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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阳茯茶中冠突散囊菌的鉴定及降脂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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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究陕西泾阳茯砖茶中冠突散囊菌的鉴定标志, 鉴定泾阳茯茶中的冠突散囊菌, 并研究其降

脂作用。方法  从泾阳茯茶中分离筛选真菌, 观察其在 3 种不同培养基的生长特征, 结合形态学观察和真菌内

源转录间隔区(internally transcribed spacer, ITS)基因序列同源性比对; 人工接种菌种至不同产区茶类中, 对接

种至茶叶中菌种的形态学、扫描电镜(scan electron microscope, SEM)鉴定和接种后茶叶进行感官审评; 最后建

立小鼠肥胖模型, 探讨回接冠突散囊菌后黑茶水浸提物对肥胖模型鼠的作用。结果  筛选分离得到的菌株

(JY1)为冠突散囊菌(Eurotium cristatum, E.C.); 该菌在几种试验茶类均可以良好“发花”; 除红茶外, 其余茶样

闭囊壳较饱满且子囊孢子的“赤道”周围存在较多小孔, 而红茶表现出以分生孢子为主; 接种后的散茶, 在香

气, 汤色和滋味上均有不同程度变化; 与肥胖模型组相比较, 发花茶能显著抑制鼠体质量增长和 Lee`s 指数, 

使血清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下降, 皮下脂肪细胞直径明显变小。结论  陕西泾阳茯茶中冠突散囊菌

“赤道”周围存在较多小孔的电镜结果有可能作为陕西茯茶的特异性鉴定标志, 该菌可在黑茶, 红茶, 白茶, 绿

茶上优势生长, 不同程度改变接种后的茶叶香气、汤色、滋味。回接冠突散囊菌后黑茶可降低血清总胆固醇

水平, 同时有抑制脂肪细胞体积增大的作用, 且作用有一定时效性。 

关键词: 泾阳; 冠突散囊菌; 鉴定; 肥胖模型; 发花 

Study on identification and lipid-lowering effect of Eurotium cristatum in Fu 
tea from Jingya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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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dentification markers of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in the brick tea of 

Fuyang, Shaanxi Province, to identify the Eurotium cristatum in Fuyang tea, and to study its lipid-lowering effect. 

Methods  The fungi were isolated and screened from Eurotium cristatum, and their growth characteristics in 3 

different media were observed. The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and the homologous alignment of the fungal 

endogenous transcribed spacer (ITS) gene sequence were performed. The strain was inoculated into teas from 

different producing areas. The morphology of the strains inoculated into tea leaves was identifi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Sensory evaluation of inoculated tea leaves was conducted. Finally, a mouse obesity 



7908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0 卷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lack tea extract on the obese model mice after the return of 

Coronaria. Results  Screening and isolated strain (JY1) was Eurotium cristatum (E.C.). The strain could be 

“flowered” in several test teas. Except for black tea, the rest of the tea-like closed capsules were fuller and there are 

many small holes around the “equator” of ascospores, while black tea was dominated by conidia. After inoculation, 

the loose tea had different degrees of change in aroma, soup color and taste. Compared with the obese model group, 

scented tea could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growth of the body and the Lee`s index, which reduced the total cholesterol 

(TC) and the diameter of the subcutaneous fat cell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electron microscopy with more 

small pores around the “Equatorial” of Eurotium cristatum in Fuyang tea from Jingyang county may be used as a 

specific identification marker for Shaanxi Fu tea. The bacteria can grow on dark tea, black tea, white tea and green 

tea, which can change the aroma, soup color and taste of the tea after inoculation. Inoculated tea can reduce serum 

total cholesterol levels, inhibite the role of fat cell volume increase, and the effect has a time effect. 

KEY WORDS: Jingyang county; Eurotium cristatum; identification; obesity model; fungus growing 
 
 

1  引  言 

冠突散囊菌 Eurotium cristatum (E.C.)属于子囊菌亚

门、子囊菌纲、曲霉目、曲霉科、散囊菌属的真菌。茯砖

茶、黑茶、花卷、六堡茶等紧压茶中, 常可以看到茶内金

黄色、集落样生长的 E.C., 其中以茯砖茶中生长最为繁盛, 

俗称 “发花”。E.C.与茶叶的相互作用, 即促使发花后的茶

砖形成滋味浓厚而有菌花香的品质特征, 又赋予了茯茶多

种生物学活性[1,2]。 

研究表明, 当 E.C.进行液体发酵时, 发酵液中含有

降脂类物质-酸式洛伐他汀和酯式洛伐他汀, 用甜菜粉为

原料时, 洛代他汀产量达到 95 mg/kg [3,4]。茯茶水浸出物

对 3T3-L1 小鼠前脂肪细胞的分化有显著抑制作用, 且对

成脂分化的抑制不会影响细胞增殖; 对野生型秀丽隐杆

线虫体内脂肪沉积也均具有显著抑制; 对高脂饮食诱导

大鼠模型的体重、血清甘油三酯、食物摄入量和能量摄

入量均有显著抑制[57]。目前有关于 E.C.的分离、鉴定、

生物学特征、功能以及与茯砖茶品质形成的关系的研究

多以湖南、四川、贵州等地为主[810], 而关于茯茶发源地

-泾阳茯茶中 E.C.的生长特征、显微形态和生物学功能却

少有报道。  

本研究采用有限稀释法分离来自陕西省泾阳县生产

的茯砖茶中的 E.C., 进行形态学、内源转录间隔区

(internally transcribed spacer, ITS)基因序列鉴定, 观察不同

产区茶叶回接 E.C.的特征, 并进一步使用小鼠肥胖模型对

回接黑毛茶的浸提物进行消脂作用研究, 以期为寻找陕西

茯茶鉴定标志和功能开发提供理论支持。  

2  材料与方法 

2.1  实验动物与饲料 

昆明鼠, 清洁级, 雄性, 体质量(31.50±1.23) g(第四军

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动物基础饲料由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高

脂饲料配比: 80%基础饲料、10%蛋黄粉、9%猪油和 1%胆

固醇。 

2.2  主要仪器试剂 

Leica RM2235 石蜡切片机、Leica DM2000 显微镜、

Leica DFC420C 病理成像系统、Leica M205 体视显微镜(德

国 Leica 公司); 梅特勒 PL602E 电子天平(瑞士梅特勒公司); 

湘仪 H1750R 离心机(湖南湘仪集团)。 

马 铃 薯 - 葡 萄 糖 琼 脂 培 养 基 (potato-glucose agar 

medium, PDA)、察氏琼脂培养基(chamella agar medium, 

CZ)、孟加拉红培养基(虎红培养基)(青岛海博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DNA 提取试剂盒、DNA 聚合酶、限制性内切酶、

T4 DNA 连接酶、DNA 快速纯化/回收试剂盒、质粒提取试

剂盒、T 载体均(日本 TaKaRa 公司); 血清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 TG)测定试剂盒(北

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2.3  供试材料 

茯砖茶(国之茯礼茯砖茶, 陕西省西咸新区金叶茯茶

有限公司提供, 生产批号 20180117); 绿茶(陕西省平利县

女娲茶业有限公司); 特级黑毛茶(湖南省沅陵县岩吾溪茶

业有限公司); 月光白茶和滇红茶(云南省普洱市珍妙茗茶

有限公司)。 

2.4  实验方法 

2.4.1  E.C.分离与纯化 

E.C.的培养参照国家标准 GB 4789.15-2016《霉菌和

酵母计数》[11]进行, 称取 25 g 茯砖茶, 加入含有玻璃珠的

无菌水, 振摇 30 min, 取振摇液 1 mL, 梯度稀释为 102、

103、104, 吸取各稀释度 1 mL, 使用混浇法, 放入培养箱

中培养 5 d, 挑取单个菌落进行纯化, 多次划线分离镜检, 

无杂菌后, 将纯化菌接种斜面保存,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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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E.C.形态学鉴定 

将上述纯化的 E.C.菌株接种到 PDA、孟加拉红培养

基、CZ 琼脂培养基上, 30 ℃培养 5~8 d 左右, 观察菌落的

形态特征并测量直径。 

接种 E.C.菌株后的毛茶, 4 ℃预冷的 3%戊二醛固定过

夜。吸弃固定液, PBS 轻洗 2~3 次, 加入 4 ℃预冷的 1%锇

酸, 置于 4 ℃固定 1 h; PBS 轻洗 2~3 次, 梯度酒精脱水, 每

次 30 min; 梯度乙腈置换酒精溶液, 每次 30 min, 样品干

燥后, 蒸镀金属膜; 扫描电镜观察。使用《中国真菌志》

第五卷曲霉属及其相关有性型进行形态学鉴定。 

2.4.3  E.C.分子生物学鉴定 

将上述纯化的E.C.接种到马铃薯液体培养基中, 30 ℃条件

下在摇床中培养5~7 d, 离心收集菌体, 使用DNA提取试剂盒提

取基因组。PCR 扩增真菌 ITS 序列(GenBank 查找, Primer5.0 设

计 ), 引物序列 JY1(5’ TCCGTAGGTGAACCTGCGG 3’)和

JY2( 5’ TCCTCCGCTTATTGATATGC 3’)。纯化目的片段后, 连

接T 载体, 测序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完成。测序结果在

NCBI 数据库中, 使用Blast 工具进行比对。 

2.4.4  E.C.回接毛茶 

称取 300 g 2.3 中供试材料, 使用高压锅 120 ℃灭菌   

20 min 后, 接种菌液 5 mL, 放置于烘房中(28 ℃, 55%~65%相

对湿度)发花 7 d, 55 ℃过夜干燥。 

2.4.5  感官审评 

参照 GB/T 23776-2009《茶叶感官审评方法》 [12]中的审

评方法, 共三名评茶员(2 名高级, 一名中级)参与审评, 采用

双盲法对茶样进行 3~5 次审评, 选取审评意见一致的结果。 

2.4.6  茶叶的减肥作用 

共 65只昆明鼠, 饲养条件为温度 20~25 ℃, 相对湿度

45%~65%条件下, 将鼠适用性喂养一周后, 随机分为 3 组, 

空白对照组(给予基础饲料+纯净水, 20 只), 模型组(给予高

脂饲料+纯净水, 20 只), 回接发花黑茶组(给予高脂饲料+

浸提液灌胃, 25 只)。 

实验周期 10 周, 每日记录其饮水、毛发、活动等情

况, 间隔 7 d 称体质量, 测体长 1 次, 造模 6 周后, 腹腔静

脉取血, 血浆 3000 r/min, 4 ℃离心 10 min, 分离出血清待

测, 间隔两周取样, 每组取 3 只样本。取 10 周后各组小鼠

体脂(皮下脂肪垫), 制作脂肪组织切片。 

回接发花黑茶组给予剂量:  

茶叶按照人体推荐剂量为: 成人(70 kg)9.0 g/d, 换算

小鼠(30 g)为 0.1 g/d。每只实验鼠称取 1.17 g 茯茶粉碎后, 

按照 1:10 (m:V)茶水比沸水中浸提 30 min, 过滤后, 将提取

液冷冻干燥, 得浸提物 0.1 g, 按每只小鼠的灌胃体积为

0.4 mL/d 重新溶解。提取液放置 4 ℃冰箱保存, 灌胃前

28 ℃水浴预热。 

指标测定及计算方法 

Lee`s 指数=[体质量(g)]1/3×1000/体长(cm) 

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按照试剂盒要求进

行测定。 

脂肪组织观察: 取皮下脂肪, 于 4%多聚甲醛中固定

过夜。常规脱水, 透明石蜡包埋。连续切片, HE 染色, 光

学显微镜下观察组织形态, image pro plus 6.0 测量脂肪细

胞直径(n=40~60)。 

2.5  数据处理 

相关实验数据使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分析, 以均值±

标准差( x ± s)表示。组间的多重比较使用, 最小显著性差

异法(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 

3  结果与分析 

3.1  E.C.的分离及鉴定结果 

3.1.1  E.C.的分离和形态学特征 

经混浇法培养, 从含有 E.C.的茯砖茶中, 获得了鲜

明、金黄色的菌体。由图 1 可知, PDA 和孟加拉红培养基

上, 菌体生长 3 d, 可见白色丝状体, 逐渐呈淡黄色, 鲜黄

色, 中间部分近于橄榄色, 菌落与菌落边缘有较明显沟槽, 

其中孟加拉红培养基上, 菌落形状较规则的呈圆形, 单个

菌落有环形沟槽存在。CZ 培养基上, 菌体生长 5~6 d, 可

见白色丝状体, 逐渐呈鲜黄色, 菌落间有较明显的沟槽, 

菌落形状不规则, 较稀疏, 菌丝形态明显。 

 

 
 

  图 1  菌种接种在 PDA 培养基, 孟加拉红培养基, CZ 培养基上

的菌落特征 

Fig.1  Colony characteristics of fungus inoculated on PDA, Bengal 
red and CZ medium 

 

菌体接种在 PDA 培养基上, 菌落生长明显快于孟加

拉红和 CZ 培养基, 该菌体在 PDA 培养基上培养 6 d, 菌 

落直径为(1.37±0.12) cm, 在孟加拉红培养基上 , 菌落直   

径为 (0.97±0.12) cm, 在 CZ 培养基上 , 菌落直径为   

(0.53±0.08) cm (图 2)。 

3.1.2  E.C.的分子生物学鉴定 

1%琼脂糖凝胶电泳可见明显 DNA 条带 , 总量为 

1.27 μg/μL。以提取的基因组为模板, PCR 克隆 EC 保守序

列, 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可在 600 bp 左右见到扩增

条带, 与预测片段大小相同, 初步鉴定为所需目的基因。 

将上述连接有目的基因的载体送至上海生工测序 , 

测序结果在 NCBI 数据库中进行 blast 比对, 比对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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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序列与 Eurotium cristatum (Sequence ID: KM388844)相

似度 100%。综合形态学实验结果和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 

将其鉴定为冠突散囊菌, 并命名为 JY1(图 3)。 

 

 
 

图 2  E.C.在 PDA 培养基, 孟加拉红培养基, CZ 培养基上菌落的

生长直径(n=6) 

Fig.2  Colonies diameter of Eurotium cristatum on PDA, Bengal red 
and CZ medium (n=6) 

3.2  E.C.回接毛茶后形态学鉴定和感官评判 

将 JY1接入绿茶(green tea, GT)、黑毛茶(dark tea, DT)、

白茶(white tea, WT)和红茶(black tea, BT)四种茶样中。3 d

后, 茶叶表面长出白色菌丝, 持续发花 5~7 d 后, 茶叶表面

出现大量金黄色的颗粒状物质, 其形态、颜色与上述实验

中所鉴定的 EC 基本一致( 图 4)。 

扫描电镜的结果显示, 除 BT 外, 其余发花茶样在电

镜下均有大量的闭囊壳 , 分布在网状菌丝中 , 多数闭   

囊壳为饱满球形, 集落样生长在茶叶表面, 闭囊壳直径分   

别 为 WT((147.76±9.95) μm), GT((139.26±4.97) μm) 和

DT((142.78±6.96) μm), 随子囊孢子的发育成熟, 闭囊壳的

薄壁组织逐渐溶解露出子囊孢子围成的球状体, 子囊孢子

直径分别为 WT((5.61±0.22) μm), GT((5.69±0.22) μm)和

DT((5.37±0.18) μm); 为双凸透镜形, “赤道”部分具 2 条明

显凹陷的脊, 附近均有较多小孔, 分生孢子少见。而在 BT

上, 可见大量的菌丝和分生孢子, 呈球形或双面或单面微

凹状结构, 壁粗糙, 具小刺; 有少量的闭囊壳, 不饱满, 直

径(77.11±10.94) μm, 闭囊壳的薄壁组织少有破裂(图 5)。 
 

 
 

图 3  PCR 扩增产物的琼脂糖凝胶电泳图谱 

Fig.3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map of PCR amplification products 
 

 
 

图 4  人工接种 JY1 后, 白茶( WT)、黑毛茶( BT)、红茶( DT)和

绿茶( GT)的形态特征 

Fig.4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hite tea (WT), dark tea 
(DT), black tea (BT) and green tea (GT) after artificial inoculation 

JY1 

发花后的茶叶有较明显的菌花香, 叶色基本不变。审

评结果见表 1。 

3.3  受试茶样对肥胖模型鼠体质量、Lee`s 指数、

血脂和脂肪细胞的影响 

3.3.1  受试茶样对肥胖模型鼠体质量和 Lee`s 指数的影响 

实验鼠经方法 2.4.6喂养 10周后, 模型组(obesity group)

体质量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Ctr.)、回接 E.C.组(E.C. group), 

Lee`s 指数也均高于以上 2 组, 且随造模周期延长, 各肥胖

指标均持续升高, 如图 6、图 7 所示。和模型组相比较, 回

接 E.C.组在第 2 周开始出现体质量的抑制(P=0.0003), 直至

喂养 9 周结束(P=0.028), 第 10 周差异不显著(P=0.091)。

Lee`s 指数与体质量结果相似, 分别在第 2 周(P=0.0014)、5

周(P=0.034)、6 周(P=0.019)、7 周(P=0.024)差异有显著性, 说

明实验中所使用的浸提物可以有效抑制高脂饲料饮食小鼠

体质量的增长效果, 并有一定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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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JY1 的形态扫描电子显微图 

Fig.5  Morphological 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 of Eurotium cristatum JY1. 

 
表 1  毛茶发花前后感官审评结果 

Table 1  Sensory evalu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fermentation 

样品 外形 香气 滋味 汤色 叶底 

GT 发花前 
绿润起霜、条索紧结 

 
香高持久、栗香明显 鲜浓 黄绿明亮 黄绿明亮 

GT 发花后 青褐色、条索紧结欠匀整、金花明显 香高纯正, 微有栗香 较浓尚鲜 金黄明亮 黄绿尚明亮 

DT 发花前 乌褐色, 条索尚匀整、尚紧略有梗 尚纯 平和微涩 浅橙黄 褐绿明亮, 略硬 

DT 发花后 
乌褐色, 条索欠匀整、尚紧、 

略有梗表面可见明显金花 
纯正 平和 橙黄明亮 褐绿明亮、略硬

WT 发花前 
条状, 芽叶肥壮,  

白毫显露间有红褐叶片 
鲜甜 鲜醇、微甜 浅黄明亮 绿黄明亮, 稍硬 

WT 发花后 
条状, 芽叶肥壮, 灰白毫显露间有

红褐叶片, 表面有金花 
鲜甜 醇和微甜 杏黄明亮 黄绿明亮、稍硬

BT 发花前 
条索状, 尚匀整尚紧结,  

色泽乌润显金毫 
高火香明显、有甜香 浓强, 回味较甜 深红明亮 红明亮、较硬 

BT 发花 
条索状, 尚紧结, 色泽乌润显金毫、

表面可见明显金花 
甜香纯正 

微甜、顺滑、 

收敛性明显 
棕红明亮 红褐明亮、较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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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受试茶样对肥胖模型鼠 TC、TG 的影响 

血清中 TC 与 TG 的含量与肥胖显著相关, 实验鼠经

方法 2.4.6 喂养后, 血清 TC 明显增加, 但 TG 变化不明显。

回接E.C.组血清TC和模型组相比较, 有降低的趋势, 分别

在第 8 周( P=0.026)、10 周( P=0.002)差异有显著性, 说明

实验中所使用茶水浸提物可以有效抑制高胆固醇血症的代

谢紊乱, 且随灌胃时间延长, TC 水平与模型组差异性增加, 

结果见表 2。 
 

 
 

注: *表示回接 E.C.组与模型组比较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 **

表示在 P＜0.01 水平差异显著; #表示对照组与模型组比较在 P＜

0.05 水平差异显著。 

图 6  受试茶样对肥胖模型鼠体质量的影响(n=6) 

Fig.6  Effect of the extracts on the body weight of obesity model 
mice (n=6) 

 

 
 

注: *表示回接 E.C.组与模型组比较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 **

表示在 P＜0.01 水平差异显著; #表示对照组与模型组比较在 P＜

0.05 水平差异显著。 

图 7  受试茶样对肥胖模型鼠 Lee`s 指数的影响(n=6) 

Fig.7  Effect of the extracts on the Lee's index of obesity model 
mice (n=6) 

 
3.3.3  受试茶样对肥胖模型鼠脂肪细胞的影响 

取各组腹部皮下脂肪。常规切片, HE 染色, 镜下观

察。结果表明, 模型组((73.99±10.63) µm)脂肪细胞直径增

加, 单一视野内脂肪细胞数量减少。同一视野下, 回接毛

茶组((53.6±9.68) µm)、脂肪细胞数量多, 直径减少, 对照

组为(52.18±11.54) µm, 如图 8 所示。 

 

 

 

 
注: Ctr.为正常对照组; Obesity 为模型组; E.C.为回接茶水组。 

图 8  造模结束第 10 周各组腹部皮下脂肪切片 H&E 染色 

Fig.8  At the end of the modeling period, the subcutaneous fat 
sections of each group were stained by H&E 

 

4  结论与讨论 

使用逐步分离、纯化的微生物培养方法, 从传统茯砖

茶中分离出 JY1。通过形态学、显微观察和分子生物学对

所得到的 JY1 进行鉴定, 最终将其鉴定为冠突散囊菌。JY1

生长、菌落特征均与之前报道的相一致[13]; 子囊孢子比之

前测定稍小, 其显微特征: 子囊释放孢子数量, 双凸镜形, 

具有明显的纵向脊, 表面粗糙有凸起, 均符合 E.C.的多数

鉴定结果 [10,14], 但子囊孢子“赤道”周围出现少量“小孔”, 

以往 E.C.的描述中只有陕西咸阳地区茯茶出现过, 这种形

态上的差异是由于基因表观修饰所致[15], 也有报道指出发

花过程中 E.C.的类型存在地域性和季节性的差异[16], 本研

究中的电镜结果是否可作为陕西茯茶的特异性鉴定标志, 

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同时, 发花的滇红茶上, 有大量的分

生孢子, 呈球形或双面或单面微凹状结构, 仅少量闭囊壳, 

且不饱满, 少有破裂, 这在以往 E.C.发花的形态学描述中

均未出现, 是否由于红茶加工过程中营养成分变化导致, 

或由单一化学成分促使 E.C.产孢条件发生变化, 有待进一

步研究。 

刘菲等[17]人工接种冠突散囊菌至白茶, 发现“发花”处

理减少了白茶饼苦涩味, 为白茶带来了新的风味。本研究中, 

接种后的散茶, 在香气, 汤色, 滋味上均有不同程度变化, 

香气纯正有菌花香, 滋味醇厚, 汤色由橙黄明亮转为橙红明

亮, 可以明显缓解黑毛茶, 绿茶等茶类的苦涩度。同时, JY1

在黑茶, 红茶, 白茶, 绿茶上均可形成优势生长, 这对开发

多种功能复合、保健茶, 提高中低档茶原料品质, 各类陈茶、

粗老原料的转化利用率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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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血清总胆固醇和血清甘油三酯变化(n=6) 
Table 2  Effect of the extracts on Serum total cholesterol and serum triglycerides index (n=6) 

组别 N 
血清总胆固醇 TC/(mmol/L) 血清甘油三酯 TG/(mmol/L) 

6 周 8 周 10 周 6 周 8 周 10 周 

对照组 Ctr. 3 2.61±0.14 2.48±0.16 2.63±0.17 0.64±0.15 0.51±0.21 0.65±0.13 

模型组 Obesity 3 3.29±0.11 3.67±0.27*, # 4.32±0.23*, # 0.80±0.26 0.46±0.25 0.78±0.17 

回接组 E.C. 3 2.67±0.30 2.97±0.22 3.47±0.32 0.74±0.31 0.57±0.29 0.63±0.26 

注: *表示回接 E.C.组与模型组比较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 #表示对照组与模型组比较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 

 

多篇文献报道茯砖茶有解油腻、降血脂的作用, 以及

减轻由高脂引起的相关病症[1821], 这可能与陕西茯砖茶中

金花菌含有降脂功能的洛伐他汀有关[22]。本研究中 E.C.

在泾阳发花其赤道面出现了孔状结构, 本研究采用区别于

传统的茯砖茶加工工艺, 回接冠突散囊菌的方法, 参考人

每日推荐饮茶水量, 验证了该茶水浸出物也具有降脂作用, 

和模型组相比较, 回接毛茶组有降低实验鼠体质量, 降低

血清总胆固醇水平, 同时抑制了脂肪细胞体积增大的作用, 

且提取物的作用有一定时效性。 

综上, 在陕西省泾阳县生产的茯砖茶中分离出的菌

株, 从形态学, 超微结构形态、分子生物学水平和生物学

功能 4 个方面鉴定为冠突散囊菌, 可在不同种类茶上优势

生长, 其中在黑茶上回接发花有降低 TC 水平, 抑制小鼠

体重增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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