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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形式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其他

专利状况 1、申请专利 7项 2、已授权专利 6项

授权专利

情况

项数 专利名称 专利号

7

一种酶工程技术制备南瓜混汁的方法 03152913

一种复合蔬菜混汁－南瓜胡萝卜混汁

的制备方法
200410041869

一种酶工程技术制备银杏浊汁的方法 200510022597

一种由杏汁、南瓜汁和胡萝卜汁复配的

复合汁的制备方法
200510040430

一种酶工程技术制备黑莓混汁的方法 200510134982

一种酶工程技术制备蓝莓混汁的方法 200510134983

一种酶工程技术制备百合混汁的方法 200510134984
成果体现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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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项

目及江苏省科技支撑项目支持。

二、具体介绍

1、项目简介

果蔬汁产业化关键工艺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属于农产品资源深加工

和饮料工业。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果蔬生产和消费国。本技术研究致力于高

效解决现阶段果蔬生产加工中存在的阶段性和结构性过剩问题，实现资源

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有利于推动目前正在进行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带动水果蔬菜种植业的良性发展，为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做出应有

贡献。

本成果的重点内容包含下列关键技术：（1）复合酶系液化技术，通过

复合酶处理提高果蔬出汁率和色素溶出率；（2）酶解终点控制技术，通过

合理控制果胶等大分子成分的分子量来保持果蔬汁混浊稳定性；（3）悬浮

稳定化技术，通过添加复配稳定剂和乳化剂等来保持果蔬汁中悬浮稳定性

和乳化稳定性；（4）色泽稳定化技术，通过控制加工强度和添加抗氧化剂

等保持果蔬汁鲜艳的色泽和防止酶促褐变；（5）风味修饰技术，通过加工

工艺控制和风味掩饰技术来提高产品的口感和风味；（6）集成微波真空干

燥、超临界流体萃取、色谱高效分离等技术，综合利用番茄皮渣、胡萝卜

渣、苹果渣、南瓜渣、黑莓渣等，开发功能性产品（番茄红素、类胡萝卜

素、番茄籽油等）。

目前，果蔬汁加工技术正由单一技术向多种技术综合集成方向发展，

包括复合酶系液化技术、稳定化技术（营养、色泽、悬浮等）、风味修饰

技术、惰性气体保护技术、非热物理杀菌技术等。本技术提供的是一项果

蔬汁加工的共性关键技术，普遍适用于各类混浊型蔬菜汁和果汁（如胡萝

卜混汁、柑桔混汁等）的生产，因此，它们的推广应用，可以提高我国果

蔬深加工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的质量，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产生重大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A 未经酶制剂处理的南瓜果肉细胞 B经复合酶制剂处理 60min的南瓜果肉细胞

2、创新要点

本技术成功解决了果蔬汁加工中出汁率低、浓缩倍数低、色素保留率

低、贮藏过程中褐变严重和存在沉淀等问题，在果蔬混汁加工技术上取得

了重大突破，最为突出的两项独创性技术为：（1）采用了复合酶系液化技

术，通过不同酶制剂的协同作用使果蔬出汁率比传统压榨法提高了 20%

以上；（2）采用了酶解终点控制技术，使果胶大分子有控制地降解，其相

对分子质量分布在 1×104 ~ 4×105 Da，悬浮颗粒粒径在 2 ~ 3 μm，能

保持果蔬混汁的混浊稳定性。所制得的果蔬混汁在常温下货架期可达到 3

个月以上。

3、效益分析（资金需求总额 3000万元以上）

以日产 100吨南瓜汁、年加工 200天为例，各类原辅料和水电消耗约

8.6万元/天，人工费用约 1.4万元/天，粉碎、离心、酶解、胶磨、灌装、

杀菌等设备约 1000万元，按折旧期 5年折算。南瓜混汁等销售收入约合

8000万元。扣除成本后年税前利润合计 5800万元。初期投入成本，包括

设备、原辅料和人工等约 3000万元。

4、推广情况

本技术成果曾转让给江苏常熟花瓜画饮料有限责任公司，建成一条年

产 2000吨的南瓜混汁生产线。后公司调整发展策略进入家具领域，该生

产线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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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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