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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蛾被毛孢 ( H. hepiali ) 与中国被毛孢 ( H.

sinensis) 为同物异名 , 且为冬虫夏草无性型菌

株[10 - 13 ] ;该菌是目前国内唯一得到学术界公认且可

通过“生物还原法”验证的冬虫夏草有效菌[14 - 16 ] 。

同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卫法监发 [ 2001 ]84

号文) 批准列入“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真菌菌种名

单”。

虫草胶囊以发酵菌粉为主要原料 , 加入黄精、

明胶、甘油、增塑剂、防腐剂、遮光剂、色素和其他适

宜的中药材精制而成。这些成分对基因组 DNA 的

提取及 PCR 扩增有很大影响。采用常规的 CTAB 法

对胶囊菌粉进行 DNA 提取 ,所得 DNA 样品呈现深

黄色油状 ,不利于下一步的 PCR 扩增。为了排除其

他成分的干扰 ,本实验对 CTAB 法加以改进 ,先对胶

囊菌粉用 95 %乙醇浸泡 ,再用乙酸乙酯和 Tris - HCl

对其进行萃取 ,最后用 CTAB 法提取 DNA ,所得 DNA

可以有效的进行 PCR 扩增。

本实验对市售的胶囊菌粉进行了系统发育学分

析。结果表明 ,样品 1 胶囊生产菌与中国被毛孢

( H. sinensis) 位于同一分支 ,同源性为 9916 % ,证明

了该产品的生产菌株为真正的冬虫夏草无性型菌

株 ;而样品 2 和样品 3 分别为西藏虫草 ( C. gracilis)

和蛹虫草 ( C. militaris) ,均与产品名称“冬虫夏草”

( C. sinensis)不符。本研究所用方法简单易行 ,可以

有效的鉴定市售虫草相关产品的真伪 ,为该类产品

的真伪鉴定开拓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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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阿拉伯糖的作用

L - 阿拉伯糖属于五碳糖 ,无热量。近年来国际、国内的生理学家和营养学家就 L - 阿拉伯糖在肠道内对糖类代谢的作用

做了一系列深入研究 ,发现 L - 阿拉伯糖对传统糖类的吸收有竞争抑制作用 ,对传统糖类的代谢转化具有显著阻断作用 ,使得

它在减肥、控制糖尿病等方面的应用前景看好。据研究 ,只要在普通蔗糖中添加 2 %的 L - 阿拉伯糖 ,就可以抑制 40 %蔗糖的

吸收 ,同时也抑制了血糖的升高。

L - 阿拉伯糖最显著的作用是抑制人体小肠内蔗糖酶的活性 ,从而调节人体对蔗糖的过量吸收 ,从根本上起到控制血糖、

降低血脂和减少脂肪堆积的功效。

日本厚生省的特定保健用食品清单中将 L - 阿拉伯糖列入调节血糖的特定保健食品 ,美国医疗协会也将 L - 阿拉伯糖列

入抗肥胖剂的营养补充剂或非处方药。L - 阿拉伯糖作为一种无热量的甜味剂 ,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 (FDA) 和日本厚生

省批准列入食品添加剂。2008 年 5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 L - 阿拉伯糖为新资源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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