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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制一套适合金华火腿品质的电子鼻分级系统．对3个等级的金华火腿样品进行了检别．

获得了电子鼻传感嚣的响应值。再利用线性判别式分析(LDA)、主成分分析(PcA)和偏最小二乘

法(PLS)等多元统计方法进行了数据处理．其中LDA用来鉴别．PcA用来降维，PLs用来预测。结

果表明电子鼻能够很好地区分不同品质等级的金华火腿，并验证了预测金华火腿等级的实际效

果。该研究所提出的品质分级检测新方法将为金华火腿标准的修订和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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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缸t：An electfonic肿se(E—nose)was developed to distingLlish di雎ren‘即des of Jinhua hams

through detecti“g the amma of th陀e types of正nhua ham samples Io obtain the re8ponse value

respectively．Then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using Pd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Linear

Disc^minant Analysis(LDA)and Partial Least Squares(PLS)．LDA was used for ident；6cation，PCA

fbr dimen8ionalitv reduction and PLS fbr D他diction．ftesIdts showed that electTDnic nose can

distingIljsh different grades of Jinhua hams．The method was con6mled j“prediction of Jinhua hams

with different grades．The research will provide an imponant scienti6c knowledge to imProve and

Derfect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Jinhua hams in fh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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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火腿是浙江省金华市最负盛名的特产，与

龙井茶、绍兴黄酒一起被誉为“浙江三宝”。目前金

华市有100多家火腿生产企业．年产火腿三、四百

万只，产值超过10亿元。金华火腿还m口到日本、

香港和东盟等国家地区，年出口量达三千多吨。但

随着生产金华火腿的厂家越来越多．良莠不齐的产

品质量问题也越来越多．如一些销售商为了谋取暴

利。以其它杂牌火腿冒充金华火腿进行销售，有的

甚至用腌肉冒充火腿。

在金华火腿品质与等级评定中．香味历来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质量指标。传统的感官评价方法因为

主观性强．重复性差．已难以适应现代产业发展需

求。常规的气体分析设备，如气相色谱一质谱(GC—

MS)虽然可以用来测定气味组成和浓度，但仍难以

确定它们与嗅觉效果间的关系⋯。而电子鼻是一种

分析、识别和检测复杂嗅味和挥发性成份的仪器，

因其结果客观、灵敏、准确，在食品、医疗和环境监

测等方面的应用已越来越广泛(H。电子鼻与色谱

仪、光谱仪等化学分析仪器不同．分析得到的不是

被测样品中某种或某几种成分的定性与定量结果．

而是样品中挥发性成分的整体信息。即“指纹”数

据．其测试结果能够与人的感官评价进行系统化和

科学化的对照，能有效弥补感官评价的不足。

作者以金华火腿作为检测对象．利用电子鼻区

分和检测不同品质等级的火腿香气．为金华火腿的

分级和品质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1．1电子鼻组成及工作原理

电子鼻由三个部分组成：气味取样器、气体传

感器阵列和信号处理系统m。工作流程为：传感器初

始化一测定样品与数据分析一清洗传感器㈣。其工

作原理见图1。

内挝采·一浩净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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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电子鼻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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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材料与步骤

1．2．1材料与仪器采用金华火腿的特级品、一级

品和二级品，产品均按照《地理标志金华火腿GB，

T19088—2008》要求生产加工，由具有30年以上从

业经验的持证火腿技师判定等级。

实验所用的便携式电子鼻PEN2(Portable

E1ectronic Nose 2)南德国Alrsense公司生产．包含

10个金属氧化物传感器阵列．根据传感器接触到样

品挥发物后的电导率G与经过标准活性碳过滤气

体电导率G。的比值，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

1．2．2实验步骤样品处理：以特级火腿为例，将

火腿切成2mm×2mm×2mm的小块，取10份样品，

每份样品10 g．放人烘干的洁净烧杯中(150 mL)，

杯口用保险膜密封，于30℃静置30 min。其余两个

等级的火腿以同样的方法处理。

先用氮气对电子鼻进行初始化半小时，再将处

理好的火腿样品用电子鼻测量。电子鼻的测量条件

为：吸附80 s。清洗60 s。测量完所有样品后，依然

用氮气进行清洗。

1．2．3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用Unscrafnbler软件以

及电子鼻白带的WinMuster软件等进行主成分分析

(Pdncipal component AnaIysis，PcA)、线性判别式分

析(Linear Dise血11in8n c Analvsjs，LDA)和偏最小二

乘法分析(Pan试kast Squares，P15)。

用电子鼻测量某一组金华火腿样品的响应曲

线见罔2，其余样品的响应I{}l线类似。

飞
2I 3I 4I 5l 6I 7l 8

时|lI】H

国2某一样品传感器响应曲线

Fig．2 Se咖r r幅pon辨curve of one强mple

2．1 不同等级金华火腿的LDA分析

LDA是研究样品所属类型的一种统计方法．因

所有传感器的信号都被利用，可有效提高分类的准

确性．所构造的判别函数是由原始变量经线性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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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能够最大限度区分不同的样本集．在降低

数据空间维数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信息丢

失删。

采用电子鼻自带的winMuster软件对数据进行

LDA分析。每个级别都选择趋于平稳期的78 s，80

s问的30个值作为模式识别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见图3。从该图可见，i个等级得到了较好区分。其

中一级品和二级品之间有少部分重叠．原因可能与

测量过程中，一级品发生了某些成分变化，产生了

与二级品类似的气味成分有关。但总体效果显示．

电子鼻能够区分不同等级的金华火腿。

一3lO·308—307—306-305一Ⅻ一303-302—301·300-299·”8I㈣isf‰a】1ce：40 72％)

圈3不同等级金华火腿LDA分析结果

Fi喜．3 Lin∞r肼scnIlIinant Anal”js of di恤rent grad昭of

Jinhua hams

2．2不同等级金华火腿的PCA和PLS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见．用电子鼻区分不同等级的金

华火腿是可行的．下面是研究电子鼻能否预测火腿

的等级。

PcA是将所提取的多指标信息作数据转换。用

较少的主成分代替原来的多维向量。实验数据选取

前两个主成分PCI和PC2进行分析．它们包含了在

PCA转换中得到的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的贡

献率。贡献率或变化量大，说明这两个主成分可以

较好地反映出原来多指标的信息，一般它们的总贡

献率超过85％即被认为可以代表原来的数据信息。

采用UnscrarIlbler对数据进行PCA分析．得到

了图4所示的示散点图。其中1—10为特级火腿，

11～20为一级火腿，21—30为二级火腿。

由图4可见．PCI和PC2的贡献率分别为74％

和24％．总贡献率为98％．说明前两个主成分可以

代表整体信息。以下分析均基于这两个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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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不同等级金华火脚PCA傲点围

Fi鲁4 Principm(加ponent Analysis of d珊b咖t g憎d笛of

JimI∞hm

PLS是对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一种扩展，是一

种多因变量对多自变量的回归建模方法。它能够

在自变量存在严重多重相关性的条件下进行回归

建模．并且允许在样本点个数少于变量个数的条件

下进行回归建模，在一个算法下同时实现回归建

模、数据结构简化以及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

析。

用UnscⅢnbler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PLS分

析、建模与预测。每个等级的火腿样品均选取第80

s的10个电子鼻数据进行分析。其中10个样品用

来建模，另取10个样品用于预测。分别给特级火腿

赋值1，一级火腿赋值2，二级火腿赋值3，作为预测

参考值，允许误差阈值设为0．3。预测结果显示，除

一级火腿中有一个样本被误判到特级中。其余各等

级的火腿预测值与参考值的误差均控制在0．3之

内，预测结果较为理想。这表明．将电子鼻与相关分

析软件相结合检测不同等级的金华火腿，可以实现

未知等级的火腿分级的目标。

为了进一步建立判别模型．对各个等级的火腿

加大了样本量。首先进行了圳练集模式识别．然后

根据所建模型进行验证集识别，表1为三个等级火

腿训练集的识别结果．表2为三个等级火腿验证集

的识别结果。

表1金华火腿等级评判模型训练集识别结果

Tab．1 Traini呜驰t ident墒ca“on reslllb of Jinh岫胁
g阻de evalua岵on modeI

特级

一组

二级

20

20

，0

『9 1 0

2 18 0 95％

0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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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金华火腿等级评判模型验证集识别结果

Tab．2 Validatjon set jden66cati帅他su№0f Jjnh呻ham

g憎de evaIuation model

特级

一级

二缎

20

20

20

16 4 O

2 18 O 88j3％

0 I 19

训练集和验证集的总体识别率分别为95％和

88．33％，验证结果较理想．说明建立的模型是正确

的。从表2可以看出．特级和·级火腿之间的误判

机牢较大．与二级误判的儿牢卡H对较小。原冈可能

是：按照国家标准．特级和一级火腿在香气t：只存

在微弱差别．冈此技师罄别时就会存在一定的误

差。

通过对特级、一级和二级金华火腿样6^的香7℃

的分析鉴别，获得了电子鼻传感器的响应值，阿利

用线性判别式分析(LDA)、主成分分析(rCA)和偏

最小二乘法(P【5)等多元统计疗法进行数据处理．

其巾LDA JH来糕别．PcAⅢ米降维．PLs用米预测．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灵敏度较高的检测方法。检测和

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对不同等级的金华火腿作

有效的品质区分和预测，

金华火腿是以金华猪及以其为母本的杂交商

品猪的鲜猪后腿为原料，按照传统1=艺要求进行加

工制作，经历鲜猪腿验收、修割腿坯、腌制、浸腿、洗

腿、晒腿、整形、发酵保管、落架分级、堆叠、成品等

十多道工序，历时9一lO个月。南于在腌制过程中发

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形成了大毋的

风味物质，从而赋予金华火腿以独特的风味特性。

接国家标准．金华火腿分为特级品、一级品和二级

品。该标准所采用的传统分级方法被称为“i签

法”，即由有经验丰富的火腿技师用插竹签进行鉴

别，根据插签位置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签．上签

(头签)在膝关节附近：巾签(二签)在髋关节附近偏

腿背侧；下簦(三签)在椎骨与髋骨之间。打签时须

将竹签从火腿肉而垂直插人火腿打签部位．深度为

腿肉面厚度的1／3—1，2。特级火腿要求i签都要有很

好的香味；一级品也要求i签香．但外观不如特级

品；二级品要求i餐中J埘签香且任何一签都无异味

“}J。fL；I传统鉴别方法采_}=Ij的是经验性感官评价，存在

许多弊端，其鉴别结果很大程度上受鉴定技师经

验、身体状况、嗅觉灵敏度等人为吲素的影响，已不

能满足现代金华火腿产业质量控制要求．需要研究

开发更加准确、客观和快速的新方法以满足产业和

行业需求。

电子鼻作为一种新型无损检测技术．在肉制品

检测中已有报道。Winquist等⋯嘬先将电子鼻用于

牛肉咎别．将采集到的电信号经数据转化并采用神

经网络进行处理，证实电子鼻可预测粉碎牛肉的储

藏时问；AJllold和Senter㈣用电子鼻分析了肉类制

品加丁过程中微生物种类和数量的变化．判断肉类

制品的新鲜程度：|其他还有很多关于电子鼻在肉制

品检验检疫中的应用lo。I。不过迄今还未见用电子

鼻燎别不同等级金华火腿的研究报道。田怀香12。1等

曾用电子鼻采集了金华火腿原料与调配的金华火

腿香精的香气成分，并得到电子鼻传感器的响应

值，再用PCA、单类成分判别分析法(SMlCA)等多

元统计方法进行了数据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显

示，经加香调配的会华火腿香精的风味轮廓与金华

火腿原始风味存在一定差别．表明电子鼻可成功应

用于样品的香气鉴别。因此本研究是首次采用电子

鼻方法对来自生产企业的金华火腿进行的等级鉴

别，为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提供了科学依据。

电子鼻在是一种在农产品和食品中用途广泛

的风味分析评价新方法，日前已应用于水果、符物．

饮料的品质判别124I．本研究为金华火腿质量控制

干¨监管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法．在金华火腿产业中将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为了进一步完善所建立的模

型和方法．我们继续进行以下方面的研究：一是采

用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进行不同等级火腿样品香

气成分分析，以进一步探索金华火腿香气成分与电

子鼻判别结果的关系：二是在本研究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数据处理方法．扩大样品检i见0范嗣．对多家

生产企业的产品进行验证和示范．稳定模型。预期

本方法将为弥补传统感官鉴别方法的不足．为现行

金华火腿国家标准的修订、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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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质疑有机食品的营养价值

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发现．尽管有机食品所禽的农药以及超级细菌较少．然而在营养价

值方面．有机食品与普通食品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研究人员表示，人们会jIj于多种原因购买有机食品，其中之一是认为它们有益健康，研究发现．超过30％的

送检的非有机食品检测川r农药残留．然而这一比例在有机食品中为7％：有机猪肉和鸡肉携带3种或3种以上

耐抗生索细菌的可能性比非有机肉类小33％。

不过研究还发现，有机蔬果的营养价值并不比荇通的蔬果高：如大肠杆菌之类的污染也没有比较少；有机肉

类也没有表现}}{显著的健康箍处

研究人员表，下．与普通蔬果相比．有机蔬果的农药残留确立较少．不过作有机蔬果的农药残甜址井术超过规

定的限址．也小会影响人体的健康．消费者n『【l通过这个研究．做出明褶的昀物选择

[信息米；i6【：食品伙伴同盖嗣研究质疑有帆食品的仆养价侬fEB“)l，1(2012—9—5)h”p：脚wwfnndm8teJle“

肿ws／k“i，2012／09，213556 hnllI

科学家研究热处理食品所舍呋哺对人体的健康风险

20 J2年8门《分r营养气食品研究》(Mokubr MIldIion＆FtMxl Rrsean-h)杂志刊登了一项针对热处理食品

中呋哺对人体健康风险的史帮．研究人员埘峨晌帕仃在形式、桀诺、毒件和风险评估进行r探索。

研究对吠哺进行r慨述．也括食品中¨走哺的雎；j芷机理，映哺的人类膳食暴露、峡哺的毒性，

热处理食品叶1的天然食M成分通过热降解会生成趺哺．烘焙瞎碎的咖啡、速溶咖啡和婴儿加T食品巾的呋

哺禽址较商畎哺埘啮肉类动物I町言足一种薄性{鲢强的月r毒紊和肝致瘸物．¨r导致夫鼠和小鼠的肝细胞发生腺瘤

和墒变．A≥2 m∥kgbw刷坫r大鼠胆管jlIf的发病串较高

瞅悦幂露评估艟示，成人的Ⅱ上哺平均膳食器露甓高达1 23邶，kgl，w^{ay．3一12个月婴儿的暴艨城为1川刚
kgI)w川Hy

[信息米源．中国食品报网．科学家研究热处理食品所含吠哺对人体的熊康风险fEB，0L1．(2叭2—9—10)．h“p：∥

www．cnf00(1 rn，dz№h c，wncws．php?id=5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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