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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 、时间 120m in。即 5号样品的萃取条件。此时

总提取物得率为 2. 4%, 而最佳抗氧化层部分占

42. 1%。

在随后的 4天继续对 9个上层样品进行 POV

值测定,结果在 9个上层样品中, 5号样品的 POV值

最低,随时间延长增加的幅度最小,由此确定其抗氧

化效果最好。综合考虑, 5号样品的萃取条件为抗

氧化物质的最佳超临界萃取条件。

2. 4 不同添加剂量对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将最佳萃取条件下的最佳抗氧化层物质以相对

油脂 0. 0%、0. 2%、0. 4%、0. 6%、0. 8% 的质量分

数加入到食用豆油中,测定 POV值,当添加剂量为

0. 0% ~ 0. 6%时,随着添加剂量的增加,油脂的过氧

化值随时间增大的趋势有所缓解,在萃取物添加量

为 0. 6% 时,抗氧化效果达最佳,而当添加剂量大于

0. 6% 时,抗氧化物质的抗氧化效果则无明显加强。

确定 0. 6% 为最佳添加剂量。

3 结论

作为一种新兴的提取技术,超临界 CO2流体萃

取技术对红松种壳中的抗氧化物质有很好的提取效

用,在压力为 40MPa、温度为 35 e、时间为 120m in

时对红松种皮中的抗氧化物质提取效果最佳,得率

为 2. 4%,提取物的上层部分的抗氧化效果较好,此

部分占总提取物质量的 42. 1%。当抗氧化物质的

添加剂量为油脂的 0. 6% 时,抗氧化性能最佳。

本实验为如何提取红松种壳中的有效物质提供

了一定的理论依据,相信进一步的实验将为红松的

深度开发创造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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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简讯

/变压吸附精制氢气活性炭加工技术引进 0项目通过验收
  2006年 2月 17日下午, 国家林业局 / 9480项目管理
办公室在南京主持召开由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工研究所蒋

剑春研究员主持完成的 / 9480项目 ) ) ) /变压吸附精制氢
气用活性炭加工技术引进 0 (项目编号: 2001 - 07)验收

会。验收委员会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

该项目在引进变压吸附精制氢气用活性炭加工关键

技术及相关设备资料基础上 ,经消化吸收, 进行试验研究,

完善工艺和设备调试, 建成了年产 300吨变压吸附精制氢

气活性炭生产线。生产出的产品质量达到美国制品标准,

超过国内同类产品。主要指标二氧化碳吸附容量 ( 0e ,

101. 325kPa)达到 75mL / g,压碎强度达到 74N /mm。

2002年,课题组邀请美国炭化公司总裁和技术代表

来所进行学术交流, 就活性炭的制备和应用技术开展了讨

论。并就引进美方先进的原料预处理新技术及粘接技术

达成了协议。根据外方专家的技术指导,课题组研制了实

验室用小型试验装置, 随后在实验室开展了初步探索研

究。与企业合作开发试生产了专用活性炭用炭化料产品,

保证合格的压碎强度, 供进一步进行生产性中间试验用。

随后在小试装置上,研究和摸索了专用活性炭产品的制造

工艺,包括研究炭化、活化过程中适宜的炭、活化温度, 升

温速率,时间及活化介质对活性炭产品质量的影响。 2003

年课题组着手进行了小试装置的放大, 进行中试装置的设

计制造。并对中试装置进行了调试, 在小试装置成功的基

础上,进一步调整了炭、活化工艺。试验结果表明, 中试装

置性能良好,试制产品质量稳定, 性能达到了国外同类产

品指标。

随着石化企业规模的扩大,对高纯氢气的需求量不断

增大,估计目前国内需求量每年超过 2 000吨, 目前该产

品完全依赖进口,每年国家用于进口该专用活性炭的资金

已超过 1 000万美元。因此,该产品的国产化市场前景光

明,将为其它类型的分子筛型活性炭 (平均孔径不同, 比如

空气分离用活性炭 )的国产化研制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

(林化所研发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