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动物养殖上的开发利用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王良臣!刘修业 ∀对虾养殖∀南开大学出版社 ∗

∀

≈  缪国荣等 ∀ 齐鲁渔业 ∗ ∀

≈  巴斯洛∀ 林泰禧等译 ∀ 海洋药物学∀ 海洋出

版社 ∗ ∀

≈  ≤ ≤ ≥ × ° ∏

≥∏ ≥ ≥

≥ ≥ ∏ °

≠ 2

几种海洋动物中硒化学形式和分布3

ΧΗΕΜΙΧΑΛ ΦΟΡ ΜΣ ΑΝ∆ ∆ΙΣΤΡ ΙΒΥΤΙΟΝ ΟΦ ΣΕΛΕΝΙΥΜ ΙΝ

ΣΕς ΕΡ ΑΛ ΜΑΡ ΙΝΕ ΑΝΙΜΑΛ

毛文君

青岛海洋大学 266003

α  硒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 硒在人类抗癌防癌 抗衰

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 4 5 ∀ 近年来研究发现 硒的

化学形式与其生物利用率密切相关∀ 海洋生物是公认

的富硒食物 但有关海洋生物中硒的化学形式国内未

见报道∀ 本文对几种常见海洋动物中硒的化学形式和

分布进行初步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 1 主要材料及试剂

1 1 1  贻贝!扇贝!海虾!蛤蜊!牡蛎购于青岛南

山农贸市场∀

1 1 2 硒 色谱纯∀

1 1 3 ΗΧλ ΗΝΟ3 ΗΧλΟ4 均为分析纯∀

1 2 方法

1 2 1 原料预处理 用刀具将贻贝!扇贝!海虾!

蛤蜊!牡蛎的软体部分取出 用高速组织捣碎机粉碎

备用∀

1 2 2  分离提取 精确称取一定量样品放入带

橡木塞的试管中加入一定量蒸馏水 放入均质器中均

质 采用 Χαππον
≈6 介绍的一种提取方法 将均质物分

离为固体残余物!水溶液提取物!ΤΧΑ 沉淀层 3 种组

分 然后分别测定硒含量∀

1 2 3 硒含量测定≈1 7  用原子吸收法 准确称

取一定量样品 加入浓 ΗΝΟ3!ΗΧλΟ4 放置过夜 然后

置砂浴上加热消化∀ 经以上消化 Σε− 被氧化为 Σε−

而 Σε− 未发生变化 消化液转入 10µ λ容量瓶中

用 3 ΗΝΟ3 稀释至刻度 混匀 上机测定∀以上步骤用

于测定样品中 Σε− 和 Σε− 含量 为测定总硒含量 包

括 Σε− 则将最初样品液加入浓 ΗΧλ置沸水浴中煮

沸一定时间 使 Σε− 还原为 Σε− 然后按上述步骤测

定总硒含量 Σε− 含量可由总硒含量和 Σε− Σε−

含量计算得出∀

2 结果和讨论

2 1 几种海洋动物中硒化学形式和分布

结果见表 1∀

表 1  5 种样品中硒化学形式和分布

种类
硒

≥ 2  ≥ 2 ≥ 2

贻贝

扇贝

海虾

蛤蜊

牡蛎

从表 可见 所有样品中含有较多的 ≥2 和 ≥ 2

∀ 种样品中≥ 2 含量较低 除了牡蛎中含量

较高外 其余均在 ∗ 之间∀

 不同提取物中硒化学形式和分布

以前实验结果表明≈ 贻贝和扇贝中硒大部分存

在于蛋白质中 而对硒存在的化学形式和分布未知 为

此 采用 ≤
≈ 介绍的一种蛋白质提取方法 对不

海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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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提取物中硒的化学形式和分布情况进行初步研究∀

由本实验采用的分离提取方法 得到特定组织蛋白∀提

取物组成见表 ∀

表 2 特定组织蛋白提取物组成成分

  提取物    组 成

固体残余物 难溶性蛋白质

 水溶性提取物 水溶性蛋白质

肽类

氨基酸

离子性和中性硒化合物

× ≤ 沉淀层 水溶性蛋白

因为生物组织中存在的硒化合物与实验中分离和

测定的硒化合物不同 因此 本实验所采用的蛋白质提

取方法 只是作为便于估测提取物中硒的浓度和鉴定

其基本化学形式的一种手段∀在分离提取过程中 首先

将均质物中加入一定量蒸馏水 ε 搅拌 离心分

离 得到固体残余物和水提取物 再将水提取物中加入

一定量三氯乙酸溶液 ε 继续搅拌 离心分离 上

清液即为表 中所注明的水溶性提取物 沉淀即为

× ≤ 沉淀层∀

不同提取物中硒化学形式和分布情况分析结果见

表 ∀

表 3 不同提取物中硒化学形式和分布

种类

硒

固体残余物 水溶液提取物 × ≤ 沉淀层

× × ×

贻贝

扇贝

海虾

蛤蜊

牡蛎

重复分析结果 总硒∀

从表 可见 硒大部分用水难于提取 固体残余物

中硒占总硒的 ∗ 水溶液提取物中占

∗ × ≤ 沉淀层中占 ∗ ∀由

此可见 这 种贝类中硒主要存在于难溶性物质中 水

溶性物质中硒含量较低 而且 难溶性物质中 ≥ 2

≥ 2 所占比例较高 尤其是贻贝 硒是以 ≥ 2

≥ 2 形式存在 水提取物中 ≥ 2 所占比例较高∀

这里 难溶性物质中存在的蛋白主要为一些大分子难

溶性蛋白质 而水溶性物质中存在的蛋白质主要为小

分子水溶性蛋白质 由此推测 这 种海洋动物中的硒

可能大部分存在于难溶性蛋白质中 水溶性蛋白质中

硒含量较低∀

近年来研究发现 摄入硒的化学形式可影响硒在

体内各种组织中的分布 而且食物中硒的存在形式及

其生物利用率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而硒的各种化学形

式之间存在着显著生物差异∀ 对贝类中硒的化学形式

和分布的探讨 为进一步了解在贝类体内的生物活性

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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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研讨的议题有 海岸地区政策与管理!海域

污染现况与解决对策!地层下陷现况与解决对策!海

域渔业资源保育计划与对策!目前高雄海域现况及

近年渔获量!目前屏东海域现况及近年渔获量!高屏

海域目前的海况!目前推动海洋牧场研究方案与预

期成效!人工浮鱼礁的渔业效益!关键性海洋生物研

究与海洋牧场的发展!台湾发展外海网箱养殖的展

望!海洋牧场养殖技术与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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