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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对红掌组培污染菌的抑制作用 

李春香，高凤菊，孙献明 

(唐山师范学院 生命科学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在污染的红掌继代培养基 中提取污染菌并进行 了分离及纯化，初步鉴定为为半知菌亚门 

(Deuteromycotina)，丝孢纲 (Hyphpmycetes)，丝孢目 (Hyphomycetales)，淡色孢科 (Dematiaceae)，木霉属 

(trichoderma)。研究了壳聚糖对该菌的抑制作用，探索了3种分子量及其6种浓度的壳聚糖对该菌的抑制效果。 

结果表明：壳聚糖对该污染菌有抑制作用，5万和 25万分子量的抑菌效果高于 3000分子量，浓度越高，抑菌效 

果越好。初步证实了壳聚糖对组培污染菌类有很好的抑制作用，在花卉组织培养污染防治方面具有应用价值． 

关键词：组织培养；污染；壳聚糖；抑制作用 

中图分类号：$4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9．9l15(2008)05—0044—05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Chitosan on the Fungi in Anthutium 

Subsulture M edium 

LI Chun-xiang，GAO Feng-ju，SUN Xian-ming 

(Department of Biology Science，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Hebei Tangshan 063000，China) 

Abstract：111e fungi was isolated and purified from polluted an thurium subculture medium．identified to be Deuteromycotina 

Hyphpmycetes Hyphomycetales Dematiaceae and trichoderma．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the three kinds of chitosan on the fungi was 

conduct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itosan had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fungi．The 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chitosan had a beret 

inhibition effect than the lower ones．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50，000 and 250，000 molecular weight chitosan iS beaer than that of the 

3000 molecular weight．It is preliminarily proved that chitosan had good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fungi from polluted tissue culture,and 

will have good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fields ofpollution prevention in flowers tissu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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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织培养不仅在植物育种、苗木快速繁殖和有用次 

生代谢产物生产等方面应用广泛，也是植物基因工程和植物 

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之--[”。污染、褐化、玻璃化等 

是组织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中污染最普遍 [21。因此采取 

有效的防控措施，降低污染发生的机率，是组织培养成功的 

重要保障。 

壳聚糖 (chitosan)是甲壳素在强碱性条件下进行脱乙 

酰基作用后形成的一种重要的衍生物，是由多个N．乙酰氨基 

葡萄糖通过 D．(1．4)糖苷键连接起来，但它的性质较为活泼[1]。 

壳聚糖具有天然抑菌性能，且抑菌谱广【 m】，近年来壳聚糖 

在各个领域如农业【 、医 、制造【 、食品【 等方面中的运 

用受到很大的重视。有关壳聚糖在组织培养中的抑菌应用尚 

未见报道。 

本实验拟从污染的红掌继代培养基中提取、纯化污染菌 

并进行鉴定，用不同分子量及其不同浓度的壳聚糖对其进行 

抑制实验，摸索出抑菌效果最好的壳聚糖分子量及最佳抑菌 

浓度，为探索壳聚糖成为新型的抑菌剂提供具体信息。 

l 材料与方法 

基金项目：唐山师范学院科学与发展研究计划 (07C24)。 

收稿 日期：2008．03．2 

作者简介：李春香 (1968-)，女，河北乐亭人，硕士，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植物生物防治。 
一 4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30卷第5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9月 

加入壳聚糖的 PDA培养基，4d后能明显观察到菌落周 

围有黑色晕圈，且黑色晕圈随着菌落的生长而向外移。一般 

抑菌效果越好黑色晕圈越明显。对照菌落始终没有出现这种 

现象。壳聚糖的分子量和浓度影响抑菌效果。(如图 4及图 

5所示) 

图 5 25万分子量壳聚糖不同浓度抑菌效果的比较 

(A-F浓度依次为 O．5、1．0、1．5、2．0、2．5、3．0mg／m1) 

2．3．2 相同分子量不同浓度壳聚糖抑菌效果的比较 

分子量3000、5万、25万壳聚糖抑菌结果见图6-8。 

采 

瓣 
妞 

图6 分子量为 3000的壳聚糖对 WCHPA菌落的抑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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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5万分子量壳聚糖对 CHPA菌落的抑制率 

图 8 25万分子量壳聚糖对 CHPA菌落的抑制率 

由图6-8可 以看出，壳聚糖浓度不同抑菌效果不同，抑 

菌效果随壳聚糖浓度增高而增大，3．0mg／ml浓度时抑菌率最 

高。在第 2d抑菌效果最好。 

分子量为 3000的壳聚糖抑菌率最高达 62．5％；O．5mg／ml 

浓度的抑菌率最差，最高抑菌率为 10．O％。分子量为5万的 

壳聚糖抑菌率最高达 77．27％；分子量为 25万的壳聚糖抑菌 

率最高值为 79．55％，出现在 3．0mg／ml和 2．0mg／ml两个浓度 

中，O．5mg／ml浓度的抑菌率最差。1．5、2．0、2．5、3mg／ml 

浓度的抑菌率随着时间的延长基本上成下降趋势，而 O．5和 

1．0mg／ml浓度的抑菌率在第 2d至第 5d是下降的：5d以后 

抑菌率不再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方差分析在 5％显著水平上，三种分子量壳聚糖抑菌 

率在 O．5与 1．0mg／ml、1．0与 1．5mg／ml、1．5与 2mg／ml浓 

度之间有差异，而 2．0、2．5及 3．0mg／ml浓度之间的抑菌 

率差异不显著。结果表明在 2mg／ml浓度 以下浓度越高抑 

菌效果越好 ；在浓度达到 2．0mg／ml以后抑菌效果不再有 

显著增加 。 

2．3．3 相同浓度的三种分子量壳聚糖抑菌效果的比较 

2．3．3．1 浓度为 0．5mg／ml 3种分子量壳聚糖对WCHPA菌落 

的抑制效果 

6个浓度 3种分子量壳聚糖对 WCHPA菌落的抑菌率结 

果分别见图9～l4。 

由图9～图 l4可以看出在不同浓度下不同分子量壳聚糖 

的抑菌趋势。 

由图 9可以看出 O．5mg／ml浓度的 3种分子量壳聚糖之 

间没有明显的规律，最高抑菌率出现在分子量为 5万的壳聚 

糖培养基中为 20．45％。抑菌率和时间上也没有紧密的联系。 

结果表明在 O．5mg／ml浓度下 3种分子量的壳聚糖的抑菌效 

果都不理想。 

由图 lO可知在第 5d之前3种分子量壳聚糖分子量越大 

抑菌率越高，而且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抑菌率降低。在第 

5d，3000分子量的抑菌率超过其它两种分子量的抑菌率， 

而 3000分子量的抑菌率也达到最高值。在第 7d后抑菌效果 

和第 5d之前的相似，分子量越大抑菌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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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0．5 mg／ml 3~ --T--量壳聚糖对 WCHPA的菌落率 图 l0 1．0 mg／ml 3种分子量壳聚糖对 WCHPA的菌落率 

图 l1 1．5 mg／ml 3种分子量壳聚糖对 WCHPA的菌落率 图 12 2．0 mg／ml 3种分子量壳聚糖对 WCHPA的菌落率 

图 13 2．5 mg／ml 3种分子量壳聚糖对 WCHPA的菌落率 

由图 ll可以看到 3000，5万和 25万分子量的壳聚糖对 

WCHPA菌落的抑菌率几乎相互平行，都随时间呈下降趋势。 

方差分析，1．5mg／ml浓度的壳聚糖 3种分子量的抑菌率差异 

水平不显著 (P0．05)。 

在 2mg／ml、2．5mg／ml、3mg／ml浓度下 3种分子量壳聚 

糖抑菌率没有差异。3种分子量的壳聚糖抑菌效果在第 2、3、 

4d，5万分子量和 25万分子量的壳聚糖的抑菌效果要好于 

3000分子量，而在第 5d之后 3种分子量壳聚糖的抑菌效果 

没有明显的区别。方差分析表明差异不显著。 

3 讨论与结论 

3．1 壳聚糖成为新型抑菌剂的可能 

植物组培的污染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操作中产生得 

污染，主要是霉菌的污染；一种是外植体自身所带杂菌主要 

是由真菌和细菌的污染[10】。 

高抑菌率高达 79．55％。抗生素是现在组培中最常见和 

时间(d) 

图 14 3．0 mg／ml 3种分子量壳聚糖对 WCHPA的菌落率 

最有效的抑菌剂，但抗生素价格昂贵而且在组培中产生很多 

的副作用【”】，而壳聚糖可 以弥补这些缺点和不足从而成为一 

种新型低廉、高效的抑菌剂。 

3．2 分子量对壳聚糖抗菌性能有重要影响 

从实验结果来看 5万和 25万壳聚糖的抑菌效果要好于 

3000分子量的；最高抑菌率H_j现在 25万分子量 3．0mg／ml 

和 2．0mg／ml两个浓度中。但总体考虑到价格及其操作因素 

上本实验的结论是 5万分子量 1．5mg／ml浓度为最佳。 

3．3 浓度对壳聚糖抗菌性能有重要影响 

冯小强【“】、钟秋平 等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壳聚糖的抑 

菌作用随其浓度的增加而增大，本实验结果支持上述研究 

结果。 

甲壳素应用范围广泛，壳聚糖在医学、食品、环保、日 

化用品等领域都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应用。将壳聚糖用于花卉 

组织培养将有很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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