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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高发区林县井头村玉米样品的真菌区 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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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 一 连续 年调查食管癌高发区林县井头村 口粮玉米样品的真菌区系发现
,

镰刀菌属
、

青

霉属
、

交链抱霉属
、

芽枝霉属
、

曲霉属及毛霉属是当地常见的玉米污染真菌类群
。

其中镰刀菌属真菌的污染最

为严重
,

并以串珠镰刀 菌 。 和 为主
。

年间
, 口 粮玉米中镰刀菌属的污

染程度虽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

但其污染水平在常见的真菌中为最高
,

且贮藏过程进一步加重 了镰刀

菌对玉米的污染
。

此外
,

通过病区和对照 区北京的比较还发现
,

两地间玉米样品的真菌区系分析差异不显著
。

关键词 食管癌 真菌区系分析 镰刀菌

中图分类号
一 一

, , ,

,

从
,

汀 , , ,

塔

。

’
‘

,

飞

河南省林县是 国内外公认的食管癌高发区之一
,

多年来对当地食管癌病因的研究 已涉及

到气候
、

地域环境
、

矿质元素
、

水源
、

居 民饮食习惯
、

营养状况及遗传因素等多领域
。

曾有报道
,

发霉食物可能与食管癌有关
,

后通过诱癌实验证实
,

串珠镰刀菌的培养物可诱发大 鼠食管上皮

增生川
。

进一步研究培养物中致癌物质的性质
,

只发现它是一种耐热物质
。

还有文献指出
,

林

县食管癌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可能与某种致癌物质有关
,

这种致癌物质相对恒定
,

不受或很

少受人类社会生活活动的影响川
。

由于食管癌属多病因诱发的地方性疾病
,

生物学致病因子可

能是其诱病因素之一
,

因此深人研究生物学致病因子对该病的作用必然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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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头村是林县食管癌高发区之一
,

当地居 民早晚均以玉米为主食
。

据 年村卫生所统

计
,

其食管癌的发病率达到
。

此前虽有人对林县玉米进行过分析研究
,

但能够连续几年

跟踪调查 当地玉米 口 粮中真菌污染状况的研究却无报道
。

本研究报告了连续 年采集井头村

口 粮玉米样品进行真菌污染调查的情况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根据随机取样 的原则川
,

连续 年采集食管癌高发 区林县井头村农户家 中的 口 粮玉米样

品
。

其中当年的新鲜 口粮玉米包括 年 份
,

年 份 贮存的 口粮玉米包括 年

份
,

年 份 年发霉玉米穗 份
。

在新鲜玉米样 品中共有 份分别来 自于 户

同源户
,

即连续 年样品的采集来 自同一户
。

以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乡玉米样品为对照
,

共采

集 年样品 份
。

真菌 区 系分析选 用 高盐察 氏培养 基
,

真 菌鉴 定 分 别选用 察 氏培 养基
、

马 铃 薯培 养基
、

香石竹叶培养基 及氯化钾培养基等川
。

方法

真菌 区 系分析 根据《食 品卫生微生物检验标准手册户 〕中霉菌计数标准检验方法和

粒状粮食霉菌检验方法
。

真菌鉴定 将不 同形态镰刀菌分别接种到
,

及 培养基上进行培养
、

观

察
,

依据 系统川
,

根据厚垣抱子及分生抱子的有无
、

大小
、

形态
、

着生方式和分生抱子梗

的形态
、

类型等特征进行种的鉴定
。

根据文献一 将其他真菌鉴定到属
。

结果与讨论

, 一 , 年林县井头村玉米样品的真菌区 系分析结果 表

表 , , 一 , 年林县井头村玉米样品真菌俊染率分析

样 品

年 口 粮玉米

从

⋯
产通门︺一气

⋯
门

︺

几八件了

山年 口粮玉米

新鲜

贮存

新鲜

贮存

年 霉玉米

一

一

年间井头村 口粮玉米 的带菌量大多在 一 一 ‘

范围
,

高出正常粮食带菌量标准

一
· 一 ‘ 川近 一 倍

,

说明井头村 口 粮玉米受霉菌污染严重
。

通过 区系分析发

现镰刀菌属
、

青霉属
、

交链抱霉属
、

芽枝霉属
、

曲霉属及毛霉属是井头村玉米样品中常见的真菌

类群
,

其中尤以镰刀菌属和青霉属最为常见
,

但镰刀菌是污染程度最严重的真菌菌群
。

年

芽枝霉污染加重的情况可能与当年降雨量显著增多有关
,

因为 年井头村地区发生过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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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洪涝灾害
。

比较新鲜和贮存样品可以发现
,

在贮存过程 中几种常见真菌类群的污染程度均明显下降

而镰刀菌的污染程度则有上升趋势
,

说明贮存过程加重了镰刀菌属的污染程度
·

在霉玉米穗样

品中
,

镰刀菌属也是最具优势的污染真菌
。

这些结果均表明井头村玉米受霉菌污染较为严重
,

其中镰刀 菌属 的污染最具优势
,

并以串珠镰刀 菌 ’ 。 和 为主
,

而

这 种镰刀菌均是镰刀菌毒素腐马素 的主要产生菌
。

一 年同源户玉米样品的区系分析结果比较 表

表 ” 一 , , 年林县井头村 户同户玉米样品的真菌区 系 比较 检出率

农户

编号 尸 尸 何“ 尸

侵染率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注 另外
,

年 号样品中曲霉属 占
,

号样品中曲霉属和交链抱霉属各 占 。
。

一 年 年中井头村 同源户 口 粮玉米 的带菌量变化趋势不连续
,

其 中以 年

为最低
· 一 ‘

在 范围
,

而 和 两年则多在 一 范围
,

推测这种现象

可能与 年当地的气候条件较为干燥有关
。

年中
,

曲霉属的污染没有 明显变化且维持在

较低水平 交链抱霉属 的污染变化不连续
,

却 以 年为最高 青霉属
、

芽枝霉属及毛霉属 的

污染程度虽有逐年升高之势
,

但其污染水平均较低
,

最高不超过 而镰刀菌属的污染虽有

逐年下降的趋势
,

但其污染率始终高于
,

远远超过其他各属真菌
,

成为井头村同源户玉米

样品中最具污染优势的真菌类群
。

年病区和对照区 间真菌区系分析结果 比较 表

年林县井头村和北京两地玉米样品的带菌量水平相近
, 。 · 一 ‘

均在 范围
,

说明其间差异不显著
。

两地间除毛霉属和青霉属的检出率差异显著外
,

其余各属真菌的检出率

和污染率均无显著差异
。

相同的是 年两地玉米样品均以镰刀菌属和芽枝霉属的检出率为

最高
,

而污染程度都以镰刀 菌属居绝对优势
,

其中以串珠镰刀菌对玉米的侵染最为严重
。

说明

在食管癌高
、

低发区间不存在真菌区系的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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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 月林县井头村和北京地 区玉米样品检出率 和俊染率 比较

检出真菌
林县井头村 北京

尸植出率 尸任染率

检出率 侵染率 检出率 侵染率

尸 之 明

。

口

八乃月任工勺

户
,

,

户
’

认 “

污

综上所述
,

经过 一 连续 年对林县井头村 口 粮玉米的真菌区系分析发现
,

镰刀

菌属是当地玉米中最具污染优势的真菌类群
,

其 中尤以串珠镰刀菌的侵染最为严重
。

而串珠镰

刀 菌是产生镰刀菌毒素腐马素 主要菌株之一
。

已有研究表明在南非 地

区
,

腐马素在玉米 中的污染水平与食管癌高发率之间存在着统计相关性仁‘。
·

“ 」,

那么林县井头

村是否也存在类似情况呢 还需进一步针对这些镰刀 菌的产毒能力加 以研究
。

本研 究 中 年数据 引 自陈鹏 的部分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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