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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法降解药渣中残留泰乐菌素的效果研究

Study on Degradation of Tylosin in Pharmaceutical Waste by Chemical Method

马玉龙1-2谢丽1 张作义2刘宁普2邱智杰2

(1．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银川 750021)；(2．宁夏天然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银川 750021)

摘要以泰乐菌素生产中产生的废弃药渣为研究对象，探讨酸、碱或氧化剂对药渣中残留泰乐菌素的降解效果。结

果表明：低浓度的NaOH、HCl、H2S04或NaCIO溶液均未对药渣中残留泰乐茵素产生显著的降解作用，但6．0mol／LHCI、60％

H2s04和10％NaCIO溶液分别能使药渣中51．70％、81．64％和38．40％的泰乐茵素予以降解。

关键词泰乐菌素药渣降解

Abstract Taking pharmaceutical waste from tylosin production as reseach object。the degradation of tylosin residue in it was studied

using acid，alkali oroxidant．The results showedthatlow concentration ofNaOH，HCI，H2s04-orNaCIO solution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degradation oftylosin in pharmaceutical waste．However-the amounts ot"51．70％、81．64％and 38．40％tylosin in pharmaceutical waste

were deg剐ed by 6．0mol／L HCI、60％H2S04 and 10％NaCIO solution，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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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发酵法生产抗生素过程中，发酵醪液

进行固液分离时会产生大量废弃药渣，这些药渣

因排放或不合理利用已对环境造成很大危害，而

限制废弃药渣资源化利用的主要“瓶颈”是其所残

留的抗生素。目前，国内外在城市生活污水和工

业废水中残留抗生素处理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多，

但在药渣中残留抗生素降解技术方面的研究报道

很少。Kmnn硷rer等⋯、Ingerslev等【2]和Drillia等【3]

采用生物法，对生活废水中残留环丙沙星、氧氟沙

星、甲硝哒唑、复方新诺明、土霉素等的降解技术

进行了研究，但所得到的结果是不一致的。La／lge

等【4】、Andreozzi等[5】用臭氧对污水中残留的大环

内酯类抗生素诸如红霉素、克拉霉素、罗红霉素、

林可霉素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取得了一定的治理

效果。也有人采用电化氧化法处理废水中残留抗

生素，发现用此方法能有效降低废水中氧氟沙星

含量，而对残留林可霉素无显著降解作用C61。本

研究以泰乐菌素药渣为研究对象，探讨化学法降

解药渣残留泰乐菌素的效果，旨为泰乐菌素废弃

药渣环保处理及其资源化利用提供相关数据。

1 实验部分
1．1材料

药渣由泰乐菌素生产企业提供。试验用化学

试剂均为分析纯。

1．2方法

(1)分别取不同浓度的NaCIO、NaOH、HCl和

H2．S04溶液2mL，加入29湿药渣(水分含量为

86％)，混匀，反应一定时间后NaClO处理组用

Na2C204还原，酸或碱处理组分别用稀NaOH或稀

盐酸调节pH近中性，然后在60℃下烘至恒重，以

未加任何试剂处理的原药渣作对照，检测酸、碱或

氧化剂处理后，药渣中泰乐菌素含量的变化。

(2)药渣中残留泰乐菌素含量的检测采用微

生物法。取样品1．009加入5mL无菌水，浸泡过

夜，取lmL浸出夜，5000r／min离心5min，取上清液

10止加入打好孔的指示菌为藤黄微球菌的S1培
养基平板中，30。C培养过夜后测量抑菌圈直径。

同时，用已知浓度的泰乐菌素标样(Sigma)绘制泰

乐菌素浓度一抑菌圈直径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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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与讨论

2．1 酸对药渣残留泰乐菌素含量的影响

酸对药渣残留泰乐菌素含量的影响见表1。

由表1可见，酸对药渣中残留泰乐菌素有一定的

降解作用。随着处理酸浓度的升高，药渣中残留

泰乐菌素含量呈下降趋势。6．Omol／L盐酸和60％

H2S04溶液能将药渣中残留泰乐菌素含量由383．

59t,．g／g分别降低到l 85．26t-,g／g和70．41pg／g，降解
率分别为51．70％和81．64％。

表1 酸对药渣残留泰乐菌素含量的影响

试剂一斌型浓度／ud·L“ 药渣中泰乐菌素含鲢／pg．g-1
H20 一 383．59

2．2碱对药渣残留泰乐菌素含量的影响

碱对药渣残留泰乐菌素含量的影响见表2。

由表2可见，在所试的NaOH溶液浓度范围内，药

渣中残留泰乐菌素含量虽稍有下降，但下降的幅

度要低于相应浓度酸处理下降的幅度。说明碱对

药渣泰乐菌素的降解效果弱于酸。

表2碱对药渣残留泰乐菌素含量的影响

试剂 试剂浓度／m卜L～一堕堕竖堕塞含壁7挫·量二
H20 一 383．59

2．3 NaCIO对药渣中残留泰乐菌素含量的影响

NaCl0溶液对药渣中残留泰乐菌素的影响结

果见图l。由图l可见，随着NaClO浓度的增加，

药渣中残留泰乐菌素含量下降。10％NaCIO溶液

能使药渣中泰乐菌素含量从383．59t,g／mL降低到

236．33t,g／mL，降解率为38．40％，说明氧化剂Na—

CIO对泰乐菌素有一定的降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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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NaCIO溶液对药渣泰乐菌素含量的影响

3结论

(1)不论是NaOH、HCI、H2S04还是NaClO溶

液，均对药渣中残留泰乐菌素有一定的降解作用，

且随着溶液浓度的增加，药渣残留泰乐菌素含量

呈下降趋势。6．0mol／L盐酸或60％H2S04溶液分

别能使药渣中51．70％和81．64％的泰乐菌素予以

降解，10％NaCIO溶液能使药渣中38．40％的泰乐

菌素予以降解。

(2)NaOH溶液对药渣泰乐菌素的降解效果要

弱于相应浓度的HCl或H2s04溶液的降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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