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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 
摘要 以马尾藻 (Sargassum )为原料 ，采用钙凝法生产海藻酸钠 (Sodium alginate)，得胶 

率选 19．8 ，粘度选 230mPa．s，高于 GB1 976-80规定的牯度 (150mPa s)，也高于 目前工 

业品 的粘 度 。 

蔷 舭 多糖 工艺 
．铝 中围法分类号Q 949．28．6 一 u r， U '卫 

Abstract Sargassum was used as raw material to extract sodium alginate adopt 

ting Ca—coagulant． Glue extraction rate reaches t9．8 ， Viscosity reaches 230 

mPa．S higher than the．requirements GB一1967—80(1 50 mPa．s)and industriaI p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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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酸钠 (Sodium alginate)是一种由糖醛单体组成的线性多糖，易溶于水 ，具有增稠、 

悬浮、乳化、稳定、形成凝胶和形成薄膜的特性。在食品、医药、化妆品和工业方面广泛应 

用 。但是 ，我 国对野生 马尾 藻的利用 还很 少 ，而野生 马尾 藻(Sargassum)资源丰 富 ，目前 大多 

处于 自生 自灭状态。因此 ，充分利用北部湾丰富的马尾藻生产海藻酸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l 材料与方法 

1．1 原 料殛辅助材 料 

马尾 藻采 自北海 涠洲 岛和 防城港企沙海 面，每年 4～5月份 、9～ 11月 份收购 ，洗净 晾干。 

甲醛 、NazCOs、CaC1 、NaC10、HC1和酒 精均 为工业原料 。 

1．2 工艺流程 

原料 粉碎一前 处理一浸泡一清洗一 消化一 稀释一 过滤一钙析 、漂 白一 脱钙一榨 干一 中和 

一 干燥一成 品。 

2 结果与讨论 

2．1 浸 泡 

该步 骤包括原料 的粉碎 、前处 理 、浸泡 和清洗 。先 用 1 的 甲醛 溶液处理 4 h。滤干后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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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稀盐 酸浸泡 ，使 马尾 藻 中的糖胶 、色素 、海藻淀粉 和无 机盐 等水 溶性成份 溶 出，使部分海 

藻酸盐变 为游离 的海藻 酸 ，同时产生部分降解 ，有利 于过 滤提 取 ，实验结果 见表 1。 

从表 1中可看 出 ，生产 中 HCI的浓度 应选择 0．1 

mol／I 。 

2 2 消化 

消化前 ，已浸泡好 的马尾藻 ，要用 清水 冲洗 2～3 

遍 ，将杂 质 、无机盐 、甲酸和盐酸洗掉 ，以免影 响后 

处理 。 

消化 完成 以下 反应 

2M (A ) n + n 

(CO ) 

表 1 不 同浓度 HCI浸泡 

对提 取效 果 的 影响 

Na 2CO3— 2n NaAlg + M 提 泡时 间 为 2h 

(M 代表 Ca、Mg、Fe、A1等金 属离子 ，Alg代表 

海藻胶 ) 

影响消化效果的主要原因有：碱液浓度、温度和 

时间 。 

从表 2、表 3中可看 出，Na CO 溶 液浓度低 ，消 

化温度低 和消化时 间短 都会 使藻体不能完全破坏 ，消 

化极不完 全 ，得胶率低 。而 Na CO 溶液浓度较 高 ，则 

不但使粘度下 降 ，且 由于水解作 用使 海藻胶变为小分 

子物质而流失 ，得胶率有所减少。综合各种因素 “ ，以 

1．5 的 Na：CO。，75 C左 右 ，4 h，可 获得 较好的提取 

效果 。 

2．3 过 滤 

胶 液 的稀 释 用 恩 氏粘度 计 测度 以 100 S～ 1]0 S 

为好 。先 用 1O目的滤网过滤除去大颗粒杂质 ，再用气 

溶法进行粗滤 ，静置漂浮 4 h后除去气泡杂质；然后用 

平板过滤 机 100目、2：50目滤网过滤 2次 ，即可获得清 

胶液0 。 

2．4 钙 析 

在清胶液 中加人 CaCI 和 NaC10使海藻胶钠变 为 

不 溶水的海藻酸钙 析出且被漂 白，与水及其它 杂质分 

离 ，以达到提纯 目的 。 

影响钙析效果 的主要因素有 pH 值和 CaC1 用量 。 

从 表 4、表 5中可看 出 ，pH 值低于 6时 ，凝析 不 

完 全 。而 pH 值高 于 8时，虽凝析完全 ，但 产 出较多 的 

CaCO 沉淀 ，对下道脱 钙工 序增加 了困难 ，且增加 了生 

产成本。将HCI加人 CaC1。溶液 中，以保证钙析后母液 

pH值 6．O～7．0【2 ]，此时，凝析近乎完全，溶液清澈 

见底 。 

表 2 碱液浓度对消化效果的影响 

寰 3 消化温度和时间对漕化效果的影响 

70 

75 

80 

表 4 pH 值 对 钙析 的影 响 

pH 值 凝析 情 况 

1．0～ 3．0 

3 1～ 5．5 

6．0～ 7 0 

7．5～ 8．0 

属 酸析 

凝析 不 完 全 、有 利 剩余 

液体 清 晰 

液体 清 晰 

表 5 CaCI 用量 对钙 析 的影 响 

10 CaCt z 凝析 ’l膏况 

1．5 

2 0 

2 5 

3 0 

极 不完 全 

不完 全 

完全 ，液体清晰 

完全 ．液体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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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每立方米 的清胶液中加人 2 500 mL l0 的 CaC1 溶液 ，凝析完全 ，且没有 CaC1 剩 下 ， 

为脱 钙创造有利条件 ， 

2．5 脱 钙 

此 过程 采用 容器进 行 间歇式交换 。将 钙析 出来 的海藻 酸钙 去水后 ，加 人凝 胶 体积 2倍 

lO HC1溶 液 ，常温搅拌 30 rain，滤 出海藻酸凝胶 ，加 水冲洗 3～4次 ，将 残 酸冲洗干净 。pH 

值 为 6。 

2．6 中和 

海 藻酸凝胶 榨干后 ，加 入凝 胶量 40 的酒精 (88 以上)和 NazCO 溶液 ，在 中和桶 中进 

行反应 ，常温搅拌 30 min，直至 pH 值保持在 7 5左右不再变 化 ，反应 即完成 。取 出海藻 酸钠 

榨干酒精 ，度酒 精可回收使用 所得的海藻酸钠经 干燥后 即为成 品。 

3 结语 

本研究在充分利用北部湾的马尾藻资源，并在工厂化生产中取得成功，产胶率为 19．8 

以上，产品粘度大于 230mPa．s，符合工业生产使用 ，预计可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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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术榄幼苗种群格局的分形理论研究”(广西海洋研究所)；“涠洲岛及其附近海面 3月～ 

6月强对流天气形成机理及特征初探”(广西海洋研究所){“中华猕猴桃桂海 4号示范推广” 

(广西植物研究所 )； 花叶开唇 兰组 织培养快速繁殖研究” (广西科学 院生物研 究所 )；“广西 

山口红树林昆虫种类及季节变动初步研究”(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实验猕猴脱毛症防治 

研究” (广西 科学 院生 物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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