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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实验室保存的开菲尔粒中分离筛选高产葡聚糖菌株。经乳酸菌的初筛和胞外多糖产糖

量分析，筛选出一株能高产葡聚糖的菌株，命名Ｔ－Ｌ１，结合形态学 特 征 和１６ＳｒＲＮＡ的 序 列 分

析，将该菌株鉴定为明串珠菌 （Ｌｅｕｃｏｎｏｓｔｏｃ　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ｏｉｄｅｓ），采用单因素和正交试验对该菌发酵

条件进行优化研究，结果表明该菌的最佳发酵条件发酵温度为２８℃、发酵时间为２４ｈ、接种量

体积分数为５％，培养基起始ｐＨ值为６．５。在此优化条件下，葡聚糖的产量为３０．１２ｇ／Ｌ，比优

化前提高了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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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串 珠 菌 （Ｌｅｕｃｏｎｏｓｔｏｃ　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ｏｉｄｅｓ）存 在 于

蔬菜、甘 蔗、饲 料 和 多 种 发 酵 食 品 等 各 种 植 物 材 料

中，在各种乳制品和功能性食品中作为有益菌得到

广泛应用，是食品生物技术中表达不同蛋白的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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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菌［１］，明串 珠 菌 常 被 用 于 黄 油、发 酵 乳 以 及 干

酪的发酵生产［２］。明串珠菌产生的ＣＯ２，使干酪变

得松软，有较好的口感。肠膜明串珠菌和乳明串珠

菌 特 异 的 柠 檬 酸 盐 代 谢，产 生 双 乙 酰 和 芳 香 族 物

质，有助于乳制品风味的形成［３－４］，可作为非发酵菌

株与其他乳酸菌互配发酵。
右旋糖酐是明串珠菌的右旋糖酐 蔗 糖 酶 催 化

蔗糖 聚 合 成 的 一 种 葡 聚 糖，具 有 免 疫 抗 癌 作 用，是

一种具有重要医用价值的产品，有不少研究者致力

于它的开发研究［５］。生产葡聚糖的方法较多，有微

生物 发 酵 生 产、酶 催 化 合 成 和 分 解、从 植 物 或 真 菌

中 提 取 或 从 酵 母 中 制 取，但 以 微 生 物 发 酵 生 产 为

佳［６－７］。
此外，明串 珠 菌 代 谢 果 糖 产 生 甘 露 醇，甘 露 醇

代谢不需要胰岛素，故可以制成适合糖尿病人的食

品。利用“膜细胞 循 环 生 物 反 应 器”可 以 大 大 提 高

明串珠菌 代 谢 果 糖 生 成 甘 露 醇 的 产 量［８］。明 串 珠

菌还可以产生Ｋ族维生素治疗疾病，并用于叶酸的

发酵生产［９］。某 些 明 串 珠 菌 菌 株 能 够 代 谢 产 生 细

菌索及其它多种抑菌成分，对志贺菌属、沙门菌属、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常见致病菌有拮抗作用。

目前的研究 表 明，明 串 珠 菌 在 乳 制 品、食 品 和

医药 行 业 具 有 重 要 价 值，但 在 生 理、生 物 学 特 性 和

工业 用 途 方 面 仍 然 存 在 菌 株 差 异，所 以 筛 选、鉴 定

具有优良特 性 的 明 串 珠 菌 菌 株 仍 然 是 未 来 的 工 作

方向之一。加 强 明 串 珠 菌 菌 株 的 筛 选、鉴 定、代 谢

和生理特性的基础研究工作，可以为商业性发酵剂

的规模化生产提供新的优良菌株和资源。
作者从开 菲 尔 中 筛 选 出 一 株 能 利 用 蔗 糖 产 葡

聚糖的菌种，经鉴定为肠膜状明串珠菌 （Ｌｅｕｃｏｎｏｓ－
ｔｏｃ　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ｏｉｄｅｓ），并 对 其 发 酵 产 葡 聚 糖 的 条 件 进

行了研究。

１．１　实验材料

１．１．１　实验材料　开菲尔粒：作者所在实验室保存。

１．１．２　主要试验仪器　ＬＲＨ－１５０生 化 培 养 箱：上

海－恒科技有限公司产品；ＪＪ５００精密电子天平：美国

双杰兄弟集团有限公司产品；ＵＶ／Ｖ－１６／１８型紫外／
可见分光光 度 计：上 海 美 普 达 仪 器 有 限 公 司 产 品；

ＳＷ－ＣＪ－１Ｃ型 双 人 单 面 净 化 工 作 台：苏 州 佳 宝 净 化

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产品；ＳＹＱ－ＤＳＸ－２８０Ｂ型不锈钢

手 提 式 压 力 蒸 汽 灭 菌 器：上 海 申 安 医 疗 器 械 厂 产

品；１０１Ａ－型数字显示式干燥箱：上海浦东荣丰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产品。ＳＩＧＭＡ　３Ｋ－１５台式冷冻离心

机：北京欣惠泽奥科技有限公司 产 品；ＺＤ－２型 自 动

电位滴定仪：上海雷磁电子仪器厂产品。

１．１．３　培 养 基　 ＭＲＳ培 养 基［１０］，分 离 培 养 时 添

加溴甲酚紫作 为 指 示 剂；筛 选 培 养 时 将 ＭＲＳ培 养

基原始配 方 中 的２０．０ｇ，葡 萄 糖 改 为５．０ｇ，并 加

５０．０ｇ蔗糖，其 他 组 分 不 变，不 加 琼 脂 为 产 糖 发 酵

培养基。糖 发 酵 培 养 基 及 其 它 鉴 定 试 验 培 养 基 均

参照文献［１１］。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产葡聚糖 菌 株 的 筛 选　无 菌 条 件 下 取１ｇ
开菲尔粒在研钵中研碎后进行系列梯度稀释，１０－１、

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５　５个梯度，取后３个稀释度，采用

涂布法在加有指示剂溴甲酚紫的 ＭＲＳ培养基平板

上进行菌种分离，菌株生长产酸使培养基的ＰＨ值

变低，指示剂 溴 甲 酚 紫 会 由 紫 色 变 为 黄 色，挑 取 使

培养基变黄 的 单 菌 落，在 平 板 上 划 线 分 离，反 复 纯

化，经革兰氏染色和接触酶反应，挑出革兰氏阳性、
接触酶阴 性 菌 株 斜 面 保 存。将 上 述 分 离 的 乳 酸 菌

分别接种于添加蔗糖的 ＭＲＳ培养基平板上，３０℃
培养，筛选出能在平板上产生粘液的菌株。

１．２．２　胞外多糖的分离提取　胞外多糖的提取参

照文献［１２－１３］并作适当改进。取１０ｍＬ发酵液

液于离心管中，冷冻离心去除菌体。上清液分别用

蛋白酶等处理以脱除蛋白，再添加３倍体积的冷乙

醇于上清液 中，４℃下 静 置 过 夜。冷 冻 离 心 得 沉 淀

物，用冷乙醇洗涤沉淀物数次，再于９０℃下干燥得

胞外多糖粗提物。

１．２．３　胞 外 多 糖 的 定 量 分 析　采 用 苯 酚 一 硫 酸

法［１４］以 葡 萄 糖 作 标 准 曲 线，４９０ｎｍ检 测 波 长。同

样的操作，取１ｍＬ的样品液，测定４９０ｎｍ吸收值，
由标准曲线计算多糖含量。

１．２．４　菌株的 鉴 定　形 态 学 和 生 理 生 化 特 征：根

据凌代文等的乳酸菌种鉴定方法进行鉴定。

１６ＳｒＤＮＡ遗传学 鉴 定：乳 酸 菌 基 因 组 的 提 取

方法参照文献［１５］进行。１６ＳｒＤＮＡ的ＰＣＲ扩 增 方

法参照文献［１６］进 行。１６ＳｒＤＮＡ扩增产物经纯化

后，以１６ＳｒＤＮＡ的通用引物为测序引物，委托上海

生 物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进 行 测 序。登 陆 ＮＣＢ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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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ｂｌａｓｔ／），进行同源性比较。

１．２．５　产糖条件研究

１）发酵温度对合成葡聚糖产量的影响 在产糖

培养基起始ｐＨ为６．８、接种体积分数为３％、发酵

时间为２８ｈ的前提条件下，研究不同发酵温度（２２、

２５、２８、３１、３４、３７℃）对合成葡聚糖产量的影响。

２）发酵时间对合成葡聚糖产量的影响 在产糖

培养基起始ｐＨ为６．８、接种体积分数为３％、发酵

温度为３０℃ 的 前 提 条 件 下，研 究 不 同 发 酵 时 间

（１２、１６、２０、２４、２８、３２ｈ）对合成葡聚糖产量的影响。

３）培养基起始ｐＨ对合成葡聚糖产量的影响 在

接种量为３％、发酵温度为３０℃、发酵时间为２８ｈ的

前提条件下，研究产糖培养基的不同起始ｐＨ（５．５、

６．０、６．５、７．０、７．５、８．０）对合成葡聚糖产量的影响。

４）接种量对合成葡聚糖产量的影响 在产糖培

养基起始ｐＨ 为６．８、发酵温度为３０℃、发 酵 时 间

为２８ｈ的前提条件下，研究不同接种量（１％、２％、

３％、４％、５％、６％）对合成葡聚糖产量的影响。

５）产葡聚糖发酵条件的优化 根据上述单因素

多水平试验结果，选择影响菌体生长和葡聚糖产量

较为显著的发 酵 温 度、发 酵 时 间、培 养 基 起 始ｐＨ、
接种量 为 正 交 试 验 因 素，设 计 四 因 素 三 水 平［Ｌ９
（３４）］正交试验（见表１），以合成ＥＰＳ的产量为试验

指标，分析确定其优化发酵条件。
表１　正交试验设计因素水平表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水平

因 素

Ａ 发酵

温度／℃

Ｂ 发酵

时间／ｈ

Ｃ接种

量／％

Ｄ培养基

起始ｐＨ值

１　 ２６　 ２２　 ３　 ６．３

２　 ２８　 ２４　 ４　 ６．５

３　 ３０　 ２６　 ５　 ６．７

２．１　菌株的筛选

采用涂布法在加有指示剂溴甲酚紫的 ＭＲＳ培

养基平板上进行菌种分离，菌株生长产酸使培养基

的ＰＨ值 降 低，指 示 剂 溴 甲 酚 紫 会 有 紫 色 变 为 黄

色，根据颜色的变化初步分离出菌株１５株，经过革

兰氏染色镜 检、接 触 酶 反 应 得 到 革 兰 氏 阳 性 杆 菌，
接触酶阴性、无芽孢符合乳酸菌特性的６株菌，将６
株菌在添加蔗糖的 ＭＲＳ培养基平板上划线接种培

养，其中有一株能产粘液，命名为Ｔ－Ｌ１。对其进行

多糖提取，多糖产量为２１．３５ｇ／Ｌ。

２．２　菌株的鉴定

２．２．１　形态学及生理生化鉴定　通过形态观察和

生理生化性质测定，Ｔ－Ｌ１菌株菌体细胞呈球状，革

兰氏染色呈阳性，无芽孢；菌落较小、扁平、光滑、灰

白色；接触酶 试 验、运 动 性 试 验、吲 哚 试 验、明 胶 液

化试验、硫化氢产生试验、淀粉水解试验、硝酸盐还

原试验、产气性能试验、精氨酸产氨试验均为阴性，
无细胞色素，不能在ｐＨ 值４．８以下生长，能发酵蔗

糖产葡聚糖，能发酵果糖、葡萄糖、糖原、麦芽糖、棉

籽糖、核糖、山梨糖、山梨醇、海藻糖、半乳糖、甘油、
乳糖、和鼠李 糖 产 酸，不 发 酵 阿 拉 伯 糖、七 叶 苷、纤

维二糖、甘露 醇、甘 露 糖、松 三 糖、水 杨 苷 木 糖。参

照《乳酸菌分类鉴定及实验方法》，初步鉴定为肠膜

明串珠菌（Ｌｅｕｃｏｎｏｓｔｏｃ　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２．２．２　１６Ｓ　ｒＤＮＡ 序列分析 　以菌株Ｔ－Ｌ１基 因

组总ＤＮＡ为模 板，采 用 通 用１６ＳｒＤＮＡ引 物 进 行

ＰＣＲ扩增，得 到 约１．５ｋｂ的 特 异 性 扩 增 产 物。扩

增产物委托上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测序，测序结果

提交至ＧｅｎＢａｎｋ，获 得 登 录 号 为 ＨＭ４８４３３０，菌 株

Ｔ－Ｌ１的１６ＳｒＤＮＡ 序 列 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 已 登 陆 的

１６ＳｒＤＮＡ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结果显示菌株Ｔ－
Ｌ１与肠膜明串珠菌属（Ｌｅｕｃｏｎｏｓｔｏｃ　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的１６ＳｒＲＮＡ序列同源性超过９９％ ，一般来讲，在

种分类等级上，如果２个分类单位间的１６ＳｒＲＮＡ
序 列 同 源 性 大 于 ９７．５％，则 认 为 属 于 同 一 个

种［１７－１８］。结合菌 株 的 形 态 学 和 生 理 学 特 性，参 照

《伯杰氏细 菌 鉴 定 手 册》［１９］，最 终 可 确 定 菌 株 Ｔ－Ｌ１
为肠膜明串珠菌（Ｌｅｕｃｏｎｏｓｔｏｃ　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２．３　Ｔ－Ｌ１摇瓶发酵葡聚糖条件研究

２．３．１　发酵温度对合成葡聚糖产量的影响　温度

是影响细胞 生 长 繁 殖 和 发 酵 合 成 葡 聚 糖 的 重 要 因

素之一。发酵温度不同，菌株的生长及其合成葡聚

糖的产量 亦 明 显 不 同。一 般 菌 体 浓 度 与 合 成 葡 聚

糖的产量成正相关同。发酵温度过低，菌体生长缓

慢，菌体浓度不高，从而影响葡聚糖的产量；发酵温

度过高，菌体 培 养 后 期 容 易 衰 老 而 自 溶，菌 体 浓 度

亦不高，也 会 影 响 葡 聚 糖 的 合 成。由 图１可 知，不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ｅｔ　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ｘｔｒａ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同发酵温度条件下菌株Ｔ－Ｌ１合成葡聚糖的产量不

同，发酵温度在２８℃时葡聚糖产量处于最大值，在

低于２８℃时随着温度的升高，葡聚糖产量增加，但

温度高于２８℃时葡聚糖产量开始下降，因此，菌株

Ｔ－Ｌ１合成葡聚糖的适宜发酵温度是２８℃。

图１　发酵温度对葡聚糖产量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ｄｅｘｔｒａｎ

２．３．２　发酵时间对 合 成 葡 聚 糖 产 量 的 影 响　图２
是发酵时间对葡聚糖产量的影响结果，从图中可以

看出发酵 时 间 长 短 对 葡 聚 糖 的 产 量 影 响 较 大。在

不同 的 发 酵 时 间 菌 株 Ｔ－Ｌ１合 成 葡 聚 糖 的 产 量 不

同。发酵时间在２８ｈ时葡聚糖产量处于最大值，但
比发酵２４ｈ的 葡 聚 糖 产 量 增 加 不 明 显，在 发 酵 前

期，葡 聚 糖 产 量 较 低，这 种 现 象 说 明 在 对 数 生 长 期

由于培养基的营养物质较充足，而有利于菌体生长

繁殖，却不 利 于 葡 聚 糖 的 积 累。发 酵 后 期，菌 体 会

分泌多糖降解酶而降低葡聚糖的产量。考虑能耗，
菌株Ｔ－Ｌ１合成葡聚糖的适宜发酵时间２４ｈ。

２．３．３　培养基起始ｐＨ对合成葡聚糖产量的影响

　培养基起始ｐＨ高低对菌体生长繁殖与葡聚糖的

合成影响亦较大。发酵液ｐＨ值的变化主要影响发

酵过程中各种酶的活性，当ｐＨ 值抑制菌体中某些

酶的活性时，会阻碍菌体的新陈代谢。ｐＨ值不同，
引起菌体代谢过程不同，使代谢产物的产量和比例

发生改变。许 多 研 究 证 实，在 接 近 中 性 偏 酸 的ｐＨ
条件下，葡聚糖生物合成量较大［２０］。由图３可 知，

在培养基不同起始ｐＨ条件下菌株Ｔ－Ｌ１合成葡聚

糖的产量不 同。培 养 基 的 起 始ｐＨ 在６．５，即 弱 酸

性条 件 时，使 发 酵 液 中 葡 聚 糖 产 量 达 到 最 大 值；培

养基的ｐＨ越接近中性偏碱条件，葡聚糖产量越低，

当ｐＨ在超过７．５时葡聚糖产量较低；当培养基的

ｐＨ过低时，一 方 面 分 泌 的 多 糖 酶 类 有 降 解 葡 聚 糖

的作用［２１］，另一方面ｐＨ值的降低会因失去脂质载

体中间体而使葡聚糖的合成受阻［２２］。综上所述，合

成葡聚糖的培养基适宜ｐＨ值为６．５。

图２　发酵时间对葡聚糖产量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ｄｅｘｔｒａｎ

图３　培养基初始ｐＨ值对葡聚糖产量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Ｈ　ｏｎ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ｄｅｘｔｒａｎ

２．３．４　接种量对合成葡聚糖产量的影响　接种量

的大小直接 影 响 在 定 量 培 养 基 中 菌 体 的 生 长 速 度

或 菌 体 浓 度，进 而 影 响 菌 体 的 生 理 状 态 和 酶 的 产

量。适宜的 接 种 量 有 利 于 菌 体 合 理 利 用 有 限 的 营

养物质进行大量繁殖。由图４可知，不同的接种量

菌株Ｔ－Ｌ１合成葡聚糖的产量不同。

图４　接种量对葡聚糖产量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ｄｅｘｔｒａｎ

　　接种 体 积 分 数 在５％时 葡 聚 糖 产 量 处 于 最 大

值；接种量小于３％时葡聚糖的产量处于较低水平；
当接种量超过４％时葡聚糖产量急剧下降。这是由

于接种量过 高，发 酵 前 期 会 使 菌 体 生 长 过 快、菌 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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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高，中后期会因营养物质消耗殆尽而导致合成

葡 聚 糖 的 前 体 物 质 的 减 少，从 而 降 低 葡 聚 糖 的 产

量。综上所述，菌 株Ｔ－Ｌ１合 成 葡 聚 糖 的 适 宜 接 种

量是５％。

２．３．５　产葡聚糖发酵条件的优化　Ｔ－Ｌ１菌株合成

葡聚糖发酵条件除了受培养基的营养成分影响外，主
要受发酵时间、发酵温度、培养基起始ｐＨ和接种量４
个因素的影响。以发酵液中的葡聚糖产量为试验指

标，按照表１进行试验，结果接分析见表２。
表２　优化发酵条件正交试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因素
Ａ

发酵
温度／℃

Ｂ
发酵

时间／ｈ

Ｃ
接种量／
％

Ｄ
培养基

起始ｐＨ

葡聚糖
产量／
（ｇ／Ｌ）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２．２５

２　 １　 ２　 ２　 ２　 １８．３３

３　 １　 ３　 ３　 ３　 １６．４１

４　 ２　 １　 ２　 ３　 ２３．５７

５　 ２　 ２　 ３　 １　 ２８．３１

６　 ２　 ３　 １　 ２　 ２７．５５

７　 ３　 １　 ３　 ２　 ２０．１５

８　 ３　 ２　 １　 ３　 ２２．３１

９　 ３　 ３　 ２　 １　 １９．５５

Ｋ１ ４６．９９　 ５５．９７　 ６２．１１　 ６０．１１

Ｋ２ ７９．４３　 ６８．９５　 ６１．４５　 ６６．０３

Ｋ３ ６２．０１　 ６３．５１　 ６４．８７　 ６２．２９

Ｋ１／３ １５．６６　 １８．６６　 ２０．７０　 ２０．０４

Ｋ２／３ ２６．４８　 ２２．９８　 ２０．４８　 ２２．０１

Ｋ３／３ ２０．６７　 ２１．１７　 ２１．６２　 ２０．７６

Ｒ　 １０．８２　 ４．３２　 １．１４　 １．９７

　　由表２极 差 分 析 可 知 发 酵 温 度 是 影 响 葡 聚 糖

合成的最主 要 因 素，发 酵 时 间 次 之，接 种 量 影 响 最

小。同时从表中可以得出菌株Ｔ－Ｌ１发酵产葡聚糖

的最优组合是Ａ２Ｂ２Ｃ３Ｄ２，即发酵温度为２８℃、发

酵时间为２４ｈ、接种量为５％，培养基起始ｐＨ值为

６．５。在该条件下，葡聚糖的产量为３０．１２ｇ／Ｌ。

　　从开菲尔中分离到一株能够高产葡聚糖菌株，
经形态学特 征 和１６ＳｒＲＮＡ的 序 列 分 析，将 该 菌 株

鉴定 鉴 定 为 肠 膜 明 串 珠 菌（Ｌｅｕｃｏｎｏｓｔｏｃ　ｍｅｓｅｎｔｅ－
ｒｏｉｄｅｓ）。

通过单因 素 和 正 交 实 验 对 该 菌 株 产 葡 聚 糖 的

发酵条件进行优化研究，得到该菌的最佳发酵条件

发酵温度为２８℃、发酵时间为２４ｈ、接种体积分数

为５％，培养基起始ｐＨ值为６．５，在该条件下，葡聚

糖的产量为３０．１２ｇ／Ｌ，比优化前提高了４１％。
作者分离筛选出一株高产葡聚糖的明串珠菌，

并对其发酵产糖条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为菌株的

进一步开发 利 用 提 供 了 理 论 基 础，为 开 发 新 产 品，
尤其是明串珠 菌 在 功 能 性 食 品（包 括 益 生 制 品）方

面的研究提供了优良的菌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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