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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壳膳食纤维脱色工艺研究

朱妞1。吴丽萍2

(1成阳职业技术学院生化工程系，陕西成阳 712081；

2．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安徽黄山 245041)

摘 要：研究了碱法和酶法提取的花生壳膳食纤维的脱色工艺，在Hz02浓度为6％，温度65℃，时问2．5 h。

pH值为10．0条件下，可获得良好的脱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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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是重要的食用植物油资源，在世界食用

油资源中居第四位，占世界食用植物油年产量的

14％，在植物蛋白资源中居第三位，占世界植物蛋

白年产量的11％口][2|。花生也是我国主要的油

料作物和经济作物之一。花生是一种高脂肪、高

蛋白、营养丰富的作物，用作油炸约占50％左右，

做食用占30％左右，外贸出口占8％左右[3]。

花生壳中含丰富的膳食纤维[4]，用碱法和酶

法提取的膳食纤维(DF)分别呈现黄褐色和黄色，

影响了其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因此，对这两种

方法提取的膳食纤维进行脱色具有重要的意义。

工业上常用的脱色剂是二氧化氯、次氯酸盐、过氧

化氢、臭氧及空气中的氧等，二氧化氯、次氯酸盐

由于在脱色反应中有氯的存在，使膳食纤维产品

带有氯味，故在膳食纤维脱色中不宜应用。过氧

化氢、臭氧、氧由于氧原子中存在2个不成对电

子，具有和有机物质起反应的强烈倾向，在碱性条

件下能够对纤维起氧化作用。因此本试验选用过

氧化氢溶液作为漂白剂[5]。

1 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与试剂

碱法提取的花生壳膳食纤维DF(A)、酶法提

取的花生壳膳食纤维DF(B)；H。O。溶液、盐酸、

氢氧化钠：西安市化学试剂厂。

1．2仪器与设备

HH2一W型恒温水浴锅，北京化玻联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SHB一3循环水多用真空泵，河南省

巩义市英峪仪器厂；pHS一3C型精密pH计，上

海大中分析仪器厂；电子天平JA5003，上海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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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仪器厂；WSB--3A型数显自动白度仪，上海

昕瑞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1．3试验方法

以H202作为漂白剂，探讨HzO：浓度，反应

温度，反应时间及pH值对脱色效果的影响，并通

过正交试验确定花生壳膳食纤维最佳脱色工艺参

数。以WSB--3A型数显自动白度仪测定的白度

值作为考察指标。

1．3．1 HzOz浓度对脱色效果的影响 分别称

取2．5 g碱法制备的膳食纤维DF(A)和酶法制

备的膳食纤维DF(B)，按料液比1／20(w／v)，加

入不同浓度的HzOz溶液，调节pH值为10．0，置

于60℃水浴锅反应2 h倾去上层清液，用水漂洗

至中性后抽滤，在80℃于燥箱内烘干，取出磨细

后过100目筛，置于磨口瓶中进行白度测定。

H。O。浓度分别设定为2％，3‰，4％，5％，6％，

7％。

1．3．2 温度对脱色效果的影响 分别称取2．5 g

DF(A)和DF(B)，按料液比l／20(w／v)加入5％

的H。0。溶液，调节pH值为10．O，置于不同温度

下反应2 h。温度设定为40℃，50℃，60℃，70℃，

80℃。

1．3．3 时间对脱色效果的影响 分别称取2．5 g

DF(A)和DF(B)，按料液比1／20(、^l，／v)加入5％

的H：0。溶液，调节pH值为10．0．置于60"C条

件下反应不同时间。时间设定为0．5 h，1 h，1．5

h，2 h，3 h，4 h。

1．3．4 pH值对脱色效果的影响 分别称取

2．5 g DF(A)和DF(B)，按料液比1／20(w／v)加

入5％的H。O。溶液，调节pH值为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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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0，12．0，13．0，置于60℃条件下反应

2 h。

1．3．5花生壳膳食纤维脱色的正交试验设计

通过单因素试验分析，得出适宜的试验范围。为

了确定花生壳膳食纤维最佳脱色工艺，在料液比

1／20(w／v)条件下，选取H。O。浓度，pH值，温

度，时间四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行L。(34)的正交试

验设计，以获得理想的脱色效果。

2 结果与分析讨论

2．1 H。O：浓度对脱色效果的影响

试验发现，膳食纤维的白度值随着H：0：浓

度的增加也随之上升，当浓度达到5％时，白度值

趋于稳定。过氧化氢起漂白的主要是过氧化氢阴

离子(OOH一)的氧化作用，使之与膳食纤维中的

发色基团反应，达到脱色效果。因此，综合考虑选

取4％一6％的H。0。浓度作为正交试验的因素

水平比较合适。

2．2温度对脱色效果的影响

随着温度的上升，膳食纤维的白度值亦随之

递增，但当温度达到70℃以后，白度值呈下降趋

势。温度的升高，OOH一的分解加速，脱色的速

率增加；但温度过高导致过氧化氢的无效分解，导

致脱色效果下降。因此选取温度60_70℃作为

正交试验的因素水平比较合适。

2．3 时间对脱色效果的影响

膳食纤维的白度值随时间上升，当时间到到

2 h后，白度值增加趋于稳定，这是因为HzOz溶

液已经彻底氧化分解，致使白度值不再增加。选

取脱色时间1．5—2．5 h作为正交试验的因素水

平比较合适。

2．4 pH值对脱色效果的影响

随着pH值的增加，膳食纤维的白度值亦随

之增大，当pH值为9．0--11．0时，膳食纤维的白

度值相对较高，当pH值大于11．0时白度值反而

有所下降。这是因为pH值过大，过氧化氢分解

加快，超过了过氧化氢的最佳氧化活性范围，漂白

性能降低。pH值过小则达不到过氧化氢的最佳

氧化活性范围。所以选取pH值9．0—11．0作为

正交试验的因素水平。

2．5 花生壳膳食纤维脱色的正交试验

为了得出最佳脱色工艺条件，在单因素试验

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三水平四因素的正交试验设

计，正交试验结果分析表如表1所示。

表1 L。(34)脱色正交试验结果分析

kl、

kz"k3

1(60)

2(65)

3(70)

1

2

3

1

2

J

35．543

35．873

35．240

0．663

42．647

42．983

43．750

32．94

36．74

35．42

34．75

34．96

35．46

38．94

35．92

34．84

38．36

42．56

41．65

40．62

41．03

45．86

48．96

45．36

43．74

R 5．163 1．103 1．573 4．750

(下转第52页)

))

7

7

3

3

3

”∽r

强皿旧叫

沮峥4

㈣加n。o
o

o。o

驰∞拍叭

叫阳弘

，致义

残玑玑互

“蛾亿

"，，

玛埒如7

孢"如

¨㈣㈣o

o。o。o

丌姐“哪

均∞罢8

“o

o

弘弘∞L

姐记韫

3

7

7

l

5

3

O

)

)

)

；^)Z；J

㈣，，㈣o

o㈣o
o

瑚m弘吲

卯∞吆

●

0

o

踮踮弘L

∞北媚

1

2

3

4

5

6

7

8

9

K

K磁R

万方数据



·52· 陕西农业科学 2012(6)

需要说明的是：

①在采果前20一30d禁止使用化学农药。

②本方案是一个宏观指导方案，执行过程中要

根据果园病虫害实际发生情况和天气条件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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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DF(A)脱色效果的因素的主次顺序为

D>C>A>B，脱色最佳工艺组合为A。B2C。D：，

而影响DF(B)脱色效果的因素的主次顺序为A

>D>C>B，即H。0：浓度>pH值>时间>温

度，最佳脱色工艺组合为A。B。C。D。，即H。o。浓

度为6％，温度70℃，时间2．5 h，pH值为10．0。

碱法制备的膳食纤维颜色较深，pH值和反应时

间对脱色的影响较大；温和的酶法制备的膳食纤

维颜色较淡，H：0。浓度对脱色效果的影响较大。

在两种膳食纤维脱色工艺过程中，温度对脱色效

果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从节省能源角度考虑，可将

温度统一定为B。，即65℃，DF(A)和DF(B)脱色

最佳工艺组合为A。B。C。D。，即H。O：浓度为

6％，温度65℃，时间2．5 h，pH值为10．0。在此

工艺条件下DF(A)的白度达到了36．32，DF(B)

的白度达到了47．28，均达到了花生壳膳食纤维

在食品中应用的色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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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进行脱色可取得良好的脱色效果，经脱色后

的花生壳膳食纤维色泽淡黄，可广泛应用于食品

工业中。

(2)在H。O。浓度为6％，温度65℃，时间2．5

h，pH值为10．o‘条件下，可获得良好的脱色效

果，其中酶法提取的花生壳膳食纤维的脱色效果

优于碱法提取的花生壳膳食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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