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材料名称 !编号及水分含量

编号 名称 地点 水分含量

细基江蓠 广西北海

细基江蓠 广东湛江

细基江蓠繁枝变种 广东湛江

细基江蓠繁枝变种 海南海口

近年来 随着我国南方九孔鲍养殖业的发展 细

基江蓠繁枝变种 Γραχιλαρια τενυιστιπιτατα √ ∏ 的

人工栽培在我国东南 !华南沿海地区蓬勃兴起 为此

作者于 年元月在广东 !海南 !广西采集细基江蓠

繁枝变种和细基江蓠 Γραχιλαρια τενυιστιπιτατα 应用

° ≤ !原子吸收等分析手段 测定其营养成分 主要

包括蛋白质 !氨基酸 !脂肪 !粗纤维 !灰分 !矿物质及微

量元素等 并与其他几种大型藻类比较 综合评价细

基江蓠和细基江蓠繁枝变种的营养价值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细基江蓠采于广东湛江特呈岛和广西北海竹林

盐场自然海区 细基江蓠繁枝变种分别采于湛江东海

岛以及海南海口荣山 时间均为 年 月 ∀采集的

江蓠用滤纸吸干水分后于 ε 烘箱烘干 并测定水

分含量 结果见表 ∀

广东省科委和湛江市科委资助项目 号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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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损生物主要占据鲍鱼笼的外侧 而在笼的内

侧极少 ∀海鞘和海绵绝大多数附着在笼的外侧 ∀甲壳

类和沙蚕主要生活在笼边的交接处和角落的一些泥

沙和江蓠 鲍鱼饵料 之中 ∀另外也观察到有海绵和龙

介虫类附着在鲍鱼壳上 ∀由于本次研究不是按研究污

损生物的挂扳试验的方法严格地按月 ! 按季来取样

而是根椐生产上安排方便来取样 因此对各类生物的

附着随环境条件变化的情况尚难确定 ∀

讨论

鲍鱼养殖笼上的污损生物从个数来看主要是

龙介虫类 其次是甲壳类和沙蚕类 从湿重来看主要

是海鞘 !海绵和瓣鳃类 ∀海鞘成为主要的污损生物 这

一点和扇贝 ≈ 及珍珠贝 郑东强等 年养殖实验

养殖网笼的情形是一致的 ∀而龙介虫 !端足类和贻贝

也是主要的污损生物也和扇贝养殖笼 ≈ 是相同的 ∀郝

允碧等 年也指出其扇贝养殖笼上的优势污损生

物包括海鞘和贻贝 ∀从笼上的污损生物湿重 来

看 鲍鱼养殖笼上的污损生物是没有扇贝养殖笼上的

污损生物 ∗ 多 ≈ 其可能的原

因是该鲍鱼养殖场的养殖用水是经过过滤的 此

外 养殖笼具及养殖的环境彼此也不同 ∀

由于龙介虫很小 且主要附着在笼的外面 看来

对鲍鱼的影响不大 ∀因此 影响较大的是海鞘 !海绵 !

甲壳类和沙蚕 ∀如果研究能证明它们的确会影响鲍鱼

的生命活动 那么它们就是防除的主要对象 ∀污损生

物主要分布在笼的外侧 可能是由于鲍鱼在笼的内

侧运动 影响污损生物幼体在笼内侧的附着和成活 ∀

甲壳类和沙蚕在笼角等处较多 可能是由于那里易

于隐藏 !觅食并形成了一个适于它们生长的小生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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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及细基江蓠 这

两种江蓠多糖含量明

显低于绿紫菜 ! 海带

和马尾藻 ∀据李来好

等 ≈ 报道马尾藻的褐

藻淀粉含量在

∗ 之间 而作

为膳食纤维主要成分

的粗纤维和其他多糖

类的含量高达

∗ ∀

目前为止细基江蓠繁

枝变种主要作为九孔

鲍饵料 制胶工业对

其利用较少 ∀

对细基江蓠繁枝

变种和细基江蓠的营

养分析表明 前者具

有较高含量的蛋白质

检测方法

蛋白质测定 微量凯氏定氮法 ≈

脂肪测定 索氏抽提法 ≈

灰分测定 干法灰化法 ≈

粗纤维测定 重量法 ≈

氨基酸分析 ° 高效液相色谱仪

硒测定 荧光分光光度法

碘 !磷测定 重铬酸钾氧化法和钼蓝比色法

钾 !钠 !镁 !钙 !铜 !铁 !锌 !锰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多糖类的测定 差减法 ≈

结果与讨论

江蓠主要营养成分的分析和营养学评价

分析了两种不同海区的细基江蓠和不同产地的

细基江蓠繁枝变种的蛋白质 !脂肪 !粗纤维 !灰分以及

多糖类等的含量 结果列于表 ∀

表 的结果表明 细基江蓠和细基江蓠繁枝变种

的水分含量较高 达到 ∗ 从表 的结

果来看 细基江蓠及细基江蓠繁枝变种的蛋白质含量

在 ∗ 之间 其中广西北海产细基江蓠

的蛋白质含量最低 而湛江东海岛细基江蓠繁枝变种

的蛋白质含量最高 ∀同一品种而产地不同其蛋白质含

量也不相同 这是由于不同海区江蓠生长状况不同

以及不同海区局部海域的海水成分存在差异 从而导

致营养成分存在差异 李来好等 ≈ 对马尾藻营养成分

分析亦表明同样的结果 ∀与其他大型海藻相比 细基

江蓠蛋白质含量明显高于海带 !卡帕藻及马尾藻 而

同绿紫菜相近 ∀细基江蓠繁枝变种的蛋白质含量高于

细基江蓠 ∀

细基江蓠粗脂肪及灰分含量高于细基江蓠繁枝

变种 同其他大型藻类相比细基江蓠的脂肪和灰分含

量较高 而粗纤维含量细基江蓠繁枝变种高于细基江

蓠 这一数值均低于绿紫菜 !海带和马尾藻 造成这一

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其处理的方式不同 即营养

成分分析的前处理是否用淡水冲洗 ∀对多糖类的分析

表明 两种江蓠多糖含量较高 这一数值低于范晓等

的结果 细基江蓠和细基江蓠繁枝变种海藻胶含量在

∗ 之间 其中细基江蓠繁枝变种含胶

表 2  细基江蓠和其他海藻的主要营养成分比较 每

干品含量

江蓠编号 粗蛋白 粗脂肪 粗纤维 灰分 多糖类

卡帕藻 ≠

绿紫菜 3

海带 3

马尾藻 3

注 3 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 和≈ ∀

≠ 周歧存等 ∀卡帕藻营养成分分析及营养学评价 待发表 ∀

表 3  细基江蓠氨基酸含量及构成比例

氨基酸名称 干品氨基酸含量 各种氨基酸所占比例

≥°

≥∞

≥ 3
≠

× 3

3
× ≠

≤ ≠ ≥

∂ 3
∞× 3
∞ 3

° ∞ 3
∞ 3
≠ ≥ 3
合计

3 为必需氨基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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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江蓠和其他海藻中的矿物质含量(

矿物质 海带 3 紫菜 3 马尾藻 3 3

≤

°

ƒ

≤∏

≥

3 数据来源于赵明军 3 3 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 ∀

和粗纤维而具较低的脂肪 为我国南方养殖九孔鲍的

优质饵料 ∀

江蓠蛋白质的氨基酸构成 !含量和营养

学评价

表 表明 不同海区的细基江蓠氨基酸含量表

现差异 特别是天冬氨酸 !谷氨酸 !苏氨酸 !丙氨酸 !精

氨酸 !苯丙氨酸 !亮氨酸和赖氨酸等的含量差异较大

而细基江蓠繁枝变种却不因产地而有较大的差异 ∀在

这 种氨基酸中 无论是细基江蓠还是细基江蓠繁

枝变种中精氨酸的含量为最高 这说明江蓠为富含精

氨酸的海藻 同其他几种大型海藻相比精氨酸远高于

马尾藻以及海带 而这两种江蓠蛋氨酸的含量最低

蛋氨酸为必需氨基酸 说明这两种江蓠的限制性氨基

酸为蛋氨酸 ∀另外 这两种江蓠氨基酸含量差异较大

这同李来好等 ≈ 对马尾藻氨基酸营养分析得出的结

论不同 ∀另外这两种江蓠的总氨基酸含量均高于马尾

藻 ≈ 以及海带和甘紫菜 ≈ ∀

江蓠的矿物质含量及营养学评价

从表 的测定结果可以看出 两种江蓠的矿物

质含量存在一定的差异 即便是同一种江蓠也因生长

的海区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 ∀这两种江蓠富含 !

! !≤ 和 °等大量矿物元素 ∀微量矿物元素中

和 ƒ 高于海带 ! 马尾藻以及紫菜等大型藻类 的

含量高于海带但却低于紫菜和马尾藻 而 的含量显

著高于红藻类的紫菜 但却低于褐藻属的海带和马尾

藻 这两种江蓠中微量矿物元素 ≥ 的含量显著高于

其他大型海藻 这一测定结果同范晓等测定的结果相

差很大 这可能是采集分析样本的时间和海区不同造

成 ∀≥ 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重要组分 与维生素

∞协同作用抑制脂肪中多不饱和脂肪酸等的氧化 ∀

结论

本研究分析了细基江蓠繁枝变种和细基

江蓠中蛋白质 !氨基酸 !脂肪 !碳水化合物 !粗纤维 !灰

分以及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营养学指标 并对其营养

成分进行了初步的比较 结果表明细基江蓠繁枝变种

和细基江蓠营养成分存在差异 并随着采集地点不同

而不同 ∀

细基江蓠繁枝变种和细基江蓠的蛋白质

含量高于海带和马尾藻 对其氨基酸的分析表明 蛋

氨酸为限制性氨基酸 赖氨酸含量高于马尾藻 !海带

及紫菜 ∀

细基江蓠繁枝变种和细基江蓠含有丰富

的矿物质 尤其是微量矿物元素 其中 ƒ ! 和 ≥ 的

含量显著高于马尾藻 !海带和紫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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