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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內臟泊之酪化及以食用油為目標之安全性試驗

賴永 ji| 頁﹒發慧君﹒王文政

Experiment 。n 也 e safe ty of es t er i fi ed Squid

viseeraoi I for the edible purpoae

YUE1.shun L 剖 ,H1ley-Jineqzai and Wbz1.cheng Warlg

In thi s trial ,Wistar oral experiment were carri ed out to evaluate the safety

of squi d vi scera oi 1.
The growth ,liver we id1t ratio,dHBI 閏 terul ∞n田ntrati ∞ in blood and r 叩roductiozz

abili ty were used as the index of safety .
The cholesterol concentrat ion in blood of Wi star fed by neutral i zed or reftned

.Squid oil 76.103mg/1 扭扭 tter th 個 that fed by zlomal oil121mg/1.

no apparent di fferent ia the growth and liver weight rat io between the Wistar fed

by different oil.The reproduction index of the former 8.2-8.8.is better

前Eere were

than

the later 7.9.
According such restIl t could cord i rm the safety of squid vi 駝em oil for edible

purpose.

有電 實

筆者曾在 7 碎度兢兢魚肉攝泊之精製芳告提出報告
(1),
研討脫酷最通條件及脫色劑適當用蠱、方

法等。並配合多化 J〈 wintering 〉以期讀少飽和脂肪酸的遺度 , 障而相對提直不飽和脂肪酸〈 UFA 〉

的濃度。因 aE 於所製輔製抽魚腫味爾盟及所用原將為嚴科內臟 , 以製成健康食晶恐有害人體健康之顧
慮 ,
在本年度將航魚肉鸝抽乙菌化以圍棋種其腫味 , 並實施動物試驗。
自 1945~1950 年代 , λ們對於油闊的營養價 , 一般認為脂肪酸之營養各有聲別 , 面高度不飽和

酸固二重結合數較多 , 攝示有毒性、﹒魚抽囡含有較多之高度不飽和脂肪酸故具有毒性
(
的。然面吃了含

量較多的魚封不見中霉 , 而將魚抽讀高度不飽和脂肋酸幢小自鼠時甜會連生中毒。開於此, 臨起金回尚
志等

{
齡最 1954 、 1957 年仔細將值魚油草就魚袖之高度不飽和脂肪酸〈主要為C": ρ C H: ﹒酸〉幢

小自鼠結果並未有中萬寶生 , 顯示出高度不飽和脂肪酸並不具毒性。文將此脂肪酸在室溫氧化後幢小
自鼠時則叢生顯著的中種現象﹒由此以前極認為有霉的魚油讀高度不飽和脂肪酸本身並無毒性 , 但經
氣化鐘之生成物有毒性。金田等並將已氣化會致死小自鼠之魚抽讀高度不飽和脂肪酸以翻定 POV 處

理告同揖處理部 :
一 CH 仟nfCH=CH 一 +2KI → CHz 〈F-CH=CH 一

00 日 .OH

+I z+k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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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饅養小白鼠 , 發現毒性輯,輕且只稍有下前現象
, 但小鼠均可長期正常生存。此事實應用於 I屯皮不

飽和酸、亞油酸、油酸等不飽和脂肪酸亦發生同樣結果。至此確認油脂氧化研生成之各種成份巾過氧

化物 (Peroxide ) 的養性乃為氧化抽毒之主體。 c.E.poling 等以綿子抽為試料
,
在 6OOCSS 迫過氣

溫 16 γ 29 天氧化得到氧化程度不同之各種綿于禍 , 經 19 天 POV 達到最高為 1135m 問/k 霞
,
以使 Rlj

逐漸誡少。將此等油幢小白鼠所得之結果
, 嗤以 POV 急增狀聽之抽時 , 肝臟肥大按顯著 , 而抽用 BT

熟能之比例則逐漸減少。

筆者也以動物品對象做了一連串試驗 , 以制研究就內臟泊之安全世。茲已得到若干結果 ,
特報告

於後敬請各位先進路正。

材料與方法

『弋試驗材料 :

1. 就內闢油 ( 係屏東縣海盜漁牧場出品之養殖用飼料用抽 )
。

2. 試驗藥晶皆市販特純故以上試藥。

3. 試驗用老鼠舔由台大動物試驗中心所購得之大白花鼠 (Long Evans,wistazy SPrague Dawley)

4. 氣相層析儀 (GAS chromatoraptt)

Viz-an 公司出品之 Model3700 型

5. 抗氧化劑〈 BHA), 維生素 E 。

6. 鼠龍、眼水瓶、木屑。

7. 老鼠飼料 :

其成分 : Rodent Laboratory Chow#5OOI

H20:6.92%

Ash :8.31%

:0.95%

Ce11111ose:5.2%

Lipid

CaP

Protein :23.8%

6.8%

1.42%

三試驗芳注 :

H 乙酪內臟抽製法流程如下 :

原油
常溫 , 攪拌 3小時「→粗甘油

主相互醋化→分離 |j

以讀硫酸為催化劑。 L 干→粗乙醋→ 水挽→ 脫水→脫色

脫色袖。
(1) 原油中添加同量乙醇 , 在常溫下攪拌且徐徐滴入濃硫酸 , 添加量為原油之20%, 繼續攪拌三小

時 , 然後以分液漏斗分離 , 取上層部份 ,
水撓

, 後以無水硫酸鍋脫水 EH 得粗乙酷袖。 .

(21 脫色一以矽膠和活性白土混合物 ( 混合比例 1:OJ36) 加入粗乙醋油 ,
室溫下攪拌2 小時

,
脫

色劑添加比例以接近市售沙拉油的程度為準。

臼以動物試驗檢討精製內臟油當食晶之安全性 :
為

試驗用大白鼠自七十四年一月入臼向台大動物質驗中心購買 , 分成六組 , 其中第一組及第六組為對
照組 , 各有一隻雄鼠及四隻母鼠。第二組及第三組為精製油試驗組 , 各有一隻維鼠及三隻倍鼠 , 前
三週皆以相同一般飼料 ( 係由台大動物中心原飼養用飼料 ) 一來馴養﹒。而後始進入實驗階段 , 分組分
別飼養。

目飼料製造法 :

將購買之一般飼料打碎磨樹後 , 以氯伯和甲醇 2:1 之混合溶液來進行油脂的萃取 , 過漪 , 如此
重復 3 次 ( 每次萃取時間為靜置一天 , 每隔 3 小時攪拌一次 ), 所得之飼料脫脂肪末以原飼料中

含 5.3% 的脂質來添加就內臘中和油 ( 或就內臟精製抽 ) 並加入油量之 0.1% 維生素 E 混合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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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用熱風乾燥 ,40 。 C,24 小時 , 分別供作中和試驗區及精製試驗區飼料用。

結果與討論

-τ乙酷內臟精製油 : 本試驗所用原油經乙臨化 , 精製其保存續化 , 收率、色度及脂肪酸組成之變化等
分斂述如下 :

(1) 經乙臨化後之內蠣袖 , 可去除魚隍味且提高其安定性 , 由下列圖表可君出 , 經乙臨化的原油置放
於透明膠囊內在室溫下可保存 1 年半之久 , 其 POV 值為 O 表示無氧化情形產生。若直接將乙醋

抽置故於室溫 , 大氣濕度下 , 只有前三個月有氧化情形護生 , 其後不再有 POV 值的提升。但若

加溫至 40 。 C 時 , 氧化情形則快速發生。此乃一般油脂在高溫下之氧化反應。由此看出乙臨抽遠
較原油來得安定。因原油即使在密封的膠囊中仍會徐徐氧化 , 提高 POV 值。 ( 此抄數自室田誠

逸編「7. 口久 ,df? ν -Y 己主病態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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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原油在常溫下 , 以等量的乙醇進行醋化 , 並以濃硫酸來當催化劑 , 攪拌 3 小時後 , 離心過濾即
可得乙醋粗袖 , 收君拉在 80% 以上。

(劫以臉色劑 ( 矽膠 : 活性自土=1:0.36) 來進行脫色處理 , 脫色劑的用量只讀 30% 時 , 脫色效果
即可連接近市售抄拉油的程度。

(4) 經 -IVC 多化處理後 , 在冬季溫度 5 。 C 下 , 就乙醋內臟油即不會發生結晶混濁之現象 , 其脂肪
酸組成以氣體層析儀分析 , 其結果如圖一 , 至於其乙酪原油和脫色乙醋油及多化後乙醋油相比較

, 飽和脂肪酸在多化後由 57.67% 降至 24.03%, 有明顯之降低。而不飽和脂肪酸自 42.36% 升

至 65.98%, 則有升高的組勢。各脂肪酸計算
, 係比較各組成員長面積之百分比 , ﹒結果如表一。本

tk 以天然保健食品之加工為原則 , 全部過程概以物理的方法為主 , 故一般工廠倩製並無困難。
ζ動物試驗結果 : 科用大自鼠攝食不同之就油 , 觀寮比較其親、于代之生長情形、繁殖能力 , 肝臆比
、自被中祖國醇之含量 , 以被討食用此項油脂之安全性。
叫生長情形 :

親代及子代之成長依不同之獻油及比較組 , 分別測定每十日體重之變化 ,
結果如衰 2 、表 3 所示。

由表 2 酒j 定結果顯示 ,
親代的成長、中和、精製與標車飼料無顯著之差異

, 其食用中和泊者成長
略佳所致

, 亦顯示精製袖之添加不會導致攝食動物之肥胖 , 此魯趨勢在第一子代更為明顯 ( 衰 3

), 至於各妥之平均差亦有部分較大者 , 乃因為懷孕母風所追成之差異 , 自鼠之成長由外觀、色
搏 , 攝食情況 , 活動等 , 顯示各組均相當健康。

亡3 繁殖能力之比較 : 測定攝食不同抽gg 之母鼠每胎之胎數 , 麗試驗結果如表 4 蔚示
, 輾準飼料組有

2 隻未曾受孕 , 而其中一隻則生育 2 次 , 其胎兒平均數為 9.0 隻 ' 中和油及精製袖則分別為 8.8
,8.2 隻。唯若以繁殖指數 (reproductive index ) 計算則樣準飼料因有二隻未受孕

,
故其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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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I

乙團員化做油精製過程之改鑽

Changes in fat ty acid of esterified squid oil during refining

表 l

Kind of fatty acid

CI4:O

C16:o

Cl6:1

C18:O

C18:3

C20:1

C20:5

C22:6w3

Saturated

Monomoic

Polyenoic

Esterified raw oil

13.49

8.56

0.79

35.62

5.16

14.69

5.87

15.85

57.67

15.48

26.88

Decolouriza Zion

4.67

22.68

25.03

O.07

15.05

16.37

16.13

52.38

15.05

32.57

wintering

6.36

6.55

0.62

21.12

4.38

21.16

15.75

24.07

34.03

21.78

44.20

Table 2

以不罔油脂飼育大白鼠之體重變化

Changes in body weigh t of wistar fed by different Squid oil.

表 2

數

feeding period

自

IOO

120

130

普

Control

通 組

IO 130.86 � 0.59

167.06 士 0.25

199.41 士 3.21

215.29 � 2.63

225.44 士 0.06

239.OI 士 5.52

244.75 土 8.95

263.BO 士 23.16

247.56 � 13.20

262.18 � 7.92

276.79 士 1.OO

281.97 士 1.52

20

30

40

50

60

70

80

助

中 油

Neutralized oil

和

90.62 土 4.58

165.42 士 12.28

201.34 士 11.13

222.36 士 12.07

216.67 � 0.62

217.87 士 12.42

210.98 土42.28

224.46 � 11.63

230.05 �32.55

256.61 � 2.65

283.49 � 6.68

286.05 土 4.41

精製抽

Refined oil

93.84 � 7.93

160.OO 士 1.94

184.16 � 7.85

201.13 士 7.16

211.90 士 6.67

221.89 � 7.31

230.82 土 4.25

242.12 士 11.52

217.34 � 4.16

242.65 � 6.31

302.74 士 5.48

296.BO � 0.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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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第一子代白鼠攝食鯨魚泊 , 體罩之輯化
Table 3Changes in body weight of wistar(1St generation )fed by dif ferent Squid oil.

f44

', ←

飼有臼數

Feeding period

標準試驗組

Control GZ)

和 抽

Neutralized oil (g)

中

',-
IO 12.52 士 1.55

22.69 � 4.14

12.98 � 6.40

22.93 士 10.5320

30 40.23 士 9.60

81.39 士 13.09

ll8.52 士 6.19

39.IO+14.56

58. 的士 16.42

101.47 � 19.56

40

切

精製油

Refined oil (g)

10.86 士 1.79

21.15 士 7.16

30.87 士 4.38

44.79+3.69

68.85 士 3.69

表 4 自鼠攝食不同油脂繁殖能力之比較

Table 4CornParision on the reproductive ability of WIStar fed by dif ferent Squid oil-

飼料種類 母鼠隻數 生育隻數 平均胎見數

Kind of feed
No.of
matmg

Average No.of
reproducting

No .of reprodr
ctIng Enate

標單飼料
8 7 9.O+2.0

Control

抽

Neutral ized oi1

中 罪日
6 8.8 士 2.26

精製油

Refined oil
6 8.2 士 1.26

繁殖指數 = 繁殖總胎數/ 親代總數
reproductive index = 他 .of reproduction/N0.of reproducting.

平均胎兒教 = 總胎教/ 生產親代數

Average No.of reproducting=No.of reproducting/N0.of mate.

繁殖指數

reproduc tlon
index

7.9

8.8

8.2

值則將僅有 7.9, 中和油與精製袖之白鼠繁殖指數高 , 其原因乃各組均添加 0.1% 之維生素 E 來

防止氧化 , 而間接導致受孕比例較高所致。
臼肝臆比例 : 親代及于代經飼育一個月後 ,

部l 驗檢查內臟健康情況 ,
結果如表 5 所示

, 親代之肝重

比 , 食用標準飼料者為 4.2%, 食用中和油或精製柚者分 Bll 為 3.4% 、 4.4%, 顯示自風食用此

等油脂 , 并未固有過氧化物長胡番續在動物肝揖而導致幢大 , 至於其他內臟 , 經詳細觀寮 ,
亦未

有任何之異常或病纜。于代之肝重比依序分別為 3.6% 、 4.3% 、 4.6%' 數值上與親代比較略

有變化 , 但其彼此間仍無明顯的差異 , 內臟亦均無異常或病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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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鼠食用不同脂質之肝臟比

Changes in liver weight ratio of wistar fed by dif ferent oil

表 5

Table 5

146

.........

肝重比

Liver weight ratio (%)

代

ls t generation

于代親顯種

TTEat e

組

Kirx1

普車草藥
3.6

4.2

4.2

3.4

Control

油

Neutralized oi1

和
中

4.64.4
製油

Refined oil

精

個阻圈醇含量測定 :

經飼育 6 個月後之白鼠 , 抽取血濃後還請三軍總醫院代為化驗 ,
結果如表 6 所示

,
也結果顯示

,

食用就內臟泊者 , 其血液中之肥固醇含量中和袖 , 精製抽組分別為 76rng/t,103mg/2, 較標

準飼料之 121rng/t 為低
, 可知就袖中富含之高度不飽和脂肪酸確有降低肥固醇之功能。

大白鼠用不同油脂血液中阻困醇之比較

Compari Sion on the concent rat ion of concentration in blood of wistar fed by

表 6

Table e

血濃 HE 固醇含量

Concentration of blood(mg/2)

類

different Mood-

種

Kind

121Control

76

103

Neutralized oil

Refined oil

綜合上述結果
, 精製之獻內臟抽食用之安全性很高 , 在降低阻固醇含量乙頃 , 其樂劫雖較中和袖

馬低 , 但較標駕車組之樹脂已有明顯的功劫 , 另因中和袖之色澤較深 ,
接受住可能較差 , 故實用上仍以

精製油作為消費之形態為佳 , 至於黨劫如欲提高 , 似可揖合其他食用油脂以調筒 , 改善其脂肪酸之組
成 , 另精製油之酸債較中和泊略高 , 亦需改善。

要

本試驗為了解就內臟油
,
作為食用之安全性 , 進行動.物試驗,

利用白鼠生長 , 肝臟比、血液中阻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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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醇量及繁殖能力等作為安全指標 , 經試驗結果得知 !食用中和油或精製袖之自鼠其肥固醇量約 76.103

Ing/2 較食用一般飼料之 121mdt 為優 , 故可以證實食用就魚內臟油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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