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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带若千化学成分及过氧化氢酶活力的

季节变化的研究

山东海洋学院永产系

丰爱
,

杰 孙宁田

关于海带所含主要化学成分的季节变化
,

国外自 年以来已有若干研究报道发表呱
” ,

娜
,

在我国二

年米对于大痊产及青岛产海带所含主要化学成分的季节变化
一

也开始进行 了戟有系梳的 分析 工作亡 〕,

这一

作
,

对于海带的良用
、

工业利用和生理生化的研究
,

椰是很有惫义的
。

我国 入工培育的一年生海带
,

由
泣

分 , 期的不同
,

分夏苗和秋苗两种
,

在三月闭
,

秋苗仅长 。余厘米
,

而夏苗已长一米多
,

共化学成分的导

长可能也有所不同
。

本文仅就海带秋苗的水分
、

灰分
、

碘
、

揭藻酸和粗蛋自合量的季节变化进行了分析
。

另外
,

过氧化氢酶是酶蛋白与四个高跌血扛素辅墓相桔合的色素蛋白
,

用以催化 有机 体粗桃中生物乌

化所产生的过氧化氢
,

解除其对有机体粗撒的毒害
,

故共有重要的生理意义
。

研究海带 过氧化氢 酶的最钻
、

址活温度及酶活力的季节变化
,

可以推断海带的最适生长条件及 有机物质 积果的旺盛季节
,

为海带打

养范和利川提供必要的资料
。

幼 世耙以来
,

梅藻 的生理生化的拼究有了一定的进展
,

但是比之高等植物
,

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远处

不够的
,
国内的研究更是处于萌穿状态

,

有待大力开展
。

关于椽藻
、

杠藻及褐藻过氧化氢酶的般适 卫 及五

适温度
,

 ! 年高木廿有研究报道脚
, , 幻 ,

而对于孩酶活力的季节变化
,

我们商未沂 任何报道
。

为了探寻

我国海带过氧化氢酶的生化性质
,

我俏于 年 招 月对青岛太平约产海 带过氧化 氢酶的报透
、

壳

适温度及酶活力的季节变化进行了测定
。

实徽材料与方法

一
、

实软材料

样品采用青岛太平角山东海洋学院海水养殖爆三区所养的海带 五 。‘椒‘ 沉 尹、‘。
。 , ,

孩梅

带为一年生
,

秋季分苗
。

自 年 月
,

每月采样一次
,

每次采取同 一架子上的海带
,

随机采取 棵

以上
,

用作分析
。

海水养随得三区氮源贫乏
,

含氮量本文朱进行分析
。

为了促进生长
,

孩踢采用稍酸敛 施肥
。

施肥 方法

是兼用挂罐法与泼肥法
。

挂罐法是在每两根竹竿上挂上一罐
,

有罐 装肥 。 斤
,

每  装 一次
。

泼肥法

是将硝酸按溶于海水
,

尚 日拨一次
,

每 。台架子施肥 斤
。

施肥期自二月中旬起至五月巾旬止
。

二
、

实验方法

样品处理 样品用海水洗净
,

以抄布吸千表面水分
,

置于 创 ℃ 烘箱中烘干
,

用研钵磨捆
,

通过

必号命孔
,

未通过筋孔的样品继续研烟
,

直至全部通过命孔为止
。

取筋下混匀 糊末作为 浏定碘
、

揭藻酸
、

粗蛋自的样品
。

当 未能迸行分析的样品  盛于磨 口瓶中
,

密封
,

放履干燥器中备 用

另以海带
「 ‘
部剪碎

,

混匀
,

侧定水分
、

灰分及过氧化氢酶的活力
。

在取样的同时
,

靓录海带的长皮和重量
,

天气和水温
。

本文承李二庆
、

陈椎睽同志协助进行部分样 , 分析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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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分 取 一 克样品
,

于 。  ℃ 烘至恒熏
。

甲

灰分 取 克样品
,

于 ℃ 烘干
,

置 ℃ 高温电炉
,

户灰化至恒重
。

通 碘 取 克烘于样品
,

炭化后
,

用过碘酸法
“〕测定

,

个别样品并以亚硝酸
一
尿素法〔“习作为对照

。

褐藻酸 取 。 克烘
‘
卜样品

,

以醋酸钙法〔灼测定
。

,

粗蛋自 取 克烘干样品
,

用跳氏微量定氮法测定
,

含氮量乘以
, ,

即得粗蛋 自含量
。

海水 取所采海带样品附近的海水
,

用此色法 定
。

过氧化氢酶活力的 定 取新鲜海带样品 克
,

与 。毫升水
、

克洁净石英秒同在研钵中
,

研成

浆状
,

移至烧杯中
,

于 ℃ 水俗上抽提 小时
,

抽气过滤
,

将滤液稀释为 毫升
。

按高木的方法临 〕进行

测定
,

以耗用  硫代硫酸钠的毫升数表示过氧化氢酶的活力
。

水分
、

灰分
、

碘
、

揭藻酸
、

粗蛋白的分析
,

皆平行取两份或更多份的样品进行测定
,

取其平均值
。

山于海带样品是在 。 ℃ 烘千的
,

仍含有少量水分
,

故在   定碘
、

揭藻酸
、

粗蛋 自时
,

同时测定烘干海

带样品的水分
,

拜以之校正碘
、

揭藻酸和粗蛋白的含量
。

过氧化氢酶活力的 定是采取单份样品
,

用同一份样液
,

平行  定两次
,

取其平均值
。

实段拮果与时漪

一
、

海带水分
、

灰分
、

碘
、

褐藻酸
、

粗蛋白含里的季节变化

本文分析了梅带  !年 月的水分和灰分含量
,

月的碘
、

揭藻酸和粗蛋自的合量
。

月由于连

日暴风雨及其他原因
,

未能出海采样
,

故缺数据
,

甚感造诚
。

分析箱果如图 所示
。

, ,

如

厂
一

‘

一一、
·

衫,

一
,

、
,

一一尸一

负含

阔 海带所含若于化学成分的季节变化
甲

三 吕 之 , 。。班 “ 班 。。 , ,

翩
、艺儿 , 苏“ 沙哪‘佩

, 。

了。 吕

从  所示桔果可兄
,

水分在幼体合量多
,

月为
,

 
,

随着生长
,

光合作用产物增加
,

而水分惑

渐减少
,

至 月降至吕
,

其后道至 月
,

在 “ 之阴变动
,

行减不多
。

灰分在幼体含量少
,

月

含量仅为
,

月急剧沿至 招
, 、

月胜待在 ! 一水平
,

, 月降至 别 落
,

招 月又 回升至

况 男
。

碘合量是随肴生长 丽逐月增加
,

至 月竟高达
,

合量如此之高是值得注意的
。

为了避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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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方法所带来的汲差
,

除用过碘酸法  定外
,

并以亚龄酸一尿素法对于
、

月份样 品作了对照分析
,

相

对改差不大于
,

看来是可靠的
。

我仍所测桔果比有些文献山
, 导, 几 所列海带碘 合量为高

,

究系由于

地区
、

品种
、

季节抑或由于施肥关系
,

尚不能确定
。

月
,

水分及灰分告减少至接近最低值
,

此时
,

认为光合作用强度达放大值
“ 。

我们所测过氧化

氢酶活力亦在此时股强 兄图
,

非含氮有机物质大量积累
。

在有机物中
,

粗蛋白与褐藻酸含量的季节变化

似有相反的趋势
,

这一相反趋势的变化与耙明侯〔月所  ! 者相似
,

而不象糖海带 苏格兰产 那样 具有 平行

的变化规律〔“
一

, 。

二
、

海带过餐化氢酶的最适
、

最适温度及其季节变化

海带过氧化氢酶的最适

  定海带过氧化氢酶活力所用 自
, ,

反应温度
,

据高木巾
,

研究报道
,

海带过氧化氢

酶的最通 井不因作用时阴而有所改变
。

为 了缩短工作时简
,

我们采用的作用时简是 功 分
。

从图 所示实

敏拮果看
,

海带过氧化氢酶的最适 为
,

由于所用最大 为
,

,

孩酶最适 范围有可能大

于
。

低于 则酶活力有显著的降低
。

我们的实肺桔果较高木枷〕所测的最适 一 俪

高
,

比其生长的周围环境海水的 也高
。

从不同月份的最适 来看
,

除个别样品的测定可能有款差

以外
,

海带过氧化氢酶的最适 并不受季节的影响
,

也不因过氧化氢酶活力在不同季节 大小 不  而有所

改变
。

海带过氧化氢酶的最活温度

测定海带过氧化氢酶活力所用温度为。 ℃
,

为
,

作川时周 刊 分
。

实阶桔果取测定
、 、

、 、 、

六个月的平均值
,

如图 所示
,

其最适温度为 。℃
。

低
二

。七 及高于幼℃则酶活力降

低
,

低于 ℃ ,

酶活力降低更为显著
。

这一拮果与高木曲所测最适温度 。℃大致相同
。

海水温度

外将倔

一 月 缺 月 的平均值

仑分粼嗽砌占刃言沽么丝

尽阮
匕

药了飞乞一了万一劝百下方百一瓦摘饰龙不飞名 训扩
”

右—咭一一下七一币 亏一一硬七—方
一

书布一一
。

图 海带过氧化氢酶的最适 与最适温度

犷咬
·

, 。 。 七 。斑   。

五四
匕玄月心了镇 于 刀。斌 二 只



水 产 学 报 第 卷

。℃钓在 理月下旬至 月下旬
,

正值海带的生长旺期
,

重景及长度迅速蜻加
,

与 海带过氧化氢酶的 址适温

度一致
。

因此
,

可以认为
,

海带 一年生秋苗 的生长适温是 。℃
。

从不同月份的测定拮果看
,

海带

过氧化氢酶的了皮适温度似亦不受季节的影响
。

海带过氧化氢酶活力的季节变化

我仍自  年 月至 月 缺 月 测定了海带过氧化氢酶的活力
,

作用温度是 ℃ ,

作用时周 分
,

仄应PH 分别 为 8
.
68及9

,

1 8

。

山于孩酶的生l支适pH 为 8
.
68~ 9

.
18

,

故取在不l司pH 时沮J定的平均值
。

从图 3 所

示拮果可显
,

过氧化氢酶的活力在 5 月急升
,

8 月最高
,

9 月迅速下降
,

10 月最低
,

11

、

12 月又复升高
。

海带过氧化氢酶活力放大时
,

恰恰是光照最强
、

光合作用强度最大值时
。

此时
,

作为狞藏 物质 的光合作用

产物一揭藻淀粉及甘露醉 (本文未分析) 大量积累防〕
。

8 月尽管由于水温高
,

海带尖端及 边徐已烂掉
,

长

度变短
,

但重量蚊 6 月却有大幅度的增加
,

如 6 月每棵海带千均重量210 克
,

平均长度200 厘米
,

而 8 月每

棵海带平均重址2的克
,

平均长度 1铭 厘米
。

再拮合上述水分
、

灰分的含量来推断
,

海带在 7 月下句至 8 月

上句水分及灰分合笙低
,

背养成分合量高
,

干重淆加
,

此时收 刽在耀济上
、

营养上都合算
。

但 因至 8 月
,

海带腐烂严重
,

故海带的收判期
,

如海况允甜
,

以在 7 月下句为宜
,

不宣过毕或过迟
。

/

/

\

\ /

\

.
厂
.

/
尸

八。O叫x�凝余御占时￡之名息
!
O

, “乡一护一亨一言一
一

亨一
~
禅尸一方一

r
, 七一一六一跪”

图 3 海带过氧化氢酶活力的季节变化 (于P H 8
.
68 及9

.
18时ilil1 定的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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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我佣分析了青岛太平角产人工培育海带(一年生秋苗)的水分
、

灰分 (3 ~ 12 月
,

缺 7 月)
、

碘
、

褐藻

酸及粗蛋白 (3 、 8月
,

缺 7 月 ) 的合量
。

2

.

测定T 青岛太平角产沉带过氧化氢酶的最适P H
、

最适温度及酶活力的季节变化
,

其最适 pH 为8
.
的

~ 9
甲

1 8

,

可能大于 PH g
,

1 阶 址适温变为 10 ~ 2。℃
,

最适p H 与放适温度告不受海水温度 的 季 节变化 的影

响
。

酶活力的录高值在 8 月
,

与光合作川强度最大值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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