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修回日期!!"!! #"! #!%

基金项目!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fKFN%#!

陇原青年创新创业人才项目

作者简介!高瑞琴"%''%#$女$助理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

经济林产品的加工与开发利用 ",-./01# %4"""!%!%4 5

66789.%

油料资源
!"#! %"7%''"!?=78;@07A<>A7%""& #+'3'7!%"!$&

采摘期对陇南)晋龙 A 号*核桃理化特征的影响

高瑞琴%

!虎云青%!!

!杨永兴%

!巩芳娥%!!

!王文亮%!&

!王惠明%

!

王B茜%!&

!陈霄鹏%

!胥玲花%

!李B林%

!张正武%

"%7陇南市经济林研究院!甘肃 武都 +$3"""# !7甘肃省核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甘肃 武都 +$3"""# &7油橄榄研究所!甘肃 武都 +$3"""$

摘要!为探明陇南,晋龙 ! 号-核桃果实的最佳采摘期!以,晋龙 ! 号-为供试品种!设置 + 个采摘期

"!"!" 年的 + 月 !$ 日%+ 月 &% 日%2 月 + 日%2 月 %$ 日%2 月 !% 日%2 月 !2 日%' 月 $ 日$!分别测定

核桃表型特征!出仁率!核仁含水率%干基含油率!核桃油脂肪酸组成及含量等主要理化特征& 结果

表明'随着采摘期的推迟!青果单质量%湿果单质量%核仁鲜质量%核仁干质量呈先增加后下降并趋

于稳定的变化趋势!核仁含水率逐渐减小!干基含油率先逐渐增大后趋于稳定!出仁率先逐渐增加

后稍有降低!说明适当推迟采摘期有利于提高核桃产量和保证良好的核仁品质& 采摘期对核桃油

脂肪酸组成没有影响!但不同采摘期脂肪酸含量存在差异!且核桃油脂肪酸含量由大到小的顺序为

亚油酸C油酸C亚麻酸C棕榈酸C硬脂酸C花生一烯酸& 根据主成分综合得分可知!在 ' 月 $ 日

采摘的,晋龙 ! 号-核桃其油脂处于较佳水平&

关键词!采摘期#晋龙 ! 号#核桃#理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FG!!!"FX3$3B B文献标识码!H 文章编号!%""& #+'3'#!"!&$"+ #"%!" #"4

%&&'()*+&5.(O./0 5',.+1+/54:*.(+(4'6.(-9(4-,-()',.*).(*+&

_./9+/0 A 2-9/8)&,+6Y+/0/-/

NHQdR060;

%

$ YUKR;60;<

%$!

$ KH(NK9;<L0;<

%

$ NQ(NS/;<tT

%$!

$

MH(NMT;10/;<

%$&

$ MH(NYR0.0;<

%

$ MH(NX0/;

%$&

$ *Y,(V0/9cT;<

%

$

VUI0;<̀R/

%

$ IJI0;

%

$ fYH(Nf̀T;<:R

%

"%7I9;<;/; ,89;9.08S9[T̂\dT̂T/[8̀ J; \̂0\R\T$ MR]R +$3"""$ N/; R̂$ *̀0;/! !7N/; R̂ M/1;R\

,;<0;TT[0;<FT8̀;919<>dT̂T/[8̀ *T;\T[$ MR]R +$3"""$ N/; R̂$ *̀0;/!

&7Q10aTdT̂T/[8̀ J; \̂0\R\T$MR]R +$3"""$ N/; R̂$ *̀0;/#

=<*),-()&J; 9[]T[\9TLc19[T\̀T9c\0.R.c08@0;<cT[09] 9ZI9;<;/; O0;19;<! :/1;R\$ \̀TO0;19;<!

:/1;R\:/̂8911T8\T] /\̂TaT; c08@0;<cT[09] "̂OR1>!$\̀$ OR1>&%\̀$ HR<R \̂+\̀$ HR<R \̂%$\̀$ HR<R \̂

!%\̀$ HR<R \̂!2\̀$ /;] GTc\T._T[$\̀$ !"!"#$ /;] \̀T./0; c`>̂0898̀T.08/18̀/[/8\T[0̂\08̂ R̂8̀ /̂

c`T;9\>c088̀/[/8\T[0̂\08̂$ @T[;T1[/\T$ .90̂\R[T89;\T;\/;] 90189;\T;\"][>_/̂0̂# 9Z:/1;R\@T[;T1$

/;] Z/\\>/80] 89.c9̂0\09; /;] 89;\T;\9Z:/1;R\901:T[T.T/̂R[T]7F̀T[T̂R1\̂^̀9:T] \̀/\:0\̀ \̀T

]T1/>9Z\̀Tc08@0;<cT[09]$ \̀T<[TT; Z[R0\:T0<̀\$ :T\Z[R0\:T0<̀\$ @T[;T1Z[T̂̀ :T0<̀\/;] @T[;T1][>

:T0<̀\0;8[T/̂T] /\Z0[̂\/;] \̀T; ]T8[T/̂T] /;] \T;]T] \9_T̂\/_1T$ /;] \̀T.90̂\R[T89;\T;\9Z:/1;R\

@T[;T1<[/]R/11>]T8[T/̂T]$ \̀T90189;\T;\"][>_/̂0̂# <[/]R/11>0;8[T/̂T] /\Z0[̂\/;] \̀T; \T;]T] \9_T

\̂/_1T$ /;] \̀T@T[;T1[/\T0;8[T/̂T] <[/]R/11>

/;] \̀T; ]T8[T/̂T] 1̂0<̀\1>$ :̀08̀ 0;]08/\T] \̀/\

]T1/>0;<\̀Tc08@0;<cT[09] :/̂ _T;TZ080/1\9

0;8[T/̂T\̀T>0T1] 9Z:/1;R\/;] <R/[/;\TT<99]

6R/10\>9Z:/1;R\@T[;T17F̀Tc08@0;<cT[09] `/]

;9TZZT8\9; \̀TZ/\\>/80] 89.c9̂0\09; 9Z:/1;R\

901$ _R\\̀T[T:T[T]0ZZT[T;8T̂ 0; \̀TZ/\\>/80]

"!%

*YJ(HQJIG H(PSHFGBBBBBBBBBBBBBB!"!& D91e$2 (9e+



89;\T;\0; ]0ZZT[T;\c08@0;<cT[09] 7̂F̀T89;\T;\9ZZ/\\>/80]^0; :/1;R\9010; ]T̂8T;]0;<9[]T[:/̂

10;91T08/80] C91T08/80] C10;91T;08/80] Cc/1.0\08/80] Ĉ\T/[08/80] CT089̂T;908/80]7H889[]0;<\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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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核桃"X73.,9-*430, I7#为甘肃省陇南地区重要

的经济作物% 核桃不仅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而且

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能健胃)补血)润肺)养神

等'% #!(

% 研究表明$核桃含油量很高$核桃油含有大

量亚油酸)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对预防心血管疾

病以及保护大脑和神经系统具有一定的效果'& #$(

%

核桃的品种'4(

)栽培方式'3(

)地域'+(等均可影响其

产量和品质% 有关核桃的研究报道多侧重于遗传学

分析)光合生理特性)油脂脂肪酸组成及含量分析)

最佳采收期)保鲜贮藏等方面'2 #%%(

% 3晋龙 ! 号4具

有晚熟$为雄先型$抗旱性强)抗晚霜)抗病)风味香

甜等特性'%!(

$有关该品种采摘期对核桃理化特征的

影响鲜见报道% 本文研究不同采摘期对 3晋龙 !

号4核桃理化特征的影响$从生理学的角度判断果

实的最佳采摘期$以期为优良核桃品种的选育及丰

产栽培提供理论支撑%

?@材料与方法

%7%B实验材料

实验地位于东经 %"4y!&t)北纬 &&y!'t)海拔

'3" .$全年平均气温 %!7% i$无霜期 !"4 ]$年日照

时数 % $3274 `$年均降雨量 3"" ..$其中 4,' 月

降雨量 $+"7' ..$占全年降水量的 +37"E$相对湿

度 +4E% 供试品种3晋龙 ! 号4为甘肃省陇南市经

济林研究院于 !""' 年从新疆引植至甘肃省成县核

桃示范基地$树龄 %" 年以上$田间表现出较好的丰

产特性和抗病性% 选择 4 棵长势一致)树形相近)无

病虫害)结果率相当的3晋龙 ! 号4核桃树$随机采

摘 2 h%" 个核桃样品% 采摘时间依次为 !"!" 年的

+ 月 !$ 日)+ 月 &% 日)2 月 + 日)2 月 %$ 日)2 月 !%

日)2 月 !2 日)' 月 $ 日%

石油醚"沸程 &" h3" i#)甲醇)氢氧化钠$分

析纯$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无水硫酸钠$

分析纯$四川西陇化工厂有限公司!%" 种脂肪酸甲

酯混标"*

%3

h*

!!

#$美国 (U#*Y,)#bd,b公司!

实验用水为去离子水%

F[/8T%&"" JGX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T[.9

S0̂̀T[G80T;\0Z08#!bI!"& 型电子天平"上海 gT\\1T[#

F91T]9#!游标卡尺!%"% 型电热鼓风干燥箱!g0;0̂cT8

碳氢化合物含氢量测定仪 "德国布鲁克公司#!

(G2""(Y分光色差仪!GfS#"3*型脂肪抽提仪"浙

江托普仪器有限公司#%

%7!B实验方法

%7!7%B表型特征)色差)出仁率及含水率的测定

挑选当天采摘大小较为一致的 4 个核桃样品

进行编号$用电子天平称其质量$即青果单质量!

然后用小刀将核桃青皮去除干净$得核桃湿果$称

其质量得湿果单质量!用游标卡尺分别测定湿果

的纵径"核桃顶部与底部之间的距离#)

$

径"核桃

中部缝合线之间的距离#$以纵径和横径的比计算

果形指数!再用核桃夹将核桃夹破$完全取出核

仁$称其质量得核仁鲜质量!最后将核仁放置于电

热鼓风干燥箱 $"i烘干$得到干核仁$称其质量得

核仁干质量%

用分光色差仪测定青皮色差)种皮色差和种

仁色差$分别以 + 月 !$ 日采摘核桃的青皮)种皮和

种仁作为参照物% 随机选取 %" 个核桃为一组$称

其质量得总果质量和总仁质量$以总仁质量和总

果质量的比计算出仁率% 核仁含水率采用干燥法

测定%

%7!7!B干基含油率的测定

将核桃仁置于电热鼓风干燥箱 4"i烘干至恒

重$用碳氢化合物含氢量测定仪测定核仁干基含油

率$每个样品进行 & 组平行实验%

%7!7&B核桃油的提取

采用索氏抽提法提取核桃油% 将核桃仁置于

4" i的烘箱内烘干至恒重!然后用研钵研至粉末

状$用电子天平准确称取约 %7""" <核桃粉并用滤

纸包好后置入脂肪抽提仪的抽提瓶中!接着在抽提

瓶中加入 4" .I石油醚$回流提取 $ h3 `$取出后待

石油醚挥发完全后收集核桃油% 每个样品进行 & 组

平行实验%

%7!7$B核桃油脂肪酸组成分析

首先对样品进行甲酯化% 取核桃油样 "7&"" " <

于 !" .I具塞试管中$加入 4 .I"74 .91?I的氢氧

化钠#甲醇溶液$摇匀且每 4 .0; 摇晃一次$常温下

反应 $" .0;左右$然后加入 4 .I石油醚$摇匀$最

后加入 4 .I去离子水$待完全分层后$用移液枪取

上层有机相于 ! .I离心管中$加入适量无水硫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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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4 """ [?.0;离心 ! .0;$然后用 "7$4

!

.的过滤

膜过滤到安瓿瓶中$用石油醚稀释 %" 倍后$转移至

小试剂瓶待测% 采用 NW4""'7%32,!"%3-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进行脂肪酸组成

测定$并采用 (JGF!"%% 版质谱数据库检索并结合

*

%3

h*

!!

脂肪酸甲酯混标比对分析定性$峰面积归

一化法计算油样中主要脂肪酸的相对含量%

%7!74B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数据运用 Q[0<0; '7")GbGG %+7"),L8T1分析数

据及作图$!o"7"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结果与分析

!7%B,晋龙 ! 号-核桃果实表型特征随采摘期的

变化

分别测定了不同采摘期3晋龙 ! 号4核桃的青

果单质量)湿果单质量)湿果纵径)湿果横径)核仁鲜

质量)核仁干质量)果形指数和核仁含水率$结果如表

%所示% 由表 % 可知$青果单质量范围为"+"72+ n

!e&%#<h"2$7%+ n%72+# <$湿果单质量范围为

"!+e4! n!7!+#<h"$"7$3 n!7%3#<$核仁鲜质量范

围为"'7%3 n!7%%#<h"%&72% n%7+%#<$核仁干质

量范围为"47&% n%7"4#<h"'7"4 n%7"&#<% 3晋龙

! 号4青果单质量)湿果单质量)核仁鲜质量)核仁干

质量随采摘期的推迟呈先增大后下降$最后趋于稳

定的变化趋势$除青果单质量*2 月 %$ 日为最大值

"2$e%+ n%72+#<+外$其他各指标均在 2 月 !% 日达

到最大值$分别为"$"7$3 n!7%3#)"%&72% n%7+%#<

和"'7"4 n%7"&#<!随着采摘期的推迟$3晋龙 ! 号4

核仁含水率呈下降趋势$' 月 $ 日采摘的核仁含水

率最低$为"!274" n"7'$#E$较 + 月 !$ 日采摘的核

仁含水率"$!7"" n!742#E显著降低% 随着采摘期

的推迟$湿果横径先逐渐增大后稍有降低$且横径均

大于 &" ..% 果形指数越小$说明果形越圆$果形指

数越大$说明果形越长% 由表 % 可以看出果形指数

较小且变化不明显$说明3晋龙 ! 号4在成熟期内果

形均呈近圆形且随着成熟期变化不明显%

表 ?@不同采摘期)晋龙 A 号*核桃果实表型特征变化

采摘期 青果单质量?< 湿果单质量?< 湿果纵径?.. 湿果横径?.. 果形指数 核仁鲜质量?<核仁干质量?<核仁含水率?E

+ 月 !$ 日 +"72+ n!7&%/ !+74! n!7!+/ $%7!' n!7%2/ &$7%3 n%7$!/ %7!% n"7%!/ "'7%3 n!7%%/ 47&% n%7"4/ $!7"" n!7428

+ 月 &% 日 ++7&$ n%7"!_ &!7"& n%723/_ $"73! n"72'/ &27!+ n%7$/_ %7"3 n"7!&/ %%7%4 n%7"$/_ 373+ n%744/_ $"7!" n!7"%_8

2 月 + 日 2!744 n%7"2_8&$7'! n%7'+/_8&'7"$ n%7"3/ &37&2 n%7%'/_ %7"+ n"7"2/ %!7&! n!7$+/_ +74' n!7"%_ &27$" n%7$&_

2 月 %$ 日 2$7%+ n%72+8 &'7"2 n&7%+8 $%7&& n%7'!/ $"7$2 n"73'_ %7"! n"7%%/ %&7"$ n!7&&8 27$2 n%7"&_8 &47"" n%7!3/_

2 月 !% 日 2&7$" n%7$&8 $"7$3 n!7%38 $!7&% n$7'"/ $"7+" n!7'&_ %7"$ n"7&!/ %&72% n%7+%8 '7"4 n%7"&8 &$74" n%7&4/_

2 月 !2 日 2!72$ n%732_8&3732 n"73&_8$"7!+ n$7&%/ &'7!% n"7+!/_ %7"! n"7%3/ %!74" n!7&&_827+& n%7'&_8 &"7!" n%7"+/

' 月 $ 日 2!73$ n%7"3_8&47!& n&7!$_8$%7"3 n%7'%/ &2724 n!7"%/_ %7"4 n"7!%/ %!7"3 n%7$&_8273! n%7!!_8 !274" n"7'$/

B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数据之间差异显著"!o"7"4#

!7!B,晋龙 ! 号-核桃出仁率随采摘期的变化

图 % 为3晋龙 ! 号4不同采摘期核桃出仁率的

变化% 从图 % 可以看出$3晋龙 ! 号4核桃出仁率范

围为 &&7!2E h&47!2E$平均出仁率为 &$e""E$随

采摘期的推迟出仁率呈先逐渐增加后稍有降低的变

化趋势%

图 ?@不同采摘期)晋龙 A 号*核桃出仁率的变化

!7&B,晋龙 ! 号-核仁干基含油率随采摘期的变化

图 ! 为3晋龙 ! 号4核仁干基含油率随采摘期

的变化%

图 A@不同采摘期)晋龙 A 号*核仁干基含油率的变化

BB由图 ! 可知$随采摘期的推迟$3晋龙 ! 号4核

仁干基含油率先逐渐增大后趋于稳定$含油率范

围为 3$e""E h3+723E% 自 2 月 + 日以后核仁干

基含油率随采摘期的推迟显著增加$2 月 !2 日,'

!!%

*YJ(HQJIG H(PSHFGBBBBBBBBBBBBBB!"!& D91e$2 (9e+



月 $ 日$核仁干基含油率基本稳定$最高达到

3+e23E$较 + 月 !$ 日采摘核桃的核仁干基含油

率明显提高$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核桃仁的

油脂随生长发育过程逐渐累积% 实际生产中若以

含油率为主要经济指标$可适当推迟核桃的采

摘期%

!7$B,晋龙 ! 号-核桃青皮%种皮%种仁色差随采摘

期的变化

图 & 为不同采摘期核桃青皮)种皮)种仁色差

的变化% 由图 & 可知$3晋龙 ! 号4核桃青皮)种

皮)种仁色差随着采摘期的推迟逐渐增大% 肉眼

实际观察发现$青皮的颜色是从深绿色逐渐变为

浅绿色$最后为黄绿色$种皮的颜色由亮白黄色逐

渐变为黄白色$最后为浅黄褐色$种仁的颜色由白

色变为乳白色%

图 D@不同采摘期)晋龙 A 号*核桃青皮%

种皮%种仁色差的变化

!74B,晋龙 ! 号-核桃油脂肪酸组成及含量随采摘

期的变化

本实验对3晋龙 ! 号4核仁提取的核桃油进行

了脂肪酸组成分析$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各采

摘期核桃油的脂肪酸组成没有变化$但脂肪酸含量

存在差异%

表 A@不同采摘期核桃油脂肪酸组成及含量 E

脂肪酸 + 月 !$ 日 + 月 &% 日 2 月 + 日 2 月 %$ 日 2 月 !% 日 2 月 !2 日 ' 月 $ 日

棕榈酸 "37%! n"7"% "37"" n"7"& "4742 n"7!" "37"! n"7"% "$7'" n"74% "47&" n"7%& "47+' n"7"%

硬脂酸 "!722 n"7"$ "!7'$ n"7"3 "!7'2 n"7%! "!7!" n"7"3 "&7+& n"7"& "&74" n"74% "&74' n"7!4

油酸 !&7%" n"7"! !&7!3 n"7"% &!73! n"7"% &47!! n"7"! &'734 n"7"% &+7$2 n"7%3 &37+4 n"7%3

亚油酸 437"% n"7%4 4473! n"7%" $'7"" n"7"3 $&7+' n"7%% $37%& n"7%+ $$733 n"7"% $$7&' n"7!%

亚麻酸 %%72! n"7"% %%74% n"7"% "'7"+ n"7"& %!7%& n"7"% "2743 n"7!3 "27!' n"7"! "272$ n"7%4

花生一烯酸 ""7!" n"7"& ""7!$ n"7"4 ""7!+ n"7!4 ""7!$ n"7%4 ""7!! n"7"! ""7!& n"744 ""7!! n"7!&

BB由表 ! 可知$核桃油中的主要脂肪酸含量从大

到小分别为亚油酸 C油酸 C亚麻酸 C棕榈酸 C

硬脂酸C花生一烯酸% 核桃油中亚油酸含量最高$

随采摘期的推迟其含量总体呈下降趋势$油酸含量

随着采摘期的推迟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表明适当

地推迟采摘期有利于核桃油中油酸的合成% 硬脂酸

含量随着采摘期延迟整体呈增大趋势% 采摘期对棕

榈酸)花生一烯酸含量总体影响不大%

!73B,晋龙 ! 号-核桃油脂肪酸组成之间的相关性

表 & 为3晋龙 ! 号4核桃油脂肪酸组成之间的

相关性% 由表 & 可知&棕榈酸含量与亚麻酸含量呈

显著正相关"*l"72!+#!硬脂酸含量与亚麻酸含量

呈显著负相关"*l#"724%#!油酸含量与亚麻酸含

量呈负相关"*l#"7+%!#$与亚油酸含量呈极显著

负相关"*l#"7'$3#% 这与表 ! 核桃油脂肪酸含量

的变化趋势一致%

表 D@)晋龙 A 号*核桃油脂肪酸组成之间的相关性

脂肪酸 棕榈酸 硬脂酸 油酸 亚油酸 亚麻酸 花生一烯酸

棕榈酸 #%

硬脂酸 #"7+!+ #%

油酸 #"7+!' #"7$$2 #%

亚油酸 #"7$2& #"7!%2

#"7'$3

##

#%

亚麻酸
#"72!+

#

#"724%

#

#"7+%! #"74&& #%

花生一烯酸 #"7"34 #"7!2' #"7%%' #"7%32 #"7%&& %

B注&

##

表示 "7"% 水平极显著$

#

表示 "7"4 水平显著

!7+B,晋龙 ! 号-核桃油的脂肪酸组成与含量的主

成分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亚油酸)油酸)亚麻酸)棕榈

酸)硬脂酸)花生一烯酸含量随采摘期的变化$通过

GbGG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特征值和贡献率

如表 $ 所示% 由表 $ 可知$第 % 主成分的特征值为

&!%

!"!& 年第 $2 卷第 + 期BBBBBBBBBBBBB中B国B油B脂



&73!!$方差贡献率为 3"7&42E$第 ! 主成分的特征

值为 %7&!+$方差贡献率为 !!7%!"E$二者的累积方

差贡献率达 2!7$+2E$特征值均大于 %% 结果表明

前 ! 个主成分能够涵盖亚油酸)油酸)亚麻酸)棕榈

酸)硬脂酸)花生一烯酸 3 个指标 2!7$+2E的信息%

表 H@主成分特征值和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E 累积方差贡献率?E

% &73!! 3"7&42 3"7&42

! %7&!+ !!7%!" 2!7$+2

BB成分得分是一个相对值$是该样本偏离所有样

本均值的程度$正值说明超过平均水平$负值说明低

于平均水平$可以作为比较排名的依据% 表 4 为主

成分 % 和主成 ! 得分系数矩阵% 由表 4 可知$棕榈

酸)亚油酸)亚麻酸在第 % 主成分上有较高正得分$

油酸)花生一烯酸在第 ! 主成分上有较高正得分%

表 $@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主成分 棕榈酸 硬脂酸 油酸 亚油酸 亚麻酸
花生一

烯酸

% "7!$+ #"7!"' #"7!4" #"7!"+ "7!4+ #"7"!%

! "7"'4 #"7$$+ #"7!!% #"7&43 "7"'4 #"73""

BB根据主成分特征值及特征向量计算主成分综合

得分$结果如表 3 所示% 综合得分越高$说明油脂品

质越好% 由表 3 可知$采摘期为 ' 月 $ 日的综合得

分最高$排名第 %$说明3晋龙 ! 号4在此时间油脂处

于较佳水平%

表 K@不同采摘期)晋龙 A 号*核桃油

脂肪酸的主成分综合得分

采摘期 综合得分

+ 月 !$ 日 %7&'

+ 月 &% 日 %7$$

2 月 + 日 "7%"

2 月 %$ 日 %7&"

2 月 !% 日 #%7'&

2 月 !2 日 #%7&3

' 月 $ 日 %7'4

D@结@论

本研究测定了 !"!" 年 + 月 !$ 日,' 月 $ 日 +

个不同采摘期陇南3晋龙 ! 号4核桃的理化特征%

结果表明&3晋龙 ! 号4核桃的青果单质量)湿果单

质量)核仁鲜质量)核仁干质量随采摘期的推迟呈先

逐渐增大后下降$最后趋于稳定的变化趋势$3晋龙

! 号4核仁含水率呈下降趋势$' 月 $ 日采摘的核仁

含水率最低% + 月 !$ 日,' 月 $ 日$湿果横径先逐

渐增大后稍有降低$且横径均大于 &" ..% 果形指

数较小且变化不明显$说明3晋龙 ! 号4在成熟期内

果形均呈近圆形且随着成熟期变化不明显% 随着采

摘期的推迟$3晋龙 ! 号4核桃出仁率呈先逐渐增加

后稍有降低的变化趋势$核仁干基含油率先逐渐增

大后趋于稳定% 综上可得$适当推迟采摘期有利于

核仁物质积累$从而提高核桃经济产量%

实验还得出在不同采摘期核桃油脂肪酸组成没

有变化$但脂肪酸含量有差异% 核桃油中主要脂肪

酸含量由大到小分别为亚油酸C油酸C亚麻酸C棕

榈酸C硬脂酸C花生一烯酸% 根据核桃油脂肪酸主

成分综合得分可知$3晋龙 ! 号4核桃在 ' 月 $ 日采

摘油脂处于较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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