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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食用菌多糖含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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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师范学院 生命科学系 , 河南 周口 466000)

摘要:采用蒽酮-硫酸法测定并比较了银耳 、黑木耳 、草菇和猴头菇 4种食用真菌中多糖的含量。结果

表明 ,4种食用菌中 ,黑木耳多糖含量最高 ,达到 7.39%,草菇的多糖含量最低 ,仅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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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耳 、黑木耳 、草菇和猴头菇等食用菌不仅营养

丰富 ,味道鲜美 ,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 ,如菌多糖 、

维生素 、氨基酸及微量元素等 ,而且具有极高的药用

价值 ,是我国传统的保健佳品 。随着人们营养保健

意识的增强 ,对食用菌中多糖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

食用菌中的多糖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 ,抗瘤 、抗癌 、

抗凝血 ,消除自由基和抗动脉粥样硬化 ,增强机体免

疫功能等功效[ 1-4] 。鉴此 ,以木耳 、银耳 、草菇和猴头

菇为材料 ,测定了 4种食用菌多糖的含量 ,旨在为多

糖产品生产企业选择多糖原材料及其开发利用提供

参考 。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黑木耳 、猴头菇 、草菇由郑州市二七凯龙食品厂

生产;银耳由天喔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1.2　试验方法

1.2.1　多糖的提取　将木耳 、银耳 、草菇和猴头菇

放在 60℃烘干箱中烘干至恒定质量 ,用粉碎机粉

碎。精确称取各样品 0.1g 放入试管中 , 5个重复 。

在各试管中各加入 5mL 无水乙醇静置过夜 , 弃上

清液 ,然后 ,在各试管中各加入 5mL 蒸馏水 , 沸水

煮 2 ～ 3 h 后冷却至室温 , 4 000 r/min 离心 20min ,

所得上清液即为多糖提取液。

1.2.2　多糖含量的测定　根据李绍平等
[ 5]
的方法

测定多糖的含量 ,以蔗糖为标准品 ,采用蒽酮比色法

在 620 nm 处比色 ,记录 OD值 ,绘制标准曲线 。将

上述多糖提取液定容至 100mL ,取各样品 1mL 于

试管中 ,再加入蒽酮-硫酸试剂 5mL ,摇匀 ,沸水浴

10min ,取出冷却后于 620 nm 下比色 ,记录 OD值 ,

根据公式计算多糖含量 。

　多糖含量=
cV

m ×106 ×100%,

式中:c———根据 OD值从标准曲线上查得样品

测定管中多糖质量浓度(mg/L);V ———样品提取时

定容体积(mL);m———样品质量(g)。

2　结果与分析

对木耳 、银耳 、草菇和猴头菇 4种食用菌的多糖

含量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 ,黑木耳中多糖含量最高 ,

达到干质量的 7.39%,草菇的多糖含量最低仅有

2.50%,银耳和猴头菇中多糖含量分别为 3.46%和

4.10%(表 1)。

表 1　不同品种真菌多糖含量的比较

糖含量 黑木耳 银耳 草菇 猴头菇

吸光度值 0.488 0.229 0.173 0.279

多糖含量(%) 7.39 3.46 2.50 4.10

3　讨论

本试验采用蒽酮-硫酸法来测定样品中的多糖

含量 ,影响该方法准确性的因素有是否加热 ,加热时

间及测定波长等[ 6] 。试验过程中加入蒽酮-硫酸试

剂时会产生热量 ,反应温度和时间条件不易控制 ,沸

水浴处理后冷却至室温可以较好的提高试验结果的

准确性 。在该条件下显色 ,产物的最大吸收波长为

620nm 。多糖为非还原性糖 , (下转第 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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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态性 。在中国广泛分布着 M.m.musculus和

M .m.castaneus 2个亚种 ,由于这 2个小鼠亚种在

基因构成上与现行通用实验小鼠品系存在极大差

异 ,使它们成为改进实验小鼠品系遗传状况的好材

料[ 14] 。国内近年来成功培育出多个近交系小鼠品

系 ,但野生来源的近交系小鼠品系极少 。因此 ,加强

我国野生小鼠资源的研究和应用 ,从而培育出更多

野生来源的近交系小鼠品系 ,对于我国实验动物科

学研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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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4页)　可用 DNS 法测出还原性糖的量 ,

但是经过测定 ,银耳和木耳中还原性糖的含量很少 ,

在 620 nm处其最大吸光值(OD值)几乎为 0 ,故可

忽略 。

研究表明 ,黑木耳中多糖含量较高 ,具有较高的

医疗保健价值。目前 ,国内外对食用菌多糖的研究

及开发利用进展迅速 ,在食用菌多糖的分离提取 、化

学组成 、结构分析 、生物活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 ,发现了许多具有独特功能的多糖。因此 ,食用菌

多糖产品的研制已成为一个热点。但是 ,目前对各

种食用菌多糖的作用机制不很明确 ,还需要进一步

加强研究 ,了解食用菌多糖的化学结构 、生物活性和

结构关系 ,将使其在食品工业 、发酵工业 、医疗保健

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参考文献:

[ 1] 　张翼仲.多糖的结构与功能[ J] .生物学通报 , 1992 , 1

(1):3-4.

[ 2] 　曹培让 ,吴祖道.金针菇子实体多糖 PA5DE 的提取及

性质研究[ J] .生物学杂志 , 1990 , 6(2):176.

[ 3] 　刘美琴 , 李建中.香菇菌丝体多糖的分离鉴定与免疫功

能研究[ J]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 , 1999 , 3(11):

16.

[ 4] 　严茂祥 ,陈芝云 , 项伯康 ,等.金针菇多糖对小鼠血清溶

液血素产生及抗体形成细胞的影响[ J] .中医药信息 ,

2003 , 20(5):56-57.

[ 5] 　李绍平 ,黄赵刚 , 张平 ,等.蒽酮-硫酸法测定亮菌糖浆

中多糖的含量[ J] .中草药 , 2002 , 33(3):233-235.

[ 6] 　陈平 ,陈新 , 张长春 ,等.硫酸-蒽酮法测定鄂产竹节参

多糖含量[ J]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 2007 , 12(3):1654-
1656.

·108·

2010年第 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