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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毒高蛋白质棉仁粉的研究

刘长林

北京工业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系
,

以刃及

摘 要 研究了棉籽粕精制和萃取脱毒工艺
,

制造出无毒高蛋白质棉仁粉
.

把它添加到谷物

食品中
,

可大大提高其蛋白质含量
,

有利于人民身体健康
.

关挂词 棉籽粕脱毒
,

食用棉仁粉

分类号 T S 20 1
.

2

0 引言

我国是棉花大国
,

产量居世界之首
.

据报道
,

1994 年
,

我国棉花产量为 4 50 万 t
,

棉

籽粕产量也大致相 当
.

棉籽粕中富含蛋白质达 38 % 一 42 %
,

与豆粕相差无几
,

是 一种宝

贵的蛋白质资源
,

急待人们去开发食用
.

我国人民素以谷物为主要食品
,

但其蛋 白质含量偏低
,

如面粉只有 10 %
,

大米
,

小

米
,

玉米
,

高粱等还不足 10 % 【’ ]
.

如何将高蛋白质棉籽粕制成食 品
,

再 添加 到谷物食品

中去
,

以 提高蛋 白质的供应量是我国强化食品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

应引起广泛重视
.

食用棉仁粉的研究工作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 其 一
,

使其中蛋 白质含量提 高到 50 %

以上 ; 其二
,

使其 中有毒物质棉酚降到安全限以下
,

如国际食用标准为 0
.

02 % 一 0 .0 6%
,

美国食用标准为 .0 045 % 以下 .l2
, 1

.

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者刘毓湘等多次赴国外考察
,

对食用棉仁粉 的开发应用作 了大量

报道 【4 ]
.

我国食用棉仁粉或者棉籽粕脱毒工作也取得重大进展
,

棉籽饼脱毒制造饲料工作已实

现工业化【’
·

`
七而食用棉仁粉的研究工作也正在加快步伐「̀

,

’
· ’ “ 1

.

我国棉籽粕不同于国外产品
,

它大多含有毒素棉酚且有大量棉籽壳
.

因此
,

我国食用

棉仁粉的研究工作
,

必须从提高蛋白质含量和脱除棉酚这两方面着手
.

这也是本项研究工

作的主要内容
.

1 实验部分

1
.

1 原料

预榨浸出后棉籽粕
,

其蛋白质 占 38 % 一 40 %
,

棉酚占 0
.

15 % 一 0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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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萃取剂

甲醇
、

异丙醇
、

丙酮
、

乙醇
、

稀碱水
.

1
.

3 实验方法

从上述棉籽粕 中
,

加工精制出高蛋白质棉仁粉
,

使蛋白质含量大于 50 %
.

在中 50 m m x soo m m 渗流管内
,

装人上述精制棉仁粉 200 9
,

加人萃取剂
,

浸渍 .0 5 h
,

再渗流 .0 5 h
,

至流出的渗流液几乎无色
.

沥干后
,

于 85 ℃ 下烘干
,

即得无毒高蛋白质棉

仁粉
.

萃取剂可回收再用
.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通过对棉仁粉脱毒工艺的选择 (其 中包括萃取剂
、

渗流时间
、

萃取温度等 )得到 7个棉

仁粉样品
.

它们的蛋 白质含量
,

棉酚含量及菌落总数
,

经国家权威部门
“

国家肉类食品质

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

检验
,

结果见表 1
.

由表 1看出
,

7 个样品中的蛋白质含量均在 53 % 以上
,

其中样品一高达 6.4 91 % ; 棉酚

含量均在 0 .0 41 4% 以下
,

其中样品二只有 .0 01 3 2% ; 多数样品菌落总数均在 15 000 以下
,

只有样 品五达 26 000
.

表 1 中还列出了美国食用棉仁粉标准 【2 ]
.

同美国标准相 比较
,

除样

品五菌落总数超标外
,

其余的达到甚至超过了美国食用标准
.

由此可见
,

对棉籽粕脱毒工

艺是可行的
.

表 1 棉仁粉样品质里及与美国食用标准的比较

总蛋白质 / % 菌落总数 个
·

g
一 ’

,二O产̀U,̀OJ,
矛
乙U亡」

645759”l

2

3

4

5

6

7

美 国食用标准

53
.

4 6

56
.

10

55
.

9 8

> 50

棉酚 /%

0
.

0 15 0

0
.

0 13 2

0
.

04 1 4

0
.

0 36 9

0
.

0 35 2

0
.

0 34 4

0
.

0 15 7

< 0
.

04 5

l 5

690

2 90()

3 60 0

2 6 00 0

15 00 0

/
< 20 0 00

从表 1可看出
,

只有样品五蛋白质含量较低
,

仅 53 .4 6%
,

棉酚含量比较适中
,

占 .0 0 3 5 2% ;

菌落总数却达 26 000
,

超过了美国食用标准
.

为慎重起见
,

又改进了样品五的试验条件
,

经

检验
,

其各项指标均符合食用要求
,

见表 2
.

表 2 改进后样品五测试结果

蛋白质 /% 棉酚 /%

.0加 1 26

纤维素 /% 菌落总数 / 个
·

g
一 ’

水分 /% 灰分 /%

53
.

肠 .2 68 1引刀 ) 6
.

55 8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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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看 出
,

改进后的样品五
,

蛋白质几乎不变
,

而棉酚却降至 .0 001 26 %
,

菌落总

数也大大下降
,

达到 了美国食用标准
.

微量营养元素铁
、

锌
、

锰
、

钙
、

铜
、

镁
、

钠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物质
.

将样品五在 《国

家肉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 的检测结果
,

与我国面粉标 准物
、

美国面粉 标准物

及棉籽粕进行了比较 I’ ]
,

结果见表 3
.

表 3 徽且元众的比较 / m .g k g
一 ,

类 别 铁 锌 锰 钙 铜 镁 钠

样品五 77 2
.

6 9 2
.

5 2 3
.

8 5 3 76 26
.

4 6 94 7 2 46
.

3

中国面 粉标准物 3 7.8 一 一 4 54 4
.

1 569 10
.

1

美国面粉标准物 1 .8 7 11
.

4 8
.

5 一 1
.

7 一 8
.

8

棉籽粕 4 82 4 3
.

1 6
.

7 1 059 8
.

2 6 5 13 7 147

由表 3看出
,

上述 7 种微量元素都明显高于中美两国面粉标准物
,

也高于原料棉籽粕
.

可以认为
,

这些微量元素多集中在棉仁粉 中
,

而且
,

其含量之高令人鼓舞
.

3 结论

用本项工艺对棉籽粕进行精制与脱毒生产食用棉仁粉是可行的
.

产 品质量达 到或超

过 ; 美国食用标准
,

可望对食品从蛋白质和微量营养元素两个方向加以强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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