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蓖麻毒素的分离提取
梁新宇 夏萍 倪培德 (无锡轻工 大学食品学院 21 40 3 6)

摘 要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

采用一种新的方法同 时浸出三种毒素
,

从 而使得

蓖麻无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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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工艺流程 2
.

3 滤液 n

蓖麻蛋白由于含有主要是蓖麻毒蛋白
、

变应原
、

添加硫酸钠使滤液饱和而得到的沉淀物称为毒

蓖麻碱等有毒物质
,

从而使其应用受到限制
。

长期 蛋白及分离出毒蛋白过滤得到的液体称为滤液 111

以来已有许多有关蓖麻脱毒的研究报道
,

主要是基 2
.

4 滤渣 I

于湿热作用或加入化学物质
,

使得蓖麻蛋白无毒
。

提取 毒蛋 白后 残 留 的蓖麻 浆 用 五 倍温 度在

本工艺主要特点是在脱毒的同时提取表面毒素
。

包 7 0一80 ℃之间的水来处理
,

彻底地搅拌 l一2 小时后

括蓖麻毒素的浸出与分离
,

其工艺流程如下
:

静置
,

再用 45 目筛过滤
。

得到的残留物用热水洗两

蓖蓖麻饼粕粕粕 用稀释的 盐酸浸 出 和过滤滤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氛化钠饱和
、、

滤滤法 IIIII 滤隆 IIIII 浓缩
、

沉淀过 滤滤

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蛋 白 III

用用 热水浸出过滤滤滤滤滤滤滤滤滤 滤滤滤滤法 WWWWWWWWWWWWWWWWW
滤滤滤滤滤滤滤滤滤滤滤滤渣 nnn

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蛋 白 11111111

用用 石虎酸钠饱和
、、

沉沉淀过滤滤

厂
滤 、 。

{、

滤滤法 nIII

用用 2 5铸 的 乙醉浸 出出

残残留物
、

氛化钠基硫酸钠钠

\

、 卜
出物 (

。 、 )

{

变变应原
、

氛化钠基硫酸钠钠

2 具体操作

2
.

1 蓖麻拼浸出

脱油的粕用 5倍的稀盐酸水 (P 3H
.

8) 来提取
,

搅

拌 24 小时
。

静置
,

4 5 目筛过滤之后
,

残留物用三倍的

蒸馏水处理
,

并震荡 2 - 礴 小时
,

再用相同的滤布过

滤
。

之后再用水处理蓖麻粕
,

然后过滤
。

合并三次过滤

所得的液体称为滤液 I
,

剩余物则称为滤渣 1
。

2
.

2 滤液 I

该滤液中含有所有的毒蛋白和部分蓖麻碱及变

应原
,

它们可溶于稀盐酸中
。

在真空
,

温度低于 4 0℃

下将之燕馏到一定体积
,

用氛化钠渗滤
,

过滤得到毒

蛋白 I
:

分离毒蛋白 I后过滤所得滤液 llo

次或多次
,

再用相同滤布过滤
。

过滤和洗涤得到的

液体合并称为滤液W
。

残留物则称为滤渣 n
:

2
.

5 滤渣 11

此滤渣 已无毒
。

2
.

6 滤液 班和滤液 W

滤液 W中含有蓖麻碱和变应原
。

滤液 111 中也含

有这两种物质
,

同时带有过量的氯化钠和硫酸钠
:

在热蒸汽锅上加热这些滤液并蒸发至干
。

用热的浓

度 为 95 % 的乙醇浸 出干物质
一

浸 出物中含有蓖昧

碱
.

残留物则称为滤渣 uI
。

2
.

7 滤查 nl

用 2 5% 的乙醇浸取该残留物两次
,

过滤得到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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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含有变应原及氯化钠和硫酸钠
,

残留的不溶物

中含有大量的氯化钠和硫酸钠
,

也含有蓖麻浆中未

浸出的物质
。

3 蓖麻毒素提纯

3
.

1 蓖麻毒蛋 白提纯

将毒蛋白 I和毒蛋白 n溶解在水中
,

并加人 p出
.

8

的硫酸钠使之饱和沉淀制得
,

连续使用相同得盐类沉

淀两次或更多次后
,

将沉淀溶解于水中并用自来水渗

滤 4 8小时
,

用蒸馏水渗析 12 小时以去除盐份
。

在同样

情况下
,

可得到水溶性和水不溶性毒蛋白
。

把过滤所得

的水不溶性蛋白与水溶性毒蛋白在低于 4 0℃的真空烘

箱中干燥
,

且最后放在 几岛 的干燥箱中
。

所得棕褐色的

是水不溶性蛋白
,

而灰白色的是水溶性蛋白
。

3
.

2 蓖麻碱提纯

蓖麻碱浸出液在水浴上蒸发至干
,

然后用热水

和甲苯重复结晶来提纯
。

3
.

3 变应原提纯

变应原的提纯方法主要是根据其性质来确定
,

即

水溶性 : 对沸水的稳定性 : 不被乙酸铅沉淀性 ; 可溶于

25 % 的乙醇 ;不溶于 75 % 的乙醇
。

最后通过渗析工序来

去除变应原中的糖类组分
,

从而提纯变应原
。

4 结果

4
.

1 蓖麻毒素的分离提纯结果

本文对两种原料进行了毒素的分离提取
,

分别

是工厂的脱脂粕和实验脱脂粕
,

表 1 为蓖麻毒素的

分离提纯结果
。

表 l 从 3 k g 空气干燥的蓖麻告中制得的
毒蛋 白

、

蓖麻碱
、

变应原 (干基 )

工厂脱脂粕 实脸 室脱脂粕

粕的重量 2 7 5 1 2 8 5 0

毒蛋 白 l: 水溶性 0
.

75 1
.

29

水不溶性 2
.

14 1
.

44

毒蛋 白 n : 水不溶性 和毒蛋 白 I混合 1
.

44

水溶性 24
.

22

总毒蛋 白 2
.

89 2 8
.

09

毒蛋白含量 0
.

105 0
.

99

蓖麻碱 0
.

60 3
.

00

蓖麻碱含量 0
.

02 0
.

10

变应原
:

渗析前 13
.

28 2 8
.

27

渗析后 2
.

16 6
.

2 2

渗析后 变应原含量 0
.

08 0
.

22

破坏蓖麻籽中的大部分毒素和变应原活性方面是有

效的
。

4
.

2 浸出蓖麻粕前后成分的变化

蓖麻浆经处理后其组分和矿物质分析结果见表 2o

表 2 浸出前后蓖麻粕中组分和矿物质分析结果 (干基 )

样品种类 干物质 灰分 蛋白 脂肪 纤维 aC P

浸出前粕 1 9 3
.

2 4 7 1 7 4 1
.

5 6 1
.

2 7 3 4
.

2 2 0
.

6 15 0 8 4 2

浸出后粕 1 9 7
.

2 6 4 30 4 1
.

0 7 1
.

3 4 3 7 4 9 0 3 5 0 0 4 2 9

浸出前粕 2 9 5
.

2 5 7
.

1 1 4 6
.

7 2 6
.

9 2 2 5
.

7 1 0
.

7 6 5 1
.

10 7

浸出后粕 2 9 7 2 9 3
.

5 6 3 9
.

7 1 1 1
.

1 3 3 4
.

8 1 0
.

5 8 2 0
.

4 6 5

注 : 粕 1 为工厂脱脂粕
,

粕 2 为实脸脱脂粕

由表 2 可 以看出浸出后粕具有较 高的蛋白价

值
,

故可认为是家畜的一种补充饲料
,

对于处理后的

粕作为饲料唯一存在的问题是其适 口性问题
,

由研

究表明
,

实验老鼠可在 2一礴 天内克服这个问题
。

定

性实验研究表 明
,

两种粕经处理后对免血红细胞都

没有血球凝结作用
,

由于去毒粕无毒性
,

因此其作为

饲料有一定的价值
。

4
.

3 毒蛋 白的组成

表 3 为蓖麻粕和毒蛋 白的氨基酸组成比较

由表 3 可 以 表 3 蓖麻粕和毒蛋白的氨基酸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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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蓖麻粕与毒

蛋白的氨基酸组

成基本相近
,

毒蛋

白的氨基酸组成

都是常见的氨基

酸
,

但其毒性剧

烈
,

有关其毒性机

理可能是由于氨

基酸的排列组合

方式不同所造成

的
,

这一点还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

5 小结

氨基酸

甘氨酸

撷氨酸

亮氨酸

异亮氨酸

苯丙氨酸

色氨酸

苏氨酸

胧氨酸

蛋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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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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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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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厂脱脂粕中制得的毒蛋白是实验室粕的十

分之一
,

渗析所得的变应原量工厂脱脂粕仅为实验

室粕得 到的三 分之一
,

且 变应原 只 占其 组成 的

0
.

22 %
,

另外实验室脱脂粕中蓖麻碱的含量是工厂

脱脂粕的五倍还多
,

这表明工厂脱脂粕加工工艺在

5
.

1 经上述工艺处理可以得到纯的毒蛋 白
、

蓖麻碱
、

变应原等蓖麻毒素 ;

5
.

2 在提取蓖麻毒素的同时可以使得蛋 白脱毒
,

经

验证处理后的粕无毒 ;

5
.

3 本工艺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 在提取蓖麻毒素的

同时有大量的废水存在
,

必须加 以专门处理 ;另外经

处理后的蓖麻酱蛋白缺少色氨酸
,

且蛋氨酸
、

赖氨酸

的含量也很低
,

因此可看 出当蓖麻蛋 白作为蛋白的

唯一来源时
,

它无法满足动物的生长需要
,

必须与其

它的饲料配合使用
。

(收稿 日期
: 19 9 9一 1 0一 2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