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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以离子束生物工程学重点实验室余增亮、黄青研究员为通讯作者的论文“微生物油脂花生四烯酸产生菌

离子束诱变和发酵调控”作为“特邀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2012年第11期上。文章介绍说，余增亮研究团队

利用离子束诱变获得了富含花生四烯酸油脂的新菌株，并实现工业规模的生产，为微生物油脂产业发展探索了新

路。 

微生物油脂不仅有益健康，而且是生物柴油潜在的油脂来源，但由于自然界微生物细胞合成油脂的效率太低，

其产业化进程缓慢。余增亮课题组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利用离子束生物技术对细胞内含脂类的微生物进

行遗传性修饰，获得一株脂肪酸含量占细胞生物量50%以上的新菌株，其中花生四烯酸含量占总脂的70%。花生四烯

酸是婴幼儿特别是早产儿和非母乳喂养的婴儿食品中紧缺的资源，目前只有母乳中含量丰富。同时，他们将培养基

从原来的七种精简为葡萄糖和菌粕两种，巧妙地解决了发酵底物残留带来的安全性问题。 

余增亮等人的微生物油脂研发之路并不简单。20多年前，在离子束生物技术平台创建不久，余增亮研究员在推

动离子束植物育种新技术走向世界的同时，招收微生物专业背景的研究生，进行微生物油脂资源的开发研究。他们

以产油微生物高山被孢霉菌为样本，利用离子束诱变对其进行遗传性修饰。经过5年的努力, 发酵产率获得较大提

高。其学生袁成凌在原菌株失效的情况下重新筛选菌株进行诱变和发酵条件优化，获得了具有商业价值的高产菌

株，并于1999年底成立武汉烯王生物工程公司开始产业化研发。2000年春节，余增亮带领王纪、袁成凌等人，在武

汉租借闲置的发酵工厂进行微生物油脂花生四烯酸的工业规模的合成研究，生产出国际上花生四烯酸含量最高的微

生物油脂。正如Z. Cohen 和C. Ratledge的著作《单细胞油脂》所说，当人们正在寻找可替代的富含ARA油脂的生物

合成技术时，中国武汉烯王生物工程公司利用高山被孢霉菌的新菌株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 

余增亮等人的研究不仅开发了廉价的花生四烯酸资源，而且其创建的技术，如离子束细胞修饰技术、菌粕重复

利用等，为解决微生物油脂产业发展技术瓶颈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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