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鳗鲡营养液研制报告

ΤΗΕ ΠΡ ΕΠΑΡ ΑΤΙΟΝ ΟΦ ΝΥΤΡ ΙΕΝΤ ΣΟΛΥΤΙΟΝ ΦΡ ΟΜ ΕΕΛΣ

叶 玫  吴成业  刘智禹  王 勤  陈 冰

陈清溪  郭金海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厦门

α  运用营养学及传统医学理论 采用酶解等技术

提取鳗鱼头之精华 辅于补气益血中药组方 两者相

得益彰制成鳗鲡营养液∀ 本研究旨在一方面合理利用

鳗鱼头潜在的营养保健功能 做到物尽其用 提高鳗

鲡下脚料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 克服传统上人们对

鳗鲡的烹调食用方法简单 影响其营养健身功能的发

挥之不足 满足老!弱!病人的特殊需要∀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原料 鳗鲡 Ανγ υιλλα 鱼头 厦门龙和烤

鳗厂提供∀ 原料一般成分 水分 灰分

脂肪 粗蛋白 ∀

 配料 中药!甜味剂等∀

 试剂 枯草杆菌中性蛋白酶

单位 无锡酶制剂厂生产∀

 方法

 工艺流程 鳗鲡鱼头ψ 漂洗控水ψ 匀浆

ψ 酶解ψ 分离ψ 超滤ψ 脱腥脱色ψ 调配ψ 灌封ψ 消

毒ψ 成品

 分析方法 游离氨基酸态氮测定 甲

醛滴定法∀ 挥发性盐基氮测定 微量扩散法∀ 矿

物质分析 原子吸收法∀ 游离氨基酸测定 高效液

相色法∀

 实验结果

 选择最佳酶解条件实验

采用枯草杆菌中性蛋白酶 作为鳗鲡鱼

头水解酶 分别考察加酶量!水解时间!水解温度对水

解效果的影响∀ 以游离氨基酸态氮衡量水解效果∀

 酶解时间的确定  固定加酶量

水解温度 ε 观察不同时间的水解效果 结果如图

∀随着酶解时间的延长 氨基酸态氮的生成量逐渐增

多 但作为衡量水产物质量的指标挥发性盐基氮的生

成量亦不断增加 当水解时间达 时 水解物中挥发

性盐基氮的生成量已接近初级腐败的水平 这是由于

原料中原有的微生物作用造成产品质量下降所至∀ 因

此 选择酶解时间时 在追求高的氨基酸态氮的生成

量的同时 应考虑到微生物的腐败作用∀ 根据图 的

结果 将酶解时间控制在 以内∀

 加酶量的确定 固定水解温度 ε 水

解时间 比较不同加酶量对水解效果的影响∀如图

所示 随着加酶量的增加 水解速度逐渐加快 当加

酶量超过 时 基本达到饱和状态 因此选择加

酶量为 为宜∀

 水解温度的控制  固定加酶量

水解时间 考察 ∗ ε 不同时间的水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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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所示∀ 从游离氨基酸态氮的生成量的角度考

虑 水解高峰在 ε 左右 用挥发性盐基氮的指标衡

图  酶解时间与酶解速度和挥发性盐基氮生成量的关

系

挥发性盐基氮 游离氨基酸态氮 后同

图  加酶量对酶解速度的影响

图  温度对酶解速度和挥发性盐基氮生成量的影响

量 水解温度 ε 亦是较好的选择∀  综合上述的

优化实验结果 选择枯草杆菌中性蛋白酶 水

解鳗鱼头的最佳工艺条件为 加酶量 水解温

度 ε 水解时间 ∀鳗鱼头的粗蛋白含量 左

右 水解液中氨基酸含量 ≅ 折算水解

率在 以上∀

 超滤

由酶解得到的上清液为棕色浑浊体 因原料含胶

质较高 水解液粘度较大 未水解完全的大分子呈悬

浮状态 用离心!简单过滤等方法难于除去∀ 采用对敏

感生物物质几乎无影响的超滤 能有效地除去引起浑

浊的大分子物质 并有一定的脱色作用∀ 超滤工艺关

键在于选择滤膜 既保证滤出液澄清透明 又要使营

养物质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经实验 采用 ÷ °2

超滤膜 所得的滤出液透明澄清 超滤前后氨基酸态

氮几乎不变∀超滤应在磁力搅拌下 充氮加压进行∀气

温较高的季节应采取降温措施 防止水解液变质∀

 活性碳脱腥

超滤后的水解液 有一定的腥味 适口性较差∀ 一

般采用活性碳!硅藻土!Β2环糊精等吸附能力较强的材

料脱腥∀ 经实验 活性碳的脱腥效果较好 而且 处理

后活性碳粉末较容易用离心或过滤的方法除去∀ 据李

八方报道 活性碳的脱腥效果与温度有关 在

高温中分子运动速度加快 被吸附物质向吸附剂表面

扩散的速度增加∀ 但温度也不可太高 因为随着温度

的增加 解吸过程也随之增加 到了一定程度后反而

有利于解吸过程的进行∀ 活性碳的用量也是应考虑的

因素∀ 吴道祖等 !邹学满 指出 活性碳对

氨基酸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在用量达 • ∂ 时

特别是活化活性碳 对氨基酸混合液在室温下仅处理

就可把 × ° 完全吸附 对 ∏

的吸附也达 绝大部分氨基酸损失在

以上∀ 李八方 !叶眉等≈ 的试验结果表明 采用

活性碳用量 处理温度 ε 时间 的脱腥

工艺 超滤后的水解液加入 的活性碳 恒温

ε 不断搅拌 取出后迅速冷却 离心或抽滤除

去活性碳 此过程如条件控制得好 效果一般是理想

的 用甲醛滴定法测定游离氨基酸态氮 处理前后含

量不变∀

表 1 灭菌温度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灭菌温度 ⁄ 值 口感 细菌数

ε 个

好

好

中

差

注 灭菌时间均为 ∀

 营养液的灭菌

灌封好的营养液 颜色稍淡 适口性较好∀ 高温灭

菌后 色泽和口感均会改变 这种变化一般随着其灭

菌温度及时间的延长而加剧 结果如表 ∀

表 数据说明 在实验室条件下 ε

已达到杀菌目的 色泽!口感均较为理想∀ 工厂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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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大 各方面条件较难控制 杀菌条件还需近一步 摸索∀

表 2 鳗鲡营养液稳定性实验结果

温度 时间 ⁄ ƒ 2 比重 细菌 形状

ε

无

无

无 无沉淀产生 适口性差∀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沉淀产生 适口性稍差∀

无

无

月 无

月 无

常温 月 无 无沉淀产生 口感几乎不变

月 无

月 无

表 3 鳗鲡水解液和营养液的氨基酸含量

氨基酸样 水 解 液 营 养 液

天冬氨酸

苏 氨 酸

丝 氨 酸

谷 氨 酸

甘 氨 酸

丙 氨 酸

胱 氨 酸

缬 氨 酸

蛋 氨 酸

异亮氨酸

亮 氨 酸

酪 氨 酸

苯丙氨酸

赖 氨 酸

组 氨 酸

精 氨 酸

脯 氨 酸

色 氨 酸

牛 磺 酸

合 计

 产品的稳定性实验

以 !光密度 ⁄ !游离氨基酸态氮

ƒ 2 !比重!细菌总数考察营养液在常温!中温

ε !高温 ε 储藏的稳定性 结果如表 ∀ 表

显示 该营养液性状较稳定 灭菌安全可靠∀ 样品常温

保藏一年半后仍为无菌状态 不产生沉淀 营养成分

和感官评价等方面变化不大∀ 从 ε 的保藏实验结

果看 各个指标变化较大 因此该产品保藏时应避免

高温∀ 在常温状态下 保质期预计达 ∀

表 4  鳗鲡营养液矿物含量

项目 结果 项目 结果

≤

°

ƒ

≤∏ ≤

≤

≤

 营养成分分析结果

 氨基酸含量分析 结果见表 ∀

 矿物质含量分析 结果见表 ∀

产品分析数据表明 鳗鲡营养液矿物质含量丰

富 氨基酸含量较一般口服液高 一般口服液蛋白质

含量 ∗ 必需氨基酸除 ∏ 外 比

较接近 ƒ • 模式 特别还含有生理活性物质

牛磺酸∀ 其他营养保健物质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讨论

 酶解工艺氨基酸的转换率为 不够理

想 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原料特性 鳗鲡鱼头

蛋白质含量中胶原蛋白质占相当大的比例 胶原蛋白

质性能稳定 仅为其专一性的胶原蛋白酶水解 若用

胶原蛋白酶和枯草杆菌中性蛋白酶 进行联

海洋科学



合水解 预计将达到更为理想的氨基酸转换率 但作

者至今未找到国内购买胶原蛋白酶的途径∀ 另一方

面 考虑到大型生产的适应性和产品质量 制定工艺

时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 选定的条件尽量温和!

工序尽可能简单!工艺周期尽量短∀ 一般来说 用多酶

水解 如中性蛋白酶 酸性蛋白酶或中性蛋白酶 碱

性蛋白酶 效果较好 作者曾用 中性蛋白酶

和 型酸性蛋白酶进行联合水解 转换率有所提高∀

但存在一个问题 酸性蛋白酶的最适 一般在 ∗

碱性蛋白酶的最适 在 ∗ 操作时 必需调原料

到酸性 或碱性 水解后又将水解液调回中性 特

别是水解液 实际上是一个缓冲体系 必需用多量的

酸或碱来调整∀ 经过这来回的调整 就等于在水解

液中添加多量的盐 这是口服液所忌讳的 因此 还要

多一道脱盐工序 用离子交换层析或电渗析等方法脱

盐 工艺复杂 周期加长 不利于保证产品质量∀ 权衡

利弊 作者采用枯草杆菌中性蛋白酶 单酶水

解工艺 如何进一步提高其氨基酸转换率还需深入探

讨∀

 鳗鲡作为传统的滋补品 不但营养丰富 而

且含有大量生理活性物质∀ 鳗鲡的滋补健身作用是由

这些物质协同作用的结果∀ 本研究所测定的只是其中

的矿物质!氨基酸 大量营养活性物质的测定和其保

健功能的研究是我们现有的条件所不能及的 这需要

多学科的协同攻关∀

 本营养液在配方上重点开发其补气益血的

功能∀ 其实 以鳗鲡水解液为母液 通过添加!强化某

种营养物质 或和与之能互补或相成的中药组方配

伍 将形成特色各异的系列鳗鲡功能食品 满足不同

人群的特殊需要∀ 在剂型方面亦可作适当的改变 如

将营养液浓缩喷雾干燥 可形成胶囊产品 服用方便

便于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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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信息# ΧΟΜΜΟ∆ΙΤΙΕΣ ΙΝΦΟΡ ΜΑΤΙΟΝ

水产养殖病害防疫有新药
) ) 水病毒消毒剂 复合型稳定态二氧化氯复方消毒剂

本产品是以当今世界上新一代消毒剂二氧化氯为主要组分的复合型高效!安全!广谱的复方消毒剂 是专为

水产养殖防疫而发明设计的药品∀本药品的显著特点是能同时起到防疫细菌性!病毒性等水产养殖疾病和保护!

改善养殖环境的双重功效∀

本药品对养殖动物体表性疾病及甲鱼的白底板病亦有良好的疗效∀

预防用量 亩 治疗用量 ∗ 亩

浸泡鲜活饵料用量 ∗ ∀

专家实说 养殖疾病目前世界上无人能够治愈 但有人可以控制其病源的致病水平∀ 本品如是∀

取之于海 用之于农

/ 农乐一号0浸种剂确保农业丰收
  该浸种剂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经十余年研

究与试验 从海洋天然产物中提取!加工而成 是国内

首次开发成功的海洋高新技术产品∀它属于国际上最

新一代活性物质类浸种剂 不含任何激素∀

特点 诱导增加种子和植物体内酶的形成 促进

植物细胞的新陈代谢 激活植物的抗病基因 增加抗

病蛋白质合成 提高植物免疫力

功能 π 提高出芽率π 促进农作物根系发育π 保

护幼青苗!增强抗病力π 显著提高粮食产量和品质π

改善土壤环境

作用 π 小麦浸种后产量可提高 蛋白含量

提高 面筋含量提高 ∀π 玉米浸种后产量

可提高 并有明显的抗倒伏效果∀

小麦增产 ∗ 玉米!花生!大豆增产

∗ 草莓增产 ∗ ∀

有需用者可与本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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