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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研 究 了甲壳胺作为絮凝 剂对褐 藻胶 胶液 的絮凝 作用及漂浮效果
。

结 果表明
, 甲

壳胺对揭藻胶胶 液具有较强 的絮凝作用
,

其中
,

甲 壳胺 旧量 的漂浮效果较好
,

可 大大缩短漂浮时间
,

对清胶 炭 的 透 光率
、

拈 度和 胶 收率均有不 同程度 的提 高
。

在

褐 藻胶实际 生产中
,

用 甲壳胺作絮
,

艳 剂
,

可将 间歇 漂浮工 艺 时 间从 缩

短至 , 并可 实现漂浮工 艺连续 化
,

同时捉 高 了胶 , 交率
。

关键词 甲壳胺 揭 藻胶 漂浮工 艺 絮凝 剂

褐藻胶生产发展至今
, 已基本实现生产过程 的连续化〔 , “ 〕。

褐藻胶生产中
,

藻体经碱

消化后
,

成为浆状粘稠胶液
,

其中含有大量纤维素
、

半纤维素
、

蛋 白质
、

色素
、

糖胶
、

海藻

皮
、

泥沙等不溶性杂质
,

统称为残渣
。

残渣吸水膨胀
,

悬浮于胶液中
,

具有可塑性 又因胶

液浓度高
,

粘度大
,

给过滤工序造成困难
。

生产中
,

过滤前胶液经稀释后
,

用漂浮法或沉降

法除去大部分残渣〔 , 〕。

沉降法因工艺周期长 达
,

沉降池容积大
,

清胶液得率低
,

已

基本不采用
。

漂浮法是用机械混气或加压溶气的方法将胶液乳化
,

静置后使渣层漂浮
,

再分

离除去渣层
。

实际生产中多用间歇漂浮的方 法
。

但间歇漂浮使整个褐藻胶生产过程不能达到

完全连续化 漂浮时间长
,

所需漂浮池数量多
,

容量大 清胶液回收量大
,

得率低 清胶液

中含渣及糖胶量高
,

不利于下工序的处理
,

对产品的透 明度也有不 良影响
。

国内曾有人对漂

浮工艺作过改进
,

有些实验实现了生产设备的连续化
,

但因漂浮效果差不能在实际生产中应

用
。

研究发现
,

选择有效的絮凝剂是改善漂浮效果的关键
。

甲壳胺是带有氨基的壳聚糖
,

为

阳离子 电解质〔 〕,

对有机悬浮颗粒具有较好的絮凝作用
,

已在许多领域广泛应用〔 一 〕。

本

文采用甲壳胺作絮凝剂
,

探讨了甲壳胺对褐藻胶胶液的絮凝作用和对漂浮效果的影响
,

并进

行了实际生产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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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下 甲壳胺及甲壳胺溶液配制

甲壳胺 青岛利中甲壳质公司出品
,

虾壳类
,

脱 乙酞度 写 以上
,

工 业 级
,

粘 度
· 。

甲壳胺溶于 醋酸溶液中
,

配成 甲壳胺溶液
,

备用
。

胶液及稀胶液制备

胶液 年 月取样于青岛黄海海藻工业公司褐藻胶生产中的待漂浮 胶 液
,

含 胶 量

编
。

褐藻胶生产原料为山东荣成产海带
。

将待漂浮胶液在搅 拌 中加水稀释
,

混均
,

配成

粘度 褐藻胶生产监控指标
,

用乌氏粘度计流 出时间秒表示
。

以下同 的稀胶液
,

备用
。

甲壳胺絮凝作用实验方法

将甲壳胺溶液用 醋酸溶液稀释
,

分别配成
, , ,

浓度的

甲壳胺稀溶液
。

取稀胶液 份
,

各
,

搅拌中室温下分别加入上述甲壳胺稀溶液
,

混均
,

使甲壳胺浓度分别达 到
, , , ,

以下同
。

并取 份

胶液
,

加 蒸馏水作空 白对照
。

立 即泵入微型离心泵
,

控制流量
,

进 行 发

泡
。

取发泡液于 量筒中漂浮
,

计时
,

观察漂浮效果
,

分别 在
, , , , ,

, ,

测定液渣 比
。

漂浮结束后
,

测定清胶液透光率
、

粘度和胶收率
。

甲壳胺用作絮凝剂在大生产中的应用
,

于 年 月至 年 月在青岛黄海海藻工业

公司褐藻胶生产车间进行
。

。

测定方法

液渣比的测定 液渣 比是胶液发泡静置后
,

海带渣 包括海带皮
、

纤维及糖胶等 上浮成

渣层
,

下层形成澄清胶液
,

清胶液体积与吸 出的全部渣层体积之 比
,

即为液渣 比
。

粘度 用

乌氏粘度计 测定〔 〕,

测定温度 ℃
。

透光率 用 一分光度计测定
,

以蒸馏水作参 比
。

胶收率 褐藻胶成品 干粉 相对于海带原料 干品 的得率
。

。

主要仪器与设备

一 型微型离心泵
,

乌氏粘度计
,

一型分光光度计等
。

结果与讨论

甲壳胶的絮凝作用及对漂浮效果的影晌

考察絮凝作用和漂浮效果的指标一般有液渣 比
、

时间
。

本文对这些指标分别作了分析测定
。

甲 壳胺衬液渣比 的影 响

液渣 比的高低是表征漂浮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
。

胶液透光率
、

胶液粘度
、

胶收率和漂浮

液渣 比高
,

则形成的渣层致密
,

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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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液分离
,

且因渣层含胶量低
,

胶收率也将较高
。

本实验中
,

稀胶液用 甲壳胺作絮凝剂
,

漂

浮 一般漂浮工艺所用时间 后
,

测定液渣 比
。

结果表明
,

甲壳胺浓度较低时 。一
,

液渣比随甲壳胺用量增加而增加 而 甲壳胺浓度较大时 一
,

液渣 比反而减小
,

可

能是多量的甲壳胺不仅与糖胶
、

纤维等渣质作用
,

还使部分胶质絮凝所致
。

实验还发现
,

甲

壳胺用量为 时
,

液渣比最高
,

达 图
。

甲壳胺时胶液透光率的影 响

实验发现 , 用甲壳胺作絮凝剂
,

漂浮后清胶液透光率比不用 甲壳胺的高
,

且随甲壳胺用

量的增加而增高 图
。

表明甲壳胺用量增加
,

其絮凝作用也增强
,

胶液中的渣质上浮凝聚

成渣层的量也增加
,

胶液中杂质减少
,

从而使胶液透光率增高
。

卫
匆
悦

﹃示玲哭梢

甲壳胺用量 阳 甲壳胺用是 日

图 甲壳胺对液渣比 的影 响 图 甲壳胺对清胶液透光率 的影响

甲壳胺对胶液粘度的影响

粘度是终产品的品质指标之一
,

无特殊需要时
,

粘度越高越好
。

实验发现
,

甲壳胺使胶

液粘度略有增加
,

至 时达最高
,

而超过 时
,

粘度又下 降 图
。

粘 度 下

降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过量的甲壳胺使部分大分子胶质成分絮凝随渣漂浮至渣层所致
。

甲壳胺对胶收率 的影 响

甲壳胺用量较少时
,

随甲壳胺用量的增加胶收率有布增加
,

达‘”只 时最高 甲壳胺用

量较大时
,

胶收率比不用 甲壳胶 时的低 图
。

甲壳胺使漂浮作用增强
,

胶收率提高 而过

量的甲壳胺则使部分胶质随渣质絮凝而损失
,

胶收率因此降低
。

这与液渣 比及粘度的结果相

吻合
。

︵巴整蓉袋

印 亮肢用 , , 甲亮胺用里

图 甲壳胺对清胶液枯度的影响 图 甲壳胺 对胶收率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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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时间的选择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
,

甲壳胺用量在

时
,

液渣比
、

粘度和胶收率均较高
,

透光率也

高于空 白对照 其次为 用量
。

因此
,

本

文确定 以 甲壳胺为最佳用量
。

对该用量

下不同时间测得的液渣比分析表明
,

达到

了与空白对照 相同的液渣比 图
。

此 时

的清胶液粘度
、

透光率 和胶收

率 均比空 白对照 的高 分别为
,

不
一

蕊三舀习一墨

仁乙福到国
皿

。

时 几〕

图 液渣 比与漂浮时间的关系

,
’

一 上

和
。

因此
,

用 甲壳胺漂浮
,

即可达到预期的漂浮效果
,

从而 大 大

缩短漂浮时间
,

并对胶液的粘度
、

透光率和胶收率都有所提高
。

。

甲壳胶在揭燕胶生产中的应用

在实际生产间歇漂浮工艺中
,

取 甲壳胺用量试验
。

结果表明
,

漂浮时间可缩短至

原间歇漂浮工艺为 ,
,

底层渣少 , 上层渣较密而薄
,

放池时渣层无松动现象
,

胶液损

失少
。

与未加甲壳胺的漂浮工艺相比
,

清胶液透光率平均提高
,

粘度增 加
,

胶收

率提高 表
。

表 甲壳胶在揭筑胶生产漂浮工艺中的应用效果 均为 批次平均值

率收胶率光透甲壳胺用量 漂浮时间 粘 度

臼决毖内西

⋯
﹄工勺︸勺孟,二司上心甘,自了丹

⋯
﹄‘甘份甘口对照 间歇漂浮 。 ‘

·

间 歇漂浮 ‘ 工
·

“
·

连续漂浮 ‘ 连续 “
·

连续漂浮 “

一 一塑址一一二竺二一

用 甲壳胺进行了连续漂浮试验
,

漂浮池体积 “ 。

用甲壳胺作絮凝剂可实现漂

浮工艺的连续化
,

胶液流量可达 ” ,

使漂浮速度加快
,

提高了漂浮效果
,

大大 提高了

生产效率
。

清胶液透光率
、

粘度
、

胶收率等也均有提高 表
。

考虑到成本因素
,

还进行了 甲壳胺用量连续漂浮的试验
。

胶液流量 ” 。

如此

也实现了漂浮工艺的连续化
,

清胶液透光率
、

粘度
、

胶收率等也略有提高 表
,

但在放池

时易出现掉渣现象
,

漂浮效果比
’“的略差

。

结 语

甲壳胺对褐藻胶生产漂浮工艺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

甲壳胺作絮凝剂
,

可提高漂浮效果
,

缩短漂浮时间
,

提高胶液透光率及胶收率
。

甲壳胺用量在实验室及大生产中均取得较

好结果
,

可实现漂浮工艺的连续化
。

本研究为提高褐藻胶生产漂浮 艺的漂浮效果
,

实现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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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工艺连续化提供了资料
。

这对最终实现整个生产过程的连续化
,

缩短工艺流程时间
,

提高

生产效率
,

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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