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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硒含量检测在食品、医药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报道对食用菌硒含量检测的有香菇、木耳、

金针菇等多个品种，方法较多，但红托竹荪硒含量测定未见报道。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红托竹荪天然硒含量，结果

在 1.72mg/kg 左右，超出富硒农产品地方性标准，说明红托竹荪具有较强富硒能力。为红托竹荪富硒产品研究开发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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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是人体生命必需的微量元素，有预防心血管疾病、抑制癌症、抗衰老等作用。硒具有敏锐的生物学效应，安全域值较窄，

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健康，因此有关硒含量的检测在现代食品营养分析、临床医学研究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食用菌

在居民饮食中日益普及，对其硒含量有较多研究
［7－21

］。目前报道的食用菌硒含量测定中，已包括香菇、木耳、金针菇等多个品

种
［7－8］

。但红托竹荪硒含量测定还未见报道。红托竹荪作为贵州特色食用真菌，已经成为贵州食用菌主要栽培品种之一
［3－6］

，

探讨其硒含量具有重要实用价值。本文以“硝酸－高氯酸”湿法消解样品，采用简便、快速的分光光度法，对红托竹荪中的硒

含量进行了测定，并对测定结果进行了讨论。

1 实验仪器及材料

1.1 仪器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ThermoND2000c 美国)；电子分析天平(DT100 北京光学仪器厂)；电热鼓风干燥箱；电热板；粉碎机。

1.2 样品

红托竹荪子实体(采自贵州红托竹荪原产地织金县)。

1.3 试剂材料(试剂均为分析纯，所用水均为蒸馏水)

硝酸、高氯酸、盐酸、混合酸(硝酸与高氯酸按 9∶1 体积混合)、氢氧化钠、乙二胺四乙酸二钠(EDTA－2Na)、二氨基联苯

胺盐酸、硒、甲苯、PH精密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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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步骤

2.1 硒标准储备液配制

称取 0.1000g 纯硒于 50mL 烧杯中，加入 10mL1∶1 硝酸溶液，加热使之溶解，冷却后移入 100mL 容量瓶中，用 1∶9硝酸溶

液(V硝酸∶V 水=1∶9)稀释至刻度，每毫升含有 1.0mg 硒。使用时用水稀释 1000 倍，每毫升含 1μg 硒。

2.2 试样制备

2.2.1 预处理

样品用蒸馏水法洗去表面杂质，用干净纱布吸干表面水分，在 60℃干燥箱中烘干至恒重，在干燥器中冷却后，用粉碎机粉

碎，储存在干燥器中备用。

2.2.2 消解

称取 2.0000g(精确至 0.001g)试样，置于消化瓶中，加入 10.0mL 混合酸及几粒玻璃珠，盖上表面皿在排风处冷消化过夜。

次日于电热板上加热，并及时补加硝酸。当溶液变为清亮无色并伴有白烟时，再继续加热，不蒸干。冷却后再加 5.0mL 盐酸，

继续加热至溶液变为清亮无色并伴有白烟出现，此时六价硒还原成四价硒。冷却后加入 5mL 水转移至 25mL 容量瓶中，以水少量

多次冲洗消化瓶，洗液并入容量瓶中，加水至刻度定容，混匀备用。同时做空白实验。

2.3 标准曲线配制

准确移取每毫升含有 1μg硒的标准溶液 0.0mL，1.0mL，3.0mL，5.0mL，7.0mL，分别置于分液漏斗中，加水至 35mL，分别

加入 5%EDTA-2Na 溶液 1mL，再各加 4mL0.5%二氨基联苯胺溶液，摇匀静置，然后滴加氢氧化钠至 PH 为中性，加入 10mL 甲苯振

摇 2min，静置分层。分别取上清液用分光光度计在 190nm－800nm 范围进行全波段扫描，于 419nm 处有最大吸收峰，选择 419nm

为工作波长，测其吸光值 A，用空白作对照，重复 3次，每次对应吸光值 A1、A2、A3，取平均值，绘制标准曲线。

从图 1 知，硒含量在 3μg－8μg范围内，吸光值 A与 Se(Ⅳ)含量之间呈良好的线性关系，以 419nm 处的吸光值 A对硒含量

进行线性回归，得到回归方程为:A=0.0123x－0.0153，R
2
=0.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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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硒含量测定

准确吸取相当于样品 2g 的消化液于分液漏斗中，加水至 35mL。加入 5%EDTA 溶液 1mL，摇匀，以下按标准曲线操作。

3 结果和讨论

3.1 结果

根据样品的吸光值，从标准曲线回归方程得出相当的硒含量，再按公式:

硒(mg/kg)=相当于标准的μg数/测定时相当于样品的重量(g)

计算出每千克单位红托竹荪的硒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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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结果的准确性，计算分光光度计 3 次测得结果相对标准偏差 2.36%。重复测定 2.0000g(精确至 0.001g)试样，测定

硒含量平均值是 1.81mg/kg，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 0.09mg/kg，在 0～0.177(两次独立测量均值的 10%
［20］

)mg/kg 范围以

内，所以精密度满足要求，该测量方法可靠。

3.2 讨论

实验测得红托竹荪天然硒含量在 1.72mg/kg 左右，超出富硒农产品地方性标准 0.15mg/kg～1mg/kg
［21］

范围，说明红托竹荪

有较强的富硒能力。此结果可为红托竹荪富硒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提高红托竹荪市场竞争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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