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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油脱胶研究进展
王 虹

(安微省粮食稗学研究所)

植物油脂中磷脂的脱除 (亦称脱胶)是食用油精炼的极其重要部分
。

脱胶方法因脱胶油的

用途不同可分为水化脱胶和化学脱胶两大类
。

水化脱胶只能脱除油中可水化磷脂部分
,

因而

不可水化磷脂 (N H P L )仍留于油中
,

脱胶油含磷高
,

通常多用于制二级油
。

若要用于制一级

油
、

精制油或更高级油脂
,

此脱胶油还必需通过化学脱胶及碱炼等方法将磷含量进一步降至

许可水平
。

若采用物理精炼油脂
,

毛油采用化学脱胶是必需过程
。

另一方面
,

若考虑脱胶副

产品一一磷脂的应用
,

仍以水化脱胶为佳
。

因此
,

选取合适的脱胶工艺时
,

应综合考虑各个

方面
。

我国目前以生产二级油为主
,

_

基本上都采用水化脱胶工艺
,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
,
消费

观念的更新
,

新的更加完善的脱胶工艺必然受到重视
。

国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和报道极少
,

本文根据文献资料
,

系统地阐述植物油脱胶方面的最近进展
,

_ 一

以期促进和指导生产
。

1 现行的几种先进脱胶工艺

1
.

1 阿伐
一

拉伐水化脱
一

胶工艺

该工艺只能脱除油中的可水化磷脂
,

适于大豆油
、

菜籽油
、

玉米油
、

葵花籽油和花生油

的脱胶
。

工艺过程大致如下
:

毛油加热至70 ℃
,

喷入 1%一 3% (v 加)的75 一 80 ℃软水
,

再 缓

慢搅拌 3 om in
,

然后用离心机分开胶质和脱胶油
。

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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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阿伐
一

拉伐水化脱胶工艺方框图

1
.

2 阿伐拉伐酸脱胶工艺
‘

一

该工艺适用于植物油的精炼前的预处理
,

乞已成功地用于棕搁油和椰子油的物理预处理
,

也适于其它油脂化学精炼前的预处理
。

工艺过程大致如下
: 红毛油加热 至75 一 80 ℃

,

将
,

0
.

1%

(v/ v) 的8 5% H 3 P9
4
或 0

.

3 (v / v) 的5 0%柠檬酸 (C oH : 0 7 )和油于刀式混合器中混 合后
,

加入

1 %一 3 % (v/ v) 的75 一80 ℃软水
,

再缓慢搅拌几分钟至 1h
,

然后 用离心机分离
。

工艺流程 如

图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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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阿伐一一拉伐酸脱胶工艺方框 图

1. 3
“

尤里勒尔超级脱胶工艺

该工艺特点是脱胶温度低
,

但效果很好
。

保持低温 (< 切℃ )极其重要
,

因为温度高
,

磷

返回油中的量增加 (如图 3 所示 )
.

工艺过程大致如下
:
浓柠檬酸溶液 (50 % v

/ v) 加 至 70 ℃的

毛油中
,

保温反应 5一15 m in 后
,

油冷至40 ℃以下
,

然后向油中加入约 2% (v/ v) 的40 ℃软水
,

坷袭尽、宙芝书U

混合 1h 后
,

油再升温并离心分离
。

1
,
4 阿伐

一

拉伐特种脱胶工艺
. 一

该工艺的显著特点是加添一个部分中和过程
,

以保证酸

性脱胶剂与不可水化磷脂 已经形成的配合物不致在高温下发

生分解
,

同时保证磷酸解离完全
,

使脱胶油磷含量能降到最

低限度
。

工艺过程大致如下
:
毛油加热至60 一70 ℃

,

将磷酸

(。
.

1究v/ v) 与油于刀式混合 器中剧 烈搅拌 30 5
,

然后加入

Zm o l的碱液 (加入量约为 中和磷酸二个质子或柠檬酸三个质

子所必需的碱量的70 % )
.

混合物于同温度下用刀式混合 器混

合
。

诊却口入“% (v
/

v )的 7 5一 80 ℃软水
,

并缓慢搅拌 5一 15

m in
,

让磷脂凝聚成可分离的絮凝体
,

然后用离心机分出胶

质
。

脱胶油含磷 5一 3 o p p m (依毛油质量而定 )
.

再经后道洗涤

工序
,

含磷量可再降低一半
。

工艺流程如图 4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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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伐特种脱胶工艺方框图

1
.

5
一

完全脱胶工艺

该工艺类似于特种脱胶工艺
,

不 同点在于它采用二台离心机分级分离
。

第一级分出的为

贫油油脚
,

第二级分出的为富油油脚
。

富油油脚再返回重新处理
。

该工艺与特种脱胶工艺相

比
,

缺点是增加一台离心机 ; 因油脚返回
,

处理量降低 10 %一15 %
.

优点是 精 炼 得 率 增加

0
.

5 %
,

脱胶油磷含量进一步降低
。

工艺流程如 图 5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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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响脱胶过程的因素

2
。

1 脱胶剂类型

文献中报道了许多种用于三甘油醋油化学脱胶的酸
。

H v 。lb y建议采用盐酸和 柠 檬酸
。

P a u l推荐强无机酸如H N 0 3 、 H C I
、

H ZS O ; 、 H 3 PO ; ,

M e r a t试验发现硫酸具有能与甘油醋

反应生成磺化油的缺点
,

因而推荐含C a

C1
2的H CI

,
H 3PO ‘和H 3B 0 3 ,

O hls

on 等研究认为可

以用草酸替代H 3PO 、,

以解决废水污染问题
。

酸脱胶的实质就是脱除N H PL
.

因此
,

要保证

N H PL分解
,

所用的酸必须足够强
;
不能与油但能与N H P L反应 ; 无毒 ; 价格尽可能 低廉 ,

腐蚀性尽可能小 , 它的盐还必须是油不溶性
。

D ij k s tr a
等以水化脱胶蔡葵花籽油 (50

.

4PP m P

2
.

o 7 p p m F e )为试验油按常法试验的结果列于表 1
。

表 1 表明
,

乙酸不能脱除铁
。

这可能是

因为形成的乙酸铁是油溶性的
。

采用H CI 和 H N O 3时
,

铁含量也很高
,

这可能与上述同样原

因
。

硫酸无论是稀还是浓
,

都不适合
。

高腐蚀性
,

与甘油醋反应是其主要缺点
。

H 3PO ;和足

够强的有机酸似乎是相当有效的
,

表 1 酸的类型对磷和铁残 留量的影响

酸的类型 酸的浓度 加水量 (w t% ) 加酸量 (w t% ) (p p m ) (p p m )

H 3PO ; 8 5 (w t% ) 0
.

6
,

0
。

1 5 7
.

2 0
。

0 1

H C I 3 6 (w t% ) / 0
。

7 2 7
.

9 1
。

3 8

C H sCO O H 9 9 (w t% ) 0
.

3 3 0
。

4 2 2 9
。

5 2
一

0 0

H N O 3 6 5 (w t% ) O
。

2 4
‘

0
.

5 1 8
.

5 0
.

7 3

H ZS O ;
一

9 6 (w t% ) 0
.

5 5 0
.

2 0
.

1 6
.

2 0
.

3 1

C oH s O : , 6 4(g / 1) / 0
.

7 2 3
。

5 0
。

0 7

C ZH ZO ‘. 6 0 0 (g / l) / 0
.

7 5 8
.

6 0
一

1 3

C 4 H 6O 6 ‘ 10 0 0 (g / 1) 0
.

2 0 0
.

5 4 5
.

5 0
.

1 9

. C 6H SO 了指柠檬酸 ; C ZH ZO ; 指草酸 ; C
;

H 6O 6指酒石 酸
。

下同
。

A le e n
等用大豆油

,

葵花籽油和菜籽油试验了脱胶剂类型对磷
、

铁脱除效果的影响
。

结

果见表 2 和表 3
。

结果表明
,

尽管几乎所有酸性试剂的脱胶能力都大于水
,

但不同的油品之

表 2 化学脱胶剂加入水平
. . . . . . . . . . . . . . . . . . . 曰. 口‘炭刁. . . . . . . 民, . . . . . , . , . 月. . , . 曰 . . 曰

~ -

一
~ . . . . . . . . . . . . 口. 叭日

试
‘

剂 酸加入量 (g / k g 油 ) 水加入量 (占油重)

眺一踢眺晰

.O29目

C 6H 。O , (5 0 % w /
v )

C ZH ZO ‘. (1 0% w /
v )

H 3PO 、(8 5 % )
.

一
乙醉(9 7

。

3 % )

马来醉 (粉状)

. 配成 10 % 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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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脱胶剂类型对脱胶油中磷和铁残留量的影响及脱除百分率

磷和铁残留量
、

磷和铁残留量

脱胶 剂 茉籽迪一 达豆油 葵花籽油 J 籽油 大豆汽
_

少磷遗迪
P F e P F e P F e

、

P F e P F e P F e

(Pm m ) (p m m ) (p m m ) (Pm m ) (p m m ) (p m m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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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2 0

C 6H s0 7

H 3PO
.

;

C : H ZO 4

乙醉

马来醉

6 1 7 4
。

6 7

2 4 7 2
。

5 0

5 7 0
.

4 9

4 5 1
。

2 1

7 8 1
。

3 1

2 5 1 0
。

7 2

9 4 4
。

1 5

7 1 6

1 0 0

1 4

1 5

1 6

1 2

1 8

间仍存在差异
。

菜籽油以柠檬酸和磷酸脱磷最好
。

大豆油采用所有酸性试剂均有效
。

葵花籽

油 以马来醉和草酸最好
。

差异的原因是菜籽油和葵花籽油含有拍% 的N H PL
,

而大 豆 油 仅

含14 %N H PL
.

综合考虑脱磷脱铁能力
、

试剂成本
、

试剂食用卫生等方面
,

柠檬酸和磷酸理

应是最广普的脱胶剂
。

2
.

2 酸的量和浓度
「

Di jk
s tr a
等通过改变水和浓磷酸加入量 (保持55

.

7 %的中和度 )用水化 脱 胶 葵 花 籽 油

( 50
.

续p p m P
, 2

.

0 7 p p m P )研究了酸的量和浓度的效应
,

结果列于表4
.

表二表明
,

要想有效地脱

除F e ,

H : PO 4浓度稼20 %
。

加酸量无临界值
。

铁不能完全脱除是因油溶性 ( L )PA 铁 盐不完

全分解所致
。

磷酸浓度高会导致磷残留量高
,

但并不是线性关系
。
N i ls s o n 一 Jo h a ns s o n

等研

究的结果也证实了此结论
,

不仅磷酸浓度与磷残留量之 间不存在线性关系
,

而且油品之间差

表 4 酸的浓度和量对磷和铁残留量的影响

水量 w t ( % ) 浓H 3Po 4量v (% ) 几: 相 H 3Po 4浓度w t ( % ) P ( p p ln ) F e ( p p m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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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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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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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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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6 0
。

1 9

4
。

7 0
。

1 0

1 0
。

3 0
。

1 6

6
。

5 0
。

2 5

3
。

0 0
。

1 7

2
。

5 0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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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水量

(w t )%

浓H 3PO 4量

(v )%

水相H 3 PO 4浓度

(w t )%

P

(PPm )

Fe

(PPm )

1212121212071814170753O八U八UnU0nU八11
�()n�八UCU八UO口1上Od八O�I)�J跳1工斤才

...

⋯⋯
2CJ八Dt了八O几b
�X�Q�八匕

QUA
占氏口no

454756526264667276898950000000000
八j41�LJ内D八己OJ
�11��匕n
u八bl0.0.0.0.0.0.1.1.2.0.0.0

。

6

0
。

6

0
。

6

0
。

6

0
。

6

0
。

6

0
。

6

0
。

6

0
。

6

1 3 4
。

0

7 0
。

7

异也很大 (见图 6 )
。

他们还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

认为长时间后
,

磷残留量高并不是因脱胶无

效
,

而是由于新型磷化合物的形成
。

这种新磷化合物是不可水化的
。

通常条件下
,

磷酸呈离

解状态
,

此时的磷酸可与N H PL形成预期的可水化配合物
。

在 4 m ol H ZO /l m oI H 3PO ‘的溶液

中 (相当于5 7
.

6 % H 3PO 4) ,

前二步离解是完全的
。

因此浓度大于5 7
.

6 %的磷酸中含有某些未

离解分子
,

这些分子很可能与油反应形成新型配合物
。

浓度为85 %的磷酸溶液中
,

有一半分

子未解离
。

浓度( 31 %时
,

三个质子才全部离解
。

因此保证适当的酸浓度是必要的
。

2
.

3 酸的分散程度

酸和油剧烈混合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

短时间接触面积越大
,

反应 就越 完 全
。

M a g等和

D iy k s tr a
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

,

保证分散酸与油溶性( L )P A 盐之间在短时间内完全 反 应的

酸
一

油乳液的液滴平均直径华10 件m (相当于表面积为 o
.

35 m 2 / 1 0姐分散液)
。

采用静态混 合 器

或旋转混合器混合均能满足此要求
。

才拼子

龙井乡r ‘
.

一二井井洲 工

孙
!.

协
·

部
·

加劝

户惑伪)气

1 0 名叮 3 0 4 0 石0 6 0 7 Q

玩Po
o

w t%

图 6 磷酸浓度讨磷残留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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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加水或部分中和
. 一

: ‘

向酸性乳液中加入去离子水或加入 2 % (v/ v) 稀N a O H (sw t% )溶液进行部分中和对脱胶
·

中磷和铁残留量的影响见表 5
。

表 5 H ZO或N a O H 的加入对脱胶油中磷和铁残留量的影响

初始浓度(PPm )

温度 (℃ ) 碱 / 水

N a O H

H ZO

N a O H

H ZO

P (PPm ) F e (P Pm )

脱胶后浓度(P p m )

P (p p m ) F e (PPm )

八J工OQ甘85633341 1 4 0
。

7 1

1 5 0 1
。

0 2

1 1 4 0
。

7 1

1 5 0
产

1
。

0 2

0
。

0 4

0
。

1 2

0
。

0 1

0
。

1 2

nUnU工卜dlbOUO习叮.行了

结果表明
,

加水时的磷残留量比加稀N a O H 时高得多
。

此差别在于 (L )PA 的解离程度
。

如果

加水
,

磷酸浓度尽管变稀但p H 仍很低
,

‘

这样PA 和 L PA大部分仍为油溶性的未解离状 态
。

如果加N a O H
, p H 提高了

,

PA 和L PA 就转换成可水化的钠盐
,

从而和水相一起被分出
。

铁

能有效地脱除是因它转变成不溶性的磷酸铁
,

无论磷酸处于稀态还是部分中和态
。

两种温度

下
,

部分中和时
,

铁残留量非常低的原因 目前尚不清楚
,

很有可能是部分中和形成的胶质相

更能有效地净化油相
,

帮助残存的微量磷酸铁微粒的脱除
。

显而易见
,

加碱部分中和 比只加

水要优越得多
。

事实上
,

许多先进工艺中如特种脱胶和完全脱胶工艺均采用此法
。

2
.

5 酸性试剂的中和程度

D ijk
s tr a 用葵花籽油 (5 0

.

4 p Pm P
, 2

。

0 7 p Pm Fe )进行T 中和程度的影响 试 验 (水 量0
.

6

wt %
,

89 wt %H 3PO 刃
.

15 v % )
,

结果见表 6
。

结果表明p H > 6时
,

就有皂形 成
,

而 且 肥皂

表 6 酸性试剂中和程度对磷和铁残留量的影响

7
。

sw t% N a O H

(v % )

酸中和程度

(% )

P

(PP m )

皂

(PP m )

p H

2
。

0

2
。

4

3
。

4

5
。

4

6
。

0

6
。

8

7
。

2

7
。

9

八UO

000
1�口八O户O

Q曰弓上O甘

1 2
。

8

F e

( PPm )

0
。

1 6

0
。

1 2

0
。

1 5

0
。

1 1

0
。

1 3

0
。

1 3

0
.
1 0

0
。

2 4

八JO口nU工�JCOQ口
.

⋯
0.

,土OOt了J内性0tl
弓土2 2

。

3

2 7
。

9

3 3
。

4

3 9
。

1

4 4
。

6

5 0
。

2

5 5
。

7

6 1
。

3

2
。

2

只一nu移自孟任介匕只�n
�O自

..

⋯⋯
n
�1上1上,且,占, .一乃乙9口

浓度随 p H 升高而增加
。

肥皂的形成严重影响精炼得率
, 因此

,

要保证尽可能的 低
。

另 外
,

磷和铁残留量与磷酸中和程度高低关系并不很密切
。

中和程度高时
,

有肥皂形成
,

必须用自

清式蝶式离心机分出胶质相
,

但随同分出的皂夹带着中性油
,

因而脱胶油得率降低
。

调整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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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机参数
,

降低处理量
,

试验其它分离设备如分笔析器等均未获得良好的结果
。

但是如果新增

一台离心机
,

配成前述的完全脱胶工艺
,

就能解决这个

问题
。
N ils s o n 一

Jo h a s s o n
等报道的特种脱胶工艺研究结

果认为
,

磷酸或柠檬酸的中和度为70 %一95 %时
,

脱胶

效果最好
,

超过 100 % 中和度时
,

有皂形成
,

油发生乳

化现象
,

磷残留量增加
。

F F A 仅在 1 00 %中和度以上才

被中和
。

它们的1 00 %中和度定义为
:
用滴定法 (酚酞为

指示剂 )确定的中和磷酸二个
一

质子或柠檬酸三个质 子所

需碱量
。

与 D ijk ts r a 等的中和程度概念不同
。

中和度

对 FFA 含量和脱胶油磷含量的影响结果如图 7 所示
口

2
.

6 碱的类型

D ijk ts r a
等以葵花籽油 (5 0

,

4 Pp m P
, 2

.

0 7 p Pm F e )

试验了碱的类型磷和铁残 留 量 的影 响 (89 w t% H 3 PO 。

0. 15v % )
。

结果见表了
。

结果表明
,

所试碱脱铁都很有效
。

采用二价 金 属 碱 时
,

磷残留量比采用一价金属碱时高
‘

得多
,

最可能的原因是被磷酸释放出 的 某
.

些 (L )P A 与

C a (O H )2反应生成油溶性(L )PA )钙盐
。

因此采用溶解
‘

度高的金属碱最好
。

‘“

. 。 夕。
: 1 00

·

落飞。
,

i含。 一
中和度万

图 7 厂中和度甘脱胶i由

中FFA 和P残留量的影响

⋯⋯
’

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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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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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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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一

碱的类型对磷和铁残留量的影响

浓 度

(w t% )

加水量

(v
% )

’

P

(PPm )

Fe

(PP tn )

0
。

1 0

0
。

1 7

0
。

13

0
。

13

的型碱类

N a O H

N a : C 0 3

C a O

N a ZS io 。

7
。

5

1 0
一

0

4
。

7

5
。

8

2 1 0 1 3
。

3

18
.

2 5
。

7

一
~

匕~ 如尸~
1

一一
~ 一甲~ 一画“

一
砷

一
~ ~ . . . 口. , ~ ~ , ~ 山曰泊-

-2
。

7 反应时间和温度
N il ss 。五一

Jo h云n s s o n
关于此参数的研究结果见表8

。

结果表明
,

不同油品对温度和时间的

表8 反应时间和温度对磷残留量的影响

毛油含磷
(PPm )

反应温度
(℃ )

反应时间
( S )

脱胶油含磷
(PPm )

水洗油 含磷
(Pp m )

812n53招50大豆油
3 0

2 4 0

1 9

2 75

叮口叮‘ot
刃‘,自

‘任�bl匕八O

,生

3 0

2 4 0

1 5

3 O

2 4 0
’

nU工匕
�”亡JO
�
Ul卜口丹匕只U乃h�八O内D�b六O

鑫n�乙
一O自滩任0自甲1O白n‘

j

4

油

油
.不

籽籽忘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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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性是不一样的(关于反应时间长
,

磷含量反而高的原因前面已述)
。

不同磷酸浓度大
,

反

应时间的影响结果如图8所示
。

结果表明
,

酸与油之间的反应是瞬间的
,

与酸的浓度高低关系

不大
。

总之
,

反应温度和时间的影响不明显
。 1

大互油
:

总P

封H尸L
禅4oP仑也
习6p 承自

‘ 5石

{星
}

’

山

反应时间(s .叮

图 8 反应时间和磷酸浓度对大豆油磷残留量影响

2
。

8 水洗

用 3% (v
/
v )水于60 ℃进行脱胶油的水洗

,
能有效地降低油中磷含量 (见表9 )

。

几 乎所有

情况下
,

磷含量都降低一半
。

因此
,

表9

毛油 P (p p m )

软水洗涤工序对油脂脱磷也很重要
。

水洗对油中含磷量的影响

脱胶油 P(PPm ) 水洗油P(PPm )

Q曰丹匕

34171572

9曰八匕,曰八01上R�八O月任八U

1土1上,土njcjo自,上八匕

大豆油 ( 巴西 )

大豆油 ( 巴西 )

大豆油 ( 巴西 )

大豆油 ( 巴西 )

大豆油 ( 印度 )

大豆油 (印度 )

大豆油 ( 美国 )

茉籽油

亚麻籽油

2 9 2

4 3 5

6 6 4

8 8 0

1 3 5

1 0 0 0

5 9 0

5 8 0

4 1 2

(丫)翅喊

)))))
水 柠橄酸

‘

麟改
‘

乙成 艺醉 马来醉

图9

困 大豆A l乳液 曲 莱籽A咪液 口 :奏花籽入t乳依

大豆 、
菜籽油和葵花籽油 A l乳液稳定化能力 (60 4 0

,

油 /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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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胶辅效应

植物油脱胶的辅助效应大致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

对丙酮不溶物 (A l) 回收率和组成特性的影响

A ue
e n
等研究表明

,

脱胶剂类型对 A l回收率影响甚微 (见表 10)
,

对A l中磷脂的组 成也

无显著影响 (见表 1 1 )
,

但对各别磷沮旨的主要脂肪酸组成略有影响 (见表12 )
。

一般 地PC 的不
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
Pl的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

。

饱和与不饱和月缅酸还存在如下趋势
:

即从

PC , Pl
,

饱和脂肪酸百分比渐增 ; 从P工, PC
,

不饱和脂肪酸的不饱和程度渐增
。

此差别被

认为正是Pc 和P , 乳化特性的差异
,

前者
肺

较高的不饱和度
,

如势
成油 /水乳。

,

而”, 饱

和程度高
,

趋于形成水/ 油乳液
。

表1 0 脱胶剂对丙酮术溶物蘸维的影晌

H ZO C 6H a O , H 3

Po
‘

。 ; :c而。‘
、夕

端
‘ 马来醉 算术平均值

9目月任通住O口O乙氏d
.�

:
1上O口CU行才7

, .上只�9曰
�b

⋯
nUCCOUQ�0LO�城�00�卜口

⋯
,土9自�n�八八月住QU叮‘QU八t3

⋯
,土O自一O菜籽油

大豆油

葵花籽油

1
。

5 3

2
。

2 2

0
。

4 7

2
。

3 1

2 f 4 7

0
。

6 5

1
。

6 9

2
。

7 9

0
。

5 8

表 1 1 脱胶剂对丙酮不溶物中磷脂相对组成的影响
一 ’

厂‘

脱 胶 剂

H ZO C 6H s0 7 H 3PO ‘
一

C z H ZO ; 乙 醉 马来醉

磷
_

脂 ( % )

0052盯427:396此1316启江34
互Jn乙八JnU八D
·‘任1八j八UQ自行才口二

:⋯
今自O乙O口内匕O自月了Q口Q自,上11O乙QU几U

,140自氏口Q目n口口J工b
1.上

:⋯
1上00八乙行‘1注八O八01土飞土9目1占Q甘八吕Q�内b叮I勺自一城�尸tO了n

�
‘

乃任

:⋯
QUtt八乙11J.上甲‘901上傀11.土1二1占左

‘尸a一�dt了互」二口�UCO
nb丹了nU

:⋯
:口Q自丹匕一只�n‘:口9‘n‘n乙11

3 1
。

4 5

1 5
。

1 3

2 2
。

0 1

7
。

7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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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8
。

8 2

3 1‘习3

1 9
。

2 3

1 6
。

1 8

8
。

3 1

2
。

9 4

2 1
。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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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沛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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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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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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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20]926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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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2 3
。

.

71

1 9
。

6 5

1 6
。

6 1

1
。

1 7

4
。

2 5

八O八D八O月叮‘‘竹了兑Ul�JO甘nQQ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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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籽油 A l
.

PC 3 2
。

5 1

P E 2 1
。

0 9

Pl 1 5
。

17

ly s o PC 4
。

5 9

PA 3
。

1 9

PG + D PG 2 3
。

4 5

大豆油 A l

:PC 3 2
。

5 4

P E 3 3
。

3 0

Pl 1 7
一

2 9

ly s o PC 4
。

2 1

PA 3
。

5 0

P G + D PG g
。

1 7

葵花籽油 A l

PC 3 4
。

9 7

P E 3 1
.

4 1

Pl 2 1
。

3 8

ly s o P C S
。

8 6

PA 2
.

3 9

p G 士D p G 3
.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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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丙酮不溶物中各别磷脂的脂肪酸组成 (% )

一
~ 一

~ 州. . . ~ . . . ~~ . . . 口‘. . . . . . . . . . . . ‘

一
主 要 脂 肪 酸

油 品 磷 脂 C l。: o

7
。

1 2

菜籽油 1 1
。

4 3

1 9
。

4 4

5 6
。

7 4

42
。

1 0

3 1
。

2 1

3 1
。

5 4

4 2
。

2 3

3 8
。

9 8

4
。

1 8

4
。

1了

,

上1上性月甲‘Q自O曰qU丫土
.

⋯
门了八0工b八D

OU‘任,臼,自八O八O

⋯

Q自O曰八卜
‘

氏口OJ八j,上1上,土�才丫1cj
.

⋯
.0

, .一Q自2

八Ood八D

大豆油

6 2
。

3 1

63
。

82
一

:

4 9. 1 5
、

n�J任二口L勺八匕丹O3
。

4 3

4
。

7 8

7
。

8 2

1 5
。

1 4

1 1
。

3 7

6
。

2 9

7 1
。

5

八U91OLJ工�d才任1工O甘1上片了1上行了O口
.

⋯⋯
左
二OU呼‘n甘一�JO口,上,上,�,止1上n乙

葵花籽 6 8
。

5 6
。

CE1CE1CPElPPPPPPPP

3
.

2 对丙酮不溶物乳化特性的影响

乳化特性研究结果表明 (如图9)
,

尽管A l的磷脂组成相差不明显
,

但乳化特性仍受脱胶

剂的影响
。

除水脱胶 A }具有优 良的乳化特性外
,

只有柠檬酸和乙醉提取的A l呈现出 作为食

品级乳化剂的潜力
。

草酸和磷酸提取的A l的乳化特性通常都比水提取差
,

很容 易离心破乳
。

有一种现在尚不能解释的现象
,

即草酸提取的大豆A l能形成较稳定的乳液
,

而 同样 处 理的

菜籽 A l却不能形成稳定的乳液
。

由此可见
,

如果考虑脱胶副产 品 的 利用
,

则以水化脱胶最

好 ; 若同时考虑脱胶效果
,

则以柠檬酸脱胶最好
。

时
,

全 )
。

结 语

根据上述结果
,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a .

生产二级油时
,

由于质量要求不严格
,

水化脱胶法已足够
,

只是在加工刚收获的油料

可以 采用化学脱胶法以解决脱磷困难问题 (原因估计是N H PL 尚未向可水化磷脂 转化完

b
。

生产一级油以及更高级油脂
,

采用化学脱胶即可
。

脱胶剂适应采用柠檬酸和磷酸
。

如

果磷脂需再深加工用于食品等 (考虑乳化性能指标 )
,

宜采用柠檬酸
,

反之 宜采 用磷 酸 (因价

廉 )
。

。 .

若采用物理精炼法精炼油脂
,

前处理宜采用化学脱胶 /部分中和复合工艺
,

这 样 有助

于精炼得率和油脂色泽
。

本文报道的为脱胶研究最新成果
,

国内厂家在实际生产中可灵活运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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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 :

、

N H PL :
不可水化磷脂

,

Pl:
肌醇磷脂

,

L PA :
溶血磷脂酸

,
L y so PC :

溶血磷脂酞胆碱
,

PC :
磷脂酞胆碱

,

PG :
磷脂酞甘油

,

PE :
磷脂酞氨基乙醇

,

D PG :
双磷脂酞甘油

,

PA :
磷脂酸

,

FFA :
游离磷肪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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