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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用普通化学分析方法对红藻类的一种特殊海藻) ) 多管藻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化学成分测定∀ 结果表明 多管藻中铁!锌含量超常丰富 尤其铁元素含量

是其他藻类的近千倍 而 ° !≤ 等重金属含量极微 蛋白质含量在海藻中达

以上∀ 这在中国大型海藻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关键词  多管藻 化学成分 分析

Ξ  多管藻 Πολψσιπηονια υρχεολατα 属红藻

类 松节藻科 分布于我国黄海西岸 生长于低

潮间带岩石上 茎叶鲜红或黑红 直立丛生≈

因其化学组成较其他海藻有一定特殊性 故全

面了解其化学组成特性 对认识其功能和应用

价值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样品的采集及处理

样品于 年 ∗ 月采于青岛太平角

海域 株样在现场由海水漂洗 ∗ ε 风干∀
分析前先用剪刀剪碎 再用玛瑙研钵磨细至

目备用∀ 样品的标号及采集时间 年

月 日 幼苗期 年 月 日 成

长期 年 月 日 成熟后期∀

 成分测定及方法

 水分测定及方法 样品于 ε 烘

干至恒重 两次称量误差小于 ∀

 灰分 将已准确称重的干样放于坩

锅中 加浓 先在电炉上炭化 后移

到马福炉中于 ε 灰化至恒重 两次称量之

差小于 ∀

 元素含量 用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

光谱 ≤° 进行分析∀ 将已灰化好的样品定量

移至聚四氟乙烯罐中 加 去离子水

于 ε 恒温消解 然后过滤定容

至 ∀ 用 ≤ ° 进行分析∀

 碘含量 用亚硝酸2尿素法≈ 测定

将 干样放于坩埚中 加入 的

≤ 溶液 于马福炉中 ε 灰化

后用热蒸馏水提取数次定容 然后按前法测

定∀

 粗纤维 样品于沸腾温度下除去其

中水溶性!强酸溶性及强碱溶性溶解物 将残

余物灼烧至恒重 残余物与灼烧产物之差即为

粗纤维含量∀

 粗蛋白 用凯氏定氮法≈ 测出样

品中的总氮量 总氮≅ 即为粗蛋白含量∀

 粗脂肪 用索氏提取法≈ 在 ε

的恒温水溶中 用乙醚在索氏提取器内提取

后蒸去乙醚 准确称量残余物即为粗脂肪∀

 总糖 用苯酚硫酸法测定≈ 样品

在稀酸条件下 沸水浴回流 以葡萄糖为

标准液制作标准曲线 然后如前法测定∀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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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从表 可看出 多管藻基本化学成

分与其他红藻相比 总糖含量偏低 一般红藻

总糖含量为 ∗ ≈ 而粗蛋白含量与

粗脂肪含量偏高 粗脂肪一般为 尤其

是粗蛋白含量相当高∀在红藻中粗蛋白含量一

般都在 以下 而多管藻中粗蛋白含量在

以上 在成长期的 样中高达

实属罕见∀为了验证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作者采用紫菜在同样条件下做了对照实验 结

果表明 紫菜中粗蛋白含量为 与文献报

道相符∀ 多管藻中粗蛋白含量比褐藻中的海

带!马尾藻等都高出许多倍 比绿藻中粗蛋白

含量较高的浒苔 约为 ≈ 也高出许多∀

由此可见 多管藻是个丰富的蛋白源 极具开

发价值 进而推测其总糖含量偏低也是正常

的∀
表 1  多管藻基本化学成分含量 干计

Ταβ 1  Χοντεντσ οφ χηιεφ χηεµ ιχαλ χοµ ποσιτιον ιν

Πολψσιπηονια υρχεολατα

样品 水分 粗纤维 粗蛋白 总糖 粗脂肪 碘 灰分

表 2  多管藻中常量元素 干计

Ταβ 2  Μαχρονυτριεντ ελεµ εντσ ιν Π υρχεοιατα

样品 ≤ ƒ ° ≥

表 3 多管藻中几种微量元素 ≅ 干计

Ταβ 3 Σεϖεραλτραχε ελεµ εντσ ιν Π υρχεοιατα ≅

样品 ≥ ≤∏ × ≤ ° ≤ ≤

注 / ) 0表示该元素含量极微 检测不出∀

   由表 可看出 不同生长期的 !

! 样品的元素含量差别很大∀ 在生长幼

期 是含量最高的元素 而在生长成熟期及

生长后期 是含量最高的元素 并且 在不同

生长期的元素总含量也差别很大 基本与灰分

对应 生长幼期!成熟期及后期的灰分分别为

! 和 依次减少 对应元

素总含量也依次减少∀ 可能是由于随着生长期

的变化 体内某些组织细胞衰亡 其中的元素

便释放出来 溶于海水中 这在生长后期表现

得比较明显∀

 在表 中还可看出 ƒ !° 的含量在

多管藻中相当高 二者都是对人体极为有益的

元素∀ƒ 元素在一般海藻中是作为微量元素出

现的 不超过 ≅ 而在多管藻中达到

≅ 成为常量元素∀ ° 元素的含量也达

到 ≅ 这在其他海藻中是罕见的∀

 由表 中微量元素含量可知 人体

所必需的微量元素 !≤∏! 的含量也较一

般海藻丰富 尤其 元素∀值得注意的是 ° !

≤ 等重金属在多管藻中含量极低 在 ≅

以下 这是多管藻区别于其他海藻的又一

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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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对 Σψνεχηοχοχχυσβαχιλλαρισ Οσχιλλατορια λυδ Σχηιζοτηριξ χαλχιχολα Σπιρ2
υλινα πλατενσισ等 种海洋蓝藻的生长条件的研究表明 除 Σ πλατενσισ外 其他

种蓝藻在/ 0培养基中生长良好 外源生长因子对生长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Σ βαχιλλαρισ适应较高光强 其温度和 最适范围较窄 Σ χαλχιχολα 适应低光

强 其温度和 最适范围较宽 Ο λυδ 对光强!温度和 的适应范围最宽 Σ

πλατενσισ适应于较高光强 高温及高 ∀ 这些特点和它们不同的生态类型相关∀

关键词  海洋蓝藻 生长条件 适应性 生态类型

Ξ  海洋蓝藻的分离!纯化及培养方法国外已

有较为系统的研究 国内的工作则主要集中于

螺旋藻的海水驯化及培养条件的探讨1 2∀ 对

海生种类蓝藻的生长条件的研究则鲜有报

道1 2∀ 本文对 Σψνεχηοχοχχυσβαχιλλαρισ Οσχιλλα2

τορια λυδ Σχηιζοτηριξ χαλχιχολα Σπιρυλινα

πλατενσισ等 种不同生态类型的海洋蓝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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