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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水酶法水解液中蛋白质超滤回收及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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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超滤法回收水解液中的蛋白质，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通过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响应面法试验设计建立了操

作压力、溶液质量分数、溶液 ｐＨ值对膜通量影响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各因素对膜通量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

溶液质量分数、操作压力、溶液 ｐＨ值。经优化得到的最佳工艺参数为：操作压力 ０２０ＭＰａ、溶液质量分数 ５６０％、

溶液 ｐＨ值 ８５０。在此条件下超滤膜通量为 ７０２Ｌ／（ｍ２·ｈ），回收物中蛋白质质量分数增至 ８８６３％，红外光谱显

示构成大豆蛋白的各官能团特征峰明显，高效液相色谱结果显示超滤对水解液中低聚糖类物质的脱除效果较好，

所回收蛋白在功能特性上溶解性得到提升，且在酸性 ｐＨ值范围内有明显改善，而乳化活性指数和乳化稳定性指数

有所降低。超滤法回收水解液蛋白可实现同步浓缩与杂质分离，为水解液的增值利用提供了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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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水酶法是一种新兴的绿色提油技术，通过机械

破碎和酶解手段，破坏细胞壁及油脂体膜，使油脂得

以释放。该方法萃取条件温和，避免了传统提油工

艺中有机试剂及高温处理的介入，所制油品质高、杂

质含量低
［１］
，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通过对原

料预处理及乳状液破乳工艺的研究，大豆水酶法游

离油得率已提升至 ９２６％［２－３］
。但与此同时，水相

提取体系伴随产生的副产物———水解液，由于含有

大部分原料中的可溶性物质，作为废液会造成大量

资源浪费，极大地限制水酶法提油技术的经济可行

性。已有研究表明，大豆水酶法水解液的主要成分

为限制性酶解蛋白
［４－５］

，可作为大豆蛋白的丰富来

源，但水解液中可溶性糖类、细小油滴、盐类等其他

成分的存在会对产品的感官品质及功能特性产生不利

影响。因此，提取回收水解液中的蛋白质、脱除非蛋白

组分对大豆水酶法工艺的产业化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的大豆分离蛋白提取方法主要利用其在等

电点（ｐＨ值 ４５）附近溶解度较低的特性进行提取，
但由于酶解处理后大豆蛋白在酸性 ｐＨ值范围内溶
解度提升，碱溶酸沉法仅能回收约 ３０％水解液蛋
白

［６］
。超滤技术作为一种膜分离方法，通过压力差

的推动可选择性地将溶液中较大溶质分子截留于微

孔滤膜之上，具有操作简捷、分离系数大、高效节能、

无相变、无二次污染等特点
［７］
，已广泛应用于蛋白

质提取、分离纯化等领域。李旭等
［８］
利用不同截留

分子量的超滤膜分离油茶籽蛋白并对各组分的功能

特性进行了研究；ＹＡＮＧ等［９］
利用植酸酶酶解辅助

超滤分离法大幅度降低了大豆分离蛋白中植酸及异

黄酮的含量。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等［６］
利用超滤回收水酶

法蛋白但仅得到 ７０％纯度的产品，且仍含有油脂、
低聚糖等杂质成分。将超滤技术应用于水解液蛋白

质的回收，可为开发利用水解液资源提供一种行之

有效的方法，该领域国内尚无相关报道。在超滤操

作过程中，工艺条件的选择是决定超滤效果及工艺

成本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在探讨水解液蛋白超

滤过程中影响膜通量及蛋白质截留率主要因素的基

础上，通过响应面法试验设计确定最佳的超滤工艺

条件，并进一步对所得水解液蛋白的功能特性进行

研究，为大豆水酶法水解液蛋白超滤回收的工业化

生产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全脂大豆片（东农 ４２号，含水率 １０５４％，粗脂

肪质量分数 １９７３％，粗蛋白质量分数 ３８４８％，灰
分质量分数４２１％），大豆分离蛋白（粗蛋白质量分
数９２３７％），聊城蓝山集团；Ａｌｃａｌａｓｅ２４Ｌ碱性内
切蛋白酶，杰能科（中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蔗糖、

水苏糖、棉籽糖标准品，Ｓｉｇｍａ Ａｌｄｒｉｃｈ公司；乙腈、
三氟乙胺均为色谱纯，石油醚、乙醚、ＳＤＳ等均为分
析纯。

Ｔ２０型双螺杆挤压机，法国 Ｃｌｅｘｔｒａｌ公司；ＰＨＳ
２５型数显台式酸度计，上海雷磁仪器厂；ＦＤ５型冷
冻干燥机，美国西盟国际集团；ＲＥ ５２ＣＳ １型旋转
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３ １８Ｋ型高速冷冻
离心机，Ｓｉｇｍａ Ａｌｄｒｉｃｈ公司；１、３、５ｋＤａ平板聚醚
砜超滤膜、ＭＳＣ３００型杯式超滤器，上海摩速科学器
材有限公司；Ｋ ４３６型快速消解仪、Ｋ ３７０型自动
凯氏定氮仪，瑞士步琦有限公司；高速剪切乳化机，

上海昂尼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分光光度计，上海精密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ｅ２６９５型高效液相色谱仪（配有
四元溶剂管理器、自动进样器、柱温箱、示差折光检

测器），美 国 Ｗａｔｅｒｓ公 司；ＢＥＨ Ａｍｉｄｅ色 谱 柱
（４６ｍｍ×１５０ｍｍ，３５μｍ），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公司；
ＩＲＴｒａｃｅｒ １００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日本岛津
公司。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基本化学成分测定

含水率，依据 ＧＢ／Ｔ５４９７—１９８５《粮食、油料检
验　水分测定法》进行测定；粗脂肪质量分数，依据
ＧＢ／Ｔ１４７７２—２００８《食品中粗脂肪的测定》进行测
定；粗蛋白质量分数，依据 ＧＢ５００９５—２０１０《食品
中蛋白质的测定》进行测定；灰分质量分数，依据

ＧＢ／Ｔ５００９４—２０１０《食品中灰分的测定》进行测
定。

１２２　大豆水酶法水解液的制备
水解液作为大豆水酶法提油工艺的副产物，所

采用的提取条件为 ＬＩ等［２－３］
优化的最佳提油工艺，

其主要流程如下：全脂大豆片→粉碎→调节含水率
为１４５％→挤压膨化（６０℃、３００ｒ／ｍｉｎ）→粉碎过
６０目筛→调节固液比至６ｍＬ／ｍｇ→调节温度为５０℃、
ｐＨ值为８５→酶解３ｈ（加酶量１８５ｍＬ／（１００ｇ））→灭
酶（１００℃、１０ｍｉｎ）→离心分离（８０００ｇ、２０ｍｉｎ）→
收集水解液→冷冻干燥→水解液冻干粉。
１２３　水解液蛋白质的超滤回收及膜的选择

为避免水解液中的少量油滴污染超滤膜，提升

所得蛋白的产品质量，预先将水解液冻干粉经正己

烷浸提１２ｈ以除去残余油脂，再用超纯水复溶。通
过实验室级超滤装置对水解液中的蛋白质进行回

收，如图１所示，考虑到水解液中杂质成分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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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采用截留分子量为１、３、５ｋＤａ的超滤膜进行蛋
白回收，待系统稳定后准确记录一段时间内透过液

的体积，当体积缩减至初始值 １／４时分别收集透过
液和截留液，冷冻干燥备用。膜通量及蛋白质截留

率计算公式
［７，９－１０］

分别为

Ｒ＝Ｖ
ＡＴ

（１）

式中　Ｒ———膜通量，Ｌ／（ｍ２·ｈ）
Ｖ———透过液体积，Ｌ　　Ｔ———超滤时间，ｈ
Ａ———膜有效面积，ｍ２

Ｐ (＝ １－Ｃ′)Ｃ ×１００％ （２）

式中　Ｐ———蛋白质截留率，％
Ｃ———初始溶液的蛋白质量浓度，ｍｇ／ｍＬ
Ｃ′———透过液的蛋白质量浓度，ｍｇ／ｍＬ

图 １　超滤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ｕｌｔｒ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
１．氮气瓶　２．磁力搅拌器　３．超滤杯　４．搅拌杆　５．进料口　

６．出料口
　

１２４　试验设计
（１）单因素试验
在超滤回收水解液蛋白的过程中，影响超滤效

果的因素主要有操作压力、溶液质量分数及溶液 ｐＨ
值。首先进行单因素试验，以选取试验因素及水平。

选取 操 作 压 力 为 ０１０、０１４、０１６、０１８、０２０、
０２２ＭＰａ，溶液质量分数为 ２５％、４０％、５５％、
７０％、８５％、１００％，溶液 ｐＨ值为 ３５、４５、５５、
６５、７５、８５、９５。以膜通量和蛋白质截留率为评
价指标确定最佳超滤工艺。

（２）响应面试验
在上述单因素试验基础上，采用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

设计原理，以操作压力、溶液质量分数及溶液 ｐＨ值
为自变量，以膜通量为响应值，试验因素水平与编码

见表１。
１２５　可溶性糖类测定

大豆水酶法水解液中除蛋白外还含有部分糖类

物质，为分析水解液中可溶性糖类的组成及分布以

及超滤操作对于糖类的脱除效果，采用 ＨＰＬＣ ＲＩＤ

表 １　响应面试验因素水平

Ｔａｂ．１　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

编码
因素

操作压力ｘ１／ＭＰａ 溶液质量分数ｘ２／％ 溶液ｐＨ值ｘ３
－１ ０１８ ４０ ７５

０ ０２０ ５５ ８５

１ ０２２ ７０ ９５

方法进行测定
［４，１１］

。分析前，为除去蛋白质，先将

０３ｍＬ样品与０７ｍＬ乙腈混合，在１００００ｇ下离心
１０ｍｉｎ。取１０μＬ上清液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柱温
为３５℃。采用 ７５％乙腈溶液（添加 ０２％ＴＥＡ）在
０６ｍＬ／ｍｉｎ的流速下进行等度洗脱。将样品峰的
保留时间与标准品进行对照，并根据各糖标准品的

外标曲线进行定量。

１２６　红外光谱测定
将水解液蛋白冻干粉与 ＫＢｒ以质量比１∶１００混

合后在玛瑙研钵中研磨均匀，并用压片机压成薄片，

在５００～４０００ｃｍ－１
范围内以 ４ｃｍ－１

的分辨率扫描

３２次，采集样品图谱数据，并在样品测试相同条件
下采集背景

［１２－１３］
。

１２７　蛋白质功能特性测定
（１）蛋白质氮溶解指数
参照 ＬＩＵ等［１４］

的方法测定超滤回收蛋白在不

同 ｐＨ值下的氮溶解指数（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ｓｏｌｕｂｌｅｉｎｄｅｘ，
ＮＳＩ），即利用微量凯氏定氮法测定离心后上清液中
的氮含量占总氮含量的百分比，氮溶解指数计算公

式为

Ｎ＝ｍ
ｍ′
×１００％ （３）

式中　Ｎ———氮溶解指数，％
ｍ———上清液中的氮质量，ｇ
ｍ′———初始溶液中的氮质量，ｇ

（２）蛋白质乳化性
参照 ＧＨＲＩＢＩ等［１５－１６］

的方法测定超滤回收蛋

白的乳化活性指数（Ｅｍｕｌｓｉｆｙ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ＥＡＩ）
及乳化稳定性指数（Ｅｍｕｌｓｉｆｙｉｎｇ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ＥＳＩ）
并做若干修改：将质量浓度 ００２ｇ／ｍＬ蛋白质样品
溶液与大豆油以体积比例 ３∶１混合，置于高速均质
机在２００００ｒ／ｍｉｎ下均质 １ｍｉｎ。立即用 ０００１ｇ／ｍＬ
ＳＤＳ溶液稀释 １０００倍，记录此时及 １５ｍｉｎ后在
５００ｎｍ处的吸光度，乳化活性指数和乳化稳定性指
数计算公式为

ＥＡＩ＝
２×２３０３ＡＤ
１００００φｃ

（４）

ＥＳＩ＝
Ａｔ
Ａ－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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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ＥＡＩ———乳化活性指数，ｍ
２／ｇ

ＥＳＩ———乳化稳定性指数，ｍｉｎ
Ａ———乳液在０ｍｉｎ时在５００ｎｍ处吸光度
Ａ′———乳液在１５ｍｉｎ时在５００ｎｍ处吸光度
φ———油脂所占体积分数，％
ｃ———样品溶液中蛋白质质量浓度，ｇ／ｍＬ
Ｄ———稀释倍数，取１０００
ｔ———间隔时间，取１５ｍｉｎ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大豆水酶法水解液的主要化学组成
表 ２所示为大豆水酶法水解液的主要化学组

成。由表２可知，水解液中主要含有 ７０４６％蛋白
质、１１４８％脂肪、１２９９％碳水化合物及 ５０７％灰
分。若１ｋｇ大豆经水酶法提取后产生 ４６ｋｇ水解

液，以１０％干物质计，则水解液中将包含大豆原料
中约 ４６％的固形物，其中包括 ８４２３％蛋白质、
２６７７％油脂及２２１０％糖类，若加以分离利用将能
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脱去油脂后，水解液中蛋白

质质量分数提升至 ７８６２％，超过市售大豆浓缩蛋
白纯度（７０％），可作为大豆蛋白的丰富来源，具有
较高的潜在经济价值。水酶法水解液中除蛋白质外

的主要非蛋白组分是可溶性碳水化合物，主要为蔗

糖、水苏糖和棉籽糖。其中后两者属大豆低聚糖类，

由于人体或动物缺乏 α半乳糖苷酶而易引起胀气、
消化不良等症状

［１７－１８］
，被认为是大豆蛋白产品中的

主要抗营养因子之一。此外，由于水解液中干物质

含量较低，常规浓缩方法将增加蛋白回收耗能
［１９］
，

利用超滤操作回收蛋白可实现同步浓缩与杂质分

离，为水解液的增值利用提供了可行办法。

表 ２　大豆水酶法水解液的化学成分组成（质量分数，以干基计）

Ｔａｂ．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ｋｉｍｆｒｏｍＥＡＥＰ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ｓ ％

水解液类别 油脂 蛋白 蔗糖 水苏糖 棉籽糖 灰分

原始　 １１４８±００９ ７０４６±０２１ ７５８±００７ ４０６±００５ ０７５±００３ ５０７±００９

脱脂后 ７８６２±０１３ ８５０±００５ ４５６±００８ ０８１±００５ ５７７±００７

２２　膜截留分子量对超滤效果的影响
膜截 留 分 子 量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ｃｕｔｏｆｆｓ，

ＭＷＣＯ）对超滤效果及工艺成本具有重要影响，根据
水解液中杂质成分的分子量特征，分别选择截留分

子量为１、３、５ｋＤａ的平板聚醚砜超滤膜对水解液中
的蛋白进行回收，考察膜截留分子量对膜通量及蛋

白质截留率的影响，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 ２　膜截留分子量对超滤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

ｃｕｔｓｏｆｆｏｎｕｌｔｒ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由图２可知，随超滤膜截留分子量的降低，膜通
量随之下降，且当 ＭＷＣＯ为 １ｋＤａ时下降较为剧
烈，其原因可能是 １ｋＤａ时，绝大部分蛋白质被截
留、聚集并压实于超滤膜表面，出现了浓差极化现象

进而形成凝胶层，部分堵塞超滤膜孔，使膜通量大幅

下降
［２０－２１］

。另一方面，ＭＷＣＯ的降低使蛋白质截

留率由 ９１３８％升至 ９７３２％，说明低 ＭＷＣＯ超滤
膜对水解液蛋白有较好的回收效果，且当 ＭＷＣＯ为
３ｋＤａ时，膜通量及蛋白质截留率均较理想，考虑到
超滤效率及操作成本，后续试验将选择 ３ｋＤａ作为
水解液蛋白回收所用膜的截留分子量。

２３　超滤回收水解液蛋白的单因素试验分析

２３１　操作压力
在溶液质量分数为 ５５％，ｐＨ值为 ８５条件

下，操作压力对膜通量及蛋白质截留率的影响如

图３所示。

图 ３　操作压力对超滤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ｕｌｔｒ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压力是影响超滤效果的重要因素，由图３可知，

随操作压力的增大，膜通量呈上升趋势，这是由于跨

膜压力的增加，使料液流速加快并呈现湍流状，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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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差极化现象不显著，膜通量显著上升。但当压力

超过一定范围时，浓差极化现象加剧并导致部分溶

质聚集于膜表面形成凝胶层，使得膜通量增幅趋

慢
［２２］
；操作压力对蛋白质截留率影响较小，跨膜压

力由０１０ＭＰａ增加至０２２ＭＰａ可使蛋白质截留率
提高２１７％，但压力过大易导致超滤膜孔堵塞及污
染，增加后续不必要的能耗损失，因此在优化操作压

力时选择０２０ＭＰａ为中心点。
２３２　溶液质量分数

在操作压力为０２０ＭＰａ、溶液 ｐＨ值为 ８５时，
溶液质量分数对膜通量及蛋白质截留率的影响如

图４所示。

图 ４　溶液质量分数对超滤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ｕｌｔｒ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由图 ４可知，膜通量随料液质量分数的增加而
逐渐降低，且在大于 ５５％时下降较为剧烈。产生
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料液体积分数增大使得溶液

粘度增加，溶质分子间相互作用增强，扩散系数降

低，更易在超滤膜表面形成浓差极化及凝胶层，增大

透过阻力，使得膜通量逐渐下降
［２３］
，但料液质量分

数过低时会导致超滤时间延长，增大工艺耗能，为后

续膜清洗带来困难；随溶液质量分数的增加，蛋白质

截留率稍有上升，其原因可能是蛋白质分子间较

强的相互作用阻碍了小分子蛋白透过超滤膜，使

透过液中蛋白质浓度降低，综合考虑膜通量与蛋

白回收效果，在优化溶液质量分数时选择 ５５％为
中心点。

２３３　溶液 ｐＨ值
在操作压力为 ０２０ＭＰａ、溶液质量分数为

５５％时，溶液 ｐＨ值对膜通量及蛋白质截留率的影
响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当溶液 ｐＨ值为 ４５和 ５５时，膜
通量达到最低值，蛋白质截留率最高，此时接近水解

液蛋白等电点，溶解度最小，蛋白质分子间静电斥力

几乎为零，易析出并聚集于膜表面形成吸附层，增加

透过阻力
［２４］
，该结论与黄群等

［１０］
研究结果相一致。

图 ５　溶液 ｐＨ值对超滤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Ｈｖａｌｕｅｏｎｕｌｔｒ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当 ｐＨ值小于４５或大于５５时，膜通量随 ｐＨ值偏
离等电点程度的增加而上升，且在６５～８５范围内
增幅显著，此时溶液中蛋白质与水分子亲和作用增

强，分子间静电斥力可削弱膜表面的浓差极化现象，

蛋白质截留率有小幅降低，当 ｐＨ值大于 ８５时，继
续增加 ｐＨ值对膜通量及蛋白质截留率影响不大，
且 ｐＨ值８５接近水酶法酶解体系终点 ｐＨ值，可避
免额外加入碱类物质。因此，在优化溶液 ｐＨ值时
选择８５为中心点。
２４　超滤回收水解液蛋白的响应面试验分析

在上述单因素试验中，可以看出各因素对膜通

量有显著影响，而对蛋白质截留率影响较小（回归

模型不显著），蛋白质截留率始终在 ９４％以上，说明
超滤操作对水解液蛋白截留效果良好。为进一步确

定超滤操作的最佳工艺，以膜通量为响应值，选择操

作压力、溶液质量分数和溶液 ｐＨ值 ３个因素，采用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试验设计进行响应面分析。试验设计
及结果见表３，表中 Ｘ１～Ｘ３为 ｘ１～ｘ３的编码值。

表 ３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试验设计及结果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

试验序号 Ｘ１ Ｘ２ Ｘ３ Ｒ／（Ｌ·（ｍ２·ｈ）－１）
１ －１ －１ ０ ５５０
２ １ －１ ０ ５７５
３ －１ １ ０ ５７４
４ １ １ ０ ５８１
５ －１ ０ －１ ５５６
６ １ ０ －１ ５６８
７ －１ ０ １ ５７２
８ １ ０ １ ５７９
９ ０ －１ －１ ５６３
１０ ０ １ －１ ５９８
１１ ０ －１ １ ５８０
１２ ０ １ １ ５８６
１３ ０ ０ ０ ７０３
１４ ０ ０ ０ ７０３
１５ ０ ０ ０ ７０１
１６ ０ ０ ０ ６９８
１７ ０ ０ ０ ６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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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６软件，对表 ３中数据
进行多元回归拟合，得到超滤膜通量（Ｒ）对操作压
力（Ｘ１）、溶液质量分数（Ｘ２）、溶液 ｐＨ值（Ｘ３）的回
归方程模型为

Ｒ＝７００＋００６４Ｘ１＋００８９Ｘ２＋００４０Ｘ３－００４５Ｘ１Ｘ２－

００１３Ｘ１Ｘ３－００７３Ｘ２Ｘ３－０７２Ｘ
２
１－０５９Ｘ

２
２－０６０Ｘ

２
３

对膜通量数据进行 ＡＮＯＶＡ方差分析，结果见
表４。由方差分析结果可知，所得回归模型极显著
（Ｐｒ＜００１），失拟项不显著（Ｐｒ＞００５），模型 Ｒ

２＝
０９９７５，说明该方程中参数可解释 ９９７５％的因变
量变化，模型与试验数据拟合效果较好，可通过该模

型对实际超滤工艺参数进行预测。由表 ３可以看
出，回归方程中一次项 Ｘ１、Ｘ２极显著，说明操作压力
和溶液质量分数对膜通量的线性效应显著，平方项

Ｘ２１、Ｘ
２
２、Ｘ

２
３极显著，说明各参数对膜通量的曲面效应

极显著，交互项 Ｘ２Ｘ３影响显著（Ｐｒ＜００５），表明各
参数对膜通量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从回归

方程中各因素回归系数绝对值大小，判断各因素对

膜通量的影响由大到小次序为：溶液质量分数、操作

压力、溶液 ｐＨ值。
在回归方程基础上，对模型进行降维分析，以考

表 ４　响应面结果方差分析

Ｔａｂ．４　ＡＮＯＶＡ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Ｐｒ
模型 ５８３０ ９ ０６５０ ３１３１０ ＜００００１
Ｘ１ ００３３ １ ００３３ １５７２ ０００５４
Ｘ２ ００６３ １ ００６３ ３０４７ ００００９
Ｘ３ ００１３ １ ００１３ ６１９ ００４１７
Ｘ１Ｘ２ ０００８ １ ０００８ ３９２ ００８８３
Ｘ１Ｘ３ ０００６ １ ０００６ ０３０ ０５９９６
Ｘ２Ｘ３ ００２１ １ ００２１ １０１７ ００１５３

Ｘ２１ ２１５０ １ ２１５０ １０４０９５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２ １４４０ １ １４４０ ６９６８３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３ １５００ １ １５００ ７２６９３ ＜００００１

残差 ００１４ ７ ０００２

失拟项 ００１０ ３ ０００３ ２６９ ０１８１７

纯误差 ０００５ ４ ０００１

总和 ５８４ １６ Ｒ２＝０９９７５　Ｒ２ａｄｊ＝０９９４３

察各因素及因素间交互作用对膜通量的影响，所得

响应曲面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在所考察因素范
围内，膜通量均随操作压力、溶液质量分数、溶液 ｐＨ值
的增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与上述单因素试验

结果相一致，且各曲面均为下开口凹面，中心位于所考

察区域内，说明所考查范围内存在膜通量的最大值。

图 ６　超滤回收工艺参数对膜通量影响的响应曲面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ｕｌｔｒａｆ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ｆｌｕｘ
　
　　通过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分析，得到超滤回收水解
液蛋白的最佳工艺参数为：操作压力０２０ＭＰａ、溶液质
量分数５６１％、溶液ｐＨ值８４９，在此条件下超滤膜通
量预测值为７０３５３Ｌ／（ｍ２·ｈ）。考虑到实际可操作性，
将上述条件修正为：操作压力０２０ＭＰａ，溶液质量分数
５６０％、溶液ｐＨ值８５０，在此最优条件下进行验证试
验，得到的超滤膜通量为７０２Ｌ／（ｍ２·ｈ），与预测值较
为接近，说明响应面优化得到的超滤工艺条件准确可

靠，具有一定的实际参考价值。

在上述最佳超滤回收工艺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超

滤法对水解液蛋白中杂质的脱除效果，对回收物中可

溶性糖类物质及灰分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见表５。
由表５可知，超滤法对水解液中可溶性糖类物

质的脱除效果较好，其中对蔗糖和水苏糖的脱除率

分别为 ５４９４％和 ４９１２％，棉籽糖脱除率高达
１００％，但对盐类物质脱除效果欠佳，增加超滤、反渗

表 ５　超滤回收水解液蛋白中的杂质组成
（质量分数，以干基计）

Ｔａｂ．５　Ｉｍｐ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ｓｋｉｍｐｒｏｔｅｉ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ｆｒｏｍ
ＥＡＥＰ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ｓ ％

参数 蔗糖 水苏糖 棉籽糖 灰分

质量分数 ３８３±００５ ２３２±００４ ５２２±０１１

脱除率　 ５４９４±００８４９１２±００９ １００±００９ ９５３±０２０

透等膜分离工序可能会改善脱除效果。超滤操作

后，回收物中蛋白纯度可提升至 ８８６３％，超过市售
大豆浓缩蛋白纯度，并接近大豆分离蛋白纯度，且抗

营养性低聚糖含量较低，可作为蛋白质的优质来源，

具有巨大的附加经济价值。

２５　水解液蛋白的红外光谱分析
超滤回收处理前后水解液蛋白的红外光谱如

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３３０５ｃｍ－１

处较宽的吸收峰对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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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水解液蛋白的红外光谱图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ｓｋｉｍｐｒｏｔｅｉｎ
　

分子间氢键 Ｏ—Ｈ和 Ｎ—Ｈ的伸缩振动；２９５６ｃｍ－１

和２９２９ｃｍ－１
处重叠峰对应—Ｃ—Ｈ２的不对称伸缩

振动；１６５３ｃｍ－１
处强吸收为酰胺Ⅰ带— Ｃ Ｏ伸缩

振动
［１２］
；１５４１ｃｍ－１

处和１２４１ｃｍ－１
处的吸收峰则分

　　

别对应酰胺Ⅱ带 Ｎ—Ｈ面内弯曲振动峰和酰胺Ⅲ带
Ｃ—Ｎ伸缩振动峰，这２处吸收峰的减弱说明在水酶
法提取过程中，蛋白酶解作用下，部分肽键被水解且

有部 分—ＮＨ２参 与 了 反 应
［１３］
；１３９８ｃｍ－１

处 是

ＣＯＯ—的特征峰，１０５３ｃｍ－１
处为伯醇吸收带。上述

红外光谱结果表明构成大豆蛋白的各官能团特征峰

明显，所得蛋白制品纯度较好。

２６　水解液蛋白的功能特性分析
水酶法提取过程中伴随着大豆蛋白的限制性酶

解，蛋白多肽链长短及三维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并导

致部分被包埋的氨基酸残基曝露出来
［１２］
，这一过程

必然对蛋白质的功能特性产生影响，本研究分别考

察了超滤回收后水解液蛋白质的氮溶解指数、乳化

活性指数及乳化稳定性指数，并与大豆分离蛋白进

行对比，结果如图８所示。

图 ８　水解液蛋白质的功能特性

Ｆｉｇ．８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ｋｉｍｐｒｏｔｅｉｎ
　

　　如图８所示，水解液蛋白及分离蛋白的溶解性
ｐＨ值曲线呈现典型的 Ｕ型曲线，即在 ｐＨ值 ４５
（大豆蛋白等电点）附近溶解性最低，在 ｐＨ 值
２０～７０范围内，水解液蛋白的溶解性均较分离蛋
白有所提升，且在酸性条件下提升较显著，如在 ｐＨ
值３０和４５处，水解液蛋白的氮溶解指数较大豆
分离蛋白分别提高了０５１和１５６倍。蛋白酶解后
小分子片段的增加、亲水性基团的释放以及表面积

的增大促进了水合作用，使蛋白溶解性得到增强。

大豆蛋白由于其酸溶性的限制在饮料加工领域应用

十分有限，而水解液蛋白这一特性的改善可在一定

程度上扩大其在酸性食品体系中的应用，如果汁、酸

乳饮料、碳酸饮料等。图 ８所示为水解液蛋白及分
离蛋白的乳化活性指数及乳化稳定性指数随 ｐＨ值
变化的曲线。与分离蛋白相比较，水解液蛋白的乳

化性略有下降，其乳化活性指数及乳化稳定性指数

分别较分离蛋白下降了 ４５４２％和 １８６１％。这一
结论与 ＡＬＭＥＩＤＡ等［２５］

对 Ｐｒｏｔｅｘ６Ｌ酶解后蛋白的
乳化特性测定结果趋势相似。水酶法提取过程中蛋

白酶的介入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蛋白质结构中氢

键、疏水相互作用、离子键等作用力，并产生较小分

子量的肽段或氨基酸，它们无法同大分子蛋白一样

稳定存在于油水界面并维持界面张力
［１６］
，致使乳化

活性指数及乳化稳定性指数有所降低。

３　结束语

采用超滤法回收水解液中的蛋白质，在单因素

试验的基础上，通过响应面法试验设计建立了操作

压力、溶液质量分数、溶液 ｐＨ值对膜通量影响的模
型。研究结果表明，各因素对膜通量的影响由大到

小依次为溶液质量分数、操作压力、溶液 ｐＨ值。经
优化得到的最佳工艺参数为：操作压力 ０２０ＭＰａ、
溶液质量分数５６０％、溶液 ｐＨ值 ８５０。在上述条
件下超滤膜通量为 ７０２Ｌ／（ｍ２·ｈ），回收物中蛋白
质质量分数增至 ８８６３％，接近市售大豆分离蛋白
纯度。红外光谱结果显示构成大豆蛋白的各官能团

特征峰明显，蛋白制品纯度较理想，色谱结果显示超滤

对水解液中的可溶性糖类物质尤其是棉籽糖脱除效果

较好，所回收蛋白在功能特性上溶解性得到明显改善，

而乳化活性指数及乳化稳定性指数有所降低。

３３３第 ２期　　　　　　　　　　 　江连洲 等：大豆水酶法水解液中蛋白质超滤回收及特性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　ＹＵＳＯＦＦＭＭ，ＧＯＲＤＯＮＭＨ，ＮＩＲＡＮＪＡＮＫ．Ａｑｕｅｏｕｓｅｎｚｙｍ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ｏｉ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ａｎｄ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ｄｅｅｍｕｌｓｉｆｙ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４１（１）：６０－８２．

２　ＬＩＹ，ＳＵＩＸＮ，ＱＩＢＫ，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ｔｈａｎｏ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ｄ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ｒｅａｍ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ｆｒｏｍ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ｏｉ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ｉ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４，９１（１）：１５９－１６８．

３　ＬＩＹ，ＪＩＡＮＧＬＺ，ＱＩＡＯＧＨ．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ｘｔｒｕｄ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ｓｏｙｂｅａｎｏｉｌｙｉｅｌｄｏｆｅｎｚｙｍ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ａｑｕｅｏｕ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１４８－１４９：７－１８．

４　ＤＥＭＯＵＲＡＢＥＬＬＪＭＬＮ，ＭＡＵＲＥＲＤ，ＹＡＯＬ，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ｓｋｉｍｉｎｅｎｚｙｍ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ａｑｕｅｏｕ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
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ｉ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３，９０（７）：１０７９－１０８８．

５　ＲＯＶＡＲＩＳ?Ａ，ＤＩＡＳＣＯ，ＣＵＮＨＡＩＰＤ，ｅ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ｌｉｄｗａｓｔ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ｏｉ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Ｇｌｙｃｉｎｅｍａｘ）［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ｒｏｐ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２０１２，３６（１）：４０５－４１４．

６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ＫＡ，ＧＬＡＴＺＣ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ｆｒｏｍｅｎｚｙｍ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ａｑｕｅｏｕ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Ｊ］．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２６（２）：４８８－４９５．

７　王周利，伍小红，岳田利，等．苹果酒超滤澄清工艺的响应面法优化［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４，４５（１）：２０９－２１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４０１３３＆ｆｌａｇ＝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
２０１４．０１．０３３．
ＷＡＮＧＺｈｏｕｌｉ，ＷＵ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ＹＵＥＴｉａｎｌｉ，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ｌｔｒ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ｉｄｅｒ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Ｏ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４，４５（１）：２０９－２１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李旭，邓俊琳，申世安，等．油茶籽粕分离蛋白及其超滤组分的功能特性研究［Ｊ］．中国粮油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１０）：３７－４２．
ＬＩＸｕ，ＤＥＮＧ Ｊｕｎｌｉｎ，ＳＨＥＮ Ｓｈｉａｎ，ｅｔ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ｓｅｅｄｃａｋ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ｉｔｓ
ｕｌｔｒ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ｅｒｅａｌｓａｎｄＯｉｌ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３０（１０）：３７－４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ＹＡＮＧＪ，ＧＵＯＪ，ＹＡＮＧＸＱ，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ｓｏ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ｒｏｍｓｏ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ｕｓｉｎｇｊｅｔｃｏｏｋｉｎｇ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ｅｎｚｙｍ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ｕｌｔｒ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１４３（１４３）：２５－３２．

１０　黄群，马美湖，黄茜，等．鸡蛋清卵白蛋白与溶菌酶的两步超滤法分离［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２，４３（３）：１４６－１５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２０３２７＆ｆｌａｇ＝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
２０１２．０３．０２７．
ＨＵＡＮＧＱｕｎ，ＭＡＭｅｉｈｕ，ＨＵＡＮＧＸｉ，ｅｔａｌ．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ｖａｌｂｕｍｉｎａｎｄｌｙｓｏｚｙｍ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ｃｋｅｎｅｇｇｗｈｉｔｅｕｓｉｎｇ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ｕｌｔｒ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２，４３（３）：１４６－１５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ＭＯＵＲＡＪＭＬＮＤ，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Ｋ，ＭＡＨＦＵＺＡ，ｅｔａｌ．Ｅｎｚｙｍ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ａｑｕｅｏｕ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ｆｒｏｍｓｏｙｂｅａｎｓ
ａｎｄｃｒｅａｍｄｅ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ｉ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８，８５（１０）：９８５－９９５．

１２　李琳琳，金华丽，崔彬彬，等．基于近红外透射光谱的大豆蛋白质和粗脂肪含量快速检测［Ｊ］．粮食与油脂，２０１４（１２）：
５７－６０．
ＬＩＬｉｎｌｉｎ，ＪＩＮ Ｈｕａｌｉ，ＣＵＩＢｉｎｂｉｎ，ｅｔａｌ．Ｒａｐｉ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ｃｒｕｄｅｆａ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ｙ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ｅｒｅａｌｓａｎｄＯｉｌｓ，２０１４（１２）：５７－６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ＮＩＵＦ，ＤＯＮＧＹ，ＳＨＥＮＦｅｉ，ｅｔａｌ．Ｐｈａｓ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ｖａｌｂｕｍｉｎｇｕｍ ａｒａｂｉｃ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ｏａｃ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Ｆｏｏｄ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２０１５，４３：１－７．

１４　ＬＩＵＡ，ＹＩＮＳ，ＬＩ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ｒｙｐｓｉ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ｏｙｂｅａ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４９（３）：９１１－９１９．

１５　ＧＨＲＩＢＩＡＭ，ＧＡＦＳＩＩＭ，ＳＩＬＡＡ，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ｃｋｐｅ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５，１８７：３２２－３３０．

１６　ＤＯＭＢＲＯＷＳＫＩＪ，ＤＥＣＨＡＵＪ，ＫＵＬＯＺＩＫＵ．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ｂｕｌｋ，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ｆｏａｍ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ｃａｓｅｉｎ
ｍｉｃｅｌｌｅｓ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Ｊ］．Ｆｏｏｄ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２０１６，５７：９２－１０２．

１７　ＬＩＥＮＥＲＩ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ｎｔｉ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ｓｏｙｂｅａｎｆｏｏｄｓ［Ｊ］．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１９９４，３４（１）：３１－６７．

１８　杨道强，邢建荣，陆胜民．大豆不同前处理方式对豆浆品质的影响［Ｊ］．食品科学，２０１６（１）：６９－７３．
ＹＡＮＧＤａｏｑｉａｎｇ，ＸＩＮＧＪｉａｎｒｏｎｇ，ＬＵＳｈｅｎｇｍ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ｙｂｅａｎ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ｏｙｍｉｌｋ［Ｊ］．
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１）：６９－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ＯＳＭＡＮＡ，ＧＲＩＮＧＥＲＮ，ＳＶＥＮＤＳＥＮＴ，ｅ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ｉｎｈｅｒｒｉｎｇ（Ｃｌｕｐｅａｈａｒｅｎｇｕ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ｕｓ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Ｆｏｏｄ＆Ｂｉ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５，９６：１９８－２１０．

２０　陈全胜，赵杰文，岳鹏翔．中空纤维超滤膜分离菜籽饼粕中蛋白质的试验［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６，３７（８）：１－４．
ＣＨＥＮＱｕａｎ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ＯＪｉｅｗｅｎ，ＹＵＥＰ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ｌｌｏｗｆｉｂｅｒｕｌｔｒａ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ｆｒｏｍ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ｍｅａｌ［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６，３７（８）：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陈婷，余群力，赵莉，等．超滤膜分离技术回收乳清蛋白工艺研究［Ｊ］．食品工业科技，２０１０（４）：２２６－２２８．
ＣＨＥＮＴｉｎｇ，ＹＵＱｕｎｌｉ，ＺＨＡＯＬｉ，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ｕｌｔｒ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ｏｆ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ｏｏ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０（４）：２２６－２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ＫＡ，ＧＬＡＴＺＣＥ，ＪＯＨＮＳＯＮＬＡ，ｅｔ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ｑｕｅｏｕ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ｉ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１，８８（４）：４４９－４６５．

２３　ＭＯＵＲＡＪＭＬＮＤ，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Ｋ，ＡＬＭＥＩＤＡＮＭＤ，ｅ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ｅｎｚｙｍ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ａｑｕｅｏｕ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ｉ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１，８８（６）：８７７－８８９．

２４　ＭＯＬＥＫＪ，ＲＵＡＮＪＡＩＫＡＥＮＫ，ＺＹＤＮＥＹ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ＥＧｙ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ｈａｒｇｅｄｕｌｔｒ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３５３（１）：６０－６９．

２５　ＤＥＡＬＭＥＩＤＡＮＭ，ＤＥＭＯＵＲＡＢＥＬＬＪＭＬＮ，ＪＯＨＮＳＯＮＬＡ．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ｏ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ｃｏｕｎｔ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ｅｎｚｙｍ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ａｑｕｅｏｕ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ｉ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４，９１（６）：１０７７－１０８５．

４３３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