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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果树生产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是世界果树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果品生产大国。
据统计，2006年我国果品总产量占世界水果总产量的17．1％，种植面积占世界水果总种植面积的20
．6％。
同时，我国果品生产发生了较大的观念转变，由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单一种植模式转变为市场调节下的
商品经济模式，管理者和生产者日益注重市场变化，商品外观有了明显改善，口感、风味越来越适应
消费者的需求，果品质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无公害农业发展形势的需要，果品质量及其安全日益引起人
们的高度关注。
随着世界果品产量与质量的激烈竞争，如何改善果实品质成为我国目前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果树生产
的重要问题。
优质果品生产迫切要求深入研究果实品质发育生理，研究开发有利于优质品质形成的调控技术，以获
得外在性状优美与内在营养丰富的优质果品。
依据果实品质形成的内在规律，研究开发有利于果实品质形成的技术措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量的体
现；而合理科学地解释果树优质栽培中的生理基础问题，便是由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质的飞跃。
就果实品质而言，树种品种、生态环境和立地条件固然重要，但树体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和农业技术措
施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尤其是近些年来设施果树、套袋栽培的大面积实施，以及由此带来的果实风味下降、生理失调严重和
营养价值不良等低劣现象，大大制约了果品质量的提升。
虽然果实品质某些单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这些研究成果还散见于不同的学术著作与报
道之中，如吕忠恕教授编写的《果树生理》、李明启教授编写的《果实生理》、曾骧教授主编的《果
树生理学》、束怀瑞教授主编的《果树栽培生理学》、黄卫东教授主编的《温带果树结实生理》，但
对果实品质生理的全貌做出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整理总结，还相当缺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果实品质生理>>

内容概要

果实品质直接影响果实商品价值，是长期以来我国果树生产者高度关注的领域。
本书针对现代果树生产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首先在分析果实的品质性状与生理生化的基础上，着重
从分子、细胞和整体水平总结果实外观品质和重要内含物的生成与代谢规律；其次分析影响果实品质
的有关内、外部因素，阐述树体、营养、激素、生态和技术诸因素对果实品质的影响机制，以及果实
常见生理失调的发生机制与调控。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果树科技工作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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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果实外观品质的形成人们通过视觉认识果实的大小、形状、色泽、光泽和缺陷(包括病害、虫
害和机械伤害)等，便形成果实品质的表观属性。
这些外观品质要素通常是果品分级的依据，人们可以按照有关表观属性标准将果品分成若干等级。
第一节色泽的形成色泽是果品很重要的表观属性。
果品只有在达到一定成熟度时，才能具有固有的内在品质，即优良的风味、质地和营养等，同时表现
典型的色泽。
因此，理想的风味和质地常与典型颜色的显现相联系，所以，果品的外表色彩可作为果品综合品质是
否达到理想程度的外观指标，它也是果品分级的重要标准之一。
色泽又是给予人们的第一个感觉，特别是果实充分成熟时的颜色，能直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所
以，色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同物质决定不同颜色，类胡萝卜素使果皮呈黄色，粉红色、红紫色和紫色由花青苷的含量多少决定
，而橙色则取决于花青苷和类胡萝卜素的不同比例。
在苹果中，果皮都含有类胡萝卜素，当有叶绿素存在时，类胡萝卜素的颜色被叶绿素掩盖了，果实呈
绿色。
红色品种的果实接近成熟时，叶绿素降解而花青苷的含量增加，所以果实呈红色。
只有在果实叶绿素降解后，又没有花青苷的积累时，才表现出类胡萝卜的颜色。
类似的，葡萄、草莓、樱桃等果实表现出同样规律。
血橙中汁液的血红色也是由花青苷形成的。
一、花青苷(一)花青苷的分布红色果实是花青苷的主要来源，其中红色樱桃和葡萄中含量较多，常见
的花青苷有天竺葵色素(pelargonidin)、矢车菊色素(cyan．din)、飞燕草色素(delphinidin)、芍药色
素(peonidin)、牵牛花色素(petun．din)和锦葵色素(malv．din)等。
其中糖苷中的糖主要有葡萄糖、鼠李糖、半乳糖、木糖和阿拉伯糖5种。
一般来说，花青苷是在下表皮细胞中合成的，最后贮存在液泡中。
在着色的细胞中，花青苷均匀地贮存在液泡中，液泡的相对大小，即占整个细胞的比例，也影响果皮
红色的表现。
红色越深的果实，其着色液泡的相对体积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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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果实品质生理》可供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果树科技工作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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