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卷 第 2期

19 8 1年 6月

水 产 学 报
J O U R刊 A L O F F I S H E R I E 3 O F C H工 N人

V o l
.

5,

J u n e

N o
.

2

19 8 1

沙菜胶的初步研究
’

史升 耀 徐祖 洪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程 增 善

(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

唐 湛 祥 梁 昭 明

(广东水产制品厂 )

提 要

本文报道了对沙茶胶在提取方法
、

性质和应用等方面的初步研究结果
。

其提取方法 是 先

将沙茶置于室温条件下用波美 2了的 N a O H 处理 2 天
,

水洗后加入 土5一20 倍 0
.

04 形的硫酸
,

10 0o c煮胶 1一土
.

6小时
,

加入 K CI 至 。
,

2一。
.

3弓过滤 ( 或过滤后加 K C工)
,

滤液放置凝固
、

冷

冻
、

解冻
,

最后干燥后得产品
。

电解质对沙菜的凝固强度影响很大
,

对提高凝胶强度
,

阳离子的

顺序是 :
aC

奋十
> K

十 ,

C扩
,

R +b > 嘛
+ ,

L +i
,

N H熟 阴离子的顺序是 : C I一> N O石
,

5 0二> I
一
>

oC 乳 沙菜胶的凝固温度与加入的 K CI 浓度有关
,

K CI 浓度大
,

凝固温寥也随之升高
。

试验

了四种细菌在沙菜胶培养基上的生长情况
,

结果表明细菌在沙菜胶培养基上生长的活 菌计数

甚至比在琼脂培养基上的还多
。

我国的琼胶工业
,

多年来一直以石花菜为主要原料
。

由于石花菜资源有限
,

因此寻找

其它藻类以补充石花菜之不足
,

便成急待解决的一川
、
间题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川和

广东水产制品厂等单位曾先后开展了用江篱制造琼胶的研究工作
。

用江篱制造琼胶的最

大问题是凝固性能差
。

经过研究
,

提出了碱处理法山
,

较好的解决了江篱琼胶的凝固性问

题
,

并 已用于生产
。
这样

,

其它红藻资源如沙菜和麒麟菜的利用问题便随之而来
。

沙菜属红藻门杉藻目沙菜科
。

藻体一般呈红或紫褐色
,

具有细条状分枝
。

在我国 的

福建
、

广东
、

海南岛和西沙群岛等温暖的南方海域数量很多
,

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海藻之一
。

除我国外
,

在世界的其它温暖性海域中也有广泛分布
。

从菲律宾
、

印度尼西亚
、

越南
、

印

度
、

锡兰
、

非洲
、

红海
、

地中海
、

法国
、

西班牙
,

以及中南美洲
,

夏威夷和 日本等地产量都不

少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4 74 号
。

本文承曾呈奎
、

纪明侯教授审阅
,

特此致谢
。

史升耀
、

唐湛祥
。

江篱琼胶的研究 n
。

碱处理对琼胶的质与是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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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
,

我 国广东沿海居民
,

以及 日本
、

印尼和菲律宾等国的居民便 已将沙菜作食用或

作糊料
,

日本还曾用作制造琼胶的辅助原料
。

1 9 4 6 年美国 lD oa o h 等人 〔`〕 用钩沙菜和氯化钾制备 了一 种
“

类琼胶
”
(
a
ga

r 一 l j k 。 )
。

1 9 4 8 年 H u 。二 等人 〔明 报告 l% 钩沙菜提取物和 。
,

2形 K CI 所形成的凝胶 的 强度可达

37 0 克 /厘米
, ,

比
“

iD f co
”

琼胶 (强度为 130 克 /厘米
,

)还好
。

从此
,

沙莱胶的研究逐渐引起

注意
。

由沙菜制得的胶质在国外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名称
,

即类琼 胶川
、

卡拉 胶 (
。 。 rr a g e e -

an n)
「们和沙菜胶 ( H y p n e

an )
〔卫们 。

它与琼胶不同
,

首先在组成上它是由 D 一
半乳糖和 卜3

,

6一内醚
一
半乳搪构成 ,

,

川
,

而琼胶是由 D 一
半乳糖和 L 一3

.

6一内醚一半乳糖构成 ,它所含的硫

酸根比琼胶的多好几倍
。

其次它在凝胶强度方面不如琼胶
,

而且受钾等离 子 的影响很

大
,

故它不是琼胶
,

而称做类琼胶也很含混不清
。

它与卡拉胶虽然在组成上相同
,

都是由

卜半乳糖和 --D 3
,

6一内醚一半乳糖构成 [` 丁 ,

2’ 1 ,

所以有人将它划入卡拉胶一类 ` 然而它的硫

酸根含量又比卡拉胶少
,

与卡拉胶也不尽相同
。

因此将它称为沙菜胶显然是更确切些
。

现将我们于 19 6 8 年对沙菜胶的提取条件
、

性质及在微生物培养等方面应用的初步研

究结果作报告
。

实 验 的 方 法

1
.

沙 菜胶的制备法 取沙菜干 品 (来自海南 博鳌 ) 40 克
,

置于烧杯 中水洗后
,

加入

6 00 毫升水
,

在蒸汽锅中常压蒸汽加热煮胶 1 小时
,

过滤后将滤液倒入量筒
,

加入热水至

总量为 8 00 毫升
,

吸出 40 毫升胶液于培养皿中
,

作为测提胶率用
。

其余的加入 K CI 溶

液
,

使 K ol 含量达到 。
.

2拓
,

趁热倒入三只小秤量瓶中
,

每只 2 5 毫升
,

作为测提取液凝胶

强度用
。

剩下的胶液放冷
,

凝固
,

推条
,

冻结
,

解冻
,

晒干得成品
。

2
.

提胶率的测算 将上述盛有 40 毫升胶液的培养皿放烘箱中
,

10 r C洪干
,

秤重后
、

计算提胶率百分数
。

尔 产率的换算 由经过冻绮晒干所得的产品换算
。
然 由于沙菜胶凝固性差

,

冻结解

冻时随水流失较多
,

故规律性较差
,

只作参考
。

4
.

成品凝胶强度的浏定 秤取成品 0
.

7 5 克 (干重 )加 O
,

2那K C I 溶液 7 5 毫升
,

加

热溶化后分倒三只小秤量瓶中
,

每只 25 毫升
,

室温凝固后以凝胶强度测定器测定川
。

5
,

凝 固温度的浏定 配 1
.

。%沙莱胶溶液
,

加不同滋 K CI
,

用内径 25 m m 的粗试管

倒入 2 Oml 胶液
,

通过橡皮塞播入一支温度计和一支弯成钩状开 口处拉细的玻璃管
,

都放

入胶液液面以下
,

玻璃管上端联橡皮管
,

由此玻管通入空气
,

用螺旋夹调节空气流速
,

使每

秒钟约出一个气泡
。

控制胶液温度
,

使每分钟约下降 I
O

C
。
开始时气泡很快上升消失

,

至

气泡上升迟缓时
,

记录此时温度
,

为凝固点
。

实 验 结 果

沙菜胶的提取及其性能试验的结果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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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提取时的加水量 沙菜 40克
,

水洗后加入不同璧水 (l O倍至 35 倍 )煮胶
,

其余同

前述的制备法
。

结果见表 1。

提胶率和产率随加水量而增加
,

到 功 00 髦升 (2 5 倍 )时不再

上升
。

提取液的凝胶强度则与之相反
。

凝胶强度低时操作困难
,

故加水不能过多
。

表 1 提取时的加水 t

加加 水 量量 提取液强度度 提 胶 率率 产 率率 产 品 张 度度

吸吸班 l ))) ( g /
c
斑

2 ))) (男 ))) 〔万 ))) ( g /
e
m
留
)))

444 0 000 肚 222 ] 8
.

888 1 8
.

444 12 000

以以刃刃 1拐拐 2 3
.

333 1 8
`

666 1 2 555

888 oooo 1 0 111 2 4
。

666 2 1
.

222 1防防

111 0的的 8333 2 5
甲

777 2 1
甲

666 8 999

111邵000 4 777 2 5
,

666 19
.

999 8000
」」《 幻幻 加加 2 5

.

888 即
甲

888 1 0 333

2
.

提取时的 加酸量 沙菜 4D 克
,

洗净
,

加入 60 0 毫升水
,

加入不同数量浓硫酸进行

提取
,

其余同前
,

结果见表 2
。

加酸可以提高提胶率
,

最高达 26
.

7环
,

但超过一定限度后
,

胶

质受到破坏
,

凝胶强度逐步下降
,

直至完全不凝固
。

因此
,

加酸量要选择适当
。

加酸量还

与原料的种类和前处理的条件有关
,

根据本实验的结果
,

不宜超过 。
.

06 毫升
,

这相当于万

分之一的硫酸
.

表 2 提取时的加酸 t

加加 酸 ttt 提取液强度度 提 胶 率率 产 率率 产 品 强 度度

毛毛扒 1 ))) ( g / c m
Z
))) (男 ))) (环 ))) ( 9

.

` e
m

,
)))

000
.

0 111 16 222 2 0
.

888 1 7
,

777 2盯盯

OOO
,

O222 1 6 444 2 0
.

888 1 8
甲

4
_
... 2 0生生

OOO
,

叩叩 1 7 333 2 1
.

999 1 8
,

444 1徽徽

OOO
`

04 555 ] 7 555 2 2
甲

888 19
.

555 1 5 333

OOO
`

的的 1 6 222 路
.

555 ] 8
.

222 哭哭

OOO
`

0999 1曲曲 然
.

555 加
.

666 肠肠

000
,

1 222 拍拍 2 5
。

444 10
甲

888 1888

000
.

1888 1 000 韶
.

777 蛤
.

777 000

不不加加 14444 即
.

111 1 8
.

666 14444

3
.

提取的时间与次数 沙菜 40 克
,

洗净
,

第一次加 6 00 毫升水
,

以不同时间提取
,

从

半小时到两小时
。

第二次加 300 毫升水各提取半小时
,

其余同前
,

结果见表 3
。

·

第一次提

取时间不宜短于一小时
,

以 1一 1
.

5小时较好
。

第二次提取的提胶率在 3形以上
,

故 以提

取两次较好
。

4
.

沙 菜的碱处理 沙菜 40 克
,

加波美 20
。

的氛氧化钠加至将沙菜完全浸入 碱液 中

为止
,

室温分别浸泡 2 天
、

5 天
、

10 夭和 1 5 天
,

倒去碱液
,

水洗至中性
,

然后常法提取
,

结果

见表 4
。

碱处理两天的提胶率最高
,

处理五天和十天的都很快下降
,

十天 以后 的 基本 稳

定
。

表明在碱处理过程中某些在冷碱中易溶的胶质溶到碱液中
,

处理后的碱液粘度变稠

也证明这一点
。

因此
,

碱处理时间不宜过长
。

碱处理过的沙菜提取时的加酸量
,

要比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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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提取的时间与次数

提提 胶 率 (男 ))) 提取液强度 ( g /
。
m

, )))

第第一次次 第二次次 合
、

计计 第一次次 两次混合合

222 1
甲

999 3 888 2 5
.

777 1 9 111 9 999

222 2
甲

111 3
.

111 2 5
`

222 2 1 111 g 888

2220
.

444 3
.

888 2 4
.

222 1 9 111 1叨叨

111 7
.

999 4
.

111 22
。

OOO 1弱弱 1跳跳

表 4 沙菜的碱处理

提提取时加酸且且 提 胶 率 (万 ))) 产品凝胶强度 ( g c/ 班
,
)))

(((功 1 )))))))))))))))))))))))))))))))))))))))))))))))))))))))))))))

碱碱碱 处 理理 碱 处 理理

22222天天 5天天 1 0 天天 1 5天天 2 天天 5 天天 1 0 天天 1 5 天天

000
.

0 666 即
.

555 13
甲

333 8
.

111 9
.

石石 2 8 111 1花花 1湘湘 1 8 666

000
。

1 222 2 1
,

999 16
甲

444 8
.

111 9
.

公公 2昭昭 1 8 444 1议议 1 8 444

000
.

1 888 部
.

222 17
.

000 0
.

333 1 0
.

右右 2以以 1 1555 1忆忆 1 6 999

000
,

2 444 2 5
.

888 1 8
`

888 1 0
.

000 1 0
.

999 23 222 1 0 777 1牡牡 1 6 333

000
,

3 000 2 6
.

111 1 8
,

777 1 2
甲

222 1主
.

999 1巧666 9 444 1邸邸 1 2 222

OOO
甲

3666 即
.

222 2 2 888 1 1
`

444 1 8
`

工工 ( 6 000 < 6 000 8 111 2 0 111

不不加加 1 9
`

666 1 1
.

333 7
。

件件 8
甲

000 2 8 111 1初初 2 2与与与

过碱处理的多
,

以万分之四较好
。

沙菜胶凝固性能很差
,

为 了提高其凝固性能常用碱处理

法〔 . , 。 适当的碱处理有提高凝胶强度的作用
,

但提高的不如江篱那样大
,

这是由于沙菜胶

的化学组成和结构跟江篱的不 同所致
。

5
.

沙菜胶的凝胶强 度与凝固温度 配不同电解质溶液
,

加入沙菜胶使含胶量 均 为

1万
,

加热使溶解
,

倒入二只小秤量瓶中
,

凝固后测凝胶强度
,

结果见表 5
。

沙莱胶的凝胶强

度除受碱处理的影响外
,

受电解质的影响更大
。

在所试的十二种电 解质 中
,

当 浓度 为

O
,

2% 时二价的钙提高得最大
,

凝胶强度超过 3 00 克 /厘米
,

以上
。

其次是钾和艳的氯化物

表 5 外加 电解质对沙菜胶凝胶强度的影响

加 入 的

电 解 质 (男 )

凝 胶 强 度

( g /e m 乞
)

加 入 的

电 解 质 (男 )

凝 胶 弦 度
咬g /。 tn

召
)

213210姗脚11911711491扔68
222

…
O0DK C I

K C I
,

K C I

K 以
K C I

K cl

K C I

K C I

K cl

C a砚
:

C 吕C l

。
`

沥 }
1 2 7

0
。

1

O
。

艺

0
甲

3

0
。

6

K N O :

R h : 5 .0

K
、 5 0

-

N
蕊
C I

L IO I

K I

N H
`

O1
K : C o

s

K
: 卫0 -

不加

0
.

2

0
.

艺

0
.

2

O
。

艺

0
.

2

0
。

艺

期猫10S糊447448810883373绷

05002.1.1歇东.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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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钾的硝酸盐和硫酸盐以及硫酸枷
,

在 2 0 0一 250 克 /厘米
, 之间

,

相差不多
。

碘化钾和碳

酸钾提高较少
,

而磷酸钾则反而下降
,

说明阴离子影响也不小
。

阳离子影响大小的顺序

是
:
C犷

辛

> K
+ ,

价
千 ,

R b
+

> N +a
,

L i
十 ,

N H :
。

阴离子的顺序是
:

cl
一

> N O ` ,

5 0 二> I
一

>

C O石
。

加有磷酸钾的
,

在加热溶化后
,

胶液变黄褐色并出现大量絮状沉淀
,

可能这便是导

致凝固性下降的原因
。

浓度不 同对凝胶强度影响也很大
。

以氯化钾为例
,

凝胶强度开始时随氯化钾浓度而

增加
,

到抓化钾浓度为 1
.

。一 1
.

5% 时
,

凝胶强度达最高点
,

然后又下降
。

沙菜胶的凝固温度也与氯化钾的数量有关
。

浓度高凝固温度亦随之上升
,

见表 6
。

表 ` 外加电解质对沙菜胶凝固温度的影响

K C I 浓 度 (男 ) 凝 固 温 度 (℃ )

O口8908
..

…
月伟,1703n刁理466

l
` ..............

82460
于̀--,

0000
11

6
.

场菌培养 以沙菜胶和别的琼胶分别制成普通培养基
,

比较伤寒杆菌
,

鼠疫杆菌
、

志贺氏痢疾杆菌和布氏杆菌在这些培养基中的生长情况
。

伤寒杆菌的培 养基 p且 调 在

7
.

4一 7
.

6
,

志贺 氏痢疾杆菌的培养基
,

p且 调在 7
.

2一 7
.

4
,

其余两种细菌 ( 鼠疫杆菌和布氏

杆菌 ) 的培养基都调在 p H 7
,

0 。

接种后在相 同条件下培养
,

比较其活菌计数
,

结果见表 7
。

用沙菜胶制的培养基
,

活菌计数最高
。

沙莱胶的最大缺点是凝胶较脆较弱
,

用 白金耳接种

时
,

如果不熟练或不小心时
,

容易将凝胶划破
。

表 7 沙菜胶与琼胶作细菌培养垂用
,

细菌生长的活菌计誉

伤 寒 杆 菌 } 鼠 疫 杆 菌 } 志贺氏痢疾杆菌 ) 布氏杆菌
样 品

第一次 }第二次
平均

}
第一次

!
第二次

平均 l第一次 l第二次
弟弟

_

___

次次次

.

7 7 7 0 7 3 0 75
.

0

扮̀30建设牌琼胶
,

大连

海燕牌琼胶
,

青岛

沙菜胶

江篱琼胶
,

广州

沙菜江篱 混合胶
,

广州

D i ro o :

琼胶
,

美

O l o i d
,

处3 琼胶
,

英

o x o i d
.

I o n a g a r ,

扭仑 ,

琼胶
,

英

G了主f f j n & G e o r 宫e ,

琼胶
,

英

鹿印
,

凉胶
,

日

.

斤

.

2

O

.

O

.

8

.

4

`

8

.

0 6 0
,

0 6 2
.

5
J

.

0 7 0
。

0 6 5
.

0

3 4 5
.

0 拐
.

2
l }

3 生5
·

7 {拐
·

5

...---杏
F口0片
..,生的口乃U工D月性

6尽54
j峡4

一
....一 ...................................

07t`073

……

.

3 4 6
.

7 4压
甲

0
l

.

〔)招
.

3 4 4
.

2

芍印
·

邓 3
·

5

加缸胎灼朋B1跳勿2429007077700328朋拐30拐胆器肚部约

37洲
, .

3

胎羽器29器韵邓加邪3O25245591
, J

盯粉拐郎4041都朋33000000盯肠44邵41妞器加
73扮̀0073

的韵姐邓4D翁触韶205577污
才
283盯铭6951脚交研31貂娟48盯社盯昭盯引的犯47

ù730738

舫跳韶筋犯砧防驼拐奶

讨 论

在本工作中
,

我们研究了沙菜胶的制造条件
,

它 的一些物化性质和作为细菌培养基用

的一些情况
。

通过实验
,

得出初步制法如下
:
沙菜先用碱处理两天

,

水洗后加入 15 一 2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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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分之 四的稀硫酸
,

煮 胶 1一 1
.

5 小 时
,

加入 K cl 至棍 合物 中 K C I 的 浓度 为 。
.

2一

0
.

3拓
,

搅拌均匀
,

过滤
,

滤液放置凝固
,

冻结
,

解冻
,

干燥
。

必要时可煮第二次
,

其滤液或是

与第一次的合并
,

或是作为提取下一批沙菜的水使用
。

沙菜的凝胶强度较差
,

尽管原料用碱处理和加入 K CI
,

有的还是不如石花菜和江 篱

(经碱处理的 )制的琼胶好
。

国产石花菜琼胶的凝胶强度多在 3 00 克 /厘米
,

以上
,

有的可

达 5 00 克 /厘米
,

以上
。

碱处理的江禽琼胶也大体相似
。

对比之下碱处理对提高 沙 菜胶

的凝胶强度的作用
,

仍远不如对枉篱的效果大
。

近来
,

F泛e
尹

“ 一 飞幻 曾证明硫酸根的存在

会妨碍形成凝胶
,

在半乳糖的碳 6 位置上联结的硫酸根
,

经碱处理后此硫酸根被除去
,

并

使半乳搪转变成 3
.

6一内醚一半乳搪
,

这样便能提高凝胶强度
。

由此
,

推测沙菜胶的硫酸根

只有少部分是联结在半乳糖的碳 6 位置上
,

而多数是联在别的碱处理时除不去的位置上
,

因而凝胶强度提高较少
。

沙菜胶的一个特点是对外加的电解质极为敏感〔` ,1 . , ,

这与卡拉胶 〔主 , 书卫 , 习相同
。

它的凝

胶强度主要决定于加入电解质的种类和多少
,

少量的 K OI 便能显著的提高其强度
,

而琼

胶受电解质的影响很小
。

此外
,

沙莱胶的透明度极好
,

几乎投有琼胶凝固后所出现的乳光

现象
。

同时沙菜胶的融点较低
,

约 了00 0 左右
,

比琼胶凝胶容易融化
。

沙菜胶做的培养基用于培养细菌时
,

其活菌计数比琼胶高
,

说明它是可以代替琼胶作

细菌培养基用
。

此外
,

还可用于食品工业
,

日用化工和医药等方面
。

总之
,

沙菜胶与琼胶是两类东西
,

各有其优缺点
。

利用我国丰富的沙莱资源
,
卜

变无用

为有用
,

制成沙莱胶以解决当前琼胶之不足
,

是应当提倡的
。

但由于沙菜胶不论在国内或

是国外
,

都还是个新东西
,

因此
,

进一步研究它的制造原理和工艺
,

研究它的物化特性和发

挥它的特长的新的应用途径也是急待解决的一些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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