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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龙虾壳提取甲壳素及其废水的综合利用

项东升， 李红梅
<盏城纺织职受技寒学茨化学王程系，汪苏盏城224005)

摘要：研究探讨地产龙虾壳甲壳素的提取方法，采用脱簧白质、除钙、脱色等方法提取甲壳素，并

探讨了生产过程中废水戆楚理。结果显示废拳中和右，蛋裔质、聪肪、无祝盐等可以不缀楚理，直

接用于动物饲料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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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ification of Chitin from Local Lobster Shell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the Waste Water

．XIANGDong—sheng，LI Hong-mei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Engineering，Yancheng Textile Vocational Technology，Yaneheng 224005，China)

Abstract：The manuscript investigated the purification of chitin from local lobster shell．After

remove the protein，calcium content and decolorization，the chitin was successfully purified。

Moreover，。the waste water during the process was also investigated。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waste water can be directly applied as animal food after neu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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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是金匡水产品艇工示蒗基地，现已成为全

阑最大的龙虾出日基地，加工掇日总量爵全国的

40％，每年产生的龙虾甲壳废物约有3 000多吨，其

母甲壳素煮龙窭l：壳蕨量分数l◇％～20％左右[1]。

现有的提取甲壳素工艺大多数规模小，间隙式生

产，酸碱使用量大，加工工艺落后，技术含量低，环

境污染严重，经济效益一般口叫】。箨者对从龙虾壳

中提取甲壳素的工艺进行了改进优化，对甲壳素提

取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处理做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

较好戆经济穰坯境效益。

l 实验部分

1．1实验试剂

璇量分数96％的氢氧纯镳：宣兴常第二讫王试

剂厂产品；体积分数99．7％的乙醇：莱阳市双双化

工有限公司产品；质量分数36％～38％的工业级

盐酸：宜兴紊第二化工厂产箍。

1．2实验仪器

JpT一2架盘天平：江苏常熟衡器厂生产；202—1

鳖电热恒温予燥箱(电压220V)：上海浦东荣誊稃

学仪器有限公司联欣科学仪器厂生产；电炉(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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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V，功率1 000 w)；兴化市美月电热元件厂生产。

1．3实验原料

盐城毽产的龙虾虾舞。

1．4甲壳素的提取工艺

甲壳素的提取方法归纳起来为“四脱”，一是脱

除蒂肢动貉鲶蛋皇震，：是脱除滕貉，三是巍除无

机盐，四是脱除色素。掇取方法的差异在于“四脱”

的先后次序和工艺条件。

1．4．1 龙虾虾壳预楚联将龙虾虾关纛豁巍震水

清洗干净，放入螺旋压榨机中，加5 MPa压榨，去除

虾壳中大部分水、蛋白质、脂肪等，得压榨龙虾壳，

压棒渡收集待滗。通过预处理詹，与西蘸王艺毙，

可以大大减少酸碱的用爨。

1．4．2工艺一称取滕榨龙虾壳20 g，在容温下

浸泡子1．0 mollL的王照盐酸18 h，然后过滤洗涤

至中性；在室温下浸泡予2．5 mol／L的工业氢氧化钠

中18 h，然后过滤，洗涤至中性；再浸泡于2．5 mol／L

的置业氢氧化铺中18 h，荐以盐酸溶液一样的焉量浸

泡18 h，过滤，用水漂洗至中性，105℃烘箱德温干燥

4 h，疆光晾晒l d褥白色固体。如朦l所示。
1．0 mol／LHCl 2．5 mol／LNa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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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甲壳素提取工艺一的流程

Fig．1 The flow chart of the process

1．4．3工艺嚣称取压榨龙虾壳20 g，加入到l

；2(体积比)的盐酸溶液中浸泡、翻捣，约24 h后，

水洗至中性。将浸酸惑的龙烬壳浸泡予爱爱分数

5％的氢氧化钠溶液中，边搅边煮沸约1 h，冷却水

洗至中性。再次浸酸，将经上述处理后的软壳置于

l：l(体积院)的盐酸溶液中浸泡翻搀，约24 h君求

洗至中性，烘千后即得白色片状网体甲壳素。如图

2所示。

1．4．4工艺量称取鹾榨龙虾壳20 g，敖入凑量

分数15％的氰氧化钠溶液中煮沸2 h，用清水洗多

次至中性。放入体积分数12％的HCI溶液巾浸泡

脱钙，直蓟溶渡中无气泡产生后，再继续浸泡l h，

水洗至中性，干燥，产品色度较高，需脱色处理。如

图3所示。

l：2(体积t七)Hcl 5％NaOH

事 事旅咽◆鹫淞◆回+
24h l h

l：lf薅积迎)HCl

◆
雠啼网◆水洗至中性啼烘干得产品

图2甲巍素提取工芑=的流稷

Fig．2 The flow chart of the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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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The flow chart of the process 3

2结果与讨论

2．1 3种提取工艺的比较

麸表l哥觅，忑艺三擎壳素褥率最高，处理时

间最短且产生的废水量也少，虽产品带淡红色，可

以进行简单的脱色处理，得到自色片状阉体。
．

2。2 军巍素魏色处遥懿跑较

工艺三中甲壳素采用KMnO。和质量分数

30％的过氧化氢进行脱色处理。结果如下：

1)将脱钙惹的虾壳称取l g浸海予覆量分数

1％的KMnO。溶液中，由于溶液颜色较深，不容易

观察脱色效果；而且它的氧化性较强，不易把握脱

色时闻，浸泡l h瑶，虾壳暗褐色，霹麓脱色不完全

或产生了焦化，脱色效果较差。

2)将脱钙后的虾壳，称取1 g浸予质量分数

30％的过氧化氢中浸泡l h，辩：壳颜色渐变浅黄，逐

步完全脱色，经水洗，干燥得到甲壳素产品。

与用KMn04进行脱色处理比较，用质量分数

30％的过氧化氢进行脱色处理较容易控制工艺条

件，同时所需时间较短，脱色效果较好。

苫强、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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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1 不同攥取工艺对甲亮素产品得率和性状的影响

Tab．1 The effect of the different process on the chitin

工艺压嫠耋驴 篙茎岩碱茹／gm 嚣／L 笳h 臻7 产品性状“。
质量／g 质量／g 质量 总屋 时间／h ％

’”“⋯、

l 20

2 20

30

20

2S

10

2．0

1．5

72

49

9

ll

-白色片状固体

淡黄色片状蓠体

3 20 9 5 0．5 9 15 淡红色片状固体

2．3效益分析

从表2的数据看，提取甲壳素经济性最好的是

工艺三，以■艺三进行效益核算。

袭2龙甄巍生产单壳豢效益分拆

Tab．2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chitin production process

从表2可以看出，每生产l t甲壳素，可产生效

益2．115 7／嚣。

2．4废水处理

从表1可以看出，制取1 t的甲壳素，至少会产

生50 t左右疲永。凌本孛含有大量静蛋彝覆、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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