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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切花流通过程中保藏工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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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非洲菊切花在 1 "c和常温(15 "c - 20 "c )下干藏 3 d，以模拟运输过程，分析了有无冷藏装置对非

洲菊切花流通后瓶插寿命的影响。切花的呼吸强度随着温度的降低明显地下降，2 "c下的呼吸强度是常温时

的 117 0 经历两种温度流通后的切花瓶插寿命分别为 lO d 和 8 d ，低温使瓶插寿命延长了 2d。实验对切花瓶

插期间鲜重、花径等外观品质指标，可溶性蛋白含量和可溶性糖含量等理化指标进行了测定。通过实验比较，

明确了切花采后运用冷链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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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ld storage on cut Gerbera in the circulation 

CHANG Da-wei , XIE Jing , LIU Min , HAN Zhi 

(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 ,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90 , China) 

Abstract: The cut 命rber，αwas dry stored at 1 "C and under the natural conditions (15 "C - 20 "C) for 3 days. 

Respiration rate of the cut flowers decreased with the temperature decreasing. Respiration rate at 2 "C is one

seventh of that at normal temperature. Vase life after two kinds of storage was 10 days and 8 days respectively , 

and cold chain prolongs the vase life by 2 days. The main apparent quality parameters such as the fresh 

weight , span of the flowers , and the main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such as the contents of the solute protein 

and the solute sugar were measured. By comparison , the importance of cold chain after cut flowers harvested is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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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 Gerbera jamesoxii) ， 别名扶郎花、大丁草，为菊科扶郎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世界五大切花

之一。非洲菊采后衰败是由于失水造成的花头下垂，花茎弯折，继而出现花瓣萎焉等现象，其中弯茎对

瓶插寿命的影响最明显。非洲菊在采收、贮藏、运输等环节品质的损失高达 20% _50%[1 ， 2] 。本研究针

对目前花卉流通中最薄弱的环节-运输过程进行了模拟，分析了有元冷藏装置对非洲菊切花流通后瓶

插寿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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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

供试的非洲菊品种为"太阳黑子于早晨从花卉市场购回。选择花朵健壮，外层舌状花完全开放，

内层管状花开放 1 - 2 轮，花茎均匀的花枝。

1. 2 实验设计

在 1 "c (士 1 'C)和常温(15 'C - 20 "c ) 2 种温度下各干藏 3d 后进行瓶插实验，同时以不经贮藏直

接瓶插的切花为对照。每一组处理选择 30 枝切花。贮藏中使用 50 cm X 32 cm X 18 cm 的开孔纸箱。

切花在贮藏前喷撒适量雾水。

干藏后切花置于去离子水中进行吸水处理，并在其中剪切成 30 cm 长，然后置于试管(2∞ mmx18mm)

中，花茎浸入水中的长度不少于 50 mm。在温度为 15 'C - 20 "c、温度为 40% - 659毛、自然散射光的房

间进行瓶插试验O

1. 3 测定方法及指标

花枝鲜重变化率= [ (测定日鲜重-初始鲜重) /初始鲜重] x 100% [2J 。

花径变化率= [ (测定日花径-初始花径) /初始花径] x 100% [2 ， 3J 。

可溶性糖含量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测定分别采用惠国同法、考马斯亮兰 G-250 法 [4 J 。

瓶插寿命:自瓶插之日起到整朵花中约 50%舌状花瓣凋零或花梗折断即为寿命终止[2J 。

呼吸速率的测定方法参照果蔬呼吸强度的测定方法(滴定法) [5J :每次测定选取 10 支切花，总重量

控制在 132.7 g - 132. 8 g 。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干藏温度对非洲菊瓶插寿命的影响

如表 l 所示:常温干藏的切花因花枝水分损失花茎变软，瓶插前复水后，部分切花因失水过多而出

现的弯径未能回复，比对照组瓶插寿命减少4d。在低温条件下保藏的切花，花枝水分损失较少，花茎保

持了较高的饱满度，整体品质相对于对照组只是出现了较小的下降，复水良好、弯茎损失小，比常温组的

瓶插寿命延长了 2d 。

表 1 非洲菊切花经不同保藏工艺的瓶插寿命

Tab.l Vase life of cut Gerbera after dry storag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别
一
温
温
照

组
一
低
常
对

处理方式

干藏于 1 "C (O "C -2 "C )3 d 

干藏于常温(15 "C -20 "C )3 d 

直接瓶插

瓶插寿命/d

10 :t 0. 15 

8 :t 0. 3 

12 :t 0. 1 

2.2 不同温度条件下呼吸强度的变化

非洲菊切花常温下的呼吸强度比 2 'C时的值增加了 7 倍，这意味着在此高温条件下切花的衰老速

度增加了 7 倍。别人的研究也表明，保藏在 50 oF 下的玫瑰花的呼吸强度相对于 32 oF 下的增加了 3
i立 [6J
l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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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温度对非洲菊切花呼吸强度的影响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s on the respiration rate 

常大伟，等:非洲菊切花流通过程中保藏工艺的研究1 期

Tab.2 

相对于 2 "C下呼吸强度的增加倍数

7.02 

呼吸强度[二氧化碳 mgl( kg. h) J 

16.924 
135.739 

处理方式

2 "C 

常温(15 -21 "C) 

不同处理对瓶插期间花枝鲜重变化率的影响

由图 l 可知，对照组和低温组的非洲|菊切花在瓶插期间鲜重先增加，后逐渐缓慢较少。低温组花枝

在瓶插前 4 d 能够很好地保持鲜重，随后鲜重下降较大。常温组的花枝在瓶插期间鲜重逐渐下降直至

瓶插寿命结束，主要是由于贮藏中过量失水造成的。实验结果与文献[7J 得到的结论相似。而鲜重的变

化与花枝的挺拔程度是密切相关的。低温贮藏能够较好地保持花枝鲜重，推迟了花枝鲜重下降的时间。

不同处理对瓶插期间花径变化率的影响

如图 2 所示，瓶插前期低温组和对照组花径逐渐增大。随后这两组的花径逐步减小，对照组相对变

化较大，在瓶插后期两者的花径都基本保持不变。而常温组花径在瓶插过程中逐渐减小，后期花径变化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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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处理条件对瓶插期间花径变化率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relative 

span of the cut flowers during vase life 

瓶插时间/d

图 l 不同处理条件对瓶插期间花枝鲜重变化率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relative 

fresh weight in cut flower during vase life 

20 

不同处理对切花在瓶插过程中可溶性蛋白含量变化的影响

图 3 所示，常温组和低温组的切花在瓶插期间可溶性蛋白含量逐渐下降，但低温组变化较慢，直接

瓶插切花的则先增加后减少，在衰败后期下降迅速。高勇等的研究也表明:在切花瓶插期间可溶性蛋白

先升高，后下降 [8J 。鲜花衰老过程中可溶性蛋白含量会发生明显变化，其变化趋势与鲜花采收时的发

育程度有关，如果采收时鲜花已经完全开放，则在瓶插期间主要发生的是蛋白质的分解作用;如果在营

期或在鲜花初开期采收，因花朵还未完全发育成熟，采收后前期蛋白质以合成为主，可、溶性蛋白含量增

加，后期衰老过程中蛋白质含量不断下降[9J 。在月季切花中也有此现象[叫。蛋白质含量下降是植物衰

老的一个重要指标[IIJ 低温降低了这一变化速度。

不同处理对切花在瓶插过程中可溶性糖含量变化的影响

图 4 所示，不同处理的切花在瓶插期间可海性糖含量均是下降。糖是代谢活动的物质基础，非洲菊

切花的可洛性糖含量在瓶插过程中逐渐下降，表明切花切离母体后，碳水化合物消耗量和合成量的比例

趋于失衡，随着可溶性糖含量的下降，切花逐渐衰败。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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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处理对瓶插期间花枝可溶性

蛋白含量的变化的影响

图 4 不同处理对瓶插期间花枝可溶性

糖含量的变化的影响

Fig. 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solute protein 

content in cut flower during vase life 

Fig. 4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solute sugar 

content in cut flower during vase life 

3 结论

温度是切花采后保藏中非常重要的质量控制因素，适宜的低温条件能够明显降低切花采后的呼吸

强度，从而降低能量的消耗，延缓花卉的衰败。切花采后的流通过程是造成切花损失的重要因素，低温

流通是有效减少损耗的方法。切花的保藏方式除了干藏还有温藏，大多数切花运输都采用干藏，因为干

藏处理简单，并能够充分利用空间，节约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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