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羧甲基化大豆水酶法膳食纤维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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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豆水酶法残渣可作为膳食纤维的来源。以大豆水酶法残渣为原料，对其中的膳食纤维进行羧甲基化修饰，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通过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响应面试验设计建立了碱化温度、氯乙酸添加量、醚化时间和醚化温度

对羧甲基取代度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各参数对羧甲基取代度的影响程度依次为醚化时间、氯乙酸添加量、碱化

温度、醚化温度。通过对试验结果的二次回归分析得到的最佳制备工艺为碱化温度 ２５℃、氯乙酸添加量为膳食纤

维质量的１０５倍、醚化温度７０℃、醚化时间３８ｈ，在此最优条件下制备的水酶法膳食纤维羧甲基取代度为 ０４３０５，

其持水率、持油率和膨胀率分别较修饰前提升了 ８９６１％、２０６３％和 １１４３２％。红外光谱结果表明，制备的大豆水

酶法膳食纤维发生了羧甲基取代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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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膳食纤维是指不被人体胃肠道消化酶分解、吸

收，而在大肠中会部分或全部发酵的一类碳水化合

物的总称，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果胶、多

糖等，膳食纤维不仅可以取自天然食物，还可以经物

理、化学和生物法处理原料后获得
［１－２］

。摄入膳食

纤维对人体具有重要的生理保健功能，如降低胆固

醇、降低餐后血糖、预防肥胖症、预防结肠癌等，因此

又被称作“第七大营养素”
［３－５］

。根据溶解性，膳食

纤维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Ｓｏｌｕｂｌｅｄｉｅｔａｒｙｆｉｂｅｒ，
ＳＤＦ）和不溶性膳食纤维（Ｉｎｓｏｌｕｂｌｅｄｉｅｔａｒｙｆｉｂｅｒ，
ＩＤＦ）。理想的膳食纤维组成中，ＳＤＦ应在 １０％以
上，其结构中丰富的亲水基团可形成网络凝胶结构，

使膳食纤维具备持水、持油、吸附溶胀等特性，在人

体内发挥上述生理功能
［６－８］

。但天然来源的膳食纤

维中多为不溶性膳食纤维，水溶性差、口感粗糙、加

工特性低下，因此，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方法对不

溶性膳食纤维进行修饰改造，提升其理化性质和生

理特性，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９］
。羧甲基

化修饰是一种重要的化学修饰方法，羧甲基是一种

强亲水基团，通过取代反应添加到膳食纤维结构中，

可增强其对水分的亲和作用，提升口感、加工和功能

特性，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可溶性膳食纤维类

似的功能作用
［１０］
。荆晓飞

［１１］
以玉米皮不溶性膳食

纤维为原料，采用羧甲基化修饰的膳食纤维替代海

绵蛋糕中的部分脂肪，降低烘焙损失；黄纪念等
［１２］

以不溶性麦麸膳食纤维为原料，通过羧甲基化反应

制备 高 持 水 力 麦 麸 膳 食 纤 维，持 水 力 提 升

１０５７９％；赵国华等［１３］
以豆渣为原料，采用羧甲基

化改性制备豆渣膳食纤维，经动物试验证明较原豆

渣具有更强的降血糖作用。

水酶法是一种新型绿色提油技术，通过温和酶

解手段提取油脂，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１４－１５］

。水酶

法残渣是水酶法提油工艺的主要副产物，提取 １Ｌ
大豆油将产生约 ４４ｋｇ残渣［１６－１７］

。因此，对水酶

法残渣的合理利用将关系到水酶法工艺的经济可行

性。研究表明残渣的主要成分为不溶性纤维、蛋白

质及少量矿物质，可作为膳食纤维 的 丰 富 来

源
［１８－１９］

，但由于其中主要为不溶性膳食纤维，直接

添加到食品中口感和功能特性不佳，因此，本文以大

豆水酶法残渣为原料提取其中的膳食纤维，并通过

羧甲基取代反应改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亲水特性，

在探讨影响羧甲基取代度主要因素的基础上，通过

响应面法试验设计确定最佳取代条件，并进一步对

修饰后膳食纤维的持水率、持油率、膨胀率等功能特

性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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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蓝山集团；Ａｌｃａｌａｓｅ２４Ｌ
碱性内切蛋白酶 （ＡＵ），杰能科（中国）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α淀粉酶、葡萄糖苷酶，北京索莱宝科技有
限公司；甲醇、乙醇、异丙醇、氯乙酸、氢氧化钠、盐酸

等均为分析纯。

Ｔ２０型双螺杆挤压机，法国 Ｃｌｅｘｔｒａｌ公司；电子
分析天平，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ＰＨＳ ２５型
数显台式酸度计，上海雷磁仪器厂；ＨＨ ４型恒温
水浴锅，上海邦西仪器科技有限公司；ＪＪ １型精密
电动搅拌器，金坛市顺华仪器有限公司；ＦＤ５型冷冻
干燥机，美国西盟国际集团；ＳＨＺ Ｂ型恒温水浴振
荡器，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３ １８Ｋ型高速冷冻
离心机，Ｓｉｇｍ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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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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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水率测定，依据 ＧＢ／Ｔ５４９７—１９８５《粮食、油
料检验　水分测定法》；粗脂肪含量测定，依据
ＧＢ／Ｔ１４７７２—２００８《食品中粗脂肪的测定》；粗蛋
白含量测定，依据 ＧＢ５００９５—２０１０《食品中蛋白
质的测定》；灰分含量测定，依据 ＧＢ／Ｔ５００９４—
２０１０《食品中灰分的测定》。总膳食纤维含量（Ｔｏｔ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ｆｉｂｅｒ，ＴＤＦ）、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溶性膳食
纤维含量，依据 ＧＢ／Ｔ２２２２４—２００８《食品中膳食纤
维的测定》。

１２２　水酶法大豆残渣中膳食纤维制备
残渣作为大豆水酶法提油工艺的副产物，本文

所采用的酶解条件为 ＬＩ等［１５，２０－２１］
优化的最佳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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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液料比为６ｍＬ／ｇ→调节温度为５０℃，ｐＨ值为８５

→酶解 ３ｈ（加酶量 １８５ｍＬ／（１００ｇ））→酶灭活
（１００℃，１０ｍｉｎ）→离心分离（８０００ｇ，２０ｍｉｎ）→收
集残渣→液料比为 １０ｍＬ／ｇ，水洗 ３次至中性→抽
滤，６０℃干燥→水酶法膳食纤维。
１２３　羧甲基化水酶法膳食纤维制备

参照刘颖等
［１０］
羧甲基化修饰的方法，将上述水

１３３第 １０期　　　　　　　　　　　江连洲 等：羧甲基化大豆水酶法膳食纤维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酶法膳食纤维按液料比 １０ｍＬ／ｇ加入反应介质中，
取与膳食纤维等质量的 ＮａＯＨ，配制为一定质量浓
度溶液后加入，于设定温度下碱化一定时间。称取

一定量的氯乙酸，溶于上述介质后加入反应液中，于

设定温度下醚化一定时间。醚化反应结束后，用乙

酸中和溶液 ｐＨ值至７，真空浓缩后加入４倍体积无
水乙醇沉淀，抽滤后于 ６０℃干燥，粉碎后即得羧甲
基化膳食纤维。

１２４　羧甲基取代度测定
参照黄纪念等

［１２］
、赵国华等

［１３］
的方法，称取

０３ｇ水酶法膳食纤维，向其中加入 ４０ｍＬＨＣｌ溶液
（２ｍｏｌ／Ｌ），搅拌 ３５ｈ后过滤，用 ８０％甲醇溶液洗
涤样品直至滤液用 ＡｇＮＯ３检查无 Ｃｌ

－
离子，此时样

品转化为酸式，再将样品溶解于 ５０ｍＬＮａＯＨ溶液
（０５ｍｏｌ／Ｌ）中，加 热 使 溶 液 呈 透 明，立 即 用
０１ｍｏｌ／ＬＨＣｌ标准溶液滴定剩余 ＮａＯＨ，以酚酞为
指示剂，以红色刚褪去为滴定终点，计算公式为

ＤＳ＝
０１６２Ｘ
１－００５８Ｘ

（１）

其中 Ｘ＝ＣＮａＯＨＶＮａＯＨ －ＣＨＣｌＶＨＣｌ （２）
式中　ＤＳ———样品羧甲基取代度

ＣＮａＯＨ———ＮａＯＨ溶液浓度，取０５ｍｏｌ／Ｌ
ＶＮａＯＨ———ＮａＯＨ溶液体积，取５０ｍＬ
ＣＨＣｌ———ＨＣｌ溶液浓度，取０１ｍｏｌ／Ｌ
ＶＨＣｌ———消耗 ＨＣｌ溶液体积，ｍＬ

１２５　试验设计
１２５１　单因素试验

（１）反应溶剂
分别以水、甲醇、乙醇和异丙醇为溶剂，按

１２３节中所述将大豆水酶法膳食纤维加入上述各
介质中，加入１５％ＮａＯＨ溶液，于２５℃碱化１ｈ，加入
与膳食纤维等量的氯乙酸于 ７０℃醚化 ４ｈ，以羧甲
基取代度为指标确定最佳反应溶剂。

（２）碱化温度
向水酶法膳食纤维溶液中加入 １５％ ＮａＯＨ溶

液，分别于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碱化 １ｈ，加入与膳食
纤维等量的氯乙酸，于７０℃醚化 ４ｈ，测定所得样品
的羧甲基取代度。

（３）氯乙酸添加量
向水酶法膳食纤维溶液中加入 １５％ ＮａＯＨ溶

液，于２５℃碱化１ｈ，分别称取与膳食纤维质量比为
０５、０７５、１０、１２５、１５的氯乙酸加入，于 ７０℃醚
化４ｈ，测定所得样品的羧甲基取代度。

（４）醚化温度
向水酶法膳食纤维溶液中加入 １５％ ＮａＯＨ溶

液，于 ２５℃碱化 １ｈ，加入与膳食纤维等量的氯乙

酸，分别于５５、６０、６５、７０、７５℃醚化 ４ｈ，测定所得样
品的羧甲基取代度。

（５）醚化时间
向水酶法膳食纤维溶液中加入 １５％ ＮａＯＨ溶

液，于 ２５℃碱化 １ｈ，加入与膳食纤维等量的氯乙
酸，于７０℃分别醚化 ３、３５、４、４５、５ｈ，测定所得样
品的羧甲基取代度。

１２５２　响应面试验
在上述单因素试验基础上，采用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

设计原理，以碱化温度、氯乙酸添加量（与膳食纤维

质量比）、醚化时间、醚化温度为自变量，以水酶法

膳食纤维的羧甲基取代度为响应值，试验因素编码

见表１。

表 １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试验因素编码

Ｔａｂ．１　Ｃｏｄｅ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编码

因素

碱化温度

ｘ１／℃

氯乙酸

添加量 ｘ２

醚化温度

ｘ３／℃

醚化时间

ｘ４／ｈ

－１ ２０ ０７５ ６５ ３５

０ ２５ １００ ７０ ４０

１ ３０ １２５ ７５ ４５

１２６　水酶法膳食纤维物理化学性能测定
１２６１　持水率和持油率

持水率的测定参照 ＦＥＲＮ?ＮＤＥＺＬＰＥＺ等［２２］

的方法，称取１ｇ膳食纤维与 ３０ｍＬ蒸馏水混合，经
高速剪切机均质 １ｍｉｎ后于室温（２０℃）下放置
２４ｈ，３０００ｇ离心２０ｍｉｎ后，弃去上清液，称取剩余
固体的质量，持水率计算公式为

ＷＨＣ＝
Ｍ１－Ｍ０
Ｍ０

（３）

式中　ＷＨＣ———持水率，ｇ／ｇ
Ｍ０———膳食纤维干质量，ｇ
Ｍ１———膳食纤维湿质量，ｇ

持油率的测定与持水率相同，但用葵花籽油替

代蒸馏水与膳食纤维混合，离心后弃掉上层游离油，

用滤纸轻轻吸干沉淀残渣表面的葵花籽油，持油率

计算公式为

ＯＨＣ＝
Ｍ１－Ｍ０
Ｍ０

（４）

式中　ＯＨＣ———持油率，ｇ／ｇ
１２６２　膨胀率

膨胀率的测定参照 ＦＥＭＥＮＩＡ等［２３］
的方法，称

取０３ｇ膳食纤维，置于 １０ｍＬ量筒中，准确记录此
时量筒中膳食纤维的体积，向其中加入 ５ｍＬ蒸馏
水，振荡均匀后于室温放置２４ｈ，再次读取水中膳食
纤维的体积，膨胀率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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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Ｖ１－Ｖ０
ＭＤ

（５）

式中　Ｅ———膨胀率，ｍＬ／ｇ
Ｖ０———膨胀前体积，ｍＬ
Ｖ１———膨胀后体积，ｍＬ
ＭＤ———膨胀前干质量，ｇ

１２７　水酶法膳食纤维红外光谱测定
参照荆晓飞

［１１］
的方法，将 ２ｍｇ膳食纤维样品

与２００ｍｇ干燥的 ＫＢｒ混合后在玛瑙研钵中研磨均
匀，使其粒度在２５μｍ以下，放入压片机模具中压
成样品薄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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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相同测
试条件下采集背景。

１２８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均表示为“平均值 ±标准差”，试验重

复３次。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差异显著
性分析（ｐ＜００５）。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大豆水酶法残渣的主要化学组成
大豆水酶法残渣的主要化学组成中含有

６９０５％碳水化合物、２０５４％蛋白质、６４３％油脂及
３９８％灰分。该化学组成与常用来提取大豆膳食纤
维的豆制品加工副产物———豆渣组成相类似，如王

波等
［２４］
曾报道豆渣中主要含有约 ７４％碳水化合

物、２２％蛋白质、０４３％油脂及 ３％灰分。水酶法残
渣中总膳食纤维质量分数为 ６８２２％，可作为膳食
纤维的丰富来源，且其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加入

食品中可同时提供膳食纤维的保健功能并增加蛋白

质含量。残渣中膳食纤维主要为 ＩＤＦ，质量分数为
６６６９％，占总膳食纤维的 ９７７６％，而 ＳＤＦ质量分
数仅为１５３％。当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较多时，虽
可起到促进肠道蠕动、增加排泄量等作用

［２５］
，但食

品口感粗糙，水溶性、持水率等加工特性不佳，限制

了其保健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对所提取的水酶

法膳食纤维进行修饰改性处理，使其在一定程度上

具备水溶性膳食纤维的功能和特性。

２２　反应溶剂对膳食纤维羧甲基取代度的影响
羧甲基取代反应是在碱性条件下，通过取代膳

食纤维多糖结构中的部分羟基，起到提升持水率、增

强功能特性的作用，而羧甲基取代度可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取代羟基数量的多少
［１２］
。由图 １所示，溶剂

的选择对羧甲基取代度有显著影响，在相同反应条

件下，采用乙醇作为反应溶剂得到的羧甲基取代度

最高，为０４０３５，采用异丙醇的羧甲基取代度次之，
为０３２８８，且当以甲醇或异丙醇作为反应介质时，

碱化阶段纤维易结块，产物颜色偏深，不利于后续醚

化反应，此现象与王伊沂等
［２６］
的发现一致。以水为

溶剂的改性效果最差，其产物的羧甲基取代度仅为

０１９０６，该现象说明水作为载体对试验条件要求较
苛刻，反应体系中副反应增多并严重抑制羧甲基化

反应，造成醚化剂的效用大幅降低，增加了产物后处

理的难度，因此，本试验选择乙醇作为反应溶剂，并

进一步优化羧甲基取代反应的试验条件。

图 １　反应溶剂对水酶法膳食纤维羧甲基取代度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ｌｖｅｎｔｏｎＤＳｏｆＥＡＥＰｄｉｅｔａｒｙｆｉｂｅｒ
　

２３　单因素试验分析结果
２３１　碱化温度

以１５％ＮａＯＨ溶液分别于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温
度下碱化 １ｈ，加入与膳食纤维等量的氯乙酸于
７０℃醚化４ｈ，测定碱化温度对膳食纤维羧甲基取代
度的影响，如图２所示。

图 ２　碱化温度对水酶法膳食纤维羧甲基取代度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ｎＤＳｏｆ

ＥＡＥＰｄｉｅｔａｒｙｆｉｂｅｒ
　

碱化反应中，ＮａＯＨ作为反应中释放酸类物质
的中和剂，具有促进膳食纤维溶胀，增进醚化反应活

力的作用
［１３］
。ＮａＯＨ与膳食纤维结构单元上的羟

基反应，形成多糖钠盐，作为下一步醚化反应的活性

中心。随碱化温度的升高，羧甲基取代度呈先升高

后逐渐下降的趋势，在 ２０～３０℃范围内，温度的升
高有利于羧甲基与膳食纤维的活性中心反应，反应

速率不断增大，为后续醚化阶段提供更多活性末端，

当温度为２５℃时，羧甲基取代度达到最大，为０４１７３。
继续升高温度，将不利于膳食纤维结构中羟基基团

的外露，并逐步缩小反应空间，对取代反应有不利影

响，刘颖等
［１０］
的研究同样发现碱化温度为 ２５℃时

羧甲基取代度较为理想，且 ２５℃接近室温，对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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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及耗能要求较低，因此在优化碱化温度时选择

２５℃为中心点。
２３２　氯乙酸添加量

以１５％ＮａＯＨ溶液分别于２５℃下碱化１ｈ，分别
加入与膳食纤维质量比为 ０５０、０７５、１００、１２５、
１５０的氯乙酸于 ７０℃醚化 ４ｈ，测定氯乙酸添加量
对膳食纤维羧甲基取代度的影响，如图３所示。

图３　氯乙酸添加量对水酶法膳食纤维羧甲基取代度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ｄｏｓａｇｅｏｎＤＳｏｆＥＡＥＰ

ｄｉｅｔａｒｙｆｉｂｅｒ
　

如图３可知，随氯乙酸添加量的增加，羧甲基取
代度呈先增加后逐渐减小的趋势。当碱化反应中用

碱量一定时，生成的多糖钠盐活性中心一定，此时增

加氯乙酸添加量，其与活性中心碰撞的频率也随之

增加，产物羧甲基取代度逐渐上升
［１３］
。但当氯乙酸

添加量过高时，多余的氯乙酸会与 ＮａＯＨ反应，改变
体系碱性环境，主反应醚化反应速率降低，副反应增

加，致使取代度降低。由图３可知，当氯乙酸添加量
为１０时，产物羧甲基取代度最高，为 ０４１２６，此条
件可确保反应体系中效率最高，因此在优化氯乙酸

添加量时选择与膳食纤维质量比为 １０作为中
心点。

２３３　醚化温度
以１５％ＮａＯＨ溶液于２５℃下碱化１ｈ，加入与膳

食纤维等量的氯乙酸分别于 ５５、６０、６５、７０、７５℃醚
化４ｈ，测定醚化温度对膳食纤维羧甲基取代度的影
响，如图４所示。

图 ４　醚化温度对水酶法膳食纤维羧甲基取代度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ｔｈ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ＤＳｏｆ

ＥＡＥＰｄｉｅｔａｒｙｆｉｂｅｒ
　

如图４所示，随醚化温度的升高，产物羧甲基取
代度呈先上升后逐渐下降的趋势。醚化温度在

５５～７０℃范围内时，　羧甲基取代度从 ０３１５７上升

至０４０６１。醚化温度的升高增加了醚化剂氯乙酸
与多糖钠盐相互碰撞的频率，有利于反应基团与活

性位点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促进羧甲基取代产物的

生成
［２４］
。而当醚化温度高于 ７０℃时，继续升高温

度，将导致膳食纤维在强碱条件下发生降解，已经

取代的基团牢固程度下降，且纤维易发生焦化反

应，产物颜色变深并结块。当醚化温度为 ７０℃时，
羧甲基取代度最高，为 ０４０６１，该温度既可保证
主反应效率，又可有效控制副反应速率，使醚化剂

利用充分，因此在优化醚化温度时选择 ７０℃为中
心点。

２３４　醚化时间
以１５％ＮａＯＨ溶液于２５℃下碱化１ｈ，加入与膳

食纤维等量的氯乙酸于 ７０℃分别醚化 ３０、３５、
４０、４５、５０ｈ，测定醚化时间对膳食纤维羧甲基取
代度的影响，如图５所示。

图 ５　醚化时间对水酶法膳食纤维羧甲基取代度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ｔｈ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ｎＤＳｏｆＥＡＥＰ

ｄｉｅｔａｒｙｆｉｂｅｒ
　
由图５可知，当醚化时间在 ３～４ｈ时，羧甲基

取代度随醚化时间的增加而逐渐上升，延长醚化时

间将使取代反应进行得更充分，当醚化时间在 ４～
５ｈ时，反应已达平衡，继续延长反应时间，由于体系
长期处于强碱环境中易导致纤维发生降解，可能致

使连接上的羧甲基被再次裂解下来，从而使羧甲基

取代度逐渐降低。当醚化时间为 ４ｈ时，羧甲基取
代度最大，为０４０９５，因此在优化醚化时间时选择
４ｈ为中心点。
２４　响应面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４１　模型建立与方差分析

在上述单因素试验基础上，以膳食纤维羧甲基

取代度为响应值，选择碱化温度、氯乙酸添加量、醚

化温度和醚化时间４个因素，采用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试
验设计进行响应面分析。试验设计及结果见表 ２，
表中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分别为碱化温度、氯乙酸添加量、
醚化温度和醚化时间的编码值。

通过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６软件，对表 ２中数据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拟合，得到膳食纤维羧甲基取代

度（ＤＳ）对碱化温度 Ｘ１、氯乙酸添加量 Ｘ２、醚化温度
Ｘ３、醚化时间 Ｘ４的二次多项回归方程模型为

４３３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表 ２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试验设计与结果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ｄｅｓｉｇｎ

试验序号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ＤＳ
１ －１ －１ ０ ０ ０３１３０

２ １ －１ ０ ０ ０２６４２

３ －１ １ ０ ０ ０２７１８

４ １ １ ０ ０ ０３９４８

５ ０ ０ －１ －１ ０３６４０

６ ０ ０ １ －１ ０３５８３

７ ０ ０ －１ １ ０２８７５

８ ０ ０ １ １ ０２８６６

９ －１ ０ ０ －１ ０３４７３

１０ １ ０ ０ －１ ０３７２２

１１ －１ ０ ０ １ ０２６９７

１２ １ ０ ０ １ ０２４３５

１３ ０ －１ －１ ０ ０２７０１

１４ ０ １ －１ ０ ０３６９５

１５ ０ －１ １ ０ ０３５１２

１６ ０ １ １ ０ ０３６８６

１７ －１ ０ －１ ０ ０３５０２

１８ １ ０ －１ ０ ０２７３２

１９ －１ ０ １ ０ ０２４８４

２０ １ ０ １ ０ ０３９０１

２１ ０ －１ ０ －１ ０３６７１

２２ ０ １ ０ －１ ０３６９７

２３ ０ －１ ０ １ ０２３９０

２４ ０ １ ０ １ ０３１１２

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０４１２７

２６ ０ ０ ０ ０ ０４３０１

２７ ０ ０ ０ ０ ０４２６５

２８ ０ ０ ０ ０ ０４３１１

２９ ０ ０ ０ ０ ０４０４２

ＤＳ＝０４２＋００１１Ｘ１＋００２３Ｘ２＋７３９×１０
－３Ｘ３－

００４５Ｘ４＋００４３Ｘ１Ｘ２＋００５５Ｘ１Ｘ３－００１３Ｘ１Ｘ４－

００２１Ｘ２Ｘ３＋００１７Ｘ２Ｘ４＋１２０×１０
－３Ｘ３Ｘ４－

０６３Ｘ２１－００４４Ｘ
２
２－００４１Ｘ

２
３－００５３Ｘ

２
４

对该模型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３。由方差
分析结果可知，所得回归模型 Ｆ值为 ３０６０，差异性
极显著（Ｐ＜００００１），失拟项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说明方程与试验结果误差较小，拟合程度较
高。模型总体的 Ｒ２为 ０９６８４，说明该方程中参数
可解释 ９６８４％的因变量变化，其他因素对取代度
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可通过该模型对羧甲基化工艺

参数进行预测。由表３可知，一次项 Ｘ２、Ｘ４，二次项

Ｘ２１、Ｘ
２
２、Ｘ

２
３、Ｘ

２
４及交互项 Ｘ１Ｘ２、Ｘ１Ｘ３对羧甲基取代度

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一次项 Ｘ１及交
互项 Ｘ２Ｘ３、Ｘ２Ｘ４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以上结
果表明各参数对羧甲基取代度的影响具有交互作

用，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根据表３中各参数 Ｆ值的

大小，判断各参数对羧甲基取代度影响程度的大小次

序为：醚化时间、氯乙酸添加量、碱化温度、醚化温度。

表 ３　响应面结果方差分析

Ｔａｂ．３　ＡＮＯＶＡ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Ｐ

模型 ０１０ １４ ７１９×１０－３ ３０６０ ＜００００１

Ｘ１ １５８×１０－３ １ １５８×１０－３ ６７２ ００２１３

Ｘ２ ６５８×１０－３ １ ６５８×１０－３ ２８０１ ００００１

Ｘ３ ６５６×１０－４ １ ６５６×１０－４ ２７９ ０１１７０

Ｘ４ ００２４ １ ００２４ １０３８６ ＜００００１

Ｘ１Ｘ２ ７３８×１０－３ １ ７３８×１０－３ ３１４１ ＜００００１

Ｘ１Ｘ３ ００１２ １ ００１２ ５０９１ ＜００００１

Ｘ１Ｘ４ ６５３×１０－４ １ ６５３×１０－４ ２７８ ０１１７７

Ｘ２Ｘ３ ００２１ １ ００１２ １０１７ ００１５３

Ｘ２Ｘ４ １２１×１０－３ １ １２１×１０－３ ５１５ ００３９５

Ｘ３Ｘ４ ５７６×１０－６ １ ５７６×１０－６ ００２５ ０８７７８

Ｘ２１ ００２６ １ ００２６ １１０３２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２ ００１３ １ ００１３ ５４０３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３ ００１１ １ ００１１ ４５９６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４ ００１９ １ ００１９ ７９０２ ＜００００１

残差 ３２９×１０－３ １４ ２３５×１０－３

失拟项 ２７２×１０－３ １０ ２７２×１０－３ １９２ ０２７６５

纯误差 ５６６×１０－４ ４ １４２×１０－４

总和 ０１０ ２８ Ｒ２＝０９６８４

２４２　响应面分析与优化
在回归方程基础上，考察各因素及其交互作用

对羧甲基取代度的影响，所得响应曲面及等高线图

如图６所示。在响应曲面中，曲面越陡峭则该因素
对响应值影响较大，反之较小；而等高线图可反映因

素间交互作用的程度，椭圆形表示交互作用显著，圆

形表示交互作用不显著
［１２］
。结合图 ６及回归方程

可知，碱化温度与氯乙酸添加量、碱化温度与醚化温

度对羧甲基取代度影响极显著（Ｐ＜００１），氯乙酸
添加量与醚化温度、氯乙酸添加量与醚化时间对羧

甲基取代度影响显著（Ｐ＜００５）。在所考察因素范
围内，响应值均随各因素先升高后降低，各曲面呈下

开口凹面，中心位于所考察区域内，说明回归方程有

极大值。

通过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分析，得到羧甲基化制
备大豆水酶法膳食纤维的最佳工艺参数为：碱化温

度２５℃、氯乙酸添加量为膳食纤维质量的 １０４倍、
醚化温度 ７０２０℃、醚化时间 ３８０ｈ，此条件下由回
归方程推算出羧甲基取代度的预测值为 ０４３２０。
考虑到实际可操作性，将上述参数调整为：碱化温度

２５℃、氯乙酸添加量为膳食纤维质量的 １０５倍、醚
化温度７０℃、醚化时间３８ｈ，在此最优条件下进行
３次平行验证试验，得到的羧甲基取代度平均值为
０４３０５，与预测值较为接近，说明响应面优化的结

５３３第 １０期　　　　　　　　　　　江连洲 等：羧甲基化大豆水酶法膳食纤维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图 ６　羧甲基化工艺参数对羧甲基取代度影响的响应曲面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ＤＳｏｆＥＡＥＰｄｉｅｔａｒｙｆｉｂｅｒ
　

果准确可靠，具有一定的实际参考价值。

２５　水酶法膳食纤维的物化特性
在上述最优条件下制备羧甲基化水酶法膳食纤

维，测定修饰反应前后膳食纤维的物化特性，结果如

表４所示。

表 ４　水酶法膳食纤维的物化特性

Ｔａｂ．４　Ｐｈｙｓ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ＥＡＥＰｄｉｅｔａｒｙｆｉｂｅｒ

膳食纤维类别
持水率／

（ｇ·ｇ－１）

持油率／

（ｇ·ｇ－１）

膨胀率／

（ｍＬ·ｇ－１）

水酶法膳食纤维 ４３３±００６ｂ ３１５±００９ｂ ４６１±０１３ｂ

羧甲基化水酶法

膳食纤维
８２１±００７ａ ３８０±０１５ａ ９８８±０１０ａ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制得的羧甲基化膳食纤维呈乳白色，无豆腥味，
质地细腻。由表 ４可知，经羧甲基化处理后膳食纤
维的各项物化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其持水率、

持油率和膨胀率分别提升至 ８２１ｇ／ｇ、３８０ｇ／ｇ和
９８８ｍＬ／ｇ，较原膳食纤维分别提升了 ８９６１％、
２０６３％和１１４３２％。修饰反应后膳食纤维良好的
物化特性，有助于其功能特性的发挥，可将其应用于

肉制品、焙烤食品、冷冻食品、饮料等中制备高功能

性的产品。

２６　水酶法膳食纤维的红外光谱结果
利用红外光谱对羧甲基修饰反应前后水酶法膳

食纤维进行了表征，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在 ３３００ｃｍ－１

附近的宽峰是—ＯＨ
的振动吸收峰，２８８０～３０００ｃｍ－１

附近为糖类 Ｃ—Ｈ
键的伸缩振动峰，经羧甲基化修饰后的膳食纤维在

这两个波数附近的吸收强度有所减弱，说明膳食纤

维结构中羟基发生部分取代
［１０－１１，２７］

。在１６３５ｃｍ－１

附近为羰基 Ｃ Ｏ的振动吸收峰，１３９４ｃｍ－１
附近为

图 ７　水酶法膳食纤维的红外光谱图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ＥＡＥＰｄｉｅｔａｒｙｆｉｂｅｒ
　

亚甲基—ＣＨ２的振动吸收峰，而羧甲基的对称伸缩

振动峰在１６００～１６４０ｃｍ－１
范围内，不对称伸缩振

动峰在１４００～１４５０ｃｍ－１
范围内

［１０－１２］
，因此，羧甲

基修饰样品中１６３５ｃｍ－１和１３９４ｃｍ－１处吸收峰的增强
表明羧甲基成功取代了膳食纤维结构中的羟基。

３　结束语

采用羧甲基化对大豆水酶法膳食纤维进行修饰

改性，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通过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响
应面法试验设计建立了碱化温度、氯乙酸添加量、醚

化温度和醚化时间对羧甲基取代度影响的模型。试

验结果表明，各因素对羧甲基取代度影响大小依次

为醚化时间、氯乙酸添加量、碱化温度、醚化温度。

经优化得到的最佳工艺参数为：碱化温度 ２５℃、氯
乙酸添加量为膳食纤维质量的 １０５倍、醚化温度
７０℃、醚化时间 ３８ｈ，在上述最优条件下羧甲基取
代度为０４３０５。修饰反应后水酶法膳食纤维持水
率、持油率和膨胀率分别较反应前提升了 ８９６１％、
２０６３％和１１４３２％。红外光谱谱图显示经修饰反
应后水酶法膳食纤维结构中发生了羧甲基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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