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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香格里拉３个草莓品种的感官品质及
耐储藏性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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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寻找适宜在香格里拉地区种植且储存期较长的草莓品种，以红颜、粉玉、妙香七号品种为研究

对象，采用大区试验方法，测定其果实单果质量、横纵径和硬度，并评价果实的感官品质．结果表明，
在３个品种中，粉玉的平均单果质量及果实硬度最大，果皮颜色更受消费者喜爱，感官品质评分最高；
红颜和妙香七号在硬度及感官品质方面无明显差异，但红颜的单果质量大于妙香七号．综上所述，粉玉
硬度较大，储藏时间比其他两个品种长，且品质优于红颜及妙香七号，适合作为远销品种，而红颜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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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ｘａｎａｎａｓｓａＤｕｃｈ．）为多年生缩
根浆果类水果，属于蔷薇科草莓属［１］．草莓在全
世界栽培范围十分广泛，其果实营养丰富［２］、色

泽艳丽、酸甜可口，是水果中较为畅销的一种，因

此被称之为 “水果皇后”［３］．现阶段我国设施草莓

栽培的优良品种主要引种于日本和欧美．日本栽培
的草莓品种虽然在贮运及抗病性方面不及欧美国家

的草莓品种，但其果实甜度高，香气浓郁．而欧美
国家栽培的草莓品种具有抗病性强、耐贮运、酸度

较高、香味淡［４］等特点．与其他水果相比较，发



展设施草莓种植具有投资少、生长周期短、收益高

等优势．因此，草莓种植在世界各地均得到广泛推
广，其种植面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一直呈现稳
步上升的趋势［５］．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处于海拔约

３４００ｍ的高海拔地区．当地主要种植青稞、土
豆、莴笋等农作物．香格里拉设施草莓的种植兴起
于近几年，草莓品种主要包括红颜、章姬、粉玉、

妙香七号和白玉等，种植面积逐年增加，且呈现不

断扩大的趋势．设施草莓的种植和发展带动了当地
农户收入的增长，但由于草莓的果实表皮比较嫩

薄，果实相较于苹果、梨等水果硬度较低，在采摘

及运输过程极易发生碰撞挤压而导致烂果．此外，
由于成熟草莓果实的硬度较低，储藏时长受限［６］，

导致草莓果实容易腐烂、不易储存．实际种植过程
中，还存在种植户对不同品种草莓的差异了解不够

而随意挑选品种，以及对草莓采摘标准理解不同而

把握不好采摘期的问题．上述情况导致香格里拉草
莓储藏及运输过程中烂果率较高，经济效益低于预

期，严重打击了部分种植户的生产积极性．因此，
本试验拟选取３个草莓品种，对其感官品质和耐储
藏性进行客观评估、准确测量和综合分析，旨在为

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的草莓种植户在种植品种选择和

生产应用上提供数据参考和理论依据，从而提升该

地区设施草莓栽培的经济效益，推动香格里拉高海

拔草莓种植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及地点
本试验所采用的材料主要来源于草莓匍匐茎上

新长出的茎苗与草莓母株分离之后所形成的新的草

莓植株，将上述草莓植株进行移栽种植后获得试验

用果．为了保证试验顺利完成，试验选择结果较多
的品种，主要有红颜、粉玉、秒香七号．

试验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美庄园基地，试验地土质为沙壤土．采用传统的
大棚种植模式，在大棚中从南到北起高垄并进行双

行栽培，每垄的长度为３００ｃｍ、株距为１５ｃｍ、行
距为２５ｃｍ，每垄草莓植株定值１６０株左右，每个
大棚定值６垄，将３个品种的草莓在同一时期定植
于面积大小相同的３个大棚内．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主要采用大区试验的方法开展相关试验研

究．试验地总面积为１４４０ｍ２，其中种植红颜品种
为 ４８０ｍ２，粉玉品种 ４８０ｍ２，秒香七号品种
４８０ｍ２．田间管理按照当地大田常规管理措施统一
进行．采摘果实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２日，试验
用果按照随机选择采收方式在３个大棚内随机摘取
约６５０个草莓果实．
１３　样品检测方法

草莓果实感官品质采用评分法［７］进行评定．
随机选取当地２０名居民参与评分，主要选择４个
感官品质指标进行评分，通过观察果实形状、色

泽、整齐度及肉质，分别按照 （１～１００分）的评
分标准打分．将参评者给出的分数记录后求出平均
值，并对最后得分进行离散程度分析．关于 “了

解消费者青睐哪种草莓果皮颜色”的问题，采用

问卷调查法进行调研，在线上线下随机发放问卷共

１２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１１４份，根据有效数据分析
并绘图．果实的口感采用直接品尝的方式进行评价
并记录．

草莓果实的单果质量使用电子天平进行准确称

量并记录．对同一果实３次称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
该果实单果质量；果实的横、纵径采用数显的游标

卡尺进行精准测量；草莓果实表面的颜色及形状，

用眼睛直接观察并做相应记录．草莓果实大小的区
分标准：ｍ（单果）≥１５ｇ，Ｒ（纵径）≥３３ｃｍ，
Ｒ（横径）≥２２ｃｍ的果实视为大果，反之则为
小果．

草莓果实的硬度采用指针水果硬度计 ＧＹ２
（乐清市爱德堡仪器有限公司）进行测量，对每个

草莓果实的３个部位分别测量３次，取其平均值作
为该部位硬度值．硬度测量的 ３个部位分别为顶
部、中部和基部．选择测量点的标准为从草莓果实
顶点向基部中心偏移纵径长度的２０％处视为顶部
测量点，相同方向偏移纵径长度的５０％和８０％ 处
分别视为中部和基部测量点．测量用草莓果实保存
于５～２０℃室温条件下，单果独立放置．
１４　数据处理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和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果实感官品质比较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３个草莓品种中，粉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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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品质评分为最高，其中最高分、最低分和平均

分分别为 ８９６０，８１６０，８５３７分，均高于红颜
（最高分、最低分和平均分分别为 ８６１０，７６７０，
８０８２分）和妙香七号 （最高分、最低分和平均分

分别为８３８０，７４４０，７９６３分）．消费者对３个
品种的感官品质评价为：感官品质 （粉玉） ＞感
官品质 （红颜） ＞感官品质 （妙香七号）．

表１　３个草莓品种果实的感官品质评分

指标 粉玉 红颜 妙香七号

最高分 ８９６０ ８６１０ ８３８０

最低分 ８１６０ ７６７０ ７４４０

平均分 ８５３７ ８０８２ ７９６３

离散程度 ２６６ ３０１ ２９３

２２　果实外观比较
随机选择不同品种的草莓果实各６０个进行外

观形状检测．３个品种的草莓果实在的外观形状方

面存在差异．如表２中所示，红颜品种的果实形状
呈圆锥形，粉玉和妙香七号品种的果实形状呈长圆

锥形．不同品种草莓果实的横纵径存在一定差异，
红颜果实的平均横径最长，达到３８３ｃｍ，其次是
粉玉和秒香七号，分别为３７９ｃｍ和３７０ｃｍ；秒
香七号果实的平均纵径仅为４７５ｃｍ明显小于其他
两个品种，而粉玉与红颜果实的平均纵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红颜的平均单果质量最大，达到

２９２１ｇ，粉玉的平均单果质量略小于红颜，而妙
香七号的平均单果质量仅为２６０９ｇ，明显小于其
他两个品种．

红颜和妙香七号果实的表皮及果肉的颜色均为

鲜红色，粉玉品种的草莓果皮表面呈现为粉红色，

果肉呈白色．根据关于 “了解消费者青睐哪种草

莓果皮颜色”的问卷测试结果 （图１）可知，粉色
更受消费者喜爱．由此可见，３个参试草莓品种中
粉玉的果皮颜色更受消费者欢迎．

表２　３个草莓品种果实外观比较

品种 果形 整齐度 果色 果肉颜色 果实平均横径／ｃｍ 果实平均纵径／ｃｍ 平均单果质量／ｇ

红颜 圆锥 整齐 鲜红 红 ３８３ａ ５０３ａ ２９２１ａ

粉玉 长圆锥 整齐 粉红 白 ３７９ａ ４９９ａ ２９０１ａ

秒香七号 长圆锥 整齐 鲜红 红 ３７０ａ ４７５ｂ ２６０９ｂ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以下表同．

图１　消费者对草莓颜色的评价

２３　采摘期对草莓硬度及口感的影响
为了解采摘期对３个草莓品种果实硬度的影响，

随机采摘３个品种的草莓果实各６０个．果实采摘标
准为以果实９成着色的视为最佳采摘期的成熟果，以
果实７成着色的视为未成熟果．在本次试验的测量过
程中发现，有部分未成熟的草莓果实硬度相当大，已

经超过ＧＹ２硬度计的最大量程．根据试验分析需求，
以硬度计最大量程 （４×１０５Ｐａ）作为这些大硬度果实
的硬度值．从表３可见，成熟果相较于未成熟果，其

顶部、中部、基部的硬度均较低，且两者的硬度差异

明显，达到２０％以上，其中果实中部位置硬度差异最
为显著，达到０９２×１０５Ｐａ．此外，成熟果与未成熟
果在口感上差异也较大，成熟果酸甜适宜口感较好，

富有浓郁的香味，未成熟果口感偏酸，香味不足．
２４　果实不同部位硬度比较

为了解３个草莓品种的果实不同部位硬度是否
存在差异，随机摘取３个品种的草莓成熟果 （９成
着色的果实）各６０个用于测定不同部位的硬度．
由表４可知，３个品种草莓果实不同部位上的硬度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秒香七号品种果实不同
部位的硬度大小顺序为：硬度 （基部） ＞硬度
（中部） ＞硬度 （顶部），该品种的基部硬度值到

达２８０×１０５Ｐａ，中部和顶部的硬度值分别为
２７６×１０５Ｐａ和２４１×１０５Ｐａ，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粉玉品种果实的硬度在其顶部、中部和基部的

排列顺序为：硬度 （基部） ＞硬度 （中部） ＞硬
度 （顶部），该品种的基部硬度值达到 ３１９×
１０５Ｐａ，比中部高０１６×１０５Ｐａ，比顶部高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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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Ｐａ，基部的硬度与中部和顶部间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红颜品种果实的硬度在顶部、中部和基部

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部位的硬度值排列顺

序为：硬度 （基部） ＞硬度 （中部） ＞硬度 （顶

部），其中该果实在基部硬度值达 ２７２×１０５Ｐａ，
比中部高００３×１０５Ｐａ，比顶部高００５×１０５Ｐａ．

表３　不同采果期对草莓硬度和口感的影响

处理类型 样本数／个
硬度／（１０５Ｐａ）

基部 中部 顶部
口感 香气

未熟采集 （Ａ） ３２ ３５０ ３５８ ３４７ 酸 不足

成熟采集 （Ｂ） １４８ ２７０ ２６６ ２６１ 酸甜适中 浓

Ｂ－Ａ －０８０ －０９２ －０８６ － －

Ｂ比Ａ±％ －０２４ －０２６ －０２３ － －

Ｔ值 －９７８９ －９３５２ －７７１６ － －

　　注：表中的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表４　３个草莓品种不同部位硬度比较

品种
硬度／（１０５Ｐａ）

顶部 中部 基部

红颜 ２６７ａ ２６９ａ ２７２ａ

粉玉 ３００ｂ ３０３ｂ ３１９ｂ

秒香七号 ２４１ｃ ２７６ａ ２８０ａ

２５　储存时间对草莓硬度的影响
考虑到储存时间是表征草莓耐储藏性的重要指

标，采集３个品种各９０个果实进行观测试验，测试
其硬度随时间的变化．由表５可知，在同一品种中，
果实大小不同，其硬度也存在差异．粉玉品种的大
果其现采基部硬度值达到３２３×１０５Ｐａ，比其小果
的硬度值高００９×１０５Ｐａ；红颜大果的基部硬度值
比小果高０２×１０５Ｐａ．而相反的是，秒香七号品种
的大果基部的硬度值比小果低０７９×１０５Ｐａ．

储存时间的不同将导致果实出现不同程度的细

胞失水，果实体内的汁液明显减少，果肉紧缩，口

感变差，果实的形状也会出现不同程度凹陷或萎

蔫［８］．在５～２０℃的室温条件下，３个草莓品种果

实的硬度随存放时间变化见表５．现采摘红颜大果
的硬度平均值为２８×１０５Ｐａ，粉玉大果的硬度平
均值为３０７×１０５Ｐａ，妙香七号大果的硬度平均值
小于红颜和粉玉．储存第一天的大果与现采大果在
硬度平均值比较上的变化为：红颜高出 ００８×
１０５Ｐａ，粉玉高出 ０１３×１０５Ｐａ，妙香七号高出
０２６×１０５Ｐａ；储存第二天，３个品种的草莓大果
的硬度平均值都达到了整个储藏时期的最大值，分

别为红颜３０７×１０５Ｐａ，粉玉３３０×１０５Ｐａ，妙香
七号３０２×１０５Ｐａ；第三天，草莓大果的硬度平均
值均小于第二天的硬度平均值，小果的硬度平均值

变化趋势与大果相似，均呈：硬度平均值 （第二

天） ＞硬度平均值 （第一天） ＞硬度平均值 （第

三天），３个草莓品种的硬度在同样温度下随着贮
藏时间的增加硬度值的变化为先增大后减小．储藏
３ｄ后粉玉品种的大果硬度平均值比红颜高０３９×
１０５Ｐａ，比妙香七号高０４８×１０５Ｐａ，说明粉玉品
种草莓果实的耐储藏及运输性能均优于其他２个品
种，更适合远距离运输．

表５　不同品种和存储时间对草莓硬度的影响 ×１０５Ｐａ

存放　 果实 　　　 　红颜　 　　　

时间／ｄ 分类 顶端 中部 基部
平均值

粉玉

顶端 中部 基部
平均值

秒香七号

顶端 中部 基部
平均值

现采
大果 ２６５ ２７０ ３０６ ２８０ ２９０ ３０９ ３２３ ３０７ ２６０ ２６３ ２６４ ２６２

小果 ２３６ ２６３ ２８６ ２６２ ３０１ ３１０ ３１４ ３０８ ３０７ ３１３ ３４３ ３２１

１
大果 ２６９ ２８４ ３１０ ２８８ ３１２ ３１４ ３３４ ３２０ ２８０ ２８０ ３０３ ２８８

小果 ２３８ ２７３ ２９４ ２６８ ３１３ ３２０ ３２４ ３１９ ３１６ ３４２ ３４５ ３３４

２
大果 ２７５ ３０３ ３４２ ３０７ ３１７ ３２３ ３５０ ３３０ ３００ ３０１ ３０４ ３０２

小果 ２４６ ２８０ ３０２ ２７６ ３２１ ３３０ ３３２ ３２８ ３１８ ３４３ ３４７ ３３６

３
大果 ２３３ ２６７ ３０４ ２６８ ３０３ ３０４ ３１３ ３０７ ２５４ ２５５ ２６７ ２５９

小果 ２４０ ２５３ ２６１ ２５１ ２９７ ２９７ ３０９ ３０１ ２９７ ３０６ ３４５ 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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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综合评价

根据以上试验结果，采用雷达图对３个品种的
草莓进行综合评价．评价指标分别为果实的单果质
量、果实不同部位的硬度、消费者青睐果皮颜色程

度和感官品质．首先将各试验结果进行汇总排列，
得到表６，然后对表６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表
７，最后绘制雷达图 （图２）．

由图２可见，粉玉在３个草莓品种中综合评价
最佳．相比较其他两个品种，粉玉的感官品质最
佳，单果质量最大且果皮颜色最受消费者青睐，具

有更好的市场潜力；其果实的硬度值也最高，更耐

储存性和运输，因此最适合作为远程运输的品种．
红颜与妙香七号相比较，其综合评价更高；在单果

质量方面，红颜高于妙香七号，但红颜果实基部和

中部的硬度值低于妙香七号，适合近距离销售．

表６　３个草莓品种的综合评价结果

品种 单果质量／ｇ 基部硬度／（１０５Ｐａ） 中部硬度／（１０５Ｐａ） 顶部硬度／（１０５Ｐａ） 感官品质 消费者青睐果皮颜色程度／％

粉玉 ２９２１ ３１９ ３０３ ３００ ８５３７ ６４９１

红颜 ２９０１ ２７２ ２６９ ２６７ ８０８２ ３３３３

妙香七号 ２６０９ ２８０ ２７６ ２４１ ７９６３ ３３３３

表７　３个草莓品种的无量纲化综合评价数据

品种 单果质量 基部硬度 中部硬度 顶部硬度 感官品质 消费者青睐果皮颜色程度

粉玉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红颜 ０９９ ０８５ ０８９ ０８９ ０９５ ０５１

妙香七号 ０８９ ０８８ ０９１ ０８０ ０９３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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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３个草莓品种的综合评价雷达图

４　讨论与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１）红颜和粉玉草莓果实较
大，平均单果质量分别达到 ２９０１ｇ和 ２９２１ｇ，
明显大于秒香七号．粉玉草莓品种的果实呈长圆锥
形，外形美观，果实颜色诱人，且果实硬度比红颜

和秒香七号高，耐贮运性好，适合长途运输．粉玉
草莓品种的口感、香味与其他两个草莓品种相比较

差异不明显，果实酸甜适宜，柔软多汁，香味浓

郁，品质极佳，因此可推荐为香格里拉设施草莓栽

培中最为理想的优质型草莓品种．２）与着色７成
采摘的草莓相比，着色９成采摘的草莓其果实硬度
在基部、中部和顶部均呈下降趋势．３）不同贮藏
时间导致３个品种草莓果实硬度产生变化，即随着
贮藏时间增加，３个草莓品种的果实硬度均出现先
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规律；部位不同，其果实的硬度

值也不同，其中妙香七号品种的草莓果实顶部与基

部和中部硬度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３个草莓品种
的果实大小不同，其硬度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４）在存放条件和存放时间相同的情况下，粉玉品
种草莓的硬度值均大于红颜和妙香七号，即粉玉品

种的耐储藏性更优，因而更适合于远程运输销售．
５）红颜和妙香七号的硬度值差异不明显，但红颜
品种的草莓平均单果质量优于妙香七号，且产量优

于妙香七号．由于其硬度值较小不耐储藏，相较而
言，不适合远距离运输销售，可选择作为当地销售

品种．
综上所述，考虑到远距离销售或加工的需要，

较为理想的优质型草莓品种为粉玉；考虑在本地或

近距离销售的需要，可选择红颜品种．此外，采收
后的草莓果实最佳贮藏时间为１～２ｄ［８－９］．在远距
离运输过程中，需要对草莓果实进行一定的低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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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１０－１１］，并保证单个果实的独立放置，尽量减少

果实之间相互挤压，从而降低烂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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