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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条件对醇法大豆浓缩蛋白溶解性及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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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工业化生产的醇法大豆浓缩蛋白溶解性较差的原因，研究了醇法加工条件（乙醇体积

分数、浸提温度、干燥温度）对大豆浓缩蛋白溶解性及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豆浓缩蛋白的溶

解度随着乙醇体积分数的增大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乙醇体积分数为６５％时溶解度最低；浸
提温度和干燥温度的升高会导致溶解度大幅降低；随着浸提液中乙醇体积分数的增大，大豆浓缩蛋

白表面疏水性、分子间的疏水相互作用、二硫键含量及粒径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在乙醇体

积分数为６５％时最大，而α－螺旋含量增加，β－折叠含量整体先增加后降低，无规卷曲含量降低；
随着浸提温度和干燥温度的升高，大豆浓缩蛋白分子间氢键作用力降低，而表面疏水性、分子间疏

水相互作用、二硫键含量和粒径增大，α－螺旋向 β－折叠及无规卷曲转变，蛋白质结构趋于无序。
综上，工业化醇法加工工艺（６０％～７０％乙醇体积分数、５０～６０℃浸提温度、６０～７０℃干燥温度）所
引发的大豆浓缩蛋白表面疏水性的增大、分子间聚集程度的增加等导致了其溶解度的降低，不利于

后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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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浓缩蛋白（ＳＰＣ）是以脱脂豆粕为原料，用
乙醇和（或）水除去糖类等可溶性成分并干燥得到

的物质，其主要成分为蛋白质、纤维素及半纤维素，

其中蛋白质含量不低于６５％［１］。目前工业生产大

豆浓缩蛋白的方法主要有醇法、酸法及湿热变性法，

其中醇法制备大豆浓缩蛋白无污水排放、成本低，是

工业化生产大豆浓缩蛋白较常用的方法。但在醇法

加工过程中，乙醇溶液及较高的温度引起的蛋白质

变性会使所得产品的溶解性较差，限制了其应

用［２］。研究表明［３－６］，乙醇溶液对蛋白质的变性作

用主要是通过其较低的介电常数来影响蛋白质分子

内静电作用力，导致肽链展开，促进蛋白质分子间发

生聚集，从而影响其功能特性。而温度引起的蛋白

质热变性则是通过破坏维持蛋白质构象的氢键等作

用力，使蛋白质结构展开［７］，从而影响其功能特性。

目前对于醇法生产大豆浓缩蛋白过程中加工条件所

引起的蛋白质结构的变化，以及对其功能特性的影

响机制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基于乙醇体积分数、浸

提温度及干燥温度这３个关键因素，研究了醇法加
工过程中加工条件对蛋白质结构及性质的影响，探

究目前工业化生产醇法大豆浓缩蛋白导致蛋白质溶

解性较差的原因，以期为工业化生产功能特性较好

的醇法大豆浓缩蛋白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１．１．１　原料与试剂

低温脱脂豆粕（蛋白质含量为 ５５．０３％，Ｎ×
６．２５，湿基），山东万得福有限公司；无水乙醇、硫酸
铜、酒石酸钾钠、尿素、溴化钾、溴酚蓝、甘氨酸、三氯

乙酸、二硝基苯甲酸（ＤＴＮＢ）、十二烷基硫酸钠
（ＳＤＳ）等均为分析纯。
１．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ＰＨＳ－２ＦｐＨ计，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ＢｅＮａｎｏ９０Ｚｅｔａ纳米粒度分析仪，丹东百特仪器有
限公司；ＶＥＲＴＥＸ７０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公司；７２２ｓ可见分光光度仪，上海精密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醇法大豆浓缩蛋白的制备

将低温脱脂豆粕按料液比１∶７与一定体积分数
乙醇溶液混合，在一定水浴温度下以４００ｒ／ｍｉｎ的
转速进行搅拌浸提１ｈ，抽滤后再按料液比１∶５与体
积分数为９５％的乙醇溶液混合浸提３０ｍｉｎ，将抽滤
所得滤饼在一定温度下真空烘干，所得样品即为大

豆浓缩蛋白，粉碎，待测。

１．２．２　溶解度的测定
参考汤虎等［８］的方法采用双缩脲试剂法测定

大豆浓缩蛋白的溶解度，并略有改动。将１．０ｇ大
豆浓缩蛋白溶于５０ｍＬ去离子水中，在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下离心１５ｍｉｎ后，取１ｍＬ上清液与４ｍＬ双缩脲试
剂涡旋混合均匀，静置３０ｍｉｎ后在５４０ｎｍ波长处
测定吸光值。溶解度用氮溶解指数（ＮＳＩ）表示，按
照公式（１）计算。

Ｉ＝ｍ１／ｍ２×１００％ （１）
式中：Ｉ为氮溶解指数；ｍ１为上清液蛋白质含

量，ｍｇ；ｍ２为样品总蛋白质含量，ｍｇ。
１．２．３　表面疏水性的测定

参考Ｓｈｅｎ等［９］的方法测定大豆浓缩蛋白的表

面疏水性，并略有改动。将０．０５ｇ大豆浓缩蛋白与
１０ｍＬｐＨ为７．０的０．１ｍｏｌ／Ｌ的磷酸盐缓冲溶液混
合，配制成５ｍｇ／ｍＬ的大豆浓缩蛋白溶液。取１ｍＬ
大豆浓缩蛋白溶液与２００μＬ１ｍｇ／ｍＬ的溴酚蓝溶
液涡旋混合均匀，室温下静置 １０ｍｉｎ后在 １００００
ｒ／ｍｉｎ下离心１５ｍｉｎ，同时用１ｍＬ磷酸盐缓冲溶液
与２００μＬ溴酚蓝混合作为空白，在５９５ｎｍ波长处
测定吸光值。表面疏水性（Ｂ）用蛋白质与溴酚蓝结
合量表示，按照公式（２）计算。

Ｂ＝２００×
Ａ０－Ａ１
Ａ０

（２）

式中：Ａ０，Ａ１分别为空白及样品的吸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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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分子间作用力的测定
参考张莹莹等［１０］的方法测定分子间作用力，并

略有改动。通过大豆浓缩蛋白在不同溶液中溶解度

的不同评价其分子间作用力。溶液体系分别为１０
ｍＬ０．１ｍｏｌ／ＬｐＨ７．０的磷酸盐缓冲溶液（对照组）、
含１％ ＳＤＳ的１０ｍＬ０．１ｍｏｌ／ＬｐＨ７．０的磷酸盐缓
冲溶液（氢键作用力）、含 ６ｍｏｌ／Ｌ脲的 １０ｍＬ
０１ｍｏｌ／ＬｐＨ７．０的磷酸盐缓冲溶液（疏水相互作
用）、含２％ β－巯基乙醇的１０ｍＬ０．１ｍｏｌ／ＬｐＨ７．０
的磷酸盐缓冲溶液（二硫键作用力）。氢键作用力、

疏水相互作用和二硫键作用力以溶解于各溶液中的

蛋白质含量占总蛋白质含量的比例表示。

１．２．５　游离巯基和二硫键含量的测定
参考张莹莹等［１１］的方法测定游离巯基和二硫

键含量，并略作改动。将０．１ｇ大豆浓缩蛋白与１０
ｍＬ０．１ｍｏｌ／ＬｐＨ７．０的磷酸盐缓冲溶液混合，磁力
搅拌１ｈ，在５０００ｒ／ｍｉｎ条件下离心１５ｍｉｎ后收集
上清液。取４ｍＬ上清液与０．１ｍＬ１０ｍｍｏｌ／Ｌ的
ＤＴＮＢ溶液涡旋混合均匀，在室温下显色２０ｍｉｎ后，
于４１２ｎｍ波长处测定吸光值。样品中游离巯基含
量（ｗ１）按照公式（３）计算。

ｗ１＝ｎ／ｃ （３）
式中：ｎ为通过Ｌ－半胱氨酸标准曲线计算得到

的游离巯基含量，μｍｏｌ／ｍＬ；ｃ为样品溶液质量浓
度，ｇ／ｍＬ。

另取１ｍＬ上述离心后所得上清液，加入４ｍＬ
０１ｍｏｌ／ＬｐＨ７．０的磷酸盐缓冲溶液及０．１ｍＬ的
β－巯基乙醇溶液混匀，在２５℃保温１ｈ，保温结束
后加入１０ｍＬ１２％的三氯乙酸溶液，混合均匀后于
２５℃再次保温１ｈ。所得混合溶液在４５００ｒ／ｍｉｎ条
件下离心１５ｍｉｎ，弃去上清液，将沉淀用１０ｍＬ１２％
的三氯乙酸溶液洗涤，共洗４次，最后在所得沉淀中
加入１０ｍＬ０．１ｍｏｌ／ＬｐＨ７．０的磷酸盐缓冲溶液，
充分溶解后加入０．１ｍＬＤＴＮＢ，混匀，放置２０ｍｉｎ，

于４１２ｎｍ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值，通过公式（４）计算
样品中总巯基含量（ｗ２）。

ｗ２＝ｎＶ２／（ｃＶ１） （４）
式中：ｎ为通过 Ｌ－半胱氨酸标准曲线计算所

得的巯基含量，μｍｏｌ／ｍＬ；ｃ为样品溶液质量浓度，
ｇ／ｍＬ；Ｖ１为上清液体积，ｍＬ；Ｖ２为沉淀复溶后体
积，ｍＬ。

二硫键含量（ｗ３）根据公式（５）计算。

ｗ３＝
ｗ２－ｗ１
２ （５）

１．２．６　蛋白质二级结构的测定
参考齐宝坤等［１２］的方法测定蛋白质的二级结

构。将１ｍｇ充分干燥的样品与１００ｍｇ溴化钾研磨
混匀压片后，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在 ４００～
４０００ｃｍ－１波数范围内进行全波长扫描，分辨率设
置为４ｃｍ－１，波数精度设置为０．０１ｃｍ－１，扫描次数
为６４。采用Ｐｅａｋｆｉｔ软件对酰胺Ⅰ带的吸收峰进行
二阶导数拟合，计算出对应区间范围内蛋白质中各

二级结构的相对含量。

１．２．７　粒径的测定
将样品用０．１ｍｏｌ／ＬｐＨ７．０的磷酸盐缓冲溶液

配制成０．１ｍｇ／ｍＬ的溶液，用Ｚｅｔａ纳米粒度分析仪
测定粒径，每个样品测定３次。
１．２．８　数据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采用Ｄｕｃａｎ法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差异显著水
平为ｐ＜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加工条件对大豆浓缩蛋白溶解性的影响

溶解性是蛋白质的基本功能特性之一，蛋白质

的起泡性、凝胶性、乳化性等功能特性在食品中的应

用都需建立于其具有良好的溶解性，因此蛋白质的

溶解性对于其工业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加工条件对

大豆浓缩蛋白溶解性的影响如图１所示。

　 　
　注：经前期的预试验，根据大豆浓缩蛋白得率及蛋白质含量确定固定条件浸提温度５０℃、干燥温度３０℃、乙醇体积分数
６５％，试验时只考察变量的变化；不同字母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下同

图１　加工条件对大豆浓缩蛋白溶解性的影响

　　由图１可知，大豆浓缩蛋白的溶解度随着浸提液 中乙醇体积分数的增加呈现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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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体积分数６５％时最低，溶解性最差。这主要是
由于乙醇分子会影响溶液的介电常数，使蛋白质分子

内的静电斥力增加，肽链展开，暴露出蛋白分子内的

巯基、疏水基等活性基团［３］，促使蛋白质分子间通过

疏水相互作用、二硫键、氢键等作用力发生聚集，溶解

度降低［４］。而乙醇体积分数高于６５％时则会削弱蛋
白质分子间疏水相互作用及维持聚集体结构的各作

用力，使聚集体部分解离［１３］，导致溶解度增加。

由图１可知，随着浸提温度和干燥温度的升高，
大豆浓缩蛋白溶解度降低。在较高的浸提温度下蛋

白质发生热变性会使其结构展开，暴露出分子内部

的疏水基团，表面疏水性增大，导致溶解度降低。而

伸展开的蛋白质分子在各种作用力的共同影响下发

生聚集，形成不溶性聚集体，使溶解度降低［１４］。干

燥温度的升高会使蛋白质分子内结构去折叠程度增

大，导致疏水性基团暴露于分子表面，不利于蛋白质

的溶解，并且较高的干燥温度下，干燥时间缩短，大

豆浓缩蛋白表面容易发生硬化［１５］，也会导致溶解度

呈现降低的趋势。

目前工业化生产醇法大豆浓缩蛋白是采用６０％～
７０％的乙醇溶液在 ５０～６０℃下浸提，干燥温度为
６０～７０℃［１６］。由图１可知，乙醇体积分数为 ６５％
时，溶解度最低，浸提温度５０～６０℃及干燥温度６０～
７０℃也会导致溶解度大幅度降低。为了解醇法加工
条件对大豆浓缩蛋白溶解度的影响机制，对其表面疏

水性、分子内及分子间作用力等指标进行分析。

２．２　加工条件对大豆浓缩蛋白表面疏水性的影响
表面疏水性作为蛋白质的结构特性，对其功能

特性具有重要影响。加工条件对大豆浓缩蛋白表面

疏水性的影响如图２所示。

　 　
图２　加工条件对大豆浓缩蛋白表面疏水性的影响

　　由图２可知，随着浸提液中乙醇体积分数的增
加，大豆浓缩蛋白的表面疏水性呈现先增大后减小

的趋势，在乙醇体积分数为６５％时最大。表面疏水
性主要取决于蛋白质的去折叠程度及疏水基团的暴

露程度［１７］，该变化趋势表明乙醇体积分数从 ５５％
增大到６５％时蛋白质分子内疏水基团的暴露程度
增大。相关性分析表明，表面疏水性与溶解度的相

关性系数（ｒ）为 －０．８８７，｜ｒ｜大于 ｒ０．０１，表明溶解性
与表面疏水性呈负相关关系，表面疏水性的增加不

利于蛋白质的溶解，因此乙醇体积分数为６５％时，
溶解度最低。而在乙醇体积分数高于６５％时，由于
蛋白质分子间疏水相互作用增强导致蛋白质分子表

面疏水基团暴露数量减少［１８］，进而导致表面疏水性

的降低。

由图２可知，随着浸提温度和干燥温度的升高，
大豆浓缩蛋白表面疏水性增大。蛋白质表面疏水性

的增加导致溶解度呈现持续降低的趋势［１９］。

醇法加工工艺所导致的蛋白质表面疏水性的增

大是工业化所生产的醇法大豆浓缩蛋白溶解度较低

的原因之一。乙醇体积分数６０％ ～７０％、浸提温度
５０～６０℃及干燥温度６０～７０℃的条件均会使蛋白

质表面疏水性增大，从而导致溶解度降低，分子表面

疏水基团的暴露所促进的分子聚集，也是导致蛋白

质溶解度降低的主要原因。

２．３　加工条件对大豆浓缩蛋白分子间作用力的影响
氢键、二硫键等作用力是蛋白质维持结构且发

生聚集的主要作用力［２０］。加工条件对大豆浓缩蛋

白分子间作用力的影响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随着浸提液中乙醇体积分数的增

加，氢键作用力增加，这主要是由于乙醇溶液较低

的介电常数有利于蛋白质分子间氢键的形成［４］，

疏水相互作用及二硫键作用力均呈现先增大后降

低的趋势，疏水相互作用在乙醇体积分数为６５％
时最大，二硫键作用力在乙醇体积分数为７０％时
最大。较强的疏水相互作用会使蛋白质分子间发

生疏水性聚集，促进聚集体的形成。二硫键作用

力的增大则维持了聚集体构象的稳定［２１］，聚集体

的存在导致了蛋白质溶解度的降低。当乙醇体积

分数大于６５％时，蛋白质分子间疏水相互作用被削
弱，当乙醇体积分数大于７０％时，二硫键作用力降
低，此时分子间形成的聚集体发生解离，蛋白质溶解

度增加［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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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加工条件对大豆浓缩蛋白分子间作用力的影响

　　温度的升高也会导致蛋白质结构展开，暴露出
埋藏在分子内部的活性基团，促使蛋白质分子之间

通过疏水相互作用、氢键和二硫键等作用力发生聚

集等现象［２２］。由图３可知，随着浸提温度和干燥温
度的升高，氢键作用力降低。氢键是维持蛋白质构

象稳定的主要作用力，氢键作用力的降低表明温度

的升高使蛋白质构象被破坏，分子内结构展开［２３］。

随着浸提温度和干燥温度的升高，疏水相互作用及

二硫键作用力则逐渐增大，促进了蛋白质分子间的

交联。研究表明［２４］，在干燥过程中蛋白质分子间会

形成由次级键相联的聚集体。因此，随着温度的升

高，疏水相互作用及二硫键等作用力的增强促进了

聚集体的形成，导致了蛋白质溶解度的降低。

２．４　加工条件对大豆浓缩蛋白中游离巯基和二硫
键含量的影响

游离巯基是位于蛋白质分子表面较活跃的基

团，二硫键则是蛋白结构中较稳定的共价键，在维持

蛋白质结构稳定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２５］。二硫键

及游离巯基含量的变化可以表示加工过程中蛋白质

的变性程度以及稳定性的变化［２６］。加工条件对大

豆浓缩蛋白中游离巯基和二硫键含量（以蛋白质质

量计）的影响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不同加工条件下，总巯基含量无显

著性差异，而随着浸提液中乙醇体积分数的增加，游

离巯基含量先减小后增大，二硫键含量先增加后减

小；随着浸提温度和干燥温度的升高，游离巯基含量

减小，二硫键含量先增加后减小。游离巯基及二硫

键含量变化是由于醇提过程中蛋白质结构的展开促

进了分子中游离巯基相互交联形成了二硫键［２７］。

二硫键含量的增多有利于维持聚集体结构稳定，从

而导致蛋白质溶解度的降低［２８］。随着温度的升高，

游离巯基同样通过交联／氧化转化为二硫键，因此游
离巯基含量随着浸提温度和干燥温度的升高而降

低，二硫键含量则随之增多。但当干燥温度高于

６０℃及浸提温度高于５５℃时，由于游离巯基大量暴

露的同时也会被蛋白质分子间形成的聚集体所掩

埋［２９］，影响巯基氧化及 ＳＨ—ＳＳ交换反应形成二硫
键，因此游离巯基及二硫键含量变化均不再显著。

表１　加工条件对大豆浓缩蛋白中游离巯基
和二硫键含量的影响

加工条件
含量／（μｍｏｌ／ｇ）

游离巯基 总巯基 二硫键

乙醇体积分数／％
５５ ９．４３±０．２３ａ ３１．５４±０．１５ａ １１．０５±０．１９ｃ

６０ ８．７９±０．０５ｂ ３１．８０±０．２６ａ １１．５０±０．１５ａｂ

６５ ７．９４±０．１６ｃ ３１．３４±０．８４ａ １１．６９±０．３４ａ

７０ ８．６３±０．０８ｂ ３１．８５±０．５０ａ １１．６１±０．２９ａ

７５ ８．６５±０．１０ｂ ３１．３０±０．９０ａ １１．３２±０．０４ｂ

浸提温度／℃
４０ ９．３７±０．１４ａ ３０．９９±０．１７ａ １０．８０±０．０１ｃ

４５ ８．８７±０．０１ｂ ３１．４２±０．２０ａ １１．２７±０．０９ｂ

５０ ８．０７±０．１８ｃ ３１．１３±０．６１ａ １１．５２±０．２１ａ

５５ ７．８１±０．１７ｄ ３０．６２±０．４６ａ １１．４０±０．１４ａｂ

６０ ７．８１±０．０９ｄ ３０．５２±０．５１ａ １１．３５±０．３０ａｂ

干燥温度／℃
３０ ９．２２±０．３４ａ ３１．１７±０．８６ａ １０．９７±０．２６ｂ

４０ ８．７９±０．０１ｂ ３１．６２±１．２８ａ １１．４１±０．６５ａｂ

５０ ８．４１±０．１４ｃ ３１．９７±０．６８ａ １１．７８±０．２７ａ

６０ ８．１０±０．０１ｄ ３１．６９±０．５８ａ １１．７９±０．２８ａ

７０ ７．９７±０．１８ｄ ３０．８５±１．１３ａ １１．４３±０．１７ａｂ

　注：表中每一列不同字母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下同

２．５　加工条件对大豆浓缩蛋白二级结构的影响
为进一步明确大豆浓缩蛋白的结构变化，对其

二级结构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随着浸提液中乙醇体积分数的增

加，α－螺旋含量增加，β－折叠含量整体呈先增加
后减小的趋势。α－螺旋含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随
着乙醇体积分数的增加，氢键含量增多，因此由氢键

维持稳定结构的α－螺旋含量随之增加［１２］。而 β－
折叠含量则代表了蛋白质分子间的聚集程度［３０］，

β－折叠含量的变化表明随着浸提液中乙醇体积分
数的增加，蛋白质分子聚集程度先增加后减少。而

随着浸提温度的升高，α－螺旋含量减小，β－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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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则增大，这表明较高的温度下蛋白质分子内发

生了解螺旋，结构展开并且分子间发生了聚集。以

上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在浸提过程中，蛋白质发生的

热变性和醇变性使分子内结构展开，分子间发生聚

集，导致了蛋白质溶解度的降低。随着干燥温度从

３０℃升高到７０℃，α－螺旋含量降低了８１０％，β－
折叠及无规卷曲含量分别增加了６．０３％、４．５９％，
这也表明在干燥过程中，α－螺旋向 β－折叠及无
规卷曲转变，蛋白质结构趋于无序，且分子间的聚

集程度增大，导致了蛋白质溶解度的降低［３１］。

表２　加工条件对大豆浓缩蛋白二级结构含量的影响

加工条件
含量／％

β－折叠 β－转角 α－螺旋 无规卷曲

乙醇体积分数／％
５５ ３７．８１±２．３７ｂ ２４．１３±１．９０ｂｃ １１．７０±０．５３ｂ １５．９０±０．２０ａ

６０ ３６．９５±０．０７ｃ ２５．９１±１．５６ｂ １１．９１±０．８８ａｂ １５．４３±０．４８ａｂ

６５ ４１．６５±１．８７ａ ２２．９１±０．３２ｃ １１．８２±１．２３ａｂ １４．８６±０．７３ｂ

７０ ３９．３２±１．２１ａｂ ２７．７０±０．３５ａ １２．３３±０．１８ａ １４．７９±０．３０ｂ

７５ ３８．３２±１．５２ｂ ２６．７８±１．２６ａｂ １２．５１±１．０２ａ １４．３０±１．４４ｃ

浸提温度／℃
４０ ３３．６６±０．３０ｃ ２７．３８±０．６７ａ １２．５６±１．９４ａ １４．４２±０．３９ｃ

４５ ３５．１１±０．７１ｂ ２５．７９±０．４４ｂ １２．４２±０．７１ａ １５．４３±０．５６ｂ

５０ ３６．１８±２．６９ａ ２５．４４±０．７８ｂ １２．２３±１．３９ａｂ １５．６９±１．６９ｂ

５５ ３６．６０±１．２４ａ ２４．５２±１．０９ｃ １１．９８±１．２６ｂ １６．４２±０．５４ａ

６０ ３５．８４±１．４６ａｂ ２４．６５±０．６２ｃ １２．２０±０．０３ａｂ １６．２２±０．６３ａ

干燥温度／℃
３０ ３４．８３±０．２８ｃ ３２．５２±２．６７ａ １２．７２±１．２６ａ １４．５９±０．５９ｂ

４０ ３３．７１±０．０６ｄ ３０．８８±１．７７ｂ １２．３７±０．１４ａｂ １４．４０±０．７７ｂ

５０ ３５．６５±０．４３ｂ ２５．４０±１．０５ｃｄ １１．８７±０．１９ｂ １４．８０±０．３７ａｂ

６０ ３５．００±０．７７ｂｃ ２６．４３±２．４５ｃ １１．５２±０．８３ｃ １４．９４±０．４２ａｂ

７０ ３６．９３±０．９８ａ ２４．４４±１．１７ｄ １１．６９±１．５９ｂ １５．２６±０．８８ａ

２．６　加工条件对大豆浓缩蛋白粒径的影响
蛋白质颗粒的大小及聚集程度会影响其功能特

性，粒径是反映蛋白质聚集程度的关键指标。为进

一步了解大豆浓缩蛋白分子间的聚集程度，对不同

加工条件下的大豆浓缩蛋白进行了粒径分析，结果

如图４所示。

图４　加工条件对大豆浓缩蛋白粒径的影响

　　由图 ４可知，乙醇体积分数从 ５５％增加到
６５％，粒径的体积分布峰逐渐向大粒径方向移动，且
峰值增大，表明蛋白质分子间的聚集程度增大，形成

了较多的大粒径聚集体。而在乙醇体积分数高于

６５％时，蛋白质粒径略有减小，这表明较高乙醇体积
分数下聚集体发生了部分解离，这也与蛋白质分子

间作用力的测定结果一致。而随着浸提温度和干燥

温度的升高，蛋白质粒径的体积分布峰持续右移，峰

值也逐渐增大，这表明温度的升高同样促进了蛋白

质分子间聚集程度的增大。在干燥温度高于４０℃
时，小粒径体积分布峰消失，表明在干燥过程中，随

着干燥温度的升高，蛋白质分子间发生了进一步聚

集，形成了大粒径聚集体。粒径越大，蛋白质溶解度

越低，因此推测在浸提与干燥过程中发生的醇、热变

性，使蛋白质分子间发生聚集形成了不溶性聚集体，

聚集体的形成与解离影响了蛋白质的溶解度［３２］。

结合蛋白质分子间各作用力的研究结果来看，

工业化生产醇法大豆浓缩蛋白时，浸提液中乙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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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数６０％～７０％、浸提温度５０～６０℃及干燥温度
６０～７０℃会使蛋白质分子间作用力增强，蛋白质分
子发生聚集形成大粒径聚集体，这也是导致产品溶

解度较低的原因。

３　结　论
大豆浓缩蛋白生产过程浸提液中乙醇体积分数

为６５％时，蛋白质的溶解度最低，而随着浸提温度
及干燥温度的升高，蛋白质溶解度呈现持续降低的

趋势。对大豆浓缩蛋白结构的研究表明，随着乙醇

体积分数的增加，表面疏水性、分子间的疏水相互作

用、分子中的二硫键含量及粒径均呈现先增加后降

低的趋势，在乙醇体积分数为６５％时最大。而随着
浸提温度和干燥温度的升高，大豆浓缩蛋白分子间

氢键作用力降低，表面疏水性、分子间的疏水相互作

用及粒径均增大，α－螺旋向β－折叠及无规卷曲转
变，蛋白质结构展开并趋于无序。

综上，在目前工业化生产醇法大豆浓缩蛋白为保

证得率及蛋白质含量而采用的乙醇体积分数６０％～
７０％、浸提温度５０～６０℃及干燥温度６０～７０℃的
加工条件下，蛋白质结构变化所导致的蛋白表面疏

水性的增大、分子间聚集程度的增加均会导致溶解

度的降低，不利于应用。后续将继续探究在保证得

率及蛋白质含量的前提下能够改善醇法大豆浓缩蛋

白溶解度的工艺。

参考文献：

［１］李林桂，肖伟伟，葛梦兰．大豆浓缩蛋白的生产工艺、营

养组成及在动物日粮中的应用［Ｊ］．饲料工业，２０１５，３６

（Ｓ１）：２９－３２．

［２］黄友如，华欲飞，裘爱泳．醇法大豆浓缩蛋白制取工艺

的探讨［Ｊ］．中国油脂，２００２，２７（３）：５０－５２．

［３］ＹＯＳＨＩＺＡＷＡＳ，ＡＲＡＫＡＷＡＴ，ＳＨＩＲＡＫＩＫ．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ｅｔｈａｎｏ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ｈａｒｇｅｓ［Ｊ］．ＩｎｔＪＢｉｏｌ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２０１４，６８：１６９－１７２．

［４］牛新培，魏安池，郑华丽，等．醇变性大豆７Ｓ球蛋白结

构特征研究［Ｊ］．粮食与油脂，２０１２，２５（１２）：１－４．

［５］ＰＥＮＧＬＰ，ＸＵＹＴ，ＬＩＸＴ，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

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ｙβ－ｃｏｎｇｌｙｃｉｎｉｎｂｙ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Ｊ／ＯＬ］．Ｆｏｏｄ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ｌｏｉｄ，２０２０，９８：１０５３０７

［２０２２－０３－１６］．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ｆｏｏｄｈｙｄ．

２０１９．１０５３０７．

［６］冯，王浩，于栋，等．乙醇诱导改性对乳清分离蛋白

结构及乳化特性的影响［Ｊ］．食品工业科技，２０２０，４１

（２３）：１－７．

［７］ＨＵＸＺ，ＣＨＥＮＧＹＱ，ＦＡＮＪＦ，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ｒｙ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ｏ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Ｊ］．ＪＦｏ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ｒｅｓ，２００９，３４（３）：

５２０－５４０．
［８］汤虎，孙智达，徐志宏，等．超声波改性对小麦面筋蛋白

溶解度影响的研究［Ｊ］．食品科学，２００８，２９（１２）：３６８－
３７２．

［９］ＳＨＥＮＨ，ＺＨＡＯＭＭ，ＳＵＮＷ Ｚ．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ｏ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ｃｉｎｅｍｙｏ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ｗｉｔｈｐｙｒａｚｉｎ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２０１９，２８７：９３－９９．

［１０］张莹莹，石长硕，王瑞红，等．大豆蛋白复配对面团特
性及面条品质的影响［Ｊ］．粮食与饲料工业，２０１９（８）：
３２－３６，４２．

［１１］张莹莹，王瑞红，石长硕，等．质构化大豆蛋白与大豆
水解蛋白复配对面团特性及面条品质的影响［Ｊ］．河
南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９，４０（５）：２５－
３１．

［１２］齐宝坤，赵城彬，李杨，等．热处理对大豆１１Ｓ球蛋白
溶解性和二级结构的影响［Ｊ］．食品科学，２０１８，３９
（２２）：３９－４４．

［１３］牛新培．醇法大豆浓缩蛋白变性机理及改性研究［Ｄ］．
郑州：河南工业大学，２０１３．

［１４］ＲＡＨＭＡＴＩＮ，ＫＯＯＣＨＥＫＩＡ，ＶＡＲＩＤＩＭ，ｅｔ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ｓｐｅｃｋｌｅｄｓｕｇａｒｂｅａｎ（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ａｓａｎｅｗ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ｅｍｕｌｓｉｆｙ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Ｊ］．
Ｆｏｏｄ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ｌｏｉｄ，２０１８，７９：４９８－５０８．

［１５］刘亚男．怀山药全粉的制备及其性质研究［Ｄ］．河南 洛
阳：河南科技大学，２０１７．

［１６］石珊珊．醇法大豆浓缩蛋白制取、改性及生产实践
［Ｄ］．陕西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０９．

［１７］陈震东，陈嘉琦，王金梅，等．热诱导大豆蛋白纤维聚
集体的分离及性质研究［Ｊ］．现代食品科技，２０１５，３１
（６）：１７２－１７７．

［１８］李丹，魏冬旭，贾烨，等．大豆１１Ｓ球蛋白热力学特性
和溶液性质与表面疏水性关系研究［Ｊ］．食品工业科
技，２０１８，３９（１０）：４６－５０，５７．

［１９］李祥鹏．热处理诱导大豆１１Ｓ蛋白熔球态结构及其功
能性质的研究［Ｄ］．哈尔滨：哈尔滨商业大学，２０２１．

［２０］李杨，王中江，王瑞，等．不同热处理条件下大豆分离
蛋白的红外光谱分析［Ｊ］．食品工业科技，２０１６，３７
（８）：１０４－１０９．

［２１］ＳＨＥＮＬ，ＴＡＮＧＧＨ．Ｍｉｃｒｏｆｌｕ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ｏｍｏｄｉｆ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ｏｙ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Ｊ］．ＦｏｏｄＲｅｓＩｎｔ，２０１２，４８（１）：１０８－１１８．

［２２］唐婷婷，杨玲玲，蒋艳，等．卵白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
相互作用对凝胶结构及性质的影响［Ｊ］．食品与生物
技术学报，２０２２，４１（４）：３１－３７．

［２３］贺云．豆腐酸浆中乳酸菌的分离鉴定及其在酸浆豆腐
中的应用［Ｄ］．江苏 无锡：江南大学，２０１８．

［２４］毕万里，华欲飞．不同干燥方式对大豆浓缩蛋白溶解
度和结构影响［Ｊ］．粮食与油脂，２００８，２１（１）：２４－２６．

（下转第７０页）

３６２０２３年第４８卷第１０期　　　　　　　　　　　　　中　国　油　脂



［１１］ＬＩＵＧ，ＬＩＷ Ｒ，ＱＩＮＸＧ，ｅｔａｌ．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ａｍｐｈｉｐｈｉｌｉｃ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ｎａｎｏｆｉｂｒｉｌｓ ｏｆ
ｇｌｙｃａｔｅｄｗｈｅ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Ｊ／ＯＬ］．Ｆｏｏｄ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ｌｏｉｄ，
２０２０，１０１：１０５５０３［２０２２－０４－１２］．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
１０．１０１６／ｊ．ｆｏｏｄｈｙｄ．２０１９．１０５５０３．

［１２］ＪＩＡＺＢ，ＺＨＥＮＧＭ，ＴＡＯＦ，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ｖａｌｅｎｔ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ｅｐｉｇ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３－ｇａｌｌａｔｅ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ｗｈｅｙ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Ｊ］．ＬＷＴ－Ｆｏｏｄ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６，６６：３０５－
３１０．

［１３］ＡＳＨＡＯＬＵＴＪ，ＺＨＡＯＧＨ．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 ｆｒｏｍ ｏｋａｒａ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ｓ ｂｙ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ｓｏ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ｖｉａＭａｉｌｌａｒ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Ｊ］．Ｆｏｏｄｓ，２０２０，９（２）：１４３－１６０．

［１４］陈艾霖，洪鹏志，宋春勇，等．热处理对负载叶黄素的
罗非鱼分离蛋白乳液稳定性和体外消化的影响［Ｊ］．
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１，４７（１６）：１７３－１８０．

［１５］陈悦，陈季旺，周琦，等．壳聚糖－乳清分离蛋白复合
膜的制备、形态结构及理化性质［Ｊ］．食品科学，
２０１４，３５（９）：１０６－１１１．

［１６］李宛蓉，刘佩，余静怡，等．乳清分离蛋白与单宁酸
相互作用提高稻米油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乳液的稳定性［Ｊ］．食
品科学，２０２０，４１（１８）：１－７．

［１７］ＺＨＵＤ，ＤＡＭＯＤＡＲＡＮＳ，ＬＵＣＥＹＪ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ｗｈｅ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ＷＰＩ）－ｄｅｘｔｒａｎ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ｓｉｎ
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Ｊ］．ＪＡｇｒｉｃ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２００８，５６：
７１１３－７１１８．

［１８］ＴＵＲＡＮＤ，ＧＩＢＩＳＭ，ＧＵＮＥＳ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ｔｈ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ｄｅｘｔｒａｎ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ＷＰＩ）

"

ｄｅｘｔｒａｎ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ｓｉｎｆｉｂｅ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ｎｅｅｄｌｅｌｅｓ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Ｊ］．ＦｏｏｄＦｕｎｃｔ，２０１８，９：２１９３－２２００．

［１９］ＨＯＮＧＺ，ＸＩＡＯＮ，ＬＩＬ，ｅｔａｌ．Ｇｌｙ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ａｎｄ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ｓ［Ｊ／
ＯＬ］．ＪＦｏｏｄＥｎｇ，２０２２，３１６：１１０８５２［２０２２－０４－
１２］． 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ｆｏｏｄｅｎｇ．２０２１．
１１０８５２．

［２０］ＣＨＥＮＷＪ，ＭＡＸＢ，ＷＡＮＧＷＪ，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ｇｕｍ ａｃａｃｉａ ｂｙ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Ｍａｉｌｌａｒ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Ｊ］．Ｆｏｏｄ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ｌｏｉｄ，
２０１９，９５：２９８－３０７．

［２１］李松南．淀粉基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乳液稳定机理及在叶黄素递
送中的应用研究［Ｄ］．广州：华南理工大学，２０２０．

［２２］ＬＩＬＬＡＲＤＪＳ，ＣＬＡＲＥＤＡ，ＤＡＵＢＥＲＴＣＲ．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ｕ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ｗｈｅ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ｖｉａ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ｉｏｎａｔｌｏｗｐＨ［Ｊ］．ＪＤａｉｒｙＳｃｉ，
２００９，９２：３５－４８．

［２３］ＱＩＮＸＧ，ＹＵＪＹ，ＷＡＮＧＱ，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ｉｌ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ｔａｂｌｉｚｅｄｂｙｇｌｙｃａｔｅｄ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ｔｏｏｌｉｇ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ＯＬ］．ＬＷＴ－
Ｆｏｏｄ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２２，１５３：１１２５１５［２０２２－０４－１２］．
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ｌｗｔ２０２１．１１２５１５．

［２４］ＹＩＰ，ＷＵ ＺＺ，ＸＩＥＱ Ｔ，ｅｔａｌ．Ｉｎｓｉｇｈｔｉｎｔｏ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Ｍａｉｌｌａｒｄ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ｓ：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ｓ－ｄｅｘｔｒｉｎ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ＯＬ］． Ｆｏｏｄ
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ｌｏｉｄ，２０２０，９９：１０５３４７［２０２２－０４－１２］．
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ｆｏｏｄｈｙｄ．２０１９．１０５３４７．

［２５］ＤＯＯＳＴＡＳ，ＮＡＳＲＡＢＡＤＩＭＮ，ＧＯＬＩＳＡＨ，ｅｔａｌ．
Ｍａｉｌｌａｒｄ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ｅ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ｗｉｔｈｗａｔｅｒ－
ｓｏｌｕｂ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ｍｏｎｄｇｕｍｏｒｆｌａｘｓｅｅｄｍｕｃｉｌａｇｅｂｙ
ｄｒｙｈｅａ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ＯＬ］．ＦｏｏｄＲｅｓＩｎｔ，２０２０，１２８：
１０８７７９［２０２２－０４－１２］．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
ｆｏｏｄｒｅｓ．２０１９．１０８７７９．

［２６］ＣＨＥＮＣ，ＳＨＩＫ，ＱＩＮＸ，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ｔａｎｎｉｃａｃｉｄｏｎ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Ｊ／ＯＬ］．
ＬＷＴ－Ｆｏｏｄ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２１，１５２：１１２３８３［２０２２－
０４－１２］．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ｌｗｔ．２０２１．
１１２３８３．

［２７］ＺＨＡＮＧＢ，ＬＥＩＭ，ＨＵＡＮＧＷ Ｊ，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ｕｐｔａｋｅｏｆｃａｓｔｉｃｉｎ－ｌｏａｄｅｄ
ｎａｎｏ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ａｃｔｏｓｅ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Ｊ／ＯＬ］．Ｆｏｏｄｓ，２０２１，１０（７）：１６４０［２０２２－
０４－１２］．ｈｔｔｐｓ：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３３９０／ｆｏｏｄｓ１００７１６４０．

（上接第６３页）
［２５］ＲＡＺＩＳＭ，ＭＯＴＡＭＥＤＺＡＤＥＧＡＮＡ，ＳＨＡＨＩＤＩＡ，ｅｔａｌ．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ａｓｉｌｓｅｅｄｇｕｍ（ＢＳＧ）ｏｎｔｈｅ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ｈｅａ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ｇｇａｌｂｕｍｉｎ
ｇｅｌｓ［Ｊ］．Ｆｏｏｄ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ｌｏｉｄ，２０１８，８２：２６８－２７７．

［２６］ＧＯＮＧＫＪ，ＳＨＩＡＭ，ＬＩＵＨ Ｚ，ｅｔａｌ．Ｅｍｕｌｓｉｆｙ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ｐｒａｙａｎｄｆｒｅｅｚｅ－ｄｒｉｅｄ
ｐｅａｎｕ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Ｊ］．ＪＦｏｏｄＥｎｇ，２０１６，１７０：
３３－４０．

［２７］阮奇臖．大豆蛋白热诱导二硫键连接物的形成及巯基
变化亚基水平研究［Ｄ］．江苏 无锡：江南大学，２０１５．

［２８］汪长青，李兴江，穆冬冬，等．预处理对大豆分离蛋白
结构及凝胶性质的影响［Ｊ］．中国粮油学报，２０１８，３３
（１０）：４０－４６，５２．

［２９］陈振家，王晓闻，荆旭，等．不同温度处理对红芸豆蛋
白热稳定性及结构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２０，
３６（１９）：３０６－３１２．

［３０］ＭＡＬＩＫＭＡ，ＳＡＮＩＮＩＣＳ．Ｈｅａ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ｎｅａｒｉｓ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ｉ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２０１９，２７６：
５５４－５６１．

［３１］王晓琳，朱力杰，陈妍婕，等．不同干热处理对花生蛋白
二级结构及乳化性的影响［Ｊ］．食品与发酵工业，
２０１６，４２（５）：８６－９０．

［３２］畅鹏，杜鑫，杨东晴，等．蛋白质热聚集行为机理及其
对蛋白质功能特性影响的研究进展［Ｊ］．食品工业科
技，２０１８，３９（２４）：３１８－３２５．

０７ ＣＨＩＮＡ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ＡＴ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８Ｎｏ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