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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壳聚糖的制备过程中 通过在稀酸脱钙阶段加入少量的助剂  改过去室温浸泡 ∗ 为  ε 下搅

拌  反应物质量比为   ≤Β助剂 Β蟹虾壳  1Β1Β 在浓碱脱乙酰基阶段加入少量助剂 改过

去  ε 下反应 为  ε 下反应 反应物质量比为   Β助剂 Β甲壳素  Β1Β 使壳聚糖的制备成

本较原工艺下降了   制备时间缩短了 半 产品的主要性能参数脱乙酰度 !粘度 !分子量等均达到或超过

美国 ≥公司同类产品≤≤2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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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壳聚糖≤作为一种天然 !无毒的有机高分

子聚合物 在水处理中具有越来越广泛的用途≈ ∗ 
它

不仅可取代传统的化学絮凝剂如明矾 !聚铁 !聚铝和

聚丙烯酰胺等用于原水的混凝净化处理 而且对水中

的 ≤⁄!染料和重金属离子等均有较好的去除作

用≈ ∗ 
目前日本每年用于废污水处理方面的壳聚

糖的量占其生产总量的  以上≈
而我国目前用于

水处理方面的壳聚糖工业化产品尚属空白≈
其主要

原因是壳聚糖的生产成本太高≈
因此 如何改进壳聚

糖的生产工艺 降低其生产成本 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 ∗ 
通过试验 笔者成功地探索出了一套制

备壳聚糖的改进生产工艺 使壳聚糖的制备成本较传

统工艺下降了   制备时间缩短了 半 而且产品

的主要性能指标均达到或超过美国 ≥公司的同类

产品≤≤2的指标 

1  实验部分

111  仪器与试剂

主要仪器和试剂  程控式恒温槽美国 °

公司 真空泵°÷2型 日本 ≠公司 可调式

恒温干燥箱÷2 型 国产 万能粉碎机 ƒ • 2

型 国产 所用试剂均为工业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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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用主要仪器和试剂  旋转粘度计×∂2

型 德国 ∞公司 红外光谱仪ƒ×2 ≥÷型 

美国 公司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112  制备与分析

称取干碎蟹壳 于 三口烧瓶中 缓慢向瓶

中加入  的盐酸溶液 和助剂  在  ε 下

恒温搅拌 进行脱钙反应 分离 !水洗 !中和 !滤干并

移至另一 的三口烧瓶中 并向瓶中加入   的

氢氧化钠溶液 在  ε 下恒温搅拌 脱蛋白 分

离 !水洗 !中和 !滤干后移至另一 的三口烧瓶中 

并向瓶中加入  的氢氧化钠溶液 和助剂  

在  ε 下恒温搅拌 后脱乙酰基 然后分离 !水洗 !

中和 !滤干 !烘干后得到壳聚糖产品 

将制备的壳聚糖与美国 ≥公司的壳聚糖≤2

按文献≈的分析方法进行脱乙酰度 !粘度 !粘均

分子量和红外光谱的分析测试 

2  结果与讨论

211  改进工艺的设计原理及最佳反应条件的确定

设计原理  针对传统工艺中存在反应时间长 !

反应温度高和浓碱消耗大等 大问题 为了提高反应

活性和加快反应速度 本文试验了系列酸碱反应促进

剂 发现助剂 和助剂 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它们不

仅可以大大减少相应酸碱的用量 而且使反应速度明

显加快 从而使反应过程中分子的断裂 !降解等副反应

大大减少 使产品的收率 !脱乙酰度 !粘度 !和粘均分子

量等均有所提高 成本大大降低 

最佳反应条件的确定  通过实验发现 对壳聚

糖的粘度 !脱乙酰度影响最大的是稀酸脱钙反应 在确

定促进剂前提下 对该反应的反应时间 !温度 !浓度等

进行了正交优化试验 结果表明 在脱钙反应中 当盐

酸的浓度太高    或反应时间太长  或反应

温度过高   ε 均可导致分子的急剧降解 从而使

粘度和分子量大大下降 失去应用价值 反之 当盐酸

的浓度太低    或反应时间太短  或反应温

度太低   ε 时 均可导致脱钙不完全 !脱乙酰度大

大下降 同样失去应用价值 只有将盐酸浓度控制在

  ∗   反应时间控制在 温度控制在  ?  ε

时 壳聚糖的粘度和脱乙酰度方可达到最大值 

其次 浓碱高温脱乙酰反应也对壳聚糖的粘度和

脱乙酰度有较大影响 当烧碱浓度高于   !温度高于

 ε 及反应时间超过 时 也会导致粘度 !分子量的

大大下降 尽管脱乙酰度很高 但粘度太低仍会失去应

用价值 正交试验结果表明 烧碱浓度控制在   ∗

  在  ε ?  ε 下反应 ∗ 可使产品的粘度和

脱乙酰度达到最大值 

2 .2  改进制备工艺与传统制备工艺的比较

种制备工艺流程对比列于图 
≈



图 1  2 种制备工艺流程的比较

ƒ  ×  

  种制备工艺经济效益的比较如表 和表  

从表 和表 可以看出 改进工艺比传统工艺降

低原料成本   和能耗 倍 缩短制备时间 半 经

济效益明显 

2 .3  自制壳聚糖与美国 ≥公司壳聚糖≤2的

主要性能指标比较

  从表 !图和图可以看出 自制壳聚糖与美国

表 1  2 种工艺原料成本的比较

×  ×  

原料

名称
规格

价格Π

元#

改进工艺 传统工艺

耗量Π# 单耗成本Π元# 耗量Π#  单耗成本Π元#

蟹虾壳 干品 1 1 1  1 1

盐酸 工业一级 1 1 1 1 1

烧碱 工业一级 1 1 1 1 1

助剂  自制 1 1 1

助剂  自制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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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种工艺的效益比较

×  × 

 

工艺
原料成本

Π元#
平均反应能耗

生产周期

Π

改进工艺 1  ε Π 

传统工艺 1  ε Π 

图 2  自制壳聚糖红外光谱图

ƒ   ∏ 

图 3  Σιγ µ α公司壳聚糖红外光谱图

ƒ   ∏ ≥. 

≥公司的壳聚糖≤2相比 二者的红外光谱相

似 而脱乙酰度 !粘度和粘均分子量等均超过 ≥公

司的壳聚糖≤2 

表 3  自制壳聚糖与 Σιγ µα公司壳聚糖主要性能指标

×  ×   

≥ ≤. 

产品 脱乙酰度Π 粘度Π°# 粘均分子量Π∏

自制壳聚糖   1 ≅ 

≥公司壳聚糖   1 ≅ 

3  小结

通过试验获得了天然有机高分子絮凝剂壳聚糖制

备的改进工艺 与传统工艺相比 制备壳聚糖的原料成

本降低   制备周期缩短 半 产品的粘度 !脱乙酰

度和分子量等性质达到或超过 ≥公司的商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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