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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摇瓶培养实验，考察了假丝酵母菌（Ｃａｎｄｉｄａ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以葡萄糖和油酸双底物为碳
源，采用一次加料培养和分批补料培养方式进行发酵制备槐糖脂的过程，并利用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飞行时
间质谱联用仪确定了所产槐糖脂的结构，初步研究了其主要的理化性质．结果表明，一次加料培养中，该菌株
生长稳定期的中期即１２０ ｈ时槐糖脂产率最高，达４５ ｇ·Ｌ －１，分批补料培养方式中，１９６ ｈ时糖脂产率达到
１０１ｇ·Ｌ －１ ．所产糖脂由７种乙酰基取代的含有１７羟基十八烯酸或十八烷酸的内酯型和酸型槐糖脂同系物构
成，其中，保留时间为４５． ４６ ｍｉｎ的１７Ｌ［（２′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βＤ吡喃葡萄糖基）Ｏ］十八烯酸１′，４″
内酯６′，６″二乙酸酯和保留时间４８． ３５ ｍｉｎ的１７Ｌ［（２′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βＤ吡喃葡萄糖基）Ｏ］十八烷
酸１′，４″内酯６′，６″二乙酸酯比例较高，分别达２７． ３８％和２１． ５３％ ．该生物表面活性剂具有良好的表面活性和
乳化能力，临界胶束浓度较低，为３６． ５ ｍｇ·Ｌ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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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表面活性剂是微生物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集亲水性和亲油性结构于一体的代谢产物，不仅具
有增溶、乳化、润湿、发泡、分散、降低表面张力等表面活性剂的通用性能，而且还具有低毒或无毒、易于
生物降解、对环境友好等特性［１］，同时，其制备过程多为微生物发酵，原料多来自天然农副产品，不会构
成对环境的污染．目前已经在石油开采、医药、食品、化妆品、环境保护等领域部分替代化学合成表面活
性剂得到应用［２４］．槐糖脂是目前研究较多的生物表面活性剂，其基本结构为槐糖键上连接不同长度碳
链的饱和或不饱和脂肪酸，一般分为内酯型和自由酸型两种［５］，作为一类性能优良的生物表面活性剂，
槐糖脂近年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石油开采、日用化工和环保等领域都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而
限制槐糖脂生物表面活性剂广泛应用的因素是价格较高．

目前，槐糖脂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选取低廉的生产原料及提高产率方面［６８］．研究表明，假丝酵
母菌（Ｃａｎｄｉｄａ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能够以多种水溶性和非水溶性底物为碳源在胞外分泌槐糖脂类生物表面活性
剂，前者包括葡萄糖、乳清蛋白等，后者包括豆油，葵花油，橄榄油等［９］．近期研究表明，以水溶性和非水
溶性的混合底物为碳源发酵培养时，可以得到较高产率的槐糖脂［１０］．而底物不同，所得到的槐糖脂类生
物表面活性剂结构和性能可能不同，因此，深入研究微生物以特定底物合成生物表面活性剂的过程以及
所产表面活性剂结构和性能，对促进生物表面活性的广泛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通过摇瓶培养实验，以葡萄糖和油酸为双碳源，分别采用一次加料培养和分批补料培养方
式，考察了假丝酵母菌（Ｃ．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产槐糖脂的发酵过程，并利用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飞行时间质谱
联用仪确定了所产槐糖脂的结构，初步研究了其主要的理化性质．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材料与仪器

１１００型高效液相色谱／ Ｇ１９６９Ａ型电喷雾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ＨＰＬＣ ／ ＥＳＩＴＯＦ ／ ＭＳ）并配有二极管
阵列（ＤＡＤ）检测器（美国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ＪＺ２００Ａ自动界面张力仪（承德精密试验机有限公司）、透析袋
（３． ４ ｃｍ ×４０ ｃｍ，截留分子量１４０００，美国）、乙腈（色谱纯，Ｍｅｒｃｋ公司）、ＭｉｌｌｉＱ超纯水（自制）、吐温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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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茂化学试剂厂）、烷基糖苷（上海发凯化工有限公司）、鼠李糖脂发酵液（大庆沃太斯化工有限公
司）、油酸（天津巴斯夫化工有限公司）等．
１． ２　 菌种培养

斜面培养基：固体ＧＹＰ培养基［９］；种子培养基：ＧＹＵ培养基［９］；发酵培养基［１０］．其中一次加料培养
油酸单独灭菌后一次性加入，分批补料培养油酸添加分３次，每２ ｄ加入一次．菌株为假丝酵母菌
（Ｃ．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
１． ３　 槐糖脂的发酵制备

从保藏菌种的斜面培养基上刮取一环菌苔接入１００ ｍＬ已灭菌的种子培养基中，３０ ℃，２００ ｒ·ｍｉｎ －１
下活化２４ ｈ，然后按５％（Ｖ ／ Ｖ）的接种量接入１００ ｍＬ已灭菌的种子培养基中，３０ ℃，２００ ｒ·ｍｉｎ －１下培养
４８ ｈ，形成菌悬液，再将此菌悬液按５％（Ｖ ／ Ｖ）的比例接种到盛有２００ ｍＬ发酵培养液的５００ ｍＬ锥形瓶
中，置于摇床３０ ℃，２００ ｒ·ｍｉｎ －１下培养，定时取１０ ｍＬ发酵液，分别测定ｐＨ、菌体生物量及糖脂含量．其
中，ｐＨ值以精密ｐＨ试纸测定，发酵离心收集到的菌体细胞恒重后，以菌体干重表示生物量，上清液用
等体积的乙酸乙酯萃取２次后，４０ ℃下减压蒸馏除去有机溶剂，称重得到糖脂粗提物含量．
１． ４　 槐糖脂的提取和纯化

培养１４ ｄ后的发酵液在１５ ℃，２０００ ｒ·ｍｉｎ －１下离心除去菌体后，上清液先用正己烷萃取２次，以除
去未被利用的油酸，然后用等体积的乙酸乙酯萃取３次，减压蒸馏除去有机溶剂后得到糖脂粗产品．该
粗产品进一步用硅胶填充的透析袋纯化，即将５５ ｇ已活化的硅胶装到透析袋（３． ４ ｃｍ × ４０． ０ ｃｍ，截留
分子量１４０００）中，将１ ｇ粗槐糖脂样品和等量的已活化的硅胶混溶于乙酸乙酯中并添加到透析袋的顶
部，用１００ ｍＬ氯仿／甲醇（９５∶５，Ｖ ／ Ｖ）混合溶剂洗脱１ ｈ，将带有颜色的硅胶剪切下来，乙酸乙酯萃取
２次，无水硫酸钠干燥，减压蒸馏除去溶剂后转移到色谱小瓶进行ＨＰＬＣ ／ ＥＳＩＴＯＦ ／ ＭＳ测定．
１． ５　 ＨＰＬＣ ／ ＥＳＩＴＯＦ ／ ＭＳ分析条件

色谱柱：Ｄｉａｍｏｎｓｉｌ Ｃ１８柱，规格为１５０ ｍｍ ×４． ６ ｍｍ ×５ μｍ．柱温为３０ ℃，进样量为１ μＬ，检测波长
为ＵＶ ２０７ ｎｍ，流动相Ａ：０． ５％甲酸水溶液；流动相Ｂ：乙腈；梯度洗脱条件：０ ｍｉｎ，５０％ Ｂ；５ ｍｉｎ，
５０％ Ｂ；３０ ｍｉｎ，６０％ Ｂ；５０ ｍｉｎ，１００％ Ｂ；６０ ｍｉｎ，１００％ Ｂ．流速为０． ４ ｍＬ·ｍｉｎ －１ ．无分流进入质谱．质谱
采用电喷雾正离子模式；扫描范围：ｍ ／ ｚ ２００—９００；毛细管电压：３． ５ ｋＶ；喷雾气压：３４４． ５ ｋＰａ；干燥气
体：高纯Ｎ２，气体流速：１１． ０ ｍＬ·ｍｉｎ －１；气体温度：３５０ ℃；裂解电压：１００ Ｖ；锥孔电压：６５ Ｖ；参比溶液：
ｍ ／ ｚ １２１ ０５、９２２． ０１；分辨率：９５００ ± ５００ （９２２． ０１）．
１． ６　 槐糖脂的理化性质测定

表面张力和临界胶束浓度（ＣＭＣ）的测定以吊环法常温下测定；乳化能力的测定参照文献［１１］的方
法，以０＃柴油为测试材料，并与鼠李糖脂、烷基糖脂和吐温８０的乳化性能相比较．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菌株产糖脂的发酵动态

图１表示菌株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以葡萄糖和油酸混合底物为碳源一次加料培养发酵时，菌细胞生物量随
时间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发酵液ｐＨ和糖脂含量的动态变化．在１７２ ｈ的发酵时间内，菌细胞生物量基本
呈现先升高、保持稳定然后再降低的“Ｓ”型曲线，其中，０—７２ ｈ为指数增长期，然后进入稳定生长期，
１４４ ｈ时进入衰亡期，菌体细胞开始自溶．随着菌体细胞的生长，发酵液ｐＨ值由６． ０左右逐步下降到
４ ０左右，这与菌细胞在利用底物生长过程中产酸有关．槐糖脂产率基本随着菌细胞生物量的增大而增
大，７２ ｈ时快速增大到４０ ｇ·Ｌ －１左右，然后缓慢增长，在稳定生长期的中后期１２０ ｈ时达到最高值
４５ ｇ·Ｌ －１左右，这表明获取糖脂的最佳时期是稳定生长期的中后期．而采用分批补料培养时，培养１９６ ｈ
后糖脂产率达到１０１ ｇ·Ｌ －１，较一次加料培养提高了１． ２倍，这与Ｋｉｍ等人［１０］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他
们以葡萄糖和菜籽油为双碳源在３０ ℃时利用菌株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发酵制备槐糖脂，发现糖脂产率在菌细
胞稳定生长期的后期达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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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菌株一次加料培养发酵动态
Ｆｉｇ． 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 ｓｔｒａｉｎ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对比不同菌株以水溶性糖和非水溶性植物油为双底物摇瓶发酵产槐糖脂的产率（表１）可以看出，
尽管培养时间有所差异，本研究中所采用的假丝酵母菌（Ｃ．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的产率高于其它菌
株，因而在大规模工业发酵制备槐糖脂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潜力．

表１　 摇瓶培养槐糖脂产率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 ｙｉｅｌｄ ｂｙ Ｅｒｌｅｎｍｅｙｅｒ ｆｌａｓｋ

菌株 碳源 培养时间／ ｈ 糖脂产量／（ｇ·Ｌ －１） 参考文献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 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 葡萄糖、油酸 １２０ ４５ 本研究
Ｗｉｃｋｅｒｈａｍｉｅｌｌａ ｄｏｍｅｒｃｑｉａｅ Ｙ２Ａ 葡萄糖、菜籽油 １５０ ４１ ［１２］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ｓｐ ＮＲＲＬ Ｙ２７２０８ 葡萄糖、油酸 ９６ ２０ ［１３］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Ｓｔｅｌｌａｔａ ＮＲＲＬ Ｙ１４４６ 葡萄糖、油酸 ９６ １２ ［１３］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Ｒｉｏｄｏｃｅｎｓｉｓ ＮＲＲＬ Ｙ２７８５９ 葡萄糖、油酸 ９６ ８ ［１３］

２． ２　 槐糖脂生物表面活性剂组分鉴定
在柱层析初步纯化菌株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利用葡萄糖和油酸双碳源产槐糖脂的基础上，利用ＨＰＬＣ ／ ＥＳＩ

ＴＯＦ ／ ＭＳ分析了该菌株所产糖脂同系物的结构．图２给出了该糖脂同系物的ＨＰＬＣ ／ ＥＳＩＴＯＦ ／ ＭＳ总离子
流图．表２则给出了各组分的分子离子峰、相应的离子碎片及相对含量．该提取物中含有７种槐糖脂同
系物，除保留时间为３９． ９４ ｍｉｎ和４１． ２８ ｍｉｎ的两种组分为自由酸型外，其余都为内酯型．这和Ｓｏｌａｉｍａｎ
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他们发现假丝酵母（Ｃ．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在以大豆糖浆和油酸为共基质生长时，所
产槐糖脂主要是以内脂的形式存在［１４］．

图２　 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菌株所产槐糖脂的ＨＰＬＣ ／ ＥＳＩＴＯＦ ／ ＭＳ总离子流图
Ｆｉｇ． ２　 Ｔｏｔａｌ ｉｏｎ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ｓ

其中，保留时间为４５． ４６ ｍｉｎ峰的丰度最高，达２７． ３８％，其质谱碎片见图３．其中，质荷比（ｍ ／ ｚ）为
６８９． ３８的碎片为二乙酰基取代的内酯型槐糖脂的分子离子峰，结构式见图３． ｍ ／ ｚ ７１１． ３６为［Ｍ ＋ Ｎａ ＋］
峰，ｍ ／ ｚ ６７１． ３７和ｍ ／ ｚ ６５３． ３６分别为［Ｍ ＋ Ｈ ＋］失去１个水分子和２个水分子得到的，ｍ ／ ｚ ４８５． ３１和
ｍ ／ ｚ ４６７． ３０分别为［Ｍ ＋ Ｈ ＋］峰失去一个己糖环和再失去１个水分子得到的．上述分析表明，保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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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４５． ４６ ｍｉｎ的组分为二乙酰基取代的内酯型槐糖脂，即为１７Ｌ［（２′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βＤ吡喃葡
萄糖基）Ｏ］十八烯酸１′，４″内酯６′，６″二乙酸酯．表２中保留时间为４３． １０ ｍｉｎ的峰的主要离子碎片
和保留时间为４５． ４６ ｍｉｎ组分的相同，推测二者互为同分异构体，这可能是由于糖环的差向异构引起
的，更确切的结构还需更多的分析手段来确定．

表２　 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菌株所产槐糖脂同系物及各组分的结构和相对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 ｈｏｍｏｌｏｇｕ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 ｓｔｒａｉｎ

糖脂名称 保留时间
／ ｍｉｎ

糖脂类型分子离子质量分数
／ ％

主要离子
碎片（ｍ ／ ｚ）

１７Ｌ［（２′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βＤ吡喃葡萄糖
基）Ｏ］十八烯酸６″乙酸酯 ３９． ９４ 酸型 ６６３． ３６ １６． ０６

７０９． ３４，６８７． ３６，６６９． ３５，
６６３． ３６，４８３． ３０

１７Ｌ［（２′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βＤ吡喃葡萄糖
基）Ｏ］十八烯酸６′乙酸酯 ４１． ２８ 酸型 ６６３． ３６ １１． １５

７０９． ３４，６８７． ３６，
６６９． ３５，６６３． ３６，４８５． ３２

１７Ｌ［（２′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βＤ吡喃葡萄糖 ４３． １０ 内酯型 ６８９． ３８ ７． ５８
７１１． ３６，６８９． ３８，３２１． ２４，
２８１． ２５

基）Ｏ］十八烯酸１′，４″内酯６′，６″二乙酸酯
４５． ４６ 内酯型 ６８９． ３８ ２７． ３８

７１１． ３６，６８９． ３８，６７１． ３７，
６５３． ３６，４８５． ３１，４６７． ３０

４８． ３５ 内酯型 ６９１． ３９ ２１． ５３
７１３． ３７，６９１． ３９，６７３． ３８，
３０１． ３５

１７Ｌ［（２′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βＤ吡喃葡萄糖
基）Ｏ］十八烷酸１′，４″内酯６′，６″二乙酸酯 ５０． ４３ 内酯型 ６９１． ３９ ７． ９８

７１３． ３７，６９１． ３９，３０１． １４，
２９７． ２４，２７９． ２３

５１． ２４ 内酯型 ６９１． ３９ ８． ３３
７１３． ３７，６９１． ３９，６７３． ３８，
３０１． ３４

保留时间为３９． ９４ ｍｉｎ组分的质谱图见图４，其中，ｍ ／ ｚ ７０９． ３４为酸型一乙酰取代的槐糖脂的［Ｍ ＋
２ＮａＨ］＋的峰，ｍ ／ ｚ ６８５． ３４为［Ｍ ＋ ＮａＨ］＋的峰，ｍ ／ ｚ ６６３． ３６为分子离子峰，ｍ ／ ｚ ４８３． ３０为一乙酰取代
槐糖脂分子失去乙酰基取代糖环的碎片峰，推测该组分为１７Ｌ［（２′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βＤ吡喃葡
萄糖基）Ｏ］十八烯酸６″乙酸酯，而保留时间为４１． ２８ ｍｉｎ的组分的质谱碎片与该组分相似，其中
ｍ ／ ｚ ４８５． ３２为一乙酰取代槐糖脂分子失去一个没有被取代的糖环之后再失去一个水分子的碎片峰，推
断结构式为１７Ｌ［（２′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βＤ吡喃葡萄糖基）Ｏ］十八烯酸６′乙酸酯，这两种组分
互为同分异构体．

图３　 保留时间为４５． ４６ ｍｉｎ组分的质谱图
Ｆｉｇ． ３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ｗｉｔｈ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４５． ４６ ｍｉｎ

图４　 保留时间为３９． ９４ ｍｉｎ组分的质谱图
Ｆｉｇ． ４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ｗｉｔｈ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３９． ９４ ｍｉｎ

而保留时间为５１． ２４ ｍｉｎ组分中的ｍ ／ ｚ ７１３． ３７、６９１． ３９、６７３． ３８分别为二乙酰基取代的内酯型槐糖
脂分子的基础上相应地加上两个氢的碎片，ｍ ／ ｚ ３０１． ３４为去掉糖环后的亲油基团上加两个氢片段的质
谱碎片，因此推测该组分为保留时间为４５． ４６ ｍｉｎ组分中的亲油基团发生加氢加成反应所生成的．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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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时间为４８． ３５ ｍｉｎ和５０． ４３ ｍｉｎ的组分主要离子碎片和与保留时间为５１． ２４ ｍｉｎ的组分相同，推测这
３种组分互为同分异构体，推测也可能是糖环差微风异构引想的，更确切的结构还需要更深一步的
研究．
２． ３　 槐糖脂的表面活性及乳化性能

不同浓度槐糖脂溶液的表面张力测定结果（图５）表明，其水溶液表面张力随槐糖脂浓度的增大而
快速减小，到３４． ９ ｍＮ·ｍ －１后基本保持不变，说明浓度已达到临界胶束浓度（ＣＭＣ）以上．从图５可以求
算出该糖脂的ＣＭＣ为３６． ５ ｍｇ·Ｌ －１，明显低于假丝酵母菌Ｃ．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 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以蔗糖和黄豆
油［６］、葡萄糖和黑豆油［１５］和葡萄糖和菜籽油［１６］为底物发酵时所产槐糖脂的ＣＭＣ值，这一方面是由于
该菌株利用不同底物所产生的槐糖脂结构和组成有所差异，另一方面也与测定ＣＭＣ值时所用槐糖脂的
纯度有关．

图５　 不同浓度槐糖脂溶液的表面张力
Ｆｉｇ． ５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不同种类相同浓度的表面活性剂对０＃柴油的乳化性能测试结果见表３．从表３可以看出，槐糖脂对
０＃柴油乳化率最高，接近１００％，其次为化学合成表面活性剂吐温８０，为３０％，再次为鼠李糖脂发酵液，
为１７％，烷基糖苷最低，乳化率仅为１０％ ．这主要是和几种表面活性剂的亲水亲油平衡值（ＨＬＢ）有关．
一般认为，适合作Ｏ ／ Ｗ乳化剂的ＨＬＢ值范围在１０—１３之间［１７］．槐糖脂的ＨＬＢ值介于９—１２之间（表
３），结合乳化率数据，说明槐糖脂适宜于作乳化剂．

表３　 不同表面活性剂的乳化效率和亲水亲油平衡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ＬＢ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表面活性剂 槐糖脂粗产品 吐温８０ 鼠李糖脂发酵液 烷基糖苷
乳化率／ ％ ９８ ３０ １７ １０

ＨＬＢ值 ９—１２ １５ ２２—２４ １６

３　 结论
假丝酵母菌（Ｃ．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菌株以葡萄糖和油酸为双碳源分批补料培养合成槐糖脂的

产率较高，达１０１ ｇ·Ｌ －１ ．所产糖脂为二乙酰基取代的槐糖内脂及其同系物，具有良好的表面活性和乳化
活性．

参　 考　 文　 献
［１ ］　 Ｂａｎａｔ Ｉ Ｍ，Ｆｒａｎｚｅｔｔｉ Ａ，Ｇａｎｄｏｌｆｉ Ｉ，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８７（２）：４２７４４４
［２ ］　 Ｍａｉｎｇａｕｌｔ Ｍ．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ｅ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ｓ［Ｐ］． Ｃａｎａｄａ Ｐａｔｅｎｔ，Ｎｏ． ＣＡＮ １２６，２４２８７４，１９９７
［３ ］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ｓ Ｃ，Ｇｅｓｓｎｅｒ Ｋ，Ｍｕｌｌｅｒ Ｔ，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ｅｎｅ ｂｙ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 ｍｉｘｔｕｒ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８３（３）：１８９１９８



　 ８期 宋丹丹等：槐糖脂生物表面活性剂的结构特征及理化性质初探 １４７９　

［４ ］　 Ｒａｕ Ｕ，Ｈａｍｍｅｎ Ｓ，Ｈｅｃｋｍａｎｎ Ｒ，ｅｔ ａｌ．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ｓ：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Ｊ］．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ｒｏｐ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２００１，１３（２）：
８５９２

［５ ］　 Ｄｅｋｏｓｔｅｒ Ｃ Ｇ，Ｈｅｅｒｍａ Ｗ，Ｐｅｐｅｒｍａｎｓ Ｈ Ａ Ｍ，ｅｔ ａｌ． Ｔａｎｄｅｍ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ｏｒｍｅｄ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ｃｕｔｉｎａｓｅ［Ｊ］．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５，２３０（１）：１３５１４８

［６ ］　 Ｄａｖｅｒｅｙ Ａ，Ｐａｋｓｈｉｒａｊａｎ 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ｅａｓｔ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 ｕｓｉｎｇ ａ ｌｏｗｃｏｓｔ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ｕｍ［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１５８（３）：６６３６７４

［７ ］　 Ｓｏｌａｉｍａｎ Ｄ Ｋ Ｙ，Ａｓｈｂｙ Ｒ Ｄ，Ｚｅｒｋｏｗｓｋｉ Ｊ Ａ，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ｓｏｙ ｍｏｌａｓｓｅｓｂａｓｅ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ｅｄｃ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ｓ ｂｙ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Ｊ］．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７，２９（９）：１３４１１３４７

［８ ］　 Ｓｈａｈ Ｖ，Ｊｕｒｊｅｖｉｃ Ｍ，Ｂａｄｉａ 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ｗａｓｔｅ ｏｉｌ ａｓ ａ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ｆｏｒ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２３（２）：５１２５１５

［９ ］　 Ｄａｖｅｒｅｙ Ａ，Ｐａｋｓｈｉｒａｊａｎ 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ｓ ｂｙ ｔｈｅ ｙｅａｓｔ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 ｕｓｉｎｇ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 ｃｏｓｔ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Ｊ］．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９，４２（４）：４９９５０４

［１０］　 Ｋｉｍ Ｙ Ｂ，Ｙｕｎ Ｓ Ｈ，Ｋｉｍ Ｅ Ｋ．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ｅｅ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ｆｅｄｂａｔ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Ｊ］．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１００（２３）：６０２８６０３２

［１１］　 Ｃｏｏｐｅｒ Ｄ Ｇ，Ｇ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 Ｂ 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ｃ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７，５３（２）：
２２４２２９

［１２］　 陈静，宋欣，曲音波，等．拟威克酵母产生表面活性剂的发酵条件［Ｊ］．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２００６，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４
［１３］　 Ｋｕｒｔｚｍａｎ Ｃ Ｐ，Ｐｒｉｃｅ Ｎ Ｐ Ｊ，Ｒａｙ Ｋ Ｊ，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 ｂｉｏ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ｓ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ｍｅｒｅｌｌ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 ｙｅａｓｔ ｃｌａｄｅ［Ｊ］． ＦＥＭ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０，３１１（２）：１４０１４６
［１４］　 Ｓｏｌａｉｍａｎ Ｄ Ｋ，Ａｓｈｂｙ Ｒ Ｄ，Ｎｕｎｅｚ Ａ，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ｓ ｂｙ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 ｇｒｏｗｎ ｏｎ ｓｏｙ ｍｏｌａｓｓｅｓ ａｓ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Ｊ］．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４，２６（１５）：１２４１１２４５
［１５］　 Ｋｉｍ Ｈ Ｓ，Ｋｉｍ Ｙ Ｂ，Ｌｅｅ Ｂ Ｓ，ｅｔ ａｌ．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 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ｏｒｎｏｉ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１５（１）：５５５８
［１６］　 Ｏｔｔｏ Ｒ Ｔ，Ｄａｎｉｅｌ Ｈ Ｊ，Ｐｅｋｉｎ Ｇ，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ｗｈｅｙ Ⅱ．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ｙｄｒｏｌａｓｅｓ ｂｙ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５２（４）：４９５５０１
［１７］　 赵国玺．表面活性剂物理化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４７０４７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 ＢＩＯ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Ｓ

ＳＯＮＧ Ｄａｎｄａｎ１，２ 　 　 ＬＩ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１，２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１，２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Ｑｉｎｇｄａｏ，２６６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Ｑｉｎｇｄａｏ，２６６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ｓ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ｂｙ ｙｅａｓｔ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ｂｏｍｂｉｃｏｌａ ＡＴＣＣ ２２２１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ａｎｄ 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ｗ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ａｔｃｈ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ｄｂａｔｃｈ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ｋｅ Ｅｒｌｅｎｍｅｙｅｒ
ｆｌａｓｋ．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ｓ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ＰＬＣ）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ｒａｙｔｉｍｅ ｏｆ ｆｌｉｇｈｔ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ＥＳＩＴＯＦ ／ ＭＳ）．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ｏ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ｉｔｓ ｍａｘｉｍｕ ｏｆ ４５ ｇ·Ｌ －１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ｄｙ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 ｅ． １２０ ｈ）ｉｎ ｂａｔ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ｉｔ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１０１ ｇ·Ｌ －１ ｉｎ ｆｅｄｂａｔ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ｂｉｏ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ｓｅｖｅｎ ｈｏｍｏｌｏｇｕｅｓ ｏｆ ａｃｅｔｙｌａｔｅｄ ｌａｃｔ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ａｃｉｄ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ｓ ｗｉｔｈ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Ｃ１８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ｍｏｉｅ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１７Ｌ［（２′ＯβＤ
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ｏｘｙ］ｏｃｔａｄｅｃ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４″ｌａｃｔｏｎｅ６′，６″ｄｉａｃｔａｔｅ ａｎｄ １７Ｌ ［（２′Ｏ
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ｏｘｙ］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４″ｌａｃｔｏｎｅ ６′，６″ ｄｉａｃｔａｔｅ ｗａｓ ２７ ３８％
ａｎｄ ２１ ５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 ｂｉｏ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ｈｉｇ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ａ ｌｏｗ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ｃｅｌｌ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６． ５ ｍｇ·Ｌ －１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ｐｈｏｒｏｌｉｐｉ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ｒａｙ 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ｆｌｉｇｈｔ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