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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酶法从花生中提取

油与水解蛋白的工艺
200410013841

水酶法提取玉米胚芽油及

回收蛋白质的方法
200410014630

一种水酶法提取亚麻籽油

的方法
200610096925

一种水酶法从花生中提取

油与水解蛋白的中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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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 □√新工艺 □√新产品 □新材料 □新装备

□农业、生物新品种 □矿产新品种 □其他应用技术

所属领域
□电子信息 □能源环保 □装备制造 □生物技术与新医药

□新材料 □√农业食品科技 □海洋技术 □其他

技术成熟

程度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他



成果简介

一、简要综述

项目先后获“十五”江苏省科技攻关项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项目、“十二五”国家 863项目支持，并获 2012年中国商业联合会科

学技术奖一项。

二、具体介绍

1、项目简介

水酶法制油技术是在机械破碎的基础上，采用不同酶类处理油料作

物，通过对细胞结构的破坏和对脂蛋白及脂多糖的分解，增加油料组织中

油脂的流动性，使之易于与非油组分分离，进而实现油料综合开发的技术。

本实验室通过集成物理粉碎、碱法浸提、控制酶解、三相连续分离和

高效破乳技术等，从花生、油菜籽、油茶籽和葵花籽等油料作物中回收植

物油和水解蛋白等组分，总游离油和总水解蛋白得率可分别达到 90%和

85%以上。

本技术所制取的花生油、菜籽油、油茶籽油等透明色黄，具有油料固

有风味，含有丰富的 VE，脂肪酸组成符合 FAO标准，精炼前各项质量指

标已达到国家三级浸出成品油的标准。

本技术所制取的油料水解蛋白粉可与乳清浓缩蛋白等复配，制备低过

敏性、无胆固醇、高营养价值的蛋白食品配料。

本技术加工手段温和，充分利用了油料中的油脂、蛋白和营养因子。

与传统的浸出法相比，操作安全，污染较少；生产过程能耗低，毛油质量

高，易精炼；经济和社会效益优势明显。

水酶法制取植物油与水解蛋白技术工艺流程图



脱皮（右）与带皮花生（左）为原料时水酶法所制取的花生油

2、创新要点

（1）建立和优化了多种油料的水酶法加工工艺，保护了油脂的营养价值，

提高了油脂安全性，提升了蛋白的利用价值；

（2）采用绿色加工，减少了加工环节，降低了工艺能耗；

（3）开发了蛋白饮料、肽饮品、高纤曲奇、蛋白粉等多种产品，大幅提

高了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工艺整体经济性。

3、效益分析（资金需求总额 3500万元以上）

以日加工 30吨花生，年生产 200天为例，初期设备投入包括粉碎机、

酶反应器、卧螺三相离心机、喷雾干燥机、膜分离设备、工业柱色谱等设

备约 1100万。各类原辅料、水电消耗和人工合计需 2400万元/年。初期

资金需求总额为 3500万元。所生产的植物油和水解蛋白等合计收入达

8000万元/年，税前年利润达 4500万元/年。

4、推广情况

本技术尚未在企业界推广。

合作需求 合作方式
□√自主开发生产产品 □√技术入股与合作

□√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 □ 其它


	水酶法同时提制植物油脂和蛋白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