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息条件改变时 如把它放在无埋栖物的光滑底质中

它的生理状况发生变化 导致蛤仔的耗氧率!排氨率

的改变∀ 蛤仔在有砂!无砂情况下的耗氧率!排氨率的

差异显著性检验 ) ) τ 据贵州农学院 年 检验

的结果见下表∀

表 7  菲律宾蛤仔在有砂!无砂情况下的耗氧率和排

氨率差异显著性检验−τ检验

Τ τΟ τΝ τ Π

从表中可以看出 蛤仔在有砂!无砂情况下的耗

氧率!排氨率的差异是显著的∀ 可见 生态环境对动物

代谢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此 在研究埋栖型贝类的呼

吸!排泄等生理规律时 在实验方法!实验设计上应尽

量模拟其自然的生态环境 这样的研究才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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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 Ο−羧甲基甲壳胺的制备及其对草莓保鲜效果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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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 章一平等 分别研

究了草莓因表皮易损伤 极易感染灰葡萄霉菌等真菌

而极难保鲜的问题 本文作者则用蟹壳制备出水溶性

的 2羧甲基甲壳胺 ≤ ≤ 并以此涂膜对草莓进

行了保鲜效果的初步研究∀国内未见有关 ≤ ≤ 制备

及用于草莓保鲜的报道∀

 材料与方法

 原料!试剂及仪器

 原料 梭子蟹壳 烟台产 草莓 青岛市

售 ∀

 试剂  正丁醇!甲醇!一氯醋酸!山梨酸

钾!冰醋酸 以上试剂纯度均为 ∀ 盐酸!氢氧化钠

纯度为 ≤ °∀

 仪器 ° ≥2 ≤ 型酸度计 2 型电动搅

拌器 ≥ 型电热恒温水浴∀

 ΝΟΧΧ 的制备工艺

梭子蟹壳按翟羽伸 报道方法制备出甲壳

胺后 用加热法≈ 制备 ≤ ≤ 其工艺过程如下

甲壳胺
正丁醇

ε 搅拌
ψ 溶胀

分 次加入
一次 再搅拌

ψ 碱性甲壳胺

固体 ≤ ≤ ≤ 分 次加入
一次 ∗ ε 搅拌

ψ 粗 ≤ ≤
加

用冰乙酸调
抽滤 ψ

甲醇溶液
洗涤

ψ 抽滤

无水乙醇
洗涤

ψ 抽滤
ε 烘干

ψ ≤ ≤ 成品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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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保鲜实验

 ≤ ≤ 保鲜剂的筛选 采用加热法分别

在温度为 ε ε ε ε ε 下取得 个

≤ ≤ 样品 分别配制成浓度为 的水溶液

挑选成熟度在九成左右 大小一致!色泽相近

无外伤的新鲜草莓 个 随机分成 组 每组 个

分别浸在上述溶液中 后取出 摆放在搪瓷盘中

凉干 后密封常温贮存 每隔 检查 次霉菌感

染情况 当肉眼看到草莓上有腐烂斑点时 即认为草

莓已感染 结果采用感染数占总数之百分比即感染率

表示∀ 并同时检查其色泽及表面干瘪情况等 其结果

与相同浓度的山梨酸钾对草莓的保鲜效果进行比较∀

 草莓的最佳保鲜条件优选 采用正交设

计法≠ 参照 方案设计 ≤ ≤ 浓度分别为

山梨酸钾浓度分别为

∀草莓样品的

挑选!分组 组 !涂膜方法及保鲜效果观察方法同

上∀

 结果与讨论

 ≤ ≤ 制备工艺

  不同加热温度下 ε ε ε ε ε

分别进行加热制备 ≤ ≤ ∀ 产量分别为

∀ 可见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只改变羧甲基化温度 对 ≤ ≤ 产量有较大影

响 当温度在 ε 时产量最高 温度过低则羧甲基化

率亦低 但若温度太高 则分子降解严重亦影响产量∀

 保鲜实验

 筛选具有最佳保鲜效果的 ≤ ≤  将上

述制得的 ≤ ≤ 水溶液 对草莓进行涂膜保鲜试验

并与相同浓度的山梨酸钾进行比较 结果见表 ∀

表 1  不同温度下制得的 ΝΟΧΧ 对草莓保鲜效果比

较

≤ ≤ 温度 ε
感染率

山梨酸钾

可见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只改变羧甲基

化温度而得的 ≤ ≤ 对草莓的效果亦有较大差别 在

ε 制得的 ≤ ≤ 对草莓保鲜效果最佳 常温下保

存 感染率仅为 未感染者色泽鲜红 质地较

硬 而单纯使用山梨酸钾则效果较差 常温下保存

则感染率近 而且未感染者色泽灰暗 质地较柔

软∀

 草莓最佳保鲜条件优选  由上可知

≤ ≤ 对草莓的保鲜效果优于山梨酸钾 原因是

≤ ≤ 在草莓表面形成连续的高分子膜 该膜具有选

择通透性 可使 ≤ 保存于膜内 并阻止 进入 但

允许 ≤ 从膜中逸出 从而使膜内能保持高浓度

≤ 抑制其呼吸作用 延长其保鲜期∀ 但考虑到山梨

酸钾对真菌生长的抑制作用 仍将作为一个因素进行

正交方案设计 设计方案及结果见表 ∀

表 2 正交设计方案及结果

≤ ≤ 山梨酸钾 感染率

由表 可见 单独使用 ≤ ≤ 及山梨酸钾对草莓

进行保鲜 试验∀ 平均感染率分别为 和

但二者混合使用 即 ≤ ≤ 与 山

海洋科学

≠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概率统计组编 正交设计法
∀ ∗



梨酸钾以体积比为 Β 的比例混合 则感染率仅为

与空白对照感染率降低 ∀这显然是由 ≤ ≤

薄膜对草莓呼吸的抑制作用和山梨酸钾对真菌的抑

制作用二者共同作用所致∀

本法简便易行 成本较低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此外本文对草莓的保鲜实验是在常温下进行的 如结

合冷藏条件效果无疑将更佳∀

 结论

 用加热法在 ε 制备 ≤ ≤ 产量最高 且

该温度下制得的 ≤ ≤ 对草莓的保鲜效果优

于其他温度下制得的 ≤ ≤ 及山梨酸钾∀

 将 ε 制得的 ≤ ≤ 浓度为 与

山梨酸钾 浓度为 二者等体积混合对草莓

的保鲜效果 最佳 与空白对照 感染率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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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壳质及其衍生物为载体的固定化技术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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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近年来甲壳质及其衍生物作为载体固定化酶和

细胞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 甲壳质是甲壳动物

外壳的主要成分 是自然界生成量仅次于纤维素的第

二大天然聚合物∀ 甲壳质的化学结构是由 2乙酰葡

萄糖胺通过 Β2 糖苷键连接而成的生物高聚物 其

化学性质稳定 而且耐热性好∀ 特别是分子中存在有

氨基 既易于与酶共价结合 又可络合金属离子使酶

免受金属离子的抑制 同时容易通过接枝改性 是一

种很有应用价值的固定化载体∀ 本文介绍了固定化载

体的制备!固定化方法和应用∀

 固定化载体的制备方法

 壳多糖的制备

以新鲜虾蟹壳为原料分别用 的盐酸和

的 浸泡除去色素!蛋白质和钙质 然后

用 ∗ 的浓碱处理加热 ε 保温 ∗

脱去乙酰基即成壳多糖 可溶于 的乙酸溶液≈ ∀

 磁性壳多糖球的制备

壳多糖通常是片状或粉状无孔物质 分子间结构

比较紧密 这一特点限制了其内部的吸收位点∀ 相比

之下 ƒ 是一种多孔物质有较大表面积 而且具有

磁性∀二者不溶解的 范围相同 将其结合制成磁性

壳多糖球 既可提高吸附能力 又降低了其在酸性介

质中的溶解性∀其具体作法如下 将 ƒ ƒ 盐的混

合水溶性与壳多糖的乙酸溶液混合搅拌 然后将

混合液滴入 ∗ 的 中 搅拌条件下即

可形成固化小球 磁性甲壳质和壳多糖球用磁铁收集

后用蒸馏水洗净 在 ∗ ε 干燥后即可作为固定

化载体∀ 酶被固定在这种载体上后 会很容易地用磁

性装置从反应的混合液中分离回收 从而方便了操作

和降低成本≈ ∀

 水性凝胶的制备

多聚阴离子和多聚阳离子的反应可形成多聚复

合物 这种复合物同组成它的单一物质相比在性质上

有明显的区别∀ 壳多糖是多聚阳离子 它可同多聚阴

离子如 ÷ !羧甲基纤维素!褐藻酸等反应形成水

性凝胶∀ 其具体作法如下 将 ÷ 溶液

用注射器逐滴滴加到壳多糖溶液中 ∗

并不断搅拌 室温搅拌 即可形成小球 然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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