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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My name is Kun Han Gu, I major in Food Processing. I chose to study this field 

because I enjoy making food and because I want to make quality food. Besides 

knowledge and skills related to the professional subjects, I am interested in English. I 

immediately fell in love with English when I first came into contact with it. I have put 

extra effort into learning it and my hard work has paid off. Not only can I express 

myself in English, but also I often win prizes when participating in English contests. 

Mastering a foreign language is not an easy task, but I am not afraid of facing 

challenges. In fact, being adventurous is one of my traits. I am curious about things I 

don’t know and always try my best to find answers to the puzzles. Because of that, I 

like to do my own research and my research has won me the first prize in the national 

science exhibition. I will keep asking questions, exploring new topics and sharing 

findings with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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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name is TingWen Wang. I am studying Food Processing in a vocational high 

school. I chose to study Food Processing because I am aware that there are many 

additives in our food which might be harmful to the human body or even pollute our 

environment and I want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cessed food and know how to make 

healthier food. At school, I like our internship program most. Every time I learn a new 

skill, I practice it again and again in order to achieve perfection. Because of my hard 

work, I have successfully got a skill certificate granted by our government. I care about 

not only my own study, but also my classmates’. In my opinion, classmates should 

learn and grow together. Therefore, I have been my teachers’ assistants, helping the 

class learn different subjects, such as English and math. Besides diligence and team 

spirit, I think my best character trait is that I am willing to take challenges and always 

try my best to accomplish them. I am not afraid of failure. I believe that the proc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esult. With this positive attitude, I have confidence that I will 

become a master in Food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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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蛋黃酥所使用鹹蛋黃來自於鴨蛋鹽漬而成，取出鹹蛋黃剩餘之蛋白因鹽度高，無法

再利用只能拋棄相當不環保，本實驗利用將蛋冷凍再解凍以分離出蛋白及蛋黃，蛋白可

加工再利用，凝膠蛋黃則可鹽漬成鹹蛋黃。結果發現蛋黃在-18℃冷凍 3 天可完全凝膠，

以 30%食鹽水鹽漬 40-60 分鐘，其鹽度已與市售鹹蛋黃相當。在喜好性感官品評發現，鹹

味、口感及整體喜好性均與傳統鹹蛋黃相似。解凍蛋白製成蛋糕在喜好性感官品評發

現，色澤及口感評分最高優於新鮮蛋白，在香味及整體喜好性則與新鮮蛋白無差異。速

成鹹蛋黃僅須 1/10 生產時間且蛋白可回收再利用並減少鹹蛋白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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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gg yolk shortcake is a popular dessert in Taiwan, especially during the Moon Festival. Egg 

yolk has to be salted before it can be used to make the shortcake. Traditionally, the bakers salt the 

whole egg, get the salted yolk, and discard the salted egg white which is too salty to make into other 

products. However, it is a waste to throw the unused salted egg white away. What’s worse, it might 

cau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ur study aims to separate the egg yolk from the egg white before it is salted so that the egg white 

could be used for other purposes. Due to the gelation property of egg yolk when frozen, we achieve 

this by freezing the whole egg and then defrosting it to get the two parts apart. Our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egg yolk is as salty as the one that is processed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ethod 

after it is frozen at -18 ℃ for three days to reach the complete freeze-gelation and then brined in the 

30% saline for 40 – 60 minutes. (2) In the hedonic tes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rozen-thawed brined egg yolk and the traditionally-made salted egg yolk in terms of their saltiness, 

taste, and overall customer preference. (3) The angel cake made from the frozen-thawed white egg 

gets higher scores for its color and taste than the one made from the fresh egg white.  

 

The significance of our study is that the method in our research greatly shortens time needed to make 

salted egg yolk, taking only about 1/10 of the time traditionally spent.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left egg white can be kept for other uses, which avoids wast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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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每年中秋節前各大糕餅業者都會日夜趕工生產及販售蛋黃酥，我們觀察發現業者每天必

須敲上成千上萬顆的鹹蛋，以取出鹹蛋黃進行烤焙，剩餘鹹蛋白因為鹽度很高，無法再回收

利用，只能倒掉拋棄，相當浪費又不環保，甚至汙染環境，查閱相關文獻迄今也沒有良好解

決方法可以改善。 

在二年級時我們在修習食品加工課程蛋品加工單元時，老師講解課文時有提到蛋黃有冷

凍凝膠現象，所以蛋黃不可以直接冷凍，必須在冷凍前先加糖、鹽或甘油等抗凝固劑，才可

以冷凍，否則解凍後會出現不可逆凝膠反應而固化，但蛋白則無此現象。 

因此我們突發奇想如果逆向操作刻意將蛋先行冷凍，使其發生冷凍凝膠，再解凍分離出

蛋白及蛋黃，解凍蛋白可加工再利用，凝膠固化蛋黃則可以單獨進行鹽漬，如此一來，蛋白

不僅不會浪費，單獨鹽漬蛋黃也可以大幅縮短醃漬時間。我們利用專題導論及專題製作的課

程進行蛋黃冷凍凝膠的專題研究，初步發現具有可行性，但由於專題課程時間有限，無法進

一步探討如：不同鹽漬方法、速成鹹蛋黃之風味是否符合消費者喜愛，冷凍後蛋白是否仍能

維持其物化性質進行再利用如：蛋糕等點心製作？這是令人想繼續延伸探討的主題，於是我

們進行了一系列充滿挑戰的實驗之旅。  

 

貳、研究目的 

一、鮮蛋以不同方法及時間進行冷凍，藉此探討冷凍蛋黃的凝膠性，並找出何種冷凍條件製

成的冷凍蛋黃效果最佳。 

二、以不同鹽漬方法作進行鹽漬，藉此探討速成鹹蛋黃的鹽度及內中外層之鹽度滲透速率。 

三、以速成鹹蛋黃及解凍蛋白製成蛋糕分別進行喜好性感官品評試驗，評估消費者對此新產

品之喜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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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研究材料及設備 

一、 研究材料 

 

二、研究設備及器材 

 
 

  

冰箱(元揚公司) 攪拌機(士邦公司) 鹽度計(ATAGO 公司) 游標卡尺(宏展公司) 

    

物性測定儀

(BROOKFIELD 公司) 
電子秤(A&D 公司) 震盪機(程揚儀器) 離心機(程揚儀器) 

    

研缽(宏展公司) 溫度計(程揚儀器) 烤箱(陞上公司) 離心管(宏展公司) 

 

  

雞蛋(龍億蛋行) 鴨蛋(龍億蛋行) 

  

市售鹹蛋黃(當地南北貨行) 食鹽(台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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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文獻回顧(3)(6)(9)(10)(13) 

    根據農業部統計，國內鴨蛋年產量約 4.6 億枚，年產值超過 17 億元，以供製鹹蛋、皮

蛋加工為主。加工鴨蛋為我國最重要出口之家禽產品，每年外銷香港、歐美及東南亞等華人

市場 超過 1,600 萬顆 ，外銷超過新臺幣 1.2 億元。 

(一)鹹蛋的製作流程 

       鴨蛋或雞蛋→洗淨→調製浸漬液→浸漬法(浸入食鹽量 20-30％之浸漬液，須放置

約 30 天)或塗敷法(蛋殼表面塗佈塗敷料再滾上稻殼或粗糠，須放置約 40 天) →水洗→

成品。 

(二)蛋的冷凍凝膠特性 

       液態卵黃經冷凍後，卵黃中之脂蛋白在凍藏時會分離出來，使蛋黃黏度增加，失去

流動性，當解凍後，無法在溶解出蛋黃中，產生不可回復的凝膠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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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 

 

  

                 

 

   

   

 

 

 

 

 

 

 

 

 

 

 

 

 

 

 

 

 

 

 

 

 

(五)速成鹹蛋黃及冷凍蛋白再利用產品進行成本分析及未來展望 

1. 速成鹹蛋黃及冷凍蛋白再利用產品成本分析。 

2. 可調式低鹽鹹蛋黃之未來展望。 

(一)以不同製程條件進行鮮蛋冷凍凝膠之試驗設計 
1. 以不同的溫度及時間觀察鮮蛋冷凍凝膠現象，以找出最佳的凝膠條件。 

2. 以不同的低溫方法觀察鮮蛋冷凍凝膠現象，並找出最佳的凝膠條件。 

3. 以最適化的凝膠條件量產冷凍凝膠蛋黃及蛋白。 

(二) 已凝膠蛋黃製作鹹蛋黃之試驗設計 

1. 以不同鹽漬方法作為操縱變因，測量鴨蛋黃

的鹽度變化及蛋黃內中外層之滲透速率。 

2. 以最適化鹽漬法量產速成鹹蛋黃。 

(四) 以速成鹹蛋黃及冷凍過蛋白製作蛋糕進行喜好性感官品評試驗設計 

1. 以速成鹹蛋黃進行喜好性感官品評試驗(hedonic test)。 

2. 以速成鹹蛋黃進行剛剛好感官品評試驗(just-about-right test)。 

3. 以不同鹽度速成鹹蛋黃進行喜好性感官品評及剛剛好感官品評試驗(just-about-right)。 

4. 以冷凍過蛋白製作天使蛋糕進行喜好性感官品評試驗。 

 

(三) 以冷凍凝膠製造鹹蛋黃所剩餘蛋白進行蛋

糕製作之試驗設計 

1. 以新鮮雞蛋蛋白及冷凍雞蛋白作為操縱變因，

製作天使蛋糕。 

2. 以新鮮鴨蛋蛋白及冷凍蛋白作為操縱變因，

製作天使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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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設計及方法： 

(一)以不同製程條件進行鮮蛋冷凍凝膠之試驗設計 

1. 試驗設計一：以不同的溫度觀察鴨蛋低溫凝膠現象，以找出最佳的凝膠條件： 

本實驗以鴨蛋為原料，用不同的冷凍溫度做為操縱變因進行試驗設計，以找出最佳的冷凍

溫度。 

                               鴨蛋 

                  ┌──────┼──────┐          

              冷藏 4℃                      冷凍-18℃   

                  └──────┬──────┘ 

                             保持 1-5 天 

                                ↓ 

                               解凍               

                                ↓ 

                  觀察及記錄蛋黃及蛋白之外觀及測量硬度 

 

2. 試驗設計二：以不同的冷凍時間及方法觀察鴨蛋冷凍凝膠現象，找出最佳凝膠條件： 

    在實驗一結果發現，當鴨蛋低於-18℃冷凍溫度時，蛋黃及蛋白均會冷凍而凝固，且冷

凍蛋解凍後 1 小時內蛋白會溶化，蛋黃則可保持凝固，但卻發現蛋黃內部仍有部分呈半固

態狀態，由於食品溫度傳遞之原理是採對流、傳導及輻射等方式達成，而鮮蛋冷凍後由於

蛋黃及蛋白均已呈固態(賴等人，2007)，因此主要採以傳導方式進行降溫，愈內層達到低溫

所需時間將愈久，因此本實驗將依據冷凍食品國家標準(CNS)所採用-18℃作為冷凍溫度基

準，以不同的冷凍時間做為操縱變因進行試驗，以找出最佳的冷凍時間。                                

                                 鴨蛋 
                                  ↓ 
                               冷凍(-18℃) 
        ┌────────────┼────────────┐ 
  全蛋帶殼冷凍法          全蛋液去殼冷凍法          去蛋白之蛋黃液冷凍法                               
        └────────────┼────────────┘ 
                              冷凍 1-5 天 
                                  ↓ 

                               解凍(20℃) 
                                  ↓ 
                              分離蛋白及蛋黃→蛋白→再利用實驗 
                                  ↓ 
                                 蛋黃 
                                  ↓ 
                        以物性測定儀測定蛋黃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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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冷凍方法之作法及介紹 

冷凍方法 作法 圖示 設計目的 

全蛋帶殼 

冷凍法 

將新鮮鴨蛋洗淨後，

直接進行冷凍。 

 

不須破殼，直接冷

凍，省時省工。 

全蛋液去殼 

冷凍法 

將新鮮鴨蛋洗淨，去

除蛋殼之全蛋液裝瓶

進行冷凍。 

 

冷凍後解凍即可分

離蛋白取出蛋黃，

可大量量產方便取

用。 

去蛋白之蛋黃液 

冷凍法 

將新鮮鴨蛋洗淨，去

除蛋殼及蛋白之蛋黃

液裝瓶進行冷凍。 

 

冷凍後解凍即可直

接取得蛋黃，可大

量量產方便取用。 

(2)物性測定儀之作法 

    本實驗採用 BROOKFIELD 公司物性測定儀，使用 TA5 型號探頭(Probe)，並設計以 50 公

克固定力量持續 20 秒測試條件進行物性數據收集，為了使每顆解凍蛋黃在相同條件下進行測

試，統一將每批冷凍蛋黃解凍至 20℃溫度後再進行物性測定，並記錄每顆蛋黃在探頭下壓固

定距離(5mm)時之硬度(公克)，每個樣品三重複，並收集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TA5 號探頭(Probe) 冷凍蛋黃解凍 解凍至 20℃溫度 

   

物性測定儀測定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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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凝膠蛋黃製作鹹蛋黃之試驗設計： 

1.試驗設計一：將凝膠蛋黃以不同鹽漬方法作為操縱變因，測量鹽漬過程中蛋黃的鹽度及其

內中外層之滲透速率： 

    將已解凍蛋黃，分別以純食鹽及不同濃度食鹽水進行鹽漬，定時取樣(圖一)、以研缽

研磨、加水震盪溶解定容、最後以離心機(6000rpm、5 分鐘)後分別取得全蛋黃、蛋黃內

層、中層及外層等澄清液，再以鹽度屈折計測定整顆蛋黃及蛋黃外層、中層及內層鹽度(三

重複)，以求證何種鹽漬法製得鹹蛋黃其鹽度與市售鹹蛋黃最為接近。 

 

                          已解凍冷凍凝膠鴨蛋 

                                  ↓ 

                ┌────────┴────────┐          

            食鹽鹽漬法                       食鹽水溶液鹽漬法 

                                      ┌──────┼──────┐ 

                                    10%鹽水       20%鹽水      30%鹽水   

                └────────┬────────┘ 

                       以 30 分鐘-120 分鐘定時取樣 

                                  ↓      

                               測量鹽度 

                ┌────────┴────────┐   

             平均鹽度             ┌────────┼────────┐ 

                               內層鹽度          中層鹽度          外層鹽度 

 

                      

 

     圖一、蛋黃外層中層及內層取樣示意圖 

 

 

 

外層 外層 

中層 

內層 

中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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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同鹽漬法： 

說明 

鹽漬方法 
鹽漬方法圖示 每 10 分鐘取樣(30-120 分鐘) 

食鹽鹽漬法 

  

30%食鹽水 

溶液鹽漬法 

  

20%食鹽水 

溶液鹽漬法 

  

10%食鹽水 

溶液鹽漬法 

  

 (2)食鹽鹽漬法： 

   

鴨蛋退冰 鴨蛋去殼(一) 鴨蛋去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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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黃及蛋白分離 凝膠蛋黃 重量選別 

   

直徑選別 食鹽鹽漬(一) 食鹽鹽漬(二) 

(3)食鹽水溶液鹽漬法： 

 

 

 

鴨蛋退冰 鴨蛋去殼(一) 鴨蛋去殼(二) 

 
 

 

蛋黃及蛋白分離 凝膠蛋黃 重量選別 

   
直徑選別 食鹽水鹽漬(一) 食鹽水鹽漬(二) 

(4)取樣方法 

   

切邊 量測總長度分 6 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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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外層取樣 切中層取樣 

   

切中層取樣 其餘內層取樣 取樣樣品容器 

   

取樣樣品收集 研磨 稀釋 

 

  

離心 吸取澄清液 鹽度測定 

 (三) 以冷凍凝膠製造鹹蛋黃所剩餘蛋白進行蛋糕製作之試驗設計 

    鮮蛋經冷凍使蛋黃發生冷凍凝膠凝固，再將冷凍蛋解凍後，蛋黃可進行速成鹹蛋黃

之製作，剩餘已融化蛋白收集後，嘗試將其製作為天使蛋糕，並與新鮮蛋製作的天使蛋

糕進行品評比較。                     

新鮮雞蛋白          冷凍後雞蛋白      新鮮鴨蛋白        冷凍後鴨蛋白 
    └──────────┴───┬───┴─────────┘ 
                             製作天使蛋糕 
                                  ↓ 
                ┌────────┴────────┐          
         喜好性感官品評試驗               外形及蛋糕體高度測量 
                └────────┬────────┘ 
                            統計分析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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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與塔塔粉中速打發 分次加入砂糖 加入低粉、玉米粉、香草粉 

   

低速拌勻 分裝置烤模 以 180℃/170℃烤 20 分鐘 

 (四) 以速成鹹蛋黃及冷凍過蛋白製作蛋糕分別進行喜好性感官品評試驗設計： 

(1)(2)(4)(5)(8)(11)(12) 

1.品評員選擇：選定未經品評訓練的品評員，根據參考文獻記載如果實驗研究設計得宜，取

樣人數須 15 人，但 Gay 權威學者則提出最少 30 人以上方有代表性，本實驗

設計則隨機取樣 60 人進行品評。 

2..品評室設計：參考文獻及鄰近大學品評實驗室，將品評室隔間後(如圖二)，進行品評。 

3.品評方法及尺度：採用 5 分制喜好性品評法，並依品評試驗之不同分成二類，第一類品評

色澤、香味、口感、鹹味及整體接受性，其評分範圍分成五個等級，從

1~5 分分別代表：非常不喜歡、不喜歡、不喜歡也不討厭、喜歡及非常

喜歡。第二類品評口感、鹹味及整體接受適合性，其評分範圍分成五個

等級，從 1~5 分此五個數字分別代表：太淡、有點淡、剛剛好、有點強

及太強。 

4.樣品的供應順序：為了避免次序效應(order effect)，根據文獻記載，當樣品數在 3~6 至多到

8 個時，可採用平衡式完全區集試驗法進行樣品排列及供應，即依照供

應順序讓每位品評員品評所有供應之樣品但順序已達隨機抵消次序效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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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本校感官品評室佈置及品評圖示 

5.統計分析： 

    根據感官品評試驗所獲得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利用修習過計算機概論，請教老師後學習

以電腦統計分析軟體 EXCEL、XLSTAT 及 SPSS 進行資料分析，分別計算平均值、標準差及變

異數分析（ANOVA），若組間有顯著差異（p<0.05），則進一步事後分析採 Duncan 多變域測試，

來分析各實驗組平均值間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p<0.05）。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以不同製程條件進行鮮蛋低溫凝膠之試驗結果： 

    結果如圖三所示，當鮮蛋放置於-18℃冷凍 1-5 天，與放置於冷藏庫(4℃)對照組，每天取

蛋破蛋進行解凍過程觀察，發現無論鴨蛋及雞蛋之蛋黃均會凝固且不再回到液態，但蛋白則

均在 2 小時內融化成液態，印證教科書所提及蛋黃冷凍凝膠現象(郭等人，2012)，但冷藏的鮮

蛋則無此現象，蛋黃及蛋白均呈液態。 

    我們也發現當鮮蛋冷凍 1-2 天時，蛋黃內部仍有部分未凝膠，直至冷凍第 3 天以後，蛋黃

內外均呈現固態。若改以 5 梯次每天放置鮮蛋至冷凍庫，在冷凍 5 天後統一進行觀察(如圖四)，

也有相同結果。因此我們進一步想了解冷凍時間的長短是否會影響凝膠蛋黃的軟硬程度，也

同時討論採用不同方法進行冷凍時其硬度是否也會有所差別，為了符合實驗結果客觀性，採

用物性測定儀來測量不同時驗條件時之蛋黃硬度，結果如表一、圖五所示，無論用何種形態

方式進行冷凍，凝膠蛋黃之硬度均有隨冷凍時間遞增而增加，蛋黃硬度均在冷凍第 3 天達到

最高，其中以全蛋冷凍法之蛋黃硬度最大。我們也發現當冷凍超過三天以後蛋黃之硬度有逐

漸降低之趨勢。 

   由圖六也得知，以全蛋冷凍法製成之蛋黃其外型呈圓球形，與市售鹹蛋黃外觀最接近，最

符合我們所期望蛋黃外觀；全蛋液冷凍法次之；蛋黃冷凍法外觀最差。因此接下來的實驗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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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蛋冷凍法所製成之蛋黃來進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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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鴨蛋及雞蛋分別以不同的冷凍時間進行冷凍凝膠試驗示意圖(一) 

解凍 

0 小時 

 

解凍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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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凍 

2 小時 

 

圖四、鴨蛋及雞蛋分別以不同的冷凍時間進行冷凍凝膠試驗示意圖(二) 

 
表一、不同冷凍時間鴨蛋黃以物性測定儀進行硬度測試之統計表 

 硬度 (公克)         冷凍方法 
 
冷凍時間 

全蛋冷凍法 全蛋液冷凍法 純蛋黃冷凍法 

未冷凍 13.40±0.82 
冷凍一天 22.20±1.50 28.27±1.36 37.20±2.20 

冷凍二天 25.85±0.85 27.50±0.92 35.60±3.60 

冷凍三天 42.50±1.40 34.50±1.60 38.83±2.05 

冷凍四天 39.93±2.55 28.07±4.14 27.85±0.25 

冷凍五天 27.00±2.51 31.90±1.40 30.70±1.51 

 

 

       圖五、不同冷凍時間鴨蛋黃進行硬度測試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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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不同冷凍方法冷凍後解凍之外形觀察圖 

解凍前 解凍中 解凍後 

   

冷凍前 解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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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不同鹽漬方法作為操縱變因，測量鹽漬過程中鴨蛋黃的鹽度變化結果與討論： 

(一)測量鹽漬過程中鴨蛋黃的鹽度： 

    由表二可得知，一般市售的鹹蛋黃鹽度經測定其值平均在 6％，並測量蛋黃外層、中層

及內層的鹽度，蛋黃外層鹽度最高(6.0-6.8%)、中間層次之(5.8-6.4%)、而內層鹽度較低(3.6-

6.4%)，符合課本所說鹽漬食品滲透是由外而內滲透，以表面的鹽度最高，中間層次之，而

內層最低。(柯等人，2011)。 

 

表二、市售鹹蛋黃內中外層鹽度統計表 

 

    凝膠蛋黃分別以食鹽及不同濃度食鹽水進行鹽漬結果，如表三所示，實驗發現食鹽鹽漬

法實驗組在 50-80 分鐘時其鹽度與市售較為接近；30%食鹽水鹽漬法實驗組在 40-60 分鐘時其

鹽度與市售最為接近，20%食鹽水鹽漬法實驗組則要到 110 分鐘其鹽度才與市售接近；10%

食鹽水鹽漬法實驗組鹽漬至 120 分鐘皆無法達到市售鹽度。實驗到此我們出現一個疑問，在

鹽度測定時是取樣整顆蛋黃進行鹽度測定，所以所測得鹽度是整顆蛋黃平均値，但在教科書

中有提及有關鹽漬食品之鹽漬速率快慢，與滲透壓大小有關，而滲透壓大小又與溶質濃度成

                         鹽度 

廠商名稱 

市售鹹蛋黃 

外層鹽度 中層鹽度 內層鹽度 平均鹽度 內外層鹽度差 

A 廠商 

 

6.2 5.8 3.6 6.0 -2.6 

B 廠商 

 

6.8 6.4 6.4 6.0 -0.4 

C 廠商 

 

6.0 6.2 4.8 6.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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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比關係(李等人，2011)，由於我們實驗設計是將整顆蛋黃放置於食鹽中進行鹽漬滲透，我

們很好奇在鹽漬過程中，蛋黃表面與蛋黃中心的食鹽濃度是否也會有所不同呢於是繼續進行

下一階段實驗來驗證。 

 

表三、凝膠蛋黃分別以食鹽及不同濃度食鹽水進行鹽漬其鹽度統計表 

 

 

            圖七、凝膠蛋黃分別以食鹽及不同濃度食鹽水進行鹽漬其鹽度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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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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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漬時間(分鐘)

純鹽鹽漬法

30%食鹽水鹽

漬法

     鹽漬方法   

 

鹽度(%) 

時間 

食鹽鹽漬法 
30％食鹽水 

鹽漬法 

20％食鹽水 

鹽漬法 

10％食鹽水 

鹽漬法 
市售鹹蛋黃 

30 分鐘 4.67±0.46 4.33±0.76 3.53±0.31 2.33±0.12 

6.0 

40 分鐘 4.53±0.23 5.73±0.31 4.33±0.42 2.53±0.23 

50 分鐘 6.20±0.35 5.93±0.12 4.30±0.10 3.87±0.23 

60 分鐘 6.27±0.12 5.60±0.40 4.87±0.12 3.70±0.10 

70 分鐘 6.13±0.12 8.47±1.21 5.20±0.53 3.87±0.31 

80 分鐘 6.33±0.31 8.93±0.61 4.313±0.12 3.53±0.31 

90 分鐘 10.13±0.61 10.07±1.10 5.80±0.35 3.93±0.42 

100 分鐘 10.00±0.20 7.67±0.58 5.60±0.40 4.20±0.53 

110 分鐘 9.07±1.01 8.73±0.42 6.40±0.40 3.73±0.12 

120 分鐘 9.60±0.40 8.67±0.83 6.80±0.40 2.6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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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量蛋黃外層、中層及內層的鹽度變化： 

  結果如表四、圖八所示，速成鴨蛋黃以食鹽及食鹽水鹽漬法發現，食鹽鹽漬到達 30 分鐘時

鴨蛋黃實驗組外層、內層鹽度，接近市售鹹蛋黃鹽度，但外層鹽度已超過市售鹹蛋黃；30%食

鹽水鹽漬法鹽漬達 40 分鐘時鴨蛋黃實驗組外層、內層及平均鹽度，與市售鹹蛋黃鹽度較為接

近，且我們發現以食鹽水鹽漬法鹽漬的鴨蛋黃內外層鹽度差較小。  

 

表四、凝膠蛋黃分別以食鹽及 30%食鹽水進行鹽漬其外中內層鹽度統計表 

 

      鹽漬      

方法 

鹽度(%) 

 

鹽漬 

時間 

食鹽鹽漬法 30％食鹽水鹽漬法 

外層 中層 內層 
內外層 

鹽度差 
外層 中層 內層 

內外層 

鹽度差 

30 分鐘 9.60±0.40 5.73±0.46 6.00±0.00 -3.6 9.60±0.40 4.60±0.20 6.70±0.10 1.2 

40 分鐘 10.53±0.23 5.60±0.40 6.70±0.50 -3.9 10.53±0.23 4.40±0.40 5.60±0.40 -1.0 

50 分鐘 9.07±0.83 6.40±0.40 5.70±0.10 -3.3 9.07±0.83 5.30±0.14 6.10±0.10 -3.3 

60 分鐘 9.20±0.00 6.40±0.40 5.90±0.10 -3.3 9.20±0.00 6.30±0.10 5.73±0.61 -5.0 

70 分鐘 10.60±0.20 6.40±0.00 5.70±0.50 -4.9 10.60±0.20 5.60±0.40 6.00±0.40 -5.6 

80 分鐘 11.80±0.00 8.20±0.20 6.30±0.10 -5.5 11.70±0.10 9.40±0.60 6.20±0.20 -4.4 

90 分鐘 12.20±0.20 8.50±0.50 7.30±0.10 -4.9 12.20±0.20 8.27±0.15 7.10±0.70 -5.0 

100 分鐘 12.20±0.60 10.00±0.00 7.00±1.00 -5.2 12.20±0.60 8.50±0.30 7.40±0.20 -5.1 

110 分鐘 11.90±0.10 8.60±0.6 7.40±0.40 -4.5 11.90±0.10 9.00±0.20 7.50±0.30 -5.2 

120 分鐘 14.40±0.40 11.40±0.00 7.00±1.00 -7.4 14.40±0.40 8.70±0.10 6.73±0.1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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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食鹽鹽漬法測量鴨蛋黃外層、中層及內層鹽度變化統計圖   

三、將冷凍凝膠鴨蛋製作速成鹹蛋黃，進行喜好性感官品評試驗結果與討論： 

    經由上述實驗結果我們將以食鹽及 30%食鹽水鹽漬法製作成速成鹹蛋黃進行喜好性感官

品評試驗，並搭配感官品評懲罰性試驗(Penalty test )，以了解此產品是否受消費者所接受，

並證實鹹蛋黃之鹹味、口感及整體風味強度是否剛剛好（just about right）。由表五可得知，

速成鹹鴨蛋黃在鹹味及整體風味強度方面在 5%冒險率下未被懲罰（p＞0.05），是可以被消費

者覺得剛剛好（just about right）而接受，但在口感強度方面則是被懲罰的（p＜0.05），代表

消費者認為口感偏弱沒有剛剛好。 

表五、速成鹹鴨蛋黃進行懲罰性試驗結果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鹽

度(

%)

鹽漬時間(分鐘)
純鹽鹽漬(外層) 純鹽鹽漬(中層)

純鹽鹽漬(內層) 30%食鹽水鹽漬法(外層)

Variable Level Frequencies % 

Mean(整

體喜好

程度) 

p-value Significant Penalties p-value Significant 

 弱 24 40.00% 3.083 0.193 No    

鹹味強度 剛剛好 30 50.00% 3.400   0.167 0.508 No 

 強 6 10.00% 3.833      

 弱 20 33.33% 2.750 0.001 Yes    

口感強度 剛剛好 31 51.67% 3.645   0.680 0.005 Yes 

 強 9 15.00% 3.444      

 弱 20 33.33% 2.850 0.011 Yes    

整體風味 

強度 
剛剛好 32 53.33% 3.469   0.326 0.194 No 

 強 8 13.33% 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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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速成鹹鴨蛋黃進行懲罰性試驗測試鹹味、口感及整體風味強度之結果 

 

    由表六可得知，速成鹹雞蛋黃在鹹味、口感及整體風味強度方面在 5%冒險率下均被懲

罰（p＜0.05）代表消費者認為其強度較弱，因此後續實驗將排除雞蛋為原料進行速成鹹蛋黃

之實驗。 

 

表六、速成鹹雞蛋黃進行懲罰性試驗結果 

Variable Level Frequencies % 

Mean(整

體喜好

程度) 

p-value Significant Penalties p-value Significant 

 弱 19 31.67% 2.842 < 0.0001 Yes    

鹹味強度 剛剛好 31 51.67% 3.839   0.942 0.000 Yes 

 強 10 16.67% 3.000      

 弱 13 21.67% 2.538 < 0.0001 Yes    

口感強度 剛剛好 38 63.33% 3.684   0.821 0.001 Yes 

 強 9 15.00% 3.333      

 弱 19 31.67% 2.421 < 0.0001 Yes    

整體風味 

強度 
剛剛好 30 50.00% 3.967   1.167 < 0.0001 Yes 

 強 11 18.33% 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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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速成鹹雞蛋黃進行懲罰性試驗測試鹹味、口感及整體風味強度之結果 

 

    由表七可得知，市售鹹蛋黃在鹹味強度方面在 5%冒險率下是被懲罰的（p＜0.05），代表

消費者分別認為鹹味太弱或太強，沒有剛剛好。但口感及整體風味強度方面則是剛剛好的

（p＞0.05）未被懲罰。由上述實驗可得知以鴨蛋進行速成鹹蛋黃在鹹味及整體喜好性強度較

符合消費者喜好性。接下來實驗將以不同鹽度方法進行消費者喜好性感官品評試驗。 

 

表七、市售鴨蛋黃進行懲罰性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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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Significant Penalties p-value Significant 

 弱 21 35.00% 2.714 < 0.0001 Yes    

鹹味強度 剛剛好 24 40.00% 3.667   0.694 0.002 Yes 

 強 15 25.00% 3.333 < 0.0001 Yes    

 弱 17 28.33% 2.588 0.000 Yes    

口感強度 剛剛好 31 51.67% 3.387   0.284 0.210 No 

 強 12 20.00% 3.833 0.000 Yes    

 弱 20 33.33% 2.550 < 0.0001 Yes    

整體風味 

強度 
剛剛好 26 43.33% 3.462   0.373 0.100 No 

 強 14 23.33% 3.857 < 0.0001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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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市售鴨蛋黃進行懲罰性試驗測試鹹味、口感及整體風味強度之結果 

 

 四、以鴨蛋製作速成鹹蛋黃，進行喜好性感官品評口感之結果與討論： 

    由表八可得知在色澤方面 30％食鹽水鹽漬速成鹹蛋黃實驗組的評分最高，與傳統市售鹹

蛋黃(對照組)有顯著差異存在（p<0.05）（圖十一）。由此可見在色澤方面 30％食鹽水鹽漬速

成鹹蛋黃較受消費者喜愛。 

 

圖十一、蛋黃色澤比較圖 

    在鹹味及整體喜好性方面，30%食鹽水鹽漬速成鹹蛋黃實驗組與傳統市售鹹鴨蛋黃(對照

組)評分較高並且兩者無顯著差異存在，在口感方面實驗組與傳統市售鹹鴨蛋黃(對照組)評分

皆無顯著差異存在（p>0.05）代表二者在鹹味、口感、整體喜好性均能被消費者接受。唯獨在

香味方面傳統市售鹹蛋黃(對照組)評分較高有顯著差異存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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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消費者喜好性感官品評統計表 

鹽漬方法 

 

品評項目 

食鹽鹽漬 

速成鹹蛋黃 

30％食鹽水鹽漬 

速成鹹蛋黃 
市售鹹蛋黃 

色澤品評分數 
3.34ab 3.57a 3.17b 

香味品評分數 
3.10b 3.22b 3.55a 

鹹味品評分數 
2.99b 3.28ab 3.53a 

口感品評分數 
3.12ns 3.43ns 3.22ns 

整體喜好性品評

分數 
3.09b 3.30ab 3.43a 

 

 

     圖十二、消費者喜好性感官品評統計圖 

     ※有效樣本共102 份 

     ※a~b： means bearing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5） 

五、以冷凍凝膠法製造鹹蛋黃所剩餘蛋白進行蛋糕製作之結果與討論： 

    利用冷凍凝膠法製作速成鹹蛋黃，不僅可大幅縮短鴨蛋鹽漬時間，原本產生大量廢棄無

用鹹蛋白將不復再見，取代的將是大量解凍蛋白，經過冷凍再解凍蛋白其加工特性如起泡性、

凝固性是否有所影響，與新鮮蛋白是否有所差異，接下來將嘗試將其製作為天使蛋糕，並與

新鮮蛋白製成天使蛋糕進行比較，分別進行蛋糕體積測量及消費者喜好性感官品評試驗，    

由圖十二可得知，無論以冷凍雞蛋白或鴨蛋白均可製成天使蛋糕，其剖面組織細緻性均相當，

若測量蛋糕體高度，新鮮雞蛋白及鴨蛋白平均在 6.5 公分；相較於冷凍雞蛋白與鴨蛋白，其蛋

糕體高度約在 6.0 公分，僅約有 0.5 公分之差異，在外觀而言仍在可接受範圍。 

a
b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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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圖 天使蛋糕剖面組織圖 天使蛋糕高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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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以不同蛋白製作天使蛋糕測量其成品體積示意圖 

    由表九可得知在色澤方面以冷凍鴨蛋白製成天使蛋糕評分最高，與新鮮雞蛋白或新鮮鴨

蛋白實驗組之間有顯著差異存在（p<0.05）。冷凍雞蛋白與新鮮雞蛋白或新鮮鴨蛋白實驗組

之間則無差異存在。在香味方面以冷凍雞蛋白製成天使蛋糕評分最高，與新鮮雞蛋白間有顯

著差異存在（p<0.05）。冷凍鴨蛋白與新鮮雞蛋白或新鮮鴨蛋白實驗組之間則無差異存在。

在口感方面以冷凍鴨蛋白製成天使蛋糕評分最高，與各實驗組之間有顯著差異存在

（p<0.05）。在整體喜好性方面以冷凍鴨蛋白製成天使蛋糕評分最高，與新鮮雞蛋白或冷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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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蛋白實驗組之間有顯著差異存在（p<0.05）。冷凍鴨蛋白與新鮮鴨蛋白之間無差異存在。 

    由上述試驗結果可得知，冷凍鴨蛋白製作天使蛋糕進行消費者喜好性官能品評，在色

澤、口感評分最高，與新鮮蛋白組有顯著差異存在，代表經過冷凍後蛋白不僅不會破壞蛋白

加工性質，甚至還優於新鮮蛋白，在香味及整體喜好性則與新鮮蛋白組無顯著差異存在，代

表鴨蛋白是否冷凍與其加工特性無顯著影響。 
表九、進行消費者喜好性感官品評分數統計表 

 新鮮雞蛋白 冷凍雞蛋白 新鮮鴨蛋白 冷凍鴨蛋白 
色澤品評分數 3.4b 3.6ab 3.5b 3.8a 
香味品評分數 3.2b 3.6a 3.4ab 3.4ab 
口感品評分數 2.7c 2.7c 3.5b 3.9a 

整體喜好性品評分數 3.0b 3.1b 3.5a 3.8a 
※有效樣本共60 份 

※a~b： means bearing different letters a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5） 

 六、速成鹹蛋黃產品特色及未來願景：  

項目 速成鹹蛋黃 傳統鹹蛋黃 速成鹹蛋黃未來優勢 

製作時間 僅需 4 天。 
冬天需 45 天、夏天需

30 天。 

可節省 26-41 天製作時間，

以傳統鹹蛋黃平均需 37.5 天

來計算，可多增加生產 8 批

速成鹹蛋黃之產能。 

鹹蛋白廢棄物 無。 

每顆傳統鹹蛋含有 2/3

鹹蛋白(約 40 公克/每

顆)，無法再利用。 

無廢棄鹹蛋白，以每年國內

鴨蛋年產量約 4.6 億枚，

主要作為鹹蛋、皮蛋等原

料，若預估約 1/4 作鹹蛋

(以 1 億枚計)，則可減少

4000 噸鹹蛋白廢棄物。 

解凍蛋白 

每顆速成鹹蛋含有

2/3 蛋白，可再收集

利用，提供烘焙業者

進行蛋糕、西點等加

工。 

無。 

解凍鴨蛋白可收集包裝成液

蛋販售(1 公斤/每瓶)，若以

4000 噸蛋白計，每瓶蛋白市

價 60 元，最高可增加 2.4 億

元附加價值。 

醃漬食鹽原料 可重複再鹽漬利用 
傳統用加鹽紅土進行

醃漬，無法再利用 

無廢棄紅土產生，不會造成

環境汙染。 

鹽度調整 
可隨意調整或降低

鹽度。 
不易調整改變。 

可隨時偵測鹽度依消費者喜

好性調整或降低鹽度，符合

現代健康飲食達到低鈉鹽飲

食理想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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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以全蛋冷凍法所製成之蛋黃，與市售鹹蛋黃外觀最接近，冷凍凝膠效果最佳。 

二、一般市售的鹹蛋黃鹽度經測定其值為 6％，以冷凍凝鴨膠蛋黃以 30%食鹽水鹽漬 40–60

分鐘，其鹽度即已市售鹹蛋黃相當。 

三、以速成鹹鴨蛋黃進行消費者喜好性感官品評，在色澤方面 30%食鹽水鹽漬鹹鴨蛋黃與傳

統市售鹹蛋黃有顯著差異的好（p<0.05），在鹹味、口感及整體喜好性方面，30%食鹽水

鹽漬鹹鴨蛋黃與傳統市售鹹蛋黃的評分較高且無顯著差異存在，代表二者均能被消費者

接受。 

四、冷凍鴨蛋白製作天使蛋糕進行消費者喜好性官能品評，在色澤、口感評分最高，與新鮮

蛋白組有顯著差異存在，甚至還優於新鮮蛋白，在香味及整體喜好性則與新鮮蛋白組無

顯著差異存在，代表經過冷凍後蛋白並不會破壞其加工特性。 

五、成本分析：速成鹹蛋黃只需冷凍 3 天及鹽漬 40-60 分鐘即可完成，與傳統鹹蛋醃製需至

少 30 天相比，大幅縮短了生產時間且蛋白可以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減少大量鹹蛋白廢

棄物，解凍鴨蛋白可收集包裝成液蛋販售可增加其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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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120016-評語 

本研究以創新的方法製備鹹蛋黃，實驗過程嚴謹且內容豐富，

對於蛋白的部分仍可加工再利用，相較於傳統的方法(蛋白鹽度高，

予以丟棄)具其經濟價值，也減少大量鹹蛋白廢棄處理的問題是一

個具應用價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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