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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北地区大豆品种植酸含量的比较分析

范杰英，刘香英，田志刚，张井勇，南喜平 *，康立宁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长春 130033)

摘 要：对东北地区(黑、吉、辽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近年来通过审定的 183 个大豆品种的植酸含量进行了

测定分析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大豆品种的植酸含量平均为 15.58 mg/g，变异区间在 9.53～20.16

mg/g 之间。省份间大豆品种的植酸平均含量也存在差异，以黑龙江省最高，内蒙古最低。大豆品种植酸含量的

变化幅度以吉林省最大，黑龙江省和内蒙古均较小。根据测试结果，筛选出 11 个低植酸大豆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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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hytic Acid Content of Soybean Varieties in
Northeas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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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l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hangchun 130033, China)

Abstract: Phytic acid content of 183 soybean varieties in Northeast of China (Heilongjiang, Jilin, Liaon-

ing and eastern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 was determined and comparativ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phytic acid content of soybean varieties in Northeast of China was 15.58 mg/g, ranging from 9.53

to 20.16 mg/g. The average phytic acid content of soybean varieties also exist differences among the

provinces, with the highest in Heilongjiang, and minimum in Inner Mongolia. The range of phytic acid content

of soybean cultivars was maximum in Jilin Province, and smaller in Heilong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Ac-

cording to test results, 11 low phytic acid soybean varieties were 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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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酸又称肌醇六磷酸，是农作物种子中磷元

素的主要贮存形式[1]。植酸极易与二价金属阳离子

Ca2+、Fe2+、Mg2+、Zn2+ 等螯合，形成不可溶性植酸

盐；与种子中的蛋白形成具有单层膜的泡状小球，

这些小球进一步聚积为更大体积的球状体，这是植

酸在生物体中的主要沉积形式[2]。由于人和单胃动

物中缺少植酸酶，因此当种子作为粮食和饲料被

人和单胃动物摄取后，植酸分子中的磷和微量元

素，以及所结合的种子蛋白不能被其分解利用，严

重降低了这些营养成分的生物有效性。因此从营
养角度来说，植酸是一种抗营养因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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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豆 种 子 籽 粒 中 植 酸 含 量 一 般 在 10～45

mg/g 之间，且受到基因型、环境及其互作效应的

显著影响[4-7]。研究表明，大豆中植酸的存在，对豆

制品质构品质也存在重要影响。由于植酸对二价

金属阳离子具有高效螯合作用，当在豆乳中加入

凝固剂(如 CaSO4 或 MgCL2 等)时，植酸优先与凝

固剂结合，从而降低豆腐凝胶形成过程中凝固剂

与大豆蛋白结合的有效浓度和反应速度，导致豆

腐硬度的降低[8-11]。因此，豆腐加工过程中，大豆籽

粒中植酸含量的高低是影响凝固剂使用量和豆腐

软硬度的重要因素。本文对我国东北地区大豆品

种植酸含量在不同省份和育种单位间的变化规律

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大豆加工专用品种的选育、
生产和加工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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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省份大豆品种植酸含量的比较

省份 品种数量(个) 平均值(mg/g) 变异区间(mg/g) 极差(mg/g) 变异系数(%)

吉 林 56 15.44 9.53～20.16 10.63 17.47

辽 宁 29 15.97 12.01～19.91 7.90 11.31

黑龙江 86 16.73 12.37～19.41 7.04 7.93

内蒙古 12 14.17 10.32～16.98 6.66 15.79

1.1 材料

1996～2007 年东北三省及内蒙古通过审定

的 183 个大豆品种。其中黑龙江 68 个，吉林 56

个，辽宁 29 个，内蒙古 12 个品种。
1.2 方法

大豆籽粒中植酸含量的测定方法：三氯化铁

比色法[12]。大豆籽粒经粉碎后，用 1.2% HCl·10%

Na2SO4 试剂提取，15% TCA 试剂沉淀酸性蛋白

质 ，0.75 mol/L NaOH 调 节 上 清 液 pH 值 到

6.0～6.5， 用 0.3% 磺 基 水 杨 酸·0.03% FeCl3·
6H2O 试剂比色，于可见光 500 nm 处检测，并用

标准加入法进行定量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东北地区大豆品种植酸含量的总体水平

根据对东北地区近 10 年通过审定的 183 个

大豆品种的植酸含量的测定，结果(表 1)显示，东

北地区大豆品种的平均植酸含量为 15.58 mg/g。
不 同 品 种 植 酸 含 量 的 变 异 区 间 在 9.53～20.16

mg/g 之 间 ， 极 差 为 10.60 mg/g， 变 异 系 数 为

13.12%。说明东北地区不同大豆品种在植酸含量

上存在较大差异。
从图 1 可以看出，大豆品种植酸含量呈现近

似正态分布，大部分品种植酸含量在 14～18 mg/g

之间，占全部测试品种样本的 80%；植酸含量较

低(<14 mg/g)的品种共 29 个，占全部品种的 16%；

植酸含量较高(>18mg/g)的品种 7 个，占全部品种

的 4%。Horner 等对 116 份大豆品种的植酸含量进

行了分析，其含量在 2.2～22.2 mg/g(干基)之间[6]。
Kumar 等以 80 份印度大豆品种(品系)为试验材料

的测试结果表明，大豆植酸含量在基因型间的变

异在 28.6～46.4 mg/g 之间[7]。说明我国东北地区

大豆品种的植酸含量与国外品种相比较，大部分

处于中等及偏低水平，这对提高豆制品加工品质

是有利的。

2.2 不同省份大豆品种植酸含量的比较分析

表 1 东北地区大豆品种植酸含量的总体水平

统计量 植酸含量

平均值(mg/g) 15.58

变异区间(mg/g) 9.53～20.16

极差(mg/g) 10.60

变异系数(%) 13.12

图 1 大豆品种植酸含量频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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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品种的植酸平均含量以黑龙江省最高，

为 16.73 mg/g；内蒙古最低，为 14.17 mg/g；吉林

和辽宁处于第二和第三位，分别为 15.44 mg/g 和

15.97 mg/g(表 2)。大豆品种植酸含量的变化幅度

以吉林省最大，变幅为 9.53～20.16 mg/g，极差为

10.63 mg/g，变异系数也最大，为 17.47%。说明吉

林育成的大豆品种的植酸含量具有更为丰富的遗

传多样性。黑龙江省和内蒙古大豆品种植酸含量

的变化幅度均较小，分别为 12.37～19.41 mg/g 和

10.32～16.98 mg/g。黑龙江省大豆品种植酸含量

的变异系数最小，为 7.93%。
2.3 低植酸大豆品种资源筛选

根据测试结果，筛选出低植酸(植酸含量≤12

mg/g)品种 11 个 ，分 别 为 7607、吉 育 70、吉 科 豆

1、吉科豆 3、小粒豆 8 号、吉育 67、通农 13、吉农

23、吉农 20、蒙豆 28 和蒙豆 15 等。

3 小 结
东北地区(黑、吉、辽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近年

来通过审定的大豆品种的植酸平均含量为 15.58

mg/g。不同大豆品种在植酸含量上存在较大差异，

变异区间在 9.53～20.16 mg/g 之间。省份间大豆

品种的植酸平均含量也存在差异，以黑龙江省最

高，内蒙古最低。大豆品种植酸含量(下转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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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 页)的变化幅度以吉林省最大，黑龙江省

和内蒙古均较小。根据测试结果，筛选出 11 个低

植酸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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