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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不同采摘期对核桃品质的影响&以温
$1.

#新

"

#扎
!2!

为试验材料&分别于
"#$2

年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进行采样&并对样品的主要

品质指标进行测定$结果表明%随着采摘期的延长&温
$1.

#

新
"

#扎
!2!

核桃的还原糖含量#脂肪含量#蛋白质含量不断

增加&在
$#

月
$#

日均达到最高值)

/

月
!#

日采摘的核桃其

&

B

含量与灰分含量相对较高&水分损失相对较少)整体而

言&单一核桃品种的营养含量有变化&

!

个品种核桃的营养

含量在不同的采摘期也有显著性差异$综合
!

个良种核桃

内在品质的检测&认为
/

月
!#

日为最佳的采摘期$

关键词$核桃)品质)采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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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四大坚果-扁桃#核桃#开心果和榛子.之一的

核桃-

G%

0

/)*55,

00

,//)3)8)

.!又名胡桃#羌桃#万岁子!属于

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胡桃科核桃属核桃组0

$I"

1

"核桃

在中国栽培种植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作为一种经济作物!

其果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各种微量元素及

碳水化合物等!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0

!I2

1

"核桃果实大多在

/

月至
$#

月中旬成熟!但是!具体成熟的日期因品种#地区#

气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0

.

1

"提早采收或过晚采收均会降低

产量!也会降低果实的品质和含油率!对核桃的商品价值有

很大的影响!在核桃的最佳采收期采收将有利于核桃产量#

品质和生产效益的提高"研究0

%I1

1表明!采摘期对早美酥梨

果实#黄秋葵果实#杏李味厚等的品质影响明显!采收过早影

响产量!过晚果实老化失去食用价值"但是有关新疆核桃采

收期对其品质影响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试验拟以
!

种新疆主要良种核桃-温
$1.

#新
"

#扎

!2!

.为材料!对不同采摘期的核桃所含水分#灰分#

&

B

#还原

糖#脂肪#蛋白质含量进行测定!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综

合评价各品种内在品质特性!旨在了解不同采摘日期对
!

种

核桃内在品质的影响!从而为确定
!

种核桃的最佳采摘日期

提供技术依据!为今后新疆优质核桃资源产业化深加工提供

理论指导"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材料

本试验所用核桃样品果均采自新疆乌什县核桃盛果期

生产园!主要选取
!

个主栽品种*温
$1.

#新
"

#扎
!2!

!供试植

株均为
$$

年生树!果园实施常规管理!树体生长#结果正常"

在试验园按品种随机各选择
$#

株植株作为果实样品采集植

株"根据当地果实生长天数#有效积温天数等资料初步确定

样品采摘时间范围!样品于
"#$2

年
/

月
$

日开始从示范果

园中进行采集!每间隔
$#G

采集样品
$

次!即
"#$2

年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共采果

.

次!每次随机采集树冠外围中上部的果实!每株树采集

2##

7

以上!然后将各株样品果实混合形成
"@

7

-每株
2##

7

!

共
$#

株.混合样"果实采摘后去除绿壳!再去除核桃硬壳!

测定果仁理化指标"

$)"

!

主要试剂

盐酸#氢氧化钠*优级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2$



生育酚*分析纯!美国
Y>

7

6,

公司(

其余试剂*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

!

仪器设备

电子天平*

XYK$"2Y

型!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

公司(

高速台式离心机*

W:$%C!K

型!北京时代北利离心机有

限公司(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JVWC/#0.K

型!上海林频仪器股

份有限公司(

高效液相色谱仪*

8C!###

型!北京京科瑞达科技有限

公司(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C$1##

型!上海美谱达仪器有

限公司(

自动凯氏定氮仪*

Z/12#

型!济南海能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

$)2

!

测定项目及方法

-

$

.水分含量*按
WX

+

:.##/)!

)

"#$#

$食品中水分的测

定%执行"

-

"

.灰分含量*按
WX.##/)2

)

"#$#

$食品中灰分的测

定%执行"

-

!

.

&

B

含量*按
WX

+

:.##/)1"

)

"##!

$食品中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B

的测定%执行"

-

2

.还原糖含量*按
WX

+

:.##/)0

)

"##1

$食品中还原糖

的测定%执行"

-

.

.脂肪含量*按
WX

+

:.##/)%

)

"##!

$食品中脂肪的测

定%执行"

-

%

.蛋白质含量*按
WX.##/).

)

"#$#

$食品中蛋白质的

测定%执行"

$).

!

数据处理

应用
Y<YY$0)#

统计软件进行方差与相关性分析!利用

BM?F(

作图"

"

!

结果与分析
")$

!

对核桃内含水量的影响

由图
$

可知!采摘日期对核桃含水量影响较大!

!

个良种

核桃的含水量在总体上随着采摘期的延长呈现下降的趋势"

扎
!2!

核桃在
/

月
"#

日其含水量由上升趋势转而迅速下降"

!

个良种核桃含水量的变化总体上先呈现出相对平稳的趋势!

水分损失相对较少!说明这个时期是核桃生长发育所需水分

较多的时期"在
/

月
!#

日至
$#

月
$#

日之间其含水量迅速下

降!说明采摘期过于延后!核桃含水量比较低!会影响核桃的

品质#口感"方差分析表明!

/

月
$

日和
/

月
$#

日采摘的
!

个

品种的核桃之间水分含量均差异显著-

<

$

#)#.

."

")"

!

对核桃灰分含量的影响

灰分是核桃中无机成分总量的标志!灰分含量的高低意

味着样品中所含矿物质和无机盐的高低!反映了植物生长的

成熟程度!也是判定核桃成熟的标志之一!成熟度高的样品

干物质含量高!灰分含量也高0

/

1

"由图
"

可知!新
"

和扎
!2!

核桃随采摘期的延长!其灰分的含量缓慢升高!而温
$1.

核桃

图
$

!

!

种核桃在不同采摘期的含水量变化

4>

7

E-F$

!

:LF?'H=FH=S,->F=>FD'P6'>D=E-F'P=L-FF

R,(HE=D>HG>PPF-FH=G,=FD

图
"

!

!

种核桃在不同采摘期的灰分含量变化

4>

7

E-F"

!

:LF?'H=FH=S,->F=>FD'P,DL'P=L-FF

R,(HE=D>HG>PPF-FH=G,=FD

的灰分含量先下降!之后上升"在
$#

月
$#

日!

!

种核桃的灰

分含量都达到最大值!说明
!

种核桃在此时已基本成熟"方

差分析表明!在
.

个采摘期
!

种核桃灰分含量均有显著性差

异-

<

$

#)#.

."

")!

!

对核桃
&

B

含量的影响

&

B

是人体必需的脂溶性维生素!又称为&生育酚'!核桃

坚果仁富含脂肪酸#蛋白质!是重要的天然
&

B

源0

$#

1

"

4

C

生育

酚在人体内可以阻断鞘脂类的生物合成而致使前列腺癌细

胞的死亡!还能通过死亡受体
.

介导的细胞凋亡信号途径诱

导乳腺癌细胞的凋亡0

$$I$"

1

"因此!探究出核桃
&

B

含量最高

的采摘期对于充分利用
&

B

有很好的促进作用"随着采摘期

的延长!图
!

显示出温
$1.

与扎
!2!

核桃的
&

B

含量先下降!

再升高!最后又下降(新
"

核桃的
&

B

含量先升高再下降!说

明
&

B

的含量随时间变化幅度较大"综合来看!

/

月
!#

日采

摘的
!

种核桃
&

B

含量最高!核桃在这个时期进入生长发育

的后期!营养物质以积累为主"方差分析表明!在
/

月
$#

日

采摘的
!

种核桃
&

B

含量差异性均显著-

<

$

#)#.

."

")2

!

对核桃还原糖含量的影响

!

个良种核桃温
$1.

#新
"

#扎
!2!

随采摘期延长!核桃中

还原糖含量呈整体上升的趋势"新
"

核桃的还原糖含量在

采摘初期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品种-

<

$

#)#$

.!而温
$1.

和扎

!2!

核桃的还原糖含量上升趋势明显!

!

个品种在采摘末期

均达到最高值-图
2

."方差分析表明!除了
/

月
$#

日和
/

月

%2$

贮运与保鲜
!

"#$%

年第
!

期



图
!

!

!

种核桃在不同采摘期的
&

B

含量变化

4>

7

E-F!

!

:LF?'H=FH=S,->F=>FD'P&>=,6>HFB'P=L-FF

R,(HE=D>HG>PPF-FH=G,=FD

图
2

!

!

种核桃在不同采摘期的还原糖含量变化

4>

7

E-F2

!

:LF?'H=FH=S,->F=>FD'P-FGE?>H

7

DE

7

,-'P=L-FF

R,(HE=D>HG>PPF-FH=G,=FD

"#

日之外!

!

个品种的还原糖含量均差异显著-

<

$

#)#.

."

").

!

对核桃脂肪含量的影响

脂肪是核桃仁中的重要化学成分!也是人体的重要营养

物质之一!核桃仁中含油量很高!一般都在
%.5

左右!含有人

体不能合成的亚油酸甘油脂及亚麻酸等成分!同时对降低血

清中的胆固醇!降低脂质过氧化程度都有积极的作用0

$!I$2

1

"

因此!测定核桃仁中脂肪的含量!对于评定核桃的品质和营

养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判定核桃成熟期的重要指标

之一"由图
.

可知!

!

个良种核桃的脂肪含量随采摘期延长

而增加!变化趋于平稳!

/

月
$

日至
!#

日期间!核桃生理生化

过程活跃!脂肪含量呈增加趋势!但不以脂肪积累为主!合成

的脂肪可能参与了其他代谢过程0

$.

1

"此后!新
"

核桃的脂

肪含量在
$#

月
$#

日增长最快!此时新
"

核桃的脂肪含量最

高!水分含量相对下降!预示着脂肪开始积累!说明脂肪在采

摘后期大量合成!采摘后期对新
"

核桃脂肪含量的影响很

大"温
$1.

和扎
!2!

两种核桃在采摘后期脂肪含量变化不

明显!故后期采摘对两者脂肪含量变化影响不大"经方差分

析发现除了
/

月
"#

日与
/

月
!#

日之外!在其他的采摘期

!

种核桃脂肪含量差异均显著-

<

$

#)#.

."

")%

!

对核桃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核桃中还含有大量蛋白质!其消化率达
10)"#5

!被誉为

优质蛋白0

$%

1

"由图
%

可知!温
$1.

和新
"

核桃的蛋白质含量

随采摘期延长而缓慢升高!扎
!2!

核桃的蛋白质含量随采摘

图
.

!

!

种核桃在不同采摘期的脂肪含量变化

4>

7

E-F.

!

:LF?'H=FH=S,->F=>FD'PP,='P=L-FF

R,(HE=D>HG>PPF-FH=G,=FD

图
%

!

!

种核桃在不同采摘期的蛋白质含量变化

4>

7

E-F%

!

:LF?'H=FH=S,->F=>FD'P

Q

-'=F>H'P=L-FF

R,(HE=D>HG>PPF-FH=G,=FD

期延长先下降又上升!最后又缓慢升高"不同采摘期
!

种核

桃的蛋白质含量均有变化!

!

种核桃的蛋白质含量维持在

$!5

!

"#5

"相对于温
$1.

和扎
!2!

而言!新
"

核桃的蛋白

质含量有较明显上升趋势-

<

$

#)#.

.!表明新
"

核桃在初期

的生长过程中!着重于蛋白质的积累"方差分析表明!不同

品种在同一采摘时期蛋白质含量均有显著性差异-

<

$

#)#.

."

")0

!

!

种核桃
%

种物质间相关性分析

采用
Y<YY$0)#

软件进行
<F,-D'H

相关性分析!对采摘

期每
$#

日
%

种物质变化量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发

现!采摘初期
/

月
$

日至
/

月
$#

日间!

!

种核桃的脂肪含量

变化与其维生素含量变化呈显著负相关-

6^I$)###

!

<^

#)#$%

.-表
$

.(

/

月
$#

日至
/

月
!#

日间!

!

种核桃
%

种物质

的变化量无明显相关性"

/

月
!#

日至
$#

月
$#

日间!

!

种良

种核桃还原糖#脂肪#蛋白质及维生素间无相关性!但水分和

灰分呈显著负相关-

6̂ I#)///

!

<^#)#!$

.-表
"

."表明水

分含量越少!灰分含量越高!核桃越趋于成熟"

综合
!

个品种良种核桃在不同采摘期内在品质的检测!

认为
/

月
!#

日为最佳采摘期!而
/

月
!#

日之前各种成分的

含量都处在一个不断增长的阶段!

/

月
!#

日之后!温
$1.

核

桃的
&

B

含量出现了急速下降的趋势!而
!

种核桃的含水量

也在
/

月
!#

日之后迅速下降!影响了核桃的内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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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种核桃
%

种不同物质在
/

月
$

日至
/

月
$#

日间

的相关性分析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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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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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PD>MG>PPF-FH=DEOD=,H?F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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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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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 含水量 灰分
&

B

还原糖 脂肪 蛋白质

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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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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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糖
I#)10. I#)02" I#)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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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蛋白质
I#)0"! #).21 #)101 I#)/%0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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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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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脂肪含量间相关性!

<

$

#)#.

"

表
"

!

!

种核桃
%

种不同物质在
/

月
!#

日至
$#

月
$#

日间

的相关性分析a

:,O(F"

!

3'--F(,=>'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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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量与灰分含量间相关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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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论
-

$

.本研究结果符合核桃生长发育过程中营养物质的

变化规律"相比脂肪#蛋白质和还原糖的含量变化!

&

B

在新

疆核桃采摘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

"

.本研究结果发现!

/

月
!#

日为温
$1.

#新
"

#扎

!2!!

个品种核桃的最佳采摘时期!过早的采摘导致各营养

成分含量不足!过晚的采摘会大大降低
&

B

的含量且水分严

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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