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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81 年 Stanford [6J 首灰自海带类海革发现褐藻酸以后，沿海各国郡相耀建立起以

梅带类为原料的揭藻胶工业，同时褐藻股的用途也日盆广泛P19 特别在彷辙工业、贪品工

业和医莉卫生事业等方面的用途很广而且用量甚大。

我国在 1952 年时海带类海藻产量很少，海带刚开始人工养殖，还不能用做提取褐藻

胶的工业原料;而当时在我国沿岸产量最大的褐藻只有野生的属尾藻类。考虑到医莉方

面对揭藻胶的需要，我伺乃决定用属尾藻中的海富子进行就盼，醒过 1953一1954 年的系

就工作确定了褐藻胶的提取条件[11，井由生产部同于 1957 年初正式投λ生产。所得产品

主要用于彷辙工业中。

在 19罗8 年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我国的海带养殖面积已由北方扩展至广东沿海，

1959 年全国的产量达 3 万吨干品。这样，我国的海带逐渐具有用作工业原料特别是棕合

利用原料的可能性。

用海带提取褐藻胶虽在国外巳有多年的程辙，但在进行工业生产前，还有必要确定其

适宜的制造条件。我俩在 1958 年上丰年就开始这项工作， 8 月前后即大致告一段落。在

此期罔井协助工厂进行了就制。

本工作的目的在于研究从海带制造褐藻胶过程中的一些主要条件3郎:①提取温度，~

②提取时固，③提取前灶理，④所用酸的种类以及其他条件等。所得精果分注如下。

一、实除桔果与苟言命

海带揭藻胶的提取方法大致与属尾藻的情况[1] 相似。 产量数值系由 110 0C 烘干的

产品对海藻样品昔算的;粘度用 Höppler 粘度苛于 200C 对 1界溶股民)j定的;色胡是以

Lovibond 血色计由l定。b色地厚度为'20 毫米);甲酶搭暖的浓度是将 40% 甲醒液作为

100%配制成的3例如 1% 甲醒陪夜郎 1 毫升 40% 甲醋、破加 100 毫升水而成。

1. 提取温度

在揭藻肢的提取过程中，提取温度对产量和成品粘度有密切的关系。海带揭藻胶本

来可在室温下提取，如晗灶理怯[4]，但也有用加温提取的方法[坷。下面前盼温度对提取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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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胶的厦和量的影响。

称取 10.00 克晒干的海带样品，大小一般在 3-5 毫米2左右(郎将新静海带晒干3 磨

碎，用 100 号筒子简过，通过筒子的相小粉末去掉不要)，加λ200 毫升 0.2%硫酸，处理 1

小时3 水洗三灰，加λ500 毫升 1 % Na2C03 珞攘，以不同温度郎:①室温、② 60 :t 2 0C 、

@80 士 2"C，搪拧提取 1 小时(攫拌条件为每分钟 350 草草;室温提取者夜固不攫拧，白天每

l隔 2 、3 小时搅拌半小时)，然后加入 300 毫升水稀释，用钞布过滤，海带渣悻再加λ400 毫

升水提取第二次。将两灰所得的滤掖合井，先用玻璃栋后用棉花抽气过滤3然后向滤瓶中

，徐徐加入稀 HCl (3: 10)，同时不断提拧，使褐藻酸纳溶被变成褐藻酸凝胶凝聚出来，1:容吸

!pH 构为 2-3。用钞布过滤，褐藻酷凝胶留在钞布上，用水洗 2 灰，挤去水3将疑股移λ烧

杯中3加入适宜的 2%NaOH 溶被使褐藻酸榕解，至完圣溶解后加入洒精使褐藻酸纳脆水

沉淀出来3再用油精洗 2 灰3挤去~~精， 30 0c 真空干燥后自P得褐藻酸纳。所得秸果如表 1

所示。

去 1 提取湿庭对褐藻肢的震与量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extracting temperatures on the yield and vi8cosity of Na-alginatè* 

3. 产量 4. 粘度 5. 1%' 溶胶色调
1.提取温度 2. 提取时罔

(%) (厘泊〉 A. 幸Z B. 黄 c. 蓝

D. 室温 270C E. 提取 2 失，每次 1 天 17.0 3 ,890 0.5 

60 土 20C F. 提取 2~元，每次 l 小时 18.8 3 ,370 0.8 

80 土 2 0C F. 同上 18.4 1,300 1. 8 

*原料为 1958-V!I-25 S丧自青岛大黑澜。

* Raw material colIected on 1958-VII-25 in Daheilan, Tsingtao. 

1. Extracting temp.; A. Red; 

2. Extracting time; B. YelIow; 

3. Yield; C. Blue; 

4. Viscosity (Cp); D. Room temp.; 

5. Co1or of 1% sol; E. Extracted twice, each tirne 12 hours; 

F. Extracted twice , each time 1 hour; 

1. 0 0.1 

2.0 0.1 

4.0 0.7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3于室温提取者，};'i::取速度慢，其产量虽也可达到加热提取者之量3

但所需时罔比加温提取者长，费提取 2 天(且下节一一提取时固);若提高温度则粘度降

低3 同时色素溶出量增多，成品溶胶的色曹南增加，致使品置降低。力日温提取的优点是提取

时固短3 但温度不能过高。根据上面的秸果看来，以 60.oC 提取是比较合适的，时罔相当

短 3 而且对揭藻胶的品盾的影响也不太大;室温提取的优点是产品厦量较好，并且生产时

可以省去加雨夜备3械步建厂时的投资与生产成本3因此也是可以考虑采响的。

2. 提取时罔

褐藻肢的提取时固对工业生产以及成品的置与量有很大关系。 提取时周除与温度、

磨碎与否、加碱量等有关外，还与攫拌的条件有关。下面前朦在攫拌与不情拧的条件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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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提取不同时罔，观察对揭藻胶的~与量的影响。

取 10.00 克膺碎的海带(块大小同盲的，洗 3 灰后提取。第 1 灰提取加入500 毫升 1%

Na2C03 谐夜，在室温下提取不同时罔 3 同时有搅拌与不情拌之分;第 2 次提取时全都加λ

500 毫升水，并且都在室温下撞拌提取丰小时，应有时固上的不同。其他步牒与前面提取

温度中所遭者相同。以 600C 提取作对照。所得结果如表 2 所示。

去 2 于窒iE搅拌与不搅拌条件下不同提取时固与福藻胶贸与量的关菜*

Table 2. The yield and viscosity of Na-alginate in. relation to different extracting 

~imes under stirred and unstirred conditions at room temp.* 

2. 提取时闰(小时〉 4. 搜拧(+) 6. 粘度
1.实脸，铺号 3. 提取温度 5. 产量(%)

A. 第 1 次提取 B. 第 2 次提取 与否(一〕 (厘泊)

1. 2 1/2 室温(27"C) + 一
ll. 2 1/2 室温(27 0C) 一

IlI. 8 1/2 室温(270C) + 7.5 2 , 940 

IV. 8 1/2 室温(27 0C)

V. 24 室温(27 0C) + 22.0 7 , 800 

VI. 24 1/2 室温(27 0C) 10.1 4, 820 

VIl. 48 1/2 室温(27 0C) + 24.8 14 ,320 

VIlI. 48 室温(27 0C) 22.6 12 , 700 

IX. 1 60士2 0C + 23.9 7 , 100 

*原料为 1958-VII-24 梁自青岛大黑澜。

把 Raw material collected on 1958-VII-24 in Daheilan, Tsingtao. 

1. Exp. No.; A. 1st extraction; 

2. Extracting time (hour); B. 2nd extraction. 

3. Extracting temp.; 

4. Stirred (+) or not (一);

5. Yield; 

.6. Viscosity (Cp); 

表 2 中的 I 、 II 和 IV号实输由于提取出来的揭藻胶量太夕，当加酸时生成的凝胶块#

常小，用钞布过滤时很容易随海旅漏过钞布，因此应能得到秸果，这种情3日在实际生产中

也会遇到，且不易灶理。

若要将海带中所含的褐藻股大部分提取出来，以室温提取时，所需之时罔显然要长的

多，不但 2 小时提取出的量很少，就是长达 8 小时所得的量也不多。室温提取 24 小时 3产

量增加，粘度也增高。在 60 0C f置拌提取时，总共 2 小时，产量郎可达 23.9粥，粘度虽不如

室温 48 小时者高，但很适于工厂操作。

3. 提取前处理

先前在对局尾藻(海蔷子)褐藻胶提取的前处理中巳程确定甲醒j容漉灶理不仅可在一

定程度上使胶贯脆色气更重要的是可以保持褐藻胶的高粘度[110 下面我刑前朦分别以甲

醒i容破、室、温水和温水对海带作前灶理3观察对褐藻胶的厦和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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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 10.00 克磨碎的海带，以表 3 中所列的方怯处理一定时周后，用钞布过臆去掉灶

理掖3藻块用水洗 3 灰，然后加入碳酸纳榕破以前面提取温度中所边的方法，于 60 :t 20C 

提取3井制成揭藻酸锅。所得秸果如表 3 所示。

去 3 提取前处理对褐藻肢的竟与量的影响k

TaHe 3. Effect of pretrèatment of raw material on the yield 

and viscosity of Na-alginate* 

3. 产量 4. 粘度 5.1% 溶胶色调
1.实践橱号 2. 前处理条件

(%) (厘泊〉 A. 杠 B. 黄 C. 蓝

l D. 加 300 毫升水，室温处理 4小时 17.9 9 ,200 1. 0 2.0 0.6 

2 E. 加 300 毫升水， 60土2 0C 处理 1 小时 17.9 7 , 200 0.9 2.0 0.6 

3 F. 加300毫升甲醒溶液，室温处理 4小时 18.9 26 , 800 0.3 1. 0 0.3 

4 G. 不处理，应接提取(对照〉 19.1 10 , 880 0.9 2.0 0.5 

*原料为 1958-VII-25 7丧自青岛大黑澜。

" Raw material collected on 1958-VII-25 in Daheilan, T5ingtao. 

1. Exp. No.; A. Red; 

2. Pretreatment condition; B. Yellow; 

3. Yield; C. Blue; 

4. Vi5C05ity (Cp); D. Treated with 300ml of H.O at roorn temp. for 4 hr5; 

5. Color of 1% 501; . E. Treated with 300ml of H.O at 60士2 0C for 1 hr; 

F. Treated with 300mlof 1% formalin soln at roorn ternp. for 4 hrs; 

G. Not treated (control). 

从所得结果中可看出，以甲醒语破处理者粘度高3成品色铜钱，这与属尾藻的情况完

垒相似。以 60 0C 水作前处理者粘度上b直接提取者或室温前处理者稍低3成品色拥井未改

善。 用不同溶液做前灶理者产量都比宦接提取者稍低，这可能是由于部分水溶性物厦去

掉，产品中不相物摊主纭，因而百分数稍为械低。另外，如前所边，由于实黯秸果的旗差范围

大构有:t 1% ~因此表 3 中的桔果大致可以喜人为是设有什么差异的。

在国外3提取褐藻胶之前多用稀酸处理，以便去掉无机盐类，并可使藻体内的褐藻酸

盐辑变成游离的揭藻酸，便于下步的碱提取。下面着重拭盼用稀酸、甲醒或两者并用处理

时对褐藻胶的影响。秸果如表 4 。

表 4 秸果表明 3 前灶理对褐藻胶产量方面的影响，除了长时固酸处理者秸、为降低外，

可以就是在有什么变化的。但在粘度方面的影响别很大3以甲醒处理者与表 3 秸果相同3

粘度高达 25，100 厘泊，且成品色胡也最浅。稀酸对褐藻胶的粘度破坏很厉害3 以酸处理

后再以甲醒处理者与只用酸处理者相比，在粘度上应有明显的差别(如酸处理 1 小时λ ~n

泼有保持高粘度的作用。但如果先以甲醒处理 4 小时后再以稀酸处理 1 小时，则粘度虽

不比只以甲醒灶理为高;但仍可高达 11 ，390 厘泊。如果只以酸处理，则随着处理时固的

延长，所得褐藻胶的粘度自P逐渐降低，色胡也变深 (IV、 V、 VI 号实翰)，这表明酸处理对

褐藻肢的制造是弊多盆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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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4 提取前处理对揭藻股w与量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pretreatment on the yield and viscosity of Na-alginate* 

3. 产量 4. 粘度 5. 1% 溶胶色调
1.实墩橱号 2. 前处理条件(室温〉

(%) (厘泊〉 丸，扛 B. 黄 c. 蓝

1. D. 先用200毫升 0.2%H.SO. 处理l!J、 20.5 1, 900 0.2 1 0.2 

时，水洗 2 次，然后用 200 毫升1%甲

隆溶液处理 4小时

II. E. 先用 200 毫升 1%甲醒溶液处理 4/J、 21.2 11 , 390 0.4 1 0.2 

时，水洗 2 次，然后以 200 毫升0.2%

H.SO.处理 1 小时

III. F. 以 200.j毫升 0.2%H.SO. 与 1%甲睦 20.1 2 , 700 0.3 1 0.2 

溶液周时处理 4小时

IV. G. 以 200 毫升 0.2%H.SO，j处理伞小时 19.0 1, 090 0.6 1 0.3 

V. H. 以 200 毫升。.2%H.SO.处理 1 小时 20.6 1 , 030 0.7 1 0.3 

V1. 1.以 200 毫升 0.2%H2SO.处理 4小时 16.1 710 1. 0 2 0.5 

VII. J. 以 200 毫升 1% 甲睦溶液处理 4小 20.5 25 , 100 0.4 1 0.3 

时

VIII. K. 不处理，应接提取(对照) 21. 1 5 , 020 1. 1 3 0.4 

*原料为 1958-V-10 *自青岛大黑澜。

* Raw materia1 co l1ected on 1958-V-10 in Dahei!an, Tsingtao. 

1. Exp. No.; 

2. Pretreatment condition (at room temp.); 

3. Yield; 

4. Viscosity (Cp); 

5. C010r of 1% so!; 

A. Red; 

B. Yellow; 

C. B!ue; 

D. First treated with 200m! 0.2% 日2S0. for 1 hr, washed twice, then treated with 200m! 1% forma1ill 

so!n for 4 hrs; 

E. First treated with 200m! 1% f )l'ma1in s01n for 4 hrs, washed twice, then treated with 200m! 0.2% 

H.SO. for 1 hr; 

F. Treated with 200m! 0.2% H.SO. and 1% formalin s01n for 4 hrs; 

G. Treated with 200m1. 0.2% H.SO. for 1/2 hr; 

H. Treated with 200m! 0.2% H.SO. for 1 hr; 

1. Treated with 200m! 0.2% H.SO. for 4 hrs; 

J. Treated with 200m! 1% Íormalin s01n for 4 hrs; 

K. Not treated (control). 

4. 前处理和凝聚用酶的种类

由上面的实朦可以肯定，以稀酸作前处理时，对褐藻胶的粘度有显著的降低作用 3考

虑到以住在属尾藻褐藻股的研究工作中3 用硫酸或盐酸作凝聚剂时对揭藻胶粘度有不同

的影响口13 下面我俩就输了用硫酸和盐酸作海带前灶理以及用它伺做海带褐藻酸凝聚剂

的影响。精果如表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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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前处理与章程聚用酸同褐藻胶的置与量的关系*

Table 5. The yield and viscosity of Na-alginate in relation to acids 

employed in pretreatment and coagulation* 

2. 前处理与凝聚用酸 3. 产量(%) 4. 粘

A. 加 200 毫升 0.2%H.SO.前处理 1 小时 20.9 

B. 加 200 毫升 0.2%HCl 前处理 1 小时 18.7 

C. 不加酸处理(对照) 21. 1 

D. 用稀 H.SO. (3:10) 作凝聚剂 12.5 

E. 用稀 HCl (3:10) 作凝聚剂 12.1 

苟， r ，日， III 号和 IV， V 号所用原料分别为 1958-V-I0 和 1958-VII-2 *自青岛大黑澜。

193 

度(厘泊〉

900 

1,020 

5 ,020 

140 

190 

" Raw materials used in expts No. 1, II , III and No.IV, V were collected on 1958-V-I0 and 1958-

VII-2 respectively in Daheilan , Tsingtao. 

1. Exp. No.; 

2. Acid used as pretreating agent and coagulant; 

3. Yield; 

4. Viscosity (Cp); 

A. Pretreated with 200ml 0.2% H.SO. for 1 hr; 

B. Pretreated with 200ml 0.2% HCl for 1 hr; 

C. Not acid-treated (control); 

D. Dil. H.SO. (3: 10) employed as coagulant; 

E. Dil. HCl (3:10) employed as coagulant. 

由上表秸果看来，不前用硫酸或盐酸作前处理，粘度都受到破坏。在产量方面， 11 号

以盐酸处理者偏低3 这可能是操作旗差带来的3 基本上产量应是一样的。从粘度看，以盐

酸作凝聚剂或作前处理似鞍硫酸处理者稍好，因为处理时固较短3故基本上也可调为设有

什么显著差异3但如果与酸接触时由过长时，则应考虑使用盐酸比硫酸要好些[刀。

5. 海带的脖藏

气， 我俐在试盼过程中也观察到，海带与局尾藻[1]有着相同的性盾，郎干海带在即存过程

中 3揭藻胶粘度有逐渐降解的瑰象。

下面将 1958 年 5 月朵的原料晒干放瓶中即存两个月 2其固测定所含褐藻胶的粘度变

化，所得精果如表 6 所示。

亲 6 海带在1!9存期中褐蔼胶的贸与量的褒11:

Table 6. The change in yield and viscosity of Na-alginate in 

Laminaria japonica during storage 

1.原料尖期 2. 提取日期 3. 产 量(%) 4. 粘度(厘泊)

1958-V-I0 

1. Date of collection; 

3. Yield; 

1958-VI-30 

1958-VII-20 

21. 1 

19.6 

2. Date of extraction; 

4. Viscosity (Cr小

5 ,000 

2 ,250 

• 



194 海洋科学集刊

海带摇且于存两个月，粘度郎由 5，000 厘泊降低至 2，250厘泊。由属尾藻的情况[1]推测，

在各季其阵解程度可能要小一些，但海带一般采集期是在初夏，气温鞍高，故有关生产单

位对海带的干燥程度以及脖存条件应多加注意，自P晒干后应尽量放于干燥的库房中保存，

提免在夏季受潮，这样可在某种程度上可延锻褐藻胶的降解速度[口。

二、实居住室的海带揭藻胶提取方法
# 

棕合上边各条件，可以得到如下实输室内海带褐藻胶的提取方法。

将干燥海带以磨碎机磨碎，用 100 号简简别3漏下的粉末不耍，筒上较大的块也不耍， 办

一般都在 3-5 毫米2大小。取其 10.00 克(同时另取汇00 克烘干沮IJ定水分)，用水洗 3 灰，

加λ300 毫升 1% 甲醒溶、液 3 室温灶理 4 小时(或者为处理方便起晃，放置过夜 1当小时

也可λ 惊去处理攘，镇休用水洗 3 灰。然后用碳酸纳溶液提取。第 1 灰加 500 毫升 1%

Na2C03 溶漉于 60 土 2 0C 1.置拧 1 小时3 用钞布过iJ.吉、;第 2 灰加水乡00 毫升(或加 400 毫升

0.5% Na2C03 苦奋破也可)，在同样温度条件下攫拌 1 小时。用钞布过馆、后，将两灰谑、被合

井，先以玻璃栋，然后以棉花抽气过谑。向洁、破中徐徐加λ稀盐酸。: 10) ，同时不停地摆

拧，至揭藻酸凝胶凝聚完全3下层破呈透明状为止，此时下澄掖的 pH 为 2-3 左右。尽量

在鞍短的时由内以钞布过惊以免产生较大的降解，凝胶在钞布上用水洗 2 灰。将凝股移

λ烧坏中，加λ100 毫升水，撞拌均匀后，加λ50-60 毫升 2 现NaOH r:容瓶，攫拌，使揭藻

酸圣部郡事事变成均匀的褐藻酸纳溶胶。 然后注λ85% 酒精至构为榕肢体积的一倍丰摇

过充分攫拌(最后酒精的浓度构达到现)，脏水析出的褐藻酸纳用手撕成相条以促进其脆

水作用，放置半小时后滤出，压挤，再放到 60-80% 涵精中洗 2 灰3 洁、出，压去多余的酒

精。然后撕成絮状，放λ械压烘箱中， 30"C干燥，使得灰白色草草松的褐藻酸锅。

在工厂大型制造时，莉品用量和一些相节阔题是可以酌量柏、加修改，以适应工厂实际

操作的要求。上边提取方怯在工厂还可以用作海带原料中褐藻胶含量的粗定量怯。 ψ 

一怡
二三、 司、口 亚

阳 飞飞

由于我国近年来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带入工养躏3海带产量已大增3有可能用做揭藻股

制造的原料。为了提供生产部问以必垦的参考资料，我俩对海带褐穰股的提取条件作了

一些就辙，井得到了如下糖果:

1.海带褐藻胶的提取温度和时阔，确定在情拌条件下以 600C 提取两灰(每灰 1 小时〉

为适。由于提取时自较短3因而所得产品的盾与量都较好。

2. 以甲醒珞榄作提取前灶理时，所得产品的粘度比酸处理或未作她理者都要高0

3. 原料在且宁存过程中所合褐藻胶莲渐降解，生产部 r~应植意保存条件。

4. 提出一套实盼室提取海带揭藻胶的方法，在工厂条件下可用作原料中揭藻股合量

的调l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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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XTRACTION OF 
ALGIN FROM LAMINARIA JAPONICA 

M. H. JI AND S. Y. Sm 

(lnstitute 01 Ocean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Since in recent years artificial cultivation of Laminaria japonica has been practiced 
in large scale on a great part of the China coast, it is now possible to consider utilizing 
this plant as the raw material for algin manufacture. 1n order to furnish some basic 
data to the algin manufacturers, some experiments dealing with the extraction conditions 
were carried out and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1. . Treating Laminaria japonica under stirring conditions for 2 hours (2 times) at 
600 C was. found to be a suitable extracting condition. 1n this way the extracting time 
was apparently shorter than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the quality and yield of final pro
ducts were found to be satisfactory (Tables 1, 2). 

2. Pretreatment of raw material with formalin solution gave higher viscosity of 
algin produced than the acid-treated and non-treated examples (Tables 3, 4). 

3. The degradation of algin during storage of the raw material was confirmed 
(Table 6). 

4. A laboratory procedure of extracting algin from Laminaria japonica was out1ined. 
This may also serve as an industrial estimation method for the algin content in raw 
materi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