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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浏定桐料内碳水化合物

—
木贫素粗的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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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和 民

「
在畜牧上所通用的铜料分析方案及其基本分析方法

,

已 轻使用将近一百年了
。

‘

傲着畜牧学
‘

及有关科学的发展
,

暴露出来了这个陈旧方案在各方面的缺点
。

因而
,

寻求一种新的完善 的阂养分析方案
,

已径成为家音铜养学的重要阴题之一
。

在通用方案中的碳水化合物粗
,

不渝在营养物霄的进一步分粗上
,

或者在分析

方法上
,

都存在着朋题
。

同时
,

碳水化合物极为广泛地分布在各种阂料内
,

又是家

音所必不可缺的营养物臀
,

因而
,

合理地 talJ 定铜料内碳水化合物粗
,

有助于盯立完

善的铜料分析方案
。

现在
,

在我国各个地区正进行着各种铜料的分析
,

尤其偏重于富含碳水化合物

拍粗铜料的分析
,

这篇短文
,

或可起一些作用
。

在通用铜料分析方案中
, ‘

把碳 水化合物进一步分为雨粗营养物 贾
,

一 粗 吗做

.’’粗杆推素
” ,

一粗 哄做
“
无氮浸出物

” 。

铜料所含碳水化合物的数量和品臀
,

即

用这雨粗物霄来郭定
。

粗杆推素的测定
,

是将铜料样品径过稀酸
、

稀嫩
、

酒精和乙

盛等处理
,

不能水解的剩余物郎被侧定 为粗杆推素
。

在这粗物霄中除了真正的籽推

素外
,

还包括有半杆推素 (五碳聚酷和六碳聚酶)
、

木臀素
、

角臀
、

木栓臂
、

某些

犷物臀及其他物育
。

无氮浸 出物 的测定
,

并不径过任何处理
,

而是用爵算方法来求

得数量的
,

即 : 无氮浸出物 = 干物臀总t 一 (粗灰分 + 粗蛋 白臀 + 粗 脂肪 十 粗扦推

素)
。

在这粗 中实际包括有糖
、

溉粉
、

糊精
、

五碳聚酷 (或半杆推素)
,

木贸素以

及一些甚至大量的其他物贫
。

这些其他物臀在干草内有时竟多到无氮浸出物总量的

4 3
一

6 % ( 1 )
。

由上所述
,

可以看出
,

按照通用方案来郭定铜料内碳水化合物的营养价值
,

是

有粉严重缺点的
。

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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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木贾素并不是健正的碳水化合物
,

它的来源与演变也与杆椎素不同
。

木贾素

本身是极难消化的物赞
,

并且
,

他的存在还妨碍杆稚数及半杆稚紊的消化
。

按照通

用方案的分析法
,

木赞素却大量的或少量的分别混搅在粗杆推素与无氮浸出物内
,

显然
,

这样分析的桔果不能合理地反映侗料的本宜
。

.

因而
,

木熨素必值单独划为一粗
,

进行单独的测定
。

这是数十年来建哉新例料
·

分析方案的总趣势
。

根据木霄素的特殊性
,

现在
,

一般把碳水化合物粗改称为
“
碳水化合物 一

一木
-

赞素粗
” ,

或
“碳水化合物

—
木霄素粽合粗

” 。

2
.

通用方案的原来惫图歌为无氮浸出物容易消化
,

粗杆推素难于清化 ; 然而
, .

在音牧生产上所最常用的铜料内 (如干草
、

禾本科其捍
,

禾本科徐闹料及 青盼料)

却恰恰相反
,

粗杆推素却比无氮浸出物较易消化
。

( 1 ) 因之
,

利用通 用方案分析

的枯果来外定甸料的消化性是值得怀疑的
。

3
。

无氮浸出物的较盆是由针算差额而得到的
,

这就有可能使 m[J 定各粗成分时曲

澳差
,

全部集中地表现在这一粗
。

分析任何一粗时所产生的涣差
,

都直接影响到分

析桔果中无氮浸出物的数最
,

因而
,

使襄差扩大、

4
。

在粗杆推素内或无氮浸出物内所包含的各种物熨
,

无瑞按其营养价值
,

无渝
·

按其在动物
饥单

生理作用
,

都有着枝显著的差异
。

由以上所列几个主要缺点
,

可以肯定
,

通用饲料分析方案关于碳水化合物的诩

定是不合理的
,

不但分析方法应孩改进
,

而且如何对碳水化合物进行划粗讲类更是
.

亚待解决的朋题
。

近数十年来
,

不少科学家对于碳水化合物粗的测定提出建族
,

如 : H
。

兄
.

双. 一

‘“H o B 和 H
.

及
.

n p B H H lu H H K o B (1 93 3年) (2 ) 按照碳水化合物内各种成分 的相

似化学性贾
,

分为五个粗
,

并提供了雨种系扰分析的 方 案
。

w ijl ia m , 和 Ol
, n st 心

(193 5年) 若3 ) 将铜料样品轻过胰阵人工消化分为可消化邵分和不消化那分
,

再

将不消化部分用硫酸水鲜
,

滤液供测定六碳给和五碳结
,

不能滤过约部分即为木宜
-

素
。

C ra m p to n 污初 Ma yn a rd (1 9 3 8年 ) (4 ) 提出把碳水化合物分为三个粗
,

亡口末

贫素粗
,

杆推素粗和其他碳水化合物粗
。

他俩先用胃蛋白醉消化绚料样品
,

随后胜

酸水解
,

不能铭过的剩余物即为木臂素
,

根据 K价ch ne
r 方法测定扦推素

,

由 茎级

叶算而得出 J乞他碳水化合物粗
。 H 川

e r 和 W
a l一 (1 9 4 0年 )( 5 )提蠢把碳水化合物分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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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杆推素粗
、

半杆推素粗和木瞥素扣
。

B o n g i 和 M e y e r
(1 9 4 3主) ( 6 ) 研究 了 青

铜料的成分和消化性
,

提出应分为五碳聚酷粗
,

六碳聚酷粗和术贾素祖
。

苏联科学家在这方面进行了亘大的工作
,

如 H
.

及
.

n pB 。宜:u , r; : 民0 5
,

M
.

n
.

K o

p a 6几 了B a ,

E
.

M
.

H 几、B o B e ‘a 只 ( 7 ) 和 E
.

A
.

H已T e Po B a
( 8 ) 等

。
1 9 4 7年 K

.

B
.

M

a P二 o a a
( 9 ) 在全苏畜牧科学研究所根据H

.

双
.

n p a H川 以H H : o B 的方法
,

提出改进

的建投
,

并对大批铜料进行了分析
。

她提徽将铜料的碳水化合物一木物素粽合祖分

为 : 可溶和易水解的碳水化合物粗
、

杆推素粗和木霄素粗
。

所 介招的分析方法是 系

貌的
。

先将铜料样品脱脂
,

并在 2 % H d 中沸 5 小时 (第一次水鲜)
,

进 行 过 滤
,

侧定赫液中的还原塘
,

换算为可溶和易水鲜的碳水化合物粗
。

在这一粗 巾 包 括 着

糖
、

糊精
、

搬粉
、

半杆稚素和部分果胶物臂
。

第一次水解时不可滤过的剩余物用 10
·

格容积的7 2
.

5 % 硫酸在30
“ c 恒温箱内 (或水洛内) 进行第二次水解二小时

,

然后过

泌
,

滤液 ffil] 定还原塘
,

求出杆推素数蚤
。

不可滤过的剩余物即为木贾素 (减去其中

所含的粗蛋白霄和粗灰分
,

加以校正 )
。

19 52 年 U
.

班
.

n o n O B 院士和 H
。

A
.
几v : al u ”K

候补博士在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

农学院发表了他们的骗文 ( 1 ) 他俩指出通用铜料分析方案的缺点是普遍性的
,

同

时
,

也批抨了所有建攀的错澳
。

所有建敲
“
对于复杂的碳水化合物粗的分类根据

,

都是狄窄的钝化学的
。 ” n o n o B 等这一句菇

,

正靛破了各新律激的本贾
。

他侧 认

为研究新的铜料分析方案
,

必须考虑到化学成分
,

铜料本性在 挤 厂、养上的生理几

义么及这些物臀在动物有机休内的遭遇
,

并且
,

首先应孩从消化过程出发
。

H
.

C
。 ·

助nO B 和 H
.

A
.

兀y“ m u K 提出了新建慧
。

n
.

c
.

n on o B 和 H
.

A
.

沟
二a 也“二 所建敲的方案

,

是把碳水化合物

—
木霄素粗

分为 : 1 易消化碳水化合物粗 (主要是糖和搬粉)
,

2 木霄素粗
,

3 总杆推素粗
。

按照碳水化合物
—

木霄素粗构成植物袖胞的哪位来拼
,

可以分为雨类
,

一类是包含

于粕胞的内含物
,

一类 lllJ 构成植物的韧胞壁
。

在第一类的物霄中主要是糖和溅粉
,

它

们的化学性臀是极为近似的
,

易溶于水
、

弱酸
、

弱的和麦芽浸剂
,

它们在清化过程

中都是籍助于酶来完成水鲜 的
,

至子它仍 的生理作用
,

也是为人所熟知的
。

因而
,

应各把它们划讲于一个粗
,

即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粗 (糖和溅粉)
。

在构成植物韧胞壁的成分中
,

把木臂紊单独划为一粗
, ,

理由如前所述
。

其余的

物贫 lllJ 完全归讲于另一个粗
,

并定名为急扦推素
。

获得总扦推素的方法
,

是从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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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亚氛酸钠 伽
a cl o :

) 在冰醋酸环境中排除出去木贾素
。

在总杆推素中主要包含有杆椎素
、

半钎推素和果胶物贾
。

建我者认为不应孩对

这一粗再进行进一步的划分
。

因为
,

按照这些物贾的化学性贾
,

可溶性以及在植衡

生 长发育中的演变
,

都是极为近似的
。

如果单独测定杆推素或半杆推素
.

常常因溶

荆的浓度
,

处理 的时简长短以及它仍在韧胞膜中所处的位置而致桔果有明显差异
,

而且它俩的数t 也根据植物发育阶段而变化 ; 除此而外
,

它们在消化过程中仅只有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才能形成相类似的吸酵产物 (低极有机酸)
。

它们的消化率也很

近似
。

如腺羊消化三叶草

—
猫尾草干草中的杆推素是 60

。

3 %
,

消化五碳聚 酷 是
_

6 6
.

1%
。

因而
,

应讲为一粗
。

班
.

c
.

n on 帕 和 H
.

A
.

几y盆a 山n 盆 为了征明所获得的总杆推素的纯度
,

藉 助 于
·

显徽镜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
。

总杆椎素标本用简笨三酚染色时是否定的 (简笨

三酚是木霄素的染色剂)
,

而用碘同抓化锌的
.

水溶液染色时 lllJ 被速箱不断地染上颜色

(碘同氮化锌水溶液是杆推素的反应荆 )
。

同时
,

也看到韧胞的内含物 没有了
,

但

薄膜粗积完整无摄
,

粗胞壁未遭到破坏
。

这也征明了木胃素不是和杆挺素化合在一

起的
,

而是以傲胶拉嵌于杆推素简隙的
。

肖进行化学研究时
,

在总杆推素内发现有含氮物霄和矿物霄
, “耗 ”总杆推素在三

歼草
—

描尾草干草内占
“
粗

”
总杆稚素的87

.

3 %
,

在粪的样品中占87
.

4一88
.

2 %
。

在三叶草
—猫尾草干草内

,

一克总杆推素的热能
,

轻过校正后 等 于 4
。

56 大

卡
。

J

总杆推素内含碳4 5
。

5 %
,

而在通用方案的粗杆推数内含碳43
。

2 %

在进行消化拭脸时所得到的总杆推素消化率也很稳定
,

如 : 一头腺羊对三叶草

—猫尾草干草内总杆推素的消化率是 64
。

2 %
,

另一头是66
.

6 %
。

从而
,

根据化学分析
,

根据清化拭脸
,

根据显微镜方法的研究
,

把总杆推素当

作一个复杂的碳水化合物粽合粗是有充分根据的
,

它不 仅能 从铜料内按分析方法分

析出来
,

而且也能在消化后产物中分析出来
。

此外
,

按照n o n o B 和五y瓶也H 二
所建蔽的方案进行分析碳水化合物

—
木宜案

粗
,

几乎所有物贾都遭到了分析
,

而所翻 “
其他物宜

”
仅占1

。

66 %
。

但在他俩拭放

中另外所拟的几个方案中
,

这些 “其他物贾
”
竟 占到12 一42 %

。

可由表一和表二觅得分析与消化飘脸的桔果
。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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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在三叶草
—

猫尾草干草内碳水化合物—
木臀素粗的消化拿

(吠暇动物—柏羊)

粗粗性推案案 无抓渗出物物 拐抽素素 五砚泉幼幼 木贡来来 溶于2肠H ddd

的的的的的的的肠贫贫

11111111 60
。

555 6 6
,
333 8

。

333 7 8
。

999

iiiii}}}
6 0

·
, {{{{ 二‘ }}}{ ,

·

, }}}} , 6
·

111

总粗推案

66
。

6

64
。

2

表二 在三叶草—猫尾草内碳水化合物—木臀素粗的各种成分

《%粗对千姗物贫 )

「

1

;豁豁 阿叫
总

“洲其他物贾

一
‘- - -

.

一厂一
一

4 1
。

8 3

2e
。

83

12
。

3 3

1 1
。

1 1 15
。

5 2

1 1
。

1 1 5 1
。

口1 } 1
。

6 8

*
性推素—是用含努物霄

,

矿物贯及五砚案味校正后的徽宇

* 木宜素—是用舍振物贫和矿物贫校正后的数字

作者就通用方案
、

B n 狱仿案 (即全苏音牧科学研究所K
、

B
、

M a p ICO 助 方 案)和

万
、

c
、

n on
。 。 H

·

A
·

JIv 众Iu。方案进行了比校
,

分析的桐料是三菜草

—猫尾草
、

牛

尾草混合乾草
。

分析桔果如表三 :

表三 在三叶草
—

猫尾草
—

牛尾草混合干草内碳水化合物—
木鹭素粗的成份

《%艳对拢操物贫)

粗粗袱推众众 无 氮伶出物物
。刻爪翼繁

((( 特十魂粉粉

333 6
。

3555 4 4
。

4 333 28
。

3 222 2 4
。

1 888 一 ⋯一一

22222222222 0
·

9 9

⋯一一
lllllllllllll

11111111111 1
。

5 0 一 13
。

1777
一一一一一一一
1111111111111

由表三可以看出
,

木臂素的数量在B 宜狱方案与n 。
甲

B和兀v众川H 二方案之简 的

差异是显著的
,

这主要是由于分析方法的不同
,

在K
·

B
·

M aP
: c o 加的分析桔果中

,

木瞥素的素量也偏高 ( 9 )
。

再者
,

进行B H 班方案分析时未进行脱脂
,

也影 响 了

木赞素数植
。

另外也晃到了另一种情况
,

即按n on oB 和兀vKa lu , ‘方案所获得各粗数

1 之和
,

可能稍大于按通用方案所得到的数值
。

这可能由分 析进程中的涣 差 所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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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叫~ 宁~ . , ~ ~ , 钾~ , , . , . . . . 口

一
起

。

H
·

c. 众
刀〔 , 居士禾H. A

.

脚
“

aIn “候补博土的建豁方案
,

应故被 敲为是 一种

胶完善的方案
。

最大特点是对这一复杂的碳水化合物
—

木贾素粗恰予了合理的划

粗讲类
。

因为侧定各个不同化学成分
,

十分繁玻
,

复杂
,

为了便于指导音牧生产实

践
,

不可能对每一物赞都进行各别侧定
,

而且也没有这种必要
,

这是一般科学家所

同惫了的
。

但是
,

如何划粗讲类
,

.

才更能符合于铜料本性与消化过程
,

才更能指导

音牧生产实践
,

乃是咫题的焦点
。

从以上所介招的材料
,

可以挽
,

n o n o B 扣兀犷二 a山”

二的建蔽
,

较完满地解决 了
_ 广简题

。

因为
,

第一
,

建裁是按着各 种 物 贾 的 相 似

消化过程和清化性来分粗的
。

这就突出了铜料分析方案的目的
—

为畜牧 生 产
、

月民

务
。

第二
,

符合于铜料本性
。

第三
,

同粗物宜的化学性臀极为近似
,

同时生理作书

也无甚大差别
,

使其易于分析
,

便于实用
。

然而
,

建徽者所提供的分析
、

研究材料
,

为数简少
。

虽然
,

在理篇上推输它是

适于各种侗料的
,

但
,

更多的分析查料或消化裁脸的桔果还是必要的
。

再者
,

所测

定的总杆推素内包含有少t 含氮物霄和矿物霄
,

而含氮物鬓和矿物臂在分析方案中

是有寡粗来侧定的
,

因而
,

如能加以校正
,

象校正木霄素一样
,

将更为合理
。

目前
,

在苏联还浪有肯定以那个建栽方案为标准
, .

正处于射渝中
。

作者介招这

些建钱的目的是希望国内各地寡家就分析铜料之便
,

对于碳水化合物
—

木霄素粗

予以相当注惫
,

这对于我国畜牧业的发展
.

尤其是对于粗铜料韵合理郭定营养价值

和合理使用
,

是有益处的
。

关于B 万傲方案的具休分析方法
,

已戴于全苏音牧研究所出版的
“音牧分析法 ”

(17 )
.

在此不作鳌述
。

关于n o n o B和兀y。也H 公方案的具体分沂方法
,

没有 出 版

的介招材料
,

作者就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家音侗养教研粗进修之便
,

得到了孩方

案的分析方法
,

现加以整理
,

附录于后
。

并借此文向n
.

C
.

n o no B 的指导和 H
.

A
.

兀

y K al u 践‘的热情帮助表示感榭
。

附录一
、

瓦 c
.

n o H oH 和H
.

A
.

兀y滋也H ‘方案的分析法 :

根据这个方案
,

把碳水化合物木赞素粗分为三粗进行分析
。

其中易消化碳水化

合钧粗主要是箱和渡粉
,

和一般所用的分析方法相同
,

不再介招
,

兹将其对总杆推

素粗和木赞素粗的分析方法介招如下 :

尸 总挂雄素分析法

在冰醋酸环境下
,

加亚氛酸钠 (N a CI O t)
,

使木霄素成为可溶解状态
,

得到白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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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轩推状的物霄
,

轻过过滤
,

洗滁
,

郎总杆推素
,

但亚氛酸钠没有出售的成品
,

因此
,

必须先在实脸室内制取CI O , 从而获得亚氛酸钠
,

以便用以分析总杆推素
,

方 法 如

下
:

1
。

获得C IO , 的方法 (1 0 ) (2 )

在容积1
.

5公升的圆底烧瓶内 (瓶颐有导出管) 放入2 40 克氮 酸 钾 (K cl o ,
)

和20 0克草酸 (H : c : 0 .
)

,

并在4 0。毫升蒸抬水内注入 比重 1
.

84 的冷浓硫酸 12 0 毫 ’

开
,

也倒入同一圆底 境瓶
。

按图装俄仪器 : 将境瓶皿于水浴内
,

并加以固定
,

境瓶的导出管速接洗株瓶并

由洗株瓶的导出管速接弯玻瑞管
,

使加热后所形成的 CI O t 轻过玻璃管至收集瓶内
。

收集瓶内往入 4 一 5 公升蒸妞水以吸收 C1 0 : 。

收集瓶应为褐色
,

以避免直射光钱
。

教集瓶周困应用水或雪以冷却溶液
,

不使 C1 0 . 逸出
。

所有联接处应使用 玻 璃
,

因

C p t对有机贾腐触作用
,

并可能发生爆炸
。

因而不得使用橡皮塞等
。

玻 璃 管 的 联

接处外部可用橡皮管箍紧
,

但注惫不要使橡皮管接触到C1 0 t 气体
。

C lo . 有剧毒
,

所以应在毒气橱内进行工作
。

同时
,

要避免在直射光钱 下 进 行

处理
。

IIIlllll
,

户户

到到到到到到到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装置完备后

,

加热
。

温度爵 吊在水浴内
,

水银球不要接触水浴底或壁
,

以得到

截止的水的温度
。

开始加热时允爵到6 5o C
,

但以后就保持在 6 0
“

C 。

不久
,

即 可 看

到逸出的黄色气体轻过洗株瓶注入收集瓶的水内
。

加热过程要延翻 5 个小 时 或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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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工作人具除查看温度或往水浴内添水外
,

不要打开毒气橱的玻窗
,

以觅中毒
。

有人建惑最好带上防毒面具工作
。

加热延彼 5 小时
,

郎可告桔束
,

收集瓶的水内豹含有 2 % cl o : 。

其反应式如下 :

Z K C IO : + (c 0 0 H )
: + H , 5 0 ‘ . Z C 10 一+ 2 C0 : + K : 5 0 . + Z H e o 获得C 10 ,

水溶液后
,

拆卸装置
,

将境瓶及洗被瓶 的导出管冲向毒气橱的孔洞
,

以抽出残存于

其内的C lo , 。

2
。

获得N a C心 : 的方法
·

(1 1)

在毒气橱内用磁匙将M a : O ,
‘

(过氧化钠) 粉末少最地洒入CI O :
水溶液 内

,

一

度洒到液体早现中性反应
,

不再放出氧为止
。

进行这个手按时
,

要防止 吸 入 C1 0 t

气体
。

反应式如下 :

N a , 0 , + 2 C IO 一= 2 N a C IO e + O ,

然后将一部分N a
cl o , 液体倒入蒸发皿内

,

置于水浴上加温
。

N a C lo : 液 体 的 温
_

度不得超过85
O
C
。

一直加蒸发到得到N “CI O : 的拮晶
。

将桔晶取至玻璃乒斗内
,

用水

嘟筒抽去多余的水分
,

便得到乾燥的N a Cl o : 。

其余的N a
CI O , 液体也用同样 的方法以获得乾燥的N a CI O : 。

’

所获得 的N a
cl o :

桔晶
,

耍保存在揭色的玻璃瓶内
,

以备使用
。

3
。

测定总杆推素 (12)

将 2 一 3 克磨碎的样品 (风乾状态)在脂肪抽出器内用乙醚股脂12 小时
,

然后将

脱脂的样品放入容积2 50 毫升 的维形瓶内
,

倒入 150 毫升蒸翩水
,

加入1
.

5克亚 娜 酸

纳 (N
a
CI O ,)

,

并用移液管滴上0
。

6毫升冰醋酸
,

把雄形瓶放在水浴内加热
,

水 各

温度保持在 75 一80
“
C

,

历时一小时
。

为保持液休的一定浓度
,

加热时要在锥形瓶口

上盖以漏斗
,

使蒸发的水分仍沿漏斗管滴入维形瓶 内
。

或者使用空气冷凝管
。

加热
·

一小时后
,

再滴入0
。

6毫升冰醋酸
,

加入1
。

5克亚氛酸纳
,

仍在75 一80
O C下加热一小

时
。

如此进行 4 一 6 次 (最好是 6 次)
,

就可以看冕在瓶底沉锻有白色杆推

状物熨
,

却总杆帷素
。

‘

然后
,

将此维形瓶放皿于桶内
,

用冰或雪包圈起来
,

加以冷却
,

(或放在冰箱

内)
。

取已知乾燥重 t 的滤版
,

折叠后
,

紧紧附于漏斗上
,

下接容器
。

将冷却的 含

有总杆推素的溶液过滤
,

并用冰冷的蒸姐水冲洗
,

一道洗到溥液为清明的液体
。

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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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后再用丙酮冲洗三次
,

洗至滤溶无色
。

待留在滤桩上的总杆推素乾燥后
,

速同滤抵一齐放入原来称里滤版乾重用的秤

瓶内
,

在洪箱10 0一 1 05o C下乾燥
,

值至恒重 o’所秤里得的数值减去滤耘乾重
,

用原

样品重 t 除之
,

并乘以1 0 0所得到风乾状态下总杆推素的百分数
。

或换算成 艳 对乾

燥下的百分数
。

(二) 木班素分析法 (12)

将 l 克左右脱脂后的磨碎样品 (风乾状态)
,

放入维形瓶内
,

加上 15 毫升72 %

的硫酸
,

使其很 好地浸演全部样品
,

锥形瓶用橡皮塞塞紧
,

在水浴温度24 一2 5o C下加

热2
。

5小时
。

在加热过程中要定期摇视瓶内内容物
,

避免形成团块
。

然后
,

向孩锥形瓶内注入2 0 0毫升蒸给水
,

用带有空气冷凝管 的橡皮塞
,
盖紧维

形瓶
,

使蒸发 的水汽遇冷凝精成水
,

再沿瓶瑞管流入瓶 内
,

以避免水分的过度蒸发
,

保持溶液一定浓度
。

将装置好的维形瓶煮沸一小时
。

用已知轻重的无灰分滤抵过滤
,

并用热蒸姻水冲洗
,

一直洗到滤液 中再 无 硫

酸
。

可用氛化朔溶液拭滤液是否混浊
。

不可滤过的褐色 物 即木 熨 素
。

遵 同 滤 抵

在 10 0一105
“c 下乾燥至恒重

,

减去滤袄重t 即木贾素重t
。

但
,

所得到的木贾素保粗木赞素
。

为此
,

要将粗木贾素分为雨份
,

一份供侧定

粗灰分重里
,

一份供侧定粗蛋 白鬓重 t (或者用一个样品的粗木霄素侧定粗灰分
,

用另一平行样品的粗木臂素侧定粗蛋白熨)
。

粗木贫素重t 减去粗灰分重t 和粗蛋 自

熨重t 即得到钝木霄素重里
。

求得风乾状态下的木臂素百分数
。

或者换算为艳对乾燥状态下的木臀素百分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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