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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要研究了不同催熟处理方式和不同处理浓度对番茄果实中乙烯利残留的影响,以及番茄

主要成分含量的变化。采用乙烯利田间催熟和浸果催熟两种方式,并选择不同处理浓度,通过顶空

气相色谱、液相色谱等分析方法对相关指标进行检测。结果表明, 浸果催熟番茄中乙烯利残留量普

遍较高,处理浓度在 4 000 m g /L时已达 1. 98 m g /kg,而当处理浓度在 6 000 m g /L时,无论是田间

催熟或浸果催熟, 乙烯利残留量均超出最大允许残留限量 ( M RL )值 ( 2 m g /kg) , 分别为 2. 29、

3. 14 m g /kg。以 2 000 m g /L乙烯利溶液浸果催熟后, 番茄中番茄红素、V c、总糖和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分别下降 55. 6%、13. 6%、13. 6%和 7. 1%; 而有机酸含量无明显改变。揭示高浓度乙烯利催

熟会导致番茄中乙烯利残留量超标, 经乙烯利催熟后番茄品质会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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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 thephon residue s and product qua lity of tom atoes treated w ith d ifferen t accelerate ripen ing

m ethods o r concentrations o f ethephon w ere determ ined. Tom atoe s w ere treated by artif icial ripener in

the f ie ld . Po s-t harve st tom atoes w ere d ipped in d ifferen t concen trat ions o f ripeners and let stay fo r

severa l day s before determ ination. E thephon residuesw ere ana ly zed by headspace gas chrom a tography.

Lycopene and v itam in C contents w ere determ ined by liquid chrom atog raphy. The re sults indicated tha t

ethephon residues w ere h igh in po s-t harve st fruit treated by dip m e thod. It reached 1. 98 m g /kg at a d ip

concen trat ion o f 4 000 m g /L. E thephon residues ex ceeded nationalm ax im um residue lim it (M RL ) o f

2 m g /kg by w hether f ield sm ear m e thod ( h ighest residue level o f 2. 29 m g /kg ) o r po s-t harv est d ip

m ethod ( highest re sidue lev el o f 3. 14 m g /kg ) a t concentration of 6 000 m g /L. M eanw h ile, the

contents o f ly copene, v itam in C, sugar and so luble so lid obv iously decreased by 55. 6% , 13. 6%,

13. 6% and 7. 1% re spective ly in tom atoes at d ip concentra tion o f 2 000 m g /L. But the conten t o f

organic ac id did no t decreased obv io usly. Itw as concluded tha t ethephon re sidue m ay ex ceededM RL in

tom atoes, at h igh concen trat ion treatm en,t and the fru it qua lity m ay be sign if icantly af fected by m eans

of accelerate ripen ing treat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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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是全世界栽培最为广泛的蔬菜之一, 在

蔬菜周年供应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使果实尽早成

熟, 通常采取乙烯利抹果、浸果和全株喷洒等催熟

方式来达到提前采收的目的。文献建议乙烯利催

熟番茄的使用浓度应为 2 000~ 4 000 m g /L
[ 1<

, 但

目前尚无统一的使用标准, 因此,一些菜农为了提

前采收增加产量, 以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而超剂

量使用的现象时有存在, 导致乙烯利在果实中的

残留量较高, 尤其是反季节销售时此现象更为严

重。

虽然在较低使用剂量下, 乙烯利在果实中的

残留量较少, 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但有研

究表明,食用乙烯利残留量过高的水果会导致腹

泻, 同时, 乙烯利有一定的致突变作用, 并能一定

程度地抑制动物血浆和组织胆碱酯酶的活性, 还

可能具有弱的类似雌激素样作用, 影响未成年雄

性大鼠生殖器官的发育, 导致未成年雌性大鼠性

发育提前
[ 2 ~ 8]
。

近年来国内外对番茄中乙烯利的残留限量提

出了严格的要求, FAO /W HO农药残留联合专家

委员会 ( JM PR )、中国、美国和日本 /肯定列表制
度 0 ( Po sit iv e L ist Sy stem )中规定的残留限量

(M RL)值均为 2 m g /kg
[ 9~ 11<

, 但目前尚未见关于

不同催熟处理下番茄中乙烯利残留量的研究报

道。笔者研究了不同催熟处理方式和不同处理浓

度对番茄果实中乙烯利残留的影响, 及番茄中主

要营养成分含量的变化, 以期为广泛采用 /良好农

业规范 0 (GA P) , 规范我国相关植物生长调节剂的

使用,保障食品质量安全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试验选用番茄品种为硕园 2号,河北省保定市

五尧乡菜园提供。

40%乙烯利 ( e thephon )水剂 (浙江绍兴市东湖

生化有限公司生产 ),配制成有效成分分别为 2 000、

4 000和 6 000 m g /L 3个浓度的乙烯利溶液供试。

1. 2 仪器
GC-17A型气相色谱仪 (具氢火焰离子化检

测器,日本岛津 ); G S-Q 毛细管色谱柱, 25 m @

0. 32 m m @ 0. 25 Lm; 高效液相色谱仪 (大连依利

特公司 ) , RP-C18分离柱; 尤尼柯 UV-2802H 型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D e lta 320型 pH计; PR-101型

数字折光仪。

1. 3 处理方法

设乙烯利浸果催熟、田间催熟和自然成熟 3个

处理组, 每组 3~ 6个果实 (每个质量在 150~ 200 g

之间 )。尽管乙烯利催熟番茄的建议使用浓度应

为 2 000~ 4 000 m g /L, 但根据本实验室进行的市

场调查, 发现不同季节的市售番茄中乙烯利残留

情况不同,冬季番茄中残留超标明显。因此,本研

究设置了 2 000、4 000和 6 000 m g /L 3个处理浓

度。

¹ 乙烯利浸果催熟组: 选取大小已长足、果皮

颜色发白的番茄果实带柄摘收, 分别在 3个处理

浓度的乙烯利溶液中浸泡 1 m in后, 于 22~ 25e

培养箱中培养。

º 田间催熟组: 在植株上选取大小已长足、果

皮颜色发白的番茄果实, 分别用软布将 3个处理

浓度的乙烯利溶液涂抹到果面,避免沾到叶片。

» 自然成熟组: 选取自然成熟的果实作对照。

1. 4 测定项目及方法

1. 4. 1 乙烯利残留量测定 [ 12<  分别在上述 3组

番茄中各随机选取处理后成熟的果实 3个, 取代

表性可食部分切碎、混匀,匀浆。取 10. 0 g匀浆液

于顶空瓶中, 加入 l m L丙酮和 3 m L 质量分数为

60%的氢氧化钾水溶液, 压盖密封, 在涡旋混合器

上混匀, 置于 70e 恒温水浴中 2 h, 吸取瓶内上层

气体供气相色谱分析。在储晓刚等
[ 12<
的研究基础

上优化色谱条件为: 进样口温度 180e , 检测器温

度 230e , 载气为高纯氮气 ( 99. 999% ), 空气流速

50 m L /m in, 氢气流速 60 mL /m in, 尾吹 75 mL /m in。

程序升温: 70e 保持 2 m in, 以 25e /m in升到

180e ,保持 2 m in。分流比为 10 B1。此方法的检

测限为 0. 01 m g /kg, 添加水平分别为 0. 02、0. 5、

2 m g /kg时,回收率在 78. 5%~ 94. 3%之间, 相对标

准偏差 RSD < 6. 4% ( S /N = 3)。

1. 4. 2 番茄品质测定  分别随机选取两种催熟

方法中 2 000 m g /kg乙烯利处理后成熟的果实和

对照果实各 3个, 取代表性可食部分切碎、混匀,

匀浆。

采用高效液 相色谱 法测 定番茄 红素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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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13, 14<

。分别称取各匀浆液 5. 0 g, 加入 1. 25 g碳

酸钙,经异丙醇洗涤后,用 50 m L石油醚-丙酮 ( 1B1,

体积比 )抽提至溶液无色后再定容至 50 m L。色

谱条件:流速 1. 0 m L /m in; 流动相为甲醇; 检测波

长为 254 nm; 柱温为室温。检测限为 0. 006 4 Lg。

V c含量测定
[ 15<
采用 2, 6-二氯靛酚法; 总糖含

量测定
[ 15<
采用斐林试剂法; 有机酸含量测定

[ 15<
采

用电位滴定法;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 TSS)用数字折

光仪直接测定。

采用 SPSS 11. 5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催熟处理对番茄果实成熟的影响

试验结果 (见表 1)表明, 3种浓度的乙烯利溶

液处理, 对果实成熟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且浓度

与促熟作用呈正相关。其中 2 000和 4 000 m g /L

处理组果面无明显损伤, 而 6 000 m g /L处理组促

进番茄提前变红的效果十分明显, 但若残液留在

果面, 将出现较大的斑点, 影响其商品性。两种催

熟方式相比,果实颜色及汁液相差很多: 田间催熟

的果实果肉较厚, 内容物 (果胶物 )充实, 适口性

好;而浸果处理的果实则相反。

2. 2 不同处理组番茄中乙烯利的残留量

结果见表 2。随着乙烯利处理浓度的增大, 两

种催熟方式中乙烯利残留量均比自然成熟的果实

明显增高, 并且每种处理浓度与对照间的差异均

达到极显著水平; 除 6 000 m g /L外, 其余各浓度处

理两种催熟方式之间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表 1 乙烯利不同催熟处理对番茄成熟的影响

Table 1 E ffects o f d if feren t acce lerated ripen ing m etho ds on r ipen ing o f ethephon

乙烯利浓度

C on cen trat ion

of eth ephon

/ ( m g /L )

田间催熟 Field sm ear

果实红度

R ed deg ree

色泽及汁液

C o lou r and ju ice

浸果催熟 Po s-t harvest dip

果实红度

R ed degree

色泽及汁液

C o lou r and ju ice

2 000 9 d后变红

Redd en af ter

9 days

着色较匀,有个别黄绿色斑点,

颜色不鲜亮

U n iform co lor, som e ye llow

g reen spo ,t no brigh -t co lour

4 d开始泛红, 6 d后变

红

B eg inn in g to b ecom e

reddish af ter 4 day s and

turn ing red af ter 6 day s

着色不匀, 有个别黄绿色斑点 ,颜

色偏粉红至橘红色 ,汁液少

Pink and jacin th, no un ifo rm co lo r,

som e y ellow green spo,t less ju ice

4 000 8 d后变红

Redd en af ter

8 days

腔室小,汁液稍少

Sm all cav ity, little ju ice

6 000 7 d后变红

Redd en af ter

7 days

着色较匀, 个别黄绿色斑点稍

大,颜色不鲜亮,腔室小,汁液少

U n ifo rm color, som e yellow

g reen spo,t no brigh-t co lour,

sm a ll cavity, little juice

3 d开始泛红, 5 d后变

红

B eg inn ing to becom e

redd ish af ter 3 day s and

turn ing red af ter 5 days

着色不匀,黄绿色斑点较大,颜色偏

橘红至黄色,果肉较薄,汁液很少

N o un iform co lo r, som e yellow green

spo,t th in gu lp, less ju ice

对照

C on trol

14 d后成熟,着色均匀,颜色鲜亮,无疤痕

A fter 14 day s tom atoes m atured, un iform co lor, b righ-t co loured, and no scar w as found

表 2 不同催熟处理方式下果实中乙烯利残留量 ( m g /kg)

T ab le 2 E thephon residue sw ith d ifferen t acce lerated ripen ing m e thods

处理方式       
M ethod s      

乙烯利使用浓度 C on cen tration of eth ephon / (m g /L )

2 000 4 000 6 000

对照 C on tro l 0. 13 ? 0. 01 A a 0. 13 ? 0. 01 Aa 0. 13 ? 0. 01 A a

田间催熟 F ield sm ear 0. 86 ? 0. 03 Bb 1. 34 ? 0. 03 B b 2. 29 ? 0. 27 Bb

浸果催熟 Pos-t harv est dip 1. 12 ? 0. 02 C c 1. 98 ? 0. 07 C c 3. 14 ? 0. 08 B c

  注:表中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 0. 01水平差异显著 (P < 0. 01)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 05水平差异显著 (P < 0. 05) ,下表同。

No te: Data fo llow ed by dif feren t cap ital and sm all letters m ean th e sign if ican t by d ifferent at 0. 01 and 0. 05 leve,l respectively. Th e sam e a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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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不同催熟处理对番茄果实品质的影响

两种催熟方式下番茄红素及 V c含量均比自

然成熟的明显降低, 差异极显著 (表 3) ; 而两种处

理方式相比, 田间催熟番茄的番茄红素及 V c含量

均明显高于浸果催熟的。

两种催熟番茄中的总糖含量也明显降低, 而

两种催熟方式之间, 田间催熟番茄中总糖含量仅

稍高于浸果催熟的果实。

  催熟番茄中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均有所降低,

与对照差异显著; 不同催熟方式之间差异不明显。

催熟番茄中有机酸含量比自然成熟的稍有降低,

差异不显著。

表 3 不同催熟方式处理下果实中成分含量变化

T ab le 3 C hang es in com ponents conten ts w ith d if feren t acce lerated ripen ing m etho ds

处理方式

M eth od s

番茄红素含量

L ycopen e

/ ( m g /100 g)

V c含量

V itam in C

/ (m g /100 g)

总糖含量

S ugar

/ ( m g /100 g)

有机酸含量

O rgan ic acid (% )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T SS

So lub le so lid ( B rix )

对照

C on trol
9. 65 ? 0. 14 Aa 18. 7 2 ? 0. 16 A a 3. 75 ? 0. 13 a 0. 62 ? 0. 02 a 5. 20 ? 0. 06 a

田间催熟

Field sm ear
6. 97 ? 0. 17 B b 17. 1 4 ? 0. 27 Bb 3. 35 ? 0. 07 b 0. 58 ? 0. 03 a 4. 93 ? 0. 09 b

乙烯利浸果催熟

Po s-t harvest d ip
4. 28 ? 0. 02 C c 16. 18 ? 0. 27 B c 3. 24 ? 0. 09 b 0. 55 ? 0. 01 a 4. 83 ? 0. 07 b

  注:乙烯利使用浓度为 2 000 m g /L。No te: T he app lica tion con cen trat ion of eth ephon treated in tom atoes w as 2 000 m g /L.

3 讨论

  关于乙烯利的安全使用标准, GA P规定了番

茄每公顷的田间使用量 (美国为 1. 5 kg /hm
2
, 即

150 m g /m
2
)

[ 16]
, 国内目前尚未制定相关标准。一

般农药登记资料中建议乙烯利催熟番茄时的使用

浓度多为 500 m g /L, 文献推荐的使用浓度为

2 000~ 4 000 m g /L
[ 1<

,使用方法为喷雾、植株上涂

果或浸果。在正确使用的前提下, /肯定列表制

度 0中规定的 M RL 值为 2 m g /kg
[ 9~ 11<

, 欧盟最新

规定的 M RL值为 0. 02 m g /kg
[ 17]
。但前已述及,

我国目前可能存在乙烯利使用不规范的情况, 且

冬季上市的反季节番茄常出现残留超标问题, 故

本试验设置的乙烯利处理浓度较规定的使用浓度

偏高。

乙烯利使用浓度过大会导致果实中农药残留

超标。本研究结果表明, 浸果催熟的番茄中乙烯

利残留量明显高于田间催熟。而当使用浓度达

4 000 m g /L 时, 浸果催熟处理的残留量已达到

1. 98 m g /kg, 接近我国 2 m g /kg的 M RL 值; 使用

浓度超过 6 000 m g /L时, 两种催熟方式下乙烯利

残留量均超出 M RL值,严重影响了番茄的食用安

全性。

在成熟早期, 果实中含有大量叶绿素, 随后叶

绿素逐渐分解, 生成并积累番茄红素, 使果实变

红
[ 18<
。乙烯利催熟番茄的突出效果是加速叶绿素

分解、促进番茄红素的快速形成。催熟时期正值

番茄由绿熟期向转色期过渡之际, 番茄红素尚未

合成, 用乙烯利催熟虽然加速了番茄红素的形成,

但由于其合成所需物质并未达到应有的水平, 因

此并不都能增加其最后的含量。而浸果催熟的果

实因与植株分离, 化学成分变化极慢, 使得番茄红

素的含量更低。

番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特别是 V c含

量较高。果实在早期就含有一定量的 V c, Islam 等

的研究表明
[ 19<

, 有机酸和 V c随果实的成熟而增

加,至转色期达到最高峰, 但红熟期略有下降。番

茄催熟时 V c含量较低, 并未达到最大值, 虽然乙

烯利的使用加快了其合成速度, 但果实内物质平

衡被破坏, 加上有机酸呼吸消耗大, 削弱了对 V c

的保护作用,致使 V c最后的生成量大受影响。由

于催熟前番茄中已含有一定量的 V c, 因此其受催

熟方式的影响程度较番茄红素小。

糖分是影响番茄果实品质的主要成分, 随着

果实的生长发育, 含糖量逐渐增加, 绿熟期已接近

或达到最大值。从转色期到成熟期, 主要是糖类

之间的相互转化, 对总糖含量影响不大
[ 20<
。催熟

可以加快糖类间相互转化的速度, 使果实内总糖

含量接近自然成熟的果实, 因此催熟对其有影响

但并不大。浸果催熟由于切断了果实与植株的联

系,只有物质消耗没有养分供给, 使得糖分含量稍

低于其他两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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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酸含量也是影响番茄果实品质的重要因

素, 随着果实的生长而逐渐上升, 着色后开始下

降
[ 21]
。番茄催熟时果实含酸量已达最大值, 乙烯

利催熟加快了有机酸的分解和转化, 使果实内有

机酸的含量接近于自然成熟的果实, 故催熟对其

影响不大。

番茄发育至绿熟期时, 构成果肉的细胞体积

已达到生长极限, 成熟过程中原果胶水解成溶果

胶, 维持相对稳定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故催熟对

其的影响不明显。由于浸果催熟使得果实内糖

分、有机酸等物质平衡受到破坏,因此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稍低于自然成熟的果实。

综上所述, 与自然成熟相比, 虽然催熟处理能

够明显促进番茄变红成熟, 但果实中乙烯利残留

量大大增加, 当使用浓度达到 6 000 m g /L时,两种

处理方式残留量均明显高于规定的 M RL值 (浸果

催熟超标 1. 57倍 )。而且催熟处理降低了番茄果

实中总糖、V c和番茄红素含量, 对果实品质影响很

大。鉴于乙烯利在某些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 建

议乙烯利的催熟浓度不可过高, 应在 2 000 m g /L

以内,同时最好采用田间催熟方式处理, 且必须度

过安全间隔期使乙烯利分解完全后才可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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