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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哈密瓜，产于我国新疆、甘肃敦煌以及内蒙古阿

拉善盟一带。 哈密瓜瓜肉甜香、风味独特，奇香袭人。
且营养丰富，药用价值高，有“瓜中之王”的美称。 据分

析，哈密瓜瓜肉中含有干物质18%，含糖量15％，纤维素

2.6%~6.7%。 还有苹果酸、果胶物质、维生素A、B、C，尼

克酸以及钙、磷、铁等元素。 其中铁的含量比鸡肉多两

3倍，食用哈蜜瓜对人体造血机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可以用来作为贫血的食疗之品。

牛乳能供给人体所必需的全部氨基酸，并且牛乳

中氨基酸是食品中最接近人体要求的。 含有多种维生

素和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 试验以哈密瓜、鲜牛奶

为主要原料生产出一种纯天然保健乳饮料，探讨哈密

瓜乳饮料的加工工艺，确定加工中的最佳参数。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设备

哈 密 瓜（金 红 宝，产 自 甘 肃 敦 煌）、纯 净 水、蔗 糖

（市购一级品）、柠檬酸、稳定剂（食用级）、牛乳（市售

当天鲜牛奶）。

1.2 工艺流程

1.3 操作要点

（1）挑选八、九成熟、无霉变、无损伤、无腐烂的哈

密瓜，以纹络清洗、瓜肉色泽为橘红色或黄色为好。 然

后清洗、去皮去籽、切片。
（2）护色。 将瓜片放入含有质量分数为0.1%的Vc

和0.15%柠檬酸中,浸泡5min护色。
（3）打浆。 将瓜片用打浆机打浆，然后用胶体磨微

粒化处理，过滤备用。
（4）调配。 将鲜牛奶过滤，稳定剂、蔗糖、乳化剂充

分溶解，与纯净水、哈密瓜浆液混合调配。
（5）加酸。 加酸前先将调配混合后的溶液温度降

至20 ℃以下，然后用柠檬酸将pH 值调到4.0 左右。
（6）均质。 经高压均质机二次均质，第一次均质压

力16 MPa，第二次20 MPa。
（7）脱气。 采用真空脱气法进行脱气，压力0.06~

0.08MPa,温度为70~72℃。
（8）杀菌。 采用巴氏杀菌法对哈密瓜乳饮料进行

杀菌，温度为85 ℃，时间为1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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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冷 却。 将 产 品 冷 却 至20 ℃左 右，然 后 分 装

冷藏。
（10）感官评价。 组织12人评价小组，采用盲标的

形式，对不同工艺参数的哈密瓜乳饮料进行综合感官

评价，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评价结果。
口感:酸甜适宜，细腻柔和，口感清爽滑润（30分）；

香气滋味：具有哈密瓜特有的香气和浓郁的奶香味,香
气 协 调 柔 和（40分）；组 织 状 态：质 地 均 匀 一 致，无 沉

淀、悬浮及其他杂质及分层现象（30分）。
（11）稳定性测定。在有刻度的离心管中,准确加入

配制好的饮料10 mL,然后在3 500 r/min的离心机中离

心15 min, 弃去所有溶液，,准确称取沉淀物质量,利用

下式计算沉淀率。
沉淀率＝沉淀物质量 ／ 100 mL（饮料质量）×100％

2 结果与讨论

2.1 单一稳定剂对哈密瓜乳饮料的稳定性影响

将各种稳定剂按相同添加量添加，在相同加工工

艺条件下生产，观察成品离心后的稳定情况，结果如

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加入海藻酸钠、黄原胶、琼脂等

稳 定 剂 稳 定 较 差 效 果 ， 成 品 有 沉 淀 产 生 ； 而 加 入

CMC-Na、果胶、PGA的稳定效果较好，从沉淀率大小

可知，这3种稳定剂对成品的稳定效果顺序为：CMC-
Na、果胶、PGA。
2.2 复配稳定剂比例的确定

稳定剂和乳化剂能有效地保持食品的稳定性，使

产品品质均一，减少沉淀。 不同的稳定剂的特性各不

相同，但它们之间具有协同增效作用，以一定比例将

几种类型配合使用，稳定效果更明显。 研究以成品饮

料的沉淀率为指标选择CMC-Na、果胶、PGA、单甘脂

用量为因素进行四因素三水平L9(34)正交实验来确定

复合稳定剂的最佳配比，结果如表2所示；正交实验结

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 因素的主次关系为A>B>D>C，
即CMC-Na对哈密瓜乳饮料品质影响最大，然后依次

是果胶、单甘脂，最后为PGA。 复合稳定剂最佳比例为

A2B3C2D2， 即CMC-Na用量0.12％， 果胶用量0.14％，
PGA用量0.05％，单甘脂0.10％（均为质量分数）。
2.3 柠檬酸用量的确定

表4为不同柠檬酸用量对乳饮料品质的影响。 由

表4可以看出，柠檬酸用量以0.2％为宜，酸味剂如柠檬

酸可以酸化饮料，降低其pH值，增强防腐效果，改善产

品口味， 但由于此含乳饮料中蛋白质质量分数较高，
极易在酸性环境下沉淀， 为了保证乳饮料的稳定性，
加酸方式非常重要，乳液先与稳定剂混合,再在快速搅

拌的情况下进行调酸, 产品只出现少量沉淀并很快消

失,稳定性好。 这是因为,乳液与稳定剂混合,乳蛋白得

到了稳定剂的保护作用；另一方面,较快的搅拌速度可

以使乳液迅速扩散均匀, 从而防止局部酸度过高而产

生沉淀。

2.4 最佳配方的确定

以感官评分为指标,选择鲜牛奶用量、哈密瓜浆用

量、蔗糖用量、柠檬酸用量为因素进行四因素三水平

L9(34)正交实验，实验的因素水平如表5所示，确定其最

佳工艺配方；实验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以看出， 因素的主次关系为B>A>D>C，

序号

1
2
3
4
5
8

稳定剂种类

CMC-Na
海藻酸钠

黄原胶

PGA
果胶

琼脂

添加量 ／ ％
0.4
0.4
0.4
0.4
0.4
0.4

组织状态

无沉淀

少量沉淀

较多沉淀

无沉淀

无沉淀

很多沉淀

沉淀率 ／ ％
2.84
-
-

3.26
3.02
-

表1 单一稳定剂对乳饮料稳定性的影响

注：—不再实验。

序号

1
2
3
4

柠檬酸用量/%
0.1
0.2
0.3
0.4

感官评定

78
88
82
76

表4 不同柠檬酸用量对乳饮料品质的影响

水平

1
2
3

鲜牛奶用量A
40
45
50

哈密瓜浆用量B
10
15
20

白砂糖用量C
6
7
8

柠檬酸用量D
0.1
0.2
0.3

表5 原辅料配比的因素水平设计 %
因 素

注：均为质量分数。

试验号

1
2
3
4
5
6
7
8
9
K1

K2

K3

k1
k2
k3
R

A
1
1
1
2
2
2
3
3
3

7.34
8.52
5.82
2.4
2.8
1.9
0.9

B
1
2
3
1
2
3
1
2
3

6.72
7.02
7.94
2.2
2.3
2.6
0.4

C
1
2
3
2
3
1
3
1
2

7.00
7.42
7.26
2.3
2.5
2.4
0.2

D
1
2
3
3
1
2
2
3
1

6.14
7.94
7.60
2.3
2.6
2.5
0.3

沉淀率

1.84
2.68
2.82
2.86
2.42
3.24
2.02
1.92
1.88

表3 L9(34)正交实验结果

水平

1
2
3

A CMC-Na
0.10
0.12
0.14

B果胶

0.10
0.12
0.14

C PGA
0.04
0.05
0.06

D单甘脂

0.05
0.10
0.15

表2 复配稳定剂因素水平 %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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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哈密瓜浆对哈密瓜乳饮料品质影响最大，然后依次

是鲜牛奶、柠檬酸，最后为白砂糖。 哈密瓜乳饮料的最

佳工艺组合为A2B2C3D2，即鲜奶用量45％，哈密瓜浆用

量15％,白砂糖用量8％，柠檬酸用量0.2％（均为质量分

数）。
2.5 产品质量评定

(1) 感官品评结果。
组织状态：质地均匀一致，无沉淀、悬浮及其它杂

质及分层现象。
香味和色泽：色泽略呈淡黄或乳白色，均匀一致,

具有哈密瓜香味和奶香味，香气协调柔和、无异味。
口感：酸甜适宜，细腻柔和。

(2) 微生物指标。
菌落总数≤10000 mL-1； 大肠菌 群≤0.40 mL-1；

致病菌不得检出。

3 结 论

实验得出了哈密瓜乳饮料的最佳配方: 鲜奶45％,
哈密瓜浆15％， 白砂糖8％， 柠檬酸0.2％； 复配稳定剂

CMC-Na为0.12％， 果 胶0.14％，PGA0.05％， 单 甘 脂

0.10％（均为质量分数）。 感官评定表明该产品哈密瓜

清香味与乳香味协调，风味独特优美。 集哈密瓜和牛

乳的营养保健作用于一体，酸甜适口、营养丰富、老少

皆宜，是一种新型的乳饮料，具有很好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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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号

1
2
3
4
5
6
7
8
9
K1

K2

K3

K1

K2

k3
R

A
1
1
1
2
2
2
3
3
3
226
248
240
75.3
82.7
80.0
7.3

B
1
2
3
1
2
3
1
2
3
222
262
230
74.0
87.3
76.7
13.3

C
1
2
3
2
3
1
3
1
2
238
234
242
79.3
78.0
80.7
2.7

D
1
2
3
3
1
2
2
3
1
238
244
232
79.3
81.3
77.3
4.0

感官评定/分

70
84
72
74
92
82
78
86
76

表6 L9(34)正交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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