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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近红外光谱技术（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ＮＩＲＳ）对１０１个枇杷样品进行无损检测，测得样品的可溶性

固形物（ｔｏｔａｌ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ｄｉｄ，ＴＳＳ）、可滴定酸和 Ｖｃ含量，结合

偏最小二乘法（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ＬＳ）分别建立ＴＳＳ、可

滴定酸和Ｖｃ含量的定标模型。采用定标模型分别对ＴＳＳ、

可滴定酸和Ｖｃ的验证集样品进行预测，预测决定系数犚狆
２

分别为０．９０６，０．７４５，０．５５４，预测均方根误差（ｒｏｏｔ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ＭＳＥＰ）分别为 ０．６２８，０．０４８，

２．２３０，且ＴＳＳ的相对分析误差（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ＲＰＤ）为３．３１，可滴定酸和Ｖｃ的ＲＰＤ分别为２．００，１．５２。表

明建立的枇杷 ＴＳＳ的定标模型可用于实际检测，枇杷的可

滴定酸和Ｖｃ含量可采用近红外光谱进行检测，但检测精度

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

关键词：枇杷；近红外光谱；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Ｖ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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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枇杷（犈狉犻狅犫狅狋狉狔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Ｌｉｎｄｌ）果实成熟于高温

多湿季节，采后生理代谢旺盛，品质下降快；且枇杷皮薄，采

运过程中易造成机械损伤，使细胞破裂，营养物质流失，丧失

其经济价值。因此，对采摘后进入销售环节的枇杷进行检测

及根据其品质分选分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中国枇杷

品质检测主要是通过传统的抽样方式进行破坏性检测，制样

繁琐且检测成本高，已无法满足枇杷快速分级分选的现实

要求［１］。

近红外光谱技术是一种快速、无污染、简便的无损检测

技术，具有测量和分析速度快、精度高、分析成本低、对样品

无污染、光谱测试的重现性好、稳定性高等优势［１－４］。现阶

段近红外光谱技术在农业和食品领域获得了较广泛的运用，

在水果的内部品质快速检测方面，探索了多种水果不同部位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及干物质含量与光谱的相关关系［５］；预测

了苹果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６］及不同品种苹果的最佳采摘

期［７］；此外，还用于桃子［８］、猕猴桃［９］、芒果［１０］、梨［１１］等水果

内部品质的快速无损检测。在枇杷果实的近红外光谱检测

方面，李建平等［１２－１３］对白沙枇杷、大红袍枇杷、夹脚枇杷的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ｐＨ值进行了近红外光谱定量分析，认

为近红外光谱检测技术可用于定量分析上述品种枇杷果实

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但对ｐＨ值的检测效果略差；ＦｕＸｉａ

ｐｉｎｇ等
［１４］对大红袍、夹脚两个品种的枇杷进行了产地及品

种的近红外光谱鉴定，结果表明 ＮＩＲＳ结合ＰＣＡＰＮＮ可用

于水果产地溯源和品种鉴别。由于当前国内外对近红外光

谱检测枇杷品质的相关报道较少，涉及的内部品质指标仅有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ｐＨ 值，品种也较有限，本试验拟以西

南大学选育审定的枇杷新品种“金华１号”为试验材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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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红外光谱检测技术进行快速无损检测，除了对其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进行测定以外，还对总酸含量和 Ｖｃ含量进行定量

分析，较全面地反映枇杷果实的品质，旨在为“金华１号”枇

杷近红外分级技术的实际应用提供依据。

１　材料及方法
１．１　材料

枇杷：品种金华１号，采自西南大学果树学重点实验室

枇杷资源圃。从中挑选出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的枇杷共

１０１个，当天即在室温（２２℃）条件下对所有样品分别进行近

红外光谱采集，采集完成后用ＰＰ食品保鲜袋进行包装和编

号；置于温度为７℃的冰柜保存２ｈ后，于２４ｈ内完成全部

样品的理化性质测定。

１．２　光谱采集

枇杷的近红外光谱由 ＭＰＡ型傅里叶近红外光谱仪（德

国Ｂｒｕｋｅｒ公司）及附带的 ＯＰＵＳ软件进行采集。扫描分辨

率和扫描次数分别为８ｃｍ－１和３２次，扫描谱区为４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ｃｍ－１，采用漫反射模式。光谱采集时，先将仪器预热

３０ｍｉｎ，在室温条件下，首先采集背景谱，然后分别将每个样

品放在测试台上进行光谱扫描，采集过程中，用黑布对试样

进行遮光以防止外部光源的干扰；同时，为减少光谱漂移误

差，每个样品在横径最大处每隔１２０°采集光谱，共采集３次，

取平均光谱。

１．３　样品理化性质测定

１．３．１　可溶性固形物的测定　阿贝折光仪测定。

１．３．２　可滴定酸的测定　按ＧＢ／Ｔ１２４５６—９０执行。

１．３．３　Ｖｃ的测定　采用２，６二氯酚靛酚滴定法
［１５］。

１．４　数据处理及建模方法

光谱中存在的异常样本会严重影响到模型的预测精

度，光谱和化学值其中一者异常，则称为“奇异”样本，应

从样本集中剔除［１６］。本试验采用 ＯＰＵＳ７．０及 Ｍａｔｌａｂ

２０１２ａ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对１０１个枇杷样品的近红外光

谱做交叉检验，光谱的异常采用马氏距离（ｍａ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Ｄ）判定，马氏距离表示数据的协方差距离，它

是一种有效计算两个未知样本集的相似度的方法［１７］。若

样品进行交叉检验时验证模型中马氏距离 ＭＤ＞３犽／狀，

（其中犽为主成分数，狀为所用样品数），则为异常点
［１６］。

化学值的异常根据残差法判定，残差是指观测值与预测

值（拟合值）之间的差，即实际观察值与回归估计值的差。

残差的阈值设为样本平均值的３倍，若是大于该阈值则

判定该样本化学值异常［１６］。

通过回归分析波长信息与枇杷可溶性固形物、滴定酸、

Ｖｃ含量之间的关系，建立近红外光谱定量分析校正模型。

建模时分别按照样品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和 Ｖｃ含量的

大小升序排列，每３个样品中选一个作为验证集，并保证将

含量最小和最大的样品设置到定标（校正）集中，进行验证集

检验。为消除光谱信号的基线漂移和随机噪声，采用了原始

光谱、一阶导数、二阶导数预处理方法，为消除样本粒度分布

不均匀引起的散射，采用了无散射处理、多元散射校正（ｍｕｌ

ｔｉｐｌ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ＳＣ）、矢 量 归 一 化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ＮＶ）、最大最小归一化４种方法，利用偏最

小二乘法作为建模算法，通过比较定标集的决定系数（犚犮
２）、

定标集均方根误差（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ＭＳＥＣ）、验证集决定系数（犚狆
２）、验证集均方根误差（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ＭＳＥＰ）和模型相对分析误

差（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ＲＰＤ）选择最优的预处理方

法，再将谱区设置为多个谱区，选择最佳谱区进行模型优化。

各项相关系数越大、标准误差越小，表明模型的定标效果越

好，预测精度越高。此外，采用ＲＰＤ对预测精度进行进一步

的验证，若ＲＰＤ＞３，则说明预测精度高，所建立的近红外模

型可用于实际检测中［１８－１９］。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光谱分析

由图１可知，样品在近红外谱区均有多处吸收峰，并且

不同样品由于组分含量有细微差别使其吸收峰大小不同，每

个样品光谱不完全重合，但谱图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在

４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ｃｍ
－１谱区内有多个呈递增或递减趋势的吸收

峰，说明枇杷大量含氢基团在倍频区、合频区被强烈吸收，如

１０４００ｃｍ－１（９６０ｎｍ）处的吸收与Ｏ—Ｈ伸缩振动的二倍频

相关，５２００ｃｍ－１（１９４０ｎｍ）处的吸收与Ｏ—Ｈ伸缩振动的

合频相关，８４００ｃｍ－１（１１９０ｎｍ）处的吸收与Ｃ—Ｈ的二倍

频相关。这些特征的吸收区段将作为下一步进行的建模筛

选光谱区段的依据。

２．２　枇杷各组分含量的理化分析

表１中列出了理化检测得到的金华１号枇杷果实可溶

性固形物、可滴定酸和Ｖｃ含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和

图１　１０１个枇杷样品的光谱图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１０１ｌｏｑｕａ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表１　枇杷果实各组分含量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ｔｉｔｒａｔａｂｌｅａｃｉｄａｎｄＶ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ｌｏ

ｑｕａ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组分 可溶性固形物／％ 可滴定酸／％ Ｖｃ／（１０－２ｍｇ·ｇ－１）

最小值 ３．７００ ０．０３３ １．３９６

最大值 １５．１９０ ０．３９６ ３８．０４５

平均值 ８．６５４ ０．１８６ ８．１６６

标准偏差 ２．１４６ ０．１０１ ６．７４８

　　样品数１０１。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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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从中可看出：所选样品的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和

Ｖｃ含量范围较广，基本符合正态分布曲线，样品具有一定代

表性。

２．３　枇杷各组分含量的近红外光谱定量模型的建立

对１０１个枇杷样品的近红外光谱做交叉检验，利用１．４

节所述采用马氏距离判定，有１个样品光谱异常，这可能是

光谱采集过程中操作不当造成的，将此样品剔除。采用残差

法判定，有３个枇杷样品可溶性固形物浓度异常；２个枇杷样

品可滴定酸浓度异常；Ｖｃ浓度异常样品有９个。排除这些

异常样品后将剩余样品按照含量的大小升序排列，分为校正

集和验证集两部分，方法为每隔２个取１个样品为验证集，

保证全部验证集的化学值均在校正集的范围内，可溶性固形

物校正集样本为６５，验证集样本为３２；可滴定酸校正集样本

为６６，验证集样本为３２；Ｖｃ校正集样本为６１，验证集样本

为３０。

对所有光谱进行均值中心化处理，在全光谱区内采用

ＰＬＳ法建立金华１号枇杷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和 Ｖｃ的

预测模型，进一步结合 ＭＳＣ、ＳＮＶ、最小—最大归一化、一阶

导数等预处理后建模，比较不同预处理方法对模型精度及稳

定的影响。枇杷可溶性固形物近红外光谱检测结果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在全光谱范围内，最佳的优化方法为ＭＳＣ，此时

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校正集模型犚犮
２ 为０．９７７，ＲＭＳＥＣ为

０．３３８；验证集犚狆
２ 为０．８９１，ＲＭＳＥＰ为０．６７６，ＲＰＤ为３．０４。

再进行谱区优化（最优谱区：９４０３．７～６０９８．２ｃｍ－１），模型性

能得到显著地优化，此时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校正集决定系

数犚犮
２ 为０．９９８，ＲＭＳＥＣ降低为０．０９４，验证集决定系数犚狆

２

提高到０．９０６，ＲＭＳＥＰ降低为０．６２８，其校正模型的相对分析

误差ＲＰＤ升高到３．３１，模型稳定性增强。在优化谱区内所

建立的枇杷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近红外模型见图２，可得到

较好的预测结果。

　　枇杷可滴定酸和 Ｖｃ近红外光谱检测结果见表３、４，在

全光谱范围内，可滴定酸和Ｖｃ的ＰＬＳ模型最佳的优化方法

也均为 ＭＳＣ，此时可滴定酸含量校正集模型犚犮
２ 为０．７０３，

ＲＥＳＥＣ为０．０５６，预测验证集决定系数犚狆
２ 为０．７６１，ＲＥＳＥＰ

为０．０４７，ＲＰＤ为２．１２。再进行谱区优化（最优谱区：７５０２．２～

表２　光谱预处理方法对金华１号枇杷可溶性固形物ＰＬＳ

模型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ＳＳ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ｂｙ

Ｐ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

预处理方法 主成分
校正集（狀＝６５）

犚犮２ ＲＥＳＥＣ

验证集（狀＝３２）

犚狆
２ ＲＥＳＥＰ

ＲＰＤ

无预处理 １３ ０．９７３ ０．３６８ ０．８６７ ０．７４８ ２．７５

ＳＮＶ １０ ０．９５１ ０．４８５ ０．８７６ ０．７２３ ２．８４

ＭＳＣ １２ ０．９７７ ０．３３８ ０．８９１ ０．６７６ ３．０４

最大最小归一化 １３ ０．９７９ ０．３２５ ０．８７５ ０．７２６ ２．８２

一阶导数＋ＳＮＶ ７ ０．８９４ ０．６９２ ０．８４７ ０．８０４ ２．５５

一阶导数＋ ＭＳＣ ７ ０．８９７ ０．６８３ ０．８３９ ０．８２３ ２．４９

图２　金华１号枇杷可溶性固形物校正集与验证集中实测值

与预测值的关系（谱区９４０３．７～６０９８．２ｃｍ－１）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Ｓ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ｌｏｑｕａｔｕｓｉｎｇ

Ｎ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表３　光谱预处理方法对金华１号枇杷可滴定酸ＰＬＳ模型

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ｉｔｒａｔａｂｌｅａｃｉｄ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ｂｙＰ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

预处理方法 主成分
校正集（狀＝６６）

犚犮２ ＲＥＳＥＣ

验证集（狀＝３２）

犚狆
２ ＲＥＳＥＰ

ＲＰＤ

无预处理 ６ ０．８６７ ０．０３８ ０．７５１ ０．０４７ ２．０３

ＳＮＶ ３ ０．７０４ ０．０５６ ０．７６０ ０．０４７ ２．１２

ＭＳＣ ３ ０．７０３ ０．０５６ ０．７６１ ０．０４７ ２．１２

最大最小归一化 ４ ０．７７０ ０．０４９ ０．７１７ ０．０５１ １．９９

一阶导数＋ＳＮＶ ４ ０．７６３ ０．０５０ ０．７２５ ０．０５０ １．９５

一阶导数＋ＭＳＣ ４ ０．７６０ ０．０５１ ０．７２６ ０．０５０ １．９５

表４　光谱预处理方法对金华１号枇杷 Ｖｃ的ＰＬＳ模型的

影响

Ｔａｂｌｅ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ｃ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ｂｙ

Ｐ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

预处理方法 主成分
校正集（狀＝６１）

犚犮２ ＲＥＳＥＣ

验证集（狀＝３０）

犚狆
２ ＲＥＳＥＰ

ＲＰＤ

无预处理 ９ ０．７７４ １．６２ ０．５０６ ２．３４ １．４４

ＳＮＶ ８ ０．７６４ １．６４ ０．４８８ ２．３９ １．４３

ＭＳＣ ８ ０．７６７ １．６３ ０．５０３ ２．３５ １．４５

最大最小归一化 ７ ０．７６５ １．６２ ０．５０８ ２．３４ １．４４

一阶导数＋ＳＮＶ １２ ０．９８２ ０．４７１ ０．５０２ ２．３６ １．４２

一阶导数＋ＭＳＣ １１ ０．９７３ ０．５７４ ０．５０５ ２．３５ １．４３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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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６．７ｃｍ－１），校正模型性能得到显著地优化，此时可滴定

酸含量校正集模型决定系数犚犮
２ 上升到０．８４６，ＲＭＳＥＣ降低

为０．０４２，预测验证集决定系数 犚狆
２ 略降低，为 ０．７４５，

ＲＭＳＥＰ为０．０４８，ＲＰＤ为２。经 ＭＳＣ预处理后，Ｖｃ含量的

校正集模型犚犮
２ 为０．７６７，ＲＭＳＥＣ为１．６３，验证集决定系数

犚狆
２ 为０．５０３，ＲＭＳＥＰ为２．３５，ＲＰＤ为１．４５。进行谱区优化，

最优谱区为４４２４．１～４２４６．７ｃｍ
－１，模型性能得到一定的优

化，此时Ｖｃ含量校正集模型相关系数犚犮
２ 为０．７６８，ＲＭＳＥＣ

降低为１．６２，预测验证集相关系数犚狆
２ 略升高，为０．５５４，

ＲＭＳＥＰ为２．２３，ＲＰＤ上升到１．５２。谱区优化后所建立的枇

杷可滴定酸、Ｖｃ含量的近红外模型见图３、４。

３　结论
本研究以金华１号枇杷果实为对象，利用近红外光谱技

术快速检测其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和 Ｖｃ含量。结果表

明：通过光谱预处理和谱区优化后的定标模型优于全光谱、

未预处理的定标模型，通过多元散射校正光谱预处理，在谱

区９４０３．７～６０９８．２ｃｍ
－１所建立的金华１号枇杷可溶性固

形物的近红外模型相关系数较高，定标效果良好，预测精度

高；金华１号枇杷果实可滴定酸的近红外模型效果不如可溶

性固形物，这与文献［１３］的结论是一致的。Ｖｃ含量的近红

外模型预测结果不够理想，光谱预处理和谱区优化对 Ｖｃ含

量的近红外模型改善作用较小，这可能是枇杷果实中 Ｖｃ含

量较低，造成ＮＩＲＳ检测精度不高。综上所述，采用ＮＩＲＳ技

术对金华１号品种枇杷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含量

图３　金华１号枇杷可滴定酸校正集与验证集中实测值与预

测值的关系（谱区７５０２．２～４２４６．７ｃｍ－１）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ｉｔｒａｔａｂｌｅａｃ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ｌｏ

ｑｕａｔｕｓｉｎｇＮ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图４　金华１号枇杷Ｖｃ校正集与验证集中实测值与预测值

的关系（谱区４４２４．１～４２４６．７ｃｍ－１）

Ｆｉｇｕｒｅ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Ｖ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ｌｏｑｕａｔｕｓｉｎｇ

Ｎ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进行定量分析是可行的，Ｖｃ含量的检测精度还有待提高。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考虑增加样品数量提高其预测精度，

同时，还可引入一些其他算法来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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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有破损率仅为１％，满足损伤率低于２％的设计要求，２ｈ

后扇贝存活率为９８％。试验证明无论是除杂程度，还是损伤

率均满足要求，而且能够保持海湾扇贝的活性。

４　结论
本试验针对国内外扇贝清洗现状及海湾扇贝生物特点，

设计一种上下层毛刷辊交错布置，结合高压喷气装置的扇贝

清洗机。通过正交试验对影响清洗效果的主要参数进行了

优化，得到了上下两层相邻毛刷辊的辊芯距为１１１ｍｍ，下排

两边毛刷辊的转速狏１为１２０ｒ／ｍｉｎ，下排中间毛刷辊的转速

狏２为３６０ｒ／ｍｉｎ，上排毛刷辊的转速狏３为２００ｒ／ｍｉｎ的最优

参数组合。该机采用双层毛刷辊和高压喷气，解决了采用高

压水清洗扇贝存活率降低的问题，充分保证了扇贝在后续加

工中的鲜活性，符合节能、节水的设计要求。对扇贝清洗设

备的研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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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弋景刚，尹欣玲，孔德刚，等．一种扇贝清洗机：中 国，

ＣＮ２０４１０４６６０Ｕ［Ｐ］．２０１５０１２１．

［４］满桂富，邓海钦，熊东生，等．一种芒果核清洗机：中国，

ＣＮ１０３５０４４５１Ａ［Ｐ］．２０１４０１１５．

［５］陈培欣，宋曙光．一种电磁调速电动机控制装置：中国，

ＣＮ２００９５３５４０［Ｐ］．２００７０９２６．

［６］陆玉，冯立艳．机械设计课程设计［Ｍ］．４版．北京：机械工业出

版社，２０１１：１０１４．

［７］蔡春园．新编机械设计手册［Ｍ］．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３：３６８．

［８］三浦宏文．机电一体化实用手册［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２２２３２．

［９］滕桂君，弋景刚，李娜，等．一种清洗海湾扇贝装置的设计［Ｊ］．

农机化研究，２０１５（４）：９１９４．

［１０］王万中，峁诗松．试验的设计与分析［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７：３７４６．

［１１］汪仁官，陈荣昭．试验设计与分析［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

社，１９９８：１３６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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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ＤＣ．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ｐｅ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ｎｅｃｔａｒｉｎｅ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ＡＥ，１９９５，

３８（２）：６１７６２３．

［９］陈香维．猕猴桃近红外光谱无损检测技术研究［Ｄ］．陕西：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０９：１１９１２９．

［１０］ＳｃｈｍｉｌｏｖｉｔｃｈＺ，ＭｉｚｒａｃｈＡ，ＨｏｌｌｍｕｎＡ，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ｎｇ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ｅｓｂｙ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ｍｅｔｒｙ［Ｊ］．

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５（１９）：２４５２５２．

［１１］李东华，纪淑娟，重腾和明．南国梨糖、酸度近红外光谱模型适

用的贮藏研究［Ｊ］．农业工程学，２００９，２５（４）：２７０２７５．

［１２］李建平，傅霞萍，周莹，等．近红外光谱定量分析技术在枇杷可

溶性固形物无损检测中的应用［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２００６，

２６（９）：１６０５１６０９．

［１３］ＦｕＸｉａｐｉｎｇ，Ｌｉ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Ｚｈｏｕ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ａｃｉｄｉｔｙｏｆｌｏｑｕａ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ＴＮ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Ｂ，

２００９，１０（２）：１２０１２５．

［１４］ＦｕＸｉａｐｉ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Ｚｈｏｕ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ｎｅａｒｉｎ

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ｒｅａａｎｄ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

ｌｏｑｕａｔｓ［Ｊ］．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０７，５９８（１）：２７３３．

［１５］王元秀，庄海燕．微量滴定法测定猕猴桃中维生素Ｃ的含量

［Ｊ］．济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１，１５（４）：３７４３７５．

［１６］闵顺耕，李宁，张明祥．近红外光谱分析中异常值的判别与定量

模型优化［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２００４，２４（１０）：１２０５１２０９．

［１７］ＢｅｄｒｉｃｋＥ．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５，３２（９）：９５９９６７．

［１８］牛智有，韩鲁佳，苏晓鸥，等．鱼粉中肉骨粉含量的近红外反射

光谱分析［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６，３７（８）：１２６１２９．

［１９］ＭａｌｌｅｙＤＦ，ＲｎｉｃｋｅＨ，ＦｉｎｄｌａｙＤ，ｅｔａｌ．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ｕｓｉｎｇ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ｆｏｒ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Ｎ，

Ｐａｎｄｄｉａｔｏｍｓｉｎｌａｋ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ｅｏ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９，２１（３）：２９５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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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管小清，吕志强．工业码垛机器人动力学仿真分析与研究［Ｊ］．

食品与机械，２０１３，２９（１）：１４９１５１，１７６．

［１１］李峰，张雪松，程敏，等．一种３Ｒ１Ｐ机器人的关节驱动方程及

其运动状态研究［Ｊ］．机械工程师，２０１５（９）：１０１３．

［１２］李宏，花勇．机械装甄布料控制系统ＰＬＣ设计［Ｊ］．食品与机

械，２０１５，３１（４）：１１４１１８．

［１３］杨伯金，张跃明，牟宏明，等．基于ＰＬＣ刀库控制系统研究［Ｊ］．

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技术，２０１５（２）：１０７１０９．

［１４］杨志成，朱永林，耿瑞芳，等．运用ＰＬＣ的电气控制系统在真

空封口机中的应用［Ｊ］．现代制造工程，２０１５（２）：１３１１３５．

［１５］李胜多，尚书旗，王东伟．基于ＰＬＣ的种禽料量调节系统的设

计［Ｊ］．中国农机化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３）：１４１１４４，１５９．

［１６］余梅，刘国巍．基于ＰＬＣ矿用喷涂机械手控制系统设计［Ｊ］．煤

炭工程，２０１５，４７（１）：１３０１３２．

［１７］韩慧，倪荣军，孙计赞．基于ＰＬＣ食品检测实验室自动加液装

置的设计与实现［Ｊ］．食品与机械，２０１４，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２．

［１８］张浩栋，张燕，曾小英，等．基于ＰＬＣ的香蕉秸秆自动打包机

的设计和控制研究［Ｊ］．食品与机械，２０１３，２９（４）：１１５１１８．

［１９］Ｓ７２００系列ＰＬＣＳＴＬ（语句表）语言［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１２８）

［２０１６２２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ｉｔｍｙ．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１５０１／２８／ｎｅｗｓ＿

７８７３２．ｈｔｍｌ．

［２０］韩浩定，张燕，闫二乐．香蕉秸秆切片装置及其控制系统设计

［Ｊ］．食品与机械，２０１４，３０（２）：１０６１０８．

［２１］廖育武．基于ＰＴ／ＰＬＣ的瓜果去皮生产线智能控制系统设计

［Ｊ］．食品与机械，２０１３，２９（３）：１６１１６４．

７９

包装与机械 　 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