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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章简介

本文介绍了在对生物质进行稀酸预处理和不进行稀预处理的情况下，从海藻中提

取脂类的效率、产量和纯度的数据。预处理过程提高了产油量，并对萃取油的质

量产生了积极影响。进行稀酸预处理后的脂肪酸和脂质组学分析结果表明，从低

脂生物质中提取了 70%-80%的可用脂质，非脂肪酸共萃取剂萃取超过了 40%的

提取油。对于从基因工程菌株中提取的高脂藻类样本，提取率大于 90%，脂肪酸

甲酯纯度大于 85%。这项研究深入揭示了藻类衍生油的成分和质量指标，对于确

定脂质加氢处理在 SAF中的可行性至关重要。

二、研究方法

文章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以确定在与现有脂质原料兼容的背景下，从不同藻类衍

生的生物质样品中提取的油的成分概况。研究了从三种藻类中提取油脂，以确定

生物质预处理和提取方法对一系列商业用藻类油脂质量的影响。基于精确的质量

化学式分配和离子碎片化，应用超高分辨率质谱法确定了每种油的脂质组成。利

用脂质组学分析了解预处理和提取方法对提取油成分的影响。强调藻类可以作为

转化为 SAF的良好脂质来源，但藻类的种类、生物量组成和提取方法的选择将

影响藻类油的整体质量。

三、研究结论
稀酸预处理的应用被证明是一种可行的生物质预处理方法，具有可扩展性，且与
未预处理的油相比可获得更好的油品质。与机械破碎相比，酸预处理生物质提取
油的总产量较低；但在所有三种藻类中，酸预处理提取油的纯度（脂肪酸含量）
和脂肪酸的总回收率都显著提高。酸性预处理还能全面减少催化剂里毒杂原子
（如磷）的极性脂质的提取。从基因工程藻类菌株中提取的高脂含量生物质被证
明是生产 SAF 的理想原料，因为其中几乎完全是非极性的甘油三酯脂类，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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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可提取的油类最接近于替代目前的 HEFA-SPK 原料。在酸预处理后，观察到
了难溶有机氮化合物（如卟啉），并显示其增加了质谱观察到的信号，不过，酸
预处理后从卟啉中去除镁可能会增加去除镁杂质的机会，从而降低加氢脱氧过程
中催化剂中毒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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