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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植常温保鲜贮藏的实用技术

王 喜林 ① 朱继平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摘 要 根据山植产地的自然和经济条件
,

选定了影响山植保鲜贮藏效果的主要因素及其水平
。

通过对正交试验结果的分析
,

确定了各主要因素对山植贮藏效果影响作用的显著性
,

提出了山植

果实常温保鲜贮藏比较适宜的技术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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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山檀生产的发展
,

山植产量大幅度上升
,

其供应
、

销售
、

加工等环节的矛盾 日益突

出
,

因此山植采后保鲜贮藏越来越重要
。

为了寻求符合山植产地 自然
、

经济条件的山情保鲜贮

藏实用技术
,

笔者于 年 月在山植产地进行了为期 的山植常温保鲜贮藏试验
,

通

过对影响山植保鲜贮藏效果的各主要因素的正交试验分析
,

确定了各主要因素的显著性
,

从而

为提高山植保鲜贮藏效果应采取的措施提供了依据
。

试验方案

山檀保鲜贮藏技术是一门综合技术
,

涉及的因素很多
。

为了确定它们对山碴保鲜贮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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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

采用正交法设计试验方案
。

在分析这些诸多因素的基础上
,

确定了下列主要因素
,

同时

考虑技术的经济性和实用性
,

确定了各因素水平
。

因素 —塑料薄膜袋包装容量 它不仅影响袋内环境相对湿度的大小
,

而且袋内山

植呼吸所需氧气的总量和释放二氧化碳总量均不同
,

从而使袋内气体含量的比例产生差异
。

各

水平如下
, , 。 , , 。

因素 —保鲜药剂的类型 为了防止发生山植贮藏病害
,

针对 种主要贮藏病害 枝

枯病
、

青霉病
、

软腐病和炭疽病 研制了不同配比和浓度的山植保鲜剂 同时为了考查无保鲜剂

处理时山植的贮藏效果
,

设立 个水平为无保鲜剂处理
。

各水平如下
, ,

型保鲜剂处理
,

型保鲜剂处理
,

型保鲜剂处理
,

无保鲜剂处理
。

因素 —贮藏场所 此因素的确立主要是利用外界 自然温度的昼夜温差
,

来降低贮

藏场所的环境温度并使之保持相对稳定
。

各水平如下 , ,

常温房间
,

地沟 深度 左

右
,

地窖 半地下式
‘ ,

地沟
。

因素 —高压低密度聚乙烯薄膜厚度 此厚度决定贮藏小环境中透气量的大小
,

同

时影响水汽透过量的多少
。

各水平如下
, , 。

根据以上各主要因素及水平设定情况
,

同时为了简化试验
,

假定各因素之间无交互作用
,

选定
。

正交表安排试验
。

试验方案设计见表
。

表 试验方案设计

试验号

—
’

型 常温

型 地沟

型 地窖

地沟

型 地沟
, 型 常温

一

型 地沟

地窖

型 地窖

型 地沟

型 常温

地沟

型 地沟

型 地窖
型 地沟

常温

试验材料与方法

供试的山植品种为
“

金星
” ,

于 年 月 日至 日采自江苏省铜山县汉王乡
。

山植采收后
,

立即用保鲜药液浸果 使山植果实各部分充分浸到药液
,

捞出沥干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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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常温房间中进行 预贮
,

通过选果
,

剔除特大
、

特小
、

病虫和机械损伤果
,

装入塑料

薄膜袋内
,

置于贮藏场所中长期贮藏
。

各试验单元至少 个重复
,

试验量不少于
,

总试验量为
。

试验结果与分析

山植贮藏 。 后的保鲜贮藏结果测定值和各试验因素的均值被差见表
。

表中的计算结

表 试验结果测定值及各试验因素的均值极差

试验结果
试验号

叭

一

⋯
匕﹂山八」

内了尸,,

一

一

⋯
︺︸门

乙

一一一
口

︺目

,︵︵

艺

任‘任

艺

八孟口冉匕一,

艺

一一

一一一一

只工几卜

勺﹄几月兮
虎
百

之是乏

叭 呢

沼一一一一

⋯
自八沙曰︸口︸上

一
今白︸

,,﹄,

护沱走
,

左
户佗

介

一

八月站﹄‘今白

口叹︸‘里

﹄内乃,

护尸乏走走

一

说明 书
,

砂 和 吸 分别为山植的失水率
、

腐烂率和总损失率
, 。

下表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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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 各试验因素对山植失水率影响的主次顺序为 对山植腐烂率影响的主次

顺序为 对山植总损失率影响的主次顺序为
。

对各试验因素进行方

差分析计算
,

结果见表
。

表 试验结果方差分析

方差和 自由度 平均方差和 值 显著性
因素

———
转 甲 决 叭 少 仇 价 介 叭

荟 爷 朴 补

告
·

气 升 少

。 , 。 ,

根据试验和计算结果可以作如下分析
。

影响山植失水率的因素
,

其主次顺序为
,

即塑料袋包装容量 因素 和贮

藏场所 因素 对失水率具有重大影响
。

随着包装容量的增大
,

失水率明显下降
。

当包装容量为
,

时
,

失水率为
·

包装容量为 时
,

失水率为 铸 呱 包装容量为
,

时
,

失水率为
。

因此
,

为了降低山植贮藏过程中的失水
,

宜采用大包装容量
,

即
, 。

贮藏场所为地窖 和地沟
, ‘

时的失水率比采用常温房间 小得多
。

当采用

常温房间 时
,

失水率为 采用地窖 时
,

失水率 一 采用

地沟
, ‘

时
,

失水率为 、 铸
。

所以选用地窖
、

地沟
,

为贮藏场所较

好
。

因此
,

为降低山植贮藏过程中的失水率
,

以采用大包装容量 与地窖和地沟组合为

宜
。

试验结果表明
,

贮藏
,

采用包装容量 和地窖贮藏场所时
,

失水率为
,

采用包装容量 和地沟贮藏场所时
,

失水率为
,

由于地沟比地窖

更简便易行
,

所以以选用包装容量 和地沟贮藏场所组合
, , ,

不 为宜
。

影响山植腐烂率的因素
,

其主次顺序为
,

即保鲜剂处理 因素 对腐烂率

起决定性作用
。

无保鲜剂处理 时
,

腐烂率大大高于有保鲜剂各处理
,

腐烂率为
,

而

经 型和 型保鲜剂处理后
,

腐烂率为 和
,

这表明
,

型和

型保鲜剂对山植贮藏病害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

试验结果表明
,

采用 包装容量
、

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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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剂处理
、

地沟贮藏场所和 薄膜厚度的组合
,

时
,

腐烂率为 铸
,

因此
,

为降低山檀贮藏过程中的腐烂损失
,

应采用合适的保鲜剂
,

并选择地沟为贮藏场所
。

影响山椿总损失率的因素
,

其主次顺序为
,

即保鲜剂处理 因素 对总损

失率有显著的影响
。

无保鲜剂处 理 时
,

总损 失率 明 显高于 有保鲜剂各处理
,

总 损 失率 为 铸
,

而 经 型和 型保鲜剂处理后
,

总损失率分别为 和 呢
· 。

这表明
,

型和 型保鲜剂在控制山檀贮藏过程中的总损失率方面有良好的效果
。

试

验结果表明
,

采用 包装容量
、

型保鲜剂处理
,

地沟贮藏场所和 薄膜厚度的组

合
,

时
,

总损失率为
,

因此
,

为降低山植贮藏过程中的总损失率
,

宜采用 型

保鲜剂处理与地沟贮藏场所
、

包装容量和 薄膜厚度的组合
。

在山植保鲜贮藏过程中的技术关键是控制腐烂率
,

因为腐烂的果实对其他果实影响甚大
,

会导致腐烂率大幅度上升 同时为了获得较高的好果率
,

并使山植外形
、

风味保持较好水平
,

具

有较高的商品价值
,

还应控制水分损失
。

结 论

制定山植保鲜贮藏实用技术方案时
,

应首先考虑降低果实的腐烂损失
,

同时兼顾水分损

失
。

保鲜剂在山植贮藏过程中对贮藏病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

使用合适的保鲜剂
,

可以大

大降低山植的腐烂损失
。

试验表明
,

型保鲜剂防腐效果显著
。

贮藏场所对山植果实的失水损

失和腐烂损失具有重要作用
,

采用地沟可以获得 良好的保鲜效果
。

包装容量的大小对山植果实

的失水损失影响显著
,

包装容量增大
,

可以使失水率明显降低
。

塑料薄膜袋的厚度对山植保鲜

贮藏效果影响不显著
,

但是采用厚度较小的塑料薄膜袋更有利于获得较好的保鲜贮藏效果
。

适合山植常温保鲜贮藏的因素水平组合为 包装容量 型保鲜剂处理 地沟

贮藏场所 塑料薄膜厚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