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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动物蛋白相比，植物蛋白的生产低碳环保、资源丰富且营养价值高，但其低溶解性、

乳化性和成膜性等特点限制了它们在食品中的应用。本文简要介绍了植物蛋白的改性方法，综述

了改性对传统的大豆蛋白、小麦蛋白、微藻蛋白等蛋白质在食品领域中的应用研究和植物肉、植

物奶、植物蛋等新兴植物蛋白的开发应用现状。当前的研究除集中在改善蛋白质的功能性、营养

性、风味等品质外，更注重提高生物利用度、可持续发展以及开发新型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等热点

方向。这些研究进展为植物蛋白在食品工业中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满足消费者对

健康、环保和多样化食品的需求开辟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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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to animal proteins, plant proteins are characterized by low-carbon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ion, abundant resources and high nutritional value. However, their low solu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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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ulsification and film-forming properties limit their application in food products.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d the modification methods of plant proteins and reviewed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modifications to traditional proteins such as soy protein, wheat protein, and microalgae protein in the food 

fiel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tatus of emerging plant proteins such as plant-based meat, 

plant-based milk, and plant-based eggs are discusse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urrent research not only 

focused improving the functionality, nutritional value, and sensory qualities such as flavor of proteins but 

also emphasized enhancing bioavailability, sustainablity and developing new food products or food additives. 

These research advancements have provided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further application of plant proteins in 

the food industry and open up new avenues to meet consumer demands for health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diverse food products. 

Key words: plant protein; modification; plant-based foods; application 

植物蛋白基食品营养丰富，含有多种维生素

和矿物质，如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E、铁和锌等，

这些营养素在维持人体正常功能和增强免疫力等

方面至关重要。蛋白质一般分为动物蛋白和植物

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比，植物蛋白的可持续性和

环境友好性使其成为现代人健康饮食的选择之

一。单一的植物蛋白有大豆蛋白、小麦蛋白、豌

豆蛋白等，它们单独使用时可能无法满足食品工

业对蛋白质性能的多样化需求，而混合蛋白通过

科学配比不同种类的植物蛋白，可以实现氨基酸

的互补效应，提高蛋白质整体的生物学价值，通

过一些加工技术（如超高压处理、挤压变性等）

条件的优化，进一步调控蛋白质的分子结构，有

利于我们在开发新型食品中挖掘植物蛋白的潜

能[1]。为了满足消费者对高蛋白含量的需求，已

有研究表明，酵母蛋白经发酵和纯化技术处理后，

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含量和纯度[2]。此外，植物蛋

白的氨基酸组成不完整、生物利用率低、口感较

差等劣势限制了其在食品行业的发展，而经改性处

理后的植物蛋白的功能特性更佳，更易被人体消化

吸收，同时新型植物蛋白产品逐渐脱颖而出，这促

使人们的饮食结构从动物性饮食转向植物性饮食。 

植物蛋白是素食者饮食中主要的蛋白质来

源，蛋白经改性后可制成形、味、口感等与动物

食品相似的仿肉制品，而且还补充了人体必需的

营养物质。例如植物汉堡替代牛肉汉堡时，大多

数植物汉堡的铁、锌等矿物质的生物利用率与牛

肉相当，而真菌蛋白汉堡的锌含量较高，是素食

消费者摄入矿物质的来源之一[3]。此外，食品加

工中利用蛋白质变性还可以制成豆腐、酸乳、腌

蛋等。如今，人们对非转基因、素食蛋白原料的

需求是可持续的，营养价值高且保健功能优良的

植物蛋白正不断地被发掘，例如豌豆蛋白、羽扇

豆蛋白、鹰嘴豆蛋白、藻类蛋白等新兴植物蛋白

通过转化为形式更新颖、营养更全面的健康产品，

进而加快了食品市场的发展。 

本文简要介绍了各种改性方法的机理及功能

性质，并举例说明了改性在大豆蛋白、小麦蛋白、

微藻蛋白、豌豆蛋白、准谷物蛋白等方面的应用。

此外，综述了植物蛋白在植物肉、植物奶、植物

蛋、植物蛋白肽等方面的应用研究，为未来蛋白

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植物蛋白改性技术的概述 

植物蛋白改性技术主要是通过物理、化学和

生物方法对植物蛋白进行加工处理，改变其结构

和性质，从而提高其功能性、稳定性和应用性。

如表 1 所示。物理改性主要通过物理手段（热处

理、高压处理、挤压、超声波等）改变蛋白质的

分子结构，此过程不需要添加化学试剂，具有环

保和安全的优势[4]。化学改性一般包括酸碱化、

糖基化、酰基化等，在化学反应中，蛋白质会发

生键的断裂，且在试剂的催化下会形成新的肽键，

从而改变原有蛋白质结构的完整性[5]。生物改性

中最常见的方法是酶法处理，酶解是通过水解酶

与蛋白质底物发生催化反应，导致蛋白质分子中

的肽键发生水解反应，蛋白质被分解成较小的肽

段和氨基酸，从而改善蛋白质的功能特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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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植物蛋白改性技术的分类表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plant protein modification techniques 

改性方法 处理方式 改性原理 功能性质 参考文献

热处理 
主要基于高温对蛋白质分子内部结构以及相

互作用力的影响。 

蛋白质氢键被破坏，疏水基团暴露，蛋白质

溶解度、热稳定性改变。 
[4] 

挤压处理 
在高温、高压、高剪切作用下，蛋白质发生水

解、变性。 
改变蛋白质分子间相互作用力，溶解度提高。 [7] 

脉冲电场 
蛋白质的极性基团吸收能量产生自由基，促进

蛋白质的聚集或展开。 

改善了蛋白质的疏水性、乳化性，提高了蛋

白质的巯基含量。 
[8] 

高压处理 
蛋白质的表面电荷分布改变，增加了蛋白质的

聚集度，形成螺旋卷曲，化学键发生变化。 

提高了蛋白质的热稳定性，改善了乳液的稳

定性。 
[9] 

超声波 
基于超声波的空化效应和机械效应，影响蛋白

质的分子结构，破坏分子间作用力。 

蛋白质表面疏水性提高，粒径减小，乳化性

改善。 
[10] 

物理改性 

辐照 

利用高能射线穿透物质并与其中的原子和分

子发生相互作用，破坏蛋白质内部的化学键，

蛋白质构象发生变化。 

降低蛋白质的致敏性，改变乳化性，提高乳

化活性。 
[11] 

酸处理 
弱酸条件下水解蛋白质分子，主要通过增加蛋

白质表面疏水基团的数量来实现。 
提高蛋白质的溶解性、乳化性和起泡性等。 [12] 

碱处理 
在一定的 pH 条件下，蛋白质分子的肽键发生

断裂，蛋白极性基团暴露，发生交联反应。 
提高蛋白质在水中的乳化性和溶解性。 [13] 

磷酸化 
添加磷酸化试剂对蛋白质进行改性，改变蛋白

质的等电点。 

改善蛋白质的溶解度，提高蛋白质的乳化能

力、持水能力。 
[5] 

酰基化 

酰化试剂（丁二酸酐、乙酸酐）与蛋白质分子

中的亲核基团发生反应，形成酰胺键或酯键，

从而引入酰基团的过程。 

改变蛋白质的疏水性和亲水性，影响其乳化

性、稳定性和溶解性。 
[14] 

化学改性 

糖基化 
糖类与蛋白质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糖基化

蛋白。  

提高蛋白质的热稳定性，改善其溶解度、持

水性、持油性等。 
[15] 

生物改性 酶改性 
蛋白质与酶相互作用，蛋白质发生交联与水

解，构象发生改变。 
提高蛋白质的乳化性、凝胶性、抗氧化性等。 [6] 

  

2  蛋白改性技术在食品领域中的应用 

2.1  改性技术在大豆蛋白中的应用 

大豆蛋白的产品有大豆蛋白粉、大豆浓缩蛋

白、大豆分离蛋白等，在食品行业中应用广泛。

如图 1 所示。Zhu 等[16]研究谷氨酰胺转氨酶（TG

酶）与大豆蛋白对青稞面条的协同作用，两者结

合改善了蛋白质的网络结构，使淀粉颗粒紧密包

裹，从而增强了蛋白质的持水性和热稳定性，使

得面条具有最佳的流变和质构性能。 

目前，素食肉产品已经逐渐出现在食品市场

上，大豆蛋白成为素肉制品的主要原材料。以大

豆组织蛋白为原材料生产的素火腿肠，没有大豆

组织蛋白原有的豆腥味，且肉质饱满，具有较好

的风味特征 [17]。乳酸发酵和酶水解可以改善大

豆压榨饼的特性和人造肉的质地，压榨饼发酵减

少了苦味，增加了多汁性，平衡了肉类类似物的 

味道[18]。基于对人造肉原理的应用分析，利用挤

压技术对豆类中的蛋白质进行重组，蛋白质分子

结构发生不可逆变化，其纤维结构被改变，形成

具有鸡肉纹理的组织化蛋白，在此基础上研究仿

生肉素食产品，制成的素肉易成型、且感官品质

优良。 

2.2  改性技术在小麦蛋白中的应用 

小麦蛋白是由小麦淀粉生产的副产物，其蛋

白质含量达到 72%~85%。Li 等 [19]研究酶解对小

麦面筋（Wheat gluten，WG）有补充营养、促

进消化等功能特性的影响，WG 经蛋白酶改性后

的溶解度显著提高，蛋白结构的β-折叠的含量

降低，而氢键和离子键的结合效应增加，改性

WG 的粘弹性减小，表面疏水性、热稳定性、吸

水能力和结晶度均有所提高。WG 是小麦淀粉生

产的副产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粘弹性的高功能

成分，适合生产可食用的生物降解薄膜。单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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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和没食子酸改性处理 WG 后，发现单宁酸可

使薄膜变得更硬、更耐腐蚀、弹性和柔性更低，

同时降低了水蒸气的渗透性 [20]。以 WG 为原材

料制备的天然衍生生物纳米复合材料可用于食

品保鲜，水果表面的小麦面筋蛋白复合涂层以

及复合包装膜对 6 种不同呼吸代谢的水果都表

现出显著地保鲜性能，延长了水果的保质期，

节能环保 [21]。  

2.3  改性技术在玉米蛋白中的应用 

玉米醇溶蛋白是玉米中的主要蛋白质。玉米

籽粒中约含干重 10%的蛋白质，其中 50%~60%为

醇溶蛋白。玉米醇溶蛋白具有良好的成膜性和

黏接性，因此，作为新型生物材料在开发可生

物降解的食品包装材料方面有巨大的潜力。

Tadele 等 [22]利用脂肪酰氯（己酰氯、癸酰氯和

棕榈酰氯）对玉米醇溶蛋白进行酯化反应，结

果表明，癸酰氯改性后的玉米醇溶蛋白样品的

拉伸强度比未改性的脂肪酸高出  500%，总体而

言，可以将玉米醇溶蛋白转化为可熔融加工的

薄膜，用于可持续食品的包装材料。此外，玉

米蛋白是一种来自玉米的无麸质储存蛋白，可

以为淀粉面团提供延展性。为了改善玉米醇溶

蛋白在无麸质面团中的粘弹性，利用乙醇塑化

增强玉米醇溶蛋白的疏水相互作用，促进玉米

醇溶蛋白网络的展开，从而改善了面团的相容

性，乙醇塑化促进了广泛的纤维网络形成 [23]。

玉米醇溶蛋白在 160~190 ℃下热处理时，高温

条件促进了更高分子量玉米醇溶蛋白的产生，

提高了面团的弹性，热诱导的玉米醇溶蛋白交

联和结构的重排增强了其在无麸质面团中的功

能特性，改善了面包的整体品质 [24]。  

2.4  改性技术在新兴植物蛋白中的应用 

与传统蛋白质来源（大豆、小麦、玉米等）

相比，新兴的植物蛋白种类（微藻蛋白、鹰嘴豆

蛋白、豌豆蛋白等）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植物蛋白

的食品市场，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健康、环保

的食品选择，如图 1 所示。微藻（螺旋藻、蛋白

核小球藻等）含有高达 60%~70%的蛋白质，且易

于消化，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目前，微藻已被

允许用作食品添加物，可满足人类饮食的需求。

改性后的微藻蛋白具有优异的界面稳定性，可以

取代表面活性剂和动物蛋白来稳定乳液 [25]。此

外，螺旋藻经高水分挤压技术生产的挤出物提高

了蛋白质的消化率和抗氧化性能，与纯大豆基挤

出物相比，微藻和大豆浓缩蛋白复合挤压减少了

纹理，但增加了柔软度，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

产品的营养价值[26]。 

刘奕彤[27]利用植物乳酸菌发酵鹰嘴豆粉，将

未发酵和发酵的鹰嘴豆粉部分替代小麦粉制作发

酵饼干，添加发酵鹰嘴豆使饼干面团中的水分流

动性减弱，硬度增加，结构更致密，面团更易成

型。豌豆蛋白经改性后可作为有效的乳化剂制备

食品纳米乳液，提高维生素 D 的生物利用率，用

于开发维生素 D 的新型非乳制品的功能性食品，

改善老年人群维生素缺乏的状况[28]。 
 

 
 

图 1  植物蛋白的部分应用图示 

Fig.1  Illustration of partial application of plant protein 
 

2.5  改性技术在准谷物中的应用 

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加，谷物产量无法满

足正常的粮食供应，为了平衡传统谷物资源，

人们将目光转向与其组成成分和功能相似的准

谷物上。藜麦、荞麦和苋菜是最重要的准谷物，

它们营养价值丰富，蛋白质含量高，而且还可

作为含麸质食品的替代物，对于乳糜泻患者是

最佳的饮食选择。目前，假谷物已经应用于烘

焙食品、发酵饮料、挤压制品等食品领域中，

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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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准谷物的多领域应用 

Table 2  Multi-field applications of pseudo cereals 

应用领域 简介 参考文献

面制品 

荞麦面团经过挤压蒸煮的工艺优化后，

增强了面团的稳定性和粘弹性，降低了

荞麦面的蒸煮损失和破碎率。 

[29] 

饮料制品 
荞麦经发酵处理后生产的荞麦饮料口

感纯正，酸甜适中，有独特的荞麦香气。 
[30] 

发酵制品 

在啤酒的生产中，苋菜和藜麦的使用提

高了酿酒酵母的性能和发酵速度，丰富

了麦汁中必需金属离子的含量。 

[31] 

膨化制品 

高蛋白的藜麦粉、荞麦经挤压技术产生

的挤出物比较稳定，制成的膨化零食色

泽诱人、保留了各谷物的营养特色。 

[32] 

肉制品 
假谷物的高蛋白、高膳食纤维、低脂肪

等特点可以作为肉类制品的替代物。 
[33] 

 

3  植物蛋白的开发应用 

植物蛋白在食品体系中应用广泛，主要用于

植物蛋白肉、植物蛋白奶、植物蛋以及植物蛋白

肽等。 

3.1  植物蛋白肉 

植物蛋白肉是以蛋白质、脂质、碳水化合物

和其它植物营养素为主要物质，模拟真肉的质地、

外观和风味而制成的产品。蛋白质具有的溶解性、

持水性、持油性、乳化性、发泡性以及凝胶性等

特点是植物蛋白肉形成纤维结构的必备特性，其

所含的油脂和风味物质可以改善肉制品的外观，

促进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形成。目前，植物肉纤维

成型的方法有纺纱法、挤出剪切、3D 打印等。曾

艳[34]等采用纺丝法、挤压及剪切法对植物蛋白肉

进行加工，塑造了蛋白肉的纤维状结构，改善了

蛋白质的质构特性，此方法可用于规模化蛋白肉

的加工工艺中。牛肉与豌豆蛋白（1:1）混合在高

水分挤压条件下生产的挤出物柔软且分层，纤维

结构明显，且牛肉与豌豆浓缩蛋白的挤出物具有

类似真肉的气味和鲜味[35]。除此之外，3D 打印作

为一项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也逐渐发展起来。3D

打印主要对产品结构进行改性，从而产生质地柔

软的食品。豌豆分离蛋白和鸡肉末分别作为 3D

打印测试的主要植物蛋白和肉类来源，在豌豆分

离蛋白糊状物中加入 20%的鸡肉肉末，实现了产

品更好的纤维结构以及印刷的适宜性[36]。 

3.2  植物蛋白奶 

作为健康概念的主打产品，“植物基”系列产

品引起了大众的注意，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以谷

物、坚果、豆类、油籽等为基础生产的植物蛋白

奶等植物性饮料。目前，市场上的植物奶大多以

植物果仁、果肉、种仁等为主要原料，采用浸泡、

破碎、磨浆、调配、均质、杀菌等工艺加工制成

的浑浊型乳状饮料，因外观和口感与牛奶相似，

故被称为“植物奶”。植物蛋白奶营养丰富、口感

好。常见的植物奶有豆奶、燕麦奶、椰奶、杏仁

奶等。Kulczyk 等[37]向豌豆、向日葵和菜豆中添

加 0.5%的瓜尔豆胶研制的产品被认为是一种类

似牛奶的蔬菜饮料，不仅口感与牛奶相似，而且

营养价值与牛奶相当。也有研究表明，通过测定

羽扇豆和鹰嘴豆中所含的蛋白质、脂肪酸、酚类

化合物等的含量发现，二者均蛋白含量高且对人

体健康有益，以羽扇豆和鹰嘴豆为原料，利用植

物乳酸菌发酵获得的益生菌饮料，可以增强饮料

的营养特性[38]。 

3.3  植物蛋 

植物蛋是人们从黄豆、豌豆、绿豆、高粱和

葵花籽中提取蛋白质成分，然后混合调配生产的

食品。目前的“植物蛋”没有壳，外观是一种粉

末，通常以瓶装胶状物的形式销售，更像是人造

蛋黄酱。之所以被称为“植物蛋”，是因为它可以

代替鸡蛋用于制作蛋糕、面包、蛋黄酱之类的食

品，其目的是模拟鸡蛋的营养、功能甚至风味。

2018 年 Eat Just 官方推出的植物蛋以绿豆为主要

原料，绿豆可制成模仿炒蛋的凝胶状，产品通过

胡萝卜提取物和姜黄素呈现鸡蛋的黄色。根据 Eat 

Just 提供的数据，与常规鸡蛋的生产过程相比，

植物蛋减少了 98%的用水量、93%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以及 86%的土地用量，在低碳环保方面更具

发展优势[39]。此外，植物蛋的原料不含胆固醇和

过敏原，适合作为汉堡肉饼、熟香肠等素食替代

品，对于患高血脂的消费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4  植物蛋白肽 

植物蛋白肽主要是从植物或者农作物中通过

酶解或微生物发酵等工艺过程制得的一种水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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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有研究证实植物蛋白抗氧化肽在食品体系

中有潜在的应用价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防止脂质的过氧化；二是作为食品添加剂提高食

品的营养价值[40]。此外，植物蛋白肽饮料作为抗

疲劳功能性运动食品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运

动员经过高强度的训练后，口服植物蛋白肽饮料

可以补充体内必须的支链氨基酸，能够延缓运动

性疲劳症状的出现，促进体能恢复[41]。植物蛋白

肽按照一定比例添加到功能性食品中，可以调节

蛋白食品的硬度，使产品呈现出较好的口感，增

强了抗疲劳功能性食品的风味特性，显著改善了

产品的品质[42]。 

4  前景展望 

随着人们对植物性饮食需求的增加，未来可

能会出现更多的新兴植物蛋白，这些蛋白的出现

会取代部分动物蛋白，在缓解环境压力的同时保

证了消费者对蛋白质的正常摄取。蛋白质的营养

价值和功能特性决定了它们在食品中的用途，但

植物蛋白容易受到温度、pH 值、离子强度等因素

的影响，从而限制了植物蛋白在食品行业的应用。

利用物理、化学和生物改性技术可以改变食品蛋

白质的结构，调节蛋白质的功能，但要实现某些

蛋白特定功能的改进，需要选择和控制加工技术，

因为这些技术可能会在加工过程中抑制蛋白质的

预期功能或降低蛋白质的营养价值。 

从商业化角度来看，化学改性技术会产生有

毒副产物，且成本高，还要考虑监管方面的问题。

物理和生物改性技术因其不涉及化学试剂在食品

加工中应用比较广泛。总之，随着人们健康饮食

理念的普及和环保意识的提升，政府和相关机构

对植物蛋白行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植物蛋白

改性技术也将不断创新升级，改性植物蛋白的应

用将从食品领域（冷饮、蛋糕、植物性饮料等）

向医药、化妆品等更多领域延伸发展，应用领域

的拓展将进一步推动植物蛋白改性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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