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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生产白僵菌的研究
’

费成煌 唐培琦

关徽词 白僵菌
、

分生抱子
、

惰性载体

白僵菌在深层发酵的中后期能产生大量的节抱子
,

虽然节抱子对多种害虫有寄生能力
,

但

节抱子耐热性差
,

不仅发酵后处理 困难
,

而且所得的产品在 。 ℃左右也只有 0
.

s a
保存期

,

所

以难以作为商品
。

而用一般固体法培养白僵菌
,

虽然能得到大量耐热性强
,

保存期较长的分生

抱子
,

但整个培养周期长达 12 d
,

且培养前期容易污染
,

所以大规模生产 尚有一定困难
。

为了缩短白僵菌培养周期
,

降低生产成本
,

更顺利地进行 白僵菌大规模生产
,

试验采用了

深层发酵培养菌丝
,

然后在惰性载体糠壳或珍珠岩上快速产生分生抱子的方法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菌种

五‘口 u ve r ia ba s s ia n a (B als ) V 一」111

1
.

2 斜面培养基

10 %麦数汁
,

2 %蔗糖
,

0
.

5 % 蛋白脏
,

0
.

1 %硝酸钠
,

2%琼脂
。

1
.

3 液体种子培养基

2%豆饼粉
,

1 %蔗糖
,

C
.

5 % 酵母粉
,

0
.

1% K H
ZP。

;

1
.

4 液固两相培养法

研究过程采用 3 0 00 m L 容积的小框
,

定量装入载体材料
,

然后以高比例吸附白僵菌发酵

液
,

27 一 30 ℃培养到载体表面产生大量分生抱子
,

最后烘干待测
。

生产采用竹框装入载体材

料
,

吸满白僵菌发酵液后
,

27 ~ 30 ℃培养 s d 产生大量分生抱子后
,

便可烘干和制成粉剂
。

1
.

5 固体培养法

本研究采用过去常用的固体培养法作为液固培养法的对照
。

按 10 % 的接种量将白僵菌液

体种子接入灭菌的麦数糠壳培养基
,

麦献和糠壳用量比例为 7 : 3
。

研究过程采用 3 0 00 m L 容

积的小框
,

培养温度为 27 ℃
,

培养 7 一 10 d 产生分生抱子
,

12 d 便可烘干和制成粉剂
。

2 试验结果

2
.

1 液体培养基碳氮比的选择

将蚕蛹粉为氮源材料
,

玉米淀粉为碳源材料
,

以不同碳氮 比例配制液体培养基
,

培养基总

19 94 一 0 5一0 5 收稿
。

费成爆工程师
,

唐培瑜(深圳农业科学研究中心 广东深圳 51 8 0 4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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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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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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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碳氮比例的培养基产生分生抱子的数t

C
:
N

(% )

产抱量
(亿/ g )

10 0 : 0 8 0
.
2 0 6 0

: 4 0 4 0
:
6 0 20

:
8 0 0 :

1 0 0

1 1 6 1 4 4 2 2 0 24 8 2 1 2

注
:

氮源材料采用蚕蛹粉
,

碳源材料采用玉米淀粉
.

浓度控制在 5 %
,

然后以液固培养法培养白僵

菌分生抱子
,

试验结果见表 1
。

在单纯玉米淀

粉的培养基中
,

白僵菌在固相载体上产生分生

抱子的能力很差
,

但随着氮源材料 比例的增

加
,

产生分生抱子的数量随着增加
,

甚至在纯

蚕蛹粉的培养基上
,

仍有较高的产生分生抱子的能力
。

2. 2 固相培养周期的研究

采用液固两相法生产 白僵菌
,

一般液相发酵培养 15 一 20 h
,

白僵菌菌丝多而粗壮
,

交织成

网
,

并已形成大量菌丝团
,

菌液中已可见到少量节抱子
。

此时终止液体培养
,

再用糠壳或珍珠岩

作固相载体
,

以 1 : 4 或 1 :
6 吸附液相菌液

,

27 ℃培养
,

20 h 载体泛白
,

40 h 载体 已全部被菌

丝覆盖
。

第 3 天后菌丝产生分生抱子
,

一般第 6 天即可达产抱最高峰 此方法 已

‘

o-/

八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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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喇礼架

大床培养白僵菌周期缩短 s d
。

为了尽可能缩短 白僵菌在固体载体上的生长周期
,

减少

因敞开培养而污染杂菌的机会
,

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

我们试

用了改变后期培养温度
,

加大通气量
,

添加各种植物生长素等

方法
,

最后发现在液相培养后期
,

加入灭 了菌的磷酸盐类
,

能

使白僵菌在载体上产生分生抱子的过程 明显加速
,

达产生分

生抱子高峰期 只需 4 d
,

如 图 1 所示
:

加磷酸盐类作产抱促进

剂以后
,

白僵菌的培养周期能提前 Z d
,

这对大规模生产 白僵

菌有很重要的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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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加磷酸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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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时间 ( h )

磷酸盐类对产土

分生抱子的影响
2

.

3 分生抱子耐热性试验

在麦鼓或花生饼粉为氮源的培养基上
,

白僵菌同样可以产生每克 1 00 亿以上的分生抱子
,

所以从经济角度出发
,

一般白僵菌固体生产均采用价格低廉的麦鼓和玉米粉为原材料
。

但在液

固两相法试验中发现
:

如果液体发酵培养基采用蚕蛹粉为氮源材料
,

最后在载体上产生的分生

抱子
,

将比麦鼓或花生饼粉为氮源材料产生的分生抱子有较强的耐热性能 (见表 2 )
。

采用麦数

和花生饼粉为原材料产生的白僵菌分生抱子
,

在 50 ℃热风下烘 16 h
,

分生抱子萌发能力降至

表 2 50 ℃热风对分生抱子萌发率的影响

项 目 麦戴培养基
花生饼粉

培养基

蚕蛹粉培

养 基

20O�O�1主n�亡J‘任s h 萌发率 ( % )

1 6 1
1

萌发率 ( % ) ::

5 0 % 以下
,

然而用蚕蛹粉培养基产生的分生抱

子
,

在 同样条件下烘干
,

仍有 90 %的萌发率
。

可 见用同样菌种
、

同样方法产生的分生抱子
,

因培养基 中氮源材料不同
,

分生抱子的耐热性

能有很大差异
。

2
.

4 珍珠岩和糠壳载体的差别

珍珠岩和糠壳作为白僵菌的载体都是利用它们疏松
、

通气的特点
,

白僵菌能较快产生分生

抱子
。

但珍珠岩 比糠壳作为白僵菌载体更合适
,

珍珠岩比重小于糠壳
,

吸附发酵液的量大
,

可达

1 ,
6 以上

,

而糠壳吸附量只能达 1 : 4
。

因此珍珠岩载体上产白僵菌分生抱子的量明显高于糠

壳载体 (见表 3 )
。

而且珍珠岩作载体
,

后处理简单
,

干燥后就可作颗粒剂使用
,

粉碎后就可配成

粉剂和可湿性粉剂
,

后处理收率可达 80 % 以上
。

糠壳虽然价廉
,

但干燥后糠壳纤维难粉碎
,



6 期 费成坦等
:

快速生产白僵菌的研究

要制成产品
,

需用气流分离除去糠壳载体后
,

才得白僵菌高含量粉剂
,

再把高含量粉剂配制

粉剂和可湿性粉剂
。

气流分离收率较低
,

整个

后处理收率仅 60 %左右
。

另外珍珠岩是矿砂高温烧制成的
,

杂菌极

表 3 珍珠岩和糠壳产抱最比较

麦 数 花生饼粉 蚕 蛹粉 蛋 白陈

培养基 培养基 培养基 培养基

珍珠岩 (亿 / g )

慷 壳 (亿 / g )

28 0 2 3 0

2 6 0 1 8 0

2 9 0 1 5 0

2 3 0 1 30

,

而糠壳带米糠等物
,

若保存不当
,

杂菌很
注

:

蛋白陈为肉联厂生产的工业蛋 白陈
。

,

而用珍珠岩作白僵菌的载体时
,

污染杂菌的机会要比用糠壳少
。

少多

3 小结与讨论

采用液体发酵培养菌丝
,

然后在惰性载体上快速生产 白僵菌分生抱子的生产方法
,

比一般

固体发酵法可以缩短生产周期 5 ~ 7 d
。

这样减少了在培养前期污染杂菌的机会
,

提高了生产效

率
。

烘干后的半成品还可以进一步加工成颗粒剂
、

可湿性粉剂等多种剂型的产品
。

研究中还发现
,

氮源的种类对白僵菌生产极为重要
,

不仅影响分生抱子的产量
,

还影响分

生抱子的质量
。

使用蚕蛹粉为原材料生产的分生抱子
,

在耐热能力方面
,

比过去报道 的高 5一

10 ℃
。

这样不仅使工业化后处理更为方便
,

而且可能有更长的保存期和杀虫活力
。

因此本研究

对今后的虫生真菌的开发应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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