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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月季鲜切花保鲜技术。[ 方法] 用3 种无机盐配制成的保鲜液对月季红色系列“卡尔红”进行处理 ,分别测定其花朵直径、
外观品质、鲜重变化、瓶插寿命。[ 结果]200 mg/ L 8- HQC+2 % 蔗糖与3 种盐类配成的保鲜剂 ,与单独使用8- HQC+2 %蔗糖和蒸馏水相比较,
可以改善花瓣状态、增进花色、提高开花级数等综合品质 , 增大花朵直径, 使瓶插寿命延长2 ～4 d。3 种加无机盐的保鲜剂中,0 .2 mmol/ L
CoCl 2 的各项保鲜指标最好。[ 结论]200 mg/ L 8- HQC+2 %蔗糖+0 .2 mmol/ L CoCl 2 处理保鲜效果好 ,可以作为月季切花的保鲜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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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of Cut Roses
ZHANG Fu-gen ( Munici pal Service and Management Center of Dongcheng District i n Xuchang City , Henan Province , Xuchang , Henan 461000)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purpose was to research the preservationtechnology of cut roses . [ Method] With preservation solution of 3 kinds of inorganic
salt as treatment onthe red series ‘Karhong’of cut roses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wer diameter , appearance quality , fresh weight changes and vase life
were measured . [ Result] Compared withthe sole use of 8- HQC+ 2 %sucrose or distilled water , the preservative of the 200 mg/ L 8- HQC+ 2 %sucrose
combined with 3 kinds of inorganic could i 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such as petal status , flower color and flowering progression, and could also
enlarge flower diameter , along with the elongation of vase life to 2 - 4 d . In the 3 preservatives of different inorganic salt , the best one is 0 .2 mol/ L
CoCl 2 . [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200 mg/ L 8- HQC+ 2 %sucrose +0 .2 mol/ L CoCl 2 presented better preservationeffect , and it coul d be used as the

preservative of cut ro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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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季是世界著名的鲜切花之一。其栽培面积仅次于康

乃馨和菊花。许多国家将其作为国花, 我国有30 多个城市

将其作为市花。月季在我国栽培面积很大, 但采后的保鲜处

理较少, 致使切花寿命很短, 观赏价值下降[ 1 - 3] 。因此, 研究

月季采后生理及保鲜处理方法, 对于提高月季观赏价值、经

济价值及社会效益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试验于2004 年3 月20 日～4 月30 日在河南农

业大学实验室完成。切花月季品种选用红色系列“卡尔红”。

1 .2 方法  在健壮植株上, 挑选花径大小、花朵开放程度相

对一致的切花75 枝 , 用剪刀斜截成长25 c m 的切段, 除去基

部叶片, 保留上部4 片叶 , 分别插入装有500 ml 保鲜剂的烧

杯中, 用薄膜封口, 注意花枝剪后要快速插入杯中。

共设3 个处理( A:200 mg/ L 8- HQC + 2 % 蔗糖+ 0 .1 %

Ca( NO3) 2 ; B: 200 mg/ L 8- HQC + 2 % 蔗 糖 + 300 mg/ L KAl

( SO4) 2 ; C:200 mg/ L 8- HQC + 2 % 蔗糖+ 0 .2 mmol/ L CoCl2) ,2

个对照( D:200 mg/ L 8- HQC+ 2 % 蔗糖; E: 蒸馏水) ,3 次重复,

每个处理5 枝花。

8- HQC 系200 mg/ L 8- HQ+ 300 mg/ L 柠檬酸加热混合而

成。试验在常温环境下进行 , 室温17 .0 ～22 .5 ℃ , 相对湿度

23 .0 % ～52 .5 % 。

1 .3  指标的测定 每天15 :00～18 :00 为测定时间 , 直至瓶

插寿命结束, 并分别于上午9 :00、下午16 :00 测定室内温度和

湿度。

1 .3 .1 花朵直径。用游标卡尺分别测量花朵直径。

1 .3 .2 瓶插寿命。从瓶插之日起至花朵50 % 出现垂头或萎

蔫的时间。

1 .3 .3 鲜重变化量。每天用天平测定花枝的重量变化 , 第1

天记录为 M1 , 第2 天记录为 M2 , 依次记录。则每天的鲜重变

化量= M1 - M2 , 依此类推, 记录数据。

1 .3 .4 综合评定法。为了比较花朵的色、形、态、势等观赏

指标, 将定性与定量结合起来, 使其量化, 每一处理以综合描

述。①开花级数。参考 YAMANOTO 等的标准, 将蕾期至盛

开期划分为6 个级数: 0 级 , 萼片直立 ; 1 级, 萼片水平; 2 级 ,

萼片下垂 , 花瓣开始松散; 3 级 , 初开 , 外层花瓣展开; 4 级 ,

盛开, 多层花瓣展开; 5 级, 盛开末期, 花朵露心。②花色。

主要根据花瓣的颜色与膨胀度作评价。评价标准如下: 100

分, 花色纯正, 无色变, 鲜艳, 膨胀度好( 一般指刚采时的状

态) ; 90 分, 有轻微的色变, 但鲜艳, 花色轻微黯淡但纯正; 80

分, 有轻微色变且花色略黯淡 , 膨胀度稍差; 70 分, 色变较明

显, 花色黯淡或膨胀度较差 , 花朵已失去观赏价值但叶色尚

好, 饱满直立; 60 分, 花瓣色变明显, 有坏死斑块或斑点 , 花

瓣失水明显, 叶片中度萎蔫。③花瓣状态。花朵由蕾期至盛

开期分为4 个状态 : 锥形, 花朵顶部直径小于基部直径 ; 柱

形, 花朵上部直径与下部直径相等; 冒形, 花朵上部直径超

过下部直径 , 但未全开; 盘形, 花瓣层层绽开, 花朵直径达到

最大。花瓣在瓶插期间可能出现的变化有: 萎蔫、皱缩、变

色。④茎叶状态。茎叶在瓶插期间可能出现的变化: 花梗弯

曲、下垂、叶萎蔫、变色[ 4 - 5] 。

综合分析= 盛开级数出现的时间×0 .15 + 花色最大值

出现的时间×0 .25 + 花朵最大直径出现的时间×0 .10 + 开始

出现蓝变的时间×0 .20 + 开始出现弯头的时间×0 .30。

式中所有时间均为从瓶插日到出现该特征的时间 , 后面

的系数为该项占总分的权重数, 由其在切花观赏价值中的重

要性而定, 权重之和等于1 .00。

2  结果与分析

2 .1 综合指标分析 试验结果表明, 由表1 可以看出, 处理

A、B、C 综合分分别为7 .30、6 .95、8 .05 , 高于对照 D( 综合分

为6 .55) 和对照E( 综合分为6 .10) 。说明8- HQC+ 蔗糖+ 无

机盐处理的综合效果要好于不加无机盐类的D 对照和蒸馏

水E 对照。3 种加盐处理中,C 处理分数最高。经过CoCl 2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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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的花枝 , 花朵鲜艳有光泽, 花枝坚挺, 花瓣膨胀度好, 且

大多能够露心。而其他处理的部分花朵 , 在整个试验过程

中, 都处于僵花状态, 说明 CoCl2 的保鲜效果最好。

2 .2 花径分析 由图1 可以看出, 切花经过保鲜液处理后 ,

整体变化趋势是花径由小到大, 达到最大值后 , 再下降, 并且

均可持续一段盛开期, 但持续时间不同。瓶插前2 日,E 处理

花朵直径急剧增大, 较其他处理快, 之后, 变化趋于平稳, 直

至寿命结束。而 A、B、C、D 处理呈逐渐上升状态, 上升的速

度虽慢但持续的时间较长。从图1 还可以看出, 在整个瓶插

期间花径达到最大值。在这5 种处理中,C 处理的花径最大

值为6 .48 , 明显高于次之的 A 处理( 5 .58) , 而处理E 的花径

最小( 5 .09) , 这说明CoCl2 处理在增大花的效果上表现最好 ,

而其他处理效果不明显。从盛开期持续的时间来看,C 盛开

期持续的时间最长 ,A 处理次之, 其他处理效果不明显。

  由图2 可以看出,A 、B、C 处理比D、E 对照在瓶插寿命上

图1 花径日变化

Fig .1 The dailychanges of flower diameter

图2 5 种处理对切花瓶插寿命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fivekinds of treatments onthevaselifeof cut flow-

ers

可延长2～4 d。而A、B、C3 种加盐处理中,C 处理效果最好 ,

比水对照高出3 d。说明虽然 Ca2 + 能够有效降低呼吸高峰

期, 延缓衰老, 但延长花枝的寿命不如 Co2 + 处理效果明显。

2 .3 鲜重分析  由图3 可以看出,5 种处理鲜重总体的变

化趋势基本相同, 均为瓶插前期鲜重逐渐增加 , 达到高峰后

逐渐降低。

图3 不同保鲜剂对切花鲜重的影响

Fig .3 Effects of different antistaling agents onthe fresh weight of

cut flowers

3  结论

从综合指标的分析结果来看,8- HQC + 蔗糖+ 无机盐的

处理可以改善切花月季的综合品质。说明8- HQC 和无机盐

可以改善花朵的观赏价值, 其中CoCl2 的保鲜效果最好 ; 从花

径的分析结果来看,CoCl2 处理在增大花径的效果上表现最

好, 盛开期最长。2 个对照之间的8- HQC + 蔗糖的处理也可

增大花径; 从瓶插寿命的分析来看,8- HQC+ 蔗糖+ 无机盐的

处理可以有效延长花枝的瓶插寿命, 其中CoCl 2 的效果最好 ;

从鲜重的分析结果来看 ,8- HQC + 蔗糖+ 无机盐的处理可以

明显改善切花组织的水分平衡状态, 促进花枝吸水和降低蒸

腾, 保持水分平衡, 其中 Ca( NO3) 2 的效果最明显。因此 , 在

挑选切花月季的保鲜剂时, 可以考虑200 mg/ L 8- HQC + 2 %

蔗糖+ 0 .2 mol/ L CoCl 2 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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