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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口
口口种菊首在货架贮藏期内的色泽变化

张 慈①

博士后流动站

比利时天主教鲁议大学

摘 要 提出了判断不同品种菊首在货架贮藏条件下色泽变化的一种实用光学方法
。

为了量化色

泽变化采用了 数字化图象处理系统
。

借助 命令树把观察表面的颜色分割成独立的

个色区
。

将 种菊芭用于试验
。

采用综合分来比较祥品在货架贮藏期间的红褐变化
。

讨论了在观

察期间分割区之间的相互转化问题
,

单独考虑红区和褐 区对色泽变化的影响及观察期间黄叶的生

长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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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首 份 必 作为一种珍贵蔬菜
,

在欧洲 已有 年的种植历史
,

它 以其

微苦微甜的 口 味深受欧洲人的喜爱巨‘ 〕,

如今 已在美国
、

日本等国引种成功
,

逐渐成为一种国际

型的大众蔬菜川
。

贮藏中出现红褐 内核是菊苞的四大质量缺陷之一 仁 〕,

目前尚无货架期内红褐

内核形成和扩大方面 的研究报道
。

当前有 种评价色泽变化的光学量化方法 一种是基于

系统
, ,

的评价系统川
,

已为研究者所广泛采用
,

等比 〕利用该系统

研究了桃和西红柿贮藏过程中的色泽变化 另一种是最近发展起来的由红度
、

绿度和蓝度组成

的 系统
。

在使用 系统进行数字化图象处理的研究中
,

针对某些水果 已经得出 种色

泽分割所需的算法 命令树
, ’」,

并用此对贮藏期内的苹果
、

桃和西红柿的色泽变化进行了测

试评价仁卜明
。

在机器成象系统的应用方面
,

一些技术难题 已经解决
。

色元 和色元块

已用作成象系统的观察表面的色泽单元乙’“一 ’ 〕。

图象色彩的分割技术也 日趋成熟
,

并 已应用于许多果蔬的色泽评价已,
·

“
·

“
,

“ 。

笔者根据货架贮藏期间菊芭沿轴切割面的色泽变 化
,

尝试建立评价菊首 内部的色泽变化

的数学模型
,

并找出品种与货架期寿命之间的关系
。

试验材料
、

方法和仪器

成象系统

在成象系统中
,

样品放置在能吸收黑 色光的光学台面上
,

被 个石英钨氖灯照亮
。

为了尽

可能地避免镜反射
,

在光源与样品之 间放置一个圆柱形漫射器
。

样品图象由 摄像机
一

摄取
。

图象由安装在 的 上的成象软件包
,

处理
。

样品处理和试验步骤

不同品种的新鲜菊首购 自比利时鲁汉菊芭研究中心
。

为了观察不同品种菊芭在货架贮藏

期内 的内部色泽变化 主要是红褐 内核的生成
,

采用了轴向剖切观察法
。

每个处理安排

个重复
,

每天测量 次 测完后用避光纸覆盖以免光线影响
,

立即放入模拟货架贮藏室内 气温

℃
,

相对湿度 保藏
。

试验指标和数据处理

采用 系统进行样品图象色泽变化的

数字化处理
。

为了构造 命令树
,

在色

彩分割和试验中采用 二 , ,

值
,

它们与
, ,

的关系为 二 一
,

一

, 。

由 软件

包可计算出色元块 色元 色元
,

约

中的平均
, ,

值
,

再从所有

样品中选取约 个
, ,

值用于色彩的分

割
。

分割命令树如图 所示
。

个 目标函数 尸 , ,

尸
,

尸 所用的门槛值由分割曲线确定
。

根据图
,

所观察的样品 区域 中的色元块

一
·

一

、
、 、、

力已 产

否 白区

褐区
一

’

是 否

黄区 红区

图 菊芭贮藏中色彩分割命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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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 软件 自动地归于 白
、

红
、

黄
、

褐这 个色泽区
,

相应地 一
, , , 。

货架贮藏

期间样品红区和褐 区色泽的变化可以预示货架寿命
,

而色泽变化的程度和 区域是 个主要影

响因素
。

为此
,

这里采用综合评分指标 来综合反映这 个因素
。

值越小
,

被观察区域的红褐

变化越严重
。

一
,

其中
,

是 个样品在红褐 区 内 一
,

的平均值
,

有

。
,

一 艺
,

凡尸
,

凡几 艺
,

尸
,

尸
, 一 ‘

式中凡是每个色元块中 的平均值 为红褐区域所占的百分率
,

其表达式为

,

一习
,

凡
,

只 艺

试验结果及讨论

货架区内不同品种的红褐变化比较

试验 中采用 个商业 品 种

和 和 个实验室品种
,

,

和 作为试样
,

试验结

果见图
。

可以看出
,

与大多数实验室品

种相 比
,

个商业品种在货架贮藏期 间

综合分值较高
,

这与观察结果相符

在所有 个实验室 品种中分值最高
,

而

分值最低
。

因此
,

单从抗红褐 角度

考虑
,

很有希望成为又一商业品种
。

货架贮藏期菊芭色区的转换机理

货架贮藏对色区变化 的影响

荡
尸

誉 。

不同品种菊苞红褐区上的综合分比较

‘,山吸八板几

为了观察 个色区的变化
,

选取色泽变化最严重的 作为测量对象
。

测量指标为区域

家示
百分率 仇

,

其表达式为

仇一 习
、 , 一

测 量结果见 图
。

可 以 看 出
,

随着 白区

切 的缩小
,

另外 个 区域
,

夕。 ,

刀 都

增大
,

即一部分白区转变为红区
、

黄区和

褐 区
,

在这期间红 区 比褐 区增长快 但后

天红区却有所减小
,

而褐 区的增长幅度

很大
,

白区和黄区变化不大
。

因此可以认

夕 甲 叭

, 峭卜‘ 二二牙

图 货架贮藏期间白区
、

红区
、

黄区和褐区

相应为
, , ,

区 的相互转换

为此时部分红区转化为褐 区
,

即随着贮藏时间的增长红 区有转化成褐区的趋势
。

这样可以解释

红区的综合分会随贮藏时间的增长而下降这一现象 褐变使 值下降
,

从而可以选择包括红
、

褐 个区域的综合分作为试验指标
,

因为这 个区域中的 平均值这时也有相同的下降趋势
。

由观察可知
,

黄区的增长来源于贮藏期间叶子的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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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品种红 区和褐 区 的变化

虽然利用 图 作了不 同品种在红褐两区的综合比较
,

但仍需知道不同品种的红区和褐区

在货架贮藏期 内哪个变化更大
。

测试指标为平均区域比
,

其计算式为

一 习浅尸‘

习
一 ’

通过 比较 和
,

可以分析红褐两区各自的变化
。

试验结果见图
。

可以看出
,

在头 天中各

一
一 —

叫 一

一
一叫 一

味
、、

古

勺

味
、、

, 口

勺

红区区域变化 福区区域变化

图 不同品种菊首红揭区域的变化

个品种的 值的增加幅度均大大超过
,

但从第 天起
,

结果正好相反
。

其原因可用红 区转化

为褐 区的理论来解释
。

这说明在前 天中红区变化是主要的
,

但后 天以褐区变化为主
。

与其

他 个品种相 比
,

和 的 和 值较小
。

不同品种货架贮藏期内黄叶的生长

货架贮藏期 内菊芭切割面上黄叶

的生长是很有趣 的现象
,

它代表了样

品的活性
。

为了观察不同品种在这方 味

面的差异
,

测试了黄区区域 比 。 ,

其结 奢

果 见 图
。

可 以看 出
,

品种 和

的
。

值有明显的增加
,

而其他

个品种 值变化很小
。

这一结果与观

察所得是一致的
。

图 不同品种菊首黄区的变化

不同品种菊芭的根切面对综合分的影响

以上所有分析都建立在对轴切面的观

察上 为了观察红褐 内核
,

但在超级市场

中所见的产品都是切在根部的
,

消费者一

般是通过这个切 面来观察产 品 色泽 的变

化 因此笔者作了菊芭 个品种的根切 面

对综合分影响的试验
,

结果见 图
。

可以看

出
,

贮藏天数相同时根切面 的 值明显 比

轴切面高 比较 图 与图
,

因此
,

用轴切

面来研究红褐变化似乎更为合理
。

从品种

味
方

, 」
』 ·

蕊

、、、

图 不同品种菊芭的根切面对综合分 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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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
,

仍较佳
,

而 的 值却相对较小
。

结 论

菊芭的分割色区为白区
、

红区
、

黄区和褐 区
。

个商业品种 和 和 个实验室品种 在货架贮藏期间有较强的抗红

褐 内核形成的能力
,

单从抗红褐角度看
,

很有希望成为又一商业品种 的红褐变化最

为严重
。

色区随贮藏时间的变化而相互转换
,

在前 天中红区扩大比褐 区迅速
,

而后 天中则以

褐 区扩大为主
。

与其他品种相 比
,

和 有较好的生长活性
。

贮藏天数相同时根切面的综合分值明显 比轴切面高
,

用轴切面来研究红褐变化似乎更

为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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