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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鲜果蔬富含多种维生素、丰富的无机盐、膳食纤维以及其他许多有机成分，在膳食中具有重要
位置，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品。
与加工产品不同的是，新鲜果蔬采后虽然脱离了母体，但仍是活的、有生命的有机体，体内仍然在进
行着一系列的生理代谢活动，导致果蔬组织体内营养物质的消耗，促进了果蔬的成熟衰老进程，加快
了组织劣变；同时，新鲜水果和蔬菜含水量较高，极易遭受病原微生物的侵染，从而使得果蔬非常容
易腐烂。
因此，从采收到贮藏、运输以及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整个流通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发生采后果
蔬的大量损失。
据报道，世界各地生产的水果和蔬菜一般至少有30%左右的损失。
对于果蔬采后处理技术尚未普遍应用的我国，这种损失更大，浪费更加惊人。
　　对新鲜果蔬进行有效的贮藏保鲜，离不开对果蔬采后生理的深入掌握，这是果蔬贮运保鲜的关键
。
近几年，国内关于果蔬贮运保鲜的著作较多，但在这些著作中，果蔬采后生理部分介绍相对较少，且
主要针对常见的果蔬采后生理活动，包括采后呼吸、乙烯生成、蒸腾和休眠等。
自20世纪90年代张维一教授编著的《果蔬采后生理学》和刘道宏教授主编的《果蔬采后生理》后，鲜
有系统介绍果蔬采后生理的专著。
而近年来，果蔬采后生理研究手段和方法的迅速发展，生物技术和信号转导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新的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为了适应当前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趋势，及时介绍果蔬采后生理研究的最新成果，以便从事果蔬采后
生理学习和研究的相关人员及时了解国内外关于果蔬采后生理的最新发展趋势，掌握相关的研究方法
，我们编著了本书。
　　其实，早在2000年，在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教务处的支持下，我们已经编写了一本《果蔬采后生
理学》教材，多年来一直作为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的自编教材使用。
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收集了最近几年国内外关于果蔬采后生理的研究成果，并对原编写体系
进行了大幅度调整编著而成。
全书在编著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不同知识层次读者群，并充分借鉴了刘道宏和张维一老教授的编写体
系，力求使全书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全书首先从与果蔬采后生理有关的基础——细胞讲起，然后将传统的果蔬采后基本生理活动（呼吸、
蒸腾、休眠等）单独列为一章，并专门设置了“果蔬采后激素生理”一章，既详细介绍了与果蔬采后
生理密切相关的激素——乙烯，又针对性地介绍了脱落酸、多胺、水杨酸和茉莉酸等；接着对果蔬成
熟衰老生理、果蔬采后品质变化、果蔬采后生理失调进行介绍；随后对果蔬采后病理分别按生理性病
害和侵染性病害进行了介绍；最后两章则是介绍了近年来果蔬采后生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和成果，重
点介绍了与果蔬采后生理相关的信号转导，包括乙烯的信号转导和防御反应中的信号转导，并介绍了
与果蔬成熟衰老有关的生物技术。
　　本书在编写以及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和海南大学食品学院
的大力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另本书部分插图引自国内外有关书籍和网络，在此谨向这些作者表示谢意。
　　虽然编者力求该书能够尽可能反映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并力求使全书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但由
于编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恳请同行及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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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文献和吸收国内外同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著的，
全书既介绍了果蔬采后的基本生理活动，又详细介绍了果蔬成熟衰老生理、采后生理失调及采后病理
，对与果蔬采后生理相关的信号转导和与果蔬成熟衰老有关的生物技术以及激素生理都有较为深入的
介绍。
全书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适于相关专业院校研究生、科研同行和从事果蔬贮藏保鲜工作的工程
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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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休眠生理　　一、休眠的定义和类型　　休眠是指一些植物整体或某一器官在生活周期的
某一阶段，降低新陈代谢，生长进入相对静止状态的现象。
一些块茎、鳞茎、球茎、根茎类蔬菜在田间结束生长时，便会进入休眠状态，而水果和大部分的蔬菜
则不具有生理休眠特性。
　　休眠可以认为是植物为了度过不良的外界环境条件，如高温、干旱、严寒等所形成的一种特性，
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
具有休眠特性的果蔬在采收后，就会逐渐进入休眠状态。
此时，积累在机体内的营养物质的消耗和水分的蒸发就进入最低水平，使机体进入相对静止状态，从
而也就减轻了呼吸基质的消耗。
因此，处于休眠期的组织器官对于贮藏和运输都是有利的。
　　根据引起休眠的原因，休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称为强迫休眠或被动休眠，它是由于环境条件不适宜所造成的暂时停止生长发芽，当环境条件得
到改善时便可以恢复生长。
如水稻、麦子、豆子的种子，在水分低的情况下不发芽，只要给予适当的水分和温度就可以恢复发芽
生长。
另外一种休眠，也就是本节所讲的休眠，叫做生理休眠或真休眠、深休眠，它是由于器官内在因素引
起的使其处于相对停止生长的现象。
具有这种休眠特性的主要是一些植物的繁殖器官，如许多块茎、鳞茎、球茎、根茎类蔬菜都具有这种
休眠特性。
这些组织一旦脱离休眠后，休眠器官内在的营养物质被迅速分解转移，以用于芽的生长，本身则萎缩
干枯，品质急剧下降，直至完全失去食用价值。
　　生理休眠又可以具体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称为休眠前期，也可以叫做准备阶段，这一阶段是从生长向休眠的过渡阶段。
产品脱离植株后，适应于新的环境，伤口部分形成木栓组织，加厚角质层和表皮，或形成膜质鳞片，
以减少水分蒸腾和防止病原菌的侵入。
这个阶段如果给予一定的处理，就可以阻止组织进入休眠或者延迟休眠。
第二个阶段称为生理休眠期。
这个阶段产品的新陈代谢下降到最低水平，产品外层保护组织完全形成，水分蒸腾减少，在这个阶段
，即使有适宜的环境条件，也不会诱发产品生长发芽，因此这个阶段也称为真休眠或深休眠。
第三个阶段称为休眠后期，是复苏阶段。
休眠器官经过生理休眠后，如果环境条件不适宜而抑制了代谢机能的恢复，休眠器官就会继续处于休
眠阶段，这个时候的休眠实际就是强迫休眠；而环境条件一旦适宜，休眠器官就会打破休眠，开始萌
芽生长。
在实际生产中便可以利用这种特性，延迟休眠器官的复苏，以达到延长其贮藏寿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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