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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淀粉糖工业是高科技生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酵工业制品乃至许多食品的物质基础，是淀粉深
加工产量最大的产品。
目前，淀粉糖已不仅仅是食糖市场的重要补充，在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方面也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使得它的消费领域不断扩大，消费数量迅速增长，为推动食品工业的发展和促进以生物科技带动农
业产业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淀粉糖行业从“九五”后期开始迅速发展，由于行业生产工艺和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和质量不
断提高，产品成本大幅下降，市场逐渐扩大。
特别是“十五”、“十一五”期间，淀粉糖工业在规模、产量、品种、技术水平等各方面更是迈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
综观目前淀粉糖工业的发展，呈现出企业规模和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产品质
量和食品安全水平不断上升，标准建设有序开展，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初见成效，企
业品牌效应日渐突出的特点。
为了引导我国玉米深加工业健康、有序地发展，2007年9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促进玉米深加工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其中特别指出在“十一五”期间，玉米深加工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提高淀粉糖、多元醇等国内供给不足
产品的市场，这为淀粉糖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全体行业同仁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当前的形势，勇于创新，明确发
展方向，努力开拓淀粉糖工业的新局面。
《淀粉糖品生产与应用手册》的修订、出版是新形势下淀粉糖工业发展的需要，也是近十多年来淀粉
糖生产成功经验和技术发展动态交流和探讨的需要，为此，我国淀粉糖领域尤新等老一辈资深专家和
许多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骨干企业的专家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尽责尽力精心编撰了本书。
我相信，不仅对于淀粉糖行业，而且对于淀粉糖相关行业从事研发、生产和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企
业管理人员、生产一线员工，本书无疑是一本能提供指导和非常实用的工具书，对相关专业的大专院
校师生，本书也可作为教学参考。
我希望读者能以愉快的心情阅读本书，领略书中的精华，步入淀粉糖的精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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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淀粉生产技术，淀粉糖用酶制剂简介，麦芽糊精、酸法淀粉糖浆、麦芽糖、全糖、结晶
葡萄糖、各种功能性低聚糖、各种糖醇的生产技术，各种淀粉糖原料和产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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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②用途之二是生产葡萄糖转化糖浆，这种糖浆的糖化液过滤性相对较差。
③用途之三也是生产葡萄糖，但是这种葡萄糖是作为发酵工业的碳源（如味精、衣糠酸、维生素c、
青霉素等）来使用，这种糖液的黏度高低直接决定后道提取的难易，因此这种葡萄糖液的过滤速度要
求特别快。
（4）生产条件的差异  国内个别厂家蒸汽压力高，且稳定，但大多数生产厂家蒸汽压力不高，且不稳
定。
（5）液化方法的选择从前面介绍的液化方法里我们可以看出喷射液化是目前最为理想的液化方法。
从国内各个厂生产条件来看，蒸汽压力I>0.6MPa时，选用高压蒸汽喷射液化较为合适；蒸汽压力
≤0.4MPa时，选用低压蒸汽喷射液化较为合适，喷射液化工艺分为一次加酶工艺与两次加酶工艺。
前面我们已经就以上两种液化工艺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评价淀粉液化效果的标准，现在我们就针对
不同原料的特点，不同的液化用途，推荐好的液化方法，以获得最佳液化效果和糖化结果。
①如果液化液用来生产葡萄糖转化糖浆，喷射液化工艺必须选用两次加酶法，以改善糖浆的过滤性能
。
②如果生产的葡萄糖是作为中间产品，作为味精、衣糠酸、维生素c、青霉素等发酵工业的碳源，为
了提高后道的提取收率，必须选用两次加酶法，以降低糖液的黏度。
③如果生产葡萄糖及果葡糖浆产品，采用薯类原料宜采用一次加酶工艺。
采用玉米、小麦淀粉，如果淀粉质量好（蛋白质含量≤0.3％），考虑到一次加酶工艺简单，节约蒸汽
，糖液色泽浅，可以采用一次加酶工艺。
如果玉米、小麦等淀粉质量差（蛋白质含量大于0.6％），加上此类淀粉易老化，易产生“不溶性淀粉
颗粒”，因此若原料中蛋白质含量高，必须采用两次加酶法液化才能彻底。
由此可见，液化方法主要是以两次加酶工艺为主。
因此，下面我们所提的液化方法是指以耐高温a一淀粉酶为催化剂，采用喷射液化技术，两次加酶的
液化方法。
（三）液化程度的控制在液化过程中，淀粉糊化，水解成较小的分子，应从正反两方面考虑。
液化程度不能太低，因为：（1）液化程度低，黏度大，难于操作。
（2）葡萄糖淀粉酶属外酶，水解只能由底物分子的非还原尾端开始，底物分子越少，水解机会越小
，因此影响糖化速度。
（3）液化程度低，易老化，不利于糖化，特别是糖化液过滤相较差。
液化程度也不能太高，因为葡萄糖淀粉酶是先与底物分子生成络合结构，而后发生水解催化作用。
液化超过一定程度，不利于糖化酶生成络合结构，影响催化效率，糖化液的最终DE值低。
液化程度应该是：在碘试纸本色的前提下，液化：DE值越低越好（一般液化DE值控制在1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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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淀粉糖品生产与应用手册(第2版)》是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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