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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酒精沉淀结合氯仿和丁醇脱蛋白法，从南极海冰细菌Pseudoalteromonas sp. Bsi20310发酵液中

制备得到该菌株所产的胞外多糖(Exopolysaccharide，Bsi20310 EPS)粗品。以Bsi20310 EPS为助凝剂，

可以明显改善铁盐对模拟水溶性染料活性艳红X-3B废水的混凝效果，在pH 10左右，Fe(Ⅲ)浓度0.98 mmol·L-

1条件下加入150 mg·L-1 Bsi20310 EPS，脱色率由16%提高到84%。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FTIR)分
析比较Bsi20310 EPS、Fe(Ⅲ)混凝剂-Bsi20310 EPS絮体及Fe(Ⅲ)混凝剂-Bsi20310 EPS-活性艳红X-3B絮
体的官能团，图谱显示，Bsi20310 EPS含有丰富的—OH、—COOH及糖苷键等活性基团;当Bsi20310 EPS与

Fe(Ⅲ)混凝剂作用后，3 429 cm-1处尖峰变成宽峰，2 921 cm-1处峰形减弱或消失，1 650 cm-1处锐峰变成

钝峰，1 242 cm-1处峰出现轻微红移，1 151～1 038 cm-1范围内杂多峰变成单一尖峰，表明—OH、—

COOH及糖苷键是发生反应的主要官能团。研究结果预示着Bsi20310 EPS可以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微生物助凝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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