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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流质高能食品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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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半流质高能食品的制取工艺(用蛋白酶降解大豆蛋白和猪肉蛋白，比较了生肉和熟

肉分别作为酶解底物的差异，发现使用熟肉为底物效果较好；使用56"###型流变仪测定样品的粘

度，并借助757软件对影响样品粘度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淀粉和油的用量对粘度影响显

著；结合感官评价检验，制得甜、辣和咸$种不同口味的半流质高能食品，它们在!48时的粘度为

#(!"$4!#($#3-9+·:，能量密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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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流质食品是介于软食与流质食品之间、外观

呈半流体状态的一类食品，如稀饭、烂面、豆腐和肉

糜等(半流质食品又可分为普通半流质和糊状半流

质，具有易咀嚼、易吞咽、易消化吸收等特点(高能

食品是指能量密度比普通食品高的一类特殊食品，

鉴于目前高能食品缺乏一个公认的标准，作者根据

中国营养学会关于平衡膳食宝塔的各类食物参考

摄入量建议［"］，分析了从低能量到高能量摄食的能

量密度，其范围在3(/4!2(1/;<／=(如果以此作为

普通食品的标准，那么能量密度大于2(4!;<／=者

则可以认为是高能食品，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作

者认为取能量密度"!(41;<／=作为高能食品的标

准较为合理(由于其所含的能量高，体积和质量小，

便于携带和贮运，特别适用于航空、探险、旅游和军

用，还可以用于救助灾区，作为灾区人们的营养和

能量来源，因此许多人致力于高能食品的研究开发

和生产(但是，到现在为止，所见到的高能食品并不

多，且多数为固体食品(如总后勤部发展的军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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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主要是压缩饼干、脱水米饭和脱水面条!类

主食"人们对食品的选择，个人的嗜好、文化、知识

背景和环境条件有关［#］，由于人们消费习惯和方式

的多样化，一些人不愿意或者不习惯接受这类固体

高能食品，还有一些特殊人群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进

食固态食品"所以，研究开发出半流质高能食品以

满足特殊需要，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多数天然食品中，所含的氨基酸均与人体所

需要的比值不尽相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

以优质动物蛋白源纯精肉和植物蛋白大豆分离蛋

白为主要蛋白质来源，利用酶工程技术降解蛋白

质［$］，既降低了食品的粘稠度，又提高了蛋白质的

生物利用率；以必需脂肪酸含量高的大豆油为主要

脂肪来源，可防止人体必需脂肪酸的缺乏，还可以

保护皮肤免受射线损伤［%］"此外，摄入饱和脂肪酸

可大大提高血浆中胆固醇的含量，这一点早已为人

们所证实［&!’］，而以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大豆油为

主要脂肪来源，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由于酶

法降解蛋白质会带来一些口味上的变化，特别是苦

味的产生，降低了食品的感官品质，因此对口味的

调整显得十分重要"为此，作者对不同口味的半流

质高能食品的制取工艺进行了研究"

! 材料与方法

!"! 主要原辅料

中性蛋白酶：比活力大于（等于）(!))))*／+，

由无锡杰能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葡萄糖、柠

檬酸：均为分析纯；卵磷脂：美国中央大豆公司生

产；大豆分离蛋白：优级品，河南平顶山天宇植物蛋

白有限公司提供"
奶粉、鸡蛋、大豆色拉油、木薯淀粉、纯精肉、精

制白糖、精制食盐、辣椒粉、银耳等均为市售"
!"# 主要仪器

,-.#/)0多功能食品粉碎机：天津市达康电器

公司制造；11.#数显恒温水浴锅，控温精度2(3，

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制造；44.#电动搅拌组织捣

碎组合机，江苏国华仪器厂制；567 ,-$(.#/)型

电热式高压蒸汽消毒器，08()))型流度仪，英国

90:;,98*<=;9公司制造"
!"$ 试验方法

!"$"! 工艺流程

猪腿 肉 !
捣碎

肉 糜 !
煮熟

熟 肉 !
大豆蛋白、酶

酶 解 液

!
拌入其它原料

调配液 !
均质、装罐、灭菌

成品

!"$"# 半流质高能食品的基础配料! 单位为+／>+：

木薯淀粉(’)，奶粉’)，鸡蛋&)，腿肉(&)，中性蛋

白酶)"/，大豆分离蛋白$)，大豆色拉油(?)，葡萄

糖?)，银耳(%，卵磷脂!")"
!"$"$ 食品粘度测定方法和条件 采用英国90
:;,98*<=;9公司出品的08()))型流度仪进行

各个试验样品的粘度测定［/］，选用&)@@("锥板，

#))#@缝隙和%)A.(的剪切速率，测定各样品在不

同温度下的粘度变化"
!"$"% 半流质高能食品的调质构试验方法 为了

确定样品适当的流变特性，根据多次单因子试验的

结果，在水解温度为$)3的条件下，选择猪腿肉

（<）、淀粉（,）、油（B）、水解时间（9）等几种对样品

的粘度影响较大的原料为工艺变量，以均匀设计*%
（%$）为基础，并增加一组单因子试验，各因素水平

安排见表(，其它原料用量同基础配方，对试验结果

利用,0,软件进行逐步回归［?］"
表! 不同原料对样品粘度影响试验及结果

&’("! &)**++*,-.+/’01.23-0*’-4*5-3.5/13,.31-6

试验号
肉质
量／+

淀粉质
量／+

色拉油
质量／+

水解时间／

C
粘度／

DE·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半流质高能食品的调味实验方法 在获得

一定流动状态的高能食品之后，作者首先进行了水

解条件对样品口味的影响研究，然后根据味觉原理

和食品风味控制机理［()］进行了调味试验"将灭菌后

的样品放在!’3条件下恒温培养，将经卫生学检

验合格的样品进行感官评价，从食品科学和食品工

程专业大四的学生中，选取!)名经过感官评价培

训的学生，进行样品的评判，最终得到了甜、咸、辣!
种口味的半流质高能食品"

# 结果与讨论

#"! 不同水解底物对样品粘度的影响

分别以生肉、熟肉为酶解底物，考察两者对样

品粘度的影响情况，结果如表#"由表#可见，生肉

水解效果不如熟肉"因为以熟肉作为酶解底物得到

的样品粘度更低，更有利于半流质食品的制备"根

据试验，发现#%3时粘度在)"$DE·A以下的样品，

其外观具有可以接受的半流质状态，故以此作为控

?$(第#期 段振华等：半流质高能食品的工艺

万方数据



制半流质的一个标准，比起仅凭感官判断更科学!
另外，由于水解时间较长，从卫生学的角度考虑，用

熟肉为酶解底物也是有利的，不过，在烹饪肉时，必

须确 保 肉 中 心 受 热 温 度 不 低 于"#$并 维 持%
&’(［))］!

表! 生肉与熟肉对样品粘度的影响结果

"#$%! "&’(’)*+,)-.’..’/,-.*0/--1’2#02/--1’2+’#0
3’#,-045)/-)5,6

分组
酶与底物

质量分数／*
水解

温度／$
水解

时间／+
粘度／

,-·.

生肉组 #!/ /% /!0 #!1/)0

熟肉组 #!/ /% /!0 #!)023

!%! 不同原料对样品粘度的影响

表)为各试验样品在%0$温度条件下的粘度

值（!），发现第)号试验较佳，即)#*腿肉、)#*淀

粉、)%*色拉油在/#$水解1+!对表)的结果用

454软件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见表1!由表1可以看

出，在/个影响样品粘度的因子中，淀粉（"）是第一

个具有显著影响的因子，色拉油是第二个不可忽略

的影响因子，这为下一步的调味试验的配方调整提

供了理论依据!
表7 不同原料对样品粘度影响试验回归分析结果

"#$%7 "&’(’8(’))5-0#0#+6)5)-.’..’/,-.4#(5-*),(’#,3’0,)
-045)/-)5,6

步
引入
变量

引入
数

偏#% 模型#% $值 %值

) 4 ) #!0))3 #!0))3 /!)2#1 #!))#)

% 6 % #!/"1# #!27/3 2%!%113 #!##%/

!%7 样品的调味结果与分析

!!7!9 水解条件对口味的影响 以熟肉为底物，

分别采用不同的温度和时间进行水解，根据口味的

可接受程度进行评分，分值范围为#!0，分值越高

则口味的可接受度越高，结果见表/，表中的评分为

平均值!从表/可以看出，为/#$水解%!1+或

/%$水解%+时效果较好，但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

水解，仍能感觉到苦味的存在!
!!7!! 调味试验结果 由于仅仅依靠控制水解条

件不能完全除去苦味，加上人们对口味需求的多样

化，作者根据呈味原理和食品风味控制机理，利用

鲜、甜、酸进行掩苦试验，并采用食糖、盐和辣椒粉

作为调味料制取不同口味的样品，在单因子试验基

础上，分别确定1种不同剂量进行感官评定试验，

结果见表0，其中的数值分别为食糖、盐和辣椒粉在

百克样品中的用量，字母&、’和(分别代表综合评

定结果中的感觉不到、适合和该味过度，由此确定

了1种口味的配方!
表: 水解条件对口味的影响

"#$%: "&’’..’/,-.&62(-+6)5)/-025,5-0-0,#),’

温度／$
感 官 评 分

%+ 1+ /+

/# /!0 /!1 1!0

/% 1!0 1!/ 1!%

// 1!% %!0 %!%

表; 调味试验结果

"#$%; "&’(’)*+,-..+#4-(508,’),

种类 质量分数／* 评定结果

)!0 -

甜 %!0 8

1!0 9

#!0 -

咸 #!7 8

)!) 9

#!) -

辣 #!1 8

#!0 9

!%: 温度对7种口味样品的粘度影响

图)为1种口味的样品在不同温度下的粘度变

化!从图)可以看出，在%#!0#$范围内，样品的

粘度变化不大!因此，样品在常温条件下存放时，其

粘度值基本保持稳定，可以维持其半流质特征!

图9 样品在不同温度下的粘度变化

<58%9 "&’’..’/,-.,’3=’(#,*(’-045)/-)5,6

!%; 7种口味样品的主要营养成分

表3为1种口味样品的主要营养成分含量，各

种营养成分的测定和能量计算按文献［)%］进行!可

以看出它们营养较全面、能量密度高（大于)1!7:;／

<），是一种新型的高能食品!如果按每日三餐，每餐

#0) 无 锡 轻 工 大 学 学 报 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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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那么蛋白质含量符合中国营养学会所推

荐的关于重体力劳动日摄入标准［%］&
表! "种口味样品的营养成分分布

#$%&! ’$())*+,(-)+.()+/,--0()1.23456

类
型

水分质
量分数／

’

蛋白质
质量分
数／’

脂肪
质量分
数／’

膳食纤
维质量

分数／’

碳水化合
物质量

分数／’

能量
密度／

（()／$）

咸型 *+&,- ,&,. +!&"# #&/+ +-&%" -*&-!

甜型 *"&.- ,&,# +%&*! #&%" -"&-. -!&,+

辣型 *!&-- -#&#+ +!&/* #&.% +-&-! -*&-!

" 结 论

-）对猪肉蛋白质进行酶法降解，分别以生、熟

肉为酶解底物进行试验，结果显示以熟肉为原料效

果较好&
+）运用均匀试验和010软件回归分析，得出

较佳的条件为：-#’腿肉、-#’淀粉、-+’色拉油于

*#2水解!3，发现淀粉和油的用量是影响样品粘

度的主要因子&
!）运用感官评定法对样品口味进行检验分析，

找到了!种不同口味的配方&
*）本研究开发出的!种口味样品均为半流质，

营养全面、能量密度高（大于-!&.()／$），是一种新

型的高能食品&
%）通过感官鉴定和流变仪检测，作者所研究的

食品在+%2时粘度为#&*45·6以下，可以认为是

半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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