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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酵母对乳杆菌生长与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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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酿酒酵母与乳杆菌的共培养广泛存在于发酵食品中，以 ５株酿酒酵母和 ６株乳杆菌为研究对象，采用微量板

半定量法分别检测酿酒酵母与乳杆菌的共培养及酿酒酵母代谢物对乳杆菌生长及生物膜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

５株酿酒酵母与乳杆菌共培养均能促进乳杆菌的生长，但对其生物膜形成的影响各不相同，共培养组 Ｅ＋１、Ｅ＋３

及 Ｂ＋３中酿酒酵母能够显著促进乳杆菌生物膜的形成，而 Ｂ＋１、Ｄ＋９及 Ｅ＋９组酿酒酵母能够显著抑制乳杆菌生

物膜的形成（抑制率达 ８０％及以上）；５株酿酒酵母代谢物对乳酸菌生长的影响不大，但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乳杆

菌生物膜的形成，其中酿酒酵母 Ｂ对乳杆菌 ３８生物膜的形成有显著促进作用，而酿酒酵母 Ｂ、Ｄ对乳杆菌 １７生物

膜的形成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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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乳杆菌属（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是乳酸菌中重要的一
个属，也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属，迄今为止，已报道的

种有１５５个［１］
。乳杆菌广泛应用于食品发酵、工业

乳 酸 发 酵 以 及 医 疗 保 健 领 域。 胞 外 多 糖

（Ｅｘ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ＥＰＳ）是乳杆菌的主要代谢产物
之一，多数产 ＥＰＳ的乳酸菌是从乳品中分离得到
的，如黏稠的发酵奶制品、酸奶、开菲尔粒等。ＥＰＳ
同时也是细菌生物膜的主要成分之一

［２－３］
。生物膜

（Ｂｉｏｆｉｌｍ，ＢＦ）是一种黏附在生物或非生物材料表面
由细菌群体和包裹菌体基质组成的聚合物

［４］
。生

物膜中的细菌与游离状态的细菌相比生理状态发生

了显著变化，对抗菌剂具有很强的耐受性，因此由病

原微生物生物膜引起的慢性创伤很难治愈
［５－６］

。另

一方面，生物膜的特性也被广泛应用于生物技术领

域，例如采用某些微生物生物膜净化水质及抑制某

些食品腐败微生物的生长等
［７］
。生物膜结构具有

良好的稳定性和对一些不利环境的耐受性，如果将

此特性赋予有益微生物例如乳酸菌，将会更好地在

生产和实践中发挥作用。

新疆是一个盛产发酵食品的地区，尤其是发酵

乳制品，在这些发酵乳制品中，除乳酸菌外也经常伴

有酵母菌的存在，二者共同发酵，赋予了发酵食品特

殊的风味和口感。在共同发酵过程中，酵母菌为乳

酸菌提供了多种营养因子（例如氨基酸、维生素和

丙酮酸盐等物质）
［８］
，同时乳酸菌的代谢产物又为

酵母菌提供了能量来源
［９］
。乳酸菌与酵母菌之间

可能存在某种相互作用，会对乳酸菌和酵母菌的生

长和新陈代谢产生影响，可以改变发酵产品的成熟

时间和产品的风味特征。本文以分离自新疆发酵乳

制品中的６株乳杆菌和分离自慕萨莱思（新疆南疆
地区特色葡萄酒）中的５株酿酒酵母为研究对象，研
究２种微生物在共培养过程中，酿酒酵母细胞及其代
谢物对乳杆菌生长及生物膜形成的影响，为开发利用

发酵微生物资源及生物膜特性奠定理论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菌株来源
实验中所用到的 ５株酿酒酵母（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

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均分离自新疆阿瓦提县慕萨莱思葡萄酒，
并经生理生化及分子生物学鉴定为酿酒酵母，分别

编号为 Ａ、Ｂ、Ｃ、Ｄ、Ｅ；实验中所用到的６株乳杆菌均
为分离自新疆民族特色乳制品酸奶子中，经前期研

究鉴定结果如表 １所示，４９０ｎｍ波长处 ＯＤ值大于
０５６时即生物膜形成强阳性菌株［１０］

。

表 １　实验中所用到的乳杆菌

Ｔａｂ．１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ｕｓｅｄ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菌株编号 乳杆菌名称
生物膜形成

情况［１０］

ＺＷＱ １
植物乳杆菌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强阳性

ＺＷＱ ３
类植物乳杆菌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ａｒａ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强阳性

ＺＷＱ ９
戊糖乳杆菌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ｅｎｔｏｓｕｓ
强阳性

ＺＷＱ １７
副干酪乳杆菌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ａｒａｃａｓｅｉ
强阳性

ＺＷＱ ２６
开菲尔乳杆菌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ｋｅｆｉｒ
强阳性

ＺＷＱ ３８
副干酪乳杆菌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ａｒａｃａｓｅｉ
强阳性

１２　培养条件
酿酒酵母种子液的培养条件为：采用 ＹＰＤ液体

培养基在２８℃条件下培养２４～４８ｈ。
乳杆菌种子液的培养条件为：采用 ＭＲＳ肉汤培

养基在３７℃条件下培养２４～４８ｈ。
实验过程中为便于进行结果分析，采用酿酒酵

母（或其代谢物）编号 ＋乳杆菌编号的方式分别代
表不同的酿酒酵母（或其代谢物）与不同的乳杆菌

混合培养。

１３　乳杆菌生物膜形成能力的检测

参照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等方法［１１］
并略做改动。采用

微量板半定量法对所分离得到的乳酸菌进行生物膜

形成能力的检测。同时参照文献［１２］，使外界条件
为生物膜形成的最适条件。按１∶２００的接种比例将
静置１２ｈ培养的菌液１５μＬ接种至３ｍＬ培养基中，
振荡摇匀后，吸取２００μＬ至９６孔细胞培养板中，每
株接种 ５孔，共计 ９０孔；此外有 ３孔为对应空白对
照（等体积的相应空白液体培养基）；同时每一培养

板中设阳性对照（表皮葡萄球菌 ＡＴＣＣ３５９８４）３孔。
３７℃恒温静置培养４８ｈ后，取出培养板用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ｔｅ
Ｒｅａｄｅｒ测定其生长浊度５９０ｎｍ处的 ＯＤ值，然后轻
轻拍出培养液，无菌水洗板 ４次，每次振摇 ３０下左
右，以洗去未黏附细菌。５６℃干燥固定 １ｈ，５０μＬ
质量分数０５％结晶紫染色 ５ｍｉｎ，自来水冲洗除去
多余染液，３７℃晾干，再用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ｔｅＲｅａｄｅｒ测定其
生物膜形成 ４９０ｎｍ处的 ＯＤ值。所有生物膜形成
检测实验均在不同时间重复３次。
１４　酿酒酵母代谢物的制备

采用 ＹＰＤ液体培养基对酿酒酵母进行发酵，制
备发酵液

［１３］
。将活化好的酿酒酵母按体积分数

２％分别接种在 ＹＰＤ液体培养基中，２８℃恒温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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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４８ｈ；将培养液以 ４０００ｇ离心 ２０ｍｉｎ，取上清
液，并用０４５μｍ孔径的无菌滤器进行过滤处理，即
得到无菌代谢物，置４℃条件下保存备用。
１５　酿酒酵母与乳杆菌共培养对乳杆菌生长及生

物膜形成的影响

参照文献［１４］，采用 ＭＲＳ肉汤培养基对酿酒
酵母及乳杆菌进行共培养。将乳杆菌与酿酒酵母种

子液按１０∶１的菌体浓度比例混合接入 ＭＲＳ肉汤培
养基，３７℃ 恒温静置培养 ４８ｈ，采用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ｔｅ
Ｒｅａｄｅｒ测定其生长浊度５９０ｎｍ处的 ＯＤ值，并按照
１３节方法检测乳杆菌生物膜形成情况。对照组用
空白的 ＹＰＤ培养基进行相同处理。每个实验在不
同时间重复３次。
１６　酿酒酵母代谢物对乳杆菌生长及生物膜形成

的影响

将经过１４节方法制备得到的酿酒酵母代谢物
与乳杆菌按照１∶１０的体积比混合接入 ＭＲＳ肉汤培
养基，３７℃ 恒温静置培养 ４８ｈ，采用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ｔｅ
Ｒｅａｄｅｒ测定其生长浊度５９０ｎｍ处的 ＯＤ值，并按照
１３节方法检测乳杆菌生物膜形成情况。对照组用

空白的 ＹＰＤ培养基进行相同处理。每个实验在不
同时间重复３次。

２　实验结果

２１　乳杆菌生物膜形成能力
本研究中所用到的６株乳杆菌的生物膜形成能

力均为强阳性（４９０ｎｍ处的 ＯＤ值大于 ０５６），并且
在该实验条件下，ＺＷＱ ９（Ｌｐｅｎｔｏｓｕｓ）的生物膜形
成能力最强，与阳性对照（表皮葡萄球菌 ＡＴＣＣ
３５９８４）形成生物膜的能力基本相同。
２２　酿酒酵母与乳杆菌共培养对乳杆菌生长的影响

从图 １中可以看出，５株酿酒酵母对乳杆菌
ＺＷＱ １及 ＺＷＱ ３生长的影响不大，而对 ＺＷＱ
９、ＺＷＱ １７、ＺＷＱ ２６及 ＺＷＱ ３８的生长影响较
大。５株酿酒酵母与这４株乳杆菌共培养能够明显
促进其生长繁殖，增长率高达 ２倍或以上。这可能
是因为在２种微生物共培养过程中，酿酒酵母产生
了一些代谢产物，是乳杆菌 ＺＷＱ ９、ＺＷＱ １７、
ＺＷＱ ２６及 ＺＷＱ ３８生长繁殖的促进因子，却不
能促进乳杆菌 ＺＷＱ １及 ＺＷＱ ３的生长繁殖。

图 １　酿酒酵母与乳杆菌共培养对乳杆菌生长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ｗｉｔｈ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ｏｎ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ｇｒｏｗｔｈ
　

图 ２　酿酒酵母与乳杆菌共培养对乳杆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ｗｉｔｈ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ｏｎ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ｂｉｏｆｉｌ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３　酿酒酵母与乳杆菌共培养对乳杆菌生物膜形
成的影响

从图 ２中可以看出，不同的酿酒酵母对不同的
乳杆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差异较大。酿酒酵母 Ａ
对 ＺＷＱ １及 ＺＷＱ １７生物膜形成的影响不大，但

是能够明显促进 ＺＷＱ ３的生物膜形成，却又能够
明显抑制 ＺＷＱ ９、ＺＷＱ ２６及 ＺＷＱ ３８的生物膜
形成（抑制率约为５０％以上）；酿酒酵母 Ｂ能够明显
促进 ＺＷＱ ３生物膜的形成，但是对其他 ５株乳杆
菌生物膜形成具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酿酒酵母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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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乳杆菌 ＺＷＱ １、ＺＷＱ ３及 ＺＷＱ ２６生物膜形
成的影响不大，而能够较明显地抑制 ＺＷＱ ９、
ＺＷＱ １７及 ＺＷＱ ３８的生物膜形成；酿酒酵母 Ｄ
对乳杆菌 ＺＷＱ １及 ＺＷＱ ３生物膜的形成有促进
作用，但对其他４株乳杆菌生物膜的形成却起着抑
制作用，尤其是对 ＺＷＱ ９生物膜的形成抑制作用
最为明显（抑制率为８５４％）；酿酒酵母 Ｅ对乳杆菌
ＺＷＱ １７及 ＺＷＱ ３８生物膜的形成影响不大，却

能够明显增强 ＺＷＱ １及 ＺＷＱ ３生物膜的形成，
增长率高达３倍以上，而对乳杆菌 ＺＷＱ ９生物膜
的形成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抑制率也高达８０％。
２４　酿酒酵母代谢物对乳杆菌生长的影响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除酿酒酵母 Ａ的代谢物对
乳杆菌 ＺＷＱ １７及 ＺＷＱ ２６的生长有一定程度的
抑制作用以外（抑制率约为５０％），其他酿酒酵母代
谢物对乳杆菌的生长均无明显影响。

图 ３　酿酒酵母代谢物对乳杆菌生长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ｏｎ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ｇｒｏｗｔｈ
　
２５　酿酒酵母代谢物对乳杆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从图 ４中可以看出，不同酿酒酵母代谢物对不
同乳杆菌生物膜的形成影响也各不相同。酿酒酵母

Ａ的代谢物对 ＺＷＱ １、ＺＷＱ ３、ＺＷＱ ９、ＺＷＱ
１７及 ＺＷＱ ２６的生物膜形成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
作用，其中对 ＺＷＱ １７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抑制
率高达 ８０％）；酿酒酵母 Ｂ的代谢物对乳杆菌
ＺＷＱ ３８生物膜的形成有极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

对 ＺＷＱ １７生物膜的形成却有极为明显的抑制作
用（抑制率为９０％以上）；酿酒酵母 Ｃ的代谢物对乳
杆菌 ＺＷＱ ３、ＺＷＱ ９及 ＺＷＱ １７的生物膜形成
有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对其他乳杆菌生物膜的形

成影响不大；酿酒酵母 Ｄ的代谢物能够明显增强
ＺＷＱ ２６的生物膜形成，但也能够明显抑制 ＺＷＱ
１７的生物膜形成；酿酒酵母 Ｅ的代谢物能够较明显
地抑制 ＺＷＱ １７生物膜的形成。

图 ４　酿酒酵母代谢物对乳杆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ｏｎ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ｂｉｏｆｉｌ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　讨论

乳杆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并且在食品、医药

及化妆品等领域有极为广泛的应用。乳杆菌同其他

细菌一样，也能够在合适的条件下聚集形成生物膜

结构
［１２，１５］

。很多学者都对细菌生物膜进行过报道，

但是多限于单一菌种所形成的生物膜。然而在自然

界中，细菌生物膜的形成不止一种细菌，混合多菌种

生物膜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研究和报道。在新疆的

传统发酵食品中，乳杆菌和酿酒酵母是极为常见的

菌种，并且是主要发酵微生物。本研究即针对 ６株
分离自新疆发酵乳制品的乳杆菌，探索了 ５株酿酒
酵母及其代谢物对乳杆菌生长及生物膜形成的影

响。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在共培养条件下，酿酒

酵母对乳杆菌生长及生物膜形成的影响具体包括以

下几种情况：酿酒酵母对乳杆菌的生长及生物膜形

成均无明显影响，例如 Ｃ＋３组；酿酒酵母对乳杆菌
的生长无明显影响，但能够明显抑制或促进乳杆菌

生物膜的形成，例如 Ｂ＋１（抑制）、Ｅ＋１、Ｅ＋３（促
进）等组；酿酒酵母对乳杆菌的生长有明显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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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对其生物膜的形成却无明显影响，例如Ａ＋１７、
Ｅ＋３８等组；酿酒酵母对乳杆菌的生长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但对其生物膜的形成却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例如

Ｄ＋９、Ｅ＋９等组。在探索酿酒酵母代谢物对乳杆菌生
长及生物膜形成影响的实验中，代谢物对乳杆菌生长

及生物膜形成的影响有以下几种：酿酒酵母代谢物既

不影响乳杆菌的生长，又不影响其生物膜的形成，例如

Ｂ＋９、Ｄ＋９、Ｅ＋９等组；酿酒酵母代谢物不影响乳杆菌
的生长，但是能够明显抑制或促进其生物膜的形成，例

如Ｂ＋１７、Ｄ＋１７（抑制）、Ｂ＋３８、Ｄ＋２６（促进）等组；酿
酒酵母代谢物对乳杆菌的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生物膜的形成也具有抑制作

用，例如Ａ＋１７、Ａ＋２６组。
为了进一步研究酿酒酵母与乳杆菌共培养与酿

酒酵母代谢物对乳杆菌生长及生物膜形成影响的差

异，将所得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从乳杆菌的生长

对比结果中可以看出（图 ５），酿酒酵母与乳杆菌共
培养均能够起到促进乳杆菌生长繁殖的作用，而酿

酒酵母的代谢物却对乳杆菌的生长基本无明显的影

响，在某些组合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对

于乳杆菌的生物膜形成能力方面，酿酒酵母与乳杆

菌共培养及酿酒酵母代谢物对乳杆菌生物膜的形成

的影响则各不相同，不同的菌种组合差异较大，如

图６所示。Ｔａｋｅｔｏ等曾指出［１６］
，乳酸菌能够与酵母

菌形成混菌生物膜，但是二者之间存在一种非常严

格的相互选择作用，只有当相互之间找到适合的搭

档之后才会形成生物膜结构。在本研究中也寻找获

得了几组相互之间能够促进生物膜形成的搭档（例

如Ｅ＋１、Ｅ＋３、Ｂ＋３等组）。这为后续进行更深一
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条件。

图 ５　对比酿酒酵母共培养与其代谢物对乳杆菌生长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ｗｉｔｈ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ｏｎ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ｇｒｏｗｔｈ

图 ６　对比酿酒酵母共培养与其代谢物对乳杆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ｗｉｔｈ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ｏｎ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ｂｉｏｆｉｌ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国内外一些学者针对乳酸菌与酵母菌形成生物
膜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不同的乳酸菌与酵母菌

所形成混菌生物膜的机制均不相同，综合有以下几

种：在共培养过程中，乳酸菌能够产生一些信号配体

释放到外界环境中，酵母菌通过改变自身的细胞形

态（例如产生一些小突起等）接收来自乳酸菌的信

号配体，进而进行“交流”，形成混菌生物膜结构
［１６］
；

Ｓｏｉｃｈｉ等发现［１７］
，在共培养过程中，乳酸菌与酵母菌

通过细胞与细胞之间的直接接触进而形成混菌生物

膜结构；有学者指出
［１８－１９］

，乳酸菌与酵母菌分别带

有不同的电荷，乳酸菌带正电荷，酵母菌带负电荷，

二者在共培养过程中通过静电的相互作用，相互吸

引而促进了生物膜的形成；还有学者指出
［２０－２２］

，乳

酸菌与酵母菌共聚集后形成生物膜结构主要是通过

一些细胞表面蛋白、胞内分子伴侣蛋白 （例如

ＤｎａＫ、ＧｒｏＥＬ）、糖酵解酶（例如丙酮酸激酶等）和甘
露聚糖等作为信号识别分子实现的。

乳酸菌与酵母菌的共培养是一种相互利用、相

互促进的过程。在自然发酵乳制品中，酵母菌不能

利用乳糖，但是可以利用半乳糖作为碳源进行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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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菌能够将乳糖转化为半乳糖和葡萄糖为酵母菌

提供碳源；乳酸菌的生长条件较为特殊，需要某些特

殊的营养因子。酵母菌在发酵过程中产生多种代谢

产物，例如氨基酸、维生素和丙酮酸盐等物质，可以

作为乳酸菌的营养因子。有学者发现乳酸菌与酵母菌

的代谢产物之间也存在一种互补机制
［２３］
，即一种菌产

生的代谢产物会被另一种菌利用。这种现象也广泛存

在于葡萄酒等发酵酒类的酿造过程中。有学者
［２４］
研究

了植物乳杆菌与酿酒酵母混合生物膜的形成在乙醇发

酵过程中的应用，发现混合生物膜结构由于其对外界

环境的高度耐受性而被用于细胞固定化技术，能够长

期维持恒定的乙醇产量，并且保持菌种不会退化。乳

酸菌与酵母菌的混菌生物膜由于其结构的特性广泛存

在于各种发酵食品中，在产品的风味、口感、营养价值

及生理功能等方面均要优于任何单一菌种的发酵产

品，相信随着科技进步及发酵食品的工业化发展，乳酸

菌与酵母菌的混合生物膜将会被更广泛地应用。

４　结论

（１）酿酒酵母与乳杆菌共培养过程中，５株酿酒

酵母均能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 ６株乳杆菌的生长，
但是对生物膜形成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 Ｅ＋１、Ｅ＋
３及 Ｂ＋３组中酿酒酵母能够显著促进乳杆菌生物
膜的形成，而 Ｂ＋１、Ｄ＋９及 Ｅ＋９组中酿酒酵母却
能够显著抑制乳杆菌生物膜的形成（抑制率高达

８０％及以上）。
（２）５株酿酒酵母代谢物对 ６株乳杆菌的生长

均影响不大，但是对生物膜形成的影响有较大差异，

其中酿酒酵母 Ｂ的代谢物能够显著促进乳杆菌 ３８
的生物膜形成，而酿酒酵母 Ｂ和 Ｄ的代谢物却能够
显著抑制乳杆菌 １７的生物膜形成，抑制率高达
９０％以上。

（３）酿酒酵母与乳杆菌共培养过程中，二者之
间有一种严格的相互选择作用机制，某些菌株之间

（Ｅ＋１、Ｅ＋３及 Ｂ＋３组）能够形成组合，有利于菌
株的生物膜形成；同时在某些酿酒酵母（例如酿酒

酵母 Ｂ）的代谢物中可能存在一些活性成分也能够
促进某些乳杆菌生物膜的形成。但是共培养组与代

谢物处理组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相互关联。

参 考 文 献

１　郭兴华，凌代文．乳酸细菌现代研究实验技术［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　ＶｕＢ，ＣｈｅｎＭ，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ＲＪ，ｅｔ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ｂｉｏｆｉｌ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２００９，
１４（７）：２５３５－２５５４．

３　ＦｌｅｍｍｉｎｇＨＣ，ＮｅｕＴＲ，ＷｏｚｎｉａｋＤＪ．ＴｈｅＥＰＳ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ｂｉｏｆｉｌｍｃｅｌ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
１８９（２２）：７９４５－７９４７．

４　ＨａｌｌＳｔｏｏｄｌｅｙＬ，ＣｏｓｔｅｒｔｏｎＪＷ，ＳｔｏｏｄｌｅｙＰ．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ｂｉｏｆｉｌｍ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２（２）：９５－１０８．

５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Ｍ Ｂ，ＶａａｒｋａｍｐＨ，ＦｉｎｋＧｒｅｍｍｅｌｓＪ．Ｂｉｏｆｉｌｍ：ａｒｏｌｅｉ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ａｓｔｉｔ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Ｔｈｅ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６，１７１（３）：３９８－４０７．

６　ＷａｔｎｉｃｋＰ，ＫｏｌｔｅｒＲ．Ｂｉｏｆｉｌｍ，ｃ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１８２（１０）：２６７５－２６７９．
７　ＳｐｅｒａｎｚａＢ，ＳｉｎｉｇａｇｌｉａＭ，ＣｏｒｂｏＭ Ｒ．Ｎｏｎｓｔａｒｔｅｒ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ｂｉｏｆｉｌｍｓ：ａｍｅａｎｓ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Ｌｉｓｔｅｒｉａ
ｍｏｎｏｃｙｔｏｇｅｎｅｓｉｎｓｏｆｔｃｈｅｅｓｅ［Ｊ］．Ｆｏｏ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１０６３－１０６７．

８　ＲｏｏｓｔｉｔａＲ，ＦｌｅｅｔＧＨ．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ｙｅａｓｔｉｎＣａｍｅｍｂｅｒｔａｎｄＢｌｕｅｖｅｉｎｅｄｃｈｅｅｓ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ｏｏ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２８（３）：３９３－４０４．

９　ＬｏｒｅｔａｎＴ．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ｙｅａｓｔｓｆｒｏｍ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ｍｉｌｋｓ［Ｄ］．
Ｂｌｏｅｍｆｏｎｔｅ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ｒａｎｇｅＦｒｅｅＳｔａｔｅ，１９９９．

１０　任晓镤，妥彦峰，梁月慧，等．新疆民族特色酸奶及酸奶疙瘩中乳酸菌的分离鉴定及其生物膜形成能力检测［Ｊ］．塔里木
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２６（４）：１－７．
ＲｅｎＸｉａｏｐｕ，ＴｕｏＹ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ｕｅｈｕｉ，ｅｔ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ｂｉｏｆｉｌ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ｙｏｇｕｒｔａｎｄｙｏｇｕｒｔｌｕｍｐｗｉｔｈ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ｅｔｈｎ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ａｒｉ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４，２６（４）：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ＧＤ，ＳｉｍｐｓｏｎＷ Ａ，ＹｏｕｎｇｅｒＪＪ，ｅｔａｌ．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ａｇｕｌａｓ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ｉｔ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ｔｉｓｓｕ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ｌａｔｅｓ：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ｉｔ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５，
２２（６）：９９６－１００６．

１２　任晓镤，妥彦峰，李明杨，等．外界环境因素对戊糖乳杆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４，４５（１１）：２３０－２３５．
ＲｅｎＸｉａｏｐｕ，ＴｕｏＹ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ｂｉｏｆｉｌ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ｙ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ｅｎｔｏｓｕｓ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４，４５（１１）：２３０－２３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刘敏敏，贺银凤．酸马奶中具有潜在共生性乳酸菌和酵母菌的筛选［Ｊ］．食品科学，２０１１，３２（１１）：２５５－２５９．
ＬｉｕＭｉｎｍｉｎ，ＨｅＹｉｎｆｅｎｇ．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ｙｅａｓｔｓｆｒｏｍｋｏｕｍｉｓｓ［Ｊ］．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
３２（１１）：２５５－２５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下转第 ２８７页）

９６２第 ２期　　　　　　　　　　　　任晓镤 等：酿酒酵母对乳杆菌生长与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http://dx.doi.org/10.6041/j.issn.1000-1298.2014.11.035


１３　张振文，宁鹏飞，张军贤，等，葡萄酒缩合单宁测定方法的比较研究［Ｊ］．食品科学，２０１２，３３（２０）：２３３－２３７．
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ｗｅｎ，ＮｉｎｇＰｅｎｇｆｅｉ，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ｘｉａｎ，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ｔａｎｎｉｎｓｉｎ
ｗｉｎｅ［Ｊ］．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３（２０）：２３３－２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李艳，崔彦志，随子华．橡木桶陈酿干红葡萄酒过程中聚合色素的变化［Ｊ］．酿酒科技，２００９（３）：４８－５０．
ＬｉＹａｎ，ＣｕｉＹａｎｚｈｉ，ＳｕｉＺｉｈｕａ．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ｃｔａｎｎｉｎｄｕｒｉｎｇｄｒｙｒｅｄｇｒａｐｅｗｉｎｅａｇｉｎｇｉｎｏａｋｂａｒｒｅｌ［Ｊ］．ＬｉｑｕａｒＭａｋ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３）：４８－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ＲｉｏＪＬＰＤｅｌ，ＫｅｎｎｅｄｙＪ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ｓｉｎＶｉｔｉｓｖｉｎｉｆｅｒａＬ．ｃｖ．Ｐｉｎｏｔｎｏｉｒｇｒａｐｅｓ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ｗｉｎｅ
［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Ｖｉ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６，５７（２）：１２５－１３２．

１６　李华，王华，袁春龙，等．葡萄酒化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７　ＷｒｏｌｓｔａｄＲＥ，ＳｋｒｅｄｅＧ，ＬｅａＰ，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ｕｇａｒｏｎ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ｐｉｇｍｅｎ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ｆｒｏｚｅｎ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５５（４）：１０６４－１０６５．
１８　ＢｏｕｌｔｏｎＲＢ，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ＶＬ，ＢｉｓｓｏｎＬＦ，ｅｔ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ｆｗｉｎｅｍａｋｉｎｇ［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ｈａｐｍａｎ＆Ｈａｌｌ，



１９９８．

（上接第 ２６９页）
１４　张玉辉，史延桥，王戌晋，等．乳酸菌和酵母菌联合培养初探［Ｊ］．食品科技，２００９，３４（２）：２７３－２７６．

ＺｈａｎｇＹｕｈｕｉ，ＳｈｉＹａｎｑｉａｏ，ＷａｎｇＸｕｊｉｎ，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ａｎｄｙｅａｓｔ［Ｊ］．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３４（２）：２７３－２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ＫｕｂｏｔａＨ，ＳｅｎｄａＳ，ＮｏｍｕｒａＮ，ｅｔａｌ．Ｂｉｏｆｉｌ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ｙ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１０６（４）：３８１－３８６．

１６　ＫａｗａｒａｉＴ，ＦｕｒｕｋａｗａＳ，ＯｇｉｈａｒａＨ，ｅｔａｌ．Ｍｉｘ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ｉｏｆｉｌ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ｙ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ｒｉｃｅｗｉｎｅｙｅａｓｔｓ［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７３（１４）：４６７３－４６７６．

１７　ＦｕｒｕｋａｗａＳ，ＹｏｓｈｉｄａＫ，ＯｇｉｈａｒａＨ，ｅｔａｌ．Ｍｉｘ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ｉｏｆｉｌ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ｙｄｉｒｅｃｔｃｅｌｌｃｅｌ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ｒｅｗｉｎｇｙｅａｓｔｓａｎｄ
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Ｊ］．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０，７４（１１）：２３１６－２３１９．

１８　ＭｏｍｏｓｅＨ，ＩｗａｎｏＫ，Ｔｏｎｏｉｋ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ｅａｓｔ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ｉ［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６９，１５（１）：１９－２６．

１９　ＦｕｒｕｋａｗａＳ，ＮｏｊｉｍａＮ，ＹｏｓｈｉｄａＫ，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ｅｌｌｃｅｌｌｃｏｇａａｒｅ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ＭＬ１１－１１ａｎｄ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ＢＹ４７４１ｉｎｍｉｘ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ｉｏｆｉｌｍ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７５（８）：１４３０－１４３４．

２０　ＧａｂｒｉｅｌｅＰｒｅｔｚ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ｎｅｌ，ＤｏｕｗｅＭｏｌｅｎａａｒ，ｅｔａｌ．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ｍａｎｎｏｓ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ｄｈｅｓｉｎｏｆ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１８７（１７）：６１２８－６１３６．

２１　Ｍａｒｉｎａ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ａＧｏｌｏｗｃｚｙｃ，ＰａｂｌｏＭｏｂｉｌｉ，ＧｒａｃｉｅｌａＬｉｌｉａｎａＧａｒｒｏｔｅ，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ｋｅｆｉｒａｎｄ
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ｌｉｐｏｌｙｔｉｃａ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ｋｅｆｉｒｇｒａｉｎ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ｌｅｃｔｉｎｌｉｋ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ｉ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７６（１）：１１１－１１６．

２２　ＹｏｓｈｉｏＫａｔａｋｕｒａ，ＲｙｏｓｕｋｅＳａｎｏ，Ｔａｋａｓｈｉ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ｅｔａｌ．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ｄｉｓｐｌａｙｏｎｔｈｅｃｅｌ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ｙｔｏｓｏｌ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ｔｈａ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ｙｅａｓｔｍａｎｎａｎ［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８６（１）：３１９－３２６．

２３　ＴａｍｉｍｅＡＹ，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ＶＭＥ．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ｍｉｌｋｓ［Ｍ］∥ＬａｗＢＡ．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
ｃｈｅｅｓｅ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ｍｉｌｋ．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ａｃｋｉ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７．

２４　ＡｔｓｕｍｕＡｂｅ，ＳｏｉｃｈｉＦｕｒｕｋａｗａ，Ｓｈｉｎｙａ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ｅｔａｌ．Ｙｅａｓｔｓａｎｄ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ｍｉｘ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ｂｉｏｆｉｌｍ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ａ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ｃｅｌｌ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１７１（１）：７２－７９．

７８２第 ２期　　　　　　　　　　　　袁春龙 等：糖对葡萄酒中聚合色素与单宁 Ａ Ｈ法测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