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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正丁醇结晶法分离得到荔浦芋淀粉的直链淀粉与支链淀粉 ,采用 HPL C排阻凝胶色谱法测定荔浦芋直

链淀粉与支链淀粉的纯度和相对分子量质量。 结果得到 ,荔浦芋直链淀粉的纯度为 100% ,其保留时间为

7. 55min;荔浦芋支链淀粉的纯度为 100% ,其保留时间为 6. 35 min。直链淀粉的相对分子量质量为 5300,支链淀

粉的相对分子量质量为 6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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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amy lose and amylopectin of the Lipu taro amy lum starch scattered

by alkali solution and crystalli zed in the n-butanol. The purification and relativ e molecular mass of
am ylose and am ylopectin have also been determined by the exclusion g el filtration ch romatog raphy.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 s, Amylase: 5300; Am ylopectin: 6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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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浦芋属于天南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原产于印

度、马来西亚和我国海南等热带沼泽地带 ,后传入广

西荔浦 ,经多年培育 ,荔浦芋成为荔浦的特有品牌。荔

浦芋形如橄榄 ,外皮粗糙 ,剖而观之 ,内呈槟榔纹 ,故

又名“槟榔芋”。荔浦芋以营养丰富 ,肉质酥软 ,味道芬

芳的特点居各种芋头之上 ,被誉为“芋中极品”。 它除

含碳水化合物外 ,还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 ,维生素、花

青素、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尼克酸、维生素 C

等 ,以及人体生长所需的铁、锌、铜、锰等微量元素 [ 1]。

本文将荔浦芋淀粉中直链淀粉与支链淀粉分离后 ,对

其的含量及其相对分子质量分布作进一步研究。

1　材料、仪器与药品

　　材料:荔浦芋购于广西桂林荔浦县。

　　仪器: DS-1DS-1型高速组织捣碎机 (上海标本模

型厂生产 ) , DL-4000B高速冷冻离心机 ;电热真空干

燥箱 (上海实验仪器总厂生产 ) ; P200高压恒流汞 (大

连依利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 ; Shim -pack DIOL-150

柱 (日本岛津公司生产 ) ; RID-6A示差折射仪 (日本

岛津公司生产 ) ; Echrom 98色谱数据工作站 (大连依

利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

　　化学试剂: 氢氧化钠、二甲亚砜 ( DM SO)、正丁

醇、盐酸、异戊醇、 95%乙醇、乙醚、碘 ( AR)、 Sephadex

G-200; T-系列葡聚糖 (北京经科宏达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生产 )。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 1　荔浦芋淀粉的制备

　　荔浦芋经过清洗→去皮→切片→漂烫→磨浆→

过筛→干燥得白色略带淡红色粉末。

2. 2　荔浦芋淀粉级分的分离与纯化 [ 2, 3]

　　随机抽取一定量的荔浦芋淀粉 ,用无水乙醚以索

氏提取器回流 5h,进行脱脂处理 ,样品经电热真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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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箱干燥 ( 40℃ , 48 h) ,粉碎 ,再用正丁醇结晶法进行

分级处理。

2. 3　荔浦芋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初分

　　称取 10g脱脂后的荔浦芋淀粉 ,用少量无水乙醇

及水润湿样品 ,再加 350ml 0. 5mol /L氢氧化钠溶液 ,

在沸水浴中加热搅拌 20min,使其完全分散 ,冷却至

室温 ,用高速离心机以 4000rpm离心 20 min,弃去沉

渣 ,离心液用 2 mol /L盐酸中和 ,加 80 ml 1∶ 1( V /

V )丁醇 -异戊醇 ,置沸水浴中加热搅拌 20 min,冷却

至室温 ,在冰箱内放置 24 h,以 4000rpm离心 20min,

出现白色丝状结晶沉淀 ,即为直链淀粉粗品 ,离心液

则为粗支链淀粉粗品。

2. 3. 1　直链淀粉的纯化

　　将直链淀粉粗品移入 200 ml丁醇饱和水溶液

中 ,沸水浴中加热溶解 ,冷却至室温 ,在冰箱内放置

24 h ,以 4000rpm离心 20min,沉淀物再以上述步骤

反复多次纯化 ,最后用无水乙醇洗涤沉淀数次 ,再置

于真空干燥箱干燥 ( 40℃ , 48 h ) ,即得直链淀粉纯品。

2. 3. 2　支链淀粉的纯化

　　将支链淀粉粗品置于分液漏斗中静置后 ,支链淀

粉粗品形成 3层 ,取下层乳浊液 ,加适量辛醇 ,减压浓

缩至原体积的 1 /2,加 40 ml 1∶ 1( V /V )丁醇 -异戊

醇 ,置沸水浴中加热搅拌 20min,冷却至室温 ,在冰箱

内放置 48h,以 4000rpm离心 20min,弃去沉渣 ,按离

心液体积的两倍量加入无水乙醇 ,静置 24h,离心。沉

淀物再溶入 200 ml 0. 5mol /L氢氧化钠 ,以上述步骤

反复多次纯化 ,最后用无水乙醇洗涤沉淀数次 ,再置

于真空干燥箱干燥 ( 40℃ , 48 h ) ,即得支链淀粉纯品。

2. 4　荔浦芋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纯度测定 [4～ 6 ]

2. 4. 1　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溶液制备

　　分别称取 50m g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样品 ,用

90%的 DM SO水溶液溶解 ,配制成 0. 5%的溶液 ,用

超声波振荡助溶 ,离心 ( 4000rpm , 20 min)。上清液过

0. 45μm的滤膜 ,得澄清透明溶液 , 取 10μl经过滤的

样液注入高效液相色谱 ,捡测直链和支链淀粉的纯

度。

2. 4. 2　色谱条件

　　仪器: P200高压恒流汞 ; Shim-pack DIO L-150

柱 , RID-6A示差折射仪 ;流动相: DM SO∶ H2O= 1∶

4 ( V /V ) ;流速: 1. 0 ml /min;柱压: 1. 0M Pa;柱温与

室温同 ;进样体积: 10μl。 两种样品的 HPLC色谱图

见图 1和图 2。

　　由 Echrom 98色谱数据处理工作站将色谱峰面

积归一化计算 ,荔浦芋直链淀粉的纯度为 100% ,其

保留时间为 7. 55min;荔浦芋支链淀粉的纯度为

100% ,其保留时间为 6. 35 min。

图 1　直链淀粉的 HPL C色谱图

Fig. 1　 T he chro ma tog ram of the amylose

图 2　支链淀粉的 HPL C色谱图

Fig. 2　 The ch romatog ram o f th e amy lopec tin

2. 5　HPLC法测定荔浦芋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相

对分子质量

2. 5. 1　葡聚糖标准样品的高效排阻色谱和标准相对

分子质量分布曲线

　　标准样品是分子质量分别为 10500( T-10) ;

42000 ( T-40 ) ; 70000 ( T-70 ) ; 482000 ( T-500 ) ;

2000000 ( T-2000)的葡聚糖和葡萄糖。 各标准品用

10ml 90% DM SO水溶液溶解 ,配制成 0. 5%的标准

系列溶液 ,按 2. 4. 2色谱条件 ,将葡聚糖标样按相对

分子质量由小到大依次进样 ,每个样品平行进样 3

次 ,记录各个标样分子质量相对应的保留时间 ,结果

见表 1。
表 1　各标准系列溶液的保留时间

Table 1　 The residence time of a series of the standard

sol utions

标准样品
Samples

相对分子量
M olecular

保留时间 Residence time ( min )

1 2 3
平均值
Averag e

RSD
(% )

葡聚糖
Dex t rose

180 9. 50 9. 50 9. 50 9. 50 0. 00

T-10 10500 7. 27 7. 25 7. 26 7. 26 0. 14

T-40 42000 5. 82 5. 83 5. 83 5. 83 0. 10

T-70 70000 5. 69 5. 71 5. 71 5. 70 0. 21

T-500 482000 5. 55 5. 53 5. 51 5. 53 0. 36

T-2000 2000000 5. 04 5. 06 5. 06 5. 06 0. 28

　　把标准样品的相对分子质量数值 (M )的对数

LogMW对相应保留时间 ( tR )做直线回归处理 ,得标

准工作方程: LogMW = - 0. 8813tR + 10. 3781(r =

0. 9681) ,标准相对分子质量分布曲线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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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og MW -tR 校正曲线

Fig. 3　 The Log MW -tR curve

2. 5. 2　荔浦芋直链和支链淀粉的相对分子质量测定

　　按上述步骤将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样品溶液

进样 ,记录样品色谱各峰保留时间 ,由样品的保留时

间 ,用 LogMW -tR校正曲线计算得荔浦芋直链和支链

淀粉的相对分子质量。结果见表 2。
表 2　荔浦芋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相对分子质量

Tabl e 2　 The mol ecular weight of the amylose and the

amylopectin

样品
Samples

保留时间 Resid ence time( min)

1 2 3
平均值
Average

RSD
(% )

相对分
子质量

M olecular
w eigh t

直链淀粉
Amylose

7. 55 7. 55 7. 53 7. 55 0. 19 5300

支链淀粉
Amylopectin

6. 35 6. 35 6. 35 6. 35 0. 00 61500

3　结论

　　荔浦芋淀粉通过碱液分散后 ,荔浦芋直链淀粉和

支链淀粉均溶入碱液中 ,加入正丁醇 -异戊醇 ,利用直

链淀粉和正丁醇形成溶解性小的复合物 ,形成丝状沉

淀。而支链淀粉结构分枝多 ,空间位阻大 ,不能和正丁

醇形成复合物 ,从而使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得到分

离。

　　从荔浦芋直链和支链淀粉的 HPLC色谱图 ,并

由 Echrom98色谱数据处理工作站的峰面积归一化计

算 ,直链淀粉的纯度为 100% ,保留时间为 7. 55min;

支链淀粉的纯度为 100% ,保留时间为 6. 35 min。直链

淀粉和支链淀粉在高效液相色谱上均表现为 1个峰 ,

表明分离和提纯得到的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纯度

极高。

　　通过 HPLC的测试 ,还得到荔浦芋直链淀粉的

相对分子质量是 5300,支链淀粉的相对分子质量是

6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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