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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纤维超滤膜浓缩

胞外多糖 $%&’()* 发酵液的研究

摘 要 采用了截留分子量为 !"#""" 的内压式中空纤维超滤器对

微生物胞外多糖 $%&’()! 发酵液进行浓缩分离的研究。

研究表明，膜的透过通量受温度、料液浓度、操作压力等

操作参数的影响，其中高温、低浓度的料液在较高的操作

压力下有较高的透过通量。经过稀释、离心除菌的发酵液

比不经过处理的发酵液透过通量高，衰减慢。"*"!+$, 下

对 -.的料液 -/ 超滤浓缩，可得到 !*0.的浓缩液，多糖回

收率为 01*2.；"*)+$, 下 "*!.的料液可浓缩至 1*’!.，浓

度提高了 (*’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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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胞外多糖发酵液经过浓缩分离可获得液

剂或固体粉剂的产品。这些产品必须具有性能稳定，

易于处理、运输、储存和应用方便，溶解快的特点。含

有菌体的多糖在食品和许多工业领域中的应用受到

限制。经过过滤除菌或酶法除菌的多糖都进行了适

当的稀释，稀释的产品不方便运输和储存。此外，残

余的培养基成分会使储存的多糖无论液剂还是粉剂

均产生异味。采用膜分离技术对多糖的发酵液进行

预处理，不仅可以浓缩澄清的多糖，还可分离发酵液

中残余的培养基组分，包括糖、含氮物质、无机盐等

等。中空纤维超滤法与其他形式的平面膜超过滤系

统相比较，由于膜孔径小，增加了液体流动的剪切

力，过滤时不容易产生浓差极化，提高了过滤效果，

并具有同时进行脱盐与浓缩、操作方便、能耗低、效

率高、条件温和等许多优点，故已应用于食品与医药

工业中高分子的浓缩、纯化和分离 .%/)0。

本文对采用中空纤维超滤器对放射形土壤杆菌

12+%3 发酵生产的微生物胞外多糖 4"(2+%3 进行了

浓缩的研究。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与设备

放射形土壤杆菌 12+%3 为华南理工大学生物

科学与工程中心从自然界筛选得到.+，30；其他试剂 均

为市售生化试剂。

内压管式中空纤维膜组件 截留分子量 3$，$$$，

海南立升超滤设备厂；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56-3+，

上海分析仪器设备总厂。

)+! 膜通量,-.的测定

一定操作压力下，水或溶液通过超滤膜的透过

液为一定体积768时所需要的时间798，用单位时间内

通过单位面积7"8的透过液量表示：

:;6 < 7"=98
式中，:(.> < （?#·@）0或.?A < B?#·@0；

6(透过液体积，> 或 ?A；
"(膜的有效面积，?# 或 B?#；

9(超滤时间，@ 或 ?CD。

)+# 聚合物收率的测定

E（F）; 浓缩后聚合物浓度=浓缩液体积
浓缩前聚合物浓度=浓缩前溶液体积

=%$$F

! 结果与讨论

!+) 分子量分布

钟 颜 麟 等 对 4"(2+%3 典 型 产 品 的 G4H 分 析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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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图 !）表明，其重均分子量 "#$%&’()!’*，数均分子

量 "+$!&,%)!’*，分子量分布宽度 （聚合分散度）-$
"# ."+$!&!/。发酵培养的条件会影响 0123/!* 的分

子量，因此发酵条件不同的发酵批次，所得多糖的分

子量和性能会有一定的差别4/5。

!$! 料液浓度的影响

在 !0 为 ’&’*"06，%’7下，分别对浓度为 %&*、*、

!’、%’、8’9 . : 的料液的超滤浓缩进行了研究。超滤开

始运行稳定后，短时间内测定透过液的通量，分别比

较了不同浓度下的透过液通量，如图 % 所示。

从图 % 中可看出，膜的通量与料液的浓度相关，

随多糖的浓度增高而下降。这是由于进料浓度越高，

以膜为界面所产生的渗透压力越大，压力方向与透

过推动力方向相反，因而会有较低的膜通量。012
3/!* 是假塑型流体，流体的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增大

而降低。研究报道，在超滤前让黄原胶在高温、高搅

拌速率下处理一段时间，对超滤浓缩有明显的促进

作用。此外，提高进料的速度和湍动程度，增加溶质

的反扩散，降低溶质积累也可减轻浓差极化。定时的

反向进料由于改变进口位置而降低多糖在进口区域

的累积 4;<35。

!$# 操作压力的影响%&’

;’7，%9 . : 的 多 糖 溶 液 分 别 测 定 在 ’&’*、’&!、

’&!*、’&%、’&%*"06 下超滤开始时的通量，结果如图 8
所示。

从图 8 中可看出，超滤压差增大可提高超滤的

通量。然而压差增大同时也会加速膜的压实，使通量

下降，并且能耗大，故操作压力差也不是越大越好。

图 / 是 ;’7 下 ，*9 . : 的 多 糖 分 别 在 ’&’*"06 和

’&!"06 压差下超滤浓缩的。结果也表明，增大压差可

以提高膜的透过通量。此外，超滤膜组件越长，压力

损失越大，故在超滤器放大时，必须考虑压力损失，

长度不宜过长，进口压力需要调高一些，以保证出口

处有一定压力。

!$( 操作温度的影响

压差为 ’&’*"06，浓度 *9 . :，不同的温度（%’、/’、

;’7）下，研究温度对超滤通量的影响，结果如图 * 所

示。从图中可看出，通量随料液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温度升高，料液的粘度下降，有利于溶液组分的

扩散和料液在膜组件中的流动，减缓浓差极化。但提

高料液的温度也必须考虑能耗、膜组件的性能，并且

应限制在不使产品变性的范围内。在黄原胶的产品

回收中，有报道发酵液超滤处理的最适温度在 ;’<
!*’7。 本 实 验 使 用 的 膜 组 件 要 求 处 理 温 度 小 于

;*7，因此研究中采用的最高温度为 ;’7，从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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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看出，温度进一步的提高将更有利于浓缩。

!"#$%&’ 是热敏性多糖。(%)

图 * 是 +,&- !"#$%&’ 旋光分析结果，!"#$%&’
的旋光度随温度升高而升高，在 %+./+0范围有明显

的转变过程，多糖分子发生了构象转变。!"#$%&’ 多

糖分子在常温下为有序的螺旋结构，随体系温度上

升，螺旋结构被逐渐打开，多糖分子成为随机线团，

在水相中呈无序态。+,’-的多糖 $+0以上加热形成

凝胶。

图 / 是 !"#$%&’ 凝 胶 的 1"2 分 析 结 果 ，!"#
$%&’ 凝胶的最大吸热峰温度 !3 在 $+0，起始吸热温

度 !4 在 %’0左右。

!$% 料液预处理的影响

超滤浓缩的料液必须是均一的溶液，如果含有

不溶性的组分，则会造成膜孔的堵塞，降低超滤浓缩

的效率。细菌菌体细胞直径在 &.&+"5 容易堵塞膜

孔。研究显示，经过压力过滤的发酵液可浓缩至 6+.
&’+7 8 9，比不除菌的情况提高 &,&6.:,:& 倍，粘度达

&+.:+!;·<。(&=)将发酵液稀释到 :.=7 8 9，粘度为 +,%.
+,’!;·< 时，离心可部分去除菌体，上清液的透光率比

离心前增加了约 =+-左右，粘度差别不大。在 *+0，

+,+’>!; 下，比较 :7 8 9 部分除菌和未除菌的发酵液

的超滤浓缩发现（图 6），部分除菌的料液透过液通量

大于不除菌的。未除菌的料液超滤过程中通量的衰

减也明显快于对比料液。这表明，料液中的菌体造成

了膜的污染，阻碍了分离的进行。发酵培养基如果使

用了不溶性的培养基成分，超滤前的粗滤就显得更

为重要。

微生物胞外多糖发酵产品的纯化还可采用酶法

或二次发酵法来去除残留的菌体。(&+.&%)图 $ 比较了经

过 酶 处 理 的 发 酵 液 与 未 处 理 的 发 酵 液 ， 在 :+0，

+,+’>!; 下超滤浓缩的情况。结果表明，对比的样品

没有明显的差别。从图中可看出，在超滤初期处理的

样品通量大于对比样品，但很快这种差别就不显著

了，并且有小于对比样品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经过

酶处理的样品，菌体细胞降解不完全，形成了更小的

不溶性碎片堵塞膜孔，降低了膜通量。

图 &+ 是 料 液 经 过 *+0高 速 搅 拌 ，+,+’>!; 下 ，

=+7 8 9 的发酵液 =9 在超滤过程中通量和浓度的变化

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超滤的进行，膜的透过

通量不断降低，同时透过液体积增大，料液得到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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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受热发生了聚合反应，形成不溶于乙醇的树脂型

固体物。

该体系反应的最佳时间为 !""#!$"%&’。在其它的

反应体系中，可根据实际监测结果确定最佳反应时间。

# 结论

由于该工艺所需设备简单，对原料的预处理要

求不高，且操作简单，反应体系的反应条件容易控

制，能分别制得不同用途的姜精油和姜辣素系列物

质，对本地生姜的深加工有积极指导意义。伏安法测

定姜辣素结果准确，重复性好，比传统的比色法和高

效液相色谱法（()*+）,-./0优点明显：所测样品即为体

系溶液，无需预处理，能进行生产过程中的实时动态

监测；测定条件易于控制，测定结果重复性好。

实验证明，来凤“凤头姜”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质

量优良，姜精油和姜辣素含量高，是进行生姜深加工

的最佳原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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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时间

3%&’5
溶出峰电流平均值 M

&) 3"J5
姜辣素含量

3%>= N *5
!" "1--/$ "1!$HD
$" !1!D$ "1$EED
D" !1/F/ "1-DF-
-" $1!H- "1HH44
H" $1/4$ "1/E$F
/" D1"$4 "1F4"/
4" D1D-E "14/$"
!"" D1F-/ "1E/$F
!$" D1F/" "1E//D
!H" D1-H- "1444/

表 $ 姜辣素的实时测定结果

M 平行测定三次。

缩。

表 ! 是 "1"HO)P，/"Q.高速搅拌下超滤浓缩多糖

的 结 果 。 实 验 结 果 表 明 ，D"< N * 的 多 糖 溶 液 经 过

/H%&’ 的超滤分离可浓缩至 H4< N *。其中，"1!O)P 下，

H< N * 的发酵液可使浓度提高至 $E1H< N *.比超滤前提

高了 -1E 倍。

# 结论

采用截留分子量为 H".""" 的内压式中空纤维超

滤器对 )@2E-!H 溶液进行了浓缩分离的研究表明，

对 DR的料液 D* 超滤浓缩可得到浓度为 H14R的浓

缩液，多糖回收率为 4$1FR，"1!O)P 下 "1HR的料液

可浓缩至 $1EHR，浓度提高了 -1E 倍。采用内压式中

空纤维超滤器可以将发酵液适当地浓缩，培养基中

残余的蔗糖、少量氮源和无机离子其分子量均小于

膜的截留量，可在超滤过程中分离，可应用于该多糖

的进一步扩大生产。

参考文献

! 李景伟主编1微生物多聚糖黄原胶的生产与应用1北京G中国

农业科技出版社.!EEH
$ 高孔荣.黄惠华.梁照为编著1食品分离技术1广州G华南理工

大学出版社

D 郑宗坤1膜分离技术提取生化物质的研究1华南理工大学学

位论文.!EE-
- 钟颜麟1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H );’< ST&2U&’<. STP’< ’&’<. VT>’< WP’2*&’1 @B8X. $""$.
$"3D5GF4#4D
/ 肖凯军1鲨鳍软骨粘多糖的提取和超滤分离及其特性研究1
华南理工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论文.!EEE
F 李雁1电场强化淀粉酶解反应膜分离过程的研究1华南理工

大学学位论文.!EEF
4 王景.王晓昌.石成1膜的污染及其控制方法1给水排水.$"""
3E5GF4#4!
E 王竞.等1超滤浓缩担子菌发酵液聚合物的研究1大连理工大

学学报，!EEE.D"：-!H#-!4
!" Y1 Z9&?;’& ;X P=1 +=P9&[&BPX&>’ >[ \P’XTP’ <8% ]&XT
;\X9PB;==8=P9 ;’SU%;: :;B9;X;^ _U Z9&BT>^;9%P ‘>’&’<&&1
)9>B;:: a&>BT;%&:X9U.!EEE.D-G-E#HD
!! 洪厚胜1黄原胶发酵液纯化精制研究1工业微生物.$""".D"G
D-#DF
!$ 梁凤来1黄原胶产品的回收1工业微生物.!E44.!43D5GD"#DD
!D (> 2*8’ *;;1+>’B;’X9PX;^ \P’XTP’ <8% :>=8X&>’:1 b@
)PX;’X D. $EE. 4$H. K>?1!". !E4!
!- 6>T’ 61 +P’’>’1 c89>A;P’ )PX;’X JAA=&BPX&>’1K>1".$//.
!/D.!E44.H#-

样品量

（*）

样品浓度

（< N *）

超滤时间

（%&’）

浓缩后浓度

（< N *）

回收率

3R5
! D H1/ -" !$1"D E"1$
$ D H1" -! $E1H 4E1"
D $ !"1" $4 D"14 4H1H
D D D"1" /H H41" 4$1F

表 ! )@2E-!H 超滤浓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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