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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镊子分析红酵母合成类胡萝卜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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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拉曼镊子对红酵母合成类胡萝卜素进行分析!考查氮源和碳源对类胡萝卜素产量的影响#取

发酵终点细胞!一部分用于紫外光谱法测定!另一部分用拉曼镊子检测#原始光谱经过背景扣除"基线校正

等方法预处理!定性分析不同培养基培养细胞的平均光谱!类胡萝卜素的拉曼信号强度有明显不同$紫外检

测结果和拉曼峰高数据有良好的相关性!拟合参数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

和
/'="0"

$定量分析
",/*

3C

e"峰高表明适宜红酵母细胞生长和类胡萝卜素合成的氮源和碳源分别是酵母粉
o

胰蛋白胨"葡萄糖#以

上结果说明!拉曼镊子能提供红酵母胞内类胡萝卜素的含量信息!是实时检测红酵母细胞类胡萝卜素合成

和优化发酵培养基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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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胡萝卜素是含有异戊二烯结构的一类色素!存在于动

植物"真菌"藻类和细菌中!广泛用于食品"医药以及饲料

的添加剂!此外!作为维生素
;

的重要来源!类胡萝卜素还

具有防癌"抗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抗机体衰老等功效#

微生物发酵法是国内外生产类胡萝卜素的方法之一!相比其

他菌种!红酵母%

@1R<RHREO3>

N

3OH,",S

&菌体无毒!生产成本

低!生产周期短!容易控制发酵过程!有利于工业化生产#

然而目前红酵母合成类胡萝卜素产量偏低!提高类胡萝卜素

的产量可以从选育优良性状的菌株和优化发酵条件两方面着

手!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的前提条件是需要确定一个高效"灵

敏"快速的检测类胡萝卜素的手段#传统的检测方法如紫外

光谱法(

"

)

"高效液相色谱法(

0

)等都需要对样品进行预处理#

类胡萝卜素富含
..

A A

结构!这种结构具有高度的不稳定

性!对外界因素特别敏感!导致类胡萝卜素容易降解!因而

预处理后的分析结果不能代表原始的含量!而且萃取溶剂"

温度过高"光照过强都可能使类胡萝卜素结构由反式转向顺

式(

!

)

!因此!传统的分析方法难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和重现

性#

拉曼光谱是一种分析生物细胞内分子结构和含量的有用

工具!拉曼谱峰的位置"强度和线宽可提供分子振动"转动

方面的信息!据此可以反映分子中不同的化学键和官能团#

与传统生物检测技术相比!拉曼光谱检测样品快速"无损!

不需要样品预处理!可以实时和实地检测样品!给出样品高

专一性的光谱信息!此外!在适宜的激发波长和功率下!细

胞不会受到损伤(

#

)

#拉曼镊子是拉曼光谱与光学囚禁技术相

结合的新技术!其原理是利用高度会聚的激光束!囚禁溶液

中的细胞!通过瞬时加大囚禁细胞的光束来激发细胞内分子

的拉曼散射!并收集该细胞的拉曼光谱#拉曼镊子在接近自

然的生理状态下检测单细胞或细胞器!避免了布朗运动或细

胞本身运动的干扰!减弱杂散光或荧光强度!优化散射光的

收集光路!提高了信噪比!已被广泛应用于胃癌细胞(

,

)

"地

中海贫血细胞(

+

!

.

)

"前列腺癌细胞(

*

)

"酿酒酵母(

=

)

"大肠杆

菌(

"/

)等单细胞的研究#目前!国内外还未见拉曼镊子分析红

酵母细胞的研究报道!本文用拉曼镊子依次测定不同培养基

发酵培养的红酵母细胞!通过化学计量学方法对拉曼数据进

行分析!并结合紫外光谱测定方法!分析紫外光谱数据和拉

曼数据的相关性!探索光镊拉曼光谱用于定量分析红酵母合



成类胡萝卜素的可行性#

"

!

实验材料与方法

$%$

!

细胞培养

本实验所用的红酵母菌株由广西大学应用微生物研究所

提供!生长于平板上的菌株接种于
TUVN

液体培养基中!培

养
"+H

后以
0[

接种量转入装有
,/CO

液体发酵培养基的

0,/CO

摇瓶中!放置在
0//5

,

C<9

e"

"

0*p

的摇床上发酵

*#H

#液体发酵培养基共有
"!

种!可分为两类'一类发酵培

养基保持
0[

氮源%

"[

胰蛋白胨
o"[

酵母粉&不变!分别加

入
#[

葡萄糖"果糖"麦芽糖"蔗糖"乳糖"木糖!即配成六

种碳源不同"氮源相同的培养基$同理!另一类培养基是保

持
#[

碳源%

#[

葡萄糖&不变!分别加入
0[

胰蛋白胨"

0[

硫

酸铵"

0[

尿素"

0[

酵母粉"

"[

酵母粉
o"[

胰蛋白胨"

"[

胰蛋白胨
o"[

硫酸铵"

"[

胰蛋白胨
o"[

尿素#

$%&

!

拉曼镊子系统

拉曼镊子系统如文献(

""

!

"0

)所述!有所不同的是本实

验利用
#/

倍油浸物镜聚焦形成一个单光束光势阱来捕获酵

母细胞#文献(

""

!

"0

)所用的
"//

倍油浸物镜的激光光斑最

大直径为
0

'

C

!面积约为
!'"#

'

C

0

!然而发酵终点的红酵

母细胞直径大约
,

'

C

!面积远大于
!'"#

'

C

0

!入射激光如

果只照射在细胞的局部区域所得结果能否真实反映整个细胞

的光谱信息就值得怀疑!而本实验所用
#/

倍物镜的激光光

斑直径大约
,

'

C

!这与细胞直径相近!激光光斑基本上能照

射整个细胞!因此!本实验所用拉曼镊子收集的拉曼光谱信

息是可信的#

$%A

!

拉曼光谱测定与数据处理

以
0/CM

激发功率和
,6

曝光时间采用捕获方式采集

红酵母细胞的拉曼光谱!每种样品各收集
"//

个细胞的光

谱!每个细胞被
0/CM

的激光照射
,6

!对胞内的类胡萝卜

素影响很小#光谱数据预处理利用
G84&8Q.'"

软件编写的程

序进行!原始光谱经过扣除背景光谱"基线校正预处理后得

到单个细胞的实际光谱!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统计每组细胞

样品的平均光谱!定性分析不同组间光谱差异$另一方面用

G84&8Q.'"

编写程序对
",/*3C

e"的峰高(

"!

)

%峰最高点到基

线的垂直距离&作定量分析#

$%F

!

紫外光谱法测定类胡萝卜素含量

发酵终点细胞经过洗涤!离心!液氮反复冻融破壁"冷

冻干燥后!准确称量
/'"//

D

干燥菌体!充分研磨至破壁完

全后!加入
!CO

丙酮中!室温振荡
!/C<9

后!利用超声波

多次抽提至菌体完全变白!离心后取上清液!合并提取液#

将提取液稀释到适当倍数!在波长
#.,9C

下测量类胡萝卜

素的吸光度!并计算单位质量红酵母菌体类胡萝卜素含量和

每升发酵液类胡萝卜素的产量!计算公式详见文献(

"#

)所

述#

$%H

!

菌体发酵密度和生物量的测定

取一定量新鲜菌液!稀释至适当倍数!测定
XN

+//

!统计

菌体发酵密度#另外!准确吸取
"CO

发酵终点菌液!每组取

!

个样品!菌液经过离心!洗涤之后!

+/p

烘干至恒重!称

量!取平均值作为菌体的生物量#

0

!

结果与讨论

&%$

!

红酵母细胞的拉曼光谱及各峰归属

图
"

为红酵母单细胞的拉曼光谱!可以提供细胞内丰富

的物质信息!其中
"##,3C

e"峰代表蛋白质"脂质"糖类
A?

变形振动!

"!#=

!

"!.=

和
",.!3C

e"峰代表核酸信息$

"0+*3C

e"峰代表蛋白质酰胺
$

带
5

折叠$

"0=/3C

e"峰代

表脂质
A?

0

扭曲振动#谱图中类胡萝卜素的特征峰分别是'

位于
",/*3C

e"的
..

A A

伸缩振动峰"位于
"",03C

e"的

A

2

A

伸缩振动峰"位于
"//03C

e"的甲基%

A?

!

&平面摇摆振

动峰!这三个类胡萝卜素的特征峰拉曼信号很强!峰高远高

于细胞内其他物质的拉曼峰!其中
",/*3C

e"的特征峰附近

没有其他物质信号的干扰!峰形尖锐!且左右接近对称!适

宜利用峰高进行类胡萝卜素的定量分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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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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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培养条件发酵的细胞平均拉曼光谱

类胡萝卜素的合成代谢与培养基中的氮源和碳源密切相

关!图
0

是不同培养基条件下红酵母细胞的平均拉曼光谱#

图
0

%

8

&反映了不同氮源对类胡萝卜素合成的影响!其中!硫

酸铵和尿素分别作为氮源!前者类胡萝卜素拉曼信号强度约

为后者的
0

倍!其他几种氮源拉曼信号强度相差不大$图
0

%

Q

&反映了碳源对类胡萝卜素合成的影响!分别以六种常用

糖作为碳源!类胡萝卜素的拉曼信号强度明显不同!其中信

号最强的峰高几乎是信号最弱的
#

倍!由此可见!碳源对类

胡萝卜素的合成起着关键的作用#以上结果表明!类胡萝卜

素
!

个特征峰的强弱可以显示出不同氮源和碳源培养条件下

细胞内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差异!但拉曼峰高和细胞内类胡萝

卜素的含量是否存在严格的定量关系!以下的紫外光谱检测

结果和拉曼峰高的相关性分析实验证实了这一假设#

&%A

!

紫外光谱法和拉曼检测的相关性分析

紫外光谱法是测定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常规方法之一!在

本研究中是称取一定质量的红酵母干菌体!提取类胡萝卜素

后测量提取液的紫外吸收值!其结果反映单位质量红酵母细

胞类胡萝卜素的含量!而拉曼光谱则是直接检测
"//

个红酵

母单细胞内类胡萝卜素的拉曼峰高!反映的是红酵母单细胞

积累类胡萝卜素的平均值#图
!

%

8

&显示紫外检测结果和拉曼

0//"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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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峰高的相关性!实验数据表明!两种光谱测定结果具有

良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
E

达到
/'=/.*

!相关性分析证明拉

曼光谱是检测红酵母细胞水平类胡萝卜素含量的有效手段#

然而!利用微生物发酵法合成类胡萝卜素!其产量除了与单

个细胞合成类胡萝卜素能力有关外!还取决于单位体积发酵

液微生物细胞的发酵密度!即生物量#在紫外光谱法中!单

位质量红酵母细胞类胡萝卜素的含量与红酵母生物量的乘积

就代表每升发酵液类胡萝卜素的产量!在拉曼光谱法中是否

也能用对应的参数来反映一定体积发酵液中类胡萝卜素的产

量!微生物学中测量菌体密度的传统方法是测量发酵液在

+//9C

处的吸光度值!即
XN

+//

!而红酵母拉曼光谱
",/*

3C

e"峰高则反映单细胞内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如果将表征单

位体积发酵液细胞数目的
XN+

//

与表征单细胞类胡萝卜素含

量的拉曼峰高相乘!构造一个新的参数!即
XN

+//

nI8C89

V28J?2<

D

H4

%简写作
XI

值&!应该能够与紫外光谱法中的

1产量3这一参数代表相同的内涵!图
!

%

Q

&为紫外光谱法测得

的不同培养基红酵母类胡萝卜素产量与利用拉曼光谱数据构

造的新参数
XI

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两个参数相关性

良好!相关系数
E

为
/'="0"

!因此!利用拉曼光谱不但能检

测单细胞水平类胡萝卜素的合成能力!同样能够反映一定体

积发酵液类胡萝卜素的总体产量#与紫外光谱法相比!拉曼

镊子能实时检测活细胞内类胡萝卜素含量!不需要对细胞进

行预处理!克服了样品处理带来的误差!具有无损"高效"

准确等优点!是检测细胞内类胡萝卜素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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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培养基对类胡萝卜素合成及产量的影响

为了优化培养基!通过计算
",/*3C

e"峰高和
XI

值!

定量描述不同培养基对红酵母在细胞水平类胡萝卜素合成能

力及一定体积发酵液类胡萝卜素产量的影响!结果见图
#

#

图
#

%

8

&显示的是不同氮源对红酵母单细胞积累类胡萝

卜素的影响!硫酸铵作单一无机氮源!细胞内类胡萝卜素的

含量最高!酵母粉
o

胰蛋白胨次之!尿素最差!图
#

%

3

&则显

示相同条件下一定体积发酵液类胡萝卜素的总体产量!与

图
#

%

8

&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有利于红酵母单细胞合成

类胡萝卜素的硫酸铵作为氮源!类胡萝卜素的产量反而最

低!其原因可能是硫酸铵非常不利于红酵母细胞的增殖!造

成单位体积内细胞的数目偏少!结果导致类胡萝卜素的总体

产量最低!相反地!复合有机氮源酵母粉
o

胰蛋白胨的类胡

萝卜素总体产量最高!有关文献的实验结果也表明有机氮源

要比无机氮源更容易提高类胡萝卜素的产量(

",

)

!因此!酵母

粉
o

胰蛋白胨既有利于提高红酵母单细胞合成类胡萝卜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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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也有利于红酵母细胞的高密度发酵!为首选氮源#不

同碳源对红酵母细胞类胡萝卜素合成及产量的影响结果见图

#

%

Q

&和
#

%

:

&!在碳源相同"碳源不同的六种培养基中!从单

细胞内的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和单位体积发酵液类胡萝卜素的

产量这两方面考察!均以葡萄糖为最理想的碳源#综合上述

结果可见!适宜红酵母细胞生长和合成类胡萝卜素的培养基

配方是'

"[

酵母粉
o"[

胰蛋白胨
o#[

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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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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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8642_45834

$

W

'

D

&E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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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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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6E35%62

$

G

'

C8&4%62

$

O

'

&834%62

!

!

结
!

论

!!

利用拉曼镊子分别测定不同培养基条件下红酵母细胞的

拉曼光谱!运用化学计量学的方法处理拉曼光谱数据!定性

分析细胞的平均拉曼光谱!对于不同氮源"碳源的培养基!

红酵母细胞合成的类胡萝卜素的含量明显不同$线性拟合结

果显示紫外光谱法所得数据和拉曼峰高数据有良好的相关

性$定量分析拉曼峰高!得出酵母粉
o

胰蛋白胨和葡萄糖分

别是适宜的氮源和碳源#拉曼镊子能够提供红酵母胞内类胡

萝卜素的含量信息!是实时检测红酵母胞内类胡萝卜素的有

效手段!同时也是优化发酵培养基的有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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