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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藻生产褐藻胶工艺改进方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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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藻胶是一种多糖 它是线性长链聚合物 其基

本单元几乎都是糖醛酸组分 ∀ 普通的褐藻胶是褐藻

酸钠 它具有增稠 !悬浮 !乳化 !稳定 !形成凝胶和形成

薄膜等特性 大量 !广泛地被应用于食品 !医药 !化妆

品以及纺织 !造纸 !涂料等工业方面 ≈ ∀

自 年以来 我国的褐藻胶工业主要以海带

为原料生产褐藻胶 ∀但巨藻个体大 !生长快 !产量高 !

分布广且价格低 因此国外广泛采用巨藻生产褐藻

胶 ∀进入 年代以来 国内众多厂家纷纷采用进口巨

藻作原料生产褐藻胶 ∀但所用工艺基本上是沿袭以海

带为原料的生产工艺 耗时长 效益低 ∀因此利用巨藻

生产褐藻胶的工艺亟待改进 ∀

原料及设备

原料

巨藻 干品 智利进口 工业级纯碱 !甲醛 工业

酒精等 ∀

设备

恒温水浴 !搅拌机 !粘度计 !色度计等 ∀

生产工艺流程

巨藻 块状 ψ甲醛浸泡 ψ膨胀剂浸泡 ψ切碎 ψ

消化 ψ过滤 ψ钙化 ψ水洗 ψ脱钙 ψ水洗 ψ压榨 ψ转

化 ψ造粒 ψ干燥 ψ粉碎 ψ包装 ψ成品

生产工艺改进及技术要点

改进前工艺的主要缺点

原生产工艺在甲醛浸泡后切碎直接消化 消化

时间长达 ∗ 由于时间延长 不仅耗能 生产效

率低 还使产品品质如粘度 !透明度等下降 ∀

因此 本研究生产工艺的改进主要针对如何缩短

消化时间 即改进消化过程以及该过程前的工艺 ∀

改进后的工艺特点

甲醛浸泡 在加温条件下进行 温

度控制在 ∗ ε 时间 ∗ ∀

膨胀剂浸泡 为了使藻体充分吸水膨胀

以便消化 加膨胀剂 浓度在 ∗ 在

∗ ε 下处理藻体 ∗ ∀

切碎 膨胀后巨藻块再机械切碎至长

以下 ∀

消化 将破碎后的巨藻投入消化器内 加

倍干藻重量的 ≤ 溶液 浓度在

∗ 在 ∗ ε 范围内加热 ∗ 先焖后

搅 焖 !搅交替进行∀消化完毕 取消化液检查消化情况 ∀

结果与讨论

工艺条件优选

影响上述藻体消化过程及产品品质的因素很

多 主要有 甲醛浸泡时间 膨胀剂浓度及浸泡时

间 !消化用温度 !时间及 ≤ 浓度等 ∀为了选出

佳工艺条件 本实验方案的设计选用解决多因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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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有成效的实验法 ) ) ) 正交设计法 参照 方

案设计 ≈ 因子与水平排列见表 以 消化液中

用酒精沉淀所得褐藻胶干重作为消化结果并填入正

交设计方案 见表 右侧 ∀由此计算出的分散度表

明 在该组实验的条件下 ∀消化温度的影响是 主要

的 其次是 ≤ 浓度 再其次就是消化时间 !膨胀

剂浓度及处理时间 ! 甲醛处理时间 ∀据此选出的

佳工艺条件为 ≤ ⁄ ∞ ƒ 即 醛处理时间为

膨胀剂浓度为 处理时间为 消化温

度为 ε 消化时间为 消化用 ≤ 浓度为

∀可见 优选工艺条件中消化时间不足原来的

这必将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

优选工艺条件与原工艺条件产品品质

及得率对比

为了进一步验证优选工艺条件对产品品质的影

响 取相同的原料分别按原工艺条件及优选工艺条件

进行消化处理 直至得出产品 ∀两种工艺条件所得产

品的品质及得率对比情况见表 ∀

由此可见 采用优选工艺条件不但可使消化时间

大大缩短 收率提高近 而且质量指标如粘度 !透

明度等均有提高 ∀这说明缩短消化时间亦有利于提高

产品的品质 ∀

由于优选工艺是基于原工艺经适当改进而建立

的 勿需增加新的设备 生产成本增加在 以下

因此优选工艺是可行的 ∀

主要参考文献

金 骏等 ∀海藻利用与加工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概率统计组编 ∀正交设计法 ∀北京

石油化学出版社 ∀ ∀ ∗

本文编辑 张培新

壳聚糖制备及副产品综合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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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壳素 又名壳多糖 是生物界广泛存在的

一种天然高分子化合物 其化学名称是 Β2 2 2乙
酰胺基 2⁄2葡萄糖 ∀壳聚糖是脱乙酰基甲壳素 ∀近几

十年来 甲壳素及壳聚糖的研究已在国内外广泛开

展 ∀壳聚糖制备的原料是虾蟹壳 我国虾蟹壳资源丰

富 长期以来 大部分被当作垃圾丢掉 ∀由于壳聚糖价

格上扬 市场上掀起了壳聚糖生产的热潮 ∀但传统工

艺酸碱用量大 废液污染严重 ∀本文针对这个问题 从

环境保护入手 对生产中产生的废液综合治理 回收

废液中的蛋白质作为优质饲料添加剂 不但提高了经

济效益 而且变废为宝 消除了环境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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