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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不同时期毛竹笋的营养物质含量分析表明
: 蛋白质

、

氛基酸
、

脂肪
、

糖

类等的含量是 未出土生长的冬笋高于 出土生长的春笋 ; 水分
、

纤维素含量是冬笋期

较为稳定
,

春笋期逐渐增长 ; 矿质 营养元素含量是春笋高于冬笋
。

从毛竹笋营养含

量及产量考虑
,

宜在 2 月中旬到 3 月中旬采收冬笋 ; 在 3 月下旬到 4 月上 旬采收春

笋较 为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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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毛竹林生产经营制度的改变
,

目前
,

以笋
、

竹两用或以产笋为主 的毛竹林面积
,

正

在我国长江以南地区迅速扩大
。

食用竹笋含有蛋白质
、

脂肪
、

糖类
、

维生素
、

矿质元素等人

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I’〕,

这些物质的种类和含量 已引起人们关注
。

了解竹笋体内这些营养物质

的积累和消耗
,

搞清竹笋体内不同时期的营养物质变化规律
,

这对指导竹笋生产具有重要意

义
,

也可为获得营养价值较高
、

质量较好的竹笋提供参考依据
。

我国可食用笋的竹 种 种 类

很多
,

其中毛竹分布最广
,

产量居竹笋总产量之首
,

是我国主要笋用竹种
。

探索毛竹笋的者

养动态
,

对毛竹笋的合理采收
、

及时加工利用都是十分必要的
。

为此
,

我们于1 9 8 2一1 9 8 3年
,

对

不同时期毛竹笋 的营养成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生化分析测定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材料和方法

1
.

试验材料的选择 我们在浙江 省 安

吉县港口 林场
,

选择竹林管理水平一般的毛

竹林
“

十号
”

林地
,

作取样笋 的试 验 地
。

自

1 9 8 2年1 2月2 0 日到 1 9 8 3年 4 月2 0 日
,

历时 5

个月
,

随机挖取试验样笋共 6 次
,

合计挖取

样笋 12 9 株 (表 l )供分析测定之用
。

在这些

样笋中
,

凡 3 月 20 日之前挖取者俗称冬笋 ;

4 月初以后挖取者俗称春笋
。

2
.

样笋处理方法和要求 毛笋连 兜 挖

表 1 祥 笋 采 集 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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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1 9 8 9年1 1月2 4 日收到
。

* 本研究是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 中心 (I D R C) 资助 的
“

竹类 (中国 ) ”项 目中的
‘

竹 笋营养研究
”

课题的部分 内容
。

样 品中汀

氮基酸 由浙江农业 大学蚕桑系帮助 分析测定
,

矿质元素 由中 国林科院分析 中心帮助分析铡定
。

黎戊贤
、

吴敏两同志 乡

加部分测试工作
,

工作中得到浙江省安吉县红旗林场李龙游 同志及亚林所杨校生 同志的热情帮助
,

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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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

不带泥土和根
,

现场实测笋长
、

笋粗
、

鲜笋重
。

当夭运回实验室
,

立刻剥去笋稼 (笋壳)
、

笋

衣
,

用不锈钢刀在竹笋基部第 2 轮根芽点处切断
,

取其可食笋体纵横切成 5 m m 左右的 小方

块
,

将同批笋样充分混拌后
,

取新鲜试样 1 0 00 9
,

从中留 20 9 供测定水分用
,

余者放入10 5

士 2 ℃烘箱中
“

杀青
. 1 5m in 后

,

速将烘箱温度 降 到65 士 2 ℃继续烘干
。

烘干笋肉取一份用

于金属元素测定
,

余者用磨样机粉碎
,

过60 目筛孔
,

经充分拌匀后置于干燥样瓶中密封
,

编

号
,

贮存备用
。

3
.

浏定方法 粗蛋白质用凯氏定氮法测定
;
氨基酸用 日立 8 3 5 一 5 0型氨基酸自动分 析仪

测定 , 脂肪用残渣法测定 , 总搪和纤维素用3
, 5

一

二硝基水杨酸 比色法测定 ;金属元素用W FX

一 1 型原子吸收仪测定, 水分用烘干法测定
, 灰分用干灰化法测定

。

4
.

数据处理 除金属元素为实测值外
,

其余数据均取 2 一 3 次测定值的平均数
。

二
、

结 果 分 析

1
.

竹笋含水量的变化 竹笋含水量 是春笋高
,

冬笋低
。

据测定
,

12 月份竹笋的 含水量

为8 7
。

。2 写
, 1 月份为 8 6

.

5 8 %
, 2 月份为8 5

.

6 3 %
,

3 月份为8 8
.

7 7 %
,

在这历时 4 个月的

冬笋期内竹笋处在地下生长阶段
,

平均 含水量为87 %
,

变动幅度不大
,

含量比 较 稳 定
。

随

着气温上升
,

春季雨水增加
,

竹笋进入春笋期出土生长阶段
,

笋体内的水分含量随竹笋生长

加速而增加
, 4 月份竹笋含水量平均为9 2

。

8 9 %
,

比冬笋期平均增加5
.

89 %
。

竹笋生长分地下与地上两个阶段
,

竹笋

入‘��

卜划‘.,‘
, .1..‘连1..胜.百J飞。.,,. .

日日l土
冲

体内含水量
,

随其生长阶段的不同而变化
。

在这两个阶段中
,

笋体水分含量 的变化与笋

生长发育同步
。

地下生长阶段的冬笋
,

水分

含量最高期始于 1 2月份的早期冬笋
,

水分含

量最低期在农历春节前后 ( 即 2 月份 ) , 地上

生长阶段的春笋
,

水分含量最高期在春笋生

长初期的 4 月上旬
,

以后便有所下降
。

另外
,

竹笋体内水分含量变化还与不同时期竹笋绝

对高生长量相一致
。

冬笋期竹笋体内含水量

比较稳定
,

在此期间竹笋绝对高生长量 的变

1 , o r
卜

才 9 二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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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不洲泞

日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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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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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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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毛 竹笋水分 含皿及高生 长址变化劝 态

动幅度处在 。
。

9一2
.

8 c m 之 间
,

平均生长量为 2
.

07 c m
,

增长比较缓慢
。

4 月初
,

竹笋进入

春笋期生长
,

笋体内水分含量迅速增加
,

达到了整个笋期竹笋含水量的最高值 93
.

52 %
,

此

时
,

竹笋绝对高生长量
,

是 3 月份竹笋绝对高生长量的 5 倍多
,

明显高于冬笋
。

以后笋体内

水分含量下降
,

绝对高生长量也减少 (图 1 ,

表 1 )
。

2
.

竹笋蛋 白质的变化 竹笋蛋 白质在笋体三大营养物质 (蛋 白 质
、

脂 肪
、

搪 类 ) 中列

居第二位
,

含量为干重的15
.

23 %
,

是脂肪含量 的6
.

2倍
,

蛋 白质在活的笋体中处于 变 动 状

态
,

总的变动趋向是少、多、少
。

平均含量冬笋为干重的16
.

05 % ;
春笋为干重的13

.

57 %
。

冬笋高
,

春笋低( 图 2 一 4 )
。

从图 2 一 4 可知
,

竹笋虽处同一生长阶段
,

其蛋白质积累和消耗是

不一样的
。

1 月份之前的早期冬笋
,

它的蛋白质含皿随竹笋生长发育逐渐积累增多
,

积累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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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在年平均气温最低的 1 月份
,

蛋白质含量为干重的17
。

15 % , 1 月份以后的冬笋
,

蛋 白质

含量变化是积累和消耗基本趋于平衡状态
,

其含量在 15
。

66 %一 1 6
.

17 %之间
。

4 月份竹 笋

进入春季生长阶段
,

由于竹笋加速生长的需要
,

消耗体内蛋 白质
,

使蛋 白质贮存量减少
,

蛋

白质的消耗速率随竹笋生长而加快
。

4 月初的早期春 笋蛋 白质 递 减 率 为 7
。

08 % , 4 月底

的后期春笋递减率为2 5
.

4 1 %
,

比早期春笋蛋 白质含量降低 1 8
.

33 %
。

3
。

竹笋 氛基酸的变化 竹笋蛋白 质 经 表 2 毛竹笋蛋白质水妞氮基酸 (。 g / 1 0 09 鲜重)

6 N H CI水解可得17 种氨基酸(表 2 )
。

其中

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 8 种 (丝氨酸
、

领氨酸
、

蛋氨酸
、

异亮氨酸
、

亮氨酸
、

苯丙氨酸
、

赖

氨酸
、

组氨酸)
。

其含量随竹笋生长期的不同

而呈波状变化
。

总的变化趋势是冬笋含量高

于春笋
。

绝对含量最高是12 月份的冬笋及 3

月份临近出土生长前的竹笋
,

它们的含量均

为鲜重 的5 8 5
。

2 m g / 1 00 9
。

食用竹笋味感鲜

美的主要成份是天门冬氨酸及谷氨酸
。

据测

定
,

冬笋期笋体中含天 门冬氨酸的平均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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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毛竹笋主要营养变化动春

30 0
.

0 m g /l 00 9 ,

谷氨酸 的 平 均 含量 为

2 2 1
。

sm g / 1 0 0 9 ; 春笋期前 者 为 2 3 3
。

4 m g /

1 0 0 9 ,

后者 为 18 6
。

8 m g / 1 0 0 9
。

可见冬笋的

两种氨基酸含量高于春笋
,

所以食用冬笋比

春笋更鲜美可口
。

另外能直接结合成蛋白质

或作为生物碱的前体或木质素成 分 的 酪 氨

酸内
,

随竹笋的生长
,

含量不断增加
, 4 月

底的春笋含量比 12 月份的 冬 笋 含 量 增 加

n 3
。

7 %
,

这对竹笋加工贮藏不利 1a] 。

4
.

竹笋脂肪 的变化 竹笋中含脂 肪 量

不多
,

一般为l
。

66 % ~ 2
。

62 %
,

平均为干重的

2 . 1 3 %
,

竹笋脂肪含量有随竹笋生长
,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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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老化而逐渐下降趋势 (图 2 一 1 )
。

据测定
,

冬笋脂肪含量变动量较小
,

且明显高于春笋
。

5
.

竹笋总糖的 变化 竹笋中总搪含量为干重的39
。

5 %
,

在笋体三大营养物质 中列居首

位
。

它是脂肪含量 的17
.

5倍
,

是蛋白质含量的 1
。

6倍
。

它在活笋体中的积累和消耗 状况 是随

竹笋生长期的不同呈少。多、少
一 )

多波状变化(图 2 一 5 )
。

总糖含量在竹笋生长发育 过 程中

有明显的二次增加过程
,

第一次是在全年平均气温最低的 1 月份
,

其含量为干重 的49
.

0 %
,

是整个笋期总糖含量最高期
。

第二次是在竹笋进入加速生长时期
,

即 4 月中旬
。

6
.

竹笋纤维素的变化 竹笋体内纤维素含量 为4
.

83 %~ 7
.

37 %
,

平均为干重的6
.

1 %
。

它

是笋体细胞内细胞壁的主要成分
,

其变动状态是与笋体生长
、

组织老化速度同步
,

有不断增

多趋势
。

其中 2 月中旬之前 的冬笋含量比较稳定
,

约在 4
.

83 % ~ 5
.

41 %之间
。

2 月中旬 以 后竹

笋纤维素含量随竹笋生长
,

组织老化而稳步增加
。

笋体纤维素含量的增加
,

笋体幼嫩部分的

食用率不断下降
,

到 4 月底的后期春笋食用率为2 0
。

5 %
,

比 4 月初的早期春 笋食 用 率降低

4
.

3 %
,

比 3 月中旬的冬笋降低1 8
.

3 % (图 2 一2
,

表 1 )
。

7
.

竹笋灰分含堂的 变化 竹笋灰分含量 为7
.

51 % ~ 1 0
.

3 3 %
,

平均为干重 的8
,

53 %
。

其变动状态
:
冬笋期竹笋幼嫩

,

灰分变化幅度为7
.

28 % ~ 8
.

52 %
,

处于稳定 状态
。

其增 加

裹 3 毛竹笋体内的矿质曹养元索含l

12 月
’

1 月

2 0 日 一2 。日

2 月 一3 月

2 0 日 ! 20 日

‘月
1

. 月

。 。

⋯
2。。

期\
笋\称\ 、

名

大 t 元素含盘 (千重% )

7 4

0 3

1 8

1 1

6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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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与纤维素相似
。

灰分增加量最高期是竹

笋 出土生长初期的 3 月底 4 月初
,

这时的灰

分含量比 3 月中旬的竹笋要增加2
.

66 %
,

以

后灰分含量也随竹笋不断老化而增加
。

所以

灰分含量的总变动趋向是春笋含量高于冬笋

(图 2 一 3 )
。

8
.

竹笋主要犷质营养元素的 变 化 经

测定竹笋体内含有 10 种主要矿质营养 元 素

(表 3 )
。

其中大量元素钾含量最高
,

平均为

干重的4
.

04 %
,

且随竹笋生长而增加 ; 其次

是钙
、

镁两元素
,

它们的平均含量分别为干

重的 0
.

1 4 %
、

o
.

n % ; 含量最少的是钠 元

素
,

它的平均含量为干重的0
.

0 3%
。

微量元

素中含量最高的元索有Fe
、

Z n
、

M n
、

C u ,

它

们的平均含量分别为干重的9 3
.

52
、

72
.

86
、

7 5
.

6 5
、

1 5
.

7 8 PPm ;
其次C o

、

N i
,

它们的平

均含量分别为干重的2
。

99
、

2
.

7 3 p p m
。

这些

微量元素均为人体所必需
。

以上结果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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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笋期
,

竹笋的矿质元素是靠母竹系统的供给
,

其含量随竹笋生长期延长略有减少
;
在春

笋期
,

竹笋体内的矿质元素
,

随竹笋生长期的推延而增加
,

这是由于竹笋幼根直接从土壤中

吸收矿质元素的结果
。

三
、

结 语

毛竹笋体内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

主要是糖类
、

蛋白质
、

脂肪和 10 种矿质元素
。

其中
,



4 期 刘耀荣
:
毛竹笋期的营养动态 3 6 7

除糖类
、

脂肪可为人体直接吸收利用外
,

还有蛋白质中的 8 种氨基酸和10 种矿质元素中的 6 种

微量元素为人体所必需
。

这些营养物质和矿质元素的含量在竹笋的生长过程中均处于变动状

态
。

据笋体营养动态分析
,

从毛竹笋的质量
、

产量及加工利用诸方面综合考虑
、
采收毛竹笋

的最佳时期
:

冬笋应在 2 月中旬到 3 月中旬为好
,

这时笋体内营养物质含量较高
,

笋体大(每

个笋429
.

8 ~ 8 6 6
.

5 9 )
,

可食比率高(一般为32
。

l % ~ 38
.

8 %
,

平均达到 35
.

45 % ) , 春笋应在

3 月下旬到 4 月上旬采挖较为理想
,

这时笋体的可食比率为2 4
.

8 % ~ 38
。

8 %
,

平均3 1
.

8 %
,

且笋体含水量高
,

组织幼嫩
,

营养含量 比 4 月下旬的春笋高
。

同时 笋 体内的酪氨酸含量 也

较低
,

可使加工的竹笋制品质量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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