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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酶腌制对牛肉品质的影响

肖 夏，袁先铃

（四川理工学院生物工程学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对比研究了腌制过程中，复合磷酸盐腌制、复合酶（木瓜蛋白酶与菠萝蛋白酶１∶１）处理、加

酶腌制（腌制过程中添加复合酶）对牛肉品质的影响。通过测定色差、保水性、质构特性、游离氨基酸含

量等指标。结果显示，腌制能显著提高牛肉的红度（Ｐ＜００５），显著提高牛肉的保水性使其增重，并降低

蒸煮损失；复合酶处理能显著提高牛肉的亮度（Ｐ＜００５），极大改善牛肉的质构特性，使游离氨基酸含量

增加；加酶腌制处理兼具二者优点，在显著改善牛肉质构特性的同时，还可使其获得较好的保水性、色

泽，提高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必需氨基酸与风味相关氨基酸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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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牛肉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喜爱。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牛肉消费也由单纯的生鲜肉逐步出现了各式低温牛

肉制品、牛肉熟食品。在牛肉制品的加工中，为提高产

品品质，通常会采用注射腌制剂滚揉腌制、添加外源蛋

白酶进行嫩化处理等措施。木瓜蛋白酶与菠萝蛋白酶

是使用最多的外源蛋白酶，能将肉类蛋白水解为易吸收

小分子蛋白与氨基酸使之嫩化，同时水解出的氨基酸多

肽还能增加肉制品营养与风味［１３］。磷酸盐腌制，能改

善肉的保水性，提高出品率，一定程度上改善嫩度［４７］。

但在牛肉加工研究中二者复合使用较少。

考虑到不论是蛋白酶还是腌制剂均会对肉品质构、

色泽以及氨基酸等指标产生影响，实验通过在牛肉腌制

过程中添加复合蛋白酶，测定其质构、色泽、系水力、游

离氨基酸、总氨基酸含量等指标的变化，对比研究酶处

理、腌制、加酶腌制三者对牛肉品质的影响，为牛肉制品

加工工艺优化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市售优质黄牛后腿肌肉。清洗修整，剔除表面脂

肪、结缔组织，分袋密封包装，于－１８℃冻藏。

木瓜蛋白酶（２×１０６ｕ／ｇ）、菠萝蛋白酶（３×１０６ｕ／ｇ）

（广西南宁东华恒道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盐酸（分

析纯）、六偏磷酸钠、多聚磷酸钠、焦磷酸钠（成都市科龙

化工试剂厂）；１７种氨基酸混合标准液、茚三酮及茚三酮

缓冲液（色谱专用）（日本日立公司）；甘氨酸标准品（上



海康达氨基酸厂）；食盐、糖市售。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ｐＨ计（ＵＢ－７，德国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ＡＧ公司）；电热恒温

鼓风干燥箱（ＤＨＧ－９２４０Ａ，上海齐欣公司）；物性测定

仪（ＴＡ．ＸＴ２ｉ，英国 ＳｔａｂｌｅＭｉ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公司）；测色仪

（ＵｌｔｒａＳｃａｎＰＲＯ，美国 ＨｕｎｔｅｒＬａｂ公司）；食品中心温度

计（ＴＰ３００１，北京飞扬天地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气候箱

（ＲＸＺ－５００Ｄ，宁波东南仪器有限公司）；数显恒温水浴

锅（ＨＨ－４，国华电器有限公司）；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Ｌ－８８００，日本日立公司）；可见分光光度计（７２２，上海

元析仪器有限公司）。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样品准备

腌制液配方：按肉重百分比，盐２％，糖１％，磷酸盐

０３％（六偏磷酸钠、多聚磷酸钠、焦磷酸钠比例为３∶４∶３），

水２０％。原料肉分割为３ｃｍ×３ｃｍ×２ｃｍ小块。随机

分为３组，置于人工气候箱０～４℃，备用。

腌制组按２０％（ｗ／ｗ）多点注射腌制液；加酶组木瓜蛋

白酶与菠萝蛋白酶１∶１复合溶于水制成酶溶液，２０％（ｗ／ｗ）

多点注射，浓度梯度为 ００１％（ｗ／ｗ），００２％（ｗ／ｗ），

００３％（ｗ／ｗ）；加酶腌制组按相同比例复合蛋白酶溶于腌制

液。

注射好的样品置于高温蒸煮袋，密封，滚动揉搓

５ｍｉｎ，使注射液在样品内部分布均匀。加酶组与加酶腌

制组于人工气候箱２０℃放置３０ｍｉｎ，腌制组０℃分别放

置２０ｍｉｎ，８ｈ。每组内设三个重复。对照样品按同样处

理条件，以水替代腌制液或酶液。

１３２ 牛肉色泽测定

取肉样新鲜切面于４℃空气中静置１５ｍｉｎ，使表面

色素充分氧化，利用色差仪，以标准白板为标准，采用镜

面反射模式进行测定。每个样品测定５次，求平均值。

１３３ 增重、蒸煮损失测定

记录注射处理前样品重量，处理完后用滤纸擦干表

面水分，称重。将处理好的样品装入蒸煮袋中，密封，于

９０℃水浴锅中加热。当样品的中心温度达到７５℃时，

取出样品，冷却至常温，滤纸擦干表面水分，称重并记录

数据。试样加热前质量减去加热后质量与加热前重量

的百分比作为该试样的蒸煮损失。

１３４ 牛肉质构测定

依据文献［８－９］方法加以改进。采用质构仪测定

样品的质构，使用 ＴｅｘｔｕｒｅＥｘｐｅｒ４０软件控制。测定参

数：探头型号：Ｐ５；测试模式：ＴＰＡ；测试前速度：５ｃｍ／ｓ；

测试速度：２ｃｍ／ｓ；测试后速度：２ｃｍ／ｓ；压缩比：５０％；时

间：２０ｓ；触发力：５ｇ。探头距离３０ｍｍ；压缩比：５０％。

将处理好的样品置于高温蒸煮袋内，排出袋内气体，

于９０℃水浴中加热至样品中心温度达到７５℃。取出蒸

煮袋，流动水隔袋冷却，肉样于０～４℃放置１ｈ。测前样

品用滤纸擦干。将样品切分为２ｃｍ厚的肉块，肉块表面

平整，选取３个点，以硬度、弹性、内聚性为主要指标，沿肌

纤维垂直方向测量，每组至少６次重复，取平均值。

１３５ 游离氨基酸（总量）测定

标准曲线绘制：准确称取５０ｕｇ／ｍＬ的甘氨酸标液

００ｍＬ、１０ｍＬ、１５ｍＬ、２０ｍＬ、２５ｍＬ、３０ｍＬ、

３５ｍＬ（相当于试剂空白、５０ｕｇ、７５ｕｇ、１００ｕｇ、１２５ｕｇ、

１５０ｕｇ、１７５ｕｇ甘氨酸），分别置于２５ｍＬ比色管，加水补

充至容积为４０ｍＬ，然后加入茚三酮和磷酸缓冲液各

１ｍＬ，混匀，水浴１５ｍｉｎ，取出迅速冷却至室温，标定，摇

匀。静置１５ｍｉｎ，５７０ｎｍ以试剂空白为参比液测定其余

各溶液吸光度Ａ。以氨基酸浓度为横坐标，吸光度Ａ为纵

坐标绘制标准曲线。ｙ＝０００５２ｘ－０１０８５，如图１所示。

图１ 氨基酸标准曲线

样品处理：处理好的样品斩拌均匀，准确称取５０ｇ

于２５０ｍＬ锥形瓶，加入５０ｍＬ蒸馏水与５ｇ活性炭。煮

沸１０ｍｉｎ，过滤，３０ｍＬ～４０ｍＬ热水洗涤，滤液于１００ｍＬ

容量瓶定容。

取４ｍＬ澄清液于２５ｍＬ具塞比色管，加入２％茚三

酮１ｍＬ，ｐＨ８０４磷酸盐缓冲液１ｍＬ，摇匀。水浴１５ｍｉｎ，

冷却。加水定容至２５ｍＬ。静置１５ｍｉｎ，５７０ｎｍ比色。

氨基酸含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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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含量（ｕｇ／１００ｇ）＝（１００／１０００Ｍ）×Ｃ

式中：Ｃ为从标曲上查得的氨基酸 ｕｇ数；Ｍ为测定的样

品溶液相当于样品的质量（ｇ）。

１３６ 水解氨基酸测定

准确称取样品３００ｍｇ于１５×１５０ｍｍ试管中，向盛有

样品的试管中加入１０ｍＬ６ｍｏｌ／Ｌ盐酸，振荡混匀。用酒

精喷灯把该试管口下１／３处拉细到４～６ｍｍ，抽真空１０

分钟后封管。处理过的试管置１１０±１℃恒温烘箱中沙浴

水解２２ｈ，拿出冷至室温，摇匀过滤，取１ｍＬ滤液于５０

ｍＬ烧杯中，用６０℃恒温水浴蒸干滤液，加入００２ｍｏｌ盐

酸稀释１２倍，用０２２ｕｍ滤膜过滤上机分析。

分析条件：一个样品分析周期５３ｍｉｎ，分析时有两个

柱，分离柱：（４６ｍｍ×６０ｍｍ）洗脱液流速０４ｍＬ／ｍｉｎ，

柱温７０℃，柱压１０６２７ＭＰａ；反应柱：茚三酮及茚三酮缓

冲液流速０３５ｍＬ／ｍｉｎ，柱温１３５℃，柱压１０７８ＭＰａ。

１４ 数据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各指标进行分析，实验数据

以“均数 ±标准差（±ｓ）”表示。差异性分析采用 ＬＳＤ

法，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显著性判断标准。应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进行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处理方式对牛肉色泽的影响

不同处理方式对牛肉色泽的影响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不同处理方式对牛肉色泽的影响

Ｌ值 ａ值 ｂ值

对照 ２０ｍｉｎ ３９０５±０６９ １１３２±０４９ １２１１±０５３
８ｈ ３７１６±０８８ １２３０±０４８ １１０６±０９３

腌制组
２０ｍｉｎ ３５６４±０６８ １５２８±０４６ １０９５±０５７
８ｈ ３３９９±０７６ １５９６±０５６ １１２２±１３４

加酶组

００１％ ４５６８±０４１ １３１４±０５０ １１９９±０５６
００２％ ４５０９±０４０ １２５６±０６５ １２１２±０３９
００３％ ４５０３±０１９ １２１９±０５７ １２９２±０３６

加酶腌制组

００１％ ３７９８±０８１ １４３２±０２７ ９７９±０５６
００２％ ３８３６±０３７ １４０２±０３４ １０１０±０４２
００３％ ３８２１±０５４ １４０８±０３７ ９６８±０２２

　　注：Ｌ表示亮度，Ｌ ＝１００为白，Ｌ ＝０为黑；ａ表示红度，ａ ＞０表示偏红，值越大颜色越红；ｂ表示黄度，ｂ ＞０表示偏黄，值越大颜色
越黄。

　　牛肉通常呈现鲜艳的红色，但会因加工等因素影响

造成不同程度差异。由表１可知腌制处理过的牛肉样

品与对照相比色泽明显变红，加酶处理过的样品明显变

亮。酶处理组样品 Ｌ值大幅升高，而腌制组样品ａ值

显著升高。与对照样相比，腌制虽然会略微降低样品的

亮度，但红度上升使得肉品呈鲜红色，相对于放置２０ｍｉｎ

颜色略发白的对照样，色泽品质更佳，这是因为腌制液

中的盐、糖能结合生成一些复杂的物质，延长肌红蛋白

活性，阻断自由基氧化，保持肉色稳定［１０１２］，磷酸盐也能

有效延缓高铁肌红蛋白形成，有效保留氧合肌红蛋白，

使肌肉颜色较艳［１３］。腌制时间越长 Ｌ值越低，差异显

著（Ｐ＜００５），而ａ值、ｂ值变化均不显著。随着复合

酶添加量增加，Ｌ值呈升高趋势，ａ值呈下降趋势，但

是变化均不显著（Ｐ＜００５）。加酶腌制组 Ｌ值比对照

组略有降低，但显著高于腌制组，ａ值略低于腌制组，但

显著高于对照组与单独加酶样品，ｂ值为所有处理组最

低，与崔春［１４］等人研究指出蛋白酶能抑制 ｂ值升高结

论相同。添加蛋白酶后，酶作用使得样品肌原纤维蛋白

降解，形成一些小分子的肽、氨基酸，使得体系 ｐＨ下

降［１２］，导致样品褪色漂白，保护亚铁血红素的球蛋白低

ｐＨ变性［７］，肉品表面变白，这可能是加酶样品 Ｌ值升

高的原因。

总体而言，加酶腌制组样品，红度亮度俱佳，形成明

亮的樱桃红色，色泽品质较优。

２２ 不同处理方式对牛肉持水力的影响

如图２所示，注射处理使样品质量增加，蒸煮各异。腌

制处理对样品增重以及蒸煮损失影响极显著（Ｐ＜００１），加

酶处理对其影响较小。其中样品增重最多的为腌制组，

比对参照样（１１０４％）高出一倍以上，加酶腌制组增重

稍低于腌制组；腌制组蒸煮损失最小，为３２８９％（８ｈ）、

３３９５％（２０ｍｉｎ），其次为加酶腌制组，平均为３４９２％，

稍低于腌制样品。单独加酶处理只有添加量００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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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重显著增加，蒸煮损失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但均远低

于其余两组，而００２％、００３％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则无

显著变化。这说明注射腌制液能极大改善样品的持水

力，是由于腌制液中所含磷酸盐［１５］、氯化钠［１６］能起到水

分保持的作用。添加蛋白酶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肉样蛋

白结构发生变化，吸附水分使含水量增加，但也会因为

酶解导致肌纤维间空隙增大而不能保持水分，这一点与

胡永金［１７］、明建［１８］等人研究相符。

同时在蒸煮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对照组以及单独加酶

样品出水较多且浑浊，说明有大量水溶性蛋白溶出。而腌

制或加酶腌制的样品出水很少且澄清，说明该处理能有效

减少肉样的营养成分流失。该现象与实验结果相符。

２３ 不同处理方式对牛肉质构特性的影响

牛肉质构特性主成分分析发现硬度、弹性、内聚性

三者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９８１４％，基本涵盖了样品质

构指标特征［１９］。

注：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不同分别表示处理差异

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图２ 不同处理方式对牛肉系水力的影响

　　不同处理方式对牛肉质构的影响见表２，不同处理

样品硬度值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腌制８ｈ样品硬度比

对照组显著降低，降幅约２３％。随着复合酶添加量的增

加，样品硬度降低，差异显著，且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加酶腌制与单独添加复合酶样品间没有显著

差异。

表２ 不同处理方式对牛肉质构的影响

硬度／ｇ 弹性 内聚性

对　照 １２４５６０８±１０７３６１ ０８１４±００１６ ０５１８±００１７

腌制
２０ｍｉｎ １２０１８６９±８３４６７ ０９４７±０００６ ０６１０±００１２

８ｈ ９６４６５１±５７７４１ ０９７６±０００９ ０６６７±０００８

酶

００１％ ９９８９３３±２８１２２ ０８４７±００１１ ０５３３±０００９

００２％ ７９９５６１±３５７７４ ０８１８±０００９ ０４９５±０００９

００３％ ５３５２５６±１５４０５ ０７７９±００１２ ０４１１±００１６

加酶腌制

００１％ ９５２３９７±３２０３１ ０９３６±０００７ ０６１６±００１３

００２％ ７３４８１８±４２０１６ ０９２３±０００５ ０５７３±００１０

００３％ ５５４４５４±２８４６８ ０８９２±００１２ ０５５３±００７５

　　由表２可知，注射腌制液能显著提高肉品的弹性以

及内聚性，表现为样品粘附感明显增强。单独添加复合

酶弹性与内聚性均先升高后降低，少量添加时二者优于

对照组，添加量达到００３％时则低于对照组。这可能是

因为酶水解肌原纤维蛋白、胶原蛋白，使牛肉内部蛋白

质空间结构发生变化，持水力有所升高，而随着添加量

增加，肉品肌纤维间空隙加大，间接导致弹性、内聚性降

低，这一点与刘兴余［２０］、陈磊［２１］等人研究结果相同。加

酶腌制处理样品弹性及内聚性低于腌制处理样品，但均

显著高于单独加酶样品。

而根据预试验结果，样品硬度低于６００ｇ时，开始出

现内部软烂，外观及形态完整性不能很好保持，感官上

不被接受，可视为嫩化过度。但是加酶腌制处理添加量

为００３％时样品硬度为５５４４５４ｇ，却没有出现软烂等

不良现象，应该与复合磷酸盐使其保持了较好的弹性、

内聚性有关。

腌制能使肉品获得较好的质构特性，添加复合嫩化

酶能提高肉品的嫩度。加酶腌制处理样品硬度较低、嫩

度较高，弹性、内聚性也较优，质构特性最好。

２４ 不同处理方式对牛肉游离氨基酸（ＦＡＡ）含量的影响

由图３可知，对照样总 ＦＡＡ含量为３８７７ｇ／１００ｇ，

单独加酶及加酶腌制处理的样品总ＦＡＡ含量显著增加，

腌制处理样品也有所增加。

腌制８ｈ总 ＦＡＡ含量稍高于腌制２０ｍｉｎ，但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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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差异达

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图３ 不同处理方式对牛肉游离氨基酸含量的影响

著。腌制液在该时间段内能使总ＦＡＡ升高，与多数报道

相符［２２２４］，这是因为腌制作用使牛肉本身的肌肉组织蛋

白水解酶、氨肽酶作用，生成游离氨基酸［２５］。随着酶添

加量增加，单独加酶及加酶腌制处理组总ＦＡＡ含量均呈

增加趋势，而二者组间差异不显著，两组样品总 ＦＡＡ含

量最高达４７６２ｇ／１００ｇ，显著优于其余试验组与对照组。

与罗
!

［２６］、朱建军［２７］、Ｓｉｌｖａ［２８］等研究中，添加蛋白酶或

者腌制总是使游离氨基酸或者氨基酸态氮升高结论相

符。这是因为添加蛋白酶能快速水解肌肉中的肌纤维

蛋白、胶原蛋白、肌动球蛋白形成小肽及氨基酸，尽管游

离氨基酸可能因为在处理过程中发生美拉德反应、或者

部分脱羧氧化形成其他风味物质［２９］，但 ＦＡＡ生成量高

于其消耗量，所以含量显著上升。

２５ 加酶腌制对牛肉水解氨基酸含量的影响

加酶腌制对牛肉氨基酸含量的影响见表３。

表３ 加酶腌制对牛肉氨基酸含量的影响（ｇ／１００ｇ）
氨基酸 对照 加酶腌制 增幅／％

天冬氨酸（Ａｓｐ）＃ １００７±００５２ １１７５±００４６ １６６８
苏氨酸（Ｔｈｒ） ０５２３±００３７ ０６１９±００４１ １８３６
丝氨酸（Ｓｅｒ） ０３９６±００３１ ０４７５±００３６ １９９５
谷氨酸（Ｇｌｕ）＃ １６１３±００６５ １９４６±００７８ ２０６４
甘氨酸（Ｇｌｙ）＃ ０４７８±００２４ ０６８６±００３１ ４３５１
丙氨酸（Ａｌａ）＃ ０７０９±００４６ ０９３４±００２６ ３１７３
半胱氨酸（Ｃｙｓ） ０２４９±００２５ ０２３９±００１１ －４０２
缬氨酸（Ｖａｌ） ０６０６±００２４ ０７３９±００３８ ２１９５
蛋氨酸（Ｍｅｔ） ０３６１±００１４ ０４１７±００３ １５５１％
异亮氨酸（Ｉｌｅ） ０６１４±００３５ ０７６５±００３２ ２４５９％
亮氨酸（Ｌｅｕ） １０３８±００４７ １３２４±００５２ ２７５５％
酪氨酸（Ｔｙｒ） ０４２９±００２３ ０４８６±００３４ １３２９％

苯丙氨酸（Ｐｈｅ） ０６０９±００４１ ０７３２±００２６ ２０２０％
赖氨酸（Ｌｙｓ） ０８８６±００３９ １０８８±００６１ ２２８０％
组氨酸（Ｈｉｓ） ０４３４±００１８ ０５６７±００３２ ３０６５％
精氨酸（Ａｒｇ） ０７７５±００４５ ０９８３±００４１ ２６８４％
脯氨酸（Ｐｒｏ） ０３９６±００２２ ０５５６±００３ ４０４０％

氨 ０１５３±００２１ ０２０３±００１７ ３２６８％
必需氨基酸（ＥＡＡ） ４６３７±００８７ ５６８４±００９２ ２２５８％
非必须氨基酸（ＮＥＡＡ） ６６３９±００９５ ８２５０±０１１２ ２４２７％

Ｅ／Ｔ ４１１２％ ４０７９％
总量（ＴＡＡ） １１２７６±０１１７ １３９３５±０１３１ ２３５８％

　　注：必需氨基酸；＃鲜味氨基酸。

　　肉制品加工过程中，氨基酸热降解及同糖类发生美

拉德反应可产生独特的香味。目前多种已知熟牛肉的

香味成分均与氨基酸有关，如乙醛（丙氨酸）、甲基丙醛

（缬氨酸）、苯乙醛（苯丙氨酸）、丙烯醛（蛋氨酸）、甲基

丁醛（异亮氨酸）和甲基丁醛（亮氨酸）［３０］。

考察加酶腌制处理前后牛肉氨基酸的变化情况５

可知，除去水解破坏的色氨酸，检出１７种水解氨基酸。

加酶腌制处理的样品总氨基酸含量高于未处理样品中

总氨基酸含量，达１３９３５ｇ／１００ｇ，增幅为２３５８％。其

中谷氨酸含量最多，处理前后分别为 １６１３ｇ／１００ｇ，

１９４６ｇ／１００ｇ。甘氨酸由０４７８ｇ／１００ｇ增加到０６８６ｇ／

１００ｇ，增幅达４３５１％。

加酶腌制前后，人体必需氨基酸以及呈鲜甜味的谷

氨酸、天冬氨酸、甘氨酸含量均增加。氨基酸含量及总

量都增加，是因为加酶腌制过程中，蛋白酶作用使肌肉

蛋白质水解成氨基酸。该作用一方面提高了蛋白质生

物利用率，另一方面产生的肽与各种呈味游离氨基酸也

能增强肉品的滋味，同时为后续加热过程中香味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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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提供了基础。

３ 结 论

将肉制品生产中最常见有效地肉品嫩化方式腌制

与添加嫩化酶相结合，研究加酶腌制对牛肉品质的影响

得出：

（１）腌制能显著提高肉样的红度（Ｐ＜００５），添加

复合酶能显著提高肉样的亮度（Ｐ＜００５）。

（２）腌制处理能显著提高肉样的系水力（Ｐ＜

００５），使其显著增重，并极大降低蒸煮损失。添加复合

酶虽然对系水力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但能极大改善

牛肉质构特性，使其获得较好的食用或加工性质。

（３）腌制对牛肉总ＦＡＡ含量有影响，添加嫩化酶能

显著增加牛肉总ＦＡＡ含量，生成更多风味前体物质，且

在００１％～００３％添加范围内呈正相关。

（４）加酶腌制能兼具两种处理方式的优点，使牛肉

具有较好的色泽品质、降低蒸煮损失，极大改善质构特

性，增加ＦＡＡ含量与总氨基酸，有助于获得较好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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