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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作物种质资源抗逆和品质性状评价创新团队、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品

质评价与营养健康重点实验室联合山西大学、成都大学等单位系统比较分析了传统挤压技术和改良挤压技术对

苦荞淀粉结构、理化性质及消化特性的影响，为利用改良挤压技术开发苦荞产品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9月30日，相关研究结果在线发表于《食品胶体（Food Hydrocolloids）》上。

苦荞属于蓼科荞麦属，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是一种食药兼用的粮食作物，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由于苦

荞具有无麸质特性，在以面粉形式进行产品加工时，仅能作为配料添加使用，限制了其加工利用。近年来，挤

压技术因具有高效率、低成本、低能耗和改善淀粉理化性质等优点，已被广泛用于开发无麸质的淀粉类加工产

品。

研究人员利用传统挤压技术和改良挤压技术制备预熟化苦荞粉，结果发现挤压明显破坏了苦荞淀粉颗粒的

微观结构，表现为大量的无定形薄片和不完整的淀粉颗粒，这种破坏作用随着挤压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挤压条

件下高剪切力导致苦荞直链淀粉的分子尺寸分布变大，淀粉的无定形区域变大，结晶结构被破坏，同时促进淀

粉糊化，增加水合特性，体外淀粉消化程度和水解速率也随之增加。与传统挤压技术相比，改良挤压技术对预

熟化苦荞粉中淀粉结构的破坏作用更小。同时，改良挤压技术使预熟化苦荞粉具有较高的慢消化淀粉含量和较

低的体外估计血糖生成指数。该研究表明改良挤压技术更适宜开发苦荞淀粉类产品。

作科所客座博士研究生张卓为第一作者，作科所秦培友副研究员和山西大学张丽珍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等项目的资助。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foodhyd.2022.10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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