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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点评 
 

低温纤维素酶的研究与生产 
金城 

(《微生物学通报》编委会  北京  100101) 

纤维素酶是指能降解纤维素分子生成纤维二糖和葡萄糖等小分子物质的一组酶的总称, 是复合诱导酶[1]。

目前广泛应用于纺织、食品、可再生资源利用等领域的纤维素酶几乎都是中温纤维素酶 (最适作用温度

45 °C−55 °C)[2]。低温纤维素酶主要指最适作用温度为 15 °C−25 °C 的酶, 与中温纤维素酶相比, 低温纤维素

酶在自然条件下具有高酶活力及高催化效率, 可大大缩短处理过程的时间, 节省加热或冷却费用, 并且经过

温和的热处理即可使其失活, 不会影响产品品质。因此, 其应用对于减少工艺流程、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节能

方面有相当大的优势[3−5]。 

虽然低温纤维素酶与中温纤维素酶相比在应用上更具优势和潜力, 但目前有关高效低温纤维素酶的研

究报道较少。本刊 2009 年第 10 期介绍了陈亮、张庆芳等发表的论文“低温纤维素酶菌株 CNY086 选育及发

酵培养基优化 (Ⅰ)”[6], 作者从渤海湾海泥中分离产低温纤维素酶的绿色木霉 (Trichoderma viride)菌株

CNY01, 产酶量为 67.30 U/mL; 以该菌株为出发菌株, 经 UV、DES 等诱变选育出具有遗传稳定性的高产突

变菌株 CNY086, 经发酵条件优化后, 酶产量达到 108.55 U/mL。为低温纤维素酶规模化生产和应用奠定了

研究基础。 

最近 , 张庆芳已经完成 CNY086 菌株的 2 000 L、酶的分离纯化和酶制剂加工工艺的研究。制定了

2 000 L 低温纤维素酶制剂的企业生产标准和相关领域的应用技术标准, 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2 项。这些研究

不仅实现了低温纤维素酶的工业化生产, 也为低温纤维素酶制剂产品进一步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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