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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黄冠梨果实为试材，通过对常温贮藏条件下黄冠梨果实果心褐变发病率与褐心指数的统计分析，
研究不同采收期对黄冠梨褐心病的控制效果以及对黄冠梨贮藏品质的影响，以期确定黄冠梨的最佳采收期。结
果表明，黄冠梨褐心病的发生与果实成熟度密切相关，早采果实硬度显著高于晚采果实，且在贮藏过程中仍能
完成后熟作用，可溶性固形物和可滴定酸含量升高，能够达到晚采果实的含量水平，晚采果实硬度下降快且褐
心率高。黄景泰地区冠梨适宜采收期为 8月 15-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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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arvesting Time on Browning Heart and Storage Quality of
Huangguan P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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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trol effects on browning heart and storage quality of Huangguan pears with different maturity are studied，
which through the statistics of the brown heart rate and brown heart index analysis of Huangguan pear during storage at room
temperature，in order to select the best harvest of pear. The result shows that occurrence of brown hear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turity of Huangguan pear，the firmness of early harvest frui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late harvest fruit，and still complete after-
ripening during storage，the content of soluble solids and titratable acid are increased，to reach the levels of the late harvest fruit，
and late harvest fruits have a fast decreased of firmness and higer brown heart rate. Therefore，Huangguan pear optimum harvesting
period is August 15th to August 30th.

Key words：Huangguan pear； 1-MCP； Different harvest； Browning heart；Preservation effect.

黄冠梨是优质、丰产、抗病的中早熟新品种，

品质极佳，深受消费者青睐，市场前景十分广

阔［ 1］。褐心病（黑心病）是黄冠梨在贮藏过程中发

生的最严重的生理病害之一，是常见的非传染性病

害，严重影响其商品性。尤其果心褐变从表面无法

判断，低温贮藏到翌年 3月中旬以后，即使外观无

瑕疵的黄冠梨，其果实果心褐变率也在 70%左右，

果心褐变严重时引起整果腐烂，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黄冠梨果实的产后增值及高效发展梨果实品质的

好坏不仅取决于贮藏条件和栽培管理措施等方面，

而且与采收期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表明，采收

期对考密斯梨、砀山酥梨、翠冠梨、五九香梨等

不同品种梨果实的贮藏品质有很大影响［ 2 - 5］，但有

关采收期对黄冠梨褐心病发生及贮藏品质的影响

尚未见报道。我们通过研究不同采收期对景泰黄

冠梨褐心病发生及贮藏品质的影响，以期确定黄

冠梨最佳采收期，为生产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黄冠梨果实采自景泰县条山果业公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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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良好的试验果园。

1.2 方法

试验设 5个采收期处理，即 2013 年 8 月 15

日（处理Ⅰ）、8月 30日（处理Ⅱ）、9月 7日（处理

Ⅲ）、9月 15日（处理Ⅳ）、9月30日（处理Ⅴ）。每

个采收期分别采摘大小均匀的果实 200个，采收

当日运回实验室，选取成熟度相对一致，无病虫

害和机械伤的果实，装入专用包装纸箱内，每箱

20 kg，每个采收期装 4箱。置于 20℃常温环境贮

藏，分别于贮藏 0、20、30、40 d测定相关指标，

并统计病果数，计算褐心病发病率和褐变指数。

1.3 测定项目及方法

褐心病发病率（简称褐心率）、褐心指数的测

定用下式计算［ 6］。

褐心病发病率（%）=（病果总数/总果数）×100

褐变指数 =Σ（褐变级数×相应级别果数）/（最

高级数×总果数）×100

用 FT-327 型果实硬度计测定果实硬度，用

PR-101琢 糖度计测定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用
GMK-855F梨专业酸度计测定可滴定酸含量。

1.4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 Excel2003 软件和 DPS2000 数据处理系

统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采收期对常温贮藏下黄冠梨褐心发生率

的影响

从图 1可以看出，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黄

冠梨褐心的发生程度越严重。整个常温贮藏期间，

果实褐心率处理Ⅰ、处理Ⅱ显著低于处理Ⅲ、处

理Ⅳ和处理Ⅴ（p＜0.05）。贮藏 30 d，各采收期处

理的果实褐心率分别为 64.3%、73.7%、82%、

89%和 93%，处理Ⅰ、处理Ⅱ之间无显著差异，

处理Ⅲ、处理Ⅳ之间无显著差异，处理Ⅴ褐心最

严重，各采收期处理与处理Ⅴ差异均达到显著水

平。说明褐心的发生与果实成熟衰老相关，采收

越晚，褐心病越严重。

2.2 不同采收期对常温贮藏黄冠梨褐心指数的影响

如图 2所示，常温贮藏条件下，采收期越晚，

黄冠梨果实褐心指数越高。贮藏 40 d，处理Ⅰ的

褐变指数最小，为 0.49，显著低于处理Ⅱ（0.70）、

处理Ⅲ（0.82）、处理Ⅳ（0.85）和处理Ⅴ（0.96）

（p＜0.05）。处理Ⅲ、处理Ⅳ和处理Ⅴ之间无明显

差异，处理Ⅱ与处理Ⅲ、处理Ⅳ和处理Ⅴ之间差

异显著。

2.3 不同采收期对常温贮藏黄冠梨果实硬度变化

的影响

硬度与果实品质和耐贮性有着密切关系。从

图 3可看出，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各采收期处

理的果实的硬度均逐渐下降。常温贮藏过程中，

较早采收的处理Ⅰ、处理Ⅱ的果实硬度显著高于

后期采收的果实硬度（p＜0.05），且硬度下降幅度

较晚采收的果实小，处理Ⅴ、处理Ⅵ硬度最低。

贮藏 30 d时，处理Ⅰ、处理Ⅱ的果实硬度分别为

4.2、3.8 kg/cm2，而处理Ⅲ、处理Ⅳ和处理Ⅴ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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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采收期对常温贮藏黄冠梨褐心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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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采收期对常温贮藏黄冠梨褐心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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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采收期对常温贮藏黄冠梨果实硬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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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硬度仅分别为 3.1 kg/cm2、 3.0 kg/cm2 和 2.8

kg/cm2，处理Ⅰ、处理Ⅱ之间无显著差异，处理

Ⅲ、处理Ⅳ、处理Ⅴ之间无显著差异，而处理Ⅰ、

处理Ⅱ与处理Ⅲ、处理Ⅳ、处理Ⅴ之间差异显著。

2.4 不同采收期对常温贮藏黄冠梨果实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的影响

常温贮藏过程中，各采收期果实的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图4）。各采收

期在采后 30 d 达到高峰，此后下降。贮藏 30 d

时，处理Ⅳ、处理Ⅱ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较高，处

理Ⅲ、处理Ⅰ较低，但整个贮藏期间各采收期差

异不显著（p＜0.05）。

2.5 不同采收期对常温贮藏黄冠梨果实可滴定酸

含量的影响

可滴定酸含量直接影响果实的风味品质，同

时也是影响耐贮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如图 5所示，

除处理Ⅴ外，各采收期果实的可滴定酸含量均呈

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采收早的果实（处理Ⅰ、处

理Ⅱ）酸含量最高，随着采收期的推迟，采收时果

实中的酸含量越来越低。贮藏 30 d时，处理Ⅱ可

滴定酸含量最高，为 0.34%；其次为处理Ⅰ，为

0.33%；处理Ⅵ最低，仅为 0.26%。处理Ⅱ、处理

Ⅰ之间无明显差异，处理Ⅲ、处理Ⅴ、处理Ⅵ之

间无明显差异，而处理Ⅱ、处理Ⅰ与处理Ⅲ、处

理Ⅴ、处理Ⅵ差异显著。

3 小结与讨论

果实适当早采可以较好地保持果实在贮藏期

间的硬度和风味，还可以延长果实的贮藏期。大

量研究表明，采收成熟度是影响梨果实褐变的主

要因素，早采果实黑心病发生率远低于晚采果实。

刘杏访等认为，冷藏鸭梨适宜在 9月上、中旬采

收，黑心及腐烂率较低，而在 9月下旬采收的鸭

梨黑心及腐烂率较高，进行长期贮藏的鸭梨在 9

月 5—16日采收为宜，最迟不宜超过 20 d［ 7］。王

文辉等认为采收期直接影响黄金梨果实品质和贮

藏期梨黑心病病情指数，黄金梨果实发育期在

134～164 d内，随着采收期推迟，果实可溶性固

形物增高，单果重增加，但采后货架及贮藏期缩

短，贮藏期黑心病加重，耐贮性明显下降［ 8］。本

研究发现，早采的黄冠梨果实褐心病发病率显著

低于晚采果实，此外，早采果实硬度保持较好，

在贮藏过程中仍能完成后熟作用，可溶性固形物

和可滴定酸含量能够达到晚采果实的含量水平。

综合分析，甘肃景泰地区黄冠梨适宜采收期为 8

月 15—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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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采收期对常温贮藏黄冠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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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采收期对常温贮藏黄冠梨可滴定酸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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