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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玉米芯木质纤维素放线菌的筛选与发酵条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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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玉米芯是一种重要的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农业废弃物，因其降解困难、利用率较低而未得到充分利用。从寒地

黑土中筛选出一株高效降解木质纤维素的放线菌 ＧＳ ３ ３９，对其进行生物学形态鉴定及１６ＳｒＲＮＡ分子生物学鉴

定，判定 ＧＳ ３ ３９属于链霉菌属。采用单因素结合响应曲面法对其发酵条件进行优化，并对降解前后的玉米芯

进行红外和电镜观察。结果表明：当培养基初始 ｐＨ值为 ５０６、发酵温度 ２８２２℃、发酵转速 １６３９８ｒ／ｍｉｎ、接菌量

为３０９％时，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理论最优值为 ２６８８１％，重复试验得到降解率为 ２７２６４％。在此条件下对

玉米芯进行降解，结果表明，放线菌 ＧＳ ３ ３９对玉米芯木质纤维素具有降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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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全球玉米的年产量超过 １０３亿 ｔ，其中近 ５０％
由玉米芯、秸秆等组成

［１］
。玉米芯是玉米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具有高木糖含量的能量密集型农业废弃

物
［２］
，也是一种木质纤维素材料，其成分主要有纤

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
［３］
。玉米芯能量密度比常

见的生物质（如玉米秸秆和柳枝稷）高出近两倍。

与玉米秸秆和柳枝稷相比，玉米芯中木质素含量较

低，是开发生物转化技术产品的适宜原料
［４］
，可作



为一种可再生生物质生产可溶性糖，还可以通过化

学、微生物降解等发酵方法生产液体生物燃料，如乙

醇等
［５－７］

。文献［８］以 Ｏ２为氧化剂，在水溶液中将
玉米芯转化为甲酸和乙酸。文献［９］以硫酸为催化
剂，通过水解玉米芯生产乙酰丙酸。

由于玉米芯中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的复杂性和顽

固性，在温和条件下将其转化为有价值、高收率、高

选择性的化工产品还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前期

预处理阶段
［１０－１１］

。文献［１２］通过研发 ３种不同的
微波辅助碱盐预处理方法来提高玉米芯废料的糖产

量，这些预处理方法可有效提高木质纤维素糖的回

收效率，可用于可溶性糖、微生物燃料的生产。文

献［１３］研发了一种利用表面活性剂（吐温 ８０）同时
进行玉米芯预处理和糖化来提高生物乙醇产量的方

法，结果表明，添加１０％的吐温 ８０进行预处理和糖
化，得到的葡萄糖和木糖产量最大，乙醇产量也有所

提高。近年来研究发现，许多微生物具有纤维素降

解能力，并且可应用于玉米芯的降解。文献［１４］构
建了一株具有天然木糖醇积累能力的产木糖醇工业

酵母菌株 ＰＥ ２，用来降解玉米芯、生产木糖醇。文
献［１５］利用经生物整合处理的纤维素水解梭状芽
胞杆菌发酵玉米芯，生产正丁醇。

放线菌通过提高纤维素的水溶性、增强菌丝穿

透性从而降解纤维素，且在高温及高碱等极端环境

下对木质素仍具有显著的降解作用。本文从东北寒

地黑土中筛选得到一株具有高效降解纤维素的放线菌

ＧＳ ３ ３９，将其作为玉米芯工业生产的预处理剂，以
提高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从而提高其利用率。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１１１　样品来源

土壤样品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４３°２４′Ｎ，
１２８°２′Ｅ），玉米芯产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１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ＬＤＺＸ ７５ＫＢＳ型立式压力蒸汽灭菌器（济南鑫
贝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ＤＨＧ ９１２３Ａ型电热恒温
培养箱（深圳市中盛科仪科技有限公司）；ＺＨＪＨ
Ｃ１１１５Ｂ型超净工作台 （上海双旭有限公司）；
ＴＧ１６ ＷＳ型台式高速离心机（山东博科科学仪器
有限公司）；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ＵＡＴＲＴｗｏ型红外光谱仪
（珀金埃尔默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Ｓ ３４００ＮⅡ
型扫描电镜（苏州佐藤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培养基制备

ＧＳ固体培养基：可溶性淀粉 ６ｇ，ＫＮＯ３０３ｇ，

ＮａＣｌ０１５ｇ，Ｋ２ＨＰＯ４·３Ｈ２Ｏ０１５ｇ，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
０１５ｇ，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０００３ｇ，琼脂 ５４ｇ，ｐＨ值
７２～７４。

燕麦汁琼脂（ＩＳＰ３）固体培养基：燕麦片２００ｇ，
ＫＮＯ３１０ｇ，Ｋ２ＨＰＯ４·３Ｈ２Ｏ０８ｇ，ＮａＣｌ０８ｇ，琼脂
粉２００ｇ，ｐＨ值７２～７４。

ＧＹ液体培养基：酵母浸粉 １ｇ，葡萄糖 １ｇ，
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００５ｇ，Ｋ２ＨＰＯ４·３Ｈ２Ｏ００５ｇ，ｐＨ值
７２～７４。

发酵培养基：玉米秸秆 ２ｇ，（ＮＨ４）２ＳＯ４０４％，
ＫＨ２ＰＯ４０２％，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００５％，蛋白胨１％，牛
肉膏０５％，ｐＨ值７２～７４。

ＣＭＣ培养基：ＣＭＣ（羧甲基纤维素钠）１５％，酵
母膏 ０１％，ＮＨ４ＮＯ３０１％，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００２％，
Ｋ２ＨＰＯ４００５％，ｐＨ值７２～７４。
１２２　菌种的分离、纯化

土样经自然风干，研磨后取５ｇ与４５ｍＬ无菌水
混合，加适量玻璃珠于２８℃、１８０ｒ／ｍｉｎ振荡３０ｍｉｎ，
过滤后得到质量分数１０％原液，原液依次稀释至质
量分数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１％，分别取２００μＬ于培
养基上进行涂布，于 ２８℃条件下倒置培养 １５ｄ，然
后将培养基上长出的放线菌挑入 ＩＳＰ３培养基进行
单一菌的筛选。

１２３　刚果红染色试验
将筛选出的菌种接入 ＣＭＣ培养基中培养１５ｄ，

进行刚果红染色试验，进行纤维素降解能力的测定。

１２４　菌种鉴定
形态学鉴定：将菌株接入 ＩＳＰ３固体培养基上，

２８℃下恒温培养３～４ｄ后，观察菌落大小、颜色、边
缘状况；将菌株接入 ＧＹ液体培养基中，２８℃、
１８０ｒ／ｍｉｎ恒温振荡条件下培养 ３～４ｄ，取适量菌液
于载玻片上，固定后用番红染色，观察菌丝形态。

分子生物学鉴定：参照文献［１６］并加以修改进
行１６ＳｒＲＮＡ分子生物学鉴定。将获得的单菌株进
行 ＤＮＡ提取，连接 Ｔ载体，热转化后挑取阳性克隆，
进行 ＰＣＲ扩增；送到检测机构测序，构建该菌株的系
统发育树。

１２５　单因素试验
以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为指标，研究发酵

时间（１、３、５、７、９ｄ）、培养基初始 ｐＨ值（４、５、６、７、
８）、发酵转速（１２０、１４０、１６０、１８０、２００ｒ／ｍｉｎ）、发酵
温度（２４、２６、２８、３０、３２℃）及接菌量（玉米芯发酵培
养基中菌质量分数为 １％、２％、３％、４％、５％）对玉
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的影响，按照上述单因素依

次进行试验并测定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且后

续单因素试验均在前一因素试验的较优结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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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１２６　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测定
玉米芯洗净、干燥，利用万能粉碎机粉碎后，过

４０目筛，备用。将配制好的菌悬液接种到玉米芯发
酵培养基中，按单因素试验条件进行发酵培养，发酵

结束后，降解后的玉米芯用质量恒定后的质量为 ｍ０
的滤纸进行过滤，经水冲洗后，经中性洗涤剂（３％
十二烷基硫酸钠）煮沸处理，除去可溶性物质，置于

１０５℃干燥１ｈ，干燥冷却器中静置３０ｍｉｎ后称量，质
量记为 ｍ１，再 １０５℃干燥 １ｈ，干燥冷却器中静置
３０ｍｉｎ后称量，质量记为 ｍ２（ｍ１与 ｍ２相差不高于
００２ｇ即为质量恒定），质量恒定后的质量减滤纸的
质量 ｍ０即为降解剩余物质量 ｍ３。玉米芯木质纤维
素降解率 Ｙ计算公式为

Ｙ＝（ｍ－ｍ３）／ｍ×１００％ （１）
式中　ｍ———培养基中玉米芯粉末质量，ｇ
１２７　发酵条件响应曲面法优化

利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软件对发酵条件进行优
化
［１７］
。确定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最优发酵条件。

１２８　玉米芯中主要成分的测定
采用范氏洗涤法

［１８］
测定降解前、后玉米芯中纤

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和灰分的含量。

１２９　扫描电镜观察
参照文献［１９］处理玉米芯，在响应曲面法确定

的最优条件下发酵玉米芯，对玉米芯降解前后进行

扫描电镜观察。

１２１０　红外光谱观察
参照文献［２０］处理玉米芯，在响应曲面法确定

的最优条件下发酵玉米芯，对玉米芯降解前后进行

红外光谱观察。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菌株 ＧＳ ３ ３９刚果红染色结果
筛选出一株纤维素降解能力较强的放线菌，命

名为 ＧＳ ３ ３９，其刚果红染色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 １　菌株 ＧＳ ３ ３９刚果红染色结果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ａｉｎＧＳ ３ ３９Ｃｏｎｇｏｒｅｄ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由图 １得到透明圈与菌落直径比值最大的菌

株，该菌株刚果红染色后透明圈的直径 Ｄ为
（２２６３±２３６）ｍｍ，菌落生长的直径为（４９３±
０７４）ｍｍ，其透明圈与菌落直径比值为 ４６２±
０２６，说明 ＧＳ ３ ３９具有较好的纤维素降解能力。

２２　菌种鉴定结果

２２１　形态学鉴定结果
菌株形态学鉴定如图２、３所示。

图 ２　单菌落形态

Ｆｉｇ．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ｃｏｌｏｎｙ
　

图 ３　番红染色镜检图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ｍ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由图 ２可知该菌株在 ＩＳＰ３固体培养基上的生

长形态，菌体呈黄色且周围产生黄色孢子，图３为番
红染色结果，该菌可产生均匀菌丝，可初步鉴定该菌

为放线菌属。

２２２　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
（１）菌株的 ＰＣＲ扩增结果
菌株的 ＰＣＲ扩增结果如图 ４（图中 Ｍａｒｋｅｒ为

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１、２均为菌株 ＧＳ ３ ３９的
ＰＣＲ扩增结果）所示。图 ４中 １５００ｂｐ左右有一个
明亮且清晰的条带。

（２）菌株的质粒提取结果
质粒提取结果如图 ５（图中 Ｍａｒｋｅｒ为 ＤＬ５０００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１、２均为菌株 ＧＳ ３ ３９的质粒提取
结果）所示。由图 ５可知，质粒条带清晰，外送
测序。

（３）系统发育树的构建
系统发育树的构建结果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

确定菌株 ＧＳ ３ ３９为放线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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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菌株 ＧＳ ３ ３９的 ＰＣＲ扩增结果

Ｆｉｇ．４　ＰＣＲ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ＧＳ ３ ３９
　

图 ５　菌株 ＧＳ ３ ３９的质粒提取结果

Ｆｉｇ．５　Ｐｌａｓｍ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ＧＳ ３ ３９
　

图 ６　菌株系统发育树

Ｆｉｇ．６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ｅｅ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ｓ
　

２３　单因素试验结果分析
２３１　发酵时间

发酵时间对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的影响结

果如图７所示。

图 ７　不同发酵时间时的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

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ｎ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ｒｎｃｏｂ
　
由图 ７可知，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随发酵

时间的延长而增大，在发酵 ５ｄ时降解率达到
１６９５％。原因可能是放线菌 ＧＳ ３ ３９繁殖数量
增多，产酶量增多，降解率增大。后随着时间的增长

降解率虽有提高但并不显著，考虑到成本问题，将最

佳发酵时间定为５ｄ。
２３２　培养基初始 ｐＨ值

培养基初始 ｐＨ值对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
的影响结果如图８所示。

图 ８　不同培养基初始 ｐＨ值时的玉米芯木质纤维素

降解率变化曲线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Ｈ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ｅｄｉｕｍｏｎ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ｒｎｃｏｂ
　
由图 ８可知，在培养基初始 ｐＨ值为 ５时达到

木质纤维素降解率的最高值 １８３５５％。原因可能
是放线菌 ＧＳ ３ ３９生长最适 ｐＨ值为５。
２３３　发酵转速

发酵转速对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的影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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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图９所示。

图 ９　发酵转速对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ｎ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ｒｎｃｏｂ
　
由图９可知，在转速为１６０ｒ／ｍｉｎ时达到最高降

解率１９４８５％。原因可能是随着发酵转速的增大，
放线菌ＧＳ ３ ３９产的木质纤维素酶与玉米芯充分
接触，使木质纤维素的降解率逐渐增大，当转速再增

大时，致使菌细胞壁破裂，菌种死亡，降解率下降。

２３４　发酵温度
发酵温度对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的影响结

果如图１０所示。

图 １０　发酵温度对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ｒｎｃｏｂ
　
由图 １０可知，在 ２８℃时达到降解率最高值

２０５７％。原因可能是此温度是放线菌 ＧＳ ３ ３９
最适生长温度，此温度下酶作用能力最强。

２３５　接菌量
接菌量对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的影响结果

如图１１所示。
由图１１可知，当接菌量为 ３％时达到最高的降

解率２１３３５％。原因可能是接菌量逐渐增加，酶浓
度增大使降解率增大，当接菌量继续增加时，菌数量

过多培养基营养不足造成菌间竞争增大，菌大量死

亡使降解率下降。

２４　响应曲面法发酵条件优化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单因素试验结果可知，玉米芯木质纤

维素降解率最佳发酵时间为５ｄ，因此选择培养基初
始 ｐＨ值、发酵转速、发酵温度、接菌量作为响应面

图 １１　接菌量对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ｒｎｃｏｂ
　
优化的影响因素。确定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最

佳提取的条件为培养基初始 ｐＨ值为５、发酵转速为
１６０ｒ／ｍｉｎ、发酵温度为 ２８℃、接菌量为 ３％，各因素
在最佳条件点左右分别选取 １个试验点，进行四因
素三水平的响应面试验，如表１所示。使用Ｄｅｓｉｇｎ

表 １　响应面因素与编码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ｏｄｉｎｇ

编码值

因素

培养基初始

ｐＨ值

发酵转速／

（ｒ·ｍｉｎ－１）

发酵温度／

℃

接菌量／

％
－１ ４ １４０ ２６ ２

０ ５ １６０ ２８ ３

１ ６ １８０ ３０ ４

表 ２　响应面试验设计与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ｓｔ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序号 Ａ Ｂ Ｃ Ｄ 降解率 Ｙ／％
１ ０ ０ １ －１ １７８７９
２ １ １ ０ ０ ２０９６０
３ －１ －１ ０ ０ １７６９０
４ ０ －１ －１ ０ １９３４７
５ －１ ０ ０ －１ １６８７６
６ １ ０ ０ １ １９３５４
７ －１ ０ １ ０ ２１３７８
８ １ ０ －１ ０ ２１７６０
９ １ －１ ０ ０ １８７６６
１０ １ ０ １ ０ ２１８９７
１１ ０ １ －１ ０ ２１７９５
１２ ０ －１ １ ０ ２０３５７
１３ ０ ０ －１ －１ １９４０３
１４ ０ １ ０ １ ２０９６７
１５ １ ０ ０ －１ １７６６４
１６ －１ ０ ０ １ １８０３２
１７ ０ １ １ ０ ２２５６６
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２６８０５
１９ ０ －１ ０ １ １６９９７
２０ ０ －１ ０ －１ １６６０７
２１ ０ ０ ０ ０ ２６８９９
２２ ０ １ ０ －１ １８７７６
２３ ０ ０ ０ ０ ２６７７３
２４ ０ ０ ０ ０ ２６３２４
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２６５７６
２６ －１ ０ －１ ０ １９６７０
２７ ０ ０ －１ １ １８８７６
２８ ０ ０ １ １ ２１６７４
２９ －１ １ ０ ０ ２０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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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ｒｔ８０软件对表２（表中 Ａ、Ｂ、Ｃ、Ｄ分别表示培
养基初始 ｐＨ值、发酵转速、发酵温度、接菌量的编
码值）中试验数据进行响应面回归分析，得到该试

验的回归模型方程

Ｙ＝２６６８＋０４８Ａ＋１３６Ｂ＋０４１Ｃ＋０７２Ｄ－
０２８ＡＢ－０３９ＡＣ＋０１３ＡＤ－００６０ＢＣ＋０４５ＢＤ＋
１０８ＣＤ－３５５Ａ２－３４５Ｂ２－２１１Ｃ２－５０４Ｄ２

对试验所得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显著性检

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 ３　响应面试验结果方差分析

Ｔａｂ．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Ｐ 显著性

模型 ２８１７０ １４ ２０１２ ２２８６４ ＜００００１ 

Ａ ２７６ １ ２７６ ３１４１ ＜００００１ 

Ｂ ２２１３ １ ２２１３ ２５１４６ ＜００００１ 

Ｃ ２００ １ ２００ ２２７４ ００００３ 

Ｄ ６３０ １ ６３０ ７１５９ ＜００００１ 

ＡＢ ０３１ １ ０３１ ３５１ ００８１９

ＡＣ ０６２ １ ０６２ ７０１ ００１９１ 

ＡＤ ００７１ １ ００７１ ０８１ ０３８３３

ＢＣ ００１４ １ ０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６９３２

ＢＤ ０８１ １ ０８１ ９２１ ０００８９ 

ＣＤ ４６７ １ ４６７ ５３０６ ＜００００１ 

Ａ２ ８１８７ １ ８１８７ ９３０２５ ＜００００１ 

Ｂ２ ７７４３ １ ７７４３ ８７９８２ ＜００００１ 

Ｃ２ ２８８２ １ ２８８２ ３２７４４ ＜００００１ 

Ｄ２ １６５０９ １ １６５０９ １８７５８６ ＜００００１ 
残差 １２３ １４ ００８８
失拟项 １０２ １０ ０１０ １９５ ０２７１７
纯误差 ０２１ ４ ００５２
总和 ２８２９３ ２８

　　注：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０１）；表示差异高度显著

（Ｐ＜００１）；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由表３可以看出，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回归
方程 Ｐ＜００００１，表明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的回
归方程与全部自变量间的关系极为显著，方程极显

著；而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回归方程的失拟项

Ｐ＞００５，差异性不显著，这表示上述４个因素对试验
结果的干扰不明显，残差由随机误差引起，表示该回

归模型与实测值能够较好地拟合。获得的响应曲面

图如图１２～１４所示。
运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软件，设置玉米芯木质

纤维素降解率同时达到极大值时，求解得到玉米芯

木质纤维素降解的理论最优条件为：培养基初始 ｐＨ值
为５０６、发酵温度２８２２℃、发酵转速１６３９８ｒ／ｍｉｎ、接
菌量为３０９％，在此条件下的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
解率理论值为 ２６８８１％。在该条件下做重复试验
得到降解率为 ２７２６４％，与理论值相差不大，证明
该模型有效。

图 １２　培养基初始 ｐＨ值、发酵温度对玉米芯木质

纤维素降解率的等高线及响应曲面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Ｈ

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ｒｎｃｏｂ
　

图 １３　发酵转速、接菌量对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

解率的等高线及响应曲面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ｎ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ｒｎｃｏｂ
　
２５　玉米芯主要成分的测定

玉米芯降解前后成分及其含量如表４所示。由
表４可知，接种放线菌 ＧＳ ３ ３９降解后，玉米芯中
纤维 素 的 降 解 率 为 ３９８４％、半 纤 维 素 的 降
解率为３８３３％、木质素的降解率为４７３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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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发酵温度、接菌量对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

的等高线及响应曲面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ｒｎｃｏｂ
　

表 ４　玉米芯降解前后成分质量分数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ｒｎｃｏｂ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

成分 纤维素 半纤维素 木质素 灰分

降解前 ３３２６±１３５ ３８１４±１２３ １９６７±０９５ ２０５±０４３

降解后 ２００１±１４２ ２３５２±１１７ １０３５±１０８ １８３±０２５

ＧＳ ３ ３９对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均具有一定
的降解作用。文献［２１］采用连续碱挤压降解玉米
芯中木质纤维素，结果表明：处理后纤维素质量分数

从（４２０±０１５）％降至（３７６±１２２）％，半纤维素
质量分数从（４５９±０１）％降至（３９４±１２）％，比
较可知，ＧＳ ３ ３９对纤维素、半纤维素的降解效果
均比该方法高。文献［２２］评估不同玉米芯的预处
理方法，其中碱性过氧化法效果最好，纤维素质量分

数从１６％增加至 ５９％，木质素降解率约 ７８％，半纤
维素溶解高达７９％，虽然木质素及半纤维素降解率
较高，但增加了纤维素含量，预处理较困难，而 ＧＳ
３ ３９对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均有降解作用。
２６　玉米芯降解前后扫描电镜观察结果

玉米芯降解前、后表面组织结构扫描电镜结果

如图１５、１６所示。由图 １５、１６可得，降解前玉米芯
表面结构呈紧密、平整排列，降解后结构遭到破坏，

裂解且多孔，说明 ＧＳ ３ ３９对玉米芯中的结构成
分就有降解作用。

２７　玉米芯降解前后红外光谱观察结果

玉米芯降解前后红外光谱如图 １７所示。由

图 １５　降解前玉米芯表面组织结构

Ｆｉｇ．１５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ｒｎｃｏｂｂｅｆｏｒ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图 １６　降解后玉米芯表面组织结构

Ｆｉｇ．１６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ｒｎｃｏｂａｆｔｅｒ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图１７可知，在３４１３４２ｃｍ－１

处为玉米芯中—ＯＨ的
伸缩振动峰，在２９２０３４ｃｍ－１

处为 ＣＨ３的对称伸缩

振动峰，在 １６３７０２ｃｍ－１
处为 Ｃ Ｃ的伸缩振动

峰，在 １０５３８９ｃｍ－１
处为 Ｃ—Ｏ伸缩振动峰。加入

ＧＳ ３ ３９降解后１６３７０２ｃｍ－１
处 Ｃ Ｃ的伸缩振

动峰相对增强，这是由玉米芯中 Ｃ—Ｃ键断裂形成

Ｃ Ｃ键所致，表明菌株 ＧＳ ３ ３９降解木质纤维
素的 Ｃ—Ｃ键，形成不稳定的 Ｃ Ｃ，从而有效降解
木质纤维素材料。

图 １７　玉米芯降解前后红外光谱

Ｆｉｇ．１７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ｃｏｒｎｃｏｂ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３　讨论

玉米芯是玉米生产的副产物，是重要的木质纤

维素资源，木质纤维素是自然界中最为丰富的有机

物质，它的生物降解是许多需氧、兼性厌氧和专性厌

氧细菌和真菌的特征
［２３］
。木质纤维素经预处理后

可以作为原料生产生物质能源。如纤维素燃料乙

醇
［２４］
，是指充分利用纤维素原料（如玉米芯）中的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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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素及半纤维素，使之经水解、糖化后，再经糖发酵

过程生产的一种燃料乙醇。文献［２５］以玉米芯为
原料，研究了木素磺酸盐（ＳＬＱＡ）和十二烷基二甲
基甜菜碱（ＢＳ１２）对乙醇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ＳＬＱＡ和１ｇ／ＬＢＳ１２通过促进酶解，可有效提高乙
醇产量。文献［２６］以玉米芯为原料，研究利用农业
废弃物生产木糖醇。优化预处理方法得到最佳木糖

醇的产率为 ８５％。因此找到一种有效降解玉米芯
中的木质纤维素成分的方法成为当前的研究重点。

本文研究放线菌 ＧＳ ３ ３９对其的降解作用，未来
可利用 ＧＳ ３ ３９作玉米芯生产生物能源的预处理

剂，或通过基因工程改造技术，使其降解木质纤维素

能力更强。

４　结束语

本文筛选出一株高效降解纤维素的放线菌

ＧＳ ３ ３９，运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软件，得到最优
组合条件下玉米芯木质纤维素降解率的理论最优值

为２６８８１％。在最优条件下进行重复试验得到降
解率为 ２７２６４％，且 ＧＳ ３ ３９对玉米芯中纤维
素、半纤维素、木质素 降解 率分 别为 ３９８４％、
３８３３％、４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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