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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综述了超声波技术对鲜肉品质特性的影响，以及

辅助超声处理对肉类加工单元操作效果的影响，探讨可能出

现的负面效果，并展望超声在肉类工业应用中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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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处理是指利用超声波的热作用、机械作用、空化作

用等［１］实施或辅助实施乳化、脱气、提取［２］、切割［３］、清洗、灭

菌［４］等工艺。作为一种高效技术，超声处理在多个领域得到

了广泛应用，在食品科学领域超声处理最早应用于食品的分

析和改性［５］。超声波通常是指频率高于２０ｋＨｚ，不引起听

觉的机械弹性波，实验室最常见的超声波仪器通常使用的频

率为２０ｋＨｚ～１０ＭＨｚ。超声波在传播过程中，会对传播介

质分子产生挤压或离散而导致介质分子形成气泡或空洞。

这些空洞在后续的超声波处理中变大，最终变得不稳定而崩

溃，释放出高温和高压。如这种崩溃发生在生物材料中，超

声波很可能会对此生物材料产生多重影响，达到促进分离或

变性的目的［６］。

常用的超声波可分为两类：高频率低强度超声波

（＞１ＭＨｚ，＜１ Ｗ／ｃｍ２）、低 频 率 高 强 度 超 声 波 （２０～

１００ｋＨｚ，１０～１０００Ｗ／ｃｍ２），这两类超声波也被称为功率超

声波。前者不具有破坏性，常用于化合物的分离和萃取［７］，

而后者常用于改变细胞结构和其他处理，如固体粉碎、抑泡、

乳化［８－９］。

超声处理有助于肉制品品质的提升，对于肉制品的腌

制、脱脂、延长肉制品货架期等也有促进作用。虽然超声在

肉类工业应用时间不长，却显示出了极大的应用前景。

１　超声处理对鲜肉理化特性的影响
近年来，大量研究报道了功率超声对新鲜肉和预处理肉

类的影响。表１总结了超声波对肉类理化性质、烹调、加工、

腌制、微生物生长状况等方面的影响。

１．１　对肉嫩度的影响

传统方法通过对鲜肉进行机械处理、酶处理、化学处理

表１　超声对肉类品质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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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超声参数 理化特性改变 参考文献

猪背最长

肌和腰部

４．２，１１，１９ Ｗ／ｃｍ２；

２０ｋＨｚ；１０，２５，４０ｍｉｎ

保水性和肉的结构未

改变，物质转运和蛋白

质溶出更快，肌凝蛋白

变性程度更高

［１０］

母鸡胸

肌肉

１２ Ｗ／ｃｍ２；２４ ｋＨｚ；

１５ｓ

剪切力减小，烹调损失

不变
［１１］

牛肉（半

膜肌）

４０ｋＨｚ；１５００Ｗ；１０，

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ｍｉｎ

亮度和红度不变，黄度

减小
［１２］

鸡胸肉和

大豆凝胶

２０ｋＨｚ；４５０ Ｗ；０，３，

６，９，１２ｍｉｎ

凝胶更黏弹，保水性和

质地特性提升，均一完

整的显微结构网络

［１３］

猪肉 ４０ｋＨｚ；３７．５Ｗ／ｄｍ３
嫩度 提 升，腌 制 效 率

提高
［１４］

鸡翅表面
２．５ Ｗ／ｃｍ２；４０ｋＨｚ；

３，６ｍｉｎ

微生物减少，时间越长

减少越显著，大肠杆菌

对超声更敏感

［１５］

牛肉肌腱
１１ Ｗ／ｃｍ２；４０ ｋＨｚ；

６０，９０ｍｉｎ

大肠菌群、嗜冷菌显著

减少
［１６］

冷却猪肉
４０ｋＨｚ；０，５，１０，１５，

２０，２５，３０ｍｉｎ

肉中小分子蛋白质含

量增加
［１７］

２３２



等使肉质嫩化，鲜肉的适口性增加。但该类方法耗能、耗时，

产品达不到最佳的风味，因此建立一种高效的使肉嫩化的方

法，是肉制品加工业的研究热点之一。从理论上说，超声在

肉类中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超声波本身的机械作用虽然

对肌纤维造成了断裂，对肌肉细胞结构造成了破坏，但促进

了内源性蛋白酶的释放，导致了蛋白质的降解，使其组织结

构发生了相应变化，嫩度增加。多年来，超声波对肉质嫩化

的作用研究甚多，结果也不一致，一些研究者认为肉类长时

间暴露在高强度的超声波环境下会对其肉质产生显著的嫩

化作用，Ｃｈａｎｇ Ｈａｉｊｕｎ等
［１２］发现将功率超声（４０ｋＨｚ，

１５００Ｗ）应用到牛肉的半腱肌，分别作用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

６０ｍｉｎ，会使肌肉纤维的直径减少，对胶原蛋白的热稳定性

和性质也会产生影响，表明超声处理可以促进肉类的嫩化。

但也有研究者［１８］不认同这种作用，认为可能是超声的热效

应使蛋白质变性，从而对肉品的嫩度造成了一定影响。

超声波可能引起机械损坏和肌肉嫩化的假设在家禽肉

试验中也得到了证实。李莹等［１９］在对蛋鸡胸肉的研究中，

发现单一的微波对鸡肉的嫩化效果不如超声—微波结合的

效果好，超声对淘汰蛋鸡胸肉的嫩化效果显著，肌肉剪切力

降低。在对母鸡胸肌的研究中［１１］，鸡胸肉经超声处理后

（２４ｋＨｚ，１２Ｗ／ｃｍ２，１５ｓ），分别在４℃贮藏０，１，３，７ｄ，超声

处理组的鸡胸肉的剪切力降低且烹调损失无显著变化。另

外，苏丹［２０］在对老龄鹿肉的研究中，发现超声处理后的鹿肉

的肌肉纤维小片化指数随着超声功率增大不断上升，由电泳

结果可观察到鹿肉可溶性蛋白发生降解。这些结果都表明，

超声处理在肉的嫩化中有很大应用前景。

１．２　对肉保水性的影响

肉的保水性是保持其原有水分与添加水分的能力，对肉

制品加工的质量和数量有很大影响。如肉保水性差，在烹饪

过程中就会因为失水而失重，造成经济损失。有研究［１３］表

明，超声促进肌纤维释放蛋白质凝胶，而蛋白质凝胶对保水

性（ＷＨＣ）、嫩度、肉制品的粘合性都有很大影响。保水性会

随着动物宰后的肌纤维结构变化而变化，因此，动物肌肉到

食用肉的过程中水的分布差异与肉质的嫩度相关［２１］，肉的

保水性会影响肉的质地。段昌圣［２２］研究发现?用超声波处

理（３００Ｗ，６０ｍｉｎ）酱卤鸭脖保水性最好，而且此条件下嫩度

也高于对照组。Ｄｏｌａｔｏｗｓｋｉ等
［２３］用超声（４５Ｈｚ，２Ｗ／ｃｍ２或

２５Ｈｚ，２Ｗ／ｃｍ２）处理肉品，发现肉的保水性显著提高，并且

对处理组的ｐＨ值无显著影响。ＬｉＫｅ等
［２４］研究了高功率超

声（２０ｋＨｚ；０，３，６ｍｉｎ）对鸡肉ＰＳＥ肉糜悬浮液（蛋白质含量

７．５％）的影响，发现超声显著提升了ＰＳＥ肉糜悬浮液凝胶的

ｐＨ值和保水性。可能是超声机械作用破坏肌肉纤维降低了

水分子渗入肌肉纤维之间的阻力，超声的空化作用与声微流

共同作用，使肌肉组织细胞破坏的同时促进水分子进入组织

细胞，从而提高肉的保水性。

１．３　对肉成熟的影响

尸僵持续一定时间后，在无氧降解酶作用下发生一系列

生物化学变化，肉的硬度降低，保水性有所恢复，使肉变得柔

嫩多汁，具有良好的风味，最适于加工食用，这个变化过程即

为肉的成熟。肌原纤维蛋白和细胞骨架蛋白在内源酶的作

用下降解削弱是肉成熟的重要原因［２５］，ＣｈｅｎＬｉｎ等
［２６］研究

发现超声波（４０ｋＨｚ，１５００Ｗ）能显著提高蛋白水解酶的活

性。Ｓｔａｄｎｉｋ等
［２７－２８］对宰后２４ｈ的小牛半膜肌肌肉进行超

声处理（４５ｋＨｚ，１２０ｓ），并将其在４℃下贮藏２４，４８，７２，

９６ｈ，发现细胞蛋白的结构发生了破坏，ｐＨ值和色泽均未发

生显著变化，但是超声处理组的嫩度与保水性显著增加。

相比之下，Ｐｏｈｌｍａｎ等
［１８］采用超声（２０ｋＨｚ，２２Ｗ／ｃｍ２），

分别对牛肉进行０，５，１０ｍｉｎ超声处理，宰后成熟时间１，６，

１０ｄ，并未证实超声有加速成熟的作用。研究者并未发现肉

质硬度方面、咀嚼性、感官特征、胶原蛋白的溶解性或肌纤维

蛋白水解作用的变化。但是设备的差异导致超声强度和频

率各不相同，结果不显著可能是超声的强度或者时间不够。

尽管由于不同设备产生的超声频率和强度不同，处理时

间也有差异，不同试验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大部分的研究者

都认为功率超声对不同来源肉的后熟和质地有显著影响，且

不影响其他质量参数。

２　超声处理辅助肉类加工单元操作效果的
影响

２．１　腌制

腌制是肉类加工中关键的环节，对增加产品的嫩度以及

多汁性、延长货架期、调味都有重要作用。干腌法能赋予肉

特殊的风味，但食盐渗透速度慢且不均匀，腌制时间过长。

湿腌法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卤水的浓度，超声在不破坏肉类原

有品质的前提下提高腌制速度和均匀度。Ｏｚｕｎａ等
［１４］将猪

肉同时放入腌制液中静置和超声处理，发现超声腌制有助于

加速物质转运，缩短了腌制时间。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等
［２９］测定了超

声腌制对猪肉水结合力、色泽、质构的影响，发现超声并没有

对猪肉品质产生不利影响。ＮａＣｌ扩散到肉中通常是很慢

的，虽然可以通过注射实现，但是对于形状不整齐或者带骨

的肉类不宜使用注射。在超声条件下肌肉的渗透性会增

强［３０］，高强度超声腌制还会引起蛋白质的溶出，使肉表面的

肌球蛋白变性［１０］。这与高压技术的效果相似，但超声加工

的成本更低，并且便于推广。

２．２　冷冻及解冻

超声通过影响冷冻食品的成核和晶体增长来控制结晶，

超声的空穴作用不但可以产生微小的空洞，促进冰成核，还

能通过声微流促进热量和物质转运，从而影响冷冻后食品的

质地［３１］，食品质地是关乎消费者对肉类产品接受度的重要

因素，并且关系到营养和生物活性物质的保存。谷小慧［３２］

研究发现，在冷冻过程中，超声波辅助冷冻猪肉从５℃下降

到－７ ℃ 的 冷 冻 时 间 为 ８１．５ ｍｉｎ，而 传 统 冷 冻 需 要

１０６．６７ｍｉｎ，超声波冷冻时间缩短了３０．８８％，通过对猪肉的

微观结构进行观察，发现超声波冷冻的细胞显示更好的网络

结构，细胞空洞更少。

声能转化成热能可以加速融化过程。这个转化过程在

凝固相中进行得最为剧烈，随着温度从零下温度上升，变得

越来越剧烈。最近，有研究者［３３］比较了低强度超声解冻和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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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水解冻包装猪肉，解冻过程温度恒定，超声频率为２５ｋＨｚ，

超声强度为０．２Ｗ／ｃｍ２和０．４Ｗ／ｃｍ２，超声解冻和浸水解

冻，肉的化学性质、微生物和质地特征均没有显著差异；且超

声波解冻所需时间随着功率的增大而缩短，超声波解冻冷冻

肉的汁液流失率随着超声波功率的增大而减小［３４］。

由此可见，超声冷冻可以加速肉类冷冻过程，减少冷冻

过程中细胞结构的损坏，超声解冻可以降低冷冻肉汁液流失

率，且不会导致微生物和质地的变化。

２．３　脱脂

工厂化养殖生产的肉类产品往往因为生长周期短而快

速催肥导致脂肪含量过高。高脂肪含量的食物不符合营养

学摄入标准，且容易引起加工产品品质降低。脱脂常用的方

法有溶液萃取法、酶法、碱皂化法等。将超声波结合这些方

法使用可以有效提高脱脂效果。马艳［３５］研究发现，超声辅

助能提高脱脂率并降低脱脂处理的温度和时间。卢春燕［３６］

将不同的脱脂方法进行比较，发现超声辅助提高了脱脂的效

率。这是因为超声的空化作用促进了脂肪细胞的破裂，同时

流出的脂肪被超声乳化而加速脱离。为了探索降低肉类产

品中饱和脂肪酸含量的新方法，ＺｈａｏＹｉｎｇｙｉｎｇ等
［１３］通过超

声将动物油脂替换成植物乳化油脂。发现超声可用于生产

性能突出的乳化性肉制品，并且能在保证高产量的同时改善

脂肪酸构成。

２．４　烹饪

通常肉制品在烹饪过程中，肉制品表面因为外部温度过

高变得焦黑而内部没有充分加热，从而导致产品品质下降。

超声可以有效提高传热性能，减少烹饪时间并提高产品品

质。国外已有超声炒锅的专利［３７］，与传统炒锅相比，超声炒

锅利用超声传热不仅加热均匀还提高了升温速度，降低了能

耗。利用超声进行烹调使烹调速度更快，水保存得更多，烹

调损失更低。同时，烹调的肉肌纤维更嫩，肌纤维直径更大，

相比于仅通过热传递烹调的肉有更多的肌纤维破裂。另外，

因为超声的热传导机制效率更高相比于按传统的煮制或者

加热烹调的肉，通过超声烹调的肌肉烹调损失降低至
１

２
～

１

５
倍。这表明超声可应用于制备餐馆中的预调制肉或者用

于预制菜行业［３８］。

２．５　杀菌

超声在杀灭细菌繁殖体方面的影响虽然发现于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
［３９］，但直至９０年代才被运用于食品工业和保鲜方

面［４０－４１］。近年来，由于消费者对轻加工食品的需求不断增

长，探索对食品本身品质“零影响”的食品加工替代方式变得

越来越重要。超声有助于生物安全性的提升和食品货架期

的延长，特别是对于含有热敏感性营养、功能性元素的食品，

超声波的应用更有意义［４２］。

抑制微生物总的机制主要就是形成细胞内空泡，从而使

细胞膜变薄，产热并产生自由基［２９］。高功率超声（２０～

１００ｋＨｚ）能实现高压、剪切、温度梯度等，可破坏细胞膜和

ＤＮＡ，从而灭活细胞
［４３］。

新的超声抗菌处理由超声结合一种或几种杀菌技术而

成，包括压力与超声的结合作用（压力超声波），超声和加热

的结合（超声热处理），或者是超声、加热、压力的结合（热压

超声波）［４４］，超声结合其他杀菌技术比单一杀菌技术效果更

好。研究者［４５］发现超声处理和蒸汽相结合应用于生产线的

宰后鸡可以显著减少弯曲杆菌，在宰后立即进行蒸汽超声处

理，其菌落总数减少了３个对数级。Ｍｏｒｉｌｄ等
［４６］测定了在

持续高压蒸汽和高功率超声结合处理后，猪皮和肉表面的病

原菌失活情况，对超声处理后（３０～４０ｋＨｚ，１５ｓ）的接种样品

上的沙门氏菌、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非致病性大肠杆菌

进行 了 研 究，发 现 菌 落 总 数 在 处 理 １ｓ 后 降 低 了

１．１ｌｇＣＦＵ／ｃｍ
２，在处理４ｓ后降低了３．３ｌｇＣＦＵ／ｃｍ

２，猪皮

的降低程度比猪肉的高。Ｋｏｒｄｏｗｓｋａ等
［１５］还发现超声处理

与乳酸菌菌液相结合适用于对家禽皮的清洁。Ｓｍｉｔｈ等
［４７］

发现，高强度超声和抗菌剂的结合使用可以使病原菌杀灭效

果更好。

３　功率超声在肉类工业中的负面影响
功率超声在肉类工业中的应用对肉的负面影响很少被

报道。但是功率超声可能会对肉的水结合力［４８］、色泽的稳

定性［４９］、多汁性、感官特征、肉的产量［５０］造成不利的影响。

研究者［１０］普遍认为这些变化都是因为肉蛋白质发生理化变

化而引起的，但目前并未得到证实。声能可以被吸收，由于

空化作用导致温度升高，食品受到热损伤［５１］，且有研究［５２］证

明声热效应会导致外层细胞膜广泛的物理损伤。

即使没有出现气泡破灭，由于液体介质中的剪切力，使

高分子物质解聚［５３］，随着超声波能量的增加，链碎片也增

加［５１］。高强度超声会引起食品蛋白质功能性的改变，如胶

凝性、粘度、溶解度，而这些改变通常被认为与分子结构改变

有关，如疏水性增加和颗粒大小变化。由高强度超声引起的

变化主要取决于蛋白质本身的性质和其变性及聚合的

程度［５４］。

超声诱导水分子的同源分裂，导致食品加工中引入自由

基，使食品更易被氧化［５１］。食品中的蛋白质氧化也可能会

导致蛋白质分解或者蛋白质—蛋白质交联作用。蛋白质被

氧化后，其理化性质也会改变，如构型、构象、溶解性、对蛋白

质水解作用的敏感性、酶活性［５５］。这些改变都可能决定新

鲜肉的品质并影响肉制品的加工特性。工业中应用超声应

当考虑引入自由基淬灭剂来阻止有害的氧化反应［５６］。

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清楚地说明超声对肉类工业可能

造成的危害。虽然已知超声会导致食品分子结构的变化，经

超处理的肉的品质也确实发生了改变，但是还缺乏证据证明

超声和肉内在成分有关系，而这些内在成分还要与肉的功能

性和食用品质有关。

４　结语与展望
许多传统的加工技术已优化到了极致，但仍没有办法满

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高功率超声作为一种“高效、节能、

环保”的加工技术，无论是对肉的影响，还是在肉制品加工工

艺的应用都显示出广阔的前景。超声对于肉及肉制品的稳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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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有一定影响，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对人体有危害，但

是若想将超声波成熟应用于肉类工业生产，还需要对其机理

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目前对于超声的研究大多是研究固

定频率、强度、时间下与不超声的空白对比，而将三者联系起

来的动态研究较少。超声对肉类的影响趋势相同但差异往

往很大，其原因不仅是设备的不同，肉类的产品的形状、厚

薄、结构对超声波传播的削弱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构建

肉类不同形状、厚薄、结构对超声波削弱模型，对超声波在肉

类中应用的准确性有重要作用。另外，受制于超声设备生产

工艺局限，大型的超声设备暂时很难在工业生产中推广，超

声设备的研究也将是超声应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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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ＰｏｈｌｍａｎＦＷ，ＤｉｋｅｍａｎＭＥ，ＫｒｏｐｆＤＨ．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ｈｉｇｈｉｎ

ｔｅｎｓｉｔ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ｔｏｒａｇ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ｏｏｋ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ｏｎｓｈｅａｒ，ｓｅｎｓｏｒ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ｌｏｒａｎｄｃｏｏｋ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ｐａｃｋａｇｅｄａｎｄｕｎｐａｃｋａｇｅｄｂｅｅｆｐｅｃｔｏｒａｌｉｓｍｕｓｃｌｅ．［Ｊ］．ＭｅａｔＳｃｉ

ｅｎｃｅ，１９９７，４６（１）：８９１００．

［１９］李莹，周剑忠，黄开红，等．超声波—微波设备联合嫩化淘汰蛋

鸡鸡胸肉［Ｊ］．食品科学，２０１３，３４（２）：８３８７．

［２０］苏丹．老龄梅花鹿肉嫩化方法研究［Ｄ］．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１２：

９２４．

［２１］ＬａｗｒｉｅＲＡ，ＬｅｄｗａｒｄＤＡ．Ｌａｗｒｉｅｓ＇ｓｍｅａ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Ｅｎｇｌａｎｄ：ＣＲＣ Ｗｏｏｄｈｅａ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０６：

１２８１５６．

［２２］段昌圣．酱卤鸭脖的贮藏特性及其保水性研究［Ｄ］．武汉：华中

农业大学，２０１２：４２４４．

［２３］ＤｏｌａｔｏｗｓｋｉＺＪ，ＴｗａｒｄａＪ．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ｎ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ｂｅｅｆｔｉｓｓｕｅｔｏｗａｔｅｒｂｉｎｄｉｎｇ［Ｊ］．Ｆｌｅｉｓｃｈ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２００４，８４（１２）：９５９９．

［２４］ＬｉＫｅ，Ｋ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ｉ，Ｚｈａｏ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ｈｉｇｈｉｎ

ｔｅｎｓｉｔ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ｂａｔｔｅｒ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ｒｏｍＰＳＥｌｉｋｅｃｈｉｃｋｅｎｂｒｅａｓｔｍｅａｔ［Ｊ］．

ＦｏｏｄＢｉｏｐｒｃｅｓ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７（１２）：３４６６３４７７．

［２５］ＨｅｒｒｅｒａＭｅｎｄｅｚＣＨ，ＢｅｃｉｌａＳ，ＢｏｕｄｊｅｌｌａｌＡ，ｅｔａｌ．Ｍｅａｔａｇｅ

ｉｎｇ：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Ｊ］．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１７（８）：３９４４０５．

［２６］ＣｈｅｎＬｉｎ，ＦｅｎｇＸｉａｎｃｈａｏ，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ｎｃａｓｐａｓｅ３，ｃａｌｐａ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ｙｏ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ｃｋ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ｐｏｓｔｍｏｒｔｅｍａｇｅｉｎｇ［Ｊ］．

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５，１７７（１２）：２８０２８７．

［２７］ＳｔａｄｎｉｋＪ，ＤｏｌａｔｏｗｓｋｉＺＪ．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Ｗａｒｎｅｒ

Ｂｒａｔｚｌｅｒｓｈｅａｒｆｏｒｃｅ，ｃｏｌｏｕｒａｎｄｍｙｏｇｌｏｂｉｎｏｆｂｅｅｆ（ｍ．ｓｅｍｉ

ｍｅｍｂｒａｎｏｓｕｓ）［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Ｆｏｏ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２３３（４）：５５３５５９．

［２８］ＳｔａｄｎｉｋＪ，ＤｏｌａｔｏｗｓｋｉＺＪ．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ｏｘｉ

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Ｂｅｅｆ［Ｊ］．ＲｏｃｚｎｉｋｉＩｎｓｔｙｔｕｔｕＰｒｚｅｍｙｓｕＭｉｅｓ

ｎｅｇｏｉＴｕｓｚｃｚｏｗｅｇｏ，２００９，４７（１）：６３６８．

［２９］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Ｃ Ｋ，ＬｙｎｇＪ Ｇ，Ａｌｌｅｎ Ｐ．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ｐｏｗｅ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ｆｏｒ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ｕｒｉｎｇｏｆｐｏｒｋ［Ｊ］．Ｍｅａ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９８（２）：１４２１４９．

［３０］ＬｅａｌＲａｍｏｓ Ｍ Ｙ， ＡｌａｒｃóｎＲｏｊｏ Ａ Ｄ， Ｍａｓｏｎ，ｅｔ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ｍａ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 Ｈａｌ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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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ｎＨａｌａｌｃｈｉｃｋｅ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１，９１（１）：１３０１３３．

［３１］ＺｈｅｎｇＬｉｙｕｎ，ＳｕｎＤａｗ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ｗ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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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１７（１）：１６２３．

［３２］谷小慧．超声波对冷冻肉品质影响的研究［Ｄ］．大连：大连工业

大学，２０１３：２０３２．

［３３］ＧａｍｂｕｔｅａｎｕＣ，ＰｅｔｒｕＡ．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ｔｈａｗｉｎｇ

ｏ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ｕｎ

ｐａｃｋａｇｅｄｐｏｒｋ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ｕｓｄｏｒｓｉ［Ｊ］．Ｆｏｏ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

３７（１）：９８１０７．

［３４］ＧａｍｂｕｔｅａｎｕＣ，Ｐｅｔｒｕ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ａｗ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ｂｙ

ｌｏｗ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ｏｒｋ

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ｕｓｄｏｒｓｉｍｕｓｃｌｅ［Ｊ］．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

５２（４）：２１３０２１８０．

［３５］马艳．鸡肉脱脂技术及脱脂处理对肉品质影响的研究［Ｄ］．安

徽：安徽农业大学，２００８：１４１９．

［３６］卢春艳．养殖大黄鱼脱脂脱腥工艺优化及其风味成分研究［Ｄ］．

浙江：浙江工商大学，２０１１：３５４４．

［３７］ＰａｒｋＳＨ，ＲｏｈＹＲ．Ｃｏｏｋｅｒ：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０１１３７７３［Ｐ］．

２００１０３０１．

［３８］ＣｈｅｍａｔＦ，ＺｉｌｌｅＨｕｍａ，ＫｈａｎＭＫ．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ｉｎｆｏｏ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Ｊ］．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ｓＳｏｎ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１８（４）：８１３８３５．

［３９］ＡｒｒｏｙｏＣ，ＣｅｂｒｉａｎＧ，ＰａｇａｎＲ，ｅｔａｌ．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ｏ

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ｓａｋａｚａｋｉｉｂ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ｗａｖｅｓｕｎ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ｂｕｆｆｅｒ

ａｎｄｆｏｏｄｓ［Ｊ］．Ｆｏｏ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１，１４４：４４６４５４．

［４０］ＭｃｃｌｅｍｅｎｔｓＤ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

ｆｏｏ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Ｊ］．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５，６（９）：２９３２９９．

［４１］ＫｎｏｒｒＤ，ＺｅｎｋｅｒＭ，ＨｅｉｎｚＶ，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ｓｉｎｆｏ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Ｊ］．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１５（５）：２６１２６６．

［４２］ＷａｎｇＹａｎ，ＨｕＹａｎｃｈｕｎ，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ｓｏｌｖｅ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ｓｗａｉｎｓｏｎｉｎｅｆｒｏｍ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ｏｃｈ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Ｂｕｎｇｅ［Ｊ］．Ｍｅｄ．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２０１１，５（６）：

８９０８９４．

［４３］ＨｙｏｕｎｇｉｌｌＬ，ＦｅｎｇＨａｏ．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ｗ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ｎｆｏｏ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７０：５５９５８２．

［４４］ＰａｇａｎＲ，ＭａａｓＰ，ＡｌｖａｒｅｚＩ，ｅｔ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ｓｔｅｒ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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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ｓ［Ｊ］．Ｆｏｏ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１６：１３９１４８．

［４５］ＨａｎｉｅｈＳ，ＮｉｅｌｓＨ，ＮｏｎｂｏｅＫＵ，ｅｔ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ｔｅａｍ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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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ｏｎｐｏｒｋｂｙｓｔｅａｍ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ｏｏ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７４（５）：７６９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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