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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酒药中微生物的初步分离

周红丽, 余 冰

( 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 通过平板稀释分离法 , 对衡阳酒药的微生物组成、菌落形态以及主要酶活力进行初步

分离和分析。结果表明, 自然制曲成熟的衡阳酒药中主要的微生物为酵母菌、霉菌和细菌, 放线菌

数量不多, 霉菌中根霉的淀粉酶和蛋白酶活力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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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ion of the Microorganism from Hengyang Wine Drug

ZHOU Hong-li and YU Bing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microflora and compositions of Hengyang wine drug produced by natural fermentation were separated and

analyzed by the method of plate dilu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microbes in the wine drug were mainly yeasts,

molds and bacteria, and less counting of actinomyces. Among the separated microbe, Rhizopus has high starch and protein

enzym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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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药又称小曲、酒饼、白药等, 主要用于生产淋饭酒

母或以淋饭法酿制甜酒。酒药含有的主要微生物是根

霉、毛霉、酵母及少量的细菌和梨头霉等。利用酒药保藏

优良微生物菌种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独创方法 [1～3]。

但是由于各地方的传统制曲方法、原料不同 , 气候等差

异, 各地方的酒药中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也有差异。本

试验所用酒药来自湖南衡阳白水乡, 在当地广泛使用,

不仅用来酿酒 , 很多时候作为治疗小孩腹泻、腹痛的药

使用, 有助消化、利于吸收等作用。其基本制作流程是将

新早籼糙米磨粉后, 拌入水和辣蓼草粉, 混匀切块, 接入

陈酒药, 入缸保温培养, 再晒药, 制成成品。本文主要是

用不同的培养基对这种地方酒药的微生物组成进行初

步分离、研究, 并对所分离菌株的酶活进行比较测定。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菌种

酒药 : 衡阳地区的一种民间酒药 , 其功效除作甜酒

外, 还作治疗消化不良的药物用。

根霉: 湖南农业大学微生物教研室提供 Q303 根霉。

1.1.2 培养基[4]

马铃薯培养基、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高氏一号培

养基、孟加拉红培养基、淀粉培养基、酪蛋白琼脂培养

基。其配制方法参见参考文献[4]。

1.2 方法

1.2.1 微生物的分离[5]

采用稀释平板分离计数法。取衡阳酒药 5 g 在无菌

条件下放入装有 95 mL 无菌水三角瓶中进行振荡稀释

30 mim, 然后采用 10 倍梯度稀释 , 取适当稀释度分别

涂布于马铃薯培养基平板( 分离霉菌, 培养温度为 30 ℃

( ±1 ℃) , 72 h 计数) ;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平板( 分离细

菌 , 培养温度 37 ℃( ±1 ℃) , 24 h 计数 ) ; 高氏一号培养

基平板( 分离放线菌 , 培养温度为 30 ℃( ±1 ℃) , 5～7 d

计数) ; 孟加拉红培养基平板( 分离霉菌, 培养温度 30 ℃

( ±1 ℃) , 72 h 计数) 。每稀释度 3 个重复, 进行菌落形态

描述并计数。

1.2.2 酒药根霉与 Q303 根霉酶活比较

1.2.2.1 淀粉平板与酪素平板的制作

将灭菌后冷却至 45 ℃左右的淀粉培养基与酪蛋白

琼脂培养基在无菌操作台上倒入培养皿中 , 冷却 , 即为

淀粉平板和酪素平板。

1.2.2.2 接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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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离计数平板上挑取根霉孢子点接到 PDA 平板

上进行进一步纯化 , 所得菌株命名为 Z06, 在无菌操作

台上, 用接种环分别取适量 Z06 根霉孢子和已活化的根

霉 Q303 的孢子于无菌水中制成孢子悬液, 再分别点植

到淀粉平板和酪素平板上, 30 ℃( ±1 ℃) 恒温箱中培养

3 d。

2 结果与讨论

2.1 菌落形态描述

选用稀释梯度较高的且单个存在便于观察的典型

菌落进行菌落形态的描述, 结果见表 1。

2.2 显微镜观察结果

挑取表 1 中典型菌落进行显微镜观察, 基本判断出

衡阳酒药中微生物的属类, 见表 2。

从表 1 和表 2 中可以看出, 该酒药中主要微生物种

类是霉菌和酵母菌及细菌, 没有分离出放线菌。

2.3 分离计数结果

选择合适稀释度平板 , 采用平板计数法 , 分别计数

不同培养基上同种类型微生物的菌落数, 结果见表 3。

由表 3 可以看出 , 数量最多的是酵母菌 , 其次是根

霉和毛霉, 以及少量的细菌。而放线菌没有分离到。酵母

菌的检出以及其数量多说明了为什么该地区的酒药在

当地可用作治疗小孩腹泻的偏方。

2.4 酒药根霉与 Q303 根霉酶活比较结果

将 Z06 根霉孢子和本实验室保存的 Q303 根霉( 已

事先活化好) 孢子制成孢子悬液 , 分别点接到淀粉培养

基平板、酪素平板上 , 30 ℃培养 3 d, 测量透明圈的大

小, 结果见表 4 和表 5。

从表 4 可见 , Z06 与 Q303 分解淀粉和蛋白质能力

相当 , 经过进一步的性能测定后 , 可以作为优良菌株保

存下来。

3 小结

从分离得到的结果来看, 制作衡阳酒药的过程应该

是一个多菌种混合发酵的过程。因为发酵的主要菌类涉

及到霉菌和酵母菌两大类, 而且酵母菌占优势。另外, 根

霉的淀粉酶和蛋白酶活力较强, 这也就验证了在当地为

什么流行用酒药治疗小孩腹泻了。细菌的存在因其是自

然制曲无法避免, 其作用是否对酒药的功效形成有密切

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次对衡阳酒药的微生物分析

因没有采用特定的分离培养基进行分离, 因此在分析结

果上可能与实际的菌相组成有所差异, 而得到的根霉属

和酵母属也只是发酵完成后的优势菌种而已。毛霉应该

是发酵初期可能生长的微生物。有关优势菌的基本性质

和与酒药的功效形成的关系有待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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