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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研究以罗非鱼（Ｏｒｅｏｃｈｒｏｍｉｓｍｏｓｓａｍｂｉｃｕｓ）为原料制作酒糟鱼，采用间歇真空糟制技术研究盐腌时间、预
干制条件与间歇真空糟制条件对酒糟鱼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采用１５％的盐水腌制１３ｈ、５０℃热风干燥１１ｈ、
间歇真空干燥温度为２５℃、糟制６ｄ、真空度为００９５ＭＰａ条件下，所得产品甜咸适宜、色泽较好，总糖质量分
数为（５９６９３±１６３）μｇ·ｇ－１，总酸质量分数为（１２３９５±０５３）ｍｇ·ｇ－１，氨基态氮质量分数为（１９８±０１５）ｇ·
ｋｇ－１，品质优于其他条件下所制得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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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糟鱼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淡水鱼风味食品，原
料为新鲜淡水鱼，经漂洗、腌制、干制后，以白

糖、酒糟、白酒等浸渍发酵而成，具有酒味醇厚，

香味浓郁等特点。传统方法生产酒糟鱼一般需１～
２个月，往往以作坊式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
大，产品品质和卫生状况都难以控制［１３］。目前国

内外对酒糟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营养价值［４］、糟

制方法［５］、糟制过程中微生物的生长［６］等方面，

对如何缩短酒糟鱼生产周期方面的研究报道还较少

见到。缩短酒糟鱼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控制

产品品质，是酒糟鱼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真空渗透是一种高效的食品加工方法，其原理

是利用由压差引起的流体动力学机理和松弛现

象［７］来达到缩短腌渍时间的目的。真空渗透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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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品的品质，如改善冷贮藏芒果粒的硬度和质

构［８］、鹅肉肌肉的嫩度［９］、火腿的品质［１０］、猪肉

的嫩度［１１］及牛肉干的色泽和可接受性［１２］，此外，

对改善皮蛋的品质［１３］有一定的作用。基于真空渗

透技术的诸多优点，将真空渗透技术与酒糟鱼加工

技术相结合，提高酒糟鱼腌制发酵速率，对促进酒

糟鱼工业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该研究以罗非鱼

（Ｏｒｅｏｃｈｒｏｍｉｓｍｏｓｓａｍｂｉｃｕｓ）为原料，将真空渗透应
用到酒糟鱼加工中，研究糟制温度、真空度、时间

对酒糟罗非鱼生产效率和品质的影响，优化糟制工

艺参数，确立酒糟鱼真空糟制工艺，缩短酒糟鱼生

产周期，为酒糟鱼高效快速的工业化生产和品质控

制提供理论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鲜活罗非鱼、糯米、白酒、料酒、食盐、复合

香辛料、蔗糖、味精、酒曲均购于广州市海珠区华

润万家超市；甲醛、氢氧化钠、硝酸银、浓硫酸等

均为分析纯，购于广州齐云公司。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８０９Ｔｉｔｒａｎｄｏ自动电位滴定仪（瑞士Ｍｅｔｒｏｈｍ）；

ＤＨＧ９１４５Ａ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技有
限公司）；ＤＺＦ６０５０真空干燥箱（上海精宏）；电子
分析天平；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海美谱达）；凯氏

定氮仪（瑞典 ＦＯＳＳ公司）；ＵＩｔｒａＴｕｒｒａｘＴ２５Ｂ型均
质机（德国ＩＫＡ工业设备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水分的测定采用恒温常压直接干燥［１４］；盐分

的测定采用ＳＣ／Ｔ３０１１—２００１［１５］电位滴定法；氨基
态氮和总酸的测定采用中性甲醛［１６］电位滴定法；

粗蛋白的测定采用凯氏定氮法［１７］；总糖含量的测

定采用 ＧＢＴ９６９５３１—２００８［１８］分光光度法。鱼肉
增重率η＝（ｍ２－ｍ１）／ｍ１，其中 ｍ１为糟制前鱼肉
的质量，ｍ２为糟制后鱼肉的质量。在不同条件下
糟制好的鱼块经过一定温度和时间干燥制成成品，

感官评定小组由１０名经过感官评定培训的成员组
成，对产品的色泽、滋味、口感、香味等４个方面
进行评价，总分为１００分，参考谭汝成等［５］得到感

官评定标准（表１）。
１４　样品制备

样品制备工艺流程：原料预处理→盐腌→预干
制→糟制→低温冷风干燥→杀菌→真空包装→冷
藏。

表１　酒槽鱼感官评定标准

Ｔａｂ１　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ｆｗｉｎｅｌｅｅｓｆｉｓｈ

类别ｃｌａｓｓ 评分标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分值 ｓｃｏｒｅ

滋味 ｔａｓｔｅ 甜咸适中 滋味和谐 酒味醇厚 无酸涩味 ２６～３０

甜咸味重 滋味较柔和 酒味较醇厚 无酸涩味 ２０～２５

甜咸轻或重 酒味较淡 回味短或有酸涩味 １０～１９

酒味不明显 回味短 ０～９

香味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酒香味突出 纯正浓郁 腊香味浓郁 无异味 １９～２５

酒香味突出柔和腊香味明显 异味轻 １２～１８

酒香味轻，腊香味明显 异味轻 ６～１１

无酒香味 腊香味不足 有明显异味 ０～５

色泽 ｃｏｌｏｕｒ 表皮呈黄褐色 均匀一致 光泽好 １６～２０

表皮黄褐色 光泽好 １１～１５

表皮呈黄色 不均匀 光泽差 ６～１０

表皮和肉均呈深褐色或无光泽 ０～５

口感 ｔｅｘｔｕｒｅ 咀嚼性好 口感柔和 １９～２５

咬劲过大 口感较好 １２～１８

咬劲不足或口感粗糙 ６～１１

软烂或有纤维感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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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　米酒制作　　糯米于清水中浸泡１５ｈ，常
压下蒸制４０ｍｉｎ，取出后立即用约３０℃的冷开水
冲淋使饭粒分离，并降至２８℃，转移至清洁的玻
璃容器中，加入适量酒曲。其中，ｍ（米饭）ｍ
（酒曲）＝２５０１。将酒曲的６０％与米饭拌匀，搭
窝，然后将其余酒曲撒在米饭表面和窝内，加盖后

于２８℃恒温培养箱中发酵４８ｈ。
１４２　原料前处理　　原料经去鳞、去内脏、去
头后沿着脊椎骨取背部肉片，切成８ｃｍ×４ｃｍ×
１５ｃｍ的鱼段，漂洗后沥干表面水分。将鱼以 ｍ
（鱼）Ｖ（水）＝１２的比例于４℃、１５％的盐水
中分别腌制 ４ｈ、７ｈ、１０ｈ、１３ｈ、１６ｈ和 ２０ｈ
后，沥干表面水分。

１４３　预干制　　将腌制好的鱼片放于５０℃的烘
箱中干燥至鱼块水分质量分数分别为７５％、６５％、
５０％、４０％和３０％。
１４４　糟制　　将干燥后的鱼段按鱼糟质量体积
比１２的比例放于洁净的容器中，放于一定温度
（５℃、１５℃和２５℃）和真空度（０ＭＰａ、００５ＭＰａ
和００９５ＭＰａ）的真空干燥箱中糟制１２ｈ，再恢复
常压糟制１２ｈ，如此反复２ｄ、４ｄ、６ｄ、８ｄ和１２
ｄ。
１５　数据处理　

每次实验设 ３个平行，取平均值。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腌制时间的确定
食盐腌制过程包括了两个传质过程，１）盐从

溶液进入食品结构内（鱼肌肉中），２）鱼肉中的水
流出来［１９］。腌制时间过短，产品风味不佳，反之

产品口感较差。因此，腌制时间决定产品品质［２０］。

该实验在张群飞等［２１］的研究基础上将沥干后的罗

非鱼块于４℃条件下分别腌制４ｈ、７ｈ、１０ｈ、１３
ｈ、１６ｈ、２０ｈ，再经５０℃、７ｈ热风干燥，００９５

图１　盐腌时间对鱼块咸味得分的影响
不同字母表示数值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ｉｃｋ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ｎｓａｌｔｙｓｃｏｒｅｏｆｆｉｓ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Ｐａ、２０℃、６ｄ间歇真空糟制制得成品。
根据感官评价和含盐量确定最佳的腌制时间，

结果分别见图１和表２。盐腌１３ｈ时所得产品感官
评分值最高且产品风味较好（图１）。鱼肉中含盐量
约为４７１％（表２），综合以上实验结果选择盐腌
时间１３ｈ。
２２　预干制工艺的确定

鱼块的糟醉速率可能与糟醉初始水分含量相

关。该研究通过控制鱼块糟醉初始水分质量分

数，达到提高糟醉速率的目的。将腌制后的鱼块

分别在３０℃、５０℃和７０℃的条件下热风干燥，
每隔一定时间取样测水分质量分数，再经一定的

糟制工艺制成成品。图２显示的是不同热风干燥
温度下罗非鱼块水分质量分数的变化。结果表明

随着干燥时间的延长，鱼段水分质量分数逐渐下

降，且温度越高，达到相同水分质量分数所需的

时间越短。鱼肉在 ５０℃温度条件下水分质量分
数降到５０％所需的时间与３０℃相比缩短了１３ｈ，
在７０℃温度条件下的热风干燥时间比５０℃缩短
了约５ｈ。考虑到鱼肉干燥速率与鱼肉品质，热
风干燥温度选５０℃较合适。

表２　腌制时间对酒糟鱼含盐量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ｕｒ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ｎｔｈｅｓａｌ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ｆｉｓｈ

腌制时间／ｈｃｕｒｉｎｇｔｉｍｅ ４ ７ １０ １３ １６ ２０

ｗ（盐）／％ ｓａｌ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９８±０２０ａ ２５３±０１６ｂ ４２７±０１８ｃ ４７１±０２２ｄ ６１６±０２０ｅ ６４２±０１２ｅ

　注：同行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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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干燥温度对鱼块水分质量分数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ｒ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ｆｉｓｈ

　　表３是不同热风干燥温度对鱼肉色泽的影响。
温度一定时，随着干燥时间的延长，明亮度（Ｌ）逐
渐降低，红绿色值（ａ）和黄蓝色值（ｂ）逐渐增大，
表明鱼肉的亮度随着干燥时间的延长逐渐降低，鱼

肉的色泽逐渐变深。这是由于热风干燥过程中鱼肉

发生美拉德反应，产生棕色物质［２２２４］，干燥时间越

久，棕色物质积累越多［２５］。除此之外，鱼肉在７０
℃干燥时，亮度降低情况较５０℃和３０℃明显，１５
ｈ后色泽较深（表３），且在高温下，鱼肉表面容易出
现较明显的收缩干结现象［２６］，不利于糟液渗入鱼肉

内部，从而影响到制品的糟制效率。

表４为鱼肉水分质量分数对糟制过程的影响。

根据预干制干燥曲线，取不同含水量鱼肉，按糟制

工艺进行糟制，根据感官评价及糟制增重率确定预

干制终点水分质量分数。结果显示随着鱼肉水分质

量分数的升高，鱼肉糟制后的增重率呈现先上升后

下降的趋势，且糟制后鱼肉的口感、滋味、香味等

感官评价值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由于较干

鱼肉在糟制时易吸收米糟中的糟醉液，但过干的鱼

肉收缩干结，在鱼肉表面形成一层硬壳，阻碍糟醉

液渗入鱼肉内部，从而影响糟醉增重率和制品的口

感。水分质量分数为约５０％时制得的酒糟鱼产品
感官评价值与干基增重率最高。综合以上分析，选

定酒糟罗非鱼预干制终点鱼肉水分质量分数为

５０％，热风干燥温度为５０℃，干燥时间为１１ｈ。
２３　真空糟制工艺研究

酒糟鱼为发酵类产品，其风味物质与酒糟中

乳酸菌、酵母菌等微生物的生长代谢有关。真空

糟制可提供无氧环境，有利于乳酸菌［２７］和酵母菌

等兼性厌氧型微生物的生长，同时抑制杂菌的生

长繁殖。真空糟制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温度、真空

度和糟制时间。糟醉液中氨基态氮、总糖含量较

高且富含有机酸。因此以酒糟鱼中总糖、氨基态

氮、盐含量、水分含量、总酸为指标，分别考察

糟制温度、真空度和糟制时间对各项指标与产品

品质的影响。

表３　干燥温度对鱼块色泽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ｒ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ｃｏｌｏｕｒｏｆｆｉｓｈ

温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时间／ｈｔｉｍｅ 明亮度 Ｌ ｌｉｇｈｔ 红绿色值 ａ ｒｅｄ 黄蓝色值 ｂ ｙｅｌｌｏｗ

３０ ２ ９２５６±０５１ａ －５２１±０４４ａ ４１４±１０２ａ

５ ９００５±０７４ａ －４９６±０６５ａ ６８３±０９７ｂ

１０ ８３７２±０９５ｂ －３６７±０３８ｂ ９５１±０５９ｃ

１５ ７９５３±０３２ｃ －２７８±０３４ｃ １１６３±０３７ｄ

２５ ６６７９±０４７ｄ １０３±０８３ｄ １４１９±１２６ｅ

５０ ２ ８１３６±０９８ａ －２９２±０４８ａ １１５５±１１７ａ

５ ７７２９±０３６ｂ －２４６±０５３ｂ １４２１±１４６ｂ

１０ ７３４８±０２８ｃ －１１０±０７２ｃ １９７５±０８４ｃ

１５ ６８２３±０７７ｄ ０６１±０６１ｄ ２１０３±０２１ｄ

２５ ６２９７±０８６ｅ ２３９±０３５ｅ ２９４０±０７９ｅ

７０ ２ ７２２１±０３１ａ －２０４±０５８ａ ２０１５±１１６ａ

５ ６７５２±０４６ｂ －０５８±０５５ｂ ２５２４±１４３ｂ

１０ ６０１５±０３９ｃ ３３０±０７０ｃ ２８９９±０８９ｃ

１５ ５６６０±０５９ｄ ５２４±０４９ｄ ３１９１±０７８ｄ

２５ ４９３１±０８０ｅ ８６９±０３３ｅ ３７７３±１２７ｅ

　注：同列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后表同此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ａｂ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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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鱼块水分质量分数对糟制过程的影响

Ｔａｂ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ｆｉｓｈｏｎｗｉｎｅｌｅｅｓｐｉｃｋ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ｗ（水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糟制增重率／％
ｒａｔｅｏｆｗｉｎｅｌｅｅｓｐｉｃｋｌｉｎｇ

滋味

ｔａｓｔｅ
香味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色泽

ｃｏｌｏｕｒ
口感

ｔｅｘｔｕｒｅ
总分

ｔｏｔａｌｐｏｉｎｔ

７５ ５７３±１６３ａ ２６±３０２ａ １９±２８８ａ １６±１１３ａ １９±３２２ａ ８０

６５ １８９２±１０８ｂ ２６±２９９ａ ２０±３６１ａ １８±２７６ａ ２０±１７９ａ ８４

５０ ４０７０±１４９ｃ ２８±４２４ａ ２２±１７９ａ １８±２０９ａ ２３±２８９ｂ ９１

４０ ３３５９±２４３ｄ ２０±２５６ｂ １４±２５４ｂ １５±３１７ａ １７±３０４ａ ６６

３０ ２４１１±１３２ｅ ９±１０６ｃ １１±２１０ｃ ６±１０１ｂ １２±２９６ｃ ３８

表５　真空度对酒糟鱼品质的影响

Ｔａｂ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ｖａｃｕｕｍｄｅｇｒｅｅ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ｄｒｕｎｋｆｉｓｈ

真空度／ＭＰａ
ｖａｃｕｕｍｄｅｇｒｅｅ

ｗ（总糖）／μｇ·ｇ－１

ｔｏｔａｌｓｕｇａｒ
ｗ（盐）／％
ｓａｌ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总酸）／ｍｇ·ｇ－１

ｔｏｔａｌａｃｉｄ
ｗ（氨基态氮）／ｇ·ｋｇ－１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ｗ（水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 ３４７１±０３４ａ ５８６±０７４ａ ２６１１±０４１ａ ０９２±００８ａ ６３６２±１２２ａ

００５ ５７９１±０５２ｂ ５５０±０６３ａ ２８８３±０３２ｂ ０７８±００９ｂ ６３２０±２１７ａ

００９５ ７１８０±０４８ｃ ４６１±０６９ｂ ３１３４±０６２ｃ ０９６±０１１ａ ６３０６±１６９ａ

２３１　真空度对酒糟鱼品质的影响　　由渗透
理论可知，一般情况下，真空度与渗透速率呈正

相关。表 ５的结果显示：鱼肉中氨基态氮、总
酸、总糖含量随着糟制真空度的增加而上升，盐

含量随着真空度的增加呈现降低趋势，而真空度

对鱼肉水分含量没有太大的影响。这是因为鱼肉

在真空作用下产生一定程度的膨胀，鱼肉细胞间

距增大［２８］，真空度越大，细胞间距越大，糟醉液

更易进入鱼肉内部，提高糟醉速率。同时鱼肉较

高浓度的盐分也会扩散到糟醉液中。在真空度为

００９５ＭＰａ时鱼肉的总糖、总酸和氨基态氮值优
于常压和００５ＭＰａ，因此，真空糟制工艺真空度
选择为００９５ＭＰａ。
２３２　真空糟制时间对酒糟鱼品质的影响　　表

６为糟制过程中酒糟鱼感官品质的变化。结果表
明，随着糟制时间的延长，酒糟鱼滋味、色泽、香

味、口感等各项评分都显著提高，在糟制第６天时
评分最高。这是因为随着糟制时间的延长，鱼肉中

的食盐会渗透入糟醉液中，糟醉液中的风味物质和

有机酸、氨基酸等物质会渗入鱼肉内部，鱼肉的咸

味会由偏咸到适宜，酒糟鱼的滋味、香味等也会显

著提升。酒糟鱼由于总糖含量的增加，再经过一定

的干燥处理，会使酒糟鱼出现较诱人的色泽［２９］和

香味，有助于提升感官评价得分。此后，糟制时间

继续延长，感官评分值降低，酒糟鱼出现酸涩苦

味，可能是过度发酵的原因。此外，酒糟鱼中总糖

含量过高时，酒糟鱼的色泽过深，从而影响感官评

价值。

表６　糟制时间对酒糟鱼感官评价的影响

Ｔａｂ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ａｃｕｕｍｗｉｎｅｌｅｅｓｐｉｃｋ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ｕｎｋｆｉｓｈ

糟制时间／ｄ
ｗｉｎｅｌｅｅｓｐｉｃｋｌｉｎｇｔｉｍｅ

滋味

ｔａｓｔｅ
香味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色泽

ｃｏｌｏｕｒ
口感

ｔｅｘｔｕｒｅ
总分

ｔｏｔａｌｐｏｉｎｔ

２ ９±３０３ａ １１±２９８ａ ９±２９３ａ １６±１７３ａ ４５

４ １９±２０７ｂ １９±１９９ｂ １１±１７６ａ １９±２６３ａｃ ６８

６ ２８±３４６ｃ ２１±２７５ｂｃ １９±２０６ｂ ２４±３０６ｂ ９２

８ ２６±２６９ｃ ２３±１７７ｃ ２０±３１７ｂ ２１±２４５ｃ ９０

１２ １７±３１１ｂ １３±２０８ａ ５±２８１ｃ １１±１８６ｄ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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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７为糟制过程中酒糟鱼品质变化。结果表
明，在糟制过程中，酒糟鱼的成分出现了显著变

化，这与以上分析结果即真空渗透能有效提高糟制

速率相符。其中真空糟制６ｄ酒糟鱼品质和真空糟
制８ｄ的相似，而真空糟制１２ｄ总酸含量较高。考
虑到糟制效率与产品的感官品质和营养成分，确定

真空糟制时间为６ｄ。与传统糟制３０ｄ～４０ｄ［５］相
比，糟制时间缩短了约４／５。
２３３　真空糟制温度对酒糟鱼品质的影响　　表
８为糟制温度对酒糟鱼品质的影响。结果显示，糟

制温度与酒糟鱼的品质呈正相关，即随着糟制温度

的升高，酒糟鱼肉中氨基态氮、总酸、总糖含量逐

渐增高，而鱼肉水分含量和盐含量没有显著变化。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随着温度的升高，酵母菌和乳

酸菌等优势菌的生长代谢旺盛［３０］，对酒糟鱼的发

酵成熟起到促进作用。根据渗透方程，环境温度越

高时，物质的震动速率增高，酒糟鱼的渗透速率增

高，酒糟鱼产品的品质好。由以上分析，酒糟鱼真

空糟制温度选用２５℃可以得到品质较高的酒糟鱼
产品。

表７　糟制时间对酒糟鱼品质的影响

Ｔａｂ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ａｃｕｕｍｗｉｎｅｌｅｅｓｐｉｃｋ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ｄｒｕｎｋｆｉｓｈ

糟制时间／ｄ
ｗｉｎｅｌｅｅｓｐｉｃｋｌｉｎｇｔｉｍｅ

ｗ（总糖）／μｇ·ｇ－１

ｔｏｔａｌｓｕｇａｒ
ｗ（氨基态氮）／ｇ·ｋｇ－１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ｗ（总酸）／ｍｇ·ｇ－１

ｔｏｔａｌａｃｉｄ
ｗ（盐）／％
ｓａｌ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水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 ７１８０±０４８ａ ０９６±０１１ａ ３１３４±０６２ａ ４６１±０６９ａ ６３０６±１６９ａ

４ ２０５１０±０７４ｂ １５８±０１１ｂ ７３４９±０９４ｂ ３１５±０４０ｂ ６３８９±０７２ａ

６ ５９６９３±１６３ｃ １９８±０１５ｃ １２３９５±０５３ｃ ２９９±０５４ｃ ６５２２±１２６ｂ

８ ６６７１４±１７３ｄ ２１６±０１４ｃ １２９０６±０６４ｃ ２０６±０６８ｄ ６６１８±１４７ｃ

１２ ７５２５８±１５７ｅ ３２８±０１０ｄ ２９１７５±０７６ｄ １０３±０９２ｅ ６９５６±０９８ｄ

表８　糟制温度对酒糟鱼品质的影响

Ｔａｂ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ｖａｃｕｕｍｗｉｎｅｌｅｅｓｐｉｃｋｌ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ｄｒｕｎｋｆｉｓｈ

温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总糖）／μｇ·ｇ－１

ｔｏｔａｌｓｕｇａｒ
ｗ（盐）／％
ｓａｌ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总酸）／ｍｇ·ｇ－１

ｔｏｔａｌａｃｉｄ
ｗ（氨基态氮）／ｇ·ｋｇ－１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ｗ（水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 ５２９４±０４５ａ ５０１±０９６ａ ３０７０±０３４ａ ０９４±０１２ａ ６５０７±１１６ａ

１５ ６００８±０５７ｂ ５４０±０７１ａ ３３８５±０７６ａ ０９６±０１１ａ ６３５１±０６３ｂ

２５ ７１８０±０３７ｃ ４６１±０６９ｂ ３１３４±０６２ａ ０９６±０１１ａ ６３０６±１６９ｂ

　　综合以上分析，真空糟制温度为２５℃，真空
糟制时间为６ｄ，真空度为００９５ＭＰａ时，制得的
酒糟鱼品质优于传统工艺［２８］且糟制效率提高了约

５倍。

３　结论

该研究综合分析了酒糟罗非鱼盐腌时间、预干

制温度与时间以及真空糟制工艺对酒糟鱼成品品质

的影响。发现罗非鱼鱼块在４℃、１５％盐水条件下
盐腌１３ｈ，酒糟鱼成品咸度适宜；罗非鱼鱼块盐腌
之后，在５０℃热风干燥１１ｈ，鱼块预干制终点水
分在５０％时，酒糟鱼感官评价得分较高，色泽较
好；真空糟制温度２５℃、糟制时间６ｄ，真空度
００９５ＭＰａ时制得的酒糟鱼品质较佳。通过真空渗

透技术能够有效地提高酒糟鱼生产效率，成功避免

了因长时间浸泡导致的鱼肉糜烂等问题，为酒糟鱼

的工业化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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