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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莱碱CBetaine)是指甘氨酸甜莱碱[CCH3)3NCH2COO-].ß -丙氨酸甜莱碱[CH3)3NCH2COO-].龙虾肌

碱[ φ←←￠∞00- ]. 

CHs 
虾、蟹、贝类海产动物肌肉中甜莱碱含量的测定方法作过研究[Konosu.1975 ，Hayashi. 1977、1978，须山三千
三等.1992年汉译本].表明甜莱碱类化合物在海产甲壳类、软体类肌肉中含量丰富，是这些海产品的主要呈味
物质之一，也是海产品具有甜味的原因，但在国内对该呈味物质的系统研究报导较少.近年来人们在水产品深
加工方面及模拟海 鲜食品的研究上，对甜莱碱类物质的呈昧作用 产生浓厚的兴趣和重视，因而，作者认为需要
对水产品及其加工 产品中呈味物质甜莱碱的定量方法建立一种较为正确的方法.

关于甜莱碱的定量方法，国外已有报导[Focht.1956].这种方法是采用水萃取法处理样品，然后将 萃取液
中的甜莱碱以霄氏盐形式在酸性溶液中结晶析出，最后于525 nm 处对雷氏盐离子进行比色.它不仅提供测定
甜莱碱含量的简单、精确的方法，并且可以推广到自然资源中其他物质内甜莱碱的测定.

以七种不同加工方法的海产品作样晶测定甜莱碱的含量.由于水产品组成较为复杂.如含有蛋白质等，故
采用水作为 萃取溶剂是否适用于水产品试样值得探讨，为此作者在实验中用不同的前处理方法进行比较。通
过试验证实用乙醇萃取法处理样品较水萃取法好. 萃取液甜莱碱用雷氏盐显色，在525 nm 进行比色，用试剂
空白作参比，方法简便易行二

1994-06-20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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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对虾(头部〉购自奉贤养殖场.-40'C保藏，三疵梭子蟹(冻晶)购自上海农贸市场，贻贝(冻晶〉产地浙江蠕

洒p杂色蛤仔(蒸煮袋包装食品)产地大连g虾米(淡盐干晶〉、扇贝(干贝〉、贻贝(淡干晶) 产地均为浙扭鄙县.

1.2 试剂与仪器
试剂(AR级〉 标准甜莱碱(甘氨酸甜莱碱).雷氏盐溶液.70%丙翻溶液，乙酶洗涤液，活性炭。
仪器 分光光度计(721型).离心机(LD4-2A).旋转蒸发仪(2FQ-81-1型).捣碎机(Z型)• 

1.3 测定方法
1. 3. 1 水产品中甜莱成革取-试样的伽j备

①水萃取法 精确称取捣碎样晶20 g .加燕馆水40-50ml.搅拌，离心，分离，蒸馈水洗涤沉淀，合并上清
液.用蒸馆水定容至100ml.移取上述溶液10 Ihl.加蒸馆水35-40ml.用浓盐酸调节pH 至1.O.加活性炭0.25
g .徽沸，振播，热过滤，热蒸馆水洗涤沉淀，合并滤液。冷却至室温，再以浓盐酸调节pH 至1.O.滤液用蒸饱水
定容至100ml.即为试样制备液，冰箱冷藏备用.

②乙醇萃取法 精确称取捣碎样品20 g .加蒸馆水40-50ml.搅拌，高压蒸煮，冷却至室温。加入95%乙醇
286时.4'C冷藏过夜。次日，离心，分离，用80%乙醇洗涤沉淀，合并上清液，减压浓缩，用蒸馆水定容.即为试
祥制备液，冰箱冷藏备用。
1. 3. 2 标准曲线的绘制

吸取1、2、3、4、5ml甜莱碱标准溶液(I mg /ml>.分别置于具塞试管中，依次加入4、3、2、1、Oml蒸馆水，用
冰浴冷却15分钟后，滴加雷氏盐溶液5时，振播，放回冰浴.0"C-4"C保藏至少3小时。从冰浴中取出试管，轻微
摇动，便结晶悬浮.用俨研芯漏斗拍滤，再用乙酸洗涤液洗曾提结晶。然后，用70%丙嗣溶液溶解甜莱碱雷氏盐
结晶，滤液收集于25ml比色管中，用70%丙嗣溶液定容，在721型分光光度计上，于525 nm 处用1 cm比色皿，
以试剂空白为参比测定吸光度.
1. 3. 3 比色测定

移取试样制备液5时，用冰糖冷却15分钟，再用浓盐酸调节pH至1.O.以下操作同标准曲线绘制.
1. 3. 4 回收牟测定

在试样制备液5ml 中加入10ml(1. 0 mg /mD标准甜莱碱溶液，用蒸馈水定容至50ml.移取定容液5时，
用冰浴冷却15分钟，再用浓盐酸调节pH至1.O.以下操作同标准曲线绘制。

2 结果与讨论

按实验方法制作的标准曲线，甜莱碱浓度在O.2-1. 0 mg/ml拖围内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为g
Y=0.1325X+0.0132 (r=0.996) 

由表1可见，用试剂空白和用70%丙酬溶液作参比，分别测定E值，测定结果是两者E值差别较大.计算
试样甜莱碱含量的相对偏差高达19%.故 作者认为选用试剂空白作参比溶液为好.

由表2可见，水萃取法测得甜莱碱含量，数值偏高，乙醇萃取法测得甜莱碱含量，接近文献值[Hayashi 等，
1978J.从分析结果比较，水萃取法的相对误差大〈相对偏差为16.4.%).乙醇萃取法的相对误差小{相对偏差为
8.4%).作者认为，水萃取法不能很好地去除水溶性蛋白.在实验过程中，先用浓盐酸调节pH到1. O.再加入
活性炭脱色，便部分蛋白质水解生成氨基酸等物质.据文献报导，游离氨基酸等物质存在，对霄氏盐有干拢作
用.甚至会使测得甜莱碱含量不规则地提高[Shimidu等.195S，K onosu等.1961J.而乙醇萃取法，用高压燕煮
使蛋白质凝固，加入乙醇静置过夜，使蛋白质凝聚并吸附固体杂质，再经离心、分离等实验步骤，均能使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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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杂质去除较彻底。回收率的测定也说明上述情况，乙醇萃取法回收率为92%，水萃取法回收率为115%.试验
结果表明，乙醇萃取法比水萃取法合理，测定结果可靠.

作者还对本方法的适用范围进行试验，由表3可见，采用乙醇萃取法处理样晶的比色分析法，可适用于不
同加工方法的水产品中甜莱碱的含量测定.

70%丙嗣溶液

试剂空白溶液

表1 采用不圃，比溶液对E值测定的影响

Table 1 Ettect ot various reterences on extinction value (E) 

度 浓度

r~主之:I山
0.200 。. 400 0. 600 0.800 

0.063 O. 101 0. 134 O. 163 

0.026 0. 061 0. 095 0. 125 

表2 乙鄙萃取法与水萃取法甜禀碱测定结果比较

1. 000 试祥

0.190 0.085 

O. 151 0.052 

Table 2 Comparison ot betaine contents obtained by ethanol extraction and water extraction 

水抽提法

乙醇抽提法

3 总结

对虾头7号 对虾头8号

甜莱碱含量<mg/mD

1335 

1049 

1133 

958 

相对偏差
<%) 

16. 4 

8. 4 

寝3 七种海产品中呈味物质甜禀碱含量的测定结果

Table 3 Betalne contents ln several seatood products 

样品名称 甜莱碱含量<mg/100g)

虾头 958 

三优梭子蟹 1047 

虾 米 233 

干 贝 133 

干贻贝 167 

冻贻贝 667 

杂包始仔 94 

(1)甜莱碱的标准曲线绘制，应选用试剂空白作参 比溶液，测定结果可靠.

回收率
<%) 

115 

92 

(2)水产品中呈味物质甜莱碱的二种萃取法的比较结果，乙醇萃取法比水萃取法合理.采用乙醇萃取法处
理样晶能较彻底去除杂质和不产每干扰因素，使分析测定结果满意.

(3)本研究建立的乙醇萃取法处理样品，以雷氏盐与甜莱碱显包后进行比色的测定方法，适用于不同加工
方法的水产品中甜莱碱含量的测定，也可作为水产品深加工和模拟海 鲜制品中甜莱碱含量的分析测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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