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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营养脯是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
，
对食品结构的要求有所改变而

相继产生的一种新型脯类食品
。

它的研制成

功
，
既起到补充果脯的作用

，
同时也有利于

马铃薯摆脱以鲜食为主的传统习惯
，

使其迅

速走上生产一加工一综合利用的轨道
，
以充

分发挥马铃薯产区的资源优势
。

该项产品的研制
，
采用了有关生理生化

原理及加工知识
。

其关键技术
�
一是制作工

艺中的防褐�黑�变技术
。

马铃薯薯肉含一系

列苯酚化合物
，
丹宁为其中内含物之一

。

当

薯块切开
，
丹宁包含的�乞苯酚在氧化酶

、

过

氧化酶作用下
，
经一系列生化反应生成黑色

物质
。

根据此褐变原理
，

筛选出一种抗褐变

剂
，
确定其适当浓度

、

处理时 间
、

处 理 方

法
，
经反复验证取得了有效防褐变数据

。

二

是防腐败技术
。

亚硫酸及其盐类对一切引起

腐败的微生物具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
同时它

又是一种抗氧化剂
，

亦能增加产 品 的 透 明

度
。

确定其适宜浓度
、

处理时间
，

对固定产

品品质起到促进作用
。

三 是 利 用 �一淀 粉

酶作用于薯片表层的支链淀 粉
，
能 迅 速 切

断淀粉分子组成的网状结构
，

使粉浆的粘度

很快降低的原理
。

控制适宜水温
，

加入一定

量淀粉酶
，
经适宜时间漂烫酶化终止

。

产品

具备软而韧的风味
。

在此基础上
，
对薯片的

，

糖化次数
、

糖化时间
、

烘烤温度
、

烘烤时间等

均经反复试验
，
取得了该项产品合理的技术

参数
。

从而保证了产品质量的工艺体系
。

马铃薯营养脯的加工工艺如下
�

原料�

挑选、 清洗，去皮，切片，浸泡，预煮，冷
却、 糖移冲烘烤户称重包装

。

操作要点
�

·

产品品质优劣与 产 率 的 高

低固然取决于加工技术
，
但很大程 度 上 与

鲜薯的品种特性
、

品质好坏密 切 相 关
。

因

此
，
要把好鲜薯的质量关

。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

是剔除表皮发绿或长有长芽的鲜薯
，
以免因

茄碱配含量过高导致产品发麻甚至造成食物

中毒
。

防褐变技术的关键是终止氧化作用的

进行
。

用千分之一浓度的过是氧化氢浸泡��

�小时
，
达到防褐变良好效果

。
然后换用千

分之三浓度的亚硫酸钠溶液
，
经�至�小时处

理
，
达到预期效果

。

再将薯片投入水中
，

当

温度升至��一��℃时
，

撒入 �一淀粉酶
，
并

使其浓度达 。 �

���
，
经 �分钟漂 烫 酶 化 终

止
，
立即捞出并用流动的清水冷却至��℃ ，

直至冷透为止
。

糖化过程采用渗透与反渗透

原理
。

分别 �次加入适量白糖
，
并逐次加大

糖液浓度
，
最后当浓度达������时

，
糖化

终止
。

为防止单独使用蔗糖引起的产品
“
返

砂
”
现象

，
在最后工序中加入蜂蜜或怡糖少

许
，
促使部分蔗糖转化为转化糖

，
以此杜绝

产品的结晶变硬
。

将糖化浸渍好的薯片捞出

濒讯 转入烘烤程序
。

烘烤温度控制在��℃

左右，’ 每隔��分钟至�小时翻动�次 ，
�小时

左右
，
当薯脯表皮不粘手

，
呈 半 透 明

、

软

韧
、

琉拍色时
，
烘烤完毕

。

待成品晾冷后即

可包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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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
，
下茬复种大白菜

，
顶计 亩 产

�
�

�万斤
，
每公斤按 。 ，

��元计算奋亩收 菜 款

���元
，
加上马铃薯收入

，
两茬计����

�

��元
，

增加复种指数
，
实现了增产增收

。

从 �个点的试验来看
，
也还存在一些间

题
。

分析北大寺试点减产的原因
，

东 农 ���

属早熟杂交种
，
在高寒区早地种植

，
不能与

中晚熟种同时播种
，
应当推迟到 �月��一��

日播种
，
使植株在雨热同季旺盛生长

，

结薯

期处于冷凉季节
，
既可提高产量

，
又能保持

种性
，
防止退化

。
�个点种植密度都偏稀

，

以����一����株�亩为宜
，
综观�个点的试验

结果肯定了试验是成功的
，
起到了以点带面

示范推广的作用
，
����年 �月中旬

，
全县从

东北农学院调进东农 ���种薯 �万公斤
，
由

今年的 �个点 �
�

�亩将推广到��个乡 的 ���

田
。

� 今后推广意见

经过试验
，
初步认识了东农 ��� 马铃薯

的生物学特性和植物学特征
，
掌握了该杂交

种的抗病性和适应性
。

为了发展我县城郊型

经济
，
满足京

、

津和本市区居民菜用马铃薯

的供应
，
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大 力 推 广

。

对

此
，
我们的意见是

�

� 。

在交通方便靠近城郊的河川区有水

浇地条件的乡
、

村
，
以复种型为主

，
即在 �

月�����日前后
，
播种东农 ���马铃薯

，
合

理密植
，

加强肥水管理
，
于 �月�� 日前后分

期收获
，
供应市场之后

，
抓紧施肥整地

，
保

�上接��页�

马铃薯营养脯理化指标分析结果如下
�

蔗糖��
�

���
，

还原糖�
�

���
，

总数�
�

���
，

粗蛋白�
�

���
，
维生素�

，�
�

��毫克����克
，

维生素 ���
�

��毫克����克
，
含水量���

，

钙���
�

��毫克����克
，
磷��毫克����克

，
铁

�
�

�毫克八��克
，
二氧化硫��

�

�����
，
砷小

于�
�

����
，

铅小于����
，
铜小于�����

。

证在 �月底前播种完秋白菜或移栽秋菜花这

种类型约 占���
。

�
�

在丘陵区历年连作蚕豆倒不开茬日

的乡村
，

前茬种青海蚕豆 �月�� 日前后即大

薯季节收获蚕豆
，
力求春争 日

、

夏争时
，
抓

紧整地施肥播种东农���马铃薯
，
到�月��一

�� 日初霜到来之时
，

尚有��天的无霜期
，
与

东农 ��� 的生育期是吻合的
。

由于播种后温

度高
，
雨量充足

，
可以加速植株生长发育

，

结薯期正处于昼夜温差大的冷凉季节
，
可 以

达到秋播留种保持币
’ ‘
性的目的

。

在海拨高
、

无霜期短的高寒山区
，

可以在 �月��日前后种东农 ���马铃薯
，
到

�月上旬收获
，
留作种薯

。

由于早腾茬赢得

了时间
，

可以结合秋深耕
，
大搞平整土地

，

改 良土壤
。

�
�

在河川区推广东农���马铃薯与玉

米
，
丘陵区与葵花套种玉米大小行种植

，
小

行��厘米
，
大行 ��

。

葵花行距 ��
，
在其间

按行距�������种�行马铃薯
。

由于玉米
、

葵花与早熟马铃 薯 共 生 期

短
，
主栽作物玉米

、

葵花株数不减
，
收获马

铃薯后
，

及时加强玉米
、

葵花的肥水管理
，

做到 以夏保秋
，
增产增收

。

小面积多点试验东农 �� 马铃薯与

中绿 �号绿豆的复种
，

初步设想是在丘陵区

的旱地里
，

前茬种东农 ���马铃薯
，

在 �月

�� 日前于马铃薯的行问
，

穴 播 中 绿 �号 绿

豆
。

该绿豆品种生育期��天左右
，
既可春播

也可夏播
，
经济价值很高

。

马铃薯营养脯卫生检疫指标如下
�

细菌

总数��个�克
，

大肠菌群��个����克
，
致病

菌未检 出
。

经一年半贮存之后
，
卫生检疫指

标均符合食品卫生标准
。

为确保新产品质量
，

使生产 技 术 合 理

化
、

制度化
，
应根据产品的有关测定数据

，

制订其标准化指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