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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结合低温贮藏对康乃馨切花
保鲜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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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康乃馨鲜切花最佳保鲜方法，在低温条件下，通过在保鲜液中添加蔗糖、８－羟基喹啉

（８－ＨＱ）、柠檬酸（ＣＡ）及 外 源 激 素６－ＢＡ和２，４－Ｄ等，研 究 康 乃 馨 切 花 的 采 后 保 鲜 效 果。结 果 表

明，２周４℃的低温保存结合预处理增加了康乃馨切花花径、花蕾 长 度、花 枝 鲜 质 量，提 高 了 花 瓣

ＣＡＴ活性，其中，５％蔗糖＋１００ｍｇ／Ｌ　８－ＨＱ＋２００ｍｇ／Ｌ　ＣＡ＋１００ｍｇ／Ｌ　６－ＢＡ配方组合保鲜效果

最佳。由此说明，在低温条件下，预处理对康乃馨切花的保鲜和延缓衰老有较好的作用，且添加外

源激素６－ＢＡ比２，４－Ｄ作用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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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乃馨 是 著 名 的“母 亲 节”之 花，代 表 慈 祥、温

馨、真 挚 和 母 爱，可 做 花 篮、花 束、花 盘、花 瓶 及 胸

花［１］。其产量和消费量大，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
同时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切花之一，属于切花中较

耐插的切花，但在采后其主要问题是运输和瓶插过

程中水分、养分失调等造成品质下降，如花瓣脱水、

脱落、边缘变黑、花瓣掉色，花朵不开或瓶插寿命缩

短，以及花瓣细胞的膜透性过大等［２－４］。有关康乃馨

切花保鲜的研究有一些报道［５－８］，但在预处理和低温

贮藏方面还未见报道。为此，本试验在低温条件下，
结合预处理研究康乃馨切花贮藏保鲜过程中切花形

态指标、鲜质量及过氧化氢酶活性变化规律，以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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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有效的康乃馨切花保鲜措施提供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料

康乃馨切花购自花店，选择含苞待放、花枝大小基

本一致的单头健壮花枝作为试验材料，瓶插前进行修整。

１．２　预处理组合及处理方法

预处 理 液 Ａ：５％蔗 糖＋１００ｍｇ／Ｌ　８－羟 基 喹 啉

（８－ＨＱ）＋２００ｍｇ／Ｌ柠檬酸（ＣＡ）＋１００ｍｇ／Ｌ　６－ＢＡ；预
处理液Ｂ：５％蔗糖＋１００ｍｇ／Ｌ　８－ＨＱ＋２００ｍｇ／Ｌ　ＣＡ＋
１００ｍｇ／Ｌ　２，４－Ｄ；对照（ＣＫ）：蒸馏水。

用以上预处理液浸插康乃馨切花基部２０ｈ（浸

泡深度１５ｃｍ），以９枝 花 材 为 一 包 裹 单 位，用 浸 足

水的脱脂棉包扎基部（湿藏），然后将花用聚乙烯薄

膜包装贮于４℃冰箱中２周。取出后从基部斜切掉

２ｃｍ放入蒸馏水中瓶插［９］，试验中 每 瓶３枝 花，重

复３次，瓶口用塑料薄膜封好以防蒸发，瓶插期间室

温２５℃，相对湿度８０％～８５％，于室内漫射光下存

放。每天记录花径、花蕾长度，２ｄ测定１次花枝鲜

质量和过氧化氢酶（ＣＡＴ）活性。

１．３　指标测定及方法

从瓶插当天起，定期测定鲜质量变化，每天测花

径和花蕾长度，分别测４个值，结果取平均值。瓶插

寿命判断以花瓣失水萎蔫，膜质化或发生褐变，花瓣

基部脱落为标志。测定每枝花的质量作为鲜质量指

标，以花苞绽开的直径为花径进行测量，量取花苞长

度作为花蕾长。ＣＡＴ活 性 采 用 高 锰 酸 钾 滴 定 法 测

定［１０］，在反应系统中加入一定量（反应过量）的过氧

化氢溶液，经酶促反应后，用标准高锰酸钾溶液（在

酸性条件下）滴定多余的过氧化氢，即可求出消耗的

Ｈ２Ｏ２ 的量，酶活性采用每克鲜质量样品１ｍｉｎ内分

解 Ｈ２Ｏ２ 的毫克数表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预处理结合低温贮藏对康乃馨花蕾长的影响

由表１可知，随着瓶插天数的增加，预处理Ａ、预

处理Ｂ及对照康乃馨花蕾长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但各自峰值出现时间明显不同，预处理Ａ、预处理Ｂ
康乃馨花蕾长峰值分别为６．２０ｃｍ和６．１１ｃｍ，分

别出现在瓶插第６天和第５天，花蕾长增幅分别达

２２．０５％和１９．８０％，而 对 照 在 第４天 就 达 到 峰 值

（５．９７ｃｍ），明显提前于２个预处理组合花蕾长峰值

出现时间，花蕾长增加幅度为１７．５２％。

表１　预处理结合低温贮藏对康乃馨花蕾长的影响 ｃｍ
处理 第１天 第２天 第３天 第４天 第５天 第６天 第７天 第８天

冷藏预处理Ａ　 ５．０８　 ５．３０　 ５．３５　 ５．５０　 ５．５７　 ６．２０　 ５．４５　 ５．３９

冷藏预处理Ｂ　 ５．１０　 ５．２８　 ６．００　 ６．０８　 ６．１１　 ５．３１　 ５．２７　 ５．２４

ＣＫ　 ５．０８　 ５．２３　 ５．９３　 ５．９７　 ５．４７　 ５．４５　 ５．４２　 ５．２１

２．２　预处理结合低温贮藏对康乃馨花径长的影响

从表２可看出，随着瓶插时间的延长，预处理组

合与对照条件下康乃馨花径长的变化均呈先升后降

趋势，对照于第２天达到最大值，预处理Ｂ第３天达

表２　预处理结合低温贮藏对康乃馨花径的影响 ｃｍ
处理 第１天 第２天 第３天 第４天 第５天 第６天 第７天 第８天

冷藏预处理Ａ　 ６．００　 ６．０３　 ６．１０　 ７．１５　 ７．００　 ６．８０　 ６．７９　 ６．７１

冷藏预处理Ｂ　 ５．２５　 ５．７０　 ５．７５　 ５．６３　 ５．６０　 ５．５６　 ５．４５　 ５．３９

ＣＫ　 ６．３８　 ６．８０　 ６．６３　 ６．５８　 ６．５１　 ６．４７　 ６．４２　 ６．３３

到最大值，而预处理Ａ第４天达到最大值。预处理

Ａ 与 预 处 理 Ｂ 的 花 径 增 幅 分 别 为 １９．１７％ 和

９．５２％，明显大于对照花径的增幅（６．５８％）。

２．３　预处理结合低温贮藏对康乃馨花枝鲜质量的

影响

由图１可知，康乃馨切花瓶插期间鲜质量变化

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且对照的鲜质量值始终小

于２个处理，预处理Ａ鲜质量大于预处理Ｂ，且两处

理鲜质量均从瓶插第４天开始下降，而对照组的鲜

质量从第３天就开始下降。从第４天至第５天，预

处理Ａ和预处理Ｂ降幅分别为１．５１％和３．９３％。

２．４　预处理结合低温贮藏对康乃馨切花ＣＡＴ活性

的影响

从图２可以看出，随着瓶插时间的延长，康乃馨

切花ＣＡＴ活性呈先升后降趋势，其中对照ＣＡＴ活

性在瓶插第３天 达 到 峰 值１　６５０ｍｇ／（ｇ·ｍｉｎ），而

预处理Ａ、预处 理Ｂ均 在 第４天 出 现 峰 值，分 别 为

１　６９７ｍｇ／（ｇ·ｍｉｎ）和１　６５８ｍｇ／（ｇ·ｍｉｎ），Ｃ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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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峰值均高于对照，且出现时间与对照相比有所

延缓。预处理Ａ的ＣＡＴ活性明显高于预处理Ｂ及

对照，随后呈缓慢下降趋势。

图１　预处理液结合低温贮藏对康乃馨花枝鲜质量的影响

图２　预处理结合低温贮藏对康乃馨切花

ＣＡＴ活性的影响

３　结论与讨论

花蕾和花径是切花保鲜效果考察的一个重要指

标［１１］。本试验中，在低温条件下经过预处理的康乃馨

切花花蕾和花径长度，与对照相比均有所增加，且达到

峰值 的 时 间 比 对 照 晚，说 明 预 处 理 Ａ（５％蔗 糖＋
１００ｍｇ／Ｌ　８－ＨＱ＋２００ｍｇ／Ｌ　ＣＡ＋１００ｍｇ／Ｌ　６－ＢＡ）和
预处理Ｂ（５％蔗 糖＋１００ｍｇ／Ｌ　８－ＨＱ＋２００ｍｇ／Ｌ
ＣＡ＋１００ｍｇ／Ｌ　２，４－Ｄ）不但延缓了康乃馨鲜花的盛

开时间，延迟了衰老进程，而且提高了观赏效果。

鲜质量变化规律与切花保鲜效果关系密切。切

花的新鲜度和饱满度取决于组织细胞内膨压和水分

紧张度以及吸水速度和蒸腾速率的平衡［１２］。本试验

中，预处理Ａ与预处理Ｂ的切花鲜质量在整个瓶插

过程明显高于对照，且延缓了鲜质量峰值达到时间，

说明２个处理组合中添加的外源物质维持了康乃馨

鲜切花的水分平衡，延长了切花的寿命。同时，通过

２个处理切花鲜质量达到峰值后的降幅可以明显看

出，处理Ａ组合对切花的保鲜效果优于处理Ｂ组合。

　　 通过对康乃馨切花ＣＡＴ活性的测定表明，预

处理不仅提高了切花ＣＡＴ活性，而且延迟了ＣＡＴ
活性峰值出现时间，证明花瓣清除体内自由基的作

用能力增强，有效延缓了切花衰老。

综上分析，２种 预 处 理 结 合 低 温 贮 藏 的 方 法 均

有利于保持康乃馨切花水分平衡、增加花枝鲜质量、

保持花的形态、延长花的观赏期、提高切花衰老过程

中的保水力，从而延长切花寿命，提高切花的观赏品

质。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低温条件下（４℃冰箱保存

２周），预处理 Ａ（５％蔗糖＋１００ｍｇ／Ｌ　８－ＨＱ＋２００
ｍｇ／Ｌ　ＣＡ＋１００ｍｇ／Ｌ　６－ＢＡ）保鲜效果最佳，其次是

预 处 理 Ｂ（５％ 蔗 糖 ＋１００ ｍｇ／Ｌ　８－ＨＱ＋２００
ｍｇ／Ｌ　ＣＡ＋１００ｍｇ／Ｌ　２，４－Ｄ）。由此说明，预处理结

合低温贮藏对康乃馨切花的保鲜和延缓衰老有较好

的作用，且添加外源激素６－ＢＡ比２，４－Ｄ作用更佳，

该方法是否 适 用 于 其 他 鲜 切 花 保 鲜 还 有 待 进 一 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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