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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蛋白超声磷酸化加工工艺的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模型优化

王喜波　迟玉杰
（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０）

　　【摘要】　采用超声波处理技术协同大豆蛋白磷酸化加工以提高大豆蛋白的乳化性质，利用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模型

对加工工艺过程进行优化，所得模型拟合度高，可用于实际分析和预测。利用响应面分析法探讨了三聚磷酸钠

（ＳＴＰ）质量分数、超声波功率、超声波处理时间 ３因素对改性产物乳化性质的影响，优化的制备工艺条件为：ＳＴＰ质

量分数 ９６５％、超声波功率 ４９０Ｗ、超声波处理时间 ３４ｍｉｎ，在此条件下产物乳化活性为 ７０８，乳化稳定性为

３０２ｍｉｎ，分别是空白样品的 ２１８倍和 １５７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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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超声波技术已应用在功能性成分提取
［１～７］

、过

滤
［８～１１］

、脱气
［１２～１４］

、降解
［１５～１７］

、冷冻结晶
［１８］
、解

冻
［１９］
、肉的嫩化

［２０］
、杀菌

［２１］
等方面，但其对蛋白质

的影响尤其是对大豆蛋白分子构象及其功能特性变

化规律的影响方面，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大豆

蛋白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重要的功能性质
［２２～２３］

，

在食品加工业中应用非常广泛，但是天然大豆蛋白

的功能性质较差，无法满足食品加工的需求，必须对

其进行适度的加工处理来适应不同产品的要求。关

于蛋白质改性加工的方法主要集中在化学
［２４］
、物



理
［２５］
、生物法等方面，且绝大多数研究是采用单一

方法，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关于超声波协同磷酸化制

备功能性大豆蛋白的工艺技术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文以大豆蛋白为原料，在超声波环境作用下

协同进行磷酸化加工研究，探索并优化协同处理的

工艺条件，旨在为高乳化型大豆蛋白的工业化生产

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大豆蛋白（哈高科大豆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大

豆油（九三集团哈尔滨惠康食品有限公司）；三聚磷

酸钠（ＳＴＰ）、十二烷基磺酸钠（ＳＤＳ）为化学纯；其他
试剂均为分析纯。

ＪＹ９２ ２Ｄ型超声仪，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ＦＤＵ １１００型冻干机，日本 ＥＹＥＬＡ公司；
ＫＮＤ ＨＹＰ８型消化炉，上海纤检仪器有限公司；
ＫＤＮ ２００８型全自动定氮仪，上海纤检仪器有限公
司；ＤＵ７３０型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贝克曼库尔特公

司；ＦＳ １型可调高速匀浆机，金坛市荣华仪器制造有
限公司；ＬＤ４ ２Ａ型离心机，北京医用离心机厂；ＦＥ２０
型ｐＨ计，梅特勒 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超声波协同磷酸化大豆蛋白制备工艺

用蒸馏水配制一定浓度的大豆蛋白溶液，搅拌

均匀并添加定量 ＳＴＰ，置于经改装后的超声波处理
器隔音箱中，在设定超声波功率下反应一定时间，反

应过程用１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维持 ｐＨ值８０±０２，
温度控制在２０～４０℃，反应结束后将溶液 ｐＨ值调
至４０，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２０ｍｉｎ，取沉淀部分，用蒸馏
水重复离心水洗２～３次，水洗 ３次后回调 ｐＨ值至
７０，冷冻干燥后即得改性产物。
１２２　普通改性大豆蛋白制备工艺

用蒸馏水配制一定浓度的大豆蛋白溶液，添加

质量分数为 ９６５％ ＳＴＰ并搅拌均匀，３０℃下反应
３ｈ，反应过程用 １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维持 ｐＨ值
８０±０２，反应结束后离心水洗，反应结束后将溶液
ｐＨ值调至 ４０，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２０ｍｉｎ，取沉淀部
分，用蒸馏水重复离心水洗 ２～３次，水洗 ３次后回
调 ｐＨ值至７０，冷冻干燥后即得改性产物。
１２３　超声波改性大豆蛋白制备工艺

用蒸馏水配制大豆蛋白溶液，搅拌均匀置于超

声波处理器隔音箱中，在设定工作时间、间歇时间、

处理功率等条件下进行改性，处理温度控制在 ２０～
４０℃。将处理后蛋白溶液 ｐＨ值调至 ４０，并在
４０００ｒ／ｍｉｎ下离心２０ｍｉｎ，取沉淀部分，回调 ｐＨ值

至７０，冷冻干燥后即得改性产物。
１２４　乳化性质的测定

乳化性测定参照文献［２６］方法，略有改进：配
制１００ｍＬ、１ｇ／Ｌ的大豆蛋白磷酸盐溶液（ｐＨ值
７０，０１ｍｏｌ／Ｌ），取３０ｍＬ溶液，加 １０ｍＬ大豆色拉
油，于高速匀浆机中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均质 １ｍｉｎ后，分
别在０ｍｉｎ与 １０ｍｉｎ时从底部吸取 １００μＬ分散于
１０ｍＬ、１ｇ／ＬＳＤＳ溶液中，于 ５００ｎｍ处测定吸光度
（测定３次取平均值）。乳化活性和乳化稳定性计
算公式为

ＥＡ＝１００Ａ０ （１）

ＥＳ＝
ΔＴＡ０
Ａ０－Ａ１０

（２）

式中　ＥＡ———乳化活性　ＥＳ———乳化稳定性，ｍｉｎ
Ａ０———０ｍｉｎ时的吸光度
ΔＴ———两次时间间隔，本文取１０ｍｉｎ
Ａ１０———１０ｍｉｎ时的吸光度

１２５　加工装置设计
超声波协同磷酸化制备装置由循环水冷却装

置、进料装置、超声波处理装置组成，参数设置在超

声波工作仪控制面板上完成，用泵输送样品，原理如

图１所示。

图 １　超声波处理装置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１２６　试验设计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采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
建立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模型优化超声波协同处理条件下
ＳＴＰ质量分数、超声波处理时间、超声波功率对大豆
蛋白乳化活性和乳化稳定性的影响，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试验因素水平编码见表１。

表 １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设计试验因素水平编码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ｃｏｄｉｎｇｔａｂｌｅｏｆ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ｄｅｓｉｇｎｔｅｓｔ

编码

因素

ＳＴＰ质量分数
ｘ１／％

超声波功率

ｘ２／Ｗ
超声波处理时间

ｘ３／ｍｉｎ

－１ ６ ２００ ２０

０ ８ ４００ ３０

１ １０ ６００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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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中心设计优化制备工艺
对影响大豆蛋白乳化活性的 ＳＴＰ质量分数、超

声波处理时间、超声波功率３个因素进行优化，设计
了三因素三水平中心组合设计，共有 １７个试验点，
其中１２个为分析因子，５个为零点，零点试验进行
３次以估计误差，试验结果见表２。

表 ２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试验条件及结果

Ｔａｂ．２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试验序号 Ｘ１ Ｘ２ Ｘ３ 乳化活性

１ １ １ ０ ６９６

２ ０ ０ ０ ６６１

３ １ －１ ０ ５８１

４ ０ １ －１ ５６４

５ －１ －１ ０ ４６７

６ ０ ０ ０ ６６９

７ ０ －１ －１ ４８６

８ －１ ０ １ ５４３

９ ０ １ １ ６２６

１０ －１ ０ －１ ４９２

１１ ０ ０ ０ ６７７

１２ ０ ０ ０ ６７２

１３ ０ －１ １ ５４９

１４ １ ０ －１ ５９１

１５ －１ １ ０ ５３１

１６ １ ０ １ ６６８

１７ ０ ０ ０ ６７９

　　表２的试验结果经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７１３软件进
行回归拟合得到超声波协同磷酸化改性大豆蛋白乳

化活性的回归方程模型为

Ｙ＝－１００２５＋１８０１Ｘ１＋０１２Ｘ２＋３３８Ｘ３＋
０００３Ｘ１Ｘ２＋００３３Ｘ１Ｘ３－０００００１Ｘ２Ｘ３－

１０７０Ｘ２１－００００１Ｘ
２
２－００５５Ｘ

２
３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试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３。
从表 ３的方差分析结果可知，回归方程极显著

（ｐ＜００１），模型的失拟项不显著（ｐ＞００５），说明
模型方程与实际情况拟合较好，能够很好拟合真实

响应面并反映出乳化活性与 ＳＴＰ质量分数、超声波
功率、处理时间之间的关系，且试验外因素对试验结

果的干扰较小。试验误差小，模型成立，可以利用此

模型对超声波协同磷酸化制备高乳化型大豆蛋白的

反应过程进行预测和分析。根据表３的方差分析结
果对模型方程进行优化：模型方程式中一次项Ｘ１、

表 ３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试验方差分析

Ｔａｂ．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ｄｅｓｉｇｎｔｅｓｔ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值 ｐ值

模型 ９４２６０ ９ １０４７３ １１２０２ ＜００００１

Ｘ１ ３１６２６ １ ３１６２６ ３３８２７ ＜００００１

Ｘ２ １３９４５ １ １３９４５ １４９１５ ＜００００１

Ｘ３ ８００１ １ ８００１ ８５５８ ＜００００１

Ｘ１Ｘ２ ６５０ １ ６５０ ６９６ ００３３６

Ｘ１Ｘ３ １６９ １ １６９ １８１ ０２２０７

Ｘ２Ｘ３ ０００２５ １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７ ０９６０２

Ｘ１
２ ７７１３ １ ７７１３ ８２５０ ＜００００１

Ｘ２
２ １５１８３ １ １５１８３ １６２４０ ＜００００１

Ｘ３
２ １２８７６ １ １２８７６ １３７７２ ＜００００１

残差 ６５４ ７ ０９３

失拟 ４５１ ３ １５０ ２９６ ０１６０８

纯误差 ２０３ ４ ０５１

总回归 ９４９１４ １６

Ｘ２、Ｘ３和二次项 Ｘ１
２
、Ｘ２

２
、Ｘ３

２
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

平（ｐ＜００１），交互项 Ｘ１Ｘ２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其他项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表明各
种影响因素对加工产物乳化性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

关系，通过 ＧＬＭ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对模型处理，保留 ｐ＜
０３０的各项，即得到优化后的回归模型为
Ｙ＝－１００２５＋１８０１Ｘ１＋０１２Ｘ２＋３３８Ｘ３＋

０００３Ｘ１Ｘ２＋００３３Ｘ１Ｘ３－１０７０Ｘ
２
１－

００００１Ｘ２２－００５５Ｘ
２
３

对模型的回归方程进行中心标准化处理，分析

各因素对加工产物乳化活性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

为：ＳＴＰ质量分数、超声波处理时间、超声波功率。
２２　自变量对响应值影响分析

将模型中 ＳＴＰ质量分数、超声波处理时间、超
声波功率中一个因素固定在零水平，可得到另两个

因素交互作用对制备的大豆蛋白产物乳化活性的影

响子模型，并根据子模型绘制三维响应面图，如图 ２
所示。

从图 ２可以看出，制备产物的乳化活性随 ＳＴＰ
质量分数而增加，但 ＳＴＰ质量分数超过 ９５％后，产
物乳化活性增加不明显，表明 ＳＴＰ与蛋白分子结合
后，引入了带负电荷的磷酸根基团，降低了乳液体系

的表面张力
［２７］
，提高了其乳化活性。但过量使用

ＳＴＰ时，蛋白质分子间电负性增加，分子间静电斥力
过大，阻止了乳状液膜的形成，乳化活性反而降低。

超声波处理功率和处理时间对产物乳化活性影响显

著，高乳化活性集中在中心区域，原因可能是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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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影响乳化活性因素的响应面分析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ＡＩｂ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功率和时间下蛋白质分子在超声波的综合作用下，

一方面破坏了高级空间结构，蛋白分子部分展开，有

利于发生化学磷酸化反应，提高了化学反应效率和

产物乳化活性；另一方面在超声波作用下，促进了蛋

白质分子的解聚，内部疏水基团暴露出来，使得蛋白

质更易于分散到油水界面，提高乳化活性；第三方面

可能是在超声环境下，降低了蛋白化学磷酸化反应

的活化能，加快了反应速度和磷酸化程度，从而提高

改性产物乳化活性。但当超声波功率和处理时间持

续增大时，改性产物的乳化活性反而降低，表明超声

波处理过度使蛋白质发生较强烈的变性而使其乳化

活性降低。

２３　加工工艺的优化
利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７１３软件，以乳化活性为

指标，优化出超声波协同磷酸化大豆蛋白制备工艺

条件为：ＳＴＰ质量分数 ９６５％、超声波功率 ４９０Ｗ、
超声波处理时间３４ｍｉｎ，在此条件下进行了 ５次试
验，平均乳化活性７０８，预测模型的预测值为 ７１２，
相对误差为 ０５６％，差异不显著，表明本模型优化
出的工艺参数可靠，具有实用价值。对比空白样品

（Ｎ ＳＰ）、超声波处理样品（Ｕ ＳＰ）、磷酸化样品
（Ｓ ＳＰ）、超声波协同磷酸化样品（ＵＳ ＳＰ）的乳化
活性，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 ４　不同改性方法产品乳化活性

Ｔａｂ．４　ＥＡＩ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蛋白样品 乳化活性 乳化稳定性／ｍｉｎ

Ｎ ＳＰ ３２５ １９２

Ｕ ＳＰ ４６８ ２４８

Ｓ ＳＰ ４７５ ２６４

ＵＳ ＳＰ ７０８ ３０２

　　对比试验结果表明（表 ４），单一使用超声波处
理或磷酸化可以使制备产物的乳化活性和稳定性明

显提高，而 ＵＳ ＳＰ的乳化活性、乳化稳定性要优于
Ｕ ＳＰ或 Ｓ ＳＰ，说明 ＵＳ ＳＰ的乳化活性和乳化稳
定性大幅提高是物理超声波作用和磷酸化协同作用

的结果。优化后制备产物的乳化活性和乳化稳定性

分别是空白样品的２１８倍和１５７倍。

３　结论

（１）超声波作用能提高磷酸化大豆蛋白的反应
速率，有效提高产物的乳化活性和乳化稳定性。

（２）建立了超声磷酸化大豆蛋白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
模型，并优化了制备工艺，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方程拟

合较好，优化的制备技术条件为 ＳＴＰ质量分数
９６５％、超声波功率４９０Ｗ、超声波处理时间３４ｍｉｎ，制
备产物乳化活性和乳化稳定性都有显著提高。

参 考 文 献

１　ＥｎｔｅｚａｒｉＭＨ，ＨａｇｈＮＳ，ＨａｄｄａｄＫＭ Ｈ．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ｎ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ｅｓｙｒｕｐａｎｄｉｔｓｍｉｃｒｏ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ｓＳｏｎ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４，１１（６）：３７９～３８４．

２　ＪａｃｑｕｅｓＲＡ，ＰéｒｅｓＶＦ，ＦｒｅｉｔａｓＬＳ，ｅ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ｅｔｅａｌｅａｖｅｓ（Ｉｌｅｘｐａｒａｇｕａｒｉｅｎｓｉｓ）：ａｓｔｕｄｙ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２９（１８）：２７８０～２７８４．

３　易阳，张名位，廖森泰，等．龙眼多糖超声波酶解辅助提取工艺优化［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０，４１（５）：１３１～１３６．
ＹｉＹ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ｗｅｉ， ＬｉａｏＳｅｎｔａｉ， ｅｔ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ｅｎｚｙｍ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ａｎｐｕｌｐ［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０，４１（５）：１３１～
１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冯宗帅，吴彩娥，方升佐，等．青钱柳叶总黄酮超声辅助提取工艺优化［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９，４０（２）：１３０～１３４．
ＦｅｎｇＺｏｎｇｓｈｕａｉ，ＷｕＣａｉｅ，Ｆ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ｕｏ，ｅ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ｃｙｃｌｏｃａｒｙａ
ｐａｌｉｕｒｕｓｌｅａｖｅｓｂ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９，４０（２）：
１３０～１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ＣａｂｒｅｄｏＰｉｎｉｌｌｏｓＳ，Ｃｄｒｏｎ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Ｔ，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ＢｒｉｏｎｇｏｓＭ，ｅ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３３１第 １１期　　　　　　　　　　王喜波 等：大豆蛋白超声磷酸化加工工艺的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模型优化



ｆｒｏｍｗｉｎ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Ｊ］．Ｔａｌａｎｔａ，２００６，６９（５）：１１２３～１１２９．
６　李秀霞，韩鲁佳．玉米蛋白粉叶黄素超声提取工艺优化［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８，３９（５）：８１～８５．
ＬｉＸｉｕｘｉａ，ＨａｎＬｕｊｉａ．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ｓｆｒｏｍｃｏｒｎｇｌｕｔｅｎｍｅａｌ［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３９（５）：８１～８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ＪａｄｈａｖＤ，ＲｅｋｈａＢＮ，ＧｏｇａｔｅＰＲ，ｅｔ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ｎｉｌｌｉｎｆｒｏｍｖａｎｉｌｌａｐｏｄ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ｘｈｌｅｔ
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９３（４）：４２１～４２６．

８　ＫｙｌｌｎｅｎＨ，ＰｉｒｋｏｎｅｎＰ，ＮｙｓｔｒｍＭ，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ａｌｌ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ｓＳｏｎ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６，１３（４）：２９５～３０２．

９　ＳｍｙｔｈｅＭＣ，ＷａｋｅｍａｎＲＪ．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ｓａｓ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ａｉｄ［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ｓ，２０００，３８（１～８）：
６５７～６６１．

１０　ＷｅｎＸ，ＳｕｉＰ，ＨｕａｎｇＸ．Ｅｘｅｒｔｉｎｇ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ｆｏｕｌｉｎｇ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ｓｌｕｄ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ｄａｍａｇｅ［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５７（５）：７７３～７７９．

１１　 ＭｕｔｈｕｋｕｍａｒａｎＳ，ＫｅｎｔｉｓｈＳＥ，ＡｓｈｏｋｋｕｍａｒＭ，ｅｔ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ａｉｒｙｗｈｅｙ
ｕｌｔｒ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２５８（１～２）：１０６～１１４．

１２　ＴｅｒｖｏＪＴ，ＭｅｔｔｉｎＲ，ＬａｕｔｅｒｂｏｒｎＷ．Ｂｕｂｂｌ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ＡｃｕｓｔｉｃａＵｎｉｔｅｄｗｉｔｈ
Ａｃｕｓｔｉｃａ，２００６，９２（１）：１７８～１８０．

１３　ＭｅｔｔｉｎＲ．Ｂｕｂ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Ｍ］∥ ＤｏｉｎｉｋｏｖＡＡ．Ｂｕｂｂｌｅ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ｓ：
ｍｏｄｅｒｎ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ｉｇｎｐｏｓｔ，Ｋｅｒａｌａ，２００５：１～３６．

１４　ＭａｔｓｕｕｒａＫ，ＨｉｒｏｔｓｕｎｅＭ，ＮｕｎｏｋａｗａＹ，ｅｔ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ｌｌ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ｅｓｔ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ｗａｖｅ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４，７７（１）：３６～４０．

１５　ＪａｍｂｒａｋＡＲ，ＨｅｒｃｅｇＺ，ｕｂａｒｉｃＤ，ｅ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ｏｒｎｓｔａｒｃｈ［Ｊ］．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２０１０，７９（１）：９１～１００．

１６　ＶｏｄｅｎｉｃａｒｏｖａＭ，ＤｒｉｍａｌｏｖａＧ，ＨｒｏｍａｄｋｏｖａＺ，ｅｔａｌ．Ｘｙｌｏｇｌｕｃａｎ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ｓＳｏｎ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６，１３（２）：１５７～１６４．

１７　ＤｒｉｍａｌｏｖａＥ，ＶｅｌｅｂｎｙＶ，ＳａｓｉｎｋｏｖａＶ，ｅｔａ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ａｌｕｒｏｎａｎｂ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ｏ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ｔｉｎｇ［Ｊ］．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２００５，６１（４）：４２０～４２６．

１８　ＳｕｎＤＷ，ＬｉＢ．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ｔｉｓｓｕｅｓｆｒｏｚｅｎｂ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３，５７（４）：３３７～３４５．

１９　ＭｉｌｅｓＣＡ，ＭｏｒｌｅｙＭＪ，ＲｅｎｄｅｌｌＭ．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ｔｈａｗｉｎｇｏｆｆｒｏｚｅｎｆｏｏ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９，
３９（２）：１５１～１５９．

２０　ＰｏｈｌｍａｎＦＷ，ＤｉｋｅｍａｎＭＥ，ＺａｙａｓＪ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ｏｗ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ｓｈｅａ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ｃｏｌｏ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ｓｈｅｌｆｌｉｆｅｏｆｖａｃｕｕｍｐａｃｋａｇｅｄｂｅｅｆｓｅｍｉｔｅｎｄｉｎｏｓｕｓａｎｄｂｉｃｅｐｓｆｅｍｏｒｉｓｍｕｓｃｌｅｓ［Ｊ］．Ｍｅａ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７，４５（３）：３２９～
３３７．

２１　ＣａｍｅｒｏｎＭ，ＭｃＭａｓｔｅｒＬＤ，ＢｒｉｔｚＴＪ．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ｎｄａｉｒｙｓｐｏｉｌａｇｅｍｉｃｒｏｂｅｓａｎｄｍｉｌｋ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Ｊ］．Ｄａｉ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８９（１）：８３～９８．

２２　ＲｉｃｈｅｒｔＳＪ，ＫｏｌａｒＣＷ．Ｖａｌｕｅｏｆ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ｓｏ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ｆｏｏ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Ｍ］∥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Ｄｕｐｏｎｔ，ＯｓｍａｎＥＭ．Ｃｅｒｅａｌｓａｎｄ
ｌｅｇｕ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ｏｄｓｕｐｐｌｙ．Ａｍｅｓ，ＩＡ：Ｉｏｗ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７３～９０．

２３　ＲｕｓｓｅｌｌＴ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ｗｈｅｙａｎｄｓｏ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Ｄ］．Ｒｅｌｅｉｇｈ，ＮＣ：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４．

２４　ＭｉｒｍｏｇｈｔａｄａｉｅＬ，ＫａｄｉｖａｒＭ，ＳｈａｈｅｄｉＭ．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ｕｃｃｉｎｙ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ａｍ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ｏａｔ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９，１１４（１）：１２７～１３１．

２５　ＰｕｐｐｏＮ，ＣｈａｐｌｅａｕＦ，ＳｐｅｒｏｎｉＭ，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ｓｏｙｂｅａ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４，５２（６）：１５６４～１５７１．

２６　ＰｅａｒｃｅＫＮ，ＫｉｎｓｅｌｌａＪＥ．Ｅｍｕｌｓｉｆｙ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ｕｒｂｉｄｉｍｅｔｒ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７８，２６（３）：７１６～７２３．

２７　ＺｈａｎｇＫＳ，ＬｉＹＹ，ＲｅｎＹＸ．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ｗｉｔｈｓｏｄｉｕｍｔｒｉｐｏｌｙ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７９（４）：１２３３～１２３７．

２８　陈俊高，迟玉杰，王喜波，等．提高大豆分离蛋白乳化性的工艺优化及性质分析［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１０，３６（１１）：
６７～７２．
ＣｈｅｎＪｕｎｇａｏ，ＣｈｉＹｕｊｉｅ，ＷａｎｇＸｉｂｏ，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ｅｍｕｌｓｉｆｙ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ｔ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１０，３６（１１）：６７～７２．

４３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