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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如表 �所示
， “

麦克因
”
在��℃ 以下温

度贮余中
，
还原糖

、

全糖含量明显增加
，
特

别是在 飞℃
、
�℃区增加更为明显 ，

达到贮

藏初期聊
�、 ��倍

。

��℃ 、

��℃ 区中增加极

少
，
仅是初期的 � 、 �倍

。 “ 男爵
”
也表现

表 �二 不同贮藏温度条件下
“ 麦克因

”

的糖含量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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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在低温贮藏

中
，
糖含量增加

。

一般认

为
，
增加的游离糖是炸

薯片和炸薯条加工中褐

变的原因
。

但对于贮藏

温度
、

糖含量
、

品种
、

褐变度等之间的关系
，

目前还不十分清楚
。

本

研究将
“
麦克因

” 、 “

男

爵
” �个品种贮藏在不

同温度条件下
，
测定其

贮藏中的糖含量变化
，

并使用贮藏的马铃薯制

成炸薯片
，
测定色泽

，

分析其糖含量与炸薯片

色泽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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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耸薯的糖含量与炸薯片色泽关的系

于 �℃ 、
�

�

�
、

本地 产 的
“
麦 克

因
”
和北海道产的

“
男

爵
” ，

在温度��℃ 、

湿

度 �� 士 �� 条件下放置

一夜
，

第二天分别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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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中块茎中的糖 �还原

糖
、

全糖�含量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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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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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薯片 制 做
�

将 马 铃 薯 切 成 �
�

�、

�
�

��� 厚的薄片
，
滤干水分后

，
在色拉油

������
，
���、 ��。℃� 中炸��秒钟 ，

��
、

��
、

��秒后各翻转一次
。

薯片色泽测定
�

将除去表 皮 部 分 的薯

片
，
用乳钵研碎 � 以白板为标准

，

用测色色

差仪 �日本电色��
一
�����型�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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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人 马峨肇徽怎
、
省 飞龟

、
贷�兔

、
诀叭

出了同样的趋势�表 ��
，
但与

“
麦克因

”
相

比增加幅度小
。

贮藏��天后
，
�℃区还原糖

达到�
�

�倍
，
全糖达到�

�

�倍
。 “

男爵
”
贮藏

初期糖含量高的理由之一
，
认为是受到收获

前后北海道外界气温的影响 �其它地区收获

表 �
�

贮藏薯
“ 麦克因

”
制成的炸薯片

粉末的明度 ��值�

的
“
男爵

”
收获后还原糖为 �

�

���，
全糖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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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薯片粉末的 �值变化
，

如表 �
、
�所

示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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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品种在加工薯片时的褐 变 反 应 程

度
，
都是随着低温贮藏日数的增加而变大

，

特

别是在��了
�

�℃温度区域 ，
褐变显著

。

与此相

对应
，

炸薯片粉末的透明度降低
。

因薯片褐变

而失去商品价值的界限 �值为�����
，

在此

值以下
，

薯片褐变
、

黑变严重
，

失去商品性
。

从表 �
、
�和表 �

、
�中 可 看 出

，

糖

含量与炸薯片色泽 ��位�之问存在着负相

水关系
，

用计算机 ������一�����解析

二者的关系
�

图 �是
“
麦克因

”
还原箱含量

与薯片粉末 �值的相关图
，

二者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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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技术灵敏度的十分之一
，

但特异性比后者

强
。

间接免疫荧光技术在样品带菌量大的情

况下
，
因抗原过剩

，

常出现假阴性
，

同时此

法与马铃薯软腐菌和黑胫病菌产生弱反应
，

易受干扰
，
而且还需配置荧光显微镜

，

不易

普及
。

由于细菌菌体较大
，

固相载体吸附能力

比病毒差
，
因而采用间接 ����� 检测马铃

薯环腐病在灵敏度上有一定影响
，

这有待今

后进一步改进组合
，

或制备更具有特异性和

高效价的杭环腐菌单克隆抗体
、

以提高对环

腐菌的检出能力
。

�� 将原液 以 ��倍稀释 �个浓度后制片
，
应用 ����之

万能显微镜观察
，
激发光源为 �����一���

�

放 大 倍 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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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与 讨 论

应用抗 ���
，
免疫球蛋白 �拼����

，

辣

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羊抗兔结合物 工 作 浓 度

�����
�

间接 ��玲� 试验最检出马铃薯环

腐菌的浓度为 �� ��
�
��拼加�

，

这一方法的

特异性能
，

可将马铃薯上其它病原细菌和非

致病菌明显区别开
。

通过问接 ����� 试验检测 马 铃 薯 样

品
，

可以把轻度感病和受其它细菌二次感染

而腐烂的环腐病病薯检出
。

间接 ����� 试验的灵敏度比琼脂双扩

散高 �。 。�信
。

这一方法虽只为间接免 疫 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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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一 �
�

�妇
。

图 �是
“
男爵

妙
还原糖含量与

薯片�值的相关图
，

相关系 数为 一 �
�

���
。

全糖含量与薯片糖粉末 �值的 相 关 系 数
，

“
麦克因

”
为 一 �

�

���
， “

男爵
”
为 一 �

�

���
。

认为
�

非还原塘含量与薯片揭变的相关程度

没有还原糖大
。

糖含量在�幻�。叱 以下时
，

与揭变的相关更为密切
。 “

麦克因
”
的还原

糖含量 ��������
，
相关系数为 一 �

�

���
，

全糖含量��������时
，

为 一 �
�

���
，

均显示

了高的相关
。

糖含量超过 ��
，
对褐变的影

响程度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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