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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原料细菌酒精发酵的研究

石贵阳 吕惠敏 章克昌

(生物工 程系 )

摘要 对运动发酵单胞菌 Z 夕m o m o n a s o o bi l i s A T C C 3 1 8 2 1 的试验表明
:

该菌株最

适发酵糖浓度为 1 5 0一 2 0 0 9 / L
,

p H 为 7 左右
。

以玉 米粉为原料
,

该 菌株在发酵速率

及淀粉 出酒率等方面均比 K 字酵母优越
。

玉米粉在糖化 30 m in
,

添加 C A X 2 0 9 / L

35 C 下发酵 4 Oh 后
,

酒精度达 7 2 9 / L
,

残糖 ( 还原糖 )4
.

29 / L
,

淀粉 利用率 91
.

5% ;

淀粉 出酒率 48
.

5% (按无水酒精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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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发酵法生产酒精可以说是最古老的发酵工艺之一
,

酒精的用途极为广泛
; 作为能源具有

突出的优点 〔’ 〕
。

自 1 9 2 8 年 iL nd
e r
从墨西哥 P u l u ge 酒 中分离到运动发酵单胞菌并发现其酒

精生产潜力后川
,

给酒精工业带来了新的研究领域
; 人们对该细菌的生理

、

生化及遗 传性能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

以糖质为原料的酒精发酵研究也有大量报道
; 以淀粉质为原料进行细菌

酒精发酵的研究却少见报道
; 所以

,

对运动发酵单胞菌发酵淀粉质原料为酒精的研究极为必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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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菌种

运动发酵单胞菌 ( Z y m 0 0 0 n a s , n o b i l i s A T C C 3 18 2一) 本实验室保藏
。

K 字酵母 山东省营县酒厂提供
。

培养基

1 细 菌种 子培养基 ( g / L )

葡萄糖 1 5 0 酵母膏 万 M g SO
4 ·

7H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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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玉米粉发酵培养基 称取一定量玉米粉
,

按 1 : 3
.

5 加水比加水
,

调匀后加入
a 一

淀粉

酶升温至 80 C
,

经 一定时 间后冷却至 60 C
,

添加糖化酶 (保温 30 m in )
,

最后冷 却至 35 C

( z 夕m o m o , , a : m o占1215 )及 Z s C ( K 字酵母 )供发酵用
。

1
.

3 主要试剂

酵母膏 ( Y e a s t E x t r a C t ) S IG M A

3
.

5
一

二硝基水杨酸 湖州生物化学厂

1
.

4 测定方法

l) a 一

淀粉酶活力测定川
。

2) 糖化酶活力测定 s[]
。

3) 酒精浓度测定闭
。

4 ) 还原糖测定
〔 5 ]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葡萄糖浓度及 p H 对运动发酵单胞菌的酒精发酵影响

图 1 显示了在 50 ~ 30 0 9 / L 的范围内葡萄糖浓度对运动发酵单胞菌酒精发酵 的影响
;

由图可知
:

该菌株糖利用率随糖度增加而下降
,

在 20 0 9 / L 的浓度以下
,

下降速度较慢
,

而在

2 0 0 9 / L 以上的浓度范围
,

下降速度加快
;
糖转化率在 1 50 9 / L 的葡萄糖浓度时表现为最高

;

糖浓度大于 2 0 09 / L 时
,

酒精浓度并不随糖浓度的提高而上升
,

相反还有所降低
; 由此可见

,

高葡萄糖浓度对运动发酵单胞菌的酒精 发酵可产生抑制
;
该菌株的最适葡萄糖浓度在 1 50

一 2 0 0 9 / L
.

图 2 所示为 p H 对葡萄糖 (浓度为 1 5 0 9 / L )利用的影响
,

很明显该菌株在偏碱性范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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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葡萄糖浓度对酒精发酵的影响

葡萄糖利 用率

葡萄搪转化率

一
,

一 乙醇浓度

图 2 p H 对葡萄糖利 用的影响

一
·

一 葡萄糖利用率

一 + 一 葡萄糖转化率

一
,

一 发酵终 了 p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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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的适应性
,

最适 p H 接近 中性
; 而低 p H 不利于该菌株

,

这与许多文献报道不 同 v[,
8〕

,

这是该菌株的一个特征
。

2
.

2 添加剂对运动发酵单胞菌的酒精发酵影响

据文献报道
,

在发酵过 程中添加豆饼粉等物质的添加可以提高运动发酵单胞菌对酒精

的耐性 〔’ 〕
,

图 3 所示为以玉米粉为原料
,

添加 C A X (一种物质 )对酒精发酵的影响
;
与对照相

比该物质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最适的添加浓度为 2 9 / L
.

2
.

3 运动发酵单胞菌与 K 字酵母的酒精发酵比较

以玉米粉为原料
,

运动发酵单胞菌与 K 字酵母的酒精发酵情况如 图 4 所示 ;
该细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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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添加物 C AX 对酒精发酵的影响 图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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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b ill
、

发酵速率及效率均 比酵母为优越
,

发酵时间可缩短一半以上
,

4 Oh 基本发酵结束
,

此时淀粉

利用率达到 91
.

5写
,

酒精浓度达 7 29 / L ; 而酵母则需要 7 h0 左右的时间完成发酵 ; 其淀粉利

用率为 86
.

7 %
,

酒精浓度为 7 0 9 / .L

3 结 论
2

.

m ob il is A T C C 3 1 8 21 的最适糖浓度及起始 p H 分别为 1 5 0一 2 0 0 9 / L 及中性偏微碱
;

以玉米粉为原料的发酵试验证明其淀粉利用率及发酵醒酒度均 比现行工业使用的酵母菌

高 ; 应用前景看好
;
本课题组正在进一步的研究以适应工业化的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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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s i n g Z 夕m o m o n a s m o b i l i s

S h i G u i y a n g L u H u im i n g Z h a n g K e e h a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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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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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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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T h e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s o n Z 少m o m o n a s m o b i l i s s h o w e d t h a r t h e f e r m e n t a t i o n o p t i
-

m u m e o n e e n t r a t io n o f g l u e o s e w a s 1 5 0
一

2 0 0 9 / L a n d o p t im u m p H w a s 7 r e s p e e t i v e l y
.

U s i n g

e o r n f l o u r a s f e r m e n t a t i o n m e d i u m
,

t h e f e
r
m e n t a t i o n r a t e a n d e f f i e i e n e y o f Z 夕m o m o n a s

m o b i l i s w e r e h i g h l y
s u p e r io r t o t h a t o f y e a s r k

.

A f r e r 3 0 m i n u r e s s a e e h a r if ie a t i o n f o l l o w e d

b y 4 0 h o u r
f e

r
m e n t a t i o n a t 3 5 C

,

t h e e o n v e r t io n r a t e f
r o m

s t a r e h e t h a n o l w a s 0
.

4 8 5 a n d

t h e e o n t e n t o f e r h a n o l w a s 7 2 9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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