影响
。

图 3 的结果显示 在不加活性碳的试验组中
,

加活性干酵母能较大地提高木糖醇的产

率
,

在加活性碳的试验组 中
,

加活性干酵母能较大地提高木糖 的发酵速度
,

但对总的木糖醇

产率提高不大
。

3 讨 论

本实验用玉米芯酸水解液发酵木糖醇
,

经活性碳和活性干酵母处理后
,

木糖醇的浓度达

29
.

29 / L
,

对总糖的转化率为 48
.

7呱
,

如按玉米芯酸水解液总糖中含 “%木糖计算
,

对木糖

的转化率为 74
.

9 %
·

从实验结果看
,

用玉米芯酸水解液发酵木糖醇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玉米芯酸水解液 中杂

质成分和葡萄糖对酵母发酵木糖醇的抑制作用
。

用活性碳处理玉米芯酸水解能有效地提高木糖醇的产率
,

其主要作用可能是吸附了玉

米芯酸水解液中的抑制物质
。

在不加活性碳的试验组 中
,

只有加添加物 S 能较大地提高木糖

的产率 ;这显示添加物 S 既能作为一种营养成分
,

也能吸附一部分抑制物质
。

在不加活性碳的试验组 中加活性干酵母能提高木糖醇的产率说明葡萄糖对酵母发酵木

糖醇有抑制作用
,

因为活性干酵母只利用葡萄糖而不能利用木糖
。

但加活性干酵母处理后
,

木糖醇的产率提高不到最高点
,

说明葡萄糖对酵母发酵木糖醇只起一部分抑制作用
。

在加活

性碳的试验组中
,

加活性干酵母能提高木糖醇的产率
,

但提高不大
,

这说明玉米芯酸水解液

中的其它能被活性碳吸附的杂质成分对酵母发酵木糖醇也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



26

{

一

一
无 锡 轻 工 业 学 晓 学 报 第 12 卷第 1 期

从结果还看出
,

添加物 S

率
,

如能进一步优化其他条件

水解液木糖醇发酵添加物
。

能在不力。活
J

, 碳和活⋯
,

, 干酵母处理下较大地提高木糖醇的产

,

添加剂 S 是一种极有希望的能节约成本
,

简化工艺玉米芯酸

结果说明
,

用玉米芯水解液进行木糖醇发酵是粮有希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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