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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的紫薯贮藏期间花青素含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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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紫薯采后贮藏过程中，受环境因素影响，紫薯花青素会逐渐发生降解，导致紫薯色泽变化，营养品质下降。应

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对贮藏期间的紫薯花青素含量变化进行了分析，建立了快速无损检测模型。实验采集了不同贮

藏时间紫薯样本（１２０个）的近红外光谱，基于全波长范围 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ｃｍ－１
结合不同光谱信号预处理方法（数据

卷积平滑、一阶求导、标准正态变量变换（ＳＮＶ））建立紫薯花青素的 ＰＬＳ（偏最小二乘）、ＳＮＶ ＰＬＳ、ｉＰＬＳ（区间偏最

小二乘）、ＧＡ ＰＬＳ（遗传算法 偏最小二乘）定量预测模型。结果显示，全波段经 ＳＮＶ为最优的原始光谱预处理方

法。对经 ＳＮＶ预处理的光谱进行 ｉＰＬＳ、ＧＡ特征波段筛选，所建立的 ＧＡ ＰＬＳ模型预测效果最佳，预测集决定系数

Ｒ２ｖ和均方根误差为 ０９１３６和７２３９８ｍｇ／（１００ｇ），剩余预测偏差为３３３９７。研究结果表明，应用近红外光谱技术

可以较好地检测紫薯花青素含量，研究结果可为紫薯加工原料智能筛选以及贮藏品质监测提供一种可靠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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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紫薯果肉内部呈深紫色，富含蛋白质、淀粉、维

生素、膳食纤维以及花青素等多酚类物质，属于营养

价值和功能价值兼备的粮食作物
［１－３］

，是近年来发

展起来的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新型食品资源
［４］
。

多项研究表明，紫薯花青素具有抗氧化性
［５］
，对机

体有降血脂
［６］
、保护肝脏功能

［７］
等生理活性，是一

种重要的抗氧化剂
［８－９］

；相比于红甘蓝、葡萄皮、接

骨木和紫玉米中的花青素有更好的自由基清除活

性
［１０］
。此外，紫薯花青素对饮料和糕点食品类的染

色能力较强，还可作为食品天然着色剂，在多个国家

被允许用于食品着色
［１１］
。

紫薯在采后运输和实际生产中，因其新鲜薯块

组织脆嫩、含水率高、呼吸旺盛等特点，其花青素对

温度、光照、酸碱性以及氧化还原剂等因素敏感
［１２］
，

不适宜的贮藏条件易导致多酚类有益成分变化，花

色苷降解，引起食品色泽的变化
［１３］
，造成营养品质

下降。对紫薯原料收储运环节的花青素含量加以检

测，可以实现紫薯加工环节前的原料筛选，指导紫薯

产品标准化和规模化。

花青素检测方法有很多，比如液相色谱法

（ＨＰＬＣ）［１４］、分光光度计法［１５］
、光谱技术

［１６］
、机器

视觉技术
［１７］
等。相较于常规理化检测方法，光谱技

术具有检测速度快、无损伤等特点，尤其是近红外光

谱能够反映分子基团倍频、合频振动信息，实现特征

组分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目前已有针对农作物内花

青素的红外光谱检测研究，如近红外光谱技术检测

蓝莓总黄酮、花青素
［１８］
，可见及近红外光谱检测牡

丹叶片花青素含量
［１９］
，还有应用高光谱成像技术测

定紫薯切片干燥过程中的花青素含量及分布
［２０］
，但

是目前对紫薯贮藏过程中花青素变化快速检测研究

较少。本文研究恒温恒湿贮藏条件下，应用近红外

光谱技术检测紫薯贮藏过程中花青素的变化情况，

构建快速检测花青素含量的模型，对比得到稳定可

靠的预测模型，实现贮藏过程中紫薯品质监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原材料处理
实验所用紫薯原料品种为徐紫薯 １号，购于江

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欧尚超市，选取大小适中、表面无

破损划伤割伤、无虫洞、形状统一的新鲜紫薯，清洗

干净。将新鲜紫薯放恒温恒湿箱中在温度 ２０℃、相
对湿度４５％条件下贮藏 ３０ｄ。采取简单随机取样
法，在不同贮藏时间（第 ０、２、４、６、８、１０、１２、１４、１６、
１８、２２、３０天）进行取样，每个贮藏时间取 １０个样

品，共计１２０个样品，进行紫薯近红外光谱采集及花
青素含量理化测定。

１２　花青素含量测定

采用改进的 ｐＨ示差法［２１］
测定紫薯花青素含

量。称取约１５ｇ样品于研钵中，加入少许石英砂
和少许１％ＨＣｌ乙醇溶液充分研磨，用提取溶剂分
次冲洗研钵并转移至离心管，并用提取溶液定容至

３０ｍＬ，超声３０ｍｉｎ，取出冷却至室温（２０℃），再在离
心机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的条件下离心 １０ｍｉｎ，取出。分别
取上层清液１ｍＬ于２支试管，分别加入 ｐＨ值 １０、
ｐＨ值 ４５的缓冲液 ３ｍＬ，充分摇匀后分别在
５３０ｎｍ及７００ｎｍ波长处测定吸光度。进行 ３次平
行实验。花青素总含量以滤液中矢车菊素３葡萄
糖甙含量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Ｏ＝［Ａ５３０，ｐＨ１０－Ａ７００，ｐＨ１０－（Ａ５３０，ｐＨ４５－Ａ７００，ｐＨ４５）］
ＭＷＤＦ
ＥＬ
（１）

式中　Ｏ———总花青素质量浓度，ｍｇ／ｍＬ
Ａ———各 ｐＨ值下不同波长所测吸光度
ＭＷ———矢车菊素３葡萄糖甙的分子量，取

４４９２
ＤＦ———稀释倍数
Ｅ———矢车菊素３葡萄糖甙的分子吸光率常

数，取２６９００
Ｌ———比色皿光程，取１ｃｍ

１３　近红外光谱采集与预处理
使用 ＡｎｔａｒｉｓⅡ ＦＴ ＮＩＲ型近红外光谱仪（美

国赛默飞世尔公司）采集紫薯样品的漫反射光谱。

光谱采集条件：以仪器内置背景为参比，波数范围为

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ｃｍ－１
，扫描次数为 １６次，分辨率为

８ｃｍ－１
，每条光谱包含１５５７个变量。每个样品采集

其赤道区４点的光谱曲线，求其平均光谱作为原始
光谱。

经扫描获得的近红外光谱数据由于受到高频随

机噪声、基线漂移、样品背景的影响，会降低所建模

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因此处理数据前，可对采集

的光谱数据进行合理的预处理，减弱甚至消除噪声

对建模数据的影响。常用的预处理包括标准正态变

量变换（ＳＮＶ）、数据卷积平滑（Ｓ＿Ｇ）、多元散射校正
（ＭＳＣ）以及一阶求导等方法，以提高信噪比和灵敏
度。同时，由于近红外光谱变量个数较多，为提高运

算速度，去除冗余信息，进一步降低输入变量个数，

可采用遗传算法（ＧＡ）、联合区间等方法。
１４　数据处理方法

将１２０个样本随机划分为校正集（９０个）和预
测集（３０个），结合光谱数据与花青素标定值，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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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Ｓ（偏最小二乘法）、ＳＮＶ ＰＬＳ、ｉＰＬＳ（区间偏最小
二乘）、ＧＡ ＰＬＳ建立花青素的定量预测模型。模
型性能一般根据决定系数（Ｒ２）评价，包括校正集决
定系数 Ｒ２ｃ、预测集决定系数 Ｒ

２
ｖ、预测决定系数 Ｒ

２
ｐ和

均方根误差，还增加了剩余预测偏差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ＲＰＤ），用以衡量预测模型的稳
定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贮藏期间紫薯花青素含量变化分析
紫薯贮藏期间花青素含量统计结果如表 １所

示，整体来看，贮藏期间紫薯花青素含量下降趋势显

著。贮藏开始时新鲜紫薯花青素含量（质量比）均

值达到８３４９７８ｍｇ／（１００ｇ），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
花青素含量下降趋势有所减缓，当贮藏至 ３０ｄ时，
花青素含量降至１４６３７７ｍｇ／（１００ｇ）。这主要由于
在贮藏过程中，花青素的稳定性容易受到温度、光

照、氧气等因素的影响，使其发生降解，其内部酚类

物质也发生变化导致抗氧化活性相应下降
［２２］
。观

察样品外表，发现其色泽和质地均发生变化，这是由

于紫薯内部花色苷和多酚类化合物发生缩合反应，

而其反应产物不稳定会进一步降解成无色或棕色的

化合物
［４］
，也是紫薯品质下降的主要原因

［１３］
。

表 １　贮藏期间花青素含量统计分析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贮藏

时间／ｄ

花青素质量比／（ｍｇ·（１００ｇ）－１）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

系数

０ ６７４５３９ ９８２３０３ ８３４９７８ ９０７３２ ０１０８７

２ ６０２３０４ ９３７００７ ７５４７９８ １０４０７６ ０１３７９

４ ４７９３７９ ９１８１２２ ６２５８２８ １２５８４９ ０２０１１

６ ３６８６９９ ７６５５０４ ５６８４３８ １３９８０４ ０２４５９

８ ３１９９４８ ７８５３７２ ５４３４５３ １３０３２８ ０２３９８

１０ ２９４９８４ ５５１８２８ ４２０２１７ ８６７８１ ０２０６５

１２ ２６９２６８ ４９９５７４ ３７５０２１ ７４７１６ ０１９９２

１４ １７５９３０ ３６８７５３ ２７１８６７ ６５３２４ ０２４０３

１６ １２７０４９ ３６７６９４ ２５８８３６ ７７１２６ ０２９８０

１８ １００８５４ ３７４６５４ １９４６５３ ７８５１４ ０４０３４

２２ ７９０８４ ２３７７６６ １５５３３８ ５５０９７ ０３５４７

３０ ７９３７９ １９７３７３ １４６３７７ ３２１１０ ０２１９４

２２　近红外光谱分析

贮藏过程不同时间采集的紫薯样本光谱如图 １
（图中 Ｒ表示反射率）所示，由图 １ａ可知，随着紫薯
贮藏时间的增加，紫薯的光谱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

致，但由于其内部相应基团含量的变化使吸收强度

有所变化。从原始光谱图中可以看到３个明显的特
征峰，分别位于 ５０００、６９００、８４００ｃｍ－１

附近。

５２００ｃｍ－１
和８４００ｃｍ－１

附近主要是水分的吸收峰，

贮藏期间紫薯样品逐渐失水收缩，因此含水率降低

导致了光谱吸收强度降低，当贮藏时间达到 ３０ｄ
时，此处的光谱吸收峰与新鲜状态已有较明显的差

异。吸收峰６９００ｃｍ－１
附近可能是 Ｃ—Ｈ、—ＣＨ２基

团发生变化导致的
［１８］
，同样该波数附近也存在水的

吸收峰。而４３００～５０００ｃｍ－１
波段是一个较为明显

的特征指纹区，Ｃ—Ｈ基团以及 Ｏ—Ｈ基团的合频振
动处于此波段内

［２３］
，可能是由于贮藏过程中紫薯内

的化学成分在相关酶的作用下发生变化，使其含氢

官能团变化
［２４］
。另外薯类淀粉发生降解，从而导致

糖类等化合物的变化
［２５］
。紫薯原始光谱经预处理

后的光谱曲线如图 １ｂ所示，经过 ＳＮＶ校正后可有
效消除光强衰弱引起的噪声，使原始光谱数据标准

正态化，同时也能够较好地保留紫薯的全波段光谱

信息
［２６］
。

图 １　紫薯近红外光谱

Ｆｉｇ．１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ｐｕｒｐｌｅ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ｏｒａｇｅｔｉｍｅｓ
　
２３　紫薯花青素预测模型

２３１　全波段预测模型
首先建立基于全波段的偏最小二乘回归预测模

型，并对原始光谱进行 Ｓ＿Ｇ平滑（设置窗口参数为
１１）、一阶求导（Ｄ１）、标准正态变量变换（ＳＮＶ）等预
处理，构建的模型预测结果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预测效果较好的是原始光谱经
Ｓ＿Ｇ平滑、ＳＮＶ预处理的 ＰＬＳ模型，其预测集决定
系数和预测集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０８５７３、０８４６４
和９９３２５、９９３２６ｍｇ／（１００ｇ），且剩余预测偏差大于
２，模型精度较好［２７］

。而经一阶求导建立的预测模

型，其均方根误差较高，预测的偏差较大，对应剩余预

测偏差小于 ２０，因此所构建的预测模型稳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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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基于全波段的花青素预测模型结果分析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ｕｌｌｒａｎｇｅ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建模方法 主成分数 Ｒ２ｃ
校正集均方根误差／

（ｍｇ·（１００ｇ）－１）
Ｒ２ｖ

预测集均方根误差／

（ｍｇ·（１００ｇ）－１）
剩余预测偏差

ＰＬＳ １２ ０９００２ ６８６０９ ０８３６１ １０３０３１ ２３４６８

Ｓ＿Ｇ ＰＬＳ １３ ０９１３０ ６４０６２ ０８５７３ ９９３２５ ２４３４３

Ｄ１ Ｓ＿Ｇ ＰＬＳ ６ ０８３３６ ８８５５１ ０７７７２ １２３４６４ １９５８４

ＳＮＶ ＰＬＳ １１ ０８９４３ ７０５８１ ０８４６４ ９９３２６ ２４３４３

定性较差。且 ＳＮＶ ＰＬＳ模型所选用的潜变量（ＬＶ）
数较少，故后续实验数据均采用 ＳＮＶ校正处理。
２３２　基于特征波长的预测模型分析

为了进一步降低变量个数，提高运算效率和模

型稳定性，本研究采用了区间偏最小二乘（ｉＰＬＳ）、

遗传算法 偏最小二乘法（ＧＡ ＰＬＳ）对特征波段的
筛选，预测结果如表３所示。应用 ｉＰＬＳ函数将全光
谱划分为２０个区间，经计算得到第 ２区间（４４００～
４７９０ｃｍ－１

）的均方根误差最小，该区间内含有 Ｃ—
Ｈ基团以及Ｏ—Ｈ基团的合频振动信息，也是不同

表 ３　基于特征波段的花青素预测模型结果分析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建模方法 变量数 波数／ｃｍ－１ Ｒ２ｃ
校正集均方根误差／

（ｍｇ·（１００ｇ）－１）
Ｒ２ｖ

预测集均方根误差／

（ｍｇ·（１００ｇ）－１）

剩余预测

偏差

ｉＰＬＳ １０３ ４４００～４７９０ ０８１７２ ９２７８８ ０５７２７ １６２８０４ １４８５２

ｓｉＰＬＳ ４１５ ４０００～４７９０ ０９２３１ ６０１７２ ０９０４８ ７６８７７ ３１４５１

ＧＡ ＰＬＳ １２９ ７２００～７５９０ ０９１６０ ６２８９５ ０９１３６ ７２３９８ ３３３９７

ＧＡ ｓｉＰＬＳ １０１ ８４００～８８００ ０９１５８ ６３００６ ０８７５０ ８７３２３ ２７６８９

贮藏期间紫薯的主要特征区间。然而单个区间的信

息有限，其预测效果较差。基于此建立的 ｓｉＰＬＳ（组合
区间偏最小二乘）模型，联合了 ３个区间（４０００～
４７９０ｃｍ－１

、７２００～７５９０ｃｍ－１
、８４００～８８００ｃｍ－１

）

的变量，还包含了 Ｃ—Ｈ、—ＣＨ２基团特征信息以及水
的特征峰，因此预测精度大大提高，其预测集决定系

数和均方根误差为０９０４８和７６８７７ｍｇ／（１００ｇ），剩
余预测偏差达到 ３以上。研究对比采用了遗传算
法，分别从全波段和优化的联合区间中进行变量

筛选，将变量从１５５７个降低至 １２９、１０１个，预测
效果都优于全波段建模。综合表 ２、３的预测结
果，对花青素含量预测最佳的模型为 ＧＡ ＰＬＳ模
型，其预测集决定系数 Ｒ２ｖ和均方根误差为 ０９１３６
和７２３９８ｍｇ／（１００ｇ），剩余预测偏差达到３３３９７，如
图 ２所示。

对比结果表明，ｓｉＰＬＳ和 ＧＡ ＰＬＳ模型均能够
简化模型，优选的波长信息也均包含了特征基团对

应的吸收峰，不仅提高了模型预测精度，而且剩余预

测偏差均达到３以上，模型具备较高的鲁棒性。
２４　模型验证

为检验所建模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重新采集

样本进行模型验证。验证实验采用与建模时相同品

种和贮藏条件的紫薯样品，采集不同贮藏时间（０～
２０ｄ）的紫薯样品，共采集 ３５个样本。经近红外光
谱扫描并进行 ＳＮＶ预处理和 ＧＡ遗传算法提取特
征波长，代入 ＧＡ ＰＬＳ模型预测，不同贮藏时间紫

图 ２　花青素 ＧＡ ＰＬＳ模型实测值和预测值相关性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ＧＡ ＰＬＳ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薯花青素预测结果和实际标定值对比分析结果如

图３所示。预测结果表明，花青素含量预测决定系数

Ｒ２ｐ和均方根误差为 ０８３１４和 １０７６６３ｍｇ／（１００ｇ）。

预测结果低于原模型结果，这主要因为贮藏环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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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紫薯样本之间的差异性影响，同时紫外分光光度

计的仪器误差以及测定过程中的人为误差也会影响

花青素含量的测定。

图 ３　花青素实测值与预测值相关性

Ｆｉｇ．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由图４可以看出，花青素残差分布分散，其残差

和为 －１００４１７ｍｇ／（１００ｇ），这主要是因为验证模
型采样选取了整个贮藏过程不同时间的紫薯，其花

青素含量本身具有较大差异，分布范围较广，离散性

较大。经计算，验证集的剩余预测偏差为 ２３５０４，
说明该预测模型稳定性较好，可以实现对贮藏期间

紫薯花青素含量的快速检测。

３　结束语

以贮藏期间的紫薯为研究对象，应用近红外光谱

　　

图 ４　验证集样本花青素预测残差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ｅｒｒｏｒｏｆ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技术对其花青素含量变化进行了分析，建立了快速无

损检测模型。研究基于全波段（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ｃｍ－１
）

并结合不同光谱信号预处理方法（Ｓ＿Ｇ平滑、一阶
求导、标准正态变量变换（ＳＮＶ））建立紫薯花青素
含量的偏最小二乘（ＰＬＳ）定量预测模型，优选出
ＳＮＶ法为最优的原始光谱预处理方法。对经 ＳＮＶ
预处理的光谱进行 ｉＰＬＳ、ＧＡ特征波长筛选，所建立
的ＧＡ ＰＬＳ模型预测效果最佳，预测集决定系数Ｒ２ｖ
和均方根误差为 ０９１３６和 ７２３９８ｍｇ／（１００ｇ），剩
余预测偏差为３３３９７。对最佳预测模型进行验证，
３５个未知样本花青素含量的预测决定系数和均方
根误差分别为０８３１４和１０７６６３ｍｇ／（１００ｇ），残差
和为 －１００４１７ｍｇ／（１００ｇ）。研究结果表明，应用
近红外光谱技术可以较好地预测紫薯花青素含量，

为紫薯原料品质评价提供方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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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温桃勇，刘小强．紫色甘薯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研究进展［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９，３７（５）：１９５４－１９５６．
ＷＥＮＴａｏｙｏｎｇ，ＬＩＵ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ｎｕｔｒｉ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ｕｒｐｌｅ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ｈｕ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９，３７（５）：１９５４－１９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ＲＥＹＥＳＬＦ，ＭＩＬＬＥＲＪＣ，ＣＩＳＮＥＲＯＳＺＥＶＡＬＬＯＳ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ｓｉｎｐｕｒｐｌｅａｎｄ
ｒｅｄｆｌｅｓｈｅｄｐｏｔａｔｏ（Ｓｏｌａｎｕｍ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Ｌ．）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５，８２（４）：２７１－２７７．

［４］　高林，刘妍，廖小军，等．紫薯泥产品开发和贮藏期品质研究［Ｊ］．食品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６，３７（１６）：１９３－１９７．
ＧＡＯＬｉｎ，ＬＩＵＹａｎ，ＬＩＡＯＸｉａｏｊｕｎ，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ｕｒｐｌｅ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ｎｓｔｏｒａｇｅ
ｌｉｆｅ［Ｊ］．Ｆｏｏ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３７（１６）：１９３－１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罗春丽，王林，李杏，等．紫薯花青素体外抗氧化及对 Ｈ２Ｏ２诱导 ＨｅｐＧ２细胞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Ｊ］．食品科学，
２０１５，３６（１７）：２２５－２３０．
ＬＵＯＣｈｕｎｌｉ，ＷＡＮＧＬｉｎ，ＬＩ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ｆｒｏｍｐｕｒｐｌｅ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ｏｎ
ＨｅｐＧ２ｃｅｌｌ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Ｈ２Ｏ２［Ｊ］．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３６（１７）：２２５－２３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张慢，潘丽军，姜绍通，等．紫薯花青素降血脂及抗氧化效果［Ｊ］．食品科学，２０１４，３５（１９）：２４６－２５０．
ＺＨＡＮＧＭａｎ，ＰＡＮＬｉｊｕｎ，ＪＩＡＮＧＳｈａｏｔｏｎｇ，ｅｔａｌ．Ｈｙｐｏ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ｃａｎｄ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ｆｒｏｍｐｕｒｐｌｅｓｗｅｅｔ
ｐｏｔａｔｏｉｎｒａｔｓ［Ｊ］．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３５（１９）：２４６－２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ＹＯＳＨＩＭＯＴＯＭ，ＯＫＵＮＯ Ｓ，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Ｍ，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ｍｕｔａ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ｏｆｄｅａｃｙｌａｔｅｄ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ｉｎｐｕｒｐｌｅｆｌｅｓｈｅｄ
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２００１，６５（７）：１６５２－１６５５．

［８］　ＭＡＴＳＵＩＴ，ＥＢＵＣＨＩＳ，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Ｍ，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ａｃｙｌａｔｅｄ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Ｉｐｏｍｏｅａ
ｂａｔａｔａ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ａｙａｍｕｒａｓａｋｉｃａｎｂ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ｌｐｈａ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ａ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２，５０（２５）：７２４４－７２４８．

［９］　ＬＩＪ，ＳＯＮＧＨ，ＤＯＮＧＮ，ｅｔａ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ｆｒｏｍｐｕｒｐｌｅ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ＩｐｏｍｏｅａｂａｔａｔａｓＬ．）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ｓｃｏｒｂｉｃａｃｉｄ［Ｊ］．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２３（１）：８９－９６．

［１０］　ＷＡＮＧＳＭ，ＹＵＤＪ，ＳＯＮＧＫＢ．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ｕｒｐｌｅ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Ｉｐｏｍｏｅａｂａｔａｔａｓ）ｓｌｉｃｅｓ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ｌｔｏｄｅｘｔｒｉｎ［Ｊ］．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５２（４）：４３５．

４５３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１１］　付红岩，李自强，姚晶，等．金属离子和食品添加剂对紫甘薯花色苷稳定性的影响［Ｊ］．食品工业科技，２００７，３４（１１）：
６７－６９．
Ｆ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ＬＩＺｉｑｉａｎｇ，ＹＡＯ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ｅｔａｌ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ｏｏ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ｐｉｇｍｅｎｔｆｒｏｍ
ｐｕｒｐｌｅ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ｏｏ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０７，３４（１１）：６７－６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李杰，李喜宏，张继明，等．紫薯最适贮藏保鲜温度研究［Ｊ］．食品科技，２０１７，４２（１２）：５６－５９．
ＬＩＪｉｅ，ＬＩＸｉ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ｏ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ｎｆｒｅｓｈｋｅｅｐｉｎｇｏｆｐｕｒｐｌｅｐｏｔａｔｏ［Ｊ］．
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４２（１２）：５６－５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ＰＡＴＲＡＳＡ，ＢＲＵＮＴＯＮ Ｎ Ｐ，ＯＤＯＮＮＥＬＬＣ，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ｎ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ｆｏｏｄ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１（１）：３－１１．

［１４］　ＪＩＥＬ，ＬＩＸＤ，ＹＵＮＺ，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ｕｒｐｌｅｆｌｅｓｈｅｄ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ｉｎ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Ｈ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ｆｒｕｉｔ；ｊｕｉｃｅｓ［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１３６（３－４）：１４２９－１４３４．

［１５］　ＸＵＺ，ＷＵＪ，ＺＨ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ｆｒｏｍｒｅｄｃａｂｂａｇｅｕｓｉｎｇ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２［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１０１（１８）：７１５１－７１５７．

［１６］　李艳肖，黄晓玮，邹小波，等．蚁群 遗传算法优化近红外光谱检测花茶花青素含量的研究［Ｊ］．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
报，２０１４，５（６）：１６７９－１６８６．
ＬＩＹａｎｘｉａｏ，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ｏｗｅｉ，ＺＯＵＸｉａｏｂｏ，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Ｏ ｉＰＬＳａｎｄＧＡ ｉＰＬＳｆｏｒ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Ｎ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２０１４，５（６）：１６７９－１６８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雷静．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番茄花青素含量检测［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１８，４０（３）：１９３－１９７．
ＬＥＩＪ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８，４０（３）：１９３－１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刘小路，薛璐，鲁晓翔，等．近红外光谱技术快速无损检测蓝莓总黄酮、花青素的研究［Ｊ］．食品工业科技，２０１５，
３６（１６）：５８－６１．
ＬＩＵＸｉａｏｌｕ，ＸＵＥＬｕ，ＬＵＸｉａｏ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Ｆａｓｔ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ｔｏｔａｌ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ａｎｄ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ｉｎ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ｉｅｓｂｙ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ｅ［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ｏｏ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５，３６（１６）：５８－６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刘秀英，申健，常庆瑞，等．基于可见／近红外光谱的牡丹叶片花青素含量预测［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９）：
３１９－３２４．
ＬＩＵＸｉｕｙｉｎｇ，ＳＨＥＮＪ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ｒｕｉ，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ｐｅｏｎｙｌｅａｖ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９）：３１９－３２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
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０９４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０９．
０４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ＬＩＵＹ，ＳＵＮＹ，ＸＩＥＡ，ｅｔ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ｏｒｒａｐｉ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ｐｕｒｐｌｅｆｌｅｓｈ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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