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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交联玉米淀粉的非晶化特性

张本山， 徐立宏， 高大维， 王 杰
（华南理工大学轻化所，广东广州 %$"34$）

摘 要：研究了以三氯氧磷为交联剂的高交联玉米淀粉的制备方法，报道了高交联玉米淀粉颗粒

随反应取代度增加而逐渐非晶化的现象 ) 采用偏光显微镜和广角 15射线衍射对其由多晶态向非

晶态的渐变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高交联玉米淀粉中存在不同于原淀粉多晶颗粒态的只含无定形

结构的非晶颗粒态。对非晶颗粒态高交联玉米淀粉颗粒的粒度分布的进一步研究结果还表明，此

时的淀粉颗粒发生了轻度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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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联淀粉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变性淀粉，目

前国内外关于淀粉的交联改性研究已经开展得比

较深入和广泛，其中关于交联剂的选择、交联反应

的机理研究以及交联变性淀粉的应用研究都有很

多报道［$，!］)以往关于淀粉颗粒非晶化研究多以淀

粉在球磨机中长时间研磨的结晶性研究为主，其目

的是获得用于测定相对结晶度指数的非晶标准 )然
而，近几年来淀粉颗粒的非晶化研究已成为淀粉科

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前沿课题 ) $..4 年，荷兰的 &>>5

(,>RK 教授报道了马铃薯淀粉颗粒在用高碘酸氧化

制备双醛淀粉过程中的非晶化现象［#］；$..3 年，德

国的 7KQK> 博士报道了小麦、玉米及豆类淀粉颗粒

在高 压 力 下 的 非 晶 化 现 象［4］；$..2 年，法 国 的

&>R’?D[Q> M,ROD, 博士报道了在中等水分含量下加

热而使木薯淀粉颗粒非晶化的现象［%］)作者研究并

报道了三氯氧磷高交联玉米淀粉随反应取代度的

增高而使玉米淀粉颗粒逐渐非晶化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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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方法

! " ! 交联淀粉的制备方法

在 !" #的超级恒温水浴反应池中，保持连续

搅拌，把玉米淀粉（ 广东顺峰淀粉厂生产）用蒸馏水

调成质量分数为 $"%的均匀淀粉乳，调乳前在水中

溶解相当于绝干淀粉质量 &%的无水硫酸钠（分析

纯），用质量分数为 !%的氢氧化钠（分析纯）溶液调

淀粉乳 ’( 值为 )& * & *保持淀粉乳温度为 !" #，连

续搅拌，缓慢加入一定量的三氯氧磷（化学纯），同

时滴加 !%的氢氧化钠溶液保持体系 +( 值不变 *当
三氯氧磷的加入量超过 &%时，为了防止因保持 +(
值而加入大量的稀碱冲稀反应体系，则采用分批加

入三氯氧磷的方法，即先加入 &%的三氯氧磷并反

应 " * , - 后 再 加 入 其 余 部 分，同 时 改 用 $"% 的

./0( 来保持体系的 +( 值 * 全部三氯氧磷加完后

再反应 ) -，最后用 ) 123 4 5 硫酸（分析纯）中和到

+( 值为 6 * ! 7 6 * ,，过滤并用约 ," #的蒸馏水水洗

到洗出水中检测不出游离磷的存在 * 粉碎滤饼，在

$, #烘箱中干燥到水分低于 )$%，粉碎并过 )&"
目筛得产品 *
! " # 反应取代度的测定

淀粉样品经消化后，用抗坏血酸还原磷钼酸

铵，在沸水浴中快速完成显色，转变成的钼蓝色在

室温下极稳定，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其吸光度［))］*
! " $ % 射线结晶度的测定

样品处理：淀粉样品保持在平衡水分含量并过

)&" 目筛；测量仪器：日本理学 89:/;< = 4 1/>?)&""
@ 射线衍射仪；实验条件：AB;< 射线，.9 片滤波，!
C ) * ,$", D )"?)" 1，电压 $" ;E，电流 !" 1F，扫

描范围 &!C $G 7 6"G，扫描速度 )"G 4 19H *
测定方法：@ 射线衍射法测定结晶度的依据是

在粉末状多晶混合物中，某相的衍射强度与其在有

机物中的含量成对应关系，含量越高衍射强度越

大 *通过测定结晶部分和非结晶部分的累积衍射强

度 !" 和 !#，根据公式 $" C !" %（ !" I &!#）即可算出 @
射线结晶度 *须要说明的是，常数 & 在忽略吸收作

用及实验条件等对测定结果的影响时可近似取值

为 ) *
! " & 颗粒形貌与偏光十字

仪器：日本奥林巴斯（ 05JK’LM EF.0@ ）

N(M?& 型多功能显微镜 *
方法：将被测样品配制成适当浓度的淀粉乳，

滴于载波片上，盖上盖玻片，放入显微镜样品台，观

察并拍摄淀粉颗粒形貌及偏光十字（放大倍数为

$"" 倍）*
! " ’ 粒度分布

仪器：日本岛津 MF?A’! 离心沉降式粒度分布

测定仪 *
方法：被测淀粉样品经水调乳后抽滤，测定滤

饼密度 *淀粉沉降分散剂为 " * &%的六偏磷酸钠水

溶液 *样品（滤饼）的加入量应使溶液显示的吸收强

度在透光率在 O"% 7 )&"%之间 *样品的沉降方式

为离心式或离心与自由沉降混合式 *

# 结果与讨论

# " ! 反应取代度

三氯氧磷与淀粉的反应产物主要是单酯和双

酯 *已有的研究报道表明：在降低 +( 值条件下，产

物以单酯为主；在较高 +( 值条件下，产物以交联的

双酯为主，要制备交联为主的淀粉则 +( 值应大于

)" 以上［)6］*本研究意在取得高交联度和高取代度

的交联淀粉产品并研究其非晶化变化规律，故反应

+( 值选为淀粉碱糊化的临界 +( 值 )& * &，反应取代

度见图 )，随着三氯氧磷加入量的增加，取代度逐渐

增加 *实验还证实，当三氯氧磷的加入量达到 " * )%
以上时，反应得到的交联淀粉即失去了在沸水中糊

化的特性，所以，作者研究的高交联玉米淀粉均为

非糊化的淀粉颗粒 *

图 ! 取代度随三氯氧磷加入量的变化曲线

()*" ! +,,-./ 0, 12 03 45063/ 0, 789:$

# " # % 射线结晶度

广角 @?射线衍射是研究和测定淀粉多晶体系

结晶性质和结晶度的一种有效手段 *在衍射曲线中

结晶结构对应着尖峰衍射特征而非晶结构对应着

弥散衍射特征，通过对比和研究衍射曲线图中尖峰

衍射特征和弥散衍射特征的比例及变化规律可以

确定淀粉颗粒的结晶性质 *图 & 中曲线 ’ 是原玉米

淀粉的衍射曲线，它由尖峰衍射特征和弥散衍射特

征两部分组成是典型的多晶体系的衍射曲线，说明

原玉米淀粉颗粒是由结晶和非晶两部分组成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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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度为 !" # $%& #图 ’ 中曲线 ! 到曲线 " 对应着

三氯氧磷加入量从 !&到 %(&的不同交联度的淀

粉，从其变化规律可见随着三氯氧磷加入量的逐渐

增加，曲线中的尖峰衍射特征逐渐减弱 #最后，当三

氯氧磷加入量达到 %(&时完全消失，曲线 " 中只

包含着一种弥散衍射特征是典型的无定形结构的

衍射特征 # 上述变化规律说明，随着三氯氧磷加入

量和反应取代度的逐渐增加，玉米淀粉颗粒逐渐由

多晶颗粒结构转变为非晶颗粒结构，即由多晶颗粒

态转变为非晶颗粒态 #对应此过程的结晶度及最大

衍射强度的变化见表 ! #

图 ! 不同三氯氧磷加入量的 "射线衍射图

#$%& ! ’() "*+,- .$//+,01$23 4,11)+35 2/ 02+3 51,+0()5
0+2556$37). 8$1( 9:;6< ,1 =*>,1$?)，@*AB，;*

CB，D*AEB，F*!EB，#*<EB
表 A 不同三氯氧磷加入量的交联淀粉的结晶度

’,G&A ;+-51,66$3$1- 2/ 02+3 51,+0()5 0+2556$37). 8$1( 9:;6<

样品

编号

三氯氧磷

添加量 ) &
最大衍射

强度 ) *+,
总衍射区

质量 ) -
非晶衍射区

质量 ) -
结晶度 )

&

. ( !"$/ ( # %!"% ( # ’/0( !" # $%
1 ! !"2$ ( # %’%% ( # ’$32 !% # 22
4 2 !"/" ( # %!3" ( # ’$20 !% # /2
5 !( !%%3 ( # %!($ ( # ’$!$ !’ # 22
6 ’( !’!/ ( # ’333 ( # ’$2" 0 # !$
7 %( 3/3 ( # %"’" ( # %"’" (

! & < 淀粉颗粒形貌及偏光十字的变化

淀粉颗粒在偏光显微镜下表现出球晶结构所

特有的偏光十字，淀粉颗粒偏光十字的变化在一定

程度上反应了淀粉颗粒结晶结构的变化 #通过光学

显微镜可以直接观察到淀粉颗粒形貌及偏光十字

因交联作用而发生的变化 # 图 % 8 0 为原淀粉及不

同交联度的交联淀粉的颗粒形貌及偏光十字，其中

可见原玉米淀粉的偏光十字及多角形的颗粒形貌

保持完好，是典型的球晶结构；交联玉米淀粉的偏

图 < 原玉米淀粉的偏光十字显微照片（HEE 倍）

#$%&< 926,+$I). 6$%(1 J$0+24(212 2/ 3,1$?) 02+3 51,+0(
（HEE 倍）

图 H 加入 AB三氯氧磷交联后的交联淀粉的偏光十

字显微照片（HEE 倍）

#$%& H 926,+$I). 6$%(1 J$0+24(212 2/ 02+3 51,+0(
0+2556$37). 8$1( AB9:;6<（ K HEE 倍）

图 C 加入 CB三氯氧磷交联后的交联淀粉的偏光十

字显微照片（HEE 倍）

#$%& C 926,+$I). 6$%(1 J$0+24(212 2/ 02+3 L1,+0(
0+2556$37). 8$1( CB 9:;6<（HEE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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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加入 "#$三氯氧磷交联后的交联淀粉的偏光十

字显微照片（%## 倍）

&’() ! *+,-.’/01 ,’(23 4’5.+62+3+ +7 5+.8 93-.52
5.+99,’8:01 ;’32 "#$ *<=,>（%## 倍）

图 ? 加入 @#$三氯氧磷交联后的交联淀粉的偏光十

字显微照片（%## 倍）

&’() ? *+,-.’/01 ,’(23 4’5.+62+3+ +7 5+.8 93-.52
5.+99,’8:01 ;’32 @#$ *<=,>（%## 倍）

光十字和颗粒形貌则随着三氯氧磷加入量的增加

而发生明显变化，表现在淀粉颗粒的偏光十字逐渐

减少并最后消失，同时颗粒本身发生了一定程度的

膨胀并出现明显的裂纹（见图 !）"作者认为此时的

淀粉颗粒在高交联的作用下已经处于一种不同于

原淀粉球晶颗粒的非糊化、非晶化的颗粒态，两者

的物态性质是有很大差别的 "
@ ) % 平均粒径和粒度分布

采用离心沉降式粒度分布测定仪，对原淀粉颗

粒和非晶化颗粒态淀粉颗粒的平均粒径和粒度分

布进行了研究，结果如图 # 所示 "曲线 ! 为原淀粉

的颗粒分布曲线，其平均粒径为 $% " &&!’"曲线 "

图 A 加入 >#$三氯氧磷交联后的交联淀粉 的偏光十

字显微照片（%## 倍）

&’() A *+,-.’/01 ,’(23 4’5.+62+3+ +7 5+.8 93-.52
5.+99,’8:01 ;’32 >#$ *<=,>（%## 倍）

图 B 淀粉颗粒的粒度分布曲线

&’() B *-.3’5,0 9’/0 1’93.’CD3’+8 +7 5+.8

为经 ()*三氯氧磷交联后的非晶化颗粒态交联淀

粉的粒度分布曲线，其平均粒径为 ++ " (+!’，略大

于原淀粉颗粒，而且多数颗粒分布于粒径较大的区

域 "这说明处于非晶化颗粒态的交联淀粉与多晶颗

粒态相比较发生了轻度的膨胀 "高交联淀粉的非晶

化颗粒态对研究淀粉的颗粒结构、糊化机理、变性

反应机理以及变性淀粉产品的开发与应用都是非

常重要的 "

> 结 论

玉米淀粉经过三氯氧磷较高程度的交联后，逐

渐失去其原有的结晶结构，转变成不同于原淀粉多

晶颗粒态的只含有无定形结构的非晶颗粒态 "非晶

颗粒态玉米淀粉基本保持了原玉米淀粉颗粒的多

角形颗粒形貌但发生了轻度膨胀 "

,(+ 无 锡 轻 工 大 学 学 报 第 +) 卷

万方数据



参考文献：

［ ! ］张力田 "变性淀粉［#］"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
［ % ］&’()*+,- - + ，./)0’/++ , 1 " )23456 ：06789:24; 3<= *756<>?>@;［#］" A7B C>4D 3<= +>=><：/53=7895 .47::，!$EF "
［ G ］H,,+/,-* )，.I++(AJ # ，K7 &(* K" )24L52L43? 3<= M6;:95>5678953? 563<@7: >N M>232> :23456 3?><@ M749>=327 >O9=329><

［P］" !"#$%&，!$$Q，QE（F）：%EG R %ES "
［ Q ］)*T*, - ，U+(AJ,- - & ，,)’*(/J’( # A" ,NN752: >N 69@6 M47::L47: 2473287<2 >< :234567:［P］" !"#$%&，!$$E，QS（!! V

!%）：G$$ R QWS "
［ X ］H,-IA(YT, J，./T+ 0，Z-(J(**, Z" )24L54L43? 563<@7: >N 53::3[3 :23456 @43<L?7: 3N274 67329<@ 32 9<27487=9327\

B32745><27<2:［P］" !"#$%&，!$$F，Q$（X）：!F! R !F$ "
［ E ］-TZ,A) - & " 1>>=:2LNN: 5><239<9@ 54>:?9<D7= :234567: L:9<@ )*#.［.］" T).：Q!SG$E$，!$SW\W!\!X "
［ F ］-TZ,A) - &" .4>57:: N>4 M47M349<@ 54>::?9<=7= :234567: L:9<@ )*#.［.］" T).：Q%!$EQE，!$SW\WS\%E "
［ S ］’IIH,- -，)I)T+)U( 1 " ,NN752 >N 54>::\?9<D9<@ >< NL<529><3? M4>M74297= >N ?7@L87 :234567:［P］" !"#$%&，!$SE，GS（X）：!Q$

R !XX "
［ $ ］/A\( C76，P,AJ\CTA, +9" U9<7295: >N M63:7 243<:929>< >N <329[7，54>::?9<D7=，3<= 6;=4>O;M4>M;?327= 4957 :234567:［ P］"

!"#$%&，!$$E，QS（!）!F R %! "
［!W］YT/A C，U&,IA # -，)I)T+)U( 1 &" ,NN752 >N 54>:: ?9<D9<@ >< NL<529><3? M4>M74297: >N 5329><95 5>4< :23456［P］" !"#$%&，

!$$F，Q$（!!）：QXS R QEQ "
［!!］淀粉及其衍生产品———磷总含量的测定［)］" ()I G$QE，!$S% "
［!%］&/U,+(A P ’，H(-J(A ’ )，0-C)*/+ ," K7[7?>M87<2 3<= 5>8M349:>< >N 2B> ]\43; 8726>=: N>4 =727489<9<@ 267 54;:\

23??9<92; >N 5>22>< 57??L?>:7［P］" ’()$*#+ (, #--+./0 -&12.%2，!$X$，GW：!EXQ R !EE% "
［!G］裴光文，钟维烈，岳书彬 "单晶、多晶和非晶物质的 ] 射线衍射［#］"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SX "
［!Q］张本山 "淀粉微晶性质的研究［K］"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学位论文，!$$Q "
［!X］何曼君，陈维孝，懂西侠 "高分子物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W "
［!E］黄立新 "三氯氧磷变性木薯淀粉反应机理和产品性质研究［K］"广州：华南理工大学，!$$X "

（责任编辑：朱 明）

FG%第 G 期 张本山等：高交联玉米淀粉的非晶化特性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