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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曲霉素是由微生物分泌的具有高度致癌

性 的物 质LCAST 1989， Pestk a 和C as ale

1990J，检测能产生 黄曲霉素的食品和粮食中

黄曲霉素含量是十分必要的，它是现代食品分

析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黄曲霉素的含量甚微，

又易于与其它物质混淆，因此其测定方法 比电

复杂。以往常用的测定黄曲霉素的方法是先经

层析后，再测定其光吸收值或荧光值。本法利

用碱能使黄曲霉素分解的原理(图1)，无需进

行层析分离而测其荧光值，这是一种新的快速

测定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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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碱处理后黄回霉素队的结构

Fig. 1 The structure of aflatoxin B1 

after alkali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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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材料

930型荧光分光光度计， 上海分析仪器三厂生产。黄曲霉素G1(afl atoxin G1)标准品:购自

美国 Sigma公司。黑曲霉(asperg illus n iger)，本院微生物教研室保种。霉菌培养条件见卢大用

等[1994J。氢氧化销和氯仿为分析纯o

1.1 

测定步骤

经高压蒸气灭菌处理的培养液冷却后 ， 接种 黑曲霉， 3TC培养3天。将带 霉毒素的培养基转

移到150mL 三角烧杯中， 加入约20mL氯仿， 烧杯置于50'C水播中(不断摇晃)， 5min后吸取

氯仿层F再加少许氯仿至三角烧杯中， 重复上述操作， 合并氯仿提取液，定容至30mL。该液在激

发波长为360nm和发射波长为450nm下 测荧光值， 然后 加入提取液体积1/5的3N NaOH氯仿

溶液， 1min后 测其荧光值。

另外， 用氯仿配制黄曲霉素标准溶液(I-3μg/mL和 10-30μg/mL)， 同上述操作制作黄

曲霉素标准曲线。

1.2 

结果2 

黄曲霉素G1的标准曲线

将仪器灵敏度调节到最高档位，得到的标准曲线如图2所示。图中显示， 该仪器的最小检测

限为1-3μ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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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曲霉培养基中黄曲霉素的含量

测定结果 表明(表1)， 黑曲霉培养基中黄曲

霉素含量较高， 当 9cm培养皿长满霉菌时， 每皿

含黄曲霉素300-500吨。且用本法能有效定量

培养皿中黄曲霉素， 误差小于1%。当上述提取

液稀释数十倍， 测定结果 仍相当 满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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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碱荧光法测定黄曲霉素的含量

The fluorescence value of aflatoxin 

atter alkaU treatment 

表E

Ta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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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黄曲霉素G标准曲线

Fíg. 2 The standard curve of fluorescence 

change by aflatoxín G1 damage 

荧光差值(格〉

酶菌液

110. 0土2. 4

22. 4土1.5

度

1'10 

1'50 

浓待测物

酶菌液

酶菌液 4. 5士0. 5

注.n=3

1. 0土O. 2 

1'250 

lμg/mL 黄曲霉素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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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方法所使用的仪器是国内常用的上海分析仪器三厂生 产的930型荧光分光光度计， 操作

比较快速， 整个过程连同 提取等步骤仅需2小时， 测定仅需1min;灵敏度和重复 性皆较满意， 在

大量的食品 监督中可能是很有用的。但本法与层析法相比较， 它 不能进一步区分样品 中所含各

种黄曲霉素衍生 物， 如需探讨其各种衍生 物的特异性时具有→定的局限性; 但它 在某种黄曲

霉素测定时优于层析法。如用黄曲霉素M或黄曲霉素B作标准品 也能获得满意结果。本实验

使用的是国产的、灵敏度较低的荧光仪， 如采用更先进的荧光仪， 并改用苯:乙晴(98:2)作溶

剂， 可使其灵敏度进一步提高。 本工作为进一步深入对食品 中黄曲霉素的测定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开端。按本结果， 本方法在样品 溶剂浓缩至原食品 量的1/100， 灵敏度可相当于免疫法

[Pestka 等 199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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