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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原汁主要理化常数的$l J定

咚霖云 赵振东 杨亚堤

(基础课部 )(食品科学系 ( )基础课部 )

摘 要 本文以 陕西省黄龙县沙棘原汁为样品
,

测 定 了其比重
、

折 光率
、

可溶固形物 浓度
、

电导率
、

拈度
、

表 面张力及渗透压等 7 项理化常数 值
,

提供

了参考数据
,

确宋 了实验方法
。

初步探讨 了常数值之 间所呈 现的规律
。

主题词 物理常数
,

仪器分析 / 沙棘原汁

随着沙棘系列产品开发利用的深化
,

在原汁的质量鉴定
、

加工工艺以及食品机械设

计等方面
,

都需要参考基本的理化常数值
,

但
一

目前国内外尚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与数据
。

沙棘原汁是一个复杂的胶体体系
,

它的不稳定性给理化常数的测定工作带来了不少

困难
。

本文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对测定方法进行了选择和改进
。

例如
,

`

在表面张力的测定
中

,

我们选用了简易快速
,

比较实用的气泡最大压力法
;
在渗透压的测定币

,

榆丁波用

了错层冰盐冷冻
,

简化了操作
,

提高了效果
; 在粘度的测定中

,

我们对精密度作了适当

调 整
,

取得 了较满意的结果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来源

1 9 8 6年 9月中旬
,

在陕西省黄龙县嶙蜕乡 ( 阳坡
、

地势较高 ) 和界头 庙 (阴 坡
、

地

势较低 )
,

采集了 5种 色泽有差异的沙棘果实为样品
。

用 自来水冲洗干净
,

放置室内晾

干后
,

以手工挤压榨汁
,

经多层纱布过滤
,

所得原汁分别命名为
:

红黄阳汁
、

红阳汁
、

黄阳汁
、

红阴汁和黄阴汁
。

1
.

2 试验方法

(1 ) 比重的测定 选用比重瓶法 〔 ` 」,

利用同一比重瓶在恒温下
,

分别称取等体积样液

与蒸馏水的重量
,

两者的重量比
,

就是该样液的视比重
。

测定数据列于表 1
。

( 2) 折光率及可溶固形物浓度的测定 选用折光法 〔 ` 〕 ,

在阿贝折光仪上直接读取恒

温下的折光率及可溶固形物浓度值
。

测定数据列于表 2
。

(3 ) 电导率的测定 选用电导法
〔 2 ’ ` ’ ,

在 D D S一 1 1 A 型电导仪上直接读取恒温 下 的

电导率值 (见表 2)
。

(4 ) 粘度的测定 选用粘度计法
〔’ 一 5 ’ ,

利用同一奥氏粘度计在恒温下
,

分别读取等

体积样液与蒸馏水通过毛细管的时间 (见表 2 )
。

(5 ) 表面张力的测定 选用气泡最大压力法
〔 2 ’ ` ’ 6 ’ ,

利用同一鼓泡玻璃毛细管在恒温

下
,

分别读取样液与蒸馏水在管口形成曲率半径最小的半球形气泡时
,

压力汁上水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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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高度的最大值 ( 见表 2)
。

( 6 )渗透压的测定 选用凝固点降低法
〔 “ ’ “ ’ “ ’ “ 二 ,

利用同一冷冻管在见克曼温度计

上
,

分别读取样液与蒸馏水的凝固点值 (见表 2)
。

表 1 沙棘原汁样液与蒸馏水的称重 g

重 量

样 品

红 黄 阳 汁

红 阳 汁

黄 价I 汁

红 阴 汁

黄 阴 汁

燕 馏 水

5
. 4 90 0

5
。

4 45 0

5 。 4 80 0

5
。

5 4 0 0

5
。

5 0 0 0

5 。 2 8公O

5
。

5 0 0 0

5
。

4 45 0

5
.

4 9 0 0

5
。

5 4 0 0

5
。

5 0 00

5
。

2马0 0

5
。

50 0 0

5
。

14 5 0

5
。

4 9 0 0

5
。

5 4 0 0

5
。

5 00 0

5
。

2 9 0 0

5
。

5 0 0 0

5
。

4 90 0

5
。

2 9 0 0

表 2 沙棘原汁几种理化常数测定值的均值

折 无光 率 可溶固形物浓度 ( % )
电导率

( 又 10 ` 件口
.

e m 一 `
)

样 品

红黄 {旧汁

红 阳 汁

黄 阳 汁

红 阴 汁

黄 阴 汁

舍 去

舍去

1
。

3 5 6 1

1
。

3 5 6 6

1
。

3 5 19

l
。

3 5 1 0

1
.

3 4 9 0

1
。

3 5 5 9

1
。

3 5 6 6

1
。

3 5 2 0

1
.

3 50 9 1
。

3 5 0 8 1
.

3 5 0 8

1
。

3 4 9 1 一 一

。

3 56 5

。

35 2 1

3 5 67

35 2 0

1
。

3 5 6 6

舍去

舍去

舍去

15
。

3 0

1 5
。

5 5

1 2
。

5 9

12
。

0 5 12
。

0 0 1 1
.

9 0 1 1
。

9 0

1 0
.

7 9 1 0
.

8 7 一 一

1 5
.

1 5 一 一 -

一

1 5
。

5 6 1 5
。

5 0 1 5
.

6 1 1 5
.

5 5

12
.

7 2 2 2
.

7 4 12
.

7 0 舍去

0
。

3 8 0

0
。

2 9 7

0
。

3 1 9

0
。

3 9 0

0
。 3 1 7

0
。

3 8 0

0
。 2 9 7

0
。

3 1 8

0
。

3 9 7

0
。

3 1 8

气泡内外的最大压力差 (c m ) 通过毛细管的时间 ( s ) 凝固点 ( % )

样 品

.14

98去180158o’舍.1.1从
,生OJ几舀ó了n

ó,勺卫é ,1
.

…
]11
闷111

红黄阳汁

红 阳 汁

黄 阳 汁

红 阴 汁

黄 阴 汁

燕 馏 水

l
。

19 1
。

0 7 1
。

0 1

1
。

17 1
。

3 2 1
。

2 2

1
。

0 4 1
。

0 4 1
. 3 1

0
。

96 0
。

9 7 1
。

0 4

1
。

5 8 一 一

1 5 0
.

9 1 5 0
.

6 2 1 5 0
.

9 4 1 5 0
.

6 9 2
。

0 5 6

1 8 7
。

7 3 1 8 7
。

4 4 1 8 7
.

58 一 1
。

3 5 8

舍去 1 5 7
.

0 9 15 7
.

3 3 18 7
.

2 9 1
.

9 5 1

2 4 1
.

3 1 2 4 1
.

4 7 2 4 1
.

4 8 一 一

18 5
。

7 4 18 5
。 1 7 1 8 5

.

6 2 一 1
.

3 38

10 6
.

9 8 1 0 7
.

0 0 1 0 6
.

8 8 I O G
.

8 6 选
。

1 2 2

2
。

0 6 Q

1
。

3 6 0

1
。

9 5 0

舍去

舍去

。
95 2

3 3 6

。

12 6

l
。

3 3 8

4
。

1 2 4

1
.

3 计 X 公式

(1 ) 样液 的 比 重d 丫 二 d 毖爹x o
.

9 9 7 7 9 7

式中
: 0

.

9 9 7 了9 7

— 将 d 羚换算 为 d 圣2
的系数

。

(2 ) 样液的粘度 价卜 二 厅水
。

火 p 汁 X t 汁 / p 水 X t 水

式中
: 。水

—
蒸馏水的粘度 ( 2 2 ℃时为 0

.

98 4 8 X I 。
一 3

N
·

S
·

m
一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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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水

— 蒸馏水的密度 ( 2 2℃时为o
.

9 9 79 8 em
一 “

) ;

p 汁

— 样液的密度 (取相应的比重测定值 ) ;

t

—
通过毛细管的时间 (

s )
。

3 ( )样液的表面张力 a 汁 = a 水 x 刁p m 汁
`

/刁p
毗

式中
: a 水

— 蒸馏水的表面张力 ( 2 8℃时为 71
.

0 5x 10
一 ’ N

·

m
一 `

)
;

刁p m

— 气泡内外所承受的最大压力差 (c m )
。

( 4)样液的渗透压
“ 汁 二 刁T

,

/ 存
,

R ( 2 7 3
.

16 + t )

式中
: 刁T

,

— 样液的凝固点降低值 (℃ ) ; k
,

一
摩尔凝固点降低常数 (k

, = 1
.

86 ) ,

尸

— 摩尔气体常数 ( R = o
.

0 8 3 15 X 10 `
N

·

m
一 ’

) ,

t

—
室温温度 (t = 1 2

.

2℃ )
。

计算结果均列于表 3
。

衰 3 沙棘原汁七项理化常教总均位加减俱位限

固 形 物

样 品 比 重 折 光 率 ( % )

电 导 率

x 1 0 4

表面张力

x 1 0
一

7

渗 通 压

x 2 0 5

协Q
-

一
e m

一
I

钻 度

x 10
一

5

N
.

5
。

m
一

2 N
.

m
一

1 N
.

m
一

2

红黄阳汁 1 。
0 3 7 4

士 0
。

0 0 1 6

1
。

0 2 7 5

士 0
。

0 0 0 0

1
。

0 35 5

士 0
。

0 0 1 6

l
。

0 4 5 4

士 0
。

0 0 0 0

1
。

0 3 7 9

士 0 。 0 0 0 0

1
。

0 3 4 0

1
。

0 4 1 7

1
。

3 5 0 9

士 0
,

0 0 0 0

1 。
34 9 1

士 0
。

0 0 0 1

l
。

3 5 6 0

士 0
。

00 0 1

1
。

3 5 6 6

土 0
。

0 0 0 0

1
。

3 5 2 0

士 0
。 0 0 0 0

1
。

3 5 1 7

1 。
3 5 4 6

0

土 0

3 8 0

0 0 1

0
。

2 9 7

士 0
。

0 0 1

0
。

3 1 8

干 0
。

0 0 1

0
。 3 9 3

土 0
。

0 0 1

0 。
3 17

士 0
。

0 0 1

0
。 3 32

0
。

35 6

l
。

4 4 3 8

士 0
。

0 0 1 1

1
。

7 7 9 2

士 0
。

0 0 2 0

l
。

7 8 9 7

土0
。

0 0 1 6

2
。

3 2 9 5

士 0
。

00 1 8

1 。
7 7 6 0

土 0
。

0 0 1 8

l
。

6 4 8 1

2
。

0 5 3 4

4 7
。

64

士 Q
。

9 6

5 5
。

14

土 0
。

8 4

5 2
。

5 9

土 1
。

3 8

4 6
。

2 3

士 0
。

9 0

5 1
。

0 9

5 0
。

4 0

2 6
。

3 55

土 0
。

3 1 5

3 5
。

2 7 2

士 0
。

16 2

2 7
。

7 2 0

士 0
。

0 3 2

3 5
。

5 4 8

土 0 。
0 3 4

29
。

4 8 7

3 5
。

5 48

960483042110556902055028....

……
10005i 20005+一-+1 2+l ]+11+一

红 阳 汁

黄 阳 汁

红 阴 汁

黄 阴 汁

阳汁均值

阴汁均值

12
。

14
。

2 结果与讨论

对原始数据经 t检验后进行 取 舍
,

测 定 结 果用X 士 t 。
. 。 。

s(
. , : 一 ’ / 2

) 表 示 (见表

3)
,

理化常数值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方差分析 (见表4)
。

从表 3的各测定值的均值看出
,

不同种类的沙棘原汁理化常数值不 同
,

阴
、

阳 坡 地

对沙棘原汁的理化常数的影响是有一定规律的
,

除表面张力以外其它理化常数均值都是

阴坡地大于阳坡地
。

这是因为阴坡地沙棘果实成熟度好
,

其可溶固形物浓度明显大于阳

坡地
,

根据物理化学基础理论
,

必然引起比重
、

折光率
、

电导率
、

粘度
、

渗透压等数值

的增大 , 而另一方面随着成熟度的增高
,

表面活性物质的成分也随之增加
,

从而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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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原汁的表面张力
。

表 4所列方差分析的结论表明
,

除比重外
,

不同坡度沙棘原汁之间的理化常 数 值几

乎都有极显著差异
。

这说明了不同地势高度对理化常数的影 响是很明显的
。

表 4 沙棘原汁理化常数单因素方差分析

方 差 比 重 折 光 率

来 源

5 5 厂 间 落
.

o 3 x l o 一 4 1
.

3 6 、 1 0
一 4

固 形 物 电 导 率

( % ) 只 1 0` 卜。 一 1
.

e m
一 1

粘 度 表面张力 渗 透 压

、 10
一 3 N

.
s m

一
2 x 10

一
7 N

.

m
一

1 x z o 5 N
.

m
一 2

` 。
.
。 。 1

.

4 6 x z o
一 4

3 6又 2 3 6
。

7

犷内 5
.

4 o x z o
一

6 z
.

o o x z o
一

7 s
.

o o x z o
一

2 2
.

7 0 、 20 一
5

25 3
。

7

d f f 间

.

6 5 又 2 0
一

7

4

.

6 9 x l o
一 2

1
.

o 6 x 2 0
一

5

￡内
1 2 12 l 2

M S M 间 l
.

2 3 x 1 0一 4 5
.

` o x l o
一 5 12

.

5 0 3
.

4 6 x l o
一 3

内M 透
.

5 2 x 飞。
一

5 s
.

s s x l o
一

9 魂
.

2 2 x z o
一

3 s
.

4 o x i o
一

4

l 1

0
。

3 4 0

l 5

7 8` 9 0

:
1一舀月

一矛]-血b叹11

F 2
。

7 2

3 。 2 6

4 .

o 3 x l o 3 2
.

o 6 x z o 3

1
.

5 3 x l o
一

6

2
.

2 2 K i o s

16
。

9 1

4
。

6 7

F o
.

o s

F o
.

o i

3
。 2 6

5
。

4 1

3
。

2 6

5
。 4 1

3
。

3 6

5
。

6 7

3。
2 9

5
。 4 2

3

6

5 6
.

2 1

7 6 x i o
一

4

20 x 10 5

4
。

7 6

9
。

7 8

显著性

5 。 4 1

N S
二 二 二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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