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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多 管 藻 是 红 藻 门 松 节 藻 科

多管藻属 Πολψσιπηονια 的海生藻

类 国外对其研究的历史已有 多年 到 年代前

后 和

° × √ 等人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多管

藻属内的 Πολψσιπηονια λανοσα 等所含的脂肪酸 年

代初 李烈英等人对几种海洋生物中的高度不饱和脂

肪酸进行了比较研究≈ 发现多管藻属中的 Π µ ορ2

ροω ιι中脂肪酸的主要成分为饱和脂肪酸 Β 与高

度不饱和脂肪酸 ∞° 二十碳五烯酸 其他种类脂

肪酸含量很少∀ 作者近两年对产于我国近海的多管藻

Π υρχεολατα 和 Π ϕαπονιχα 进行了研究 本文将报道

经提取!分离以后 用毛细管气相色谱法分析测定这

两种多管藻内脂肪酸的组成与含量的结果∀

 实验

 试样

多管藻 Π υρχεολατα 年 月采自青岛市八

大关前海域∀

多管藻 Π ϕαπονιχα 年 月采自青岛市八

大关前海域∀

试样鉴定是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藻分类

学陆保仁研究员指导下进行的∀

 主要仪器与操作条件

脂肪酸的测定使用美国惠普公司产的 °

型气相色谱仪∀柱子为 ≤ ¬ 石英毛细管色

谱柱 ≅ 柱温 ε 汽化室温度

ε 检测器温度 ε 分流比 Β 载气流速

∀

 实验步骤

将用海水洗净的多管藻晾置数小时后置于 ε

烘箱中烘干 粉碎后过 目筛∀ 称取一定量在索氏提

取器中用无水乙醚提取 滤去不溶物 回收乙醚

溶剂 残留物即为粗脂肪 进一步干燥后定量∀ 粗脂肪

经皂化后 用甲醇在酸性条件下甲酯化 酯化产物用

硅胶薄层色谱分离 其中的脂肪酸部分用正己烷洗脱

后 取 Λ 进样 作气相色谱分析∀

 结果与讨论

 粗脂肪及脂肪酸的总量

粗脂肪乃是脂溶性的脂肪类混合物 包括脂肪!

游离脂肪酸!磷脂!甾醇!糖脂和部分色素!有机酸等∀

对两种多管藻试样的测定结果 以干藻重量为基准的

粗脂肪含量和粗脂肪中脂肪酸的总量 包括游离脂肪

酸和粗脂肪经皂化后生成的脂肪酸 如表 所示∀

表 1 粗脂肪含量和脂肪酸总量

试样 粗脂肪 脂肪酸总量

Π υρχεολατα

Π ϕαπονιχα

指粗脂肪中脂肪酸总量∀

 脂肪酸的种类和相对含量

测定两个试样中脂肪酸的气相色谱图如图 图

所示∀

由色谱图可以确定脂肪酸的种类及其相对含量

列于表 ∀

由表 可见 两种多管藻中 ƒ 分别占脂肪酸

总量的 和 ∀ ∞° 的含量虽不及 Π

µ ορροω ιι中 ∞° 的含量 但也都相当高

分别为总脂肪酸的 和 此外 Π υρχε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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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Π ϕαπονιχα中脂肪酸甲酯的气相色谱

图中数字为保留时间

图  Π υρχεολατα中脂肪酸甲酯的气相色谱

图中数字为保留时间

λατα还含有 的 ⁄ 二十二碳六烯酸 ∀

∞° 和 ⁄ 的生理活性近年来已广为人们瞩

目∀ 对人体来讲 红细胞中的 ∞° 含量增高 可增加

红细胞的变形性与液态性 从而能降低血液粘度 防

止血栓的形成 同时 ∞° 和 ⁄ 能通过改变细胞

膜的流动性及其他膜性质 促进细胞代谢和修复 阻

止肿瘤细胞的异常增生 从而起到抑癌作用∀ 据统

计 在一般人群中 ∞° 等 Ξ2 型 ƒ 摄入不足 随

着年龄增长 这种趋势更为严重 因此 通过饮食或药

品补充 ∞° 和 ⁄ 有助于维持身体机能的动态平

衡 达到增进健康 防病抗病的目的∀ 本研究工作表

明 在我国黄海常见的两种多管藻含有丰富的 ƒ

∞° ∀

表 2 脂肪酸的种类与含量

序号 脂肪酸 Π υρχεολατα Π ϕαπονιχα

≤ Β

≤ Β

≤ Β

≤ Β Ξ2

≤ 2 Β

≤ 2 Β

≤ Β

≤ Β Ξ

≤ Β Ξ

≤ Β Ξ

≤ Β

≤ 2 Β

≤ Β

≤ Β Ξ

≤ Β Ξ

≤ Β Ξ

≤ Β Ξ

≤ Β Ξ

≤ Β Ξ

≤ Β

≤ Β Ξ

≤ Β Ξ

≤ Β Ξ

≤ Β Ξ

表中括号内为保留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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