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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杀灭霉变玉米中寄生曲霉动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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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描述微波对霉菌的杀菌过程和预测杀菌效果，建立了微波对霉变玉米中寄生曲霉孢子的杀菌动力

学模型。在 ５０～７５℃的微波加热条件下获得了寄生曲霉孢子的致死曲线。选取线性模型、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

简化模型来拟合微波杀菌的动力学过程，以决定系数、均方误差、精确因子和偏差因子作为模型拟合度优劣的评判

指标。结果表明，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较线性模型能更好地拟合微波处理下寄生曲霉孢子失活动力学变化；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简

化后与原模型具有相似的拟合性，可有效预测特定温度 时间组合下的微波灭菌效果；通过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预测微波

杀菌时间可避免线性模型导致的杀菌不彻底或者过度杀菌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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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玉米安全储藏问题是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之一。玉米防霉处理一般通过严格控制水分达

到防霉目的。但在实际储藏中，由于环境相对湿度

较大，玉米往往吸湿严重、水分增加、导致霉变
［１］
。



与传统的热力杀菌相比，微波加热具有穿透力强、加

热快速均匀、营养成分及色、香、味在杀菌过程中损

失小等特点
［２］
。Ｌａｋｉｎｓ等研究发现，微波加热可有

效控制面包产品的霉菌生长和延长货架期
［３］
。目

前，用微波加热方法对玉米灭霉处理国内外尚未见

报道。

微波作用下的微生物失活变化用数学模型表示

是微波杀菌技术的理论关键和研究重点。一级动力

学模型采用 Ｄ值或 Ｚ值来定量描述热力杀菌过程
中食品体系的微生物变化，是至今最为经典的杀菌

模型。Ｗｅｌｔ等将杀菌样品置于循环水浴夹套中，通
过循环水浴将微波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从而得到

恒温条件下微波杀菌的 Ｄ值和 Ｚ值［４］
。但有研究

表明，微波致死速率曲线并不遵循一级动力学方程，

呈现肩峰曲线、拖尾曲线或 Ｓ型曲线［５～６］
。因此，一

些非线性模型被用来描述微波的致死过程，如杭峰

等选取 ＳＷｅｉｂｕｌｌ、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和 Ｄｏ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３种数学
模型来拟合微波加热连续升温到 １００℃过程中大肠
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致死动力学

［６］
，但上述

３种模型仅能描述 Ｓ型的失活曲线。近年来，许多
研究表明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脉冲电场、
臭氧和超高压等杀菌过程中的微生物失活过程，其

精确性也优于一级动力学方程
［７～９］

。

微波加热机理与传统热力杀菌不同，其杀菌动

力学不遵循一级动力学方程，加上微波场中的温度

缺乏精确的检测手段，因此关于微波杀菌动力学报

道尚不多见。本文选取霉变玉米中可产生黄曲霉毒

素的寄生曲霉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可在线控温的微

波炉光纤测试系统，以线性模型、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简化模型来拟合 ５０～７５℃微波加热条件下
的动力学曲线，以期得到适合描述和预测微波灭霉

过程的动力学模型，并将新的灭菌指示参数用于指

导微波灭霉的实际生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寄生曲霉 ＪＳ０１（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ＪＳ０１），由

中国农业大学应用微生物实验室自霉变玉米中分离

鉴定得到。

１２　培养基
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马铃薯质量浓度

２００ｇ／Ｌ，葡萄糖质量浓度 ２０ｇ／Ｌ，琼脂粉质量浓度
１５ｇ／Ｌ，ｐＨ值自然）。
１３　主要仪器

ＭＷＳ ８型微波炉光纤测试系统（加拿大 Ｆｉｓｏ
公司）。

１４　试验方法
１４１　孢子悬液制备

挑取斜面保藏的霉菌菌丝转接至马铃薯葡萄糖

琼脂培养基中，２５℃下培养 ５ｄ，加入一定量的灭菌
磷酸盐缓冲液（含体积分数 ００５％的吐温 ８０）将
孢子洗涤下来，用滤纸过滤除去菌丝残体。将孢子

浓度调整为１×１０７ｃｆｕ／ｍＬ，４℃待用［１０］
。

１４２　孢子悬液的微波处理
微波杀菌由 ＭＷＳ ８型微波炉光纤测试系统

完成，利用光纤探针可以在线检测微波场的物料温

度、压力变化。检测温度范围为 －４０～２５０℃，检测
精度００２℃。通过软件设置可以将连续微波加热
方式改变为脉冲微波加热，设置脉冲间隔可将物料

的温度控制在相对恒定的范围内。

将孢子悬液置于微波场中，在 ５０、５５、６０、６５、
７０、７５℃下微波处理 １６ｍｉｎ，期间每隔 ２ｍｉｎ取样
１ｍＬ培养计数。试验重复３次。
１４３　微生物计数

处理后的孢子悬液立即进行微生物计数，得到

的菌落数记为 Ｎ（ｃｆｕ／ｍＬ），未经微波处理的孢子悬
液的菌落数记为 Ｎ０（ｃｆｕ／ｍＬ）。评价微波处理对霉
菌孢子的致死效果采用孢子减少的对数周期（ｌｇＮ－
ｌｇＮ０）来表示。

霉菌孢子的计数采用平板计数法
［１１］
。在无菌

操作台上，将微波处理样品制备成１０倍梯度的稀释
液，选择 ３个合适的稀释度，吸取 ０１ｍＬ稀释液均
匀涂布于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表面，倒扣培养

皿，放入培养箱在 ２５℃下培养，每个稀释度在 ３个
培养皿中培养生成菌落，取其平均值。培养 ３ｄ后
开始观察菌落的生长情况，观察至第５天，选取菌落
数为 １０～１５０之间的培养皿进行计数，用于研究不
同温度下微波处理对于霉菌孢子的杀灭效果。

１５　数学模型的建立
１５１　线性模型

该模型假设微生物具有相同的抗逆性，致死动

力学可以用线性模型来描述，微生物下降的对数值

随时间的变化呈线性变化，即

ｌｇＮ
Ｎ０
＝－ｔ

Ｄ
（１）

式中　Ｄ———指数递减时间，即在某一致死温度条
件下，每杀死 ９０％的活菌数时所需的
时间，ｍｉｎ

ｔ———处理时间，ｍｉｎ
１５２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

Ｗｅｉｂｕｌｌ方程属于分布函数，最早应用于医学中
的生存分析和工程学的可靠性研究。该模型假设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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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间的热抗性有差别且符合 Ｗｅｉｂｕｌｌ分布［１０］
。其数

学模型为

ｌｇＮ
Ｎ０
＝－ｂｔｎ （２）

式中　ｂ———尺度参数
ｎ———形状参数

当 ｎ＞１时，曲线呈单调下凹（肩峰）；当 ｎ＜１
时，曲线呈单调上凹（拖尾）；当 ｎ＝１时，曲线为一
条直线，此时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变为 ｌｇ（Ｎ／Ｎ０）＝－ｂｔ，与
一级动力学方程一致，ｂ＝１／Ｄ，因此一级动力学方
程可看作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的特定形式［１２］

。

１５３　模型的拟合度比较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试验数据分别进行线性

模型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的拟合处理，得到微波灭菌随
加热时间和温度变化的动力学方程。以均方误差

（ＭＳＥ）ｅ、决定系数 Ｒ２、精确因子 Ａｆ和偏差因子 Ｂｆ
这４个参数来评判拟合度的优劣［６，９］

。ｅ和 Ａｆ、Ｂｆ的
计算公式如下

ｅ＝∑（α－β）２

ｍ
（３）

ｌｇＢｆ (＝ ∑ ｌｇ（α／β )） ｍ （４）

ｌｇＡｆ (＝ ∑ ｜ｌｇ（α／β） )｜ ｍ （５）

式中　α———预测值　　β———实测值
ｍ———测定值数目

其中，Ａｆ反映了预测值与实测值偏离的程度，Ａｆ
值越小表明模型预测值与实测值越接近，模型越精

确。当 Ｂｆ＞１表示模型预测值比实测值高，当 Ｂｆ＜１
表示模型预测值比实测值低，Ｂｆ越接近 １，模型拟合

度越高。决定系数 Ｒ２和 ｅ表示模型的精确度、可靠
度，Ｒ２越接近于１，ｅ越小，模型拟合度越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模型拟合曲线
利用 ＳＰＳＳ软件，选取线性模型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

拟合微波对寄生曲霉孢子的杀菌动力学曲线，孢子

在５０、６０、７０℃的微波致死拟合曲线如图 １所示
（５５、６５、７５℃的致死曲线未列出）。从图中可以看
出，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较线性模型有更好的拟合性。

图 １　在不同微波温度条件下寄生曲霉孢子线性模型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的致死拟合曲线

Ｆｉｇ．１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ｓｐｏｒ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ｆｉｔ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ｄＷｅｉｂｕｌｌｍｏｄｅ
（ａ）５０℃　（ｂ）６０℃　（ｃ）７０℃

　
２２　模型拟合有效性比较

线性模型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对寄生曲霉孢子在
５０～７５℃下微波致死曲线拟合的评价参数 Ｒ２、ｅ、Ｂｆ
和 Ａｆ如表１所示。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对 ６个温度下致死

曲线有较好的拟合性，Ｒ２、ｅ、Ｂｆ和 Ａｆ的平均值分别为
０９８４、００３１、１００５和 １０５２；相比较而言，线性模
型对６个温度下致死曲线的拟合性较差，Ｒ２、ｅ、Ｂｆ和
Ａｆ的平均值分别为０９７２、０３６１、０８５１和１２３３。

表 １　不同微波温度下线性模型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的致死曲线拟合参数

Ｔａｂ．１　Ｆｉｔ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ｄＷｅｉｂｕｌｌ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

ｓｐｏｒ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温度／℃
Ｒ２ ｅ Ｂｆ Ａｆ

Ｗｅｉｂｕｌｌ 线性 Ｗｅｉｂｕｌｌ 线性 Ｗｅｉｂｕｌｌ 线性 Ｗｅｉｂｕｌｌ 线性

５０ ０９７２ ０９５１ ００３１ ０２３１ １０１８ ０８５７ １０８１ １２２９

５５ ０９８５ ０９６５ ００３０ ０２６４ １０１３ ０８７１ １０５５ １２０８

６０ ０９８０ ０９７２ ００３９ ０２９９ １０００ ０８５５ １０４９ １２２７

６５ ０９８５ ０９９２ ００３３ ０３９７ ０９９１ ０８３８ １０４５ １２３３

７０ ０９８７ ０９７２ ００３１ ０４７３ １００６ ０８４６ １０４８ １２３９

７５ ０９９２ ０９７８ ００１９ ０５０２ １００１ ０８３７ １０３３ １２６０

平均值 ０９８４ ０９７２ ００３１ ０３６１ １００５ ０８５１ １０５２ １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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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通过残差分析
图和相关图衡量预测值和实测值的一致性

［１３］
。

７０℃微波灭霉的线性模型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的残差分
析图以及实测值与预测值相关图显示了２个模型拟
合度的差异，如图 ２、３所示。从残差分析图来看，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残差的大小与拟合值的顺序无关，残差
自由分布于以零为中心的水平条带里，没有任何证

据显示残差存在系统变化趋势；而线性模型的残差

以增大趋势偏离零基线，这表明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可以
更好地描述孢子的致死过程。从相关图可以看出，

实测值与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的拟合值有更好的相关性，
也证明了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的精确性。

图 ２　７０℃微波灭霉下线性模型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的残差分析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ｓｐｏｒｅｓａｔ７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

Ｗｅｉｂｕｌｌａｎｄ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ｄｅｌｓ
　

图 ３　７０℃微波灭霉下线性模型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

实测值与预测值相关关系

Ｆｉｇ．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

ｓｐｏｒｅｓａｔ７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Ｗｅｉｂｕｌｌａｎｄ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ｄｅｌｓ
　
判别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适用性的另一方法是风险

图。风险图是以 ｌｎｔ为横坐标，ｌｎ（－ｌｎ（Ｎ／Ｎ０））为
纵坐标的双对数图。如果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适用，实测
值在风险图中的趋势线应是直线。这种检验方法也

见于分析食源性病原体的等温灭菌和抗菌素的超高

压失活
［１３～１４］

。７０℃微波灭霉的风险图如图 ４所示，
所得直线的 Ｒ２为０９８３９，表明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适于拟
合寄生曲霉孢子在 ７０℃的致死过程。其他温度下
２个模型的残差分析图和相关图以及分析孢子失活

过程的风险图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数据未列出）。

图 ４　７０℃微波灭霉的风险图

Ｆｉｇ．４　Ｈａｚａｒｄｐｌｏｔｏｆ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

ｓｐｏｒｅｓａｔ７０℃ ｂｙ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３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参数的求解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微波杀菌过程，因
此在此基础上求解该模型的尺度参数 ｂ和形状参数
ｎ，考察温度对 ｂ值和 ｎ值的影响。

尽管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是一个经验性模型，但在微
生物致死方面有其理论意义

［９］
。尺度参数 ｂ反映了

灭菌效果的优劣。ｎ值作为形状参数，一方面反映
了致死曲线的形状，另一方面其值的大小代表特定

的意义。当 ｎ＞１时，呈肩峰曲线，表明模型曲线随
着时间的延续呈现降低变快的趋势，即时间越长微

生物越容易死亡；当ｎ＜１时，呈拖尾曲线，表明模型
曲线随着时间的延续呈现降低减缓的趋势，即时间

越长微生物的抗性越强
［１５］
。

通过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拟合得到的参数值如表 ２所
示。可以看出，ｂ值随温度升高而增大，表明微波杀
菌温度越高，灭菌效果越好；不同温度下 ｎ值皆小于
１，说明在５０～７５℃的微波处理条件下，随着时间的
延续，残余孢子由于对处理条件表现出适应特性，其

抗性增强。对 ｎ值进行 ＡＮＯＶＡ分析，处理温度不
同，ｎ值间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形状参数与温度相
关。该结果与 Ｐｅｌｅｇ研究结果一致，Ｐｅｌｅｇ等用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 型 方 程 拟 合 肉 毒 梭 菌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ｂｏｔｕｌｉｎｕｍ）孢子热力致死曲线时也发现 ｂ值和 ｎ值
与温度相关

［１６］
。但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等对仙人掌杆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ｃｅｒｅｕｓ）孢子热力杀菌时却发现 ｎ值与温度
和 ｐＨ值无关［１７］

。

２４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的简化
尽管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方程比线性模型可以更好地

描述致死曲线，但该模型求解参数需要非线性回归。

由于含有两个参数，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方程本质上比一级
动力学模型更为复杂。如果形状参数 ｎ设定为常
数，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的待定参数由２个变为１个，ｂ值可
通过线性回归求解，于是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方程将变得
简单而利于计算，ｂ值预测也更为可靠［１８］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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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 ｎ值在 ５０～７５℃视为定值，取其平均值
０６３５，得到简化的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方程为

ｌｇＮ
Ｎ０
＝－ｂｔ０６３５ （６）

表 ２　不同温度下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的参数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Ｗｅｉｂｕｌｌｍｏｄｅｌ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温度／℃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参数

ｂ ｎ

５０ ０７８０ ０６２３

５５ ０８６９ ０６７１

６０ ０９２４ ０６５８

６５ １０９７ ０６３２

７０ １１６６ ０６２０

７５ １２１１ ０６０６

　　对微波杀菌动力学曲线重新拟合，用参Ｒ２、ｅ、Ｂｆ
和 Ａｆ评价该方程对寄生曲霉孢子在 ５０～７５℃下微
波致死曲线拟合的有效性，结果如表 ３所示。将 ｎ
值设定为０６３５，Ｗｅｉｂｕｌｌ简化模型的拟合评价参数
的平均值与原模型相比没有变化或变化很小，表明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简化后与原模型具有相似的拟合性。
应该指出的是，某些情况下将 ｎ值固定后会使方程
的拟合度有所下降，但却改善了模型的稳健性。可

以设想，如果 ｎ值随温度而变化，那就需要建立２个
方程分别描述温度对形状参数 ｎ和尺度参数 ｂ的影
响。ｎ值和 ｂ值预测中的微小误差可能协同作用，
从而导致总体误差的放大

［９］
。

表 ３　Ｗｅｉｂｕｌｌ简化模型的致死曲线拟合参数

（形状参数设定为 ０６３５）

Ｔａｂ．３　Ｆｉｔ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ｒｅｄｕｃｅｄＷｅｉｂｕｌ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ｓｐｏｒｅｓ

（ｓｅｔｔｉｎｇｎａｔａｖａｌｕｅｏｆ０６３５）

温度／℃ Ｒ２ ｅ Ｂｆ Ａｆ

５０ ０９７２ ００３２ １０１３ １０８０

５５ ０９８６ ００３３ １０２７ １０５７

６０ ０９８０ ００４０ １００９ １０４５

６５ ０９８５ ００３３ ０９８９ １２３３

７０ ０９８７ ００３２ １００１ １０４８

７５ ０９９１ ００２３ ０９９０ １０３８

平均值 ０９８４ ００３２ １００５ １０８４

　　Ｗｅｉｂｕｌｌ简化方程对微波杀菌动力学曲线拟合
得到新的 ｂ值如图 ５所示。ｂ值随温度升高而增
大，ｂ值与温度 Ｔ呈线性相关。在５０℃≤Ｔ≤７５℃范
围内，回归方程为

图 ５　温度对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 ｂ值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ｂ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Ｗｅｉｂｕｌｌｍｏｄｅｌ
　

ｂ＝０３０６９＋００１１４Ｔ （７）
将式（７）代入式（６），得

ｌｇＮ
Ｎ０
＝－（０３０６９＋００１１４Ｔ）ｔ０６３５ （８）

该模型方程仅含有 ２个自变量：温度 Ｔ和保温
时间ｔ。对于任一微波等温灭菌条件，灭菌温度和保
温时间这２个变量是给定的，所以该方程在理论上
可以用来定量说明微波等温处理时特定温度 时间

组合下寄生曲霉孢子的致死情况。

２５　动力学模型对微波等温杀菌工艺参数的预测
传统热力杀菌采用 Ｄ值来表征微生物数量减

少与反应时间的关系。但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作为一种非
线性模型，不能继续应用线性方程基础上获得的灭

菌指示参数，有学者在研究 Ｗｅｉｂｕｌｌ方程时引入一

个新的参数 ｔｄ
［１４］
。ｔｄ定义为使微生物数量下降 ｄ个

对数周期所需的时间，其计算公式为

ｔｄ (＝ ｄ)ｂ
１／ｎ

（９）

式中　ｄ———微生物数量下降的对数周期数

当 ｄ＝１时，ｔ１表述的意义为杀死 ９０％初始活菌
数时所需的时间，类似于 Ｄ值的意义。由于 Ｄ值和

ｔ１是基于不同的动力学方程基础上建立的，Ｄ值与 ｔ１
并不相等。例如，７０℃时对寄生曲霉微波杀菌，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的 ｎ值为 ０６２０，ｂ值为 １１６６，计算求

得 ｔ１＝０８３ｍｉｎ。然而，线性模型计算求得 Ｄ值为
２１９ｍｉｎ（图 ６）。这表明，如果杀菌目标是菌数下
降１个对数周期，通过线性模型预测杀菌时间，将会
出现杀菌过度的结果。

然而，下降 １个对数周期作为杀菌目标在食品
加工中很少见到，在商业灭菌中，一般要求产品中的

菌数下降６～７个对数周期，因此预测该目标下的杀

菌工艺参数更有意义
［１４］
。对于线性模型，微生物数

量下降６个对数周期所需时间为 ６Ｄ，对于 Ｗｅｉｂｕｌｌ

模型，菌数下降６个对数周期所需时间为 ｔ６，而不是

６ｔ１，这是由于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描述的菌数下降并非呈
线性下降的缘故。例如，寄生曲霉在７０℃微波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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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７０℃微波处理时寄生曲霉孢子的致死曲线

Ｆｉｇ．６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ｓｐｏｒｅｓ

ａｔ７０℃ ｂｙ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６为１３９６ｍｉｎ，６Ｄ为１３１４ｍｉｎ图６中箭头分别表
示线性模型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中活孢子数减少 １个对
数周期和６个对数周期所需时间。这表明，如果杀
菌目标是菌数下降 ６个对数周期，通过线性模型预
测杀菌时间，将会出现杀菌不彻底的结果。

不同温度下ｔ１与 Ｄ值、ｔ６与６Ｄ进行比较，如表４
所示。可以看出，在５０～７５℃范围内微波灭霉，ｔ１小
于 Ｄ值，ｔ６大于６Ｄ。因此，在商业灭菌中，当微生物
致死曲线呈现拖尾曲线时，通过线性模型计算得到

的热力杀菌时间至少在理论上要比真正需要的杀菌

时间要短。尽管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来考察非线性模

型的适用性，但本研究至少表明了应该重新考量经

典一级反应动力学对微波致死时间的计算，从而避

免杀菌不彻底或者过度杀菌的现象
［１４，１８］

。

表 ４　不同温度下 ｔ１与 Ｄ值、ｔ６与 ６Ｄ比较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１ａｎｄＤｖａｌｕｅ，ｔ６ａｎｄ

６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温度／℃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 线性模型

ｔ１ ｔ６ Ｄ ６Ｄ

５０ １２７ ２１３９ ３２６ １９５６

５５ １０９ １８２８ ２６０ １５６０

６０ １０４ １７４６ ２５３ １５１８

６５ ０８７ １４６９ ２２７ １３６２

７０ ０８３ １３９６ ２１９ １３１４

７５ ０８３ １３８８ ２１８ １３０８

３　结论

（１）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较线性模型能更好地拟合微
波处理下寄生曲霉孢子失活动力学变化，Ｗｅｉｂｕｌｌ模
型的尺度参数和形状参数与温度相关。

（２）将形状参数固定为 ０６３５，得到的 Ｗｅｉｂｕｌｌ
简化模型与原模型具有相似的拟合性，改善了模型

的稳健性；Ｗｅｉｂｕｌｌ简化模型方程 ｌｇ（Ｎ／Ｎ０）＝

－（０３０６９＋００１１４Ｔ）ｔ０６３５可有效预测特定温度
时间组合下的微波灭菌效果。

（３）通过 Ｗｅｉｂｕｌｌ模型预测微波杀菌时间可避
免线性模型导致的杀菌不彻底或者过度杀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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