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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茱萸保健啤酒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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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茱萸具有补肝肾、益精气、降血糖、抗菌、利尿、降压和调节免疫功能的效用 , 通过 L16

(44)正交实验得出: 山茱萸的提取工艺为浸提时间 6 h, 浸提温度 80 ℃, 果胶酶添加量 0.90 mg/g,

适宜 pH 值为 4.0。根据吸光度值确定 0.3 %添加量在啤酒中最为适宜。经检测, 所研制的山茱萸啤

酒 3 种主要功能性成分粗多糖含量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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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ornel Health B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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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nel has healthcare functions including nourishing liver and kidney, hypoglycemic function, antibacterial

function, diuretic function, antihypertensive and immune function. The optimum technical conditions of cornel were ob-

tained through L16 (44) orthogonal experiments: 6 h lixiviating time, lixiviating temperature at 80 ℃, the addition level of

pectinase was 0.90 mg/g, and the optimum pH value was 4.0.According to the absorbance value, the addition of 0.3 %

cornel was preferred in beer production. The detection of the beer suggested that there was high content of crude polysac-

charide (three main funcational composition) in b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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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茱萸 , 别名山萸肉、枣皮、萸肉 , 为山茱萸科落叶

小乔木植物[1]。河南省两峡县是山茱萸的主要产地, 是我

国药材山茱萸生产基地, 并且已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 GAP 认证。随着现代医药科技的飞速发展, 延

缓衰老、健康长寿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期盼的需

求。名贵中药材山茱萸因含有丰富的营养和珍贵的保健

成分以及微量元素, 已成为科学研究的热点。山茱萸的

干燥成熟果肉 , 是古代中、日、朝三国使用频率最高的

25 种植物药之一。山茱萸 , 首载《神农本草经》, 主心下

邪气, 寒热, 温中, 逐寒湿痹。

山茱萸具有很强的药用及保健作用, 无论是啤酒发

酵过程, 还是啤酒发酵后添加山茱萸都能发挥其功能,

且山茱萸的抑菌作用可以延长啤酒的货架期, 所以山茱

萸保健啤酒的开发与应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山茱萸果实 , 大麦麦芽 , 啤酒酵母 , 九州啤酒 , 样品

成分分析中所用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或生化试剂。

1.2 方法

1.2.1 最佳浸提工艺参数的确定

以浸提时间、浸提温度、果胶酶添加量、pH 值为 4

因素 , 各取 4 水平 , 进行 4 因素 4 水平正交试验 , 采用

L16(44)正交设计 , 试验结果以黄酮类物质的浸出量作为

测试指标, 浸提实验因素水平见表 1。

1.2.2 多糖测定[4～5]

采用苯酚- 硫酸法进行, 标准曲线的制作: 准确吸取

标准葡萄糖( 或葡萄糖) 20 mg( 预先于 105 ℃烘至恒重)

于 500 mL 容量瓶中, 加水至刻度。

分别吸取 0.4 mL、0.6 mL、0.8 mL、1.0 mL、1.2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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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L 和 1.8 mL, 分别加水补至 2.0 mL, 然后加入 6 %
苯酚溶液 1.0 mL 及浓硫酸 5.0 mL, 静置 10 min, 摇匀 ,

室温放置 20 min 以后于 490 nm 下测光密度 , 以 2.0 mL

水按同样显色操作空白 , 横坐标为多糖微克数 , 纵坐标

为光密度值, 得到标准曲线见图 1。

将样品经一系列的处理去除蛋白及小分子糖类后

得到上清液, 吸取上清液 1.0 mL, 按同样操作测光密度,

以标准曲线计算多糖含量。

1.3 山茱萸提取液的提取

酶提: 山茱萸果实除杂→清洗→浸泡→酶解→离心

分离→上清液→山茱萸提取液。

醇提: 山茱萸果实除杂→清洗→浸泡→醇解→离心

分离→上清液→山茱萸提取液。

水提: 山茱萸果实除杂→清洗→浸泡→水解→离心

分离→上清液→山茱萸提取液。

复合法提取 : 山茱萸果实除杂→清洗→浸泡→酶

解→水解→离心分离→上清液→山茱萸提取液。

山茱萸提取液的添加工艺: 山茱萸提取液→过滤→

清酒仓→灌装→巴氏杀菌→成品。

2 结果与分析

2.1 山茱萸提取液提取方式的确定

实验过程中, 对山茱萸干果分别进行了酶提、醇提、

水提及复合式提取, 根据提取过程中功能性物质多糖的

提取量及提取液的物理参数来确定山茱萸的适宜提取

工艺, 实验结果见表 2。

由表 2 可以看出 , 复合法提取条件下 , 山茱萸提取

液澄清度、色泽、气味、功能性物质的含量均好于其他提

取方式, 所以山茱萸提取液以复合法提取为好。

2.2 复合法提取过程工艺条件的确定

复合法提取过程中以提取温度、时间、果胶酶添加

量、pH 值为因素, 以提取液中多糖为目的产物进行 4 因

素 4 水平正交试验, 实验经 SPSS11.0 统计软件分析后 ,

结果见表 3、图 2。

由表 3、图 2 分析可知 , 因素主次顺序为 A→B→

C→D。浸泡时间对多糖浸出量影响显著, 其次为果胶酶

添加量和温度, 而 pH 对多糖浸出量影响最小。由图 2 分

析 可 知 , 山 茱 萸 提 取 液 提 取 的 适 宜 工 艺 条 件 组 合 为

A2B3C3D2。适宜工艺条件 A2B3C3D2 和正交试验表中多糖

浸出量最高处理( A2B3C4D2) 做 2 次平行试验。试验重复

3 次。结果用 T 检验法、平均数±SD 表示。结果见表 4。

表 4 结果表明 , 理论的适宜工艺条件 A2B3C3D2 优

于正交试验表中产酒精最高的处理 A2B3C4D1, 说明山茱

萸提取液提取工艺条件组合为 A2B3C3D2。

2.3 山茱萸提取液在啤酒中添加量的确定

山茱萸提取液在啤酒中添加量的确定根据其在啤

酒中添加后 , 液体的吸光度值来考察 , 即不影响啤酒的

浊度, 结果见图 3。

由图 3 可以看出, 不同山茱萸提取液添加量不同,

吸光度值不同, 在加入量为 0.05 %、0.3 %时吸光度值最

低, 考虑到添加功能性物质的功能效果, 以 0.3 %山茱萸

添加量最为适宜。

2.4 山茱萸啤酒的理化指标

经 检 测 山 茱 萸 保 健 啤 酒 的

理 化 指 标 , 其 结 果 见 表 5。

图 1 苯酚- 硫酸标准曲线

图 2 试验因子对多糖浸出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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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以看出, 加入山茱萸提取液的啤酒和普通

啤酒相比 , 基本理化指标基本相同 , 说明加入山茱萸提

取液不影响啤酒风味等指标 , 只是加入山茱萸提取液

后, 啤酒的粗三萜、粗多糖、多糖等功能性物质含量高于

普通啤酒, 说明在啤酒中加入山茱萸提取液可以提高其

功能性。

2.5 啤酒质量指标

2.5.1 感官指标

外观: 淡黄色, 清亮透明, 无悬浮物和沉淀物;

泡沫: 泡沫洁白细腻, 挂杯持久, 泡持性(s)≥180;

滋味: 苦味清淡, 微酸, 具有山茱萸清香和酒花特有

香气, 口味纯正, 爽口协调, 无异香味。

2.5.2 理化指标

符合 GB4972- 91 一级啤酒技术指标 , 原麦汁浓度

8～11oP。酒精度为 2.2 %vol～3.1 %vol。

2.5.3 卫生指标

细菌总数≤1 个/ mL;

大肠菌群≤3 个/ 100mL。

3 结论

山茱萸保健啤酒是一种保健饮品 , 其生产工艺简

单, 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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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量山茱萸汁添加入啤酒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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