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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將取得烏賊軟骨以化學法製得Β-幾丁聚醣，再利用酸降解法得三種不同分子量之Β-幾丁聚醣 。將Β-幾丁聚醣溶解

於甲酸與乙酸中，利用直流電電解之，使用Β-幾丁聚醣從陰極析出，可得外觀結 構為一柱狀物的Β-幾丁聚醣。並探討其

電解過程與與分析電解產物。 研究結果顯示，電解過程中其PH值會隨著電解產物的析而下降。在產率方面以酸濃度

為0.05N為最佳， 而乙酸優於甲酸。電解產物分析，其去乙醯度並未有明顯之差異，而分子量因電解則略有下降之趨勢。 

乾燥過後的電解產物其質地堅硬，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觀察之，其表面結構非常緻密。以Ｘ光繞 射分析電解產物之

結晶，則略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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