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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链霉菌菌株 $%&’# 是从北京郊区采集的土样中分离得到的 ! 株维吉霉素产生菌。为了提高维吉霉素的产量，

采用紫外线对出发菌株 $%&’# 进行紫外线诱变处理，诱变处理后在高氏培养基上产生 ’ 种菌落形态，确定草帽型的

菌落为阳性突变株的菌落形态，经过筛选获得效价高于出发菌株近 (" 倍的突变株 )#%(#%*%(+，且传代 # 代后稳定性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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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霉素（Q<GN<:<9HRI<:）为脂肽类抗生素，最早

是从弗吉尼亚链霉菌（ 17;%<7-+,(%& =#;4#$#)%）的发酵

产物中分离得到的，之后，从其它一些链霉菌菌种中

分离到一系列维吉霉素的同系物［!］。维吉霉素主要

抗 7X 细菌，与其它抗生素不产生交叉耐药，而且在

动物肠道内不被吸收，毒性很小。维吉霉素为畜禽

专用抗生素，因此不会产生人畜共用抗生素的潜在

危害。作为饲料添加剂，维吉霉素不仅可防治猪痢

疾等细菌性疾病的发生，而且还能增进食欲，刺激动

物生长，提高畜禽的增重速率［(］。

链霉菌菌株 8%&’# 是本所从北京郊区采集的土

样中分离得到的 ! 株维吉霉素产生菌［’］。为提高维

吉霉素的产量，我们采用紫外诱变技术，对菌株 8%
&’# 进行诱变处理，通过初筛和复筛获得效价比原

株提高 (" 倍的 ! 株变株 (#%*%(+，经多次传代，其效

价基本稳定，说明所用的紫外诱变方法可有效地改

良维吉霉素产生菌。并发现菌株 8%&’# 经紫外处理

后在高氏平版上出现的 ’ 种菌落形态，草帽型、皱褶

型和光秃型，其中草帽型菌落为正突变型，因此，将

该形态菌落作为初筛菌株的挑选对象，提高了高产

菌株的筛选速率。

= 材料和方法

=>= 维吉霉素产生菌 !"#$%
8%&’# 为本所从北京地区土样中分离得到，由

本所药用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保存。

=>? 生物活性检定菌

效价测定所用检定菌八叠球菌 (//#（ 1);(#$)
087%) (//#）为本室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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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吉霉素标准品

维吉霉素标准品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

!"$ 培养基

!"$"! 斜面和分离培养基 ：高氏合成 ! 号培养基

（"#$）：可 溶 性 淀 粉 %&’&，()*+ !’&，(%,-*. &’/，

0"1*.·2,%* &’/，)345 &’/，671*% &’&!，琼脂 !/’&，

蒸馏水 !$，8, 2’% 9 2’.。

!"$"% 种子培养基和发酵培养基：鱼粉、甘油培养

基（"#$）：鱼 粉 !’/，淀 粉 !’/，甘 油 !’/，棉 籽 饼 粉

&’/，434*+ &’%，8,:’:。

!"$"# 检定培养基（"#$）：蛋白胨 !’&，酵母膏 &’+，

牛肉膏 &’/，葡萄糖 &’!，琼脂 !’/，8, 2’&。

!"& 诱变和筛选方法

!"&"! 孢子液的制备：在 %;<培养 ;= 9 !&= 的每

支 >?.+/ 大斜面上加入 %&@$ 无菌生理盐水，用接种

针轻轻刮下孢子，将孢子液合并倒入盛有玻璃珠的

灭菌三角瓶内，于 %;<，%%&A#@BC 旋转摇床上振荡

+&@BC，用灭菌的单孢子滤器过滤，制得单孢子液。

!"&"% 紫外线诱变：取制备好的 >?.+/ 孢子液 /@$，

移入直径为 D&@@ 的灭菌培养皿中，放入无菌磁力

棒，置于紫外诱变箱内的磁力搅拌器上，紫外灯功率

为 +&E，紫外波长为 %/.C@，紫外灯与搅拌器台面的

距离为 +&F@。打开平皿盖，边搅拌边照射，照射时

间分别为 !/G，+&G，:&G，D&G 和 !&&G，照射完毕即用黑

布包裹平皿，以避免发生光复活作用。从不同照射

时间平皿中各取孢子液 !@$ 用无菌生理盐水进行

稀释，稀释度为 !&H +，!&H .，!&H /，各取不同浓度稀释

液 &’!@$，均匀涂布在分离培养基平板上，于 %;<倒

置培养 2= 9 ;=。

!"&"# 摇瓶发酵、初筛发酵：从分离平板上挑取草

帽形，浅灰色，大小中等的菌落接种高氏 ! 号斜面，

于 %;<培养 2= 9 ;=，从孢子斜面上挖块接种装有

/&@$ 发酵培养基的 %/&@$ 摇瓶中，每株菌 ! 瓶，于

%;<旋转摇床 %%&A#@BC 上培养 2%I，取发酵液样品测

活。复筛发酵：选出初筛提高效价的菌株，斜面挖块

接种发酵培养基（装量 /&@$#%/&@$），，每株菌 + 瓶，

于 %;<旋转摇床 %%&A#@BC 上培养 2%I。

!"&"$ 效价测定：发酵液离心 +&&&A#@BC，!&@BC 后，

取上清液，采用杯碟法测定效价，检定菌为八叠球菌

%::/。

% 结果

%"! 紫外线诱变的致死率

采用菌落计数法计算紫外诱变处理后的孢子致

死率，结果如表 !。结果表明，>?.+/ 对紫外线比较

敏感，紫外线照射的孢子致死率与照射时间成正比，

照射时间超过 !&&G 时，孢子全部死亡。照射 D&G 的

致死率达 DDJ。为减少筛选工作量，本试验选择紫

外线处理计量为 D&G（见表 !）。

表 ! 链霉菌 ’($#& 的紫外诱变致死率

照射时间（G） 致死率（J）

& &

!/ !&

+& 2.

:& D+

D& DD

!&& !&&

%"% 紫外线诱变后的菌落形态变化

菌株 >?.+/ 孢子经紫外处理后培养 !&=，在高氏

平板上形成的菌落有 + 种形态：主形态菌落为草帽

型（见图 !），少数为光秃型（见图 %）和皱褶型（见图

+）。光秃型菌落不长气丝，草帽型和皱褶型菌落上

生长气丝。从每种形态的菌落中随机挑取 +& 个进

行培养和发酵，结果发现只有草帽型菌落为正突变

型，大多数效价高于原株的 !&J以上。因此，确定

以草帽型菌落为初筛菌株的挑选对象。

图 ! 草帽型菌落（!&=）

图 % 光秃型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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