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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农业科学院、新疆大学、轮台县华隆农林业
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大德恒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奥力克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和乌鲁木齐域奇生物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杏子主栽品种品质数据库建立和贮运加工技术开发与
示范”和“新缰杏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的科技攻关重大专项，以此为基础，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协同以上科研单位、高校和相关企业编著了《杏贮藏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概论》
一书。
本书内容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国内外杏资源概况、加工利用现状、贮藏加工研究进展
与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为杏生产与加工区域布局，介绍国内外杏生产区域布局、我国杏加工产业结
构与区域布局、杏及其加工产品进出口贸易情况；第三部分为杏采后商品化处理与贮运保鲜技术，介
绍杏的采后生理病理、商品化处理技术以及贮运保鲜与冷链物流技术；第四部分为杏加工及其副产品
综合利用技术，介绍杏干、杏脯、浓缩杏浆、杏果汁、杏果肉固体饮料、开口杏、杏仁蛋白饮料、杏
仁油、杏仁蛋白、杏仁活性肽等的加工技术，以及杏核壳制备杏核壳粉和活性炭，杏皮渣制备膳食纤
维、p-胡萝卜素和杏醋饮料等杏加工副产物的综合利用技术；第五部分为杏加工标准与全程质量控制
，介绍杏的加工标准现状、加工标准体系建立，以及加工全程质量控制。
此外，本书还收集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内外专利、主要参考文献、产品及工艺照片，突出地体现了
内容上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该书旨在为我国杏加工产业与科技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使杏加工科技更好地支撑和引
领杏加工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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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强。
1965年出生，祖籍山东。
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并获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中国农业科学院二级岗位杰出人才。
兼任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功能食品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粮油学会食品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农业部
第八届科技委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编委、《农产品加工(创新
版)》主编。
承担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国家自然基金重?项目、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863等国家项目10余项。
主要研究方向是：特色农产品加工与功能食品、农产品加工品质评价与全程质量控制体系研究。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全国商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中国农业科学院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获国家级发明专利5项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2项，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SCI、EI论文16篇。
《农产品加工重大关键技术筛选》、《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等著作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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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国内外杏种质资源概况
 二、杏的营养及其品质特性
 三、国内外杏加工利用状况
 四、杏贮藏加工技术研究进展与存在的问题
第一篇　杏生产与加工区域布局
 第一节　杏生产区域布局
 一、世界杏种植面积与产量
 二、我国品种结构与区域布局
 第二节　我国杏加工产业结构与区域布局
 一、东部杏产区
 二、中部杏产区
 三、西部杏产区
 第三节　杏及其加工产品进出口贸易布局
 一、世界杏及其加工产品国际贸易情况
 二、我国杏及其加工产品国际贸易情况
第二篇　杏采后商品化处理及贮运保鲜技术
　第一章　杏采后生理病理
 　第一节　杏采后生理
 　一、呼吸生理
 　二、乙烯生理
 　三、蒸腾生理
 　四、防止杏采后蒸腾作用的措施
 第二节　杏果在成熟与衰老过程中的变化
 　一、成熟与衰老的概念
 　二、成熟衰老中的化学成分变化
 　三、成熟衰老中细胞壁结构和与软化有关的酶化学变化
 　四、蛋白质合成与核酸、磷脂及酚类物质的代谢
　⋯⋯
第三篇　杏加工及其副产物综合利用
第四篇　杏加工标准与全程质量控制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附图：相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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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十二）加快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特色林果业首席专家制度.发挥农林院校、科研院
所专家在林果业发展与技术服务推广中的引领作用。
鼓励、支持各类科技人员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围绕林果基地的生产管理，直接向农民传授实用实效
、通俗易懂的技术，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示范、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承包和技术培训，通过创
建一批优质高效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不断探索完善推广方式多样化、推广体系网络化、推广职能规
范化的适应林果业发展要求的科技推广机制。
继续加强县乡林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稳定人员队伍，保障工作经费，改善推广条件，提高人员素质
，把广大林果生产者培养成为有较强市场意识、有较高生产技能、有一定管理能力的现代林果经营者
。
加快培养林果技术人员，鼓励报考农业职业技术院校，支持农林院校和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加大对林果
主产区的定向招生、订单培训。
鼓励林果龙头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推进林果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
质，为加大林果业科学管理提供强大的人才智力支持。
五、大力推广使用林果机械，加快推进林果业机械化（十三）提高林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重视推进林
果业机械化作业。
围绕新时期特色林果业发展总体思路，从实际出发，研制开发、引进推广适合不同树种、不同栽培模
式、先进实用、多功能通用型高效林果业生产专用机械和设备。
结合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外向型林果基地建设，大力推行有害生物防治机械。
积极引进果品采摘机械、采后处理设备、贮藏保鲜、分级包装、冷藏运输等先进设备，大力发展现代
节水灌溉型林果业，提高林果业的机械化作业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十四）增加林果机械的购置补贴资金加大国家和自治区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向林果业机械倾斜的力
度，扩大林果业专用设备与机械的补贴机型和范围。
鼓励林果业生产经营者联合购置、共同使用、合作经营林果业机械。
培育和发展林果机械大户和林果机械化专业服务组织，推进林果业机械技术服务的市场化、产业化。
六、大力培育龙头企业。
提高林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十五）培育壮大林果业龙头企业发挥林果资源优势和政策环境优势，广
泛吸引国内外大企业大集团来我区发展林果加工业。
把林果产品加工业作为新型产业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进扶持一批林果加工龙头企业..鼓励现有
加工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兼并、上市融资等多种形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
支持龙头企业通过订单、租赁等方式，参与林果基地建设。
提高果品质量和效益。
引导各种经济主体和广大果农参与林果产品加工、运输、包装、贮藏保鲜等，建设一批中小型加工企
业群体，逐步形成特色鲜明、主业突出的林果产业集群。
组织和引导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避免无序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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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杏贮藏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概论》由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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