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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烹饪方式对海参体壁营养成分变化的对比分析 
 

王志远 

（天津职业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为了探究不同烹饪方式对海参体壁营养成分的影响，将鲜活海参分别使用常压烹饪、高压烹饪、重汤烹饪方式进行烹饪。

对比不同烹饪方式下海参外观、体壁组织变化、海参失水率、失重率、收缩率、海参体壁营养成分及海参体壁质构变化。研究结果显

示，高压烹饪组海参体壁水分、水溶性蛋白、胶原蛋白、多糖含量分别为 84.27%、0.58%、1.73%、0.76%、2.73%，常压烹饪组海参

体壁水分、水溶性蛋白、胶原蛋白、多糖含量分别 87.58%、0.36%、1.92%、1.92%，重汤烹饪组海参体壁水分、水溶性蛋白、胶原

蛋白、多糖含量分别为 86.62%、0.46 %、1.82%、0.81%。重汤烹饪组在海参体壁水分、水溶性蛋白、胶原蛋白、多糖含量上介于高

压烹饪组、常压烹饪组之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果表明重汤烹饪下的海参体壁组织较为完整，体壁营养成分保留较多，

且对海参体壁的质构影响较小，符合海参烹饪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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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utritional Composition of Sea Cucumber Body 

Wall Cooked by Different Ways 

WANG Zhi-yuan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oking methods on nutrient composition of sea cucumber body wall. The changes of 

appearance, body wall tissue, water loss rate, weight loss rate, shrinkage rate, nutrient composition of body wall and texture of sea cucumber 

were compared under different cooking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s of water, water-soluble protein, collagen and 

polysaccharide in the body wall of sea cucumber in high pressure cooking group were 84.27%, 0.58%, 1.73%, 0.76%, 2.73%, respectively. The 

contents of water, water-soluble protein, collagen and polysaccharide in the body wall of sea cucumber in atmospheric pressure cooking group 

were 87.58%, 0.36%, 1.92% and 1.92%, respectively. The contents of water, water-soluble protein, collagen and polysaccharide were 86.62%, 

0.46%, 1.82% and 0.81% respectively. The contents of water, water-soluble protein, collagen and polysaccharide in the body wall of sea 

cucumber in Chongtang cooking group were between the high-pressure cooking group and the atmospheric cooking group,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5).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ults, the body wall tissue of sea cucumber cooked with Chongtang is relatively complete, the 

nutrient components of body wall are retained more, and the texture of sea cucumber body wall is less affected, which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sea cucumber cooking. 

Key words: atmospheric pressure cooking; high pressure cooking; heavy soup cooking; nutritional components of sea cucumber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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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是海参纲海洋生物总称，是广谱的海产品八

珍之首，与鱼翅、燕窝、人参等齐名，富含大量的营

养物质，具有滋补健体的功效[1]。据文献记载[2]，我国

是世界范围内将海参作为食材最早的国家，早在三国

时期既有记载，在明朝时期，海参被广泛认为是一种

名贵的滋补食材，清朝时期，海参成为当时最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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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卫生 

的海产品食材，但是多见于官宦以及富贵人家。近年

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海参作为食材的菜

品最为流行[3]。 

海参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有研究认为[4]，海参

体壁的真皮结缔组织、内线管、内脏中不仅含有较高

的生物活性，另一方面还具有较多的药理作用，海参

体壁中含有较多的微量元素、脂肪、蛋白质、海参皂

苷、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研究认为[5]海参中不含

胆固醇。有研究认为食用海参可增强记忆力、延缓衰

老、抗肿瘤以及增强机体免疫力等药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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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目前火的广泛应用，不同种的烹饪方式对

食品的营养成分的影响不同。海参属于一种具有自溶

性高的特点。目前食品烹饪中对于海参的烹饪方式不

同，且对海参体壁营养成分的影响不同[6]。在本文研

究中分析不同烹饪方式对海参体壁营养成分的影响，

寻找较为合适的烹饪方式，在最大程度上保留海参体

壁营养成分。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研究原料：鲜活海参，购于天津市海鲜市场。 

1.2  方法 

1.2.1  烹饪方式 

将所购买的鲜活海参使用热水焯 0.5 min，腹部根

部剖大约 1/3~1/2 的参长，将海参呼吸树、肠、石灰

牙清除，之后使用清水、蒸馏水清洗后使用滤纸将水

分吸干，分别行常压烹饪、高压烹饪、重汤烹饪方式

烹饪海参。常压烹饪：使用电磁炉煮 15 min；高压烹

饪：使用高压锅煮 10 min；重汤烹饪：使用奥库食疗

重汤机煮 15 min。自然冷却后待检测使用。 

1.2.2  海参失水率、失重率、收缩率检测 

海参失水率：使用 GB5009.3-2010 国家标准食品

中食品水分检测标准方法对不同烹饪方式下烹饪的海

参失水率进行检测，海参烹饪失水率（%）=（烹饪前

海参水分-烹饪后海参水分）/烹饪前海参水分×100%。 

海参失重率：在烹饪前、后将海参表面水分使用

滤纸吸净，称量海参重量，计算不同烹饪方式海参失

重率，海参烹饪失重率（%）=（烹饪前海参重量-烹

饪后海参重量）/烹饪前海参重量×100%。 

海参收缩率：使用游标卡尺测量烹饪前、后海参

长度，计算海参烹饪收缩率，海参烹饪收缩率（%）=

（烹饪前海参重量-烹饪后海参重量）/烹饪前海参重

量×100%。 

1.2.3  海参体壁营养成分检测 

水分测定：参照 GB 5009.3-2010 国家标准食品中

对食品水平的测定方法对不同烹饪方式下海参体壁水

分进行测定。 

水溶性蛋白测定：取海参样本，加入蒸馏水，在

恒温摇床下行震荡处理，震荡 2 h，定容至 100 mL 的

容量瓶中，之后行过滤处理，过滤后所得到的溶液即

为水溶性蛋白，之后采用 GB 5005.3-2010 凯氏定氮对

不同烹饪方式下海参体壁水溶性蛋白含量进行检测。 

胶原蛋白测定：取 1.0 g 海参样本，切碎，放置于

磨口锥形瓶中，将 2 mL 6 mol/ L 的 HCl 溶液加入，使

用凡士林做封口处理，在温度为 130 ℃的环境下消化

4 h 后转移至小烧杯中，之后将甲基红指示剂加入（1

滴），将 pH 值调整至 6.8~7.2 之间，调整完成后将上

述溶液转移至 100 mL 的容量瓶中，行定容处理。吸

取 1 mL 的样本溶液测定 A560 nm 值，使用羟脯氨酸标

准曲线的标准回归方程（y=0.0582x+0.0113）对所取

得的样本溶液中的 L-羟脯氨酸含量进行测定，之后根

据胶原蛋白与 L-羟脯氨酸之间的关系换算出不同烹

饪方式下海参体壁胶原蛋白含量水平。 

海参体壁胶原蛋白含量（%）=[（A560-0.0113）×

消化液体积×10
-6

]/[0.0582×海参质量×8.10%]×100%。 

多糖测定：取 1.0 g 海参样本，将 30%氢氧化钾

溶液 40 mL 加入后在温度为 40 ℃~50 ℃的环境下超

声提取 2 h，2M 乙酸调整 pH 值为 6.8~7.2 之间，在温

度为 4 ℃的环境下使用转速为 10000 r/min 的离心机

离心处理 25 min 后取上清液，将两倍体积的 95%乙醇

缓慢加入，在常温环境下静置过夜。之后再次使用转

速为 4500 r/min 的离心机离心处理 30 min，取沉淀物，

将10 mL蒸馏水加入溶液，使用过氧化氢做脱色处理，

再次加入两倍体积的95%乙醇缓慢加入在常温环境下

静置过夜，干燥至恒重的 G4 垂融坩埚抽滤，使用无

水乙醇、丙酮行脱水处理，反复 3 次，50 ℃恒重，对

多糖的粗的率进行计算，在干燥后取样本配置为 200 

μg/ml的溶液，取 1 mL 样本溶液按照岩藻糖标准曲线

测定 A490 nm 值，使用岩藻糖标准曲线下回归方程

（y=0.0086x-0.0102）对岩藻糖的含量进行测定，之后

根据多糖与岩藻糖之间的关系换算出不同烹饪方式下

海参体壁多糖含量水平。海参体壁多糖含量（%）

=[(A490+0.0102)×提取液体积×10
-6

]/[0.0086×海参质量

×70.00%]×100%。 

钙测定：参照 GB/T 5009.092-2003 国家标准食品

中对食品钙的测定方法对不同烹饪方式下海参体壁钙

含量进行测定。 

1.2.4  海参体壁质构检测 

使用两次咀嚼测试使用仪器模拟人体咀嚼动作，

绘制时间与力的关系图，寻找对应人体器官的评定参

数，包括粘附性、内聚性、硬度、弹性、咀嚼性。 

1.2.5  海参体壁组织观察 

上述指标检测完后取海参体壁切成小组织块，在

温度为-20 ℃的环境下包埋，使用冰冻切片机将组织

块切为厚度为 10 µm 的切片，行 Van-Gieson 染色处理

后使用光学显微镜对化身体壁组织变化进行观察。 

1.3  统计学处理 



现代食品科技 Moder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0, Vol.36, No.2 

110 

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 sx  ）进行描述，多组间比较采用 F 值检验，

两组间比较采用实施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则说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烹饪方式对海参外形比较 

如图 1 所示，常压烹饪方式下烹饪的海参整体颜

色均一，光泽度较好，表面湿润，参刺整齐粗壮，但

饱满度较差，存在严重的“化皮”。高压烹饪方式下烹

饪的海参整体颜色不均匀，表面较为干燥，无“化皮”

现象，较为饱满。重汤烹饪方式下烹饪的海参整体颜

色较为均一，富有光泽、表面湿润，无“化皮”现象，

较为饱满。 

 

 

 

图 1 不同烹饪方式对海参外形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shape of sea cucumber by different 

cooking methods 

注：a：常压烹饪；b：高压烹饪；c：重汤烹饪。 

2.2  不同烹饪方式海参失水率、失重率、收缩

率比较 

Tan 等[7]在其研究中认为在高冷或者高热状态下，

海参失水量不同，其结果认为海参失水量与压力、温

度正相关。Tian
[8]、Liu

[9]等均在其研究认为在烹饪过

程中，烹饪压力相同的情况下，烹饪温度越高海参失

水率越高，当烹饪温度相同的情况下，烹饪压力越高

海参烹饪失水率越高。本文研究中对三种烹饪方式下

的海参失水率、失重率、收缩率进行检测，结果如表

1 所示，常压烹饪组海参失水率、海参失重率、海参

收缩率分别为 5.71%、65.46%、43.15%；高压烹饪组

海参失水率、海参失重率、海参收缩率分别为 8.89%、

71.45%、48.60%；重汤烹饪组海参失水率、海参失重

率、海参收缩率分别为 6.98%、69.23%、44.16%。高

压烹饪组、重汤烹饪组海参失水率、失重率、收缩率

均高于常压烹饪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重汤

烹饪组海参失水率、失重率、收缩率均低于高压烹饪

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在烹饪压力相

同的情况下，高压烹饪的海参失水率、失重率、收缩

率高于重汤烹饪的海参；在烹饪温度相同的情况下，

常压烹饪的海参失水率、失重率、收缩率均低于高压

烹饪和重汤烹饪的海参。但目前对于不同烹饪方式对

海参失水量的影响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上述研究结果

还需后续研究进一步分析。 

表 1 不同烹饪方式海参失水率、失重率、收缩率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water loss rate, weight loss rate and 

shrinkage rate of sea cucumber in different cooking ways 

( sx  , %) 

组别 海参失水率 海参失重率 海参收缩率 

常压烹饪组 5.71±0.68 65.46±3.15 43.15±1.68 

高压烹饪组 8.89±0.36* 71.45±5.46* 48.60±4.25* 

重汤烹饪组 6.98±1.12*# 69.23±1.13*# 44.16±2.10*# 

注：与常压烹饪组相比，*：p<0.05；与高压烹饪组相比，

#：p<0.05；与高压烹饪组相比。 

2.3  不同烹饪方式对海参体壁营养成分的影

响 

在温度持续升高的过程中，海参体壁的胶原分子

之间与肽链之间的氢键、交联键打开，导致胶原吸收

水分而膨胀，且伴随着温度持续升高时间的延长，多

种交联键、次级键破坏程度逐渐严重，当加热至沸腾

后，肽链的主链降解，胶原在此过程中会逐渐由大肽

水解为小肽，最终分解为氨基酸 [10-12]。当温度升

高>60 ℃后，上述反应发生的速度和温度呈正相关线

性关系[13-15]。多糖属于一种功能性的一种成分，在生

物体内和蛋白质产生结合作用，其存在形式为糖蛋白，

但由于多糖在热环境下稳定度较低，且具易溶于水，

因此在烹饪的过程中海参体壁的多糖损伤量较为显

著，其损失特点与胶原蛋白的损失特点具有高度相似

性[16]。但目前并未有研究分析不同烹饪方式下海参体

壁营养成分的变化，但本文研究认为，不同方式的烹

饪方式可能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在本文研究中对不

同烹饪方式下海参体壁营养成分的变化进行检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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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表 2 所示，鲜活海参体壁水分、水溶性蛋白、胶

原蛋白、多糖、钙含量分别为（93.46±1.15、0.86±0.10、

2.31±0.65、0.98±0.05、2.63±0.10）；常压烹饪组海参

体壁水分、水溶性蛋白、胶原蛋白、多糖、钙含量分

别为（87.58±0.29、0.36±0.06、1.92±0.24、1.92±0.24、

2.69±0.12）；高压烹饪组海参体壁水分、水溶性蛋白、

胶原蛋白、多糖、钙含量分别为（84.27±0.10、

0.58±0.04、1.73±0.16、0.76±0.01、2.73±0.11）；重汤

烹饪组海参体壁水分、水溶性蛋白、胶原蛋白、多糖、

钙含量分别为（86.62±0.01、0.46±0.01、1.82±0.01、

0.81±0.10、2.70±0.09）。常压烹饪组、高压烹饪组、

重汤烹饪组海参体壁水分、水溶性蛋白、胶原蛋白、

多糖含量均低于鲜活海参，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高压烹饪组、重汤烹饪组海参体壁水分、水溶性蛋白、

胶原蛋白、多糖含量均低于常压烹饪组，具有统计学

差异（p<0.05）；重汤烹饪组海参体壁水分、水溶性蛋

白、胶原蛋白、多糖含量均高于高烹烹饪组，具有统

计学差异（p<0.05）。四组海参体壁钙含量比较，无统

计学差异（p>0.05）。说明三种烹饪过程中未加入任何

酸性物质，水溶液中的蛋白液呈现为弱碱性，因此在

三种烹饪过程中海参体壁的钙含量无较为显著的变

化。不同烹饪方式对海参体壁的营养成分均会产生不

同程度的影响，但高压烹饪方式海参体壁营养成分损

失最多，常压烹饪与重汤烹饪方式海参体壁营养成分

损失量相当，常压烹饪方式海参体壁营养成分损失最

少。虽然目前无研究认为不同的烹饪方式对海参体壁

营养成分产生影响，但 Romano C 等[17]在其研究中认

为，不论何种烹饪方式均不会对海参体壁中的钙产生

影响，可能是由于存在于海参体壁的钙存在形式为碳

酸钙，在酸性环境下海参体壁的钙会以钙离子的形成

发生游离现象，在碱性或者中性环境下，海参体壁的

钙相对稳定，不会发生游离现象，因此任何烹饪方式

均不会影响海参体壁中的钙含量。 

表 2 不同烹饪方式对海参体壁营养成分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cooking ways on nutritional composition of sea cucumber body wall ( sx  , %) 

组别 水分 水溶性蛋白 胶原蛋白 多糖 钙 

鲜活海参 93.46±1.15 0.86±0.10 2.31±0.65 0.98±0.05 2.63±0.10 

常压烹饪组 87.58±0.29△  0.58±0.04△  1.92±0.24△  0.85±0.06△  2.69±0.12△  

高压烹饪组 84.27±0.10△ * 0.36±0.06△ * 1.73±0.16△ * 0.76±0.01△ * 2.73±0.11△ * 

重汤烹饪组 86.62±0.01△ *# 0.46±0.01△ *# 1.82±0.01△ *# 0.81±0.10△ *# 2.70±0.09△ *# 

注：与鲜活海参相比，△：p<0.05；与常压烹饪组相比，*：p<0.05；与高压烹饪组相比，#：p<0.05；与高压烹饪组相比。下表

同。 

表 3 不同烹饪方式对海参体壁质构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cooking methods on texture of sea cucumber body wall ( sx  ) 

组别 粘附性/mJ 内聚性 硬度/N 弹性/mm 咀嚼性/mJ 

鲜活海参 0.03±0.01 0.09±0.02 12.56±1.80 0.42±0.02 0.43±0.05 

常压烹饪组 3.36±0.79△  0.54±0.07△  6.25±0.26△  2.23±0.14△  7.86±0.12△  

高压烹饪组 2.97±0.15△ * 0.81±0.05△ * 4.86±0.35△ * 3.26±0.69△ * 11.89±0.69△ * 

重汤烹饪组 2.85±0.32△ *# 0.75±0.01△ *# 4.53±0.14△ *# 2.65±0.18△ *# 10.35±0.26△ *# 

2.4  不同烹饪方式对海参体壁质构的影响 

烹饪后的海参与鲜活海参相比硬度相对偏低，咀

嚼性、粘附性、弹性以及内聚性相对偏高，研究表明
[18]，上述原因与胶原蛋白的凝胶性、粘性相关，而胶

原蛋白的凝胶性、胶粘性和加热时间、温度、分子量

大小有关。天然的胶原蛋白的分子量较大，肽键之间

的氢键和肽键次级间的作用力相对较强，理解为质构

特性为组织的硬度大、粘附性、弹性较小，刚性较强。

伴随着温度的升高，胶原会发生热降解作用，使得胶

原蛋白的分子量减小，而此时胶原组织内部的肽键会

断开形成-NH2、-COO
-基团，并会新成新的氢键。当

温度为 40 ℃时，胶原蛋白会出现变性、热收缩变化，

排除组织内部结合水，胶原纤维的吸水后会发生凝胶

化反应，使得因海参自身神经收缩所导致的发硬现象

消失，导致海参硬度下降，咀嚼性、内聚性、弹性相

对升高[19]。当温度为 70 ℃时，胶原蛋白为热叠加温

度，胶原蛋白发生不可逆变性反应，当不可逆的变性

反应发生后，胶原蛋白分子重新有规律的排列，形成

三维网状结构，当温度持续上升后上述结构会越来越

稳定，体现在海参质构上为硬度持续变小，咀嚼性、

内聚性、弹性持续上升。另外，当温度越来越高后会

导致胶原发生熔化作用，此时海参表面粘性会增高，

体现在海参质构上为粘附性升高[20]。在本文研究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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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烹饪方式对海参体壁质构影响进行检测，结果如

表 3 所示，鲜活海参粘附性、内聚性、硬度、弹性、

咀嚼性分别为 0.03 mJ、0.09、12.56 N、0.42 mm、0.43 

mJ，烹饪后常压烹饪组海参粘附性、内聚性、硬度、

弹性、咀嚼性分别为 3.36 mJ、0.54、6.25 N、2.23 mm、

7.86 mJ；高压烹饪组海参粘附性、内聚性、硬度、弹

性、咀嚼性分别为 2.97 mJ、0.81、4.86 N、3.26 mm、

11.89 mJ；重汤烹饪组海参粘附性、内聚性、硬度、

弹性、咀嚼性分别为 2.85 mJ、0.75、4.53 N、2.65 mm、

10.35 mJ；常压烹饪组、高压烹饪组、重汤烹饪组海

参粘附性、内聚性、弹性、咀嚼性高于鲜活海参，硬

度低于鲜活海参，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高压烹

饪组海参粘附性、硬度低于常压烹饪组，内聚性、弹

性、咀嚼性高于常压烹饪组，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重汤烹饪组海参粘附性、硬度低于常压烹

饪组，内聚性、弹性、咀嚼性高于常压烹饪组，具有

统计学差异（p<0.05）；重汤烹饪组海参粘附性、内聚

性、硬度、弹性、咀嚼性均低于高压烹饪组，具有统

计学差异（p<0.05）。说明，常压烹饪、高压烹饪、重

汤烹饪三种烹饪方式相比，重汤烹饪海参体壁质构变

化处于中等水平，符合海参的感官要求，即为口感脆

化、硬度、弹性、咀嚼度适中。 

2.5  不同烹饪方式对海参体壁组织的影响 

   

   

图 2 不同烹饪方式对海参体壁组织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different cooking methods on body wall tissue of 

sea cucumber (×200) 

注：a：鲜活海参；b：常压烹饪；c：高压烹饪；d：重汤

烹饪。 

如图 2 所示，鲜活海参体壁组织呈现为较为鲜艳

的玫红色，胶原纤维较细，胶原纤维间隙紧密。常压

烹饪下的海参胶原纤维粗细不清，纤维发生扩散片化，

可见为较为明显的纤维间隙增大。高压烹饪下的海参

胶原纤维较粗，纤维扩散呈现为鱼鳞片化，可见有明

显的纤维间隙增大。重汤烹饪下的海参胶原纤维与鲜

活海参相比变粗，胶原纤维间隙有所增大。 

3  结论 

3.1  在烹饪压力相同的情况下，高压烹饪的海参失水

率、失重率、收缩率高于重汤烹饪的海参；在烹饪温

度相同的情况下，常压烹饪的海参失水率、失重率、

收缩率均低于高压烹饪和重汤烹饪的海参。 

3.2  不同烹饪方式对海参体壁的营养成分均会产生

不同程度的影响，但高压烹饪方式海参体壁营养成分

损失最多，常压烹饪与重汤烹饪方式海参体壁营养成

分损失量相当，常压烹饪方式海参体壁营养成分损失

最少。而三种烹饪过程中未加入任何酸性物质，水溶

液中的蛋白液呈现为弱碱性，因此在三种烹饪过程中

海参体壁的钙含量无较为显著的变化。 

3.3  常压烹饪、高压烹饪、重汤烹饪三种烹饪方式相

比，重汤烹饪海参体壁质构变化处于中等水平，符合

海参的感官要求，即为口感脆化、硬度、弹性、咀嚼

度适中。 

3.4  综上所述，重汤烹饪下的海参体壁组织较为完

整，体壁营养成分保留较多，且对海参体壁的质构影

响较小，符合海参烹饪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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