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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姜猪肉品质的分析

徐长军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淮安生物工程分院，江苏淮安 223200

摘要 以 10头苏姜猪为试验材料，测定分析苏姜猪背最长肌和五花肉部位的肉品质特征，以期了解苏姜猪

营养品质特征。试验结果显示，苏姜猪肉具有较好的外观形态，大理石纹较清晰，肉色鲜艳，且含有较高的肌苷

酸和肌内脂肪含量，在脂肪酸组成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其中背最长肌为42.2%，五花肉为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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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是我国年消费量最大的肉类食品。随着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一方面忌惮吃多了肥

猪肉会增加肥胖风险，一方面又抱怨现在的猪肉少

了以前的猪肉味，口感差。近年来，如何保护和开

发地方品种猪成为关注度较高的产业问题。为了

满足消费者需求和产业化要求，开发地方品种猪一

方面要保留其优良的肉品质，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其

生长速度和饲料转化率。

苏姜猪品种是以姜曲海猪与枫泾猪为母本，以

杜洛克猪为父本进行的杂交后代，历时 16年 6个世

代选育而成。苏姜猪最大的优势是肉质优良，猪肉

肉色鲜红，肌纤维富含肌内脂肪，无 PSE肉（肉色灰

白、肉质松软、有渗出物的白肌肉）和DFD肉（肌肉

干燥、质地粗硬、色泽深暗的黑干肉），吃起来香味

浓厚，口感好。苏姜猪肉富含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

酸，营养丰富，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均可饲养[1-2]。本

课题组针对江苏地区市场化成熟、口碑良好的江苏

黑猪——苏姜猪的肉品质进行分析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选取江苏姜曲海种猪场同一批次的 300日龄、

体重（101±3.5）kg苏姜猪 10头，屠宰 8 h后取其背最

长肌（13~14肋，左边）和五花肉（6~9肋，左边）各1 kg
肉样置于4 ℃冷藏待测。

1.2 试验仪器

标准比色板、pH-STAR胴体肌肉 pH值直测仪、

yyw-2型应变控制式无侧限压力仪、全自动定氮仪、

脂肪测定仪、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仪、安捷伦气相

色谱仪。

1.3 测定指标和方法

大理石纹和肉色分别用比色卡比对，pH值和嫩

度的测定分别参照 NY/T2793-2015肉的食用品质

客观评价，蛋白质含量的测定方法参照GB 5009.5-
2016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胆固醇含量的测定方法

参照GB 5009.128-2016食品中胆固醇的测定，肌苷

酸含量的测定参照GB/T 19676-2005采用高效液相

色谱仪法，肌内脂肪含量测定方法参照GB 5009.6-
2016食品中脂肪的测定，脂肪酸的组成测定参照

GB 5009.168-2016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抗氧化能

力检测采用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总抗

氧化能力检测试剂盒（FRAP法）等。

1.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进

行Duncan´s多重比较，结果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苏姜猪肉常规品质

对苏姜猪肉背最长肌和五花肉常规品质进行

测定，结果见表 1。大理石纹和肉色都采用 5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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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原则。大理石纹的多少与肉的风味嫩度和多

汁性有密切关系，是猪肉质地的重要指标，而 pH值

直接影响肉的颜色、嫩度、烹煮损失和肉的保藏期。

由表 1可以看出，背最长肌的大理石纹处于中等水

平，肉色较鲜艳；五花肉部分由于肥瘦肉分层导致

瘦肉层大理石纹肉眼观测并不明显，但肉色更加鲜

表3 苏姜猪肉不同部位脂肪酸含量测定结果

指标

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总和

单不饱和脂肪酸总和

多不饱和脂肪酸总和

抗氧化能力/（mmolkg）

C10:0
C12:0
C14:0
C16:0
C16:1
C17:0
C17:1
C18:0

C18:1n9C
C18:2n6C
C18:3n6
C20:1
C18:3n3
C21:0
C20:3n6

背最长肌/%
0.13±0.02
0.10±0.01
1.57±0.13
26.97±1.86
3.81±0.60
0.20±0.04
0.20±0.04
12.81±0.68
42.72±3.14
9.21±0.99
0.45±0.04
0.24±0.03
0.76±0.09
0.42±0.05
0.42±0.10
42.20±2.60
47.00±2.60
10.80±1.10
0.70±0.10

五花肉/%
0.11±0.01
0.08±0.01
1.40±0.14
25.34±0.78
2.68±0.27
0.22±0.07
0.20±0.05
12.83±1.24
44.50±3.33
10.38±1.61
0.52±0.08
0.23±0.01
0.74±0.06
0.48±0.10
0.27±0.03
40.50±2.00
47.60±3.40
11.90±1.70
1.10±0.10

表1 苏姜猪肉不同部位常规品质测定结果

指标

大理石纹

肉色

pH值

嫩度（N）

背最长肌

2.9
3.0

6.57±0.27
37.60±1.44

五花肉

2.0
4.3

6.77±0.38
31.20±1.30

表2 苏姜猪肉不同部位营养品质测定结果

指标

蛋白质/（g/100 g）
胆固醇/（mg/100 g）
肌苷酸（IMP）/（mg/g）

背最长肌

19.55±0.19
53.1±5.3
2.05±0.20

五花肉

16.34±0.17
67.6±4.6
1.4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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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点，且 pH值也较背最长肌更高一点，而嫩度比

背最长肌嫩一点。

2.2 苏姜猪肉营养品质

由表 2可知，背最长肌和五花肉的蛋白含量偏

低[3]。肌苷酸是国际公认的衡量肉质鲜味的一项重

要指标，在本次研究中，苏姜猪背最长肌的肌苷酸

含量处于中上水平，高于引进品种[4-5]。肌内脂肪含

量（IMF）取决于脂肪体细胞数量和脂肪的合成能

力，与肉品风味、嫩度、多汁性有关。五花肉的脂肪

含量约是背最长肌含量的 2倍，胆固醇含量却没有

成倍的增加。

2.3 苏姜猪肉脂肪酸含量

对苏姜猪肉背最长肌和五花肉脂肪酸含量进

行测定，结果见表 3。苏姜猪肉中脂肪含量虽然高，

但是脂肪酸组成中排在第一位的脂肪酸是单不饱

和脂肪酸油酸（C18:1n9C），占脂肪总量的 42.72%；

排在第三位的是硬脂酸（C18:0）。虽然 C18:0是饱

和脂肪酸，但这种饱和脂肪酸不具有升高血胆固醇

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进入人体内可迅速在脱饱和

酶的作用下，碳链中的氢被氧夺走，生成水（H2O），

脂肪酸碳链因失去氢，变成单不饱和脂肪酸（油

酸），使猪肉中的油酸含量增加到60%~70%，个别猪

肉中的油酸甚至超过了 70%，而油酸是橄榄油中的

主要脂肪酸。相对于传统观念来说，脂肪含量的增

高，增加了猪肉的口感，而其中高比例的不饱和脂

肪酸以及硬脂酸含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肥胖的风

险[6]。五花肉虽然脂肪含量较高但其抗氧化能力也

相应增加，这可能是因为其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较高[4]。

3 结 论

苏姜猪肉具有较好的外观形态，大理石纹较清

晰，肉色鲜艳，较高的肌苷酸和肌内脂肪使得肉品

口感较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改善消费者的

膳食结构，但较高的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提

醒消费者每天应适量食用。苏姜猪结合了中外猪

种的优点，既有较高的繁殖性能又兼具较高的生长

速度和饲料转化率[2]，是高档肉品的发展趋势。

参 考 文 献

[1] 经荣斌，吉文林，赵旭庭，等 .苏姜猪新品种培育及展望

[J].猪业科学，2016，33（8）：129-132.
[2] 苏牧 .优良猪种——苏姜猪 [J].农家致富，2019（5）：

24-25.
[3] 徐朵燕 .苏太猪肉质测定试验[J].养殖与饲料，2012（1）：

9-11.
[4] 康连虎 .皖南黑猪与长白猪肉品质比较[J].饲料博览，

2019（1）：6-9.
[5] 陶勇，任善茂，郭韦敏，等 .苏姜猪与其母本姜曲海猪肌

肉品质的比较分析 [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7（20）：

106-107.
[6] 韦克林，胡天龙，李坤 .肌内脂肪、脂肪酸与猪肉肉质三

者关系研究进展[J].中国畜牧兽医文摘，2012，28（11）：

50-51，66.

【责任编辑：胡 敏】

··11


	目次
	行业论坛
	多元协同培养水族科学与技术专业创新人才的研究与实践
	乡村振兴战略下高职院校畜牧兽医专业革命文化与就业育人相融合的路径探索

	试验研究
	L-精氨酸对IPEC-J2细胞β-防御素和PR39基因表达的影响
	苏姜猪肉品质的分析
	动物双歧杆菌CP-9对犬肠道菌群及粪便化学性状的影响
	牡丹饼粕中单宁的去除方法研究
	日粮添加EM微生态制剂对生猪生产性能及其饲养环境的影响
	中草药在蛋鸡育雏中的应用
	1株鸭坦布苏病毒的分离鉴定及产蛋鸭发病模型的建立
	河北张家口坝上草原牧草资源选育与有害生物防控试验
	热应激条件下科尔沁肉牛与科尔沁牛免疫功能比较
	申鸿七彩雉生长曲线拟合研究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酶制剂刍旺GX奶牛饲喂DHI数据对比分析
	仔猪腹泻用丁酸梭菌与中草药复合饲料添加剂的制备及其应用
	板蓝根多糖对少乳仔鼠空肠形态的影响

	养殖生产
	规模化猪场后备母猪的饲养管理
	妊娠母猪的饲养管理技术
	减少哺乳仔猪死亡的关键措施
	微型牛场母牛养殖技术与效益分析
	提高母牛繁殖力的有效措施
	育成羊的饲养管理要点
	蛋鸡青年鸡质量评价指标及饲喂关键点
	笼养肉鸡饲养管理要点
	动物疫苗保存的注意事项
	肉鸡垫料养殖、林下养殖模式比较分析

	饲料营养
	裂殖壶菌在蛋鸡上的应用研究进展
	粗饲料对肉牛生长发育及牛肉品质的影响
	犊牛早期断奶营养调控技术的研究进展
	简述青海省饲草轮作及加工模式
	饲料霉菌毒素对水产动物的危害及防控策略
	以猫犬饲料为主导的宠物饲料市场浅析

	疾病防控
	猪痢疾的诊断及治疗
	中兽医治疗肉猪便秘
	猪姜片吸虫病的诊断与防治
	种猪场疾病防控管理
	1起猪群发生弓形体病的诊疗与分析
	仔猪水肿病的发病原因与防治措施
	猪戊型肝炎的流行病学及防控措施
	猪支原体肺炎的防治
	1例牛肝片吸虫病的诊治报告
	1起犊牛肺炎链球菌病诊治体会
	祁连山牧区绵羊蠕形蚤病的防治
	羔羊口膜炎的预防和治疗
	羊螨虫病的防治
	山羊营养不良性水肿的治疗效果观察
	羊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与防治
	羔羊大肠杆菌病的诊治与预防措施
	通风不良导致雏鸡一氧化碳急性中毒病例报告
	肉鸡滑液囊支原体病的诊治报告
	秋冬季蛋鸡疾病防控措施
	肉鸡生长迟缓综合征的防控
	1起昆明裂腹鱼鱼苗三代虫病的诊治
	半荒漠草场醉马草中毒的治疗和注意事项
	马焦虫病的防治
	布鲁氏杆菌病的危害及防控

	管理前沿
	贵州毕节市牛羊产业发展的调查与对策
	粪污还田、种草养牛打造种养循环优质牧场样板
	云南省漾濞县肉牛生产现状与发展对策
	浅析乌鲁木齐牧民定居饲草料基地的建设
	生猪定点屠宰场对环境的污染及对策
	广西百色市生猪养殖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西安市未央区2016-2020年牛羊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与分析
	上海市松江区家畜血吸虫病防控工作回顾与展望
	青海省祁连县绿色农业发展现状及发展思路
	山东省滕州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问题与对策


	Contents
	Colum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