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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梅徉研究所 )

, 。

梅水中除了 H
、

0
、

C
、

N
、

N
a 、

M g 、 p
、

S
、

月l、 K
、

C a
等 1 1 种大量元素外

,

还有种类

繁多
、

但合量极微的微量元素
。

·

至今在海水中已握侧出的微量元素有 41 种Lz01 ; 由于测定

方法所限
,

还未能将在陆地上所发现的全部金属元素都侧出
,

但可以推断
,

海洋中含有陆

地所有的一切金属元素
。
生长在这种均匀而特殊的介质中的动植物

,

其各种生理功能必

然会受到这些金属离子的影响
:
有的祖成糊胞厦

、

袖胞壁的成分
,

有的RlJ 构成酶的成分
,

有

的则对某种生理作用具有重要的功能
。

由此可知
,

研究诲洋生物体内的无机成分特BlJ 是

微量元素的合量与变异
,

对于了解它们的生命活动
,

以及对于研究微量元素的地球化学都

是非常重要的
。

在陆地上
,
植物对微量元素的吸收

、

代韵步和功能等方面已得到了

解刚
,

虽然几年前出版了有关海洋生物的元素成分的研究专著 [36]
,

但对于海藻的

此较少的
。

整
的了

研究还是

1 9 世耙中叶 M a la g u ti
,

D u ro
e he r

和 S a rs e a u d 以及 F o rc hh a
m m e r 最初定性地测定出

海藻中 Pb
、 A g

、

C “ 、
.

Zn
、

B
、

S r 、

Ba 等微量元素 [5]
,

其后陆擅发表了不少定性拮果
。

功 19 年 Co rn ec f16) 则首次用光谱法对海带类的微量元素进行了定性
,

.

mjJ 出
‘

As
、

A g
、

e o 、

C u 、

Mn 、
N i

、

Pb
、

z n 、

B i
、

s n 、

e a 、
M o 、

A u 、 sb 、

ce
、

B e 、

T i
、

W 和 v ; L a g ra n罗 和

Tc ha k iri an 甲
、

石桥和佐原‘3J ; Be ha rr ell ‘’〕也都用光谱法对各种海藻灰分进行了定性侧定
,

拮果大致与 Co
rne c

者相似
,

多侧出 H g
、

舜
、

Li
。

关于海藻中微量元素的定量
,

Mar ce let
、

Vi nc en t 又上各种海藻 中 Mn
合量的测定是比

较早期的工作 〔5 , 。 其后 C o r n e e “6] 对各种海藻中的 B e 、

G
a 、

S b 和 A u ,

扣
n e s

甲
、

Re
a
d 等〔, 日,

以及 w illia m s
等[ ,‘]对 A s ,

Oy‘z , l对 Fe 、

e u 、

M n
和 B

,

sm
a le s

和 s a lm o n 〔32] 对 R b 和 e s ,

E v a n s ,

K ip 和 Mo be rg ‘, “,对 以 K o n d。 等‘, ‘,对 B
,

B o w e n ‘, 5J对 s :
和 B a ,

B e rt : a n d 等‘卜12 ,

对 v
、

R b
、

硫 和 L i
,

w
e b b [, 7 1用光谱法对 sr 、 B a 、 B

、

A I
、

Mn
、 Fe 、

C u
和 p b 等微量元素

分别进行了定量分析
。

.

苏联学者对其本国沿海产海藻中的微量元素也进行了定量分析,,

例如 B H H 0 r p a 八o B 〔5 ]对 v 和 e
a ,

K a M o H e K a 只 [ SJ 对 s r ,

B pyao
B eR戒 [ SJ对

’

R a ,

几 ed o B 。: 12 0 1

对 B
,

B o p 0 6 o K 一

P OM aH o B a 睁。I对 R b
、

sr
和 B a

等的分析
。

B二H o r p a八。日c‘] 还侧得嗜钙石枝藻

(Li 功ot 加m 耐“。 ca lcis 。“ m )中合有希土元素氧化物总量为 5 火 10 一%
。

近年来发表了一些较全面的光谱定量工作
。

You ng 和
·

Lan sil le[ 侧 对加拿大产海藻mlJ

定了 5 1
、

z n 、 C u 、

M n 、

A s 、 p b
、

N i
、

C o 、

M o
.

等的合量 ; B eh
a rr e ll[ 7 ]对海带类中的 v

、 C r 、

z n 、

C o 、
N i

、

C u 、 z r 、

M o 、
G

a
‘L

a 、 S n 、 A g 、 A u 、 p b 、 T h
、

Sc 进行了定量 ; W ils o n 和 Fie ld e s [‘, I

对爱尔兰产旦藻中的 A s 、

A g
、

A I、 B 。 、 B 、 e o 、 e r 、 e u 、 F e 、

L i
、

M n 、

M。 、

N i
、

Pb
、

R b
、

sr 、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17 4 号
。

分析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协助下进行的
,

特此志榭
。



1一2 期 纪明侯
、

张燕霞 : 海藻微量元素的研究

sn
、

z n
等 18 种元素作了定量 ; Bl ac k 和 Mitch ell t13] RIJ 测定了英国产戮种褐藻的 c 。、

Ni
、

Mo
、

F e 、

p b
、

Z n 、

S。
、

v
、

T i
、

C r 、

A g
、

C u 、

M乎
、 B a 、

S r 、 R b
、

L i 等 1 7 种元素的含量 ; M i
-

tc he llll 4] 最近Rl] 从食物营养观点侧定了上述 Bl ac k 等所ffilJ 的前 14 种元素的含量
。

除了光

谱分析外
, F uk ai 和 Mei nk ell 月

近来4l] 用放射性活化分析法侧定了石薄和紫菜中的 v
、 A s 、

w
、

R e 、

A “ 和 Mo 的含量
。

除了上述定量分析外
,

为了进一步探索海藻对微量元素的生理要求
,

近几年还用放射

性同位素研究了海藻对微量元素的吸收和浓缩
,

例如褐藻对 Y 90 、
sr 四 和 s产 〔33]

、 一

co 自 ‘17]
、

I瑰 [sl]
,

椽藻对 z产 [zl1
,

褐藻和杠藻对 cs 以 [s0]
,

浮游植物对 ce 州网 的吸收和浓精等等
。

虽然国外作了不少工作
,

但也还不够系抗
,

研究的海藻多局限于褐藻的某几种 ; 并且

在我国关于海藻微量元素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始
。

因此
,

系挑地分析我 国沿海产各

种海藻的微量元素含量
,

以了解海藻对某些微量元素的积累状况和变异特点
,

这对于海藻

的食品营养
、

生理生化
、

人工养殖以及海洋中微量元素的地球化学等的研究工作将提供重

要的参考查料
。

本工作的部分拮果已于 1 9 59 年发表过 [2J
,

锡将大部分测定桔果报导如下
。

、

一 :
.

实脸用材料
、

仪器与方法

L 实骇材料 1)

分析用材料系 自我国南
、

北方沿岸各地采集的握济海藻
,

包括 30 份褐藻
、

13 份杠藻

和 7
‘

份椽藻
。

其中南方产焉尾藻类未走种名 者较多
。

季节变化分析中所用的海藻是在不

同时期从同一地点采集的
。

采到的海藻都没有接触到淡水
,

只是采后立郎晒干
,

保存于玻

璃瓶中
。

分析前
,

大部分释品是用剪刀剪翩
, :

小部分样品〔海篙子季节变化中 1 9 5 5 年 2

月以后的材料
,

参看表 5 )用磨碎机磨袖
。

取一定量守 10 , ℃ 烘干 3 小时
,

冷后称重量
,

然

后放焉福炉中 80 0℃ 碳化 8 小时
,

取出放干燥器中放冷后称重
,

保存于玻璃瓶中
。 ‘

分析时

取出一部分以璐瑙研钵磨成袖粉
。

n
.

实脸用仪器与方法
、

, ·

f

1
.

仪器
: H Ch佗 2

·

型水晶摄谱仪
、

M中一1 型侧微光度针和 n C一18 型映谱仪
。

2
.

摄谱条件与方法z): 用三透镜照明系就 ;电极距 1. 5 毫米 ; 以 22 0 伏
、

10 安的直流电

源作激发光源 ;狭推 10 微米 ;遮光板高 3. 2 毫米 ;下电极 (阳极) 为外径 6 毫米
、

内径 4 毫

米的石墨电极
,

孔深 4. , 毫米 ; 上电极 (阴极)为 同样直径的平头雄形石墨电极 ; 千板 为
A g f

。

kla
。

Ex tra ha rt; 款样为全燃烧 ;曝光时简的 3 分钟
。

根据光谱半定量拮果
,

确定使用 由 2弓多 Mg o 、 10 拓A lzO 3 、 3 0 外e a o
、

1 0务N aCI
、

5务

Fe
Zo

,

和 20 外si q 配成的合成基体
,

其中加入已知量的标准献剂
,

以此制成工作曲拔
。

海藻拭样的祖分为海藻灰
: M g o :

石墨粉 ~ 1: 1 : 1 ,

吨。 作为拭样的援冲剂
,

兼作

内标
。

方法的分析范围气0. 0 02 一1. “拓
,

单次测定均方簇差为 士 3一 士 12 多
。

所作工作曲极都是先扣除背景后
,

以 log R 对 log c 作图
。

由于在不同千板上摄错时

1 ) 大部分实脆用梅藻为本所海洋植物
嵌
室分类形态祖供抬并代为鉴定种名

,

特此致榭
。

2) 张 欲
、

张燕霞
,
1 9 5 9

。

侮藻中几种微量元素的光藉定量方法
。

即将在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丛刊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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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曲钱稍有平移现象
,

因此在样品分析时采用三标准栽样法
。

所采用的分析校对为
:

Ti Ti
30 78. 64

一Mg 2
790 .78 C u C u32 73. %

一M肋呱
78

V V 3 ls3
.

; s
’

一M g Z , 刃
.

, 5 A g A g 3 ssZ
.

sg

一M g 27如
.

75

s r s r时“
.

; ,
一M g Z, 如

.

7 5
‘

.

C r C r刃0 5
.

0,
一M g Z, 兑

.

,。

M n Mn Z
哪

.

6 5

一M g Z四 J
.

龙
.

M o M o , z”
.

3 ,

一M g Z , 卯
.

7 5

N i N i刃50
.

5 1
一Mg 2 7叨

.

, s
·

二
、

实 酸 桔 果

1
.

定性桔果

对各样品的谱拔检查桔果表明
,

海藻中大多都含有 N a 、

K
、

c a 、

M g
、

Si
、

Fe 、 Al
、

v
、

T i
、

B 、

M n 、

C u 、 B a 、 S r 、 Z n 、 A g
、

C o 、

L i
、

B e 、
N i

、

C r
等元素

,

个别海藻还含有 s n 、

p b 和

c d
。

分析样品没有事先作化学方法处理(如萃取
、

浓精等)
,

以除去干扰的天量元素
,

因此

估舒简有爵多微量元素受到大量元素的干扰而未能测 出
。

n
.

定量桔果

在光谱半定量的基础上
,

对于合量此较多
、

且为共同含有的微量元素 Sr
、

v
、

Ti
、

c u 、

M n 、

N i和 A g 进行了定量
。

1
. ’

碌藻类
:

共测定了 7 份( 5 种)椽藻
,

所得定量拮果如表 1 所示
。

表 1 我困沿海崖雄藻类的微量元案含量

T a ble l
,
T h e

co n te n t o f tr a c e e le m e n ts in C址
o
ro p h y e e a e o n th e C h in a e o a s t

,,

A
.

侮 藻 名 称
’’

B
.

采集地点点 C
.

采集日期期 D
.

灰分%%% E
.

烘干梅藻中的含量(m g / k g )))

(((((((((对烘干藻))))))))))))))))))))))))))))))))))))))))))))))))))))))))))))))) SSSSSSSSSSS fff

汾iii VVV M nnn C uuu A ggg N iii

刺刺松藻 c o d iu , n fr a g ileee 青岛太平角角 1 9 59 一 1一 1333 4 5
.

7 777 1 4 000 16 000 < 4 111 < 弓666 5 888 < 1222 < 2333

(((s
u r

.

)
‘

H a r io ttt
青岛贵州路路 1 9 5 8一 10一2 888 5 7几7000 2 0 UUU 5 555 < 5222

七七

4 111 3 lll < 2 888

砌砌1松蓬 C o d iu m
1

fr a 尸11巴巴福建度阴阴 1 9 53一 666 2 5
.

9 222 3 0 000 3 6 000 毛2 333 6 222 5 1 000 簇 3 777 < 1333

气气。u r
一

j 月 a r 10 ttt
青岛太平角角 19 58一 10一2 888 斗0

.

6 777 1 1 000 3 999 < 3 666 < 2 666 < 33333 < 2 000

淤淤 苔
,

石。 ze , o 二o , 户乃a 户r o ---

青岛贵州路路 19 5 8一 10一2 888 浮6
.

2 333 19 000
’

2 0 000 攫4 111 5 999 66666 < 2 000

lllije , a
(FI

.

D a n
.

) ]
.

A g
··

西沙孕岛灯擎岛岛 1 9 58一 5一丘丘 8 2
。

5 111 5
,

2 8 000 7 999 1 1555 创创 8 5 00000 < 4 111

石石 茸 U I, a la c t u e a L in n
··

西沙罕岛永兴岛岛 19 5 7一 555 7 7
.

0 333 8 , 2 0 000000000 5
,

4 8 00000 4 222

薛薛羽藻 Br 夕。户, i, 人夕户” o id e sssssssssssssssssssssss

LLL a m x
。。。。。。。。。。。。

大大叶仙掌藻 月“li ln cd
“ “a -----------------------

ccc 犷o lo b a D e e a is n eeeeeeeeeeeeeeeeeeeeeee

大大叶仙掌藻 H 六i二“
“ 二 “ -----------------------

ccc 犷0 lo b a D e e a isn eeeeeeeeeeeeeeeeeeeeeee

A = S p e e ie s o f C hlo r o p h ye e a e ;

B 台 L o e a lity o f c o lle c tio n ;

C = D a t e o f e o lle e tio n ;

D = A sh (%
o n th e b a s达 o f o v e n 一

d r ied s e a w e e d );

E = C o n te n r in o v e n 一

d r ie d s e a w e ed
.

2
.

杠藻类 :

共侧定了 13 份(12 种)杠藻
,

所得定量拮果如表 2 所示
。

3
.

杠藻石花菜中微量元素的季节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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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T a ble Z
。

T h e e o n te n t o f

我圃沿海座缸藻类的微量元素含量
tr a e e el e

~
n ts in R h o d o p hy e e a e o n t阮 C址 n a

co
. s t

A
.

梅 藻 名 称 毛
.

采集地点

石花菜 G o lid it’。

L a m X
。

“阴佣“‘

隋岛贵州路

小石花菜 G
.

d i, a r ic a , 。。

M a r t
. 福建

篱 G r a c i la , ia 少e , “c o s a

(H
u d s

.

) p a p e n f
.

篱 阶
a c ila , ia t, e , “c o , a

(H
u d s

.

) p a p e n f
.

福建厦阴

广东海丰县

江江

扁江禽 G
.

t e x t o rii

l
·

A g
. (su

r
·

)l青岛中港

梅籍 ‘20 10 户el, i, f“r c a za
(p

·

e r R
.

) 1
.

A g
·

麒麟菜 E、加
u , “ sP.

角网藻 c e , a t o d ic t夕o n s户。”
·

g 多。 ‘u 阴 Z a n a r d in i

蚁蛆藻 Gr
a te lo “户ia 了ilic io a

(w
u lf

.

) C
.

A g
.

沙 菜 H 夕户, e a
i
a户。” ic a

T a n a k a

三叹仙菜 c e r a m i“ , n 左o n d o i

Y e n d o

麟搞菜 C a lo g lo , ‘a le 户, ie 。犷i‘

(M
o n t

.

) ]
.

A g
,

珊瑚藻 C o r a lli, a o fjic io a li,

L in n
-

青岛贵州路

四沙擎岛竟出礁11 9 5 8一 5一加

梅南岛抱虎角

青岛贵州路

广东上川岛

山东荣城

⋯
、

{青

建漳浦

岛大麦岛

SSS rrr T iii VVV M nnn C uuu A ggg N iii

{{{{{ 13 000 斗444 < 999 2 2 000 l 888 < 1 111 < 5 000

111 0
.

0 222 9 6 000 5222 < 2 111 13 0
...

888 < 1 444
产产

222 4
.

0 444 8 666 7 555 < 2 666 2 2 000 < 222 簇 1 999 < 1222

222 9
.

6 888 7 888 3 1 000 < 1 555 15 000 2 222 < 2 000 < 1555

111 6
.

9 111 8 0 000 7 444 3 555 4 555 555 < 999 < 999

333 9
.

2夕夕 3 6 555 < 2 555 < 2 444 < 2 777 555 ( 3 000 < 2 000

222 6
.

2 666 2 0 000 1 1000 < 3 888 < 3 999 2 1 000 < 3 999 < 1333

。。

4 2
.

0 999 8 666 夕夕 < 3 555 3 222 1 7 00000 < 2 111

333 8
.

5 777 6 1000 8 888 3 000 4 666 弓11111 ( 1999

333 3
.

6 888 83 000 1
,

9 0 000 < 1 777 1 7000 5 00000 < 1 666

111 9
.

2 00000 3 9 000 2 222 5 0 000 4 66666 < 999

111 6
.

5 1111111 簇 666 1 0 000 2
,

3 6 00000 < 888

666 3
.

2 0000000 15 00000 簇 77777 3 888

888 2
.

0 000000000000000 < 4 111

E x P la n a t io n s a r e th e s a m e a s sh o w n in T a b le 1
.

样品是在不同月份从青岛青州路海产养殖锡前一定地点采集的
。

我们ffilj 定了其中所
扩

合 8 种微量元素的季节性变化
,

所得拮果如表 3 和图 1 所示
。

表 3

T a b le

石花菜中微量元素含量的季筋变化(毫克/公斤 )

3
。

S ea
s o n a l v a r ia t io n s in th e c o n t e n t of tr a e e

g / k g

Sr毛
e le m e n ts in G e , idi u m o m a n sii L ~

x
.

(m g / k g )

|协|一
A. 梅藻采集

日期

B
一

采 集
地 点

·

C. 灰分
%

(对烘
M n lC U A g 1 N i

M n 5 0 0

} }干藻 )

1 9 5 8一 9一22隋岛贵州路 2 2
.

7 0

2 6
.

8 8

3 4 0 1( 2 0 152 0 2 1< 1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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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藻类
:

.
’

共侧定了3 9份褐藻
,

其中 20 份已知为 14 种
,

‘

其他 10 份只知属名
,

所得拮果如表 4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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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藻海篙子中微量元素的季节变化
:

样品是在不同月份
,

从青岛大麦岛湾一定地点采集的
。

我们ffilJ 定了其中 7 种微量元

素合量的季节性变化
,

所得拮果如表 5 和图 2 所示
。

三
、

封 箭

椽藻中(表 1 )一般 sr
、

J

Ti
、 c u

较多
,

M n
次之

, v 、 A g 和 Ni 最少
。

育枝济苔中 Sr 较

其他种类为多 ;我国南海岛屿
,

如西沙晕岛产热带种椽藻大叶仙掌藻为含钙厦特别多的海

藻
·

含 Sr 量最多
,

达 ”,“““毫克 /公斤
。

海水中 ”r/ Ca 比为 “
·

0.5 3 〔341
·

海藻中今存在着某种
程度的 sr 一c a

关系
,

平均 (sr / ca ) x l
,

00 0 为 2
.

9一 3
.

4国
,

因此可推知
,

合钙质多的海藻

中含 s: 量一般也是高的
。

大叶仙掌藻中 c u
含量也很多

,

达 8 50 甚至 弓
, 5 0 0 毫克 /公斤

,

是值得注意的
。

椽藻中的 Mn
含量大致与 M ar ce let [36] 对石尊和松藻的 25 一80 毫克 /公斤

以及 v in
C e n

tlss , 对淤苔的 : , 毫克 /公斤夯析值相近
,

但 M itc he llll ” 对岩生刚毛藻 (cla do
-

琳
口ra 阳Pe 了tr 行)的分析值为 1, 26 0 毫克 /公斤

。

杠藻中(表 2 )一般锐来 s r 、

Ti 较多
,

M n 、

c u
数值大致相接近

,
’

v
、 A g

、‘

Ni 最少
。

小

石花菜
、

麒麟菜
、

鹤媳菜和珊瑚藻中 s r
含量较多

,

达 6 10 一 9 60 毫克 /公斤
,

有兴趣的是
:它

们多是亚热带和热带温水种类
。

M ar
c d et 侧得姗瑚藻中的 Mn

含量为 22 毫克 /公斤
,

而

我俩的桔果是 10 0 毫克 /公斤 ;鹤媳菜的 M n
含量达 卯。毫克 /公斤

。

麒麟菜中 C u
合量为

2 10 毫克 /公斤
,

比其他种杠藻的合量为高
。
最惹人注意的是

:
鹤媳菜中 Ti 含量高达 1, 9 00

毫克 /公斤
, C u

含量高达 2 , 3 60 毫克 /公斤
。

杠藻石花菜中微量元素含量的季节变化
,

如表 3 和 图 1 所示
,

其趋势是
:
秋季 9

、

加 月

时各种微量元素都比较多
: s : 为 6 7 0 , T i 3 斗。

,

M n 弓2 0
,

e u 为 4 1 毫克 /公斤 ;而冬季自p 1 2

月时则普遍降低
: sr 为 64

,

Ti 85
,

M n
60

, ’

c u 为 2 毫克 /公斤
。

石花菜为优良的琼胶制造
·

原料
,

这些微量元素的变异与藻体内的琼胶合成是否有关
,

B[J 有待进一步研究
。

国外对褐藻微量元素的分析作的此较多
,

但分析样品多为我 国没有的海带属欧洲种

类和墨角藻属褐藻
,

对其他属分析的很少
。

我们的分析拮果表明
,

褐藻中思尾藻类的 sr

和 c u
合量普遍高

,

Ti 和 Mn
次之 ;海带叶片中 s :

较少
,

而根部BlJ 高
。

表 5 和图 2 为海篙

子中微量元素含量的季节变化拮果
,

虽然其变化趋势并不观律
,

但大致还是可以看 出
: sr

含量在冬季 1 1 、 12
、

1 月时较高
,

达 4
,

1 00 毫克 /公斤
,

而夏季 5
、

6 、 7 月时较低 ; C u
含量

也似乎是在 9一10
, 3一4 月时较高

,

而 6一 8 月时较低
。

海篙子为我国北方制造褐藻胶的

主要原料
,

已确定 9一 12 月时为褐藻胶平均含量较高的季节
,

而 5一 7 月为合量较低的时

期〔’】。 微量元素 s r 、 c u
合量的悄长大致与此相吻合

,

Bl ack 等fl31 曾推测微量元素在褐藻

中可能被吸附在褐藻酸和褐藻糖胶上
,

或者与这些多酪成桔合状态存在
。

关于微量元素

的存在状态以及与多酪之简的关系等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简题
。

人们早就知道
,

海藻中的某些元素含量远比海水中合量为高
,

例如含碘量平均 1 公斤

海水只合 , x 10
~ 2
毫克洲

,

但褐藻中却有比周围海水浓度高达 1 万倍多的高舍量 的 碘
。

海水中的 B :
合量虽比碘量高豹 20 0 倍

,

但褐藻中 B :
含量却只有正常 海带含碘量 的

1/ 4一1/ 5[ 斗〕,

这表明海藻具有选择性吸收能力
。 E va ns 等 [l81 对褐藻中 R a

合量分析精果表

明比海水中的浓度高豹 10 0 倍
。

Bl ac k 等[1a] 对褐藻的分析拮果也指 出 Ti
、

v 、

sr
、

Ni
、

z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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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和 M 。

在海藻中的浓缩倍数
,

例如
:
掌状海带(La , ￡na ria d 啥ita

t
a) 叶片中 s r

含量比海水

中浓鹰高 90 倍 ; 螺旋墨角藻 (F
“‘“, 护加lis ) 中 v 舍量达 3 00 倍

,

Ti 合量竞达 10
,

00 0 倍
。

我们将表 5 所列海篙子中的 s r 、

Ti
、

v
、

M n
和 c u 的合量换算成对新解海藻重量 (以

6 斤鲜藻晒干
、

烘干后为 1 斤针) 的含量
,

则这些元素在海篙子中的合量对悔水中合量的
比例(浓精倍数)如表 6 几所示

。

表 6 海篱子对几种微量元素的波缩倍数
‘’

T a 卜le 6. T h e
ra t加

5 o f so m e tra
e e el e m e n t‘ in

l

Sa
r g a ss 。爪 p a ll idu m to th o s e in s e a w a te r

A .’
微量元素

B
.

海 篙 中 的 含 量

{
c

·

毫克 /公斤烘干藻
{

D
·

毫克 /、斤解藻
梅水中的含录
(毫克 /公斤)

F
.

浓 希 倍 数

on
一no八U,了nUCUCUO

on
�,了n�

,.夕.口

队卜一⋯
S r

T 1

l
,

2 0 0一4
,

0 0 0

4 3一 1 6 0

3 4
小

咚0

6 5一 4 3 0

2 0 0一7 0 0

7一 2 7

6

2 0一

9 0 0一3

2

1 1一 7 0

1 0 [ , 。】

0
.

0 0 8 [ 2
, ]

0
.

0 0 3 [ , , 1

0
.

0 1 t8 4 1

0
.

0 2 5 t。‘1 4 0 0一3

v

MllCu

A = T r a c e e le m e n t s :

B = C o n te n ts i n s a r g a 了s“叨 Pa llid t‘切 ;

C = m g p e r k g o f o v e 一i 一d r ie d s e a w e e d ;

D = 川 9 p e r k g o f f r e sh s e a w e e d ;

E = C o n t已n ts 10 s e a w a t e r
(。 g / k g ) :

F 士 R a ti o s
.

郎海篙子对这些元素能够浓精 20 一3
,

00 0 倍
。

Sr 虽然浓精倍数只有 20 一70
,

但其艳

对量是比较最多的元素
。

我们在此实输桔果基础上曾握考虑海篙子是否有制取蟋盐的价

值的尚履
,

初步对海篙子灰分以热水萃取法和 N ocl 萃取法进行分离鳃盐贰输
,

但所得蟋

盐收率太低
1) ,

因此
,

用海藻制取鳃盐目前看来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

应当指出的是
:
某些海藻 (特别是海篙子 ) 在某个生长时期

,

藻体上附着有不少软体

动物卵或苔藤虫
,

是否会抬分析数值带来偏高影响 (例如苔薛虫对 sr 量分析值的影响 )
,

还不清楚 ; 另外
,

少部分祥品用铁制磨碎机磨袖
,

样品中的铁舍量可能增高[ls]
,

对于某些余

属元素的侧定可能会带来干扰
,

但没有进一步征明
q

四
、

桔 藉
’

用 H c n 一22 型水晶摄谱仪以光谱法对中国南
、

北方沿岸产 7 份 ( 5 种 ) 碌藻
、 1 3 杯

( 12 种 )杠藻和
,

30 份褐藻 (其中 20 份已知为 13 种
,

另外 10 份只知属名 ) 中所合微量元素

进行了全定性
,

并对 sr 、
v

、

Ti
、 c u 、

Mn 、

Ni 和 A g 作了定量分析
。

测定了杠藻石花菜和褐藻海篙子中微量元素含量的季节变化
。

「
一

最后估算了新解海篙子中所合微量元素对海水中微量乖素含量的比值
,

得知敲藻可

以浓精 s r Z o一 7 0 倍
, T i 9 0 0一3 ,

0 0 0 倍
,

v Z
,

0 0 0 倍
,

M n 7 0 0 倍
, e u 4 0 0一 3

,

0 0 0 倍
。

l) 根据祀明侯
、

张燕霞 1 9 6 1 年未发表背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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