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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不同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Procambarus clarkii）肉中游离氨基酸（free amino acids，FAA）的

综合品质差异，以江苏兴化地区具有代表性的3 大类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尾肉为研究对象，测定FAA并结合滋

味活性值（taste active value，TAV）分析各氨基酸在克氏原螯虾肉中的呈味特性，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及聚类分析法综合评定克氏原螯虾肉的FAA品质。结果表明：克氏原螯虾肉中均含有

17 种FAAs，总量在21.80～27.11 mg/g之间。精氨酸（Arg）在所有克氏原螯虾肉中均为含量最高的FAA，远高于

其他氨基酸，占总FAA含量的55.64%～67.76%，其对虾肉呈味贡献也最大。此外，还有丙氨酸（Ala）和组氨酸

（His）在所有克氏原螯虾肉中的TAV都大于1，对呈味有贡献。谷氨酸（Glu）作为鲜味最强的氨基酸，只在稻

虾一稻两虾模式（RC2）的克氏原螯虾肉中TAV大于1。17 种氨基酸利用PCA提取到3 个PC，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89.937%，可以代表氨基酸的综合信息。根据综合分析，排名最高的是一稻两虾养殖模式RC2，排名最低的是虾蟹

混养模式CC1。聚类分析将所采集的克氏原螯虾虾肉分为3 类，该结果与PCA的结果相似，表明稻虾模式养殖的克

氏原螯虾肉的FAA综合品质相对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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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in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free amino acids (FAA) in crayfish meat from 

different co-culture modes, the FAA composition of crayfish tail meat from three representative co-culture modes in 

Xinghua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was determined,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FAA to the taste of crayfish meat was evaluated by 

computing the taste active value (TAV).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FAA in crayfish meat was perform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and cluste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7 amino acids were found in crayfish meat from 

each co-culture mode,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FAA was 21.80–27.11 mg/g. Arginine (Arg) was the most abundant FAA in 

all samples, accounting for 55.64%–67.76% of the total FAA, which was much more abundant than the other amino ac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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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over, Arg contributed the most to the taste of crayfish meat. The TAV of the sweet amino acid alanine (Ala) and the 

bitter amino acid histidine (His) in crayfish were greater than 1 for all co-culture modes, indicating that both amino acids 

contributed to the taste of crayfish meat. The TAV of glutamic acid (Glu) as the amino acid with the strongest umami taste 

was greater than 1 only in crayfish meat from rice-crayfish mode with one-rice and two-crayfish in a field (RC2). Three 

principal components were extracted for the 17 amino acids, which cumulatively explained 89.937% of the total variance 

and could reflect th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of amino acids in crayfish meat. The results of PCA showed that RC2 

ranked first, and crayfish-crab mode (CC1) ranked last. The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divided crayfish meat from different  

co-culture modes into three categories. Similar results were obtained by PCA.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FAA in crayfish from rice-crayfish co-culture mode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crayfish from the other 

co-culture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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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原螯虾（Procambarus clarkii），又称小龙虾，

隶属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原螯虾属。克氏原螯虾原产

于美洲，19世纪初传入我国后在长江流域扩散，近年已

成为重要的淡水经济养殖动物 [1-2]。克氏原螯虾以其鲜

美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为中国消费者最喜爱的水产

之一[3]。2021年我国小龙虾养殖面积2 600万 亩、产量

263.36万 t[4]。

水产养殖对世界粮食供应和人类营养安全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已经发展了多种生态友好的

水产养殖模式，其中水稻-水产（鱼、虾、蟹等）共养

系统符合我国的基本农田政策，且由于能合理利用土地

空间、作物和水产养殖之间的互惠共生以及满足对食物

来源的需求而被公认为可持续的有机农业系统，在农业

活动中越来越重要，并在很多地区得到实践[5]。全国稻

渔一体化共养殖面积超过200万 公顷，水产品产量超过 

290万 t[5]。在不同的共养模式中，水稻-鱼共养模式已有

1 200 a的历史[6]。水稻-克氏原螯虾共养模式是近年发展

起来的共养模式[7]，被认为是一种高效的种植养殖生态

模式，并被农业农村部作为养殖核心技术在全国推广应

用。2021年，该模式的种养面积2 100万 亩，占全国稻渔

综合种养面积的52.95%[4]。水稻-克氏原螯虾共养模式产

出的克氏原螯虾产量占全国克氏原螯虾总产量的70%以

上[7]。混合养殖模式有多种优势，例如提高农业经济效

益[8]、改善生态系统功能[9]、改善稻田土壤环境[9-10]、减

少杂草和农作物害虫[11]、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及抗性基

因的产生机率[12]等。王曜等[3]研究发现养殖克氏原螯虾

的游离氨基酸（free amino acids，FAA）总量大于野生克

氏原螯虾。Liu Qiao等[13]在研究四川地区克氏原螯虾肠道

微生物的功能时发现，与水稻共养的克氏原螯虾虾尾中

的鲜味氨基酸含量高于池塘养殖的克氏原螯虾。除此之

外，江苏兴化地区目前还存在多种克氏原螯虾的共养模

式，如虾蟹共养、藕虾共养及水稻的一稻两虾和一稻一

虾等，对多种共养模式影响克氏原螯虾的氨基酸品质的

综合评价尚未报道，高品质克氏原螯虾的共养模式对克

氏原螯虾品质影响的内在机制也有待研究。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

是一种通过正交变换将一组可能存在相关性的变量转换

为一组线性不相关的变量，用简化的数据反映原始数据

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14]。PCA已被广泛用于食品品质的

综合评价，范婷婷等[15]利用PCA对不同省份人工种植和

野生羊肚菌的FAA进行分析，发现特征性FAA的含量高

低直接影响羊肚菌的风味，区分效果较好。克氏原螯虾

的品质中，滋味品质是决定克氏原螯虾被消费者喜爱程

度的重要指标，而FAA是一类重要的味觉活性成分，是

决定克氏原螯虾滋味的关键因子。每种FAA具有独特的

滋味，如鲜味、甜味、苦味等，其含量会直接影响食物

的鲜美程度[16]。甘氨酸（Gly）、丙氨酸（Ala）、丝氨

酸（Ser）、苏氨酸（Thr）等是甜味氨基酸[16-18]，其中

Gly和Ala对蟹、虾等水产品的滋味有重要贡献[14-15]。鱼、

虾、贝等水产动物中各种FAA含量丰富，谷氨酸（Glu）

等鲜味氨基酸对水产动物的鲜美滋味有决定性作用[19]。

精氨酸（Arg）是克氏原螯虾虾尾肉中含量最高的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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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且呈味贡献也最大[3,13]。天然Arg呈苦味，但有助于

食物呈愉悦的滋味而非苦味，有提高味道的丰富性和鲜

度的作用[17]。克氏原螯虾虾头因含有肝胰脏、性腺等器

官，其FAA的含量高于虾尾肉[3]。利用PCA法对克氏原螯

虾中FAA的呈味氨基酸进行综合评价，有助于筛选出呈

味氨基酸含量高的克氏原螯虾的养殖模式。FAA对克氏

原螯虾的鲜美滋味有重要贡献，本研究拟通过对江苏兴

化地区不同共养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中FAA的组成和含

量及氨基酸的滋味活性值（taste active value，TAV）进

行分析，并采用PCA法和聚类分析法进行综合评价，建

立综合评价模型，以期为克氏原螯虾的特征风味研究、

克氏原螯虾特征风味品质的养殖模式筛选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克氏原螯虾于2022年8月取样于江苏兴化。

样品信息：一稻两虾（RC1），兴化市万颗子粮食

种植家庭农场；一稻两虾（RC2），兴化市香湖粮食种

植家庭农场；一稻一虾（不开沟）（RC3），兴化市谷

满仓家庭农场；虾蟹混养（CC1），兴化市七里八乡水

产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虾蟹混养（CC2），兴化市银

桂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藕虾模式（LC），兴化市沙

沟镇克氏原螯虾协会。

三氯乙酸（trichloroacetic acid，TCA）、氢氧化钠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氨基酸混合标准溶液、

茚三酮显色液（色谱纯） 日本Wako公司；纯净水  

娃哈哈集团；0.22 μm滤膜 美国Merck Millipore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L-8900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日本Hitachi公司；

5424R高速低温离心机 德国Eppendorf公司；T25高

速匀浆机、Kylin-Bell Vortex-5涡旋混匀器 德国IKA 

公司；HI-9025酸度计 意大利Hanna公司；－40 ℃冰箱 

中国海尔集团；Alpha1-2LDplus实验室型冻干机 德国

Chris公司；Scientz-IID超声波细胞粉碎机 中国宁波新芝

公司；上海精宏DHG-9036A恒温干燥箱 中国光明公司； 

ME104E电子分析天平 瑞士Mettler-Toledo公司。

1.3 方法

1.3.1 样品前处理

剥取出虾尾肉，进行真空冷冻干燥：将虾肉

（5 只）放入平皿中，在－40 ℃冰箱中冷冻24 h，取出放

置于冻干机中真空冷冻干燥48 h，取出后利用小型粉碎

机粉碎成粉后保存于－40 ℃冰箱。称取0.05 g样品，加

入5 mL TCA（0.1 g/mL），样品涡旋混匀，采用超声波

处理15 min后，4 ℃静置2 h，4 ℃、10 000×g离心10 min

后取2 mL上清液，调pH值至2.0，最后用pH 2.0的TCA溶

液定容至5.0 mL，经0.22 μm滤膜过滤后用氨基酸自动分

析仪测定氨基酸含量。虾肉中水分含量采用GB 5009.3—

2016《食品中水分的测定》直接干燥法，利用恒温干燥

箱烘干称质量结果进行计算。

1.3.2 检测方法

使用L - 8 9 0 0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氨基酸，利

用优化过的离子交换 -茚三酮柱后衍生法：阳离子交

换柱（4.6 mm×60 mm）；分离柱温度57 ℃，检测

器温度135 ℃；流动相流速0.40 mL/min，茚三酮流速 

0.35 mL/min；进样量20 μL；检测波长：570 nm（17 种

氨基酸），440 nm（脯氨酸）；结果用仪器自带软件

EZChrom Elite分析。

1.3.3 TAV分析

T A V是呈味物质的测定值与其滋味阈值之比，

TAV=C1/C2，其中，C1为呈味氨基酸的测定值/（mg/g）； 

C2为该氨基酸的滋味阈值/（mg/g）[20]。

1.3.4 PCA及综合评价

采用SPSS 18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原始数据

相关矩阵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成

分矩阵等，根据所得信息对本研究的数据作综合评价，

分析中提取特征值大于1.00的因子作为PC。以每个PC所

对应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λi（i=1，2，3，…，k）为权重

数，由各PC得分Xi与对应的权重相乘得到最终的综合评

价模型：PC=λ1X1＋λ2X2＋…＋λkXk
[14]。

1.3.5 聚类分析

采用OriginPro 2018C对各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

中FAA的测定结果作聚类分析（Ward最小方差和欧氏距

离法）。

1.4 数据处理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SPSS Statistics 18）对数据作

显著性分析，分析方法为Duncan多重范围检验，P＜0.05

为差异显著，P＜0.01为差异极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养殖模式克氏原螯虾肉FAA的组成与含量

由表1可知，从各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中共检测

到17 种FAA。不同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的FAA总含

量在21.80～27.11 mg/g之间，其中养殖模式RC1的克氏原

螯虾肉FAA含量最高（（27.11±1.03） mg/g），RC2、

LC和CC2与其没有显著差异。Arg在所测6 组克氏原螯虾

肉中均为含量占比最高的FAA，占总FAA的含量最高达

67.76%（RC3），占比最低55.64%（RC2）。除含量占

绝对优势的Arg外，苏氨酸（Thr）、丙氨酸（Ala）的

含量在各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中的含量居其次。其

中，Thr在所测克氏原螯虾肉中的占比在5.09%～9.16%之

间，Ala的含量在5.84%～11.81%之间。6 组克氏原螯虾肉

中天冬氨酸（Asp）的含量均为最低，0.01～0.02 m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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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占FAA总量的0.04%～0.09%。必需氨基酸在6 组

克氏原螯虾肉中占比在7.12%～16.30%之间，其中养

殖模式R C 1的克氏原螯虾肉中必需氨基酸含量最高

（（4.42±0.13） mg/g），占FAA总量的16.30%，RC2

的克氏原螯虾肉中必需氨基酸含量与RC1无显著差异，

CC2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中必需氨基酸含量最低

（（1.93±0.45） mg/g）。

2.2 滋味分析

由表1可知，RC2模式养殖的克氏原螯虾肉中Glu的

含量为（0.35±0.08）mg/g，显著高于其他养殖模式的克

氏原螯虾肉，而CC1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中Glu含量

最低（（0.12±0.03）mg/g）。RC2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

虾肉中甜味氨基酸（Thr、Ser、Gly、Ala）的含量也为

最高（（7.67±2.62）mg/g），占FAA总量的28.58%，但

是与RC1养殖模式的甜味氨基酸含量差异不显著。CC1养

殖模式的甜味氨基酸含量最低（（3.82±0.17）mg/g）。

Ser和Thr为甜味氨基酸[21]。

对不同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FAA的TAV进行评

价（表2），大部分氨基酸的TAV小于1，对克氏原螯虾

肉的滋味无贡献。Arg的TAV最高，贡献最大。Arg是所

有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中占FAA总量比例最高的氨

基酸。6 组克氏原螯虾肉中的甜味氨基酸Ala和苦味氨基

酸His的TAV也都大于1。Glu作为鲜味最强的氨基酸，

只在RC2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中TAV大于1。只有RC、

RC2、CC2克氏原螯虾肉中的Gly的TAV大于1，分别为

1.06、1.67、1.15，呈味作用差异显著。通过对FAA滋味

的综合分析，发现养殖模式RC2的克氏原螯虾肉的鲜味

和甜味氨基酸的TAV最高，味道最为鲜美。

表 2 不同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FAA的TAV

Table 2 Taste activity values of free amino acids in meat of crayfish 

from different co-culture modes

氨基酸
阈值/

（mg/g） 滋味属性
TAV

RC1 CC1 RC2 LC CC2 RC3
天冬氨酸Asp 1.00 鲜（＋） 0.02 0.01 0.02 0.01 0.02 0.02
谷氨酸Glu 0.30 鲜（＋） 0.82 0.40 1.18 0.69 0.73 0.56
苏氨酸Thr 2.60 甜（＋） 0.96 0.68 0.74 0.71 0.47 0.46
丝氨酸Ser 1.50 甜（＋） 0.56 0.27 0.58 0.40 0.27 0.27
甘氨酸Gly 1.30 甜（＋） 1.06 0.29 1.67 0.95 1.15 0.77
丙氨酸Ala 0.60 甜（＋） 3.31 2.14 4.53 3.00 4.74 2.92
脯氨酸Pro 3.00 甜（＋） 0.20 0.13 0.12 0.12 0.04 0.07
精氨酸Arg 0.50 苦（＋） 31.72 29.58 29.86 25.44 31.30 29.52
赖氨酸Lys 0.50 甜/苦（－） 1.06 1.13 1.23 0.98 0.41 0.56
缬氨酸Val 0.40 甜/苦（－） 1.13 0.56 0.75 0.73 0.35 0.46
酪氨酸Tyr 2.60 苦（X） 0.25 0.16 0.31 0.24 0.28 0.19

苯丙氨酸Phe 0.90 苦（－） 0.17 0.08 0.06 0.11 0.02 0.10
异亮氨酸Ile 0.90 苦（－） 0.23 0.08 0.14 0.17 0.08 0.10
亮氨酸Leu 1.90 苦（－） 0.20 0.09 0.13 0.15 0.07 0.09

半胱氨酸Cys 2.50 苦/甜/硫（－） 0.05 0.04 0.06 0.06 0.04 0.04
蛋氨酸Met 0.30 苦/甜/硫（－） 0.71 1.25 0.86 0.80 0.44 0.54
组氨酸His 0.20 苦（－） 3.48 3.07 3.48 2.86 1.84 2.35

注：＋.令人愉快的口味；－.令人不快的口味；X.分类不明。

2.3 相关性分析

在做PCA之前，需对数据进行适应性检验 [14]。如 

表3所示，各氨基酸之间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且大部分

呈显著相关（P＜0.05），尤其是Glu与Ser，Gly与Ala，

表 1 不同养殖模式克氏原螯虾肉中FAAs的组成与含量

Table 1 Contents of free amino acids in meat of crayfish from different co-culture modes 

氨基酸种类

RC1 CC1 RC2 LC CC2 RC3

含量/
（mg/g） 占比/% 含量/

（mg/g） 占比/% 含量/
（mg/g） 占比/% 含量/

（mg/g） 占比/% 含量/
（mg/g） 占比/% 含量/

（mg/g） 占比/%

天冬氨酸Asp** 0.02±0.00 0.06 0.01±0.00 0.04 0.02±0.01 0.08 0.01±0.00 0.06 0.02±0.00 0.08 0.02±0.00 0.09

谷氨酸Glu** 0.24±0.02 0.90 0.12±0.03 0.55 0.35±0.08 1.31 0.21±0.02 0.95 0.22±0.06 0.90 0.17±0.00 0.77

苏氨酸Thr*,# 2.48±0.04 9.16 1.76±0.08 8.01 1.92±1.04 7.14 1.83±0.16 8.38 1.23±0.25 5.09 1.21±0.04 5.54

丝氨酸Ser* 0.84±0.04 3.12 0.40±0.03 1.82 0.87±0.21 3.23 0.59±0.05 2.71 0.40±0.10 1.65 0.41±0.00 1.89

甘氨酸Gly* 1.37±0.08 5.06 0.38±0.02 1.74 2.17±0.63 8.08 1.23±0.10 5.63 1.49±0.36 6.18 1.00±0.03 4.59

丙氨酸Ala* 1.99±0.11 7.32 1.28±0.08 5.84 2.72±0.77 10.14 1.80±0.17 8.22 2.85±0.69 11.81 1.75±0.03 8.03

脯氨酸Pro 0.59±0.02 2.18 0.40±0.03 1.82 0.36±0.24 1.35 0.37±0.02 1.70 0.13±0.03 0.53 0.20±0.01 0.93

精氨酸Arg 15.86±0.62 58.50 14.79±0.87 67.40 14.93±4.51 55.64 12.72±1.08 58.12 15.65±3.49 64.92 14.76±0.11 67.76

赖氨酸Lys#,^ 0.53±0.02 1.96 0.57±0.04 2.58 0.62±0.20 2.30 0.49±0.04 2.23 0.20±0.04 0.85 0.28±0.00 1.27

缬氨酸Val# 0.45±0.02 1.66 0.23±0.05 1.03 0.30±0.09 1.12 0.29±0.03 1.33 0.14±0.04 0.58 0.19±0.00 0.85

酪氨酸Tyr 0.65±0.02 2.41 0.42±0.02 1.91 0.80±0.59 2.98 0.62±0.06 2.82 0.73±0.20 3.03 0.49±0.00 2.25

苯丙氨酸Phe# 0.15±0.01 0.55 0.07±0.01 0.33 0.05±0.32 0.19 0.10±0.01 0.44 0.02±0.03 0.08 0.09±0.00 0.42

异亮氨酸Ile# 0.20±0.01 0.75 0.07±0.01 0.33 0.12±0.04 0.47 0.15±0.02 0.70 0.08±0.02 0.31 0.09±0.00 0.41

亮氨酸Leu# 0.39±0.02 1.43 0.17±0.01 0.76 0.24±0.08 0.90 0.28±0.03 1.28 0.13±0.03 0.56 0.17±0.00 0.76

半胱氨酸Cys 0.13±0.00 0.49 0.09±0.01 0.43 0.15±0.07 0.55 0.14±0.01 0.64 0.09±0.06 0.36 0.10±0.00 0.44

蛋氨酸Met#,^ 0.21±0.01 0.79 0.37±0.03 1.70 0.26±0.11 0.96 0.24±0.02 1.10 0.13±0.04 0.55 0.16±0.00 0.74

组氨酸His 0.70±0.03 2.56 0.61±0.03 2.80 0.70±0.19 2.59 0.57±0.06 2.61 0.37±0.09 1.52 0.47±0.01 2.16

总FAA 27.11±1.03a 21.94±1.3bc 26.83±8.56ab 21.89±1.87abc 24.10±5.54abc 21.80±0.20c

鲜味FAA 0.26±0.02b 0.97 0.13±0.03d 0.59 0.37±0.09a 1.39 0.22±0.02bc 1.02 0.24±0.06bc 0.98 0.19±0.00cd 0.86

甜味FAA 6.69±0.27ab 24.70 3.82±0.17d 17.40 7.67±2.62a 28.58 5.46±0.48bc 24.94 5.96±1.39b 24.72 4.37±0.10cd 20.10

必需氨基酸 4.42±0.13a 16.30 3.24±0.23b 11.94 3.50±1.88ab 12.93 3.39±0.31b 12.49 1.93±0.45c 7.12 2.18±0.04c 8.04 

注：**.鲜味氨基酸；*.甜味氨基酸；#.必需氨基酸；^.限制氨基酸；同行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数据平行测定3 次，以 ±s表示。



288 2023, Vol.44, No.16  食品科学 ※成分分析

Pro与Thr、Lys、Val、Ile、Leu、His，Val与Thr、Asp、

Pro，His与Thr、Ser、Pro、Lys、Val等之间相关系数在

0.8以上，这表明克氏原螯虾肉中的FAA间相关性较强，

可通过PCA对不同养殖模式克氏原螯虾肉中的FAA进行

综合评价。

2.4 不同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FAA的PC差异

特征值代表某一项PC所反映原始变量信息的权重，

由表4可知，经PCA所抽取的3 个PC特征值均大于1，累

计方差贡献率为89.937%（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即被

认为能较好地反映原始信息）。选取前3 个PC，反映不

同养殖模式克氏原螯虾肉FAA的大部分信息。由图1可

知，6 组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FAA的区分效果较好，

所有数据点均位于95%置信区间内。

表 4 PC的特征值和贡献率

Table 4 Eigenvalues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rates and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s

PC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1 8.829 51.934 51.934
2 4.717 27.747 79.681
3 1.743 10.256 8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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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FAA的PCA得分图

Fig. 1 PCA score plot of major free amino acids in meat of crayfish 

from different co-culture modes 

如表5所示，特征向量代表各氨基酸在所提取3 个PC

矩阵中的权重系数，载荷值表示原始变量对所取因子影

响的大小，正负代表方向。3 个PC从不同方面反映不同

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FAA的综合品质，PC1方差贡

献率为51.934%，主要代表Ser、Thr、Val、His、Leu、

Ile、Cys、Glu、Gly、Pro、Tyr的信息。PC2方差贡献率

为27.747%，主要代表Pro、Glu、Ala、Asp、Gly、Tyr、

Phe、Met的变异信息。PC3方差贡献率为10.256%，其载

荷绝对值最大的前2 位是Phe、Met。3 个PC基本上能代

表所测氨基酸的大部分信息。

表 5 PC的特征向量与载荷矩阵

Table 5 Principal component eigenvectors and loading matrix

氨基酸
PC1 PC2 PC3

特征向量 载荷 特征向量 载荷 特征向量 载荷

Ser 0.323 0.961 0.037 0.081 －0.073 －0.097 

Thr 0.306 0.910 －0.153 －0.332 0.016 0.021 

Val 0.306 0.908 －0.150 －0.325 －0.160 －0.211 

His 0.299 0.888 －0.146 －0.317 0.204 0.269 

Leu 0.297 0.883 －0.126 －0.274 －0.257 －0.339 

Ile 0.291 0.864 －0.082 －0.178 －0.318 －0.420 

Cys 0.283 0.842 0.081 0.176 0.133 0.175 

Pro 0.269 0.799 －0.262 －0.568 －0.008 －0.011 

Glu 0.254 0.754 0.263 0.571 0.027 0.035 

Lys 0.250 0.744 －0.200 －0.435 0.322 0.425 

Arg 0.166 0.492 0.192 0.418 0.216 0.285 

Ala 0.130 0.385 0.410 0.891 0.060 0.079 

Asp 0.112 0.331 0.379 0.823 －0.193 －0.255 

Gly 0.209 0.620 0.334 0.725 －0.054 －0.071 

Tyr 0.218 0.648 0.331 0.719 0.098 0.130 

Phe 0.085 0.253 －0.295 －0.641 －0.464 －0.613 

Met 0.106 0.314 －0.260 －0.565 0.568 0.750 

表 3 FAA间相关性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free amino acids

氨基酸 Asp Glu Thr Ser Gly Ala Pro Arg Lys Val Tyr Phe Ile Leu Cys Met His

Asp 1.000 

Glu 0.702** 1.000 

Thr －0.008 0.448 1.000 

Ser 0.415** 0.834** 0.827** 1.000 

Gly 0.793** 0.963** 0.293 0.724** 1.000 

Ala 0.782** 0.796** 0.078 0.422* 0.875** 1.000 

Pro －0.200 0.248 0.949** 0.714** 0.056 －0.193 1.000 

Arg 0.497* 0.458 0.374 0.362 0.407* 0.632** 0.219 1.000 

Lys －0.210 0.409 0.794** 0.699** 0.190 －0.083 0.810** 0.148 1.000 

Val 0.090 0.478 0.939** 0.854** 0.317 0.047 0.933** 0.311 0.705 1.000 

Tyr 0.712** 0.876** 0.382 0.641** 0.901** 0.922** 0.117 0.652** 0.198** 0.329 1.000 

Phe －0.257 －0.162 0.384 0.255 －0.256 －0.494* 0.533* －0.247 0.226 0.555** －0.420* 1.000 

Ile 0.218 0.492 0.856** 0.819** 0.408* 0.144 0.801** 0.246 0.508* 0.931** 0.416* 0.545* 1.000 

Leu 0.130 0.458 0.910** 0.829** 0.344 0.074 0.878** 0.255 0.599** 0.969** 0.361 0.567** .989** 1.000 

Cys 0.388 0.698** 0.682** 0.754** 0.608** 0.457* 0.524* 0.503* 0.592** 0.649** 0.705** －0.005 0.662** 0.656** 1.000 

Met －0.536* －0.047 0.467* 0.179 －0.265 －0.319 0.546* 0.134 0.808** 0.305 －0.112 0.021 0.053 0.171 0.306 1.000 

His 0.016 0.528 0.890** 0.830** 0.321 0.059 0.875** 0.367 0.944** 0.845** 0.346 0.298 0.681** 0.755** 0.719** 0.668** 1.000 

注：*.显著相关（P＜0.05）；**.极显著相关（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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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不同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FAA的综合评价

由前述分析可知，利用经PCA提取的3 个因子（可以

代表所有FAA信息的89.937%）对6 组养殖模式的克氏原

螯虾肉中的FAA进行综合评价可行。将PC1、PC2、PC3

作为3 个新变量替代原17 个指标，得到克氏原螯虾肉中

FAA的前3 个PC线性关系分别为：

PC1=0.323X1＋0.306X2＋0.306X3＋0.299X4＋…＋

0.218X15＋0.085X16＋0.106X17

PC2=0.037X1－0.153X2－0.150X3－0.146X4＋…＋

0.331X15－0.295X16－0.260X17

PC3=－0.073X1＋0.016X2－0.160X3＋0.204X4＋…＋

0.098X15－0.464X16＋0.568X17

以每个 P C对应的方差相对贡献率作为权重，

对 3  个 P C得分进行权重加和，建立综合评价函数 

PC=0.519PC1＋0.277PC2＋0.103PC3，计算各组的综合得

分，分数高低可反映不同养殖模式克氏原螯虾肉中FAA

综合品质的高低。由表6可知，3 个PC综合得分最高的是

RC2，其次是RC1，得分最低的是CC1，稻虾模式养殖的

克氏原螯虾肉的FAA综合品质相对较好。

表 6 不同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FAA的成分得分和综合评价

Table 6 Principal component scores and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free amino acids in meat of crayfish from different co-culture modes 

样品 PC1 PC2 PC3 PC 排序

RC2 2.208 2.503 1.749 2.051 1

RC1 4.023 －0.236 －1.670 1.759 2

LC 1.013 －0.863 0.231 0.260 3

CC2 －3.484 2.420 －0.260 －1.011 4

RC3 －2.585 －0.169 －1.183 －1.459 5

CC1 －1.175 －3.655 1.133 －1.601 6

2.6 聚类分析

对不同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FAA的品质进行聚

类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上方树状为不同组别的养殖模

式聚类，左侧树状为FAA的聚类。从上方聚类看，6 组克

氏原螯虾肉的FAA品质可分为3 类，第1类为RC2，品质

最好，甜味氨基酸和鲜味氨基酸含量较高；第2类为RC1

和LC，品质较好，甜味氨基酸中的Thr、Pro含量较高；

第3类为CC1、CC2、RC3，品质较差，鲜味和甜味氨基

酸含量较低，Met、Phe、Leu等苦味氨基酸含量较高。

FAA的聚类可分为5 大类，Arg单独一类，含量较高且与

其他氨基酸相关性较弱；Asp、Gly、Glu、Ala、Tyr聚为

一类，是主要鲜味和甜味氨基酸；Met作为限制氨基酸单

独一类；其余氨基酸主要为苦味氨基酸，分为2 类。聚类

分析与PCA结果相近，可以较好体现不同养殖模式的克

氏原螯虾肉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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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FAA的聚类分析热图

Fig. 2 Dendrogram from cluster analysis of free amino acids in meat of 

crayfish from different co-culture modes

3 讨 论

从各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中共检测到17  种

FAA，王曜等[3]从野生和养殖克氏原螯虾肉中共检测到

15 种FAA。与之相比，本研究检测出脯氨酸（Pro）和

半胱氨酸（Cys）2 种氨基酸，这可能与FAA提取方法和

检测灵敏度及养殖模式差异等有关。不同养殖模式的克

氏原螯虾肉的FAA总含量在21.80～27.11 mg/g之间，该

结果显著高于王曜等[3]在养殖克氏原螯虾肉中检测的总

FAA的6.96 mg/g。Arg为含量占比最高的FAA，天冬氨

酸（Asp）在6 组克氏原螯虾肉中的含量都为最低，结果

与王曜[3]和Liu Qiao[13]等在养殖克氏原螯虾肉中检测到的

Arg和Asp含量接近。此外，研究发现，Ala和Arg在FAA
含量占绝对优势是甲壳类动物的重要特征[19-23]。

FAA是食品中的主要呈味物质之一，根据滋味特

征，可将FAA分为鲜味氨基酸（Glu、Asp）、甜味氨基

酸（Ala、Thr、Ser、Gly、Pro）、苦味氨基酸（Arg、

Lys、Val、Tyre、Phe、Met、Ile、Leu、Cyst、Met、

His） [16]。不同呈味FAA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克氏原螯

虾肉的鲜美滋味。养殖模式RC2的克氏原螯虾肉中有

更高含量的鲜味氨基酸（Glu和Asp），占FAA总量的

1.31%。在所有呈味氨基酸中，Glu呈鲜滋味最强 [24]。

此外，Glu是作用于大脑和外周组织的主要兴奋性神经

递质，进入人体后，结合氨形成谷氨酰胺，减轻氨的毒

性作用，因而能治疗肝昏迷，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皮

肤和毛发状况[25]。CC1养殖模式的甜味氨基酸含量最低

（（3.82±0.17） mg/g）。Ser和Thr是甜味氨基酸[21]。 

Gly、Ala能使水产动物肌肉产生令人愉悦的甜味， 

例如河豚鱼、螃蟹等，其中Gly还能减弱食物中令人不悦

的苦味[23,26]。

不同氨基酸的味觉感知阈值不同，含量高的氨基酸

对滋味的贡献不一定大，因此需要进一步采用TAV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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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进行呈味贡献评价。TAV＞1时，该种呈味物质对

于食物呈味有影响，数值越大贡献越大；TAV＜1时，

表示该物质呈味贡献不大。Arg是所有养殖模式的克氏

原螯虾肉中占FAA总量比例最高的氨基酸。Arg加入蔗

糖、谷氨酸钠、NaCl、咖啡和柠檬酸等溶液中改善对各

物质甜、鲜、咸、苦、酸的感知[27]。只有RC2模式的克

氏原螯虾肉中Glu的TAV大于1，RC、RC2、CC2克氏原

螯虾肉中的Gly的TAV大于1，呈味作用差异显著。通过

对FAA滋味的综合分析，发现养殖模式RC2的克氏原螯

虾肉的鲜味和甜味氨基酸的TAV最高，味道最为鲜美。

不同的养殖模式中使用的饲料营养成分[28-30]、放养密度

和形式[8]、形成的微生态系统[6]、饲养环境如水温、pH

值、含氧量、微生物[19,23-24]、克氏原螯虾肠道微生物等的 

差异[13]，可能造成了克氏原螯虾肌肉中FAA的组成和含

量的不同。

PCA可以将原始变量的大量指标信息用较少的变量

（通常为5 个以内）反映出来[14]，已被广泛用于农产品

品质评价。本实验利用PCA，从17 种氨基酸中提取得到

3 个PC变量较好地反映了克氏原螯虾肉FAA品质的综合

信息。各氨基酸与相应PC的相关性由载荷值表明，载

荷值的绝对值越大，相关程度越高。表5结果表明，所

提取的3 个PC变量基本上能代表所测氨基酸的大部分信

息。利用3 个PC变量建立综合评价模型：PC=0.519PC1＋ 

0.277PC2＋0.103PC3，通过该模型进行计算，得分越

高反映不同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中F A A品质越

好。聚类分析利用确定的标准如欧氏距离或曼哈坦聚

类计算样品之间的相关性，根据相关程度将各评价对

象进行简化合并，可以更直观地综合比较评价对象[31]。 

PCA结合聚类分析可以简化品质评价工作[31]。聚类分析

将6 组克氏原螯虾肉分为3 类，与PCA结果相近，RC2品

质最好，CC1、CC2、RC3的品质较差，可以较好地体现

不同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的差异性。FAA品质的差

异性受养殖的环境、生物模式、投放虾苗情况及饲喂情

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结果可为地方特色克氏原

螯虾养殖模式、氨基酸营养价值、滋味品质提升等提供

一定参考依据。

4 结 论

兴化地区不同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中FAA的总

含量在21.80～27.11 mg/g之间，其中养殖模式RC1的克氏

原螯虾肉FAA含量最高（（27.11±1.03） mg/g）。Arg

在6 组克氏原螯虾肉中均为含量最高的FAA，占总FAA的

含量最高达67.76%（RC3），最低55.64%（RC2）。RC2

养殖模式的克氏原螯虾肉中鲜味氨基酸和甜味氨基酸

的含量最高，CC1养殖模式的鲜味和甜味氨基酸含量最

低。大部分氨基酸的TAV小于1，对克氏原螯虾肉的风味

无贡献。通过FAA的滋味综合分析发现养殖模式RC2克

氏原螯虾肉的鲜味和甜味氨基酸TAV最高，味道最为鲜

美。PCA建立的综合评价模型计算结果表明，RC2得分

最高品质最好，CC1模式得分最低品质较差。聚类分析

将6 组克氏原螯虾肉分为3 类，与PCA结果结合较好地体

现了不同养殖模式克氏原螯虾肉的差异性。综上所述，

在虾肉FAA的品质方面，稻虾模式（一稻二虾）养殖的

克氏原螯虾肉品质相对较好，虾蟹混养模式较差。克氏

原螯虾在我国养殖地域广泛，养殖模式众多，本研究为

筛选适合养殖滋味鲜美的克氏原螯虾的模式提供一定的

基础，为建立优质克氏原螯虾的养殖模式提供更全面的

指导，需要结合克氏原螯虾肉的其他品质性质进行综合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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