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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直链淀粉在食品和材料领域应用的研究进展 

李  明*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加工综合性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93) 

摘  要: 高直链淀粉具有天然长直链, 作为一种特殊的食品或材料资源在食品或聚合物材料领域一直受到各

国研究者的青睐。与普通淀粉相比, 高直链淀粉具有独特的糊化和老化特性以及优良的材料性能, 这些都使得

它在低升糖指数食品或可降解材料领域有较大的应用潜力。本文通过跟踪国内外高直链淀粉的研究和应用进

展, 从高直链淀粉的育种进展、高直链淀粉结构特点、高直链淀粉的理化性质变化和高直链淀粉在食品或材

料领域的应用等方面综述了高直链淀粉在研究和产业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为高直链淀粉产品的开发和应用

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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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application of high-amylose starch in the field of food 
and material 

LI Ming* 

(Key Laboratory of Agro-Products Processing,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Institut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High amylose starch has a natural long straight chain. As a special food or material resource, high 

amylose starch has been favored by researchers all over the world. Compared with ordinary starch, high amylose 

starch has unique gelatinization and aging properties as well as excellent material properties, which make it have 

great application potential in the field of low glycemic index foods or biodegradable material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high amylose starc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related with high amylose starch breeding, high amylose structure, high amylos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high amylose in food or materials. By summariz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high amylose starch, this paper may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igh amylose foods or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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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淀粉作为植物中主要的贮藏碳水化合物, 存在于种

子、块茎、水果、根和叶中。淀粉不仅在植物的生命周期

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人和动物的营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淀粉的形成过程是将植物光合作用产生的葡萄糖单元通过

α-(1→4)或 α-(1→6)糖苷键连接形成不同长度的淀粉分子, 

并逐步形成更高级颗粒结构。从分子组成上看, 淀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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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其中, 直链淀粉分子由多数线性

分支链和少数长分支链组成, 其分子量约 105~106, 约含有

99%的 α-(1→4)和 1%的 α-(1→6)糖苷键[1]。支链淀粉分子是

由大量短支链组成的高度分支化分子链 , 其分子量为

107~109[2], 其中约含 5%的 α-(1→6)糖苷键[3]。普通淀粉的直

链淀粉含量为 20%~30%左右, 而高直链淀粉的直链淀粉含

量可达到 90%。高直链淀粉与普通淀粉相比, 具有更长的链

长, 且经过理化修饰后具有独特的功能特性[4,5], 在营养[6]、

控缓释材料及可降解材料[7]领域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近几年 , 我国淀粉市场发展迅速 , 年均增长率都在

10%以上。根据中国淀粉工业协会统计, 2018 年各类淀粉

总产量合计为 3009 万吨。淀粉深加工产品产量 163 万吨, 

变性淀粉产量 165 万吨。在过去 10 年间, 国内玉米淀粉深

加工产品每年以 10%~20%的比率增长, 其中以变性淀粉

和淀粉糖的增长速度最快。纵观整个淀粉行业, 产能过剩

日趋严重, 行业重组及产业升级加快。因此有必要对高附

加值淀粉材料进行梳理, 本文通过跟踪国内外高直链淀粉

的研究和应用进展, 从高直链淀粉育种进展、高直链淀粉

结构特点、高直链淀粉的理化性质变化和高直链淀粉在食

品加工或可降解塑料加工中的应用等 4 个方面综述了高直

链淀粉的研究进展, 为高直链淀粉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提供

一定的理论参考。 

2  高直链淀粉的育种进展 

通过育种创制不同直链淀粉的种质资源, 可扩大可

用淀粉品种的选择范围。目前来源于玉米、大麦和马铃薯

的高直链淀粉已经实现商业化, 但小麦或大米等其他主要

作物的高直链淀粉仍处在开发阶段。 

高直链淀粉谷物的培育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表 1)。

1946年, Whistler等[8]在对改良玉米籽粒淀粉品质的过程中

发现 du和 su1共同作用使得的玉米淀粉中直链淀粉含量由

25%提高至 65%。不同作物的育种在早期均经历了突变体

发现、自交、回交、轮回选择, 进一步提高直链淀粉含量[9]。

在这一过程中, 特定基因如 du、su1、ae 等基因的发现使

高直链淀粉作物培育成为可能。如 Omura 等[10]针对第 6

条染色体上的‘wx’等位基因, 创制不同的水稻突变体, 将

水稻的直链淀粉含量由 17. 4%提高至 35.4%。在 2000 年以

后, 在理解淀粉生物合成酶的功能以及判别与葡聚糖聚合

物生物合成相关的基因的基础上, 可以依靠传统育种或

定向基因突变等方式实现对多种作物直链淀粉含量的调

控[11]。通过控制特定主基因, 并对修饰基因进行微调, 可

以改善作物的农艺性状 , 进一步促进高直链淀粉的商业

化。如 Ingredion 已对直链淀粉含量 50%(HYLON® V)和

70%(HYLON® VII)的淀粉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和销售。 

在其他作物方面, 豌豆淀粉较为特殊, 其本身就含有

较高含量直链淀粉, 且皱豌豆和圆豌豆中直链淀粉显著不

同, 分别为 60%~88%和 30%~40%[12]。对马铃薯的分枝酶

(SBE A 和 SBE B)进行反义抑制(reverse inhibition), 能够将

其直链淀粉含量由 28%提高至 72%[13]。2005 年澳大利亚

联邦科学工业研究组织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CSIRO)对小麦籽粒中

SSIIa 基因进行突变, 并对相关基因进行修饰, 使得籽粒对

于其 SSIIa-A、SSIIa-B 和 SSIIa-D 基因中的突变是纯合的, 

得到直链淀粉含量为 45％~70％的小麦籽粒, 单籽粒重量

在 25~60 mg 之间[14]。 

高直链淀粉育种在我国开始较晚。据渭南天正达公司

统计, 2004 年,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玉米改良中心在国内率

先培育出高直链玉米新组合: ND-ae-0201。后定名为“中农

大 401”, 直链淀粉含量 50%左右, 但种植量较少。2011 年

渭南天正达育成 ae 基因双隐性突变的玉米, ae 基因造成了

SBEⅡb(淀粉分枝酶)的完全缺失, 可使直链淀粉的含量从

25%(野生型)增加到 70％(隐性纯合体)。目前已经稳定的高

直链淀粉性状自交系有 29 个, 其中 26 个直链淀粉含量在

5059%, 有 3 个自交系直链淀粉含量超过 60%。具体育种

时间表见表 1。 

值得注意的是, 直链淀粉的含量与遗传、环境、在作

物中的分布部位和作物的成熟程度都有关系。Fergason 等[8]

的研究结果表明, 果穗的上中下籽粒直链淀粉含量均呈现

由低到高的趋势(由 69%到 72%), 且玉米籽粒中部淀粉中直

链淀粉含量比其他区域高, 可能与淀粉形成的早晚有关。 

 
表 1  部分高直链淀粉作物育种时间表 

Table 1  Breeding schedule of typical crops with high amylose starch content 

时间 事件 突变体 作用的淀粉合成酶 直链淀粉含量/% 

1940 第一个直链淀粉育种计划[15] dull(du), Sugary 1(su 1) SSII 65 

1952 发现直链淀粉增长基因 ae SBEII b 55 

1958 高直链玉米淀粉商业化 ae SBEII b 55-60 

1974 高直链大米淀粉突变体[10] ae SBEII b 29.4-35.4 

1967 发现高直链大麦(Glacier)[16] dull(du), Sugary (su)  43.5 

2005 小麦(基因定向突变)[11] null SBEII a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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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直链淀粉的结构 

淀粉的结构是其理化性质和应用的基础。根据观测的

尺度不同, 淀粉结构可以从分子尺度、聚集态结构和颗粒

结构 3 个层次去解析。其中, 淀粉的分子结构指淀粉分子

中直链淀粉、支链淀粉以及中间组分的链长及其分布、分

子尺寸等。淀粉的结晶结构包括淀粉结晶区和无定形区的

厚度、晶型(如 A、B、C 型等)、结晶度、以及结晶区/无定

形区的分子有序程度等。淀粉的颗粒结构是指淀粉颗粒的大

小、形状和尺寸分布, 淀粉颗粒上的通道、孔等[2]。当淀粉

中的高直链组分含量显著增高时, 淀粉包括颗粒形态在内

的其他层级结构有明显改变[17], 并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应用。 

3.1  分子结构 

淀粉分子根据其分支程度可以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

淀 粉 。 其 中 , 直 链 淀 粉 的 平 均 聚 合 度 (degree of 

polymerization, DP)在 900~3300 之间, 每条链的平均长度

约为 270~525 个葡萄糖基单元。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比直

链淀粉要复杂得多, 其平均聚合度(dpn)在 4800 和 15900 之

间, 重量平均摩尔质量(Mw)值在 107~108 之间[18]。支链淀

粉的平均链长仅为 18~27 个葡萄糖单元。玉米、小麦、大

麦、木薯、马铃薯等常见淀粉的分子特性可参见 Ao[19]和

Vamadevan[20]的研究。 

在高直链淀粉系中, 短支链的支链淀粉合成受到严

重抑制, 其直链淀粉或支链淀粉的链长均高于普通淀粉中

的对应分子。高直链马铃薯淀粉中, 短链分支(DP 6~15)几

乎不存在, 而中链分支(DP 15~20)和长链分支(DP>20)部分

都显著增加, 平均链长(聚合度(DP))也由 13~14 增加至

18~19[17]。有趣的是, 高直链含量马铃薯淀粉中磷酸酯的

含量是普通马铃薯淀粉的 5~6 倍, 大麦淀粉也存在类似

现象[21], 然而原因尚不明确。然而, 并非直链淀粉含量越

高, 其链长较普通淀粉就越长。皱豌豆的直链淀粉含量远

高于圆豌豆 , 然而其直链部分的平均链长分别为 1000~ 

1100 和 1300~1400, 支链部分的平均链长分别为 34 和 22~ 

24.2[12]。通过 SGP-1 沉默获得的小麦中直链淀粉含量显著

增高, 而支链淀粉中 DP6~10 的链增加, DP11~25 的链减少[22]。

这提示我们, 遗传背景对直链淀粉含量和链长存在多个作

用机制, 不同机制对链长的影响不同。Lin 等[23]分析了不

同粒径的普通玉米淀粉和高直链玉米淀粉中支链淀粉的分

子结构, 发现不同粒级的普通玉米淀粉具有相似的支链淀

粉分子结构, 而高直链淀粉的大粒级组分与中、小粒级组

分有显著差异, 高直链淀粉的小粒组分中的支链长度和平

均支链长度明显高于对应的中、大粒组分。 

3.2  结晶结构 

原淀粉中结晶区的片层结构是由支链淀粉的双螺旋

结构组成的, 而无定形区的片层结构由带分支点的支链淀

粉和直链淀粉组成[24]。其结构和性质比较如表 2 所示, 淀

粉的结晶结构包含两个层面, 结晶类型和结晶含量。淀粉

晶型可分为 A、B、C 型, 晶型由支链淀粉的链长决定, 当

支链链长<19.7 时, 倾向于形成 A 型结晶, 当链长≥21.6

时, 倾向于形成 B 型结晶, 而支链链长在 20.3 到 21.3 之

间, 可表现为 A、B 或 C 型晶型[25]。这就解释了当直链淀

粉含量提高时, 玉米[26]或豌豆淀粉[12]的晶型由 A 型向 B

型转换, 其中蜡质玉米淀粉和普通玉米淀粉呈现 A 型结

晶结构, 而高直链玉米淀粉(Gelose 50 和 Gelose 80)呈现

B 型结晶结构[26]。然而并非淀粉中的直链淀粉含量较高

时, 结晶即为 B 型, 大麦淀粉的直链淀粉含量由 9%上升

至 43%时, 大麦淀粉仍呈现 A 型结晶结构[21]。 

支链淀粉作为淀粉的结晶结构的主要构成, 其含量

越高, 结晶含量越高。也就是说, 直链淀粉含量越高, 结晶

含量越低。圆豌豆的结晶含量为 18.9%~36.5%, 直链淀粉

含量更高的皱豌豆的结晶含量为 16%~30%[12]。当直链淀

粉含量提高时, 淀粉在偏光显微镜下的双折射现象减弱。

Colonna 等对此的解释是直链淀粉形成的微弱结晶有序程

度较低, 没有形成球晶中的有序结构[27]。 

除此之外, 淀粉中的直链淀粉组分在淀粉颗粒的外

壳分布较多[28]; 直链淀粉含量升高进一步导致的较高糊化

温度使得高直链淀粉的改性和加工更为困难。其次, 高直

链淀粉中的支链淀粉链长较长时, 链延伸穿过多个晶体区

域, 可能形成更稳定的层状结构, 但这种层状结构是否容

易被热加工破坏或在老化过程中进一步形成, 还有待更深

入的研究。 

3.3  颗粒结构 

淀粉颗粒形状多样, 有趣的是, 颗粒形状与其作物籽

粒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 玉米淀粉呈多角棱形, 马铃

薯淀粉呈长椭球形。天然淀粉颗粒在偏振光下具有马耳他

(maltose)十字的双折射(birefrigentce), 反映了径向分子和

晶体结构的组织。提高淀粉的直链淀粉含量对其颗粒形态

和结构均有较大影响。Schwall 等[17]发现高直链马铃薯淀

粉颗粒双折射强度降低, 且表面由光滑圆形出现较多不规

则形状, 颗粒中间出现很深的裂缝。在直链淀粉含量升高

的突变体小麦淀粉中, 小麦的 A/B 淀粉由圆形变为新月形, 

且小颗粒部分粒径变大[29]; 当直链淀粉由 23%增至 50%甚

至 70%时, 多角棱形的玉米颗粒逐渐减少, 大体积、非棱

角的圆形或细长丝状颗粒逐渐增多[26]。在高直链玉米淀粉

中, 细长颗粒的比例高达 32%[30]。对淀粉颗粒进行染色并

通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发现[28], 蜡质玉米淀粉和普通玉米

淀粉的颗粒表面存在部分孔道至颗粒中心, 而高直链玉米

淀粉的空洞多存在于淀粉颗粒表面。这些颗粒结构上的不

同也导致淀粉具有不同的糊化或消化特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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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结构和性质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amylose 

and amylopectin 

 直链淀粉 支链淀粉 

含量/% 0~30 70~100 

分子量 105~106 107~108 

大小 小 大 

葡萄糖联接方式 α-1,4 糖苷键 
α-1,4 糖苷键和 α-1,6

糖苷键(分支) 

溶解性 能溶于热水 加热下溶于水 

糊化温度 高 低 

糊粘度 水溶液不很粘稠 水溶液粘稠 

酶降解产物 能被 β 淀粉酶完全水解 
只能被 β 淀粉酶水解

一部分 

 

4  高直链玉米淀粉的理化特性 

4.1  高直链淀粉的糊化特性 

糊化特性是淀粉重要的理化性质之一, 与淀粉基食

品的热机械加工性能、食用品质等密切相关。淀粉在充足

水分条件下加热,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 淀粉颗粒开始破坏, 

晶体结构消失, 体积膨大, 粘度急剧上升, 这一相变过程

称为糊化。糊化是淀粉分子由有序态(晶态)向无序态(非晶

态)转变的过程: 水进入淀粉中的微晶束, 淀粉双螺旋间的

氢键被破坏, 使淀粉分子失去原有的取向排列, 而变为混

乱状态, 淀粉分子链分散在水中成为胶体。可以用差示扫

描量热法(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er, DSC)、带热台

(hot plate)的偏光显微镜、快速粘度分析仪或布拉本德粘度

仪观测淀粉的糊化行为。采用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

(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e, CLSM)和扫描电镜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研究高直链淀粉在加

热处理过程中的颗粒形貌和糊化行为发现, 高直链淀粉的

颗粒在 100 ℃时轻微膨胀, 在大约 120 ℃时显著膨胀, 但

仍保持颗粒结构。140 ℃处理后的淀粉颗粒基本被破坏, 

淀粉完全糊化[31]。 

淀粉来源、水分含量等的不同和体系中存在的添加剂

都会影响淀粉的糊化行为。DSC 在升温过程中测定的淀粉

热转变温度 T0(起始温度), Tp(峰值温度), Tc(完成温度)和糊

化焓值 △( H)是衡量淀粉糊化温度的 4个代表性指标。Singh

等[32]对文献报道的玉米、小麦、大米和马铃薯淀粉的峰值

糊化温度进行了综合分析, 发现玉米和大米淀粉的糊化温

度一般高于小麦和马铃薯淀粉, 而马铃薯和小麦淀粉的糊

化焓值较高。 

当直链淀粉含量提高 55%以上时, 淀粉随温度升高产

生的膨胀被显著抑制[17]。糊化温度随直链淀粉淀粉含量升

高而升高。蜡质玉米淀粉的糊化温度为 70 ℃, 而高直链玉

米淀粉的糊化起始于 85.2 ℃, 峰值温度为 97.3 ℃, 糊化完

成温度 107.4 ℃[33], 这一结果与显微镜观测偏光十字消失

的温度一致。糊化焓值可以理解为破坏淀粉有序结构所需

的能量。含支链淀粉较多的淀粉, 其糊化焓值高于富含直

链的淀粉, 这可能与其结晶含量较高有关。在不同水分含

量下糊化时 , 蜡质淀粉仅有一个糊化峰 , 当水分含量在

30%和 75%之间时, 高直链淀粉在不同温度出现多个糊化

峰; 随水分含量下降, 糊化温度上升, 这可能与低水分下

破坏氢键需要更高能量有关。淀粉糊化焓值随水分含量增

加而增加, 但无线性关系[33,34]。 

当体系中存在糖、盐或油脂等添加物时, 淀粉的糊化

温度同样受到影响。峰值温度和焓值均随糖含量增加而增

加, 这主要因为糖的存在有助于稳定淀粉的结晶区域, 且

糖与水的结合降低了糊化中可利用的水分的量[35,36]。盐离

子与淀粉通过溶解效应(solute effect)能够取代氢键形成新

的共价键, 降低糊化温度[37]; 而脂类或表面活性剂可以与

直链淀粉形成络合物, 络合物的相变温度显著提高[38]。 

随着新型加工技术应用于淀粉加工中, 淀粉的糊化

定义应得到扩展。如前所述, 淀粉糊化的本质为由有序变

为无序, 在剪切机械能和热能的存在下, 淀粉颗粒能在更

低的温度失去其有序结构[7], 且超高压作为一种非热加工

方式, 高压以能量的形式作用于分子间氢键, 也能使淀粉

糊化。 

4.2  高直链淀粉的老化特性 

淀粉老化又称为回生, 是淀粉由无序变有序的状态, 

但是有序程度低于糊化前。淀粉老化造成食品质地变硬, 

这是淀粉类食品储存过程中不期望发生的。因此, 如何延

迟或控制淀粉的回生是食品工业的关注热点。另一方面, 

高直链淀粉中淀粉老化形成的结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材料

的拉伸性能等力学性能, 且老化后生成的抗消化淀粉从营

养角度增加了膳食纤维的占比。 

淀粉结构、水分含量、温度等都对回生速率有不同程

度的影响。直链淀粉较支链淀粉更易回生; 不同结构形成的

相变峰(相变温度和焓值)受储存时间的影响不同, Liu 等[39]

发现支链淀粉的糊化峰(G 峰和 M1 峰)受储存时间影响较

大, 而直链淀粉和脂质形成的 M2 峰不受储存时间影响。

当水分含量低于 20%或高于 90%时, 玉米和小麦淀粉中未

观察到回生现象; 当水分含量降至 80%时, 普通淀粉发生

回生, 而蜡质淀粉未回生。当水分含量进一步降低至 70%

时 , 蜡质玉米出现老化现象。淀粉凝胶在水分含量为

40%~45%时老化程度最高。 

淀粉老化回生是淀粉结晶生成的过程。结晶是一个非

平衡的热可逆动力学过程, 包括 3 个步骤: 晶核形成、晶

体生长和晶体成熟[40]。该过程是一个 non-Arrhenius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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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核形成和晶体生长与温度有较大关系。低温对晶核形成

有利, 而高温对晶体生长和成熟比较有利。直链淀粉的结

晶, 其晶核的出现是一个均匀相成核过程, 只有在稍低的

温度下才能发生; 若温度过高, 分子的热运动过于剧烈, 

晶核不易形成或者形成的晶核不稳定, 易被分子热运动所

破坏; 随着温度的降低, 均相成核的速度逐渐增大。晶体

的生长过程则取决于链段向晶核扩散和规整堆积的程度, 

随着温度的降低, 体系黏度增大, 链段的活动能力降低, 

晶体生长的速度下降[41]。Jouppila 等[42]通过 Avrami 方程计算

淀粉的回生速率, 发现不同温度时达到最大回生程度需要的

时间不同: 在 60 ℃需要 10.4 d, 而在 80 ℃仅需要 68 min。 

多糖、食用胶或糖会延缓淀粉的老化, 而盐对于淀粉

老化的影响研究较少。Baker 等[43]发现, 食盐存在下淀粉

储存在 4 ℃或 25 ℃时, 老化程度降低, 而在20 ℃时, 老

化程度增加。当蛋白质网络结构存在时, 淀粉的老化被抑

制[44]。脂类也对淀粉老化有抑制作用, 且脂肪酸的链长越

短对老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这可能由于在油炸或炒制过

程中, 水分向淀粉颗粒的扩散极为有限, 这也限制了淀粉

中直链淀粉的溢出, 间接抑制了直链淀粉相互靠近造成的

老化。 

5  高直链淀粉的应用 

淀粉作为完全可再生资源, 是一种可降解、无毒害的

绿色资源。除食品工业外, 淀粉在化工、纺织、造纸、石

油及医药等领域应用广泛。原淀粉在未经改性时, 具有冷

水不溶, 热糊稳定性差、不耐剪切, 易老化等特点, 限制了

其在现代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因此对淀粉进行物理、化学

或生物改性, 探索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是我们需要解决的

问题。与普通淀粉相比, 高直链淀粉在营养、食品加工、

药物和工业用途方面有诸多新应用。 

5.1  高直链淀粉在食品中的应用 

尽管直链淀粉含量高的突变株或转基因株的籽粒产

量普遍低于野生型, 但是其利用价值和附加值远高于普通

淀粉。高直链淀粉作为 RS2 型抗性淀粉添加到食品中, 可

显著提高膳食纤维的含量。吴娜娜等[45]在 5 种不同直链淀

粉含量的糙米淀粉中添加 20%的谷朊粉得到糙米面包, 发

现随着糙米中直链淀粉含量的增加, 糙米面包淀粉体外消

化率显著降低, 且糙米面包中抗性淀粉含量增加。制作面

包时添加高直链小麦淀粉, 面包中的抗性淀粉含量可由

1.6%(对照)提高至 3.0%(50%添加量), 而在储存 5 d 后抗性

淀粉含量分别为 13.0%和 16.8%。 

自高直链小麦淀粉育成(2000 年左右)后, 研究人员就

开始探索高直链淀粉在食品中的应用。Van 等[46]研究了添

加不同比例高直链小麦淀粉(10%、30%和 50%)的面包品质, 

如体积、硬度和抗性淀粉含量, 发现 10%和 30%的添加量

对面包体积无显著影响, 而 50%的添加量显著降低面包体

积; 添加不同比例高直链淀粉制成的面包(未储存)硬度均

高于对照, 储存过程中, 10%添加量的面包硬度显著上升, 

储存 5 d 后添加量为 30%和 50%的面包与对照硬度相似。

这可能与高直链淀粉在糊化后容易回生生成 RS3型抗性淀

粉有关。除了 RS3 型抗性淀粉, 面包中的高直链玉米淀粉

在 250 ℃的烘烤温度下加工后, 未完全糊化并保持 B 型结

晶度。为了解决高直链淀粉添加造成的面包硬度上升, 有

研究表明添加糯小麦淀粉后的面包能明显改善面包的硬度, 

但是面包体积变小, 内部组织结构变劣[4]。因此用高直链

淀粉取代普通小麦淀粉加工面包, 需要考虑高直链淀粉的

直链淀粉含量和不同种面粉的复配, 从而达到感官品质和

营养品质的高度统一。 

淀粉的直链淀粉含量与面条食用品质极其相关。直链

淀粉含量与硬度[47,48]、胶粘性和咀嚼性呈正相关[48], 与内

聚 性 [47,48] 、 弹 性 [49] 和 回 复 性 呈 负 相 关 关 系 [48] 。

Ortíz-Fernández 等[50]用不同比例的高直链小麦淀粉取代普

通淀粉制成饼干后, 其抗性淀粉含量显著上升, 由 2.3%上

升至 12.8%(15%添加量)。相比于普通面粉制成的饼干, 添

加高直链淀粉后的饼干更受消费者(小孩和成年人)的欢迎。 

5.2  高直链淀粉在材料中的应用 

5.2.1  淀粉基可降解材料 

淀粉基可降解塑料是破解白色污染的一个有效途径。

淀粉作为天然高分子, 可以通过热塑加工制成不同形式的

可降解塑料。生物可降解材料具有来源广泛, 包装丢弃后

能够被微生物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与常规塑料相比, 淀粉基可降解塑料的力学性能较差, 且

淀粉分子中大量的羟基使得淀粉材料具有亲水特性。 

全淀粉型塑料作为第三代淀粉基塑料, 经过了填充

型淀粉塑料、共混型淀粉塑料等发展阶段。其中填充性淀

粉塑料并不能够达到完全生物可降解的水平, 以 PLA/淀

粉为代表的共混型淀粉塑料, 提高了淀粉材料的力学性能, 

降低了其亲水性能; 但 PLA 分子多为线性聚合, 几乎没有

侧链活性基团 , 耐热性和机械强度较差 , 且成本较高

(1.8~1.9 万/吨)。对于全淀粉塑料而言, 如何提高材料的力

学性能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Li 等[51]研究挤出过程加工参

数(温度, 螺杆转速, 喂料量及水分含量)对于不同直链淀

粉含量(4.3%~77.4%)的淀粉材料加工性能(扭矩)以及最终

产品的力学性能的影响; 研究发现, 与普通淀粉相比, 高

直链淀粉(Gelose 80)制成的薄膜拉伸性能为蜡质玉米淀粉

薄膜的 2 倍(23.82 MPa), 研究认为高直链淀粉薄膜中长直

链的缠绕和残余的淀粉颗粒能够有效提高淀粉薄膜的力学

性能。在后续研究中, Li 等[52]发现淀粉材料在加工过程中

或储存过程中形成的结晶结构对材料性能的影响大于分子

结构, 结晶结构能对材料起到增强的作用, 并构建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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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性能相关关系, 使得淀粉材料结构的调控成为可能。 

5.2.2  控缓释材料 

淀粉材料具有可生物降解、生物相容性好、安全、无

毒等优点, 可作为食品辅料和基料。而淀粉分子中含有多

个羟基, 可通过物理或化学改性, 实现结构重组或修饰。

一般淀粉在胃部和小肠已被消化酶和胃酸完全消化, 导致

药物快速释放而不能作为口服药物控缓释载体材料。因此

这些淀粉体系存在控缓释能力差, 消化速率过快等问题。 

淀粉作为缓释肥料载体, 与现有非降解的高分子合

成材料制成的控缓释载体(如聚苯乙烯、聚乙烯)相比, 既能

提高肥料利用效率, 又能在使用结束后完全降解, 对环境

友好[53]。淀粉与聚乳酸等接枝, 通过控制接枝效率进而控

制尿素等肥料的释放率[54]; 除了高分子合成, 淀粉还可以

采用传统载体制备技术与其他可降解材料制成新材料, 同

时赋予载体材料两者的特点。Perez 等[55]采用三聚磷酸钠

水溶液作为交联剂, 通过离子凝胶法(ionotropic gelation)

制成壳聚糖-淀粉共混物, 负载硝酸钾的释放, 用作控释肥

料。控制交联时间和聚合物水凝胶的组成调控交联度, 进

而控制凝胶在水中的膨胀程度, 连续释放 14 d 后, KNO3累

积浓度由 95%降至 73%(交联时间分别为 2 和 4 h), 提高了

肥料的有效性。Qiao 等[56]在淀粉基高吸水性聚合物(淀粉

-SAP(super absorbent polymer))吸水保水的功能基础上, 开

发了一种双涂层缓释肥料, 其中乙基纤维素(ethyl cellulose, 

EC)作为内涂层, 淀粉-SAP 作为外涂层。双涂层肥料颗粒

表现出良好的缓释行为, 显著降低的氮释放速率, 且表现

出稳定的释放行为, 氮肥持续时间超过 96 h。 

通过选择合适的淀粉材料和包衣条件, 设计载体材

料的组成和结构, 对药物或营养成分包载, 可实现淀粉在

不同消化部位的消化率改变, 达到药物或营养成分控缓释

的目的。药物或功能活性成分在水溶液中的溶解性差, 阻

碍了其在人体内的吸收和利用, 通常采用乳液、脂质体、

微胶囊或其修饰结构运载体系提高吸收和利用效率。高直

链淀粉作为 RS2 型抗性淀粉, 其生物相容性好且可降解, 

具有天然的优势。高直链淀粉通过改性处理, 其抗消化淀

粉可达 39.9%[57], 改性高直链淀粉制成的包衣液的抗消化

性能越高, 载药微丸的药物缓控释能力越高, 释放越均匀

和缓。司徒文贝等进而设计出了适合液态食品体系的多糖

薄膜包衣复合载体材料及其传输系统[58]。通过合理调控内

层醋酸酯抗消化淀粉薄膜的抗消化性能和外层壳聚糖薄膜

(pH 响应)包衣厚度, 可兼顾功能因子在酸奶液态食品体系

中的储藏稳定性和在人体消化道环境中的结肠靶向控释特

性。Mulhbacher 等[59]通过对高直链淀粉进行交联处理用阳

离子(羧甲基), 阴离子(氨基乙基)和乙酸(Ac)基团取代羟基

合成新的聚合物赋形剂, 对三种模型药物(对乙酰氨基酚

(不带电荷), 乙酰水杨酸(具有酸性基团)和二甲双胍(具有

碱性基团))的释放进行示踪, 发现药物释放可超过 20 h。对

于羧甲基高直链淀粉和氨基乙基直链淀粉而言, 可通过聚

合物和药物的侧基之间的离子相互作用, 控制离子药物的

释放。Lenaerts 等[60]也通过改变羟丙基高直链淀粉的取代

度, 进而改变载体材料水合程度, 进而控制药物的释放。 

6  结  论 

高直链淀粉作为一种新型淀粉, 是高含量抗性淀粉

或玻璃纤维粘结剂(集束剂)等深加工产品的原料, 具有普

通淀粉难以达到的优良性质。控制高直链淀粉作物的的直

链淀粉含量及其遗传性状的保持与稳定, 进而提高产量和

降低成本是高直链淀粉作物育种需克服的主要难题。而本

土化品种有助于降低我国对国外品种或材料的依赖程度, 

实际应用过程也需要进一步推进高附加值淀粉材料的生产

和利用。高直链淀粉作为膳食纤维, 已经成功地应用在澳

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面包等主食中, 在我国主食中的应

用仍停留在研究阶段。高直链淀粉在食品中的添加会影响

食品的口感, 能否采用合适的食品加工手段, 在保留淀粉

抗消化特征的同时, 不影响或改善食品的口感, 这有待我

们进一步的探究。其次, 不同加工技术对淀粉的结构和性

能的影响不同, 利用高直链淀粉作物的原粉, 设计营养增

强型谷物食品, 调控含淀粉食品的血糖生成指数(glycemic 

index, GI), 有助于提高中国传统主食的营养价值。再次, 

我国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 高直链淀粉在材料中的应用

将更为广泛, 但高直链淀粉在加工和改性上相较普通淀粉

更为困难, 通过改性处理高直链淀粉降低其加工难度有助

于推动高直链淀粉材料的产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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