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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药食两用植物：马兰》是一部介绍马兰的专著，共分八章。
根据植物研究“先易后难”和生产上“先栽培后加工”的一般次序，分别对马兰植物学特性、营养成
分、化学成分、药理作用、有效成分提取技术、人工栽培技术、遗传育种、保鲜及加工技术等八大方
面进行了研究和评述，并详细介绍了马兰4种不同栽培方法的栽培技术。
书后还附有浙江省丽水市地方标准马兰生产技术规程等。
　　《药食两用植物：马兰》率先对马兰研究开发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评述，是广大从事森
林野菜和药用植物研究、教学、生产、加工等科研及生产人员不可多得的一部专业性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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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跃钧，浙江松阳人，硕士研究生，1985年毕业于浙江林校，现任丽水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高级工程师。
长期从事野生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研究与推广。
先后主持和参加省部级科研项目6项、市级科研项目10余项；获奖项目有“浙西南森林野菜产业化关键
技术研究推广”等14项，其中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3项（主持1项），厅局级二等奖6项，厅局级
三等奖5项；选育出3个野生马兰优良类型，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5篇，其中获全国优秀硕士论
文1篇，丽水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1篇、三等奖1篇；申报专利1项；出版专著6部（主编2部，副
主编1部）。
　　潘心禾，浙江松阳人，硕士研究生，1993年毕业于浙江林学院，现任浙江省丽水市林业科学研究
院中药材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
长期从事野生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先后主持和参加省部级科技项目5项，市厅级科技项目12项。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项，市厅级科技进步奖11项。
在国家一级期刊和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6篇，主编、参编专著4部。
系浙江省“151”第三层次培养人员，丽水市第三届科技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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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八章马兰的保鲜及加工技术研究马兰的加工由来已久。
据《本草纲目》记载：“马兰，湖泽卑湿处甚多，二月生苗，赤茎白根，长叶有刻齿，状似泽兰，但
不香尔。
南人多采汋晒干为蔬及馒馅。
”由此可见，早在明朝我国劳动人民就已掌握了煮后晒干这种传统而简易的加工方法。
目前，我国蔬菜保鲜和加工工艺已越来越成熟，技术也越来越先进。
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叶菜采后处理与保鲜流通体系仍处于相对滞后状态。
有资料表明，我国多数叶菜以未经采后贮藏与处理的毛菜形式出售，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发达国家
的5倍～6倍。
因此，加强叶菜类的保鲜与加工技术研究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三天不吃青，嘴上冒火星”。
马兰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且营养丰富，非常符合健康饮食的观念和消费需求，是一种越来越受到广
大居民青睐和垂爱的叶菜类森林野菜。
目前，国内对马兰、枸杞等特色森林野菜的保鲜加工技术研究较少。
因此，研究马兰贮藏保鲜及加工技术，有利于延长马兰售货期、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马兰产业乃至
森林野菜保鲜加工业的健康发展。
　　第一节森林野菜的保鲜贮藏　　采收的森林野菜直到加工食用前，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生物体，还
进行着呼吸、蒸腾等一系列生理作用。
要控制森林野菜新鲜度的急剧下降和品质劣变，必须根据各种森林野菜的采后生理变化，结合各地的
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采用相应的保鲜贮藏方式。
　　森林野菜的保鲜贮藏，是把采收的森林野菜放在适宜的环境下，维持最低的生命活动，使森林野
菜体内物质变化变缓，保持它的新鲜度、硬度及应有的色、香、味，延长它的衰老变化过程，从而使
森林野菜货架期长、市场竞争力强和食用品质良好。
森林野菜的贮藏保鲜包括防腐烂、防失重、防衰老等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常温保鲜贮藏、低温保鲜贮
藏、气调保鲜贮藏、其他保鲜贮藏等方式。
　　一、常温保鲜贮藏　　森林野菜的常温保鲜贮藏是指常温下利用棚架、地窖、防空洞等场所贮藏
，适当延长森林野菜保质期的方法，在北方也可以建造通风库进行保鲜贮藏。
常温下的森林野菜贮藏保鲜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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