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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文综述切花月季的贮藏与瓶插保鲜技术的应用与进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后续研

究提供理论基础。方法 分析切花月季的市场需求，概述物理和化学保鲜技术，包括控温贮藏、调湿贮

藏、化学保鲜剂等。结果 合适的物理和化学保鲜技术能有效延长切花月季的贮藏和瓶插期。但单一技

术效果有限，存在成本、处理时间等问题。结论 综合应用多种保鲜技术及探索新型保鲜剂是切花月季

保鲜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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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view the applic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storage and vase life preservation 
technologies for cut rose flowers, and discuss the future directions,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The market demand for cut rose flowers was analyzed, and both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eserva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temperature-controlled storage, humidity-controlled storage, and chemical preservatives were 
outlined. Appropriat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eservation technologies could effectively extend the storage and vase life 
of cut rose flowers.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a single technology was limited, and issues such as cost and treatment 
time existed. In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preserv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novel 
preservatives are the future directions for the research on cut rose flowers preservation. 
KEY WORDS: cut roses; preservation techniques; physical preservation; chemical preservation 

切花月季（Rosa hybrida L.）属于蔷薇科中的木

本花卉，常见于常绿半常绿灌木区，月季花是世界四

大切花之一 [1]。虽然月季花的北方地区自然花期在

5~10 月，但一般在保护地种植中可以进行全年供应。

月季花的花质厚实，花朵坚固，开放缓慢，适合插入

花瓶观赏[2]。但是，切花月季的保鲜期限很短，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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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天，且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而腐烂，因此在采收和

运输过程中的损失率约为 20%[3]。研究表明，切花保

鲜领域的发表论文数量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这表

明切花保鲜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4]。本文主要介绍了

国内外切花月季的贮藏保鲜与瓶插保鲜技术的应用，

并对切花月季保鲜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展望，以期为切

花月季的保鲜品质、延长贮藏期与瓶插期提供借鉴和

参考。 

1  切花月季保鲜的市场和需求 

中国是月季花的原产地之一，有些城市已将其定
为市花，例如郑州。中国鲜切花产量最大的地方是云
南昆明，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也大量种植
切花月季，并建有切花月季生产基地[5-6]。根据 2022
年云南统计年鉴的数据，云南省 2021 年鲜切花总量
达 162.25 亿支，昆明产量占比高达 63%（图 1）。
MarketsandMarkets 的报告显示，全球切花市场估计
在 2022 年的价值为 364 亿美元，预计到 2027 年将达
到 455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4.6%，未来切花的
需求量也会随着大涨。 

鲜切花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越来越广泛，能够改
善室内环境、营造氛围、增加美感和艺术气息。在婚
庆典礼和商业活动中也被广泛应用，催生了花艺师这
一职业。除了美感和艺术价值，鲜花还能用于表达情
感，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和情感表达方式。鲜切花行业 

的发展前景可观，既是艺术形式，也是文化传承和情

感表达的重要方式[7]。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和美学需

求的不断提高，鲜切花的应用范围和市场需求也在不

断扩大。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提

高，鲜切花的新品种不断涌现，更加适合不同场合和

需求的用途。特别是月季切花，由于其丰富的色彩和

芳香，成为了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的选择。然而，月季

切花的采后问题也逐渐显现，例如保鲜期较短、容易

受损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月季切花的市场价值，

也为切花月季保鲜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研究方向。因此，鲜切花行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无限

的可能性和机遇。 

2  切花月季的适时采收及其对贮藏

保鲜技术的影响 

切花月季适宜的生长温度为 15~26 ℃（白天）和

10~15 ℃（夜间）[8]。最佳月季切花采摘时间是当花

瓣和萼片之间形成 90°夹角时进行。采摘时应选择枝

条长度在 5 片叶以上的部分。采收过晚会缩短切花的

插花寿命，同时花蕾也容易受到机械损伤；而如果采

收过早，花蕾还未完全开放就会很快枯萎。切花的寿

命长短主要取决于其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如果采收

时，切花中的淀粉含量越高，插花时其中的糖分也就

越高，切花的插花寿命也会相对较长。相比夏季采摘 
 

 
 

图 1  2021 年云南省各州市鲜切花产量占比 
Fig.1 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 of fresh cut flower production  

among various prefectures and c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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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月季切花，冬季采摘的切花寿命可以延长 2 倍，而

且不容易出现切花“弯颈”的现象[9]。在保鲜切花月季

的过程中，适时采摘是至关重要的。采摘时间要选择

在早晨或傍晚时分，避免在高温时段采摘。这是因为

在高温时段采摘，切花月季的水分散失较快，容易导

致插花后的寿命缩短。要选择开放度适中的花蕾进行

采摘，这样可以保证切花月季在插花后能够顺利开

放，延长插花寿命。还需要注意采摘方式，最好使用

剪刀进行采摘，避免使用手直接扯断花杆，以免损伤

花杆和花朵。采摘后要立即将切花月季放入水中，并

尽快进行处理和包装，以保证其保鲜效果。总之，在

进行切花月季采摘时，需要注意选择适当的时间、花

蕾和采摘方式，并及时进行处理和包装，以保证切花

月季的品质和插花寿命。 
适时采收对切花月季的贮藏和保鲜至关重要，采

收时间的选择直接影响了切花月季在后期贮藏和保

鲜过程中的品质和寿命。采收过早或过晚都会影响切

花月季的保鲜效果，从而影响其市场价值和消费者的

接受程度。 

3  切花月季贮藏保鲜技术的研究进展 

鲜切花的保鲜技术可分为狭义和广义 2 类。广义

的保鲜则需要在采收、特殊处理、贮藏和运输等过程

中采取保鲜措施，以提高鲜切花的观赏品质并避免生

理异常反应[10]，也就是鲜切花的贮藏期；狭义的保鲜

方法是将鲜切花修剪后插入清水或含保鲜成分的液

体中以延长其寿命，也就是鲜切花的瓶插期。为了延

长切花月季的贮藏期和瓶插期，可以采取物理保鲜和

化学保鲜 2 种措施。物理保鲜包括控制温度、湿度和

光照条件等。化学保鲜则通过添加保鲜剂、杀菌剂和

抗氧化剂等物质来延长切花月季的寿命和保鲜效果。

此外，利用纳米技术和生物工程学等新技术来制备高

效的保鲜剂和杀菌剂，以提高切花月季的保鲜效果和

延长其寿命；利用微生物和植物的共生作用来替代化

学杀菌剂，以实现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保鲜方式。在

保鲜过程中，贮藏期和瓶插期的物理保鲜和化学保鲜

措施应该相互结合，以实现最佳的保鲜效果和延长切

花月季的使用寿命。通过综合运用各种保鲜技术和改

变月季品种、栽培方式和采摘时间等因素，可实现更

高效、环保和可持续的切花月季保鲜方式，促进鲜花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3.1  切花月季贮藏期的保鲜 

切花物理保鲜是常用的保鲜手段。物理保鲜包括

控制气温、湿度和日照环境等技术。采用上述技术能

够减慢切花的代谢，降低水分挥发和营养丧失，进而

延长切花的贮藏期和瓶插寿命[11]。切花的衰老进程最

终表现为内在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因此，切花保鲜

的主要研究指标包括植物的水分代谢和呼吸作用、细

胞膜透性的变化、糖类、蛋白质等的分解以及活性氧

的代谢等。这些指标的综合研究可以帮助更好地了解

切花的生理特性和变化规律，从而寻找和发展更有效

的切花保鲜技术[12]。切花保鲜技术的研究是为了延长

切花寿命，从而满足消费者对切花鲜度和品质的需

求。在保鲜过程中，需要关注切花的生理特性和变化

规律，以制定更有效的保鲜措施。 

3.1.1  控温贮藏 

在切花贮藏过程中，低温条件可以有效地减少乙

烯的产生，并且可以调节切花的老化过程。然而，当

贮藏温度降至低于安全点时，会出现冷害症状，此时

突然增加的乙烯产量也会被观察到[13]。研究表明，对

切花月季“卡罗拉”的贮藏，不同温度对其贮藏期和花

瓣品质都有重要影响。较小的温度差异可以延长贮藏

期，同时提高花瓣的品质[14]。研究表明，冷藏温度的

升高（从 0 ℃到 8 ℃）会缩短花朵后续的花瓶寿命。

此外，储藏期间的温度和湿度变化对花朵的衰老和乙

烯产生有显著影响[15]。储存切花时，适宜温度因花期

及方法而异。例如，尚未盛开的月季可在 0 ℃下妥善

保存，但开花后此温度易造成伤害。开放的月季在

3~4 ℃中，无论置于水中或保鲜剂中，均可维持约 15 
d 的新鲜度[16]。 

3.1.2  调湿贮藏 

研究表明，通过将月季切花进行低温处理，并置

于不完全密封的袋子（相对湿度为 95%~98%）中，

能显著延长其寿命[17]。另有研究表明，将切花保存在

相对湿度为 90%的环境中可以延长其寿命，而在相对

湿度为 60%的环境中则会缩短其寿命。然而，平均比

较结果也表明，当相对湿度从 60%增加到 90%时，细

菌数量也会增加。这意味着，在高湿度环境下保存切

花可能会增加细菌感染的风险，这可能会缩短切花的

寿命。因此，在保存切花时，需要平衡相对湿度和细

菌控制的需求，以确保切花可以保持最长的寿命[18]。

调湿度贮藏是常用的月季切花保鲜方法，可延长保鲜

期和维持新鲜度，但需注意控制相对湿度和细菌感染

风险。 

3.1.3  调光贮藏 

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和发育的关键因素[19]。在北

欧温室中，应用补充同化光（AL）可提高园艺作物

的生产力，然而，应用补充同化光（AL）可能会减

少花卉质量全年的视觉变化[20]。Rezaei 等[21]研究发

现，LED 光源可以提高月季花株的生理参数，例如叶

面积和叶绿素含量，并改善切花月季的采后寿命。这

表明，LED 技术有望应用于月季切花的配送链。LED
技术在切花月季贮藏方面具有优点，但也存在成本

高、光质量不稳定和降低花卉全年视觉变化等缺点。

在实际应用中需选择合适的 LED 光源和光照方案，

以提高切花月季的质量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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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气调贮藏 

气调贮藏是通过改变贮藏环境中 CO2 和 O2 含量

降低月季切花生理代谢水平。Dias 等[22]在实验过程

中采用不同浓度的 O2 与 CO2 对月季切花的贮存期进

行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将切花月季贮藏在 1 ℃下，使

用体积分数为 3%的 O2 和体积分数为 6%的 CO2 的气

调环境，可以延长其保鲜期达 14~21 d，且品质保持

良好。因此，这种气调贮藏方法非常适合切花月季的

贮藏和出口。 

3.1.5  辐射贮藏 

辐射保鲜技术是一种利用辐射能量杀灭微生

物、寄生虫和昆虫，以及破坏相关生物酶活性的技

术，被认为是在食品保鲜领域继巴氏杀菌法之后的

又一重要的突破性技术。辐射保鲜技术可采用多种

射线，γ 射线最常用，因其高能量和穿透力可均匀辐

照待处理物料，达到保鲜的效果。Chu 等[23]以切花

月季为试材探究了 γ 射线辐照对灰霉病菌的体内外

抗活性。结果显示，使灰霉病菌种群减少 90%所需

的辐照剂量 D10 为 0.99 kGy。γ 射线辐照对灰霉病菌

孢子萌发和菌丝生长有完全抑制作用，尤其是 4.0 kGy
辐照对灰霉病菌孢子萌发和菌丝生长有明显抑制作

用。研究结果表明，γ 射线与二氯异氰尿酸钠（Sodium 
Dichloroisocyanurate，NADCC）联合处理可以有效地

防治月季切花采后病害，为出口园艺产品提供了一种

有前途的技术。辐射保鲜技术在切花月季保鲜中有优

点，如杀菌、延长保鲜期和无残留，但也有缺点，如

设备成本高和潜在健康风险。 

4  切花月季瓶插期的化学保鲜 

为了满足鲜切花在市场销售过程中的要求，化学

保鲜剂被广泛应用，包括营养剂和抗菌剂。营养剂可

以提供养分和水分，调节植株的 pH 值，以保持切花

的色泽和新鲜度，降低萎蔫程度。抗菌剂可以预防微

生物感染，维持切花生理状况。保鲜剂在国内鲜切花

保鲜过程中需求量最大，市场中种类较多，常以基本

瓶插液配方加抗菌素组成。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

大，更加高效的保鲜剂具有潜在的市场应用价值[24]。

为保障鲜切花的质量和安全，需注意选择优质鲜切花

并及时保鲜处理，严格控制保鲜剂的使用量和浓度，

标识和追溯使用保鲜剂的鲜切花，加强保鲜技术和保鲜

剂的监管和研究，并做好市场监管和信息公开工作。 

4.1  糖类保鲜剂 

蔗糖是切花采后处理和保鲜中的重要组分，可以

为花朵提供必要的营养和能量，促进开放和保持鲜

艳。但是，蔗糖也是微生物生长和繁殖的营养物质，

只使用蔗糖来处理切花茎末端可能会刺激微生物繁

殖和聚集，造成花茎导管堵塞，影响水分和其他保鲜

组分的吸收。因此，在处理切花时，通常需要将蔗糖

与杀菌剂一起使用，以防止微生物繁殖和导管堵塞的

问题[25]。Zeng 等[26]研究蔗糖和 8-羟基喹啉柠檬酸盐

在百合和月季切花中的应用。结果表明，蔗糖+8-HQC
处理能缓解切花水分胁迫问题，提高保鲜效果。

Norikoshi 等[27]研究发现，蔗糖处理可以促进切花月

季花瓣细胞膨胀，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浓度，降低共质

体渗透势，提高水分吸收，有助于花在开放期间细胞

膨胀。蔗糖保鲜剂可促进切花月季花朵开放和提高品

质，但需与杀菌剂一起使用，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处

理方法。 

4.2  氮源类保鲜剂 

氮元素是叶绿素、氨基酸、蛋白质、核酸和核苷

酸等重要生物分子的组成元素之一，对植物生长发育

至关重要。在百合和香石竹的切花保鲜中，添加精氨

酸或脯氨酸可以提高水分平衡和延长观赏期，保持花

朵的鲜活度和品质。因此，添加适量的氮元素和生物

分子可以提高植物生长和切花保鲜效果，具有重要意

义[28]。研究表明，氮元素的确对月季鲜切花的保鲜有

一定影响，但并非所有类型的氮源都有效。脯氨酸作

为一种氮源，在适当的浓度下可以显著改善月季鲜切

花的形态和生理指标，有效延长其观赏寿命。同时，

KNO3 也是一种有效的氮源，对保鲜也有积极影响。

这为鲜切花的采后处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29]。适

量添加氮元素可促进植物生长和切花保鲜，但过量添

加会影响观赏效果。因此，在切花月季保鲜中需要合

理控制添加量。 

4.3  杀菌剂 

通常情况下，切花保鲜液中存在大量水和营养
物质，这为微生物的繁殖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
微生物的繁殖会导致切花花径导管的堵塞，阻碍切
花的水分吸收，同时微生物代谢产物中的乙烯和其
他毒害物质会加速切花的衰老过程 [30]，而杀菌剂在
切花保鲜中具有多重作用，包括杀菌、防腐和抑制
病菌感染等。它们可以有效地杀灭微生物，防止微
生物在切花保鲜液中繁殖，从而延长切花的寿命。
此外，杀菌剂还可以防止切花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
受到病菌的感染，保持切花的观赏品质。常见的杀菌
剂有二氧化氯（Chlorine Dioxide，ClO2）、纳米银（Nano 
Silver，NS）、8-羟基喹啉（8-Hydroxyquinoline，8-HQ）
和硝酸银（Silver Nitrate，AgNO3）等。Lee 等[31]的
研究表明，在月季切花采后贮藏前，使用二氧化氯
（ClO2）浸渍的方法可以在 5 μL/L 的浓度范围内立即
有效抑制灰霉病的发生。这一方法可以在月季切花的
保鲜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控制病害的作用。Zhao 等[32]

的研究表明，纳米银处理可以延长切花瓶插寿命，改
善切花的生理指标，不同的采收期、预处理液、贮藏
方式、保鲜液和碳源会影响切花的观赏性，8-羟基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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啉和纳米银预处理月季切花效果好[33]。研究表明，使
用硝酸银处理商业切花可延长花的寿命，添加蔗糖和
控制硝酸银浓度可以提高瓶插寿命，减少污染和乙烯释
放[34]。使用杀菌剂可延长切花月季的瓶插寿命和保持观
赏品质，但可能对环境和人体有潜在负面影响，需要注
意使用方法和剂量，并选择更环保和健康的替代品。 

4.4  有机酸类保鲜剂 

有机酸可以调节保鲜液的酸碱度，促进切花的吸

水能力和养分吸收，提高切花的保鲜效果[35]。切花保

鲜中常使用的有机酸包括水杨酸（Salicylic Acid，
SA）、柠檬酸（Citric Acid，CA）和苹果酸等。内源

有机酸是植物细胞碳骨架和能量的来源，用于呼吸循

环和其他生化途径。Mazaro 等[36]研究发现，使用不

同浓度的水杨酸（SA）处理切下的月季可以提高叶

片总蛋白含量和 FAL 值，减少花的质量损失，降低

茎弯曲、肿胀和花瓣变暗，从而提高切花月季的保质

期和质量。有机酸可促进切花月季的吸水和代谢，提

高保鲜效果。但过量使用可能会导致 pH 过低，影响

生长。使用时需要适量使用，并注意正确的使用方法

和剂量，以确保安全和效果。 

4.5  金属离子类保鲜剂 

4.5.1  钙离子类 

Ca2+在花卉保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延缓切

花衰老，增强吸水能力、维持膜的稳定性、降低呼吸

高峰、延缓蛋白质分解和抗衰老等，从而延长切花的寿

命。这些发现为花卉保鲜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37]。钙

离子在保护细胞膜蛋白和磷脂不被降解方面发挥作

用，可能有助于延长切花月季的保鲜期 [38]。钙离子

（Ca2+）的存在对切花月季保鲜具有不可忽视的价

值，通过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减缓生物分解过程和

增强水分吸收，从而显著延长了切花月季的保鲜期和

观赏价值。这些发现不仅为切花月季的保鲜提供了科

学依据，同时也为花卉保鲜技术的进一步研究和应用

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4.5.2  钾离子类保鲜剂 

钾是植物生长必需的元素之一，缺钾会导致作物

生长缓慢、品质下降。钾可以提高酶的活性，促进光

合作用，增强植物的抗逆能力。研究表明，使用红光

和纳米螯合钾可以改善月季的品质和延长瓶插寿命。

在弱光条件下，使用红光和 3 g/L 纳米螯合钾可以提

高月季的品质，包括花枝质量、干质量、株高和生化

指标[39]。钾离子促进切花月季的生长和保鲜，使用红

光和纳米螯合钾可提高月季花枝的品质和保鲜效果。需

注意适量使用和正确处理方法，确保效果和安全性。 

4.5.3  镁离子类保鲜剂 

镁也是植物生长必需的元素之一。因此，在使用

镁肥进行切花保鲜时，需注意适量使用和正确调配，

确保效果和安全性。 

4.6  植物生长调节剂 

为了保持切花月季的新鲜和延长其寿命，常使

用 植物生长调节剂（ PGRs），如 6-苄基腺嘌呤

（N-(Phenylmethyl)-9H-purin-6-amine，6-BA）、褪黑

素（Melatonin，MT）等。6-BA 是一种细胞分裂素，

可以抑制乙烯的产生并延缓切花月季的衰老，因此在

切花月季保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邱靓等[40]的研究发

现，适量的 6-BA 浓度可延长切花月季的瓶插寿命、

增大花径、延缓花朵盛开。在月季保鲜中，60~80 mg/L
的 6-BA 浓度最适宜，浓度过高会造成伤害，缩短观

赏期。使用 6-BA 也能延长菊花、玫瑰和唐菖蒲等切

花的保鲜寿命，但不同切花种类需要不同的 6-BA 浓

度。Mazro 等[41]的研究表明，使用外源 MT 可延长切

花月季的瓶插寿命，最佳浓度为 0.2 mmol/L，MT 处

理提高了花中的抗氧化能力、维持了相对含水量，降

低了过氧化氢的产生和脂质过氧化，维持了膜的稳定

性。使用 PGRs 可延缓切花月季的衰老，提高品质和

延长瓶插寿命，但需注意适量使用和正确调配，以确

保效果和安全性。 

4.7  乙烯抑制剂 

ETH 抑制剂是一种可以延迟切花衰老的化学物
质，可以阻断 ETH 的生物合成或信号转导。ETH 抑
制剂可以分为 ETH 合成抑制剂和 ETH 作用抑制剂。
在切花月季保鲜中使用广泛的 ETH 抑制剂主要是氨
氧乙烯基甘氨酸（N-(2-Cyanoethyl)glycine，AVG）和
1-甲基环丙烯（ 1-Methylcyclopropene， 1-MCP）。
1-MCP 是一种安全的化学物质，可用于延缓切花的衰
老过程。1-MCP 的应用可以有效延长切花的瓶插寿
命，提高花朵的色泽、形态和香气。与其他保鲜剂相
比，1-MCP 不仅可以抑制乙烯感知，而且对环境更加
安全，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维持采后花卉的品质和寿
命。目前，1-MCP 已被应用于多种切花作物，包括玫
瑰、康乃馨、百合、郁金香等[42]。As 等[43]探讨了 1-
甲基环丙烯（1-MCP）在月季切花中的保鲜作用。研
究结果显示，在 8 ℃下 1-MCP 处理显著延长了 2 个
月季品种的瓶插寿命，减少了质量损失，提高了花的
相对含水量，同时降低了乙烯生成量。1-MCP 处理后，
花叶绿素和碳水化合物的降解得到显著延缓，膜稳定性
指数保持不变，而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
降低。不同品种可能需要不同浓度的 1-MCP 处理来
获得最佳效果，推荐使用 1-MCP 处理以抑制乙烯对
月季品种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Happy Hour 和
Bordeaux 品种的最佳处理分别为 0.4 和 0.5 g/m3 的
1-MCP。Hs 等[44]的研究使用了 1-MCP 和 AVG 来测
定乙烯结合和合成抑制对花衰老和基因表达的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AVG 和 1-MCP 同时处理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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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延长 SENS 和 INSENS 品种切花的瓶插寿命。ETH
抑制剂的优点是可以延缓切花衰老，提高切花品质
和商业价值，特别是 1-MCP 对环境更加友好，因此
被广泛应用于维持采后花卉的品质和寿命。ETH 抑
制剂的应用还可以提高切花的相对含水量，维持膜
的稳定性。ETH 抑制剂的缺点是需要适当的浓度和
处理时间，过高的浓度和处理时间可能会对植物造
成伤害，不同切花品种对 ETH 抑制剂的敏感度不同，
使用成本较高，需要特殊的贮运条件和操作技能。
综合考虑，ETH 抑制剂在切花保鲜方面具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 

4.8  小分子信号物质 

小分子信号物质为信号物质的各种小分子化合

物，如氢气（Hydrogen，H2）、硫化氢（Hydrogen Sulfide，
H2S）、过氧化氢（Hydrogen Peroxide，H2O2）和一氧

化碳（Carbon Monoxide，CO）等。Wang 等[45]研究

发现，添加外源乙烯会促进切花月季的衰老，不同浓

度的富氢水可以抑制衰老，其中体积分数为 1%的富

氢水效果最佳。富氢水的抑制作用是通过调节乙烯

合成和信号传递通路的基因表达，减少乙烯生成和

降低活性来实现的。此外，研究还发现，富氢水以

抑制乙烯受体基因 Rh-ETR3 的转录和蛋白水平。这

些结果表明，H2 可以参与乙烯介导的切花月季采后

中和作用，抑制切花衰老。Wei 等[46]研究发现，适量

的 H2S 可以维持切花的水分，延缓切花中色素的降

解，同时提高抗氧化能力，有效延长月季和菊花切

花的寿命。因此，H2S 作为一种新型的保鲜剂备受关

注，可通过调节植物生理代谢过程实现切花保鲜和

品质提升。小分子信号物质在植物生理和切花保鲜

领域有很大应用潜力，能提高植物抗性和切花品质。

这些信号物质环境友好，但需考虑浓度和处理时间、

品种敏感度、成本高等因素。因此，需综合考虑并

进行合理应用。 

4.9  天然提取物质 

天然提取物质的保鲜机制是通过抑制微生物的

生长和繁殖，延长切花的瓶插寿命并提高其品质。

Hassan 等[47]探究了辣木叶提取物（MLE）和辣木种

子提取物（MSE）作为天然保鲜剂延长切花月季瓶插

寿命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MLE 和 MSE 可作为天

然保鲜剂延长切花月季瓶插寿命，保持含水量和抑制

微生物生长，同时降低了气孔开度，增强了抗氧化机

制。其中 MLE 效果更好，在花卉工业中应用广泛。

天然提取物质是一种绿色、安全、低成本的切花保鲜

方法，可抑制微生物繁殖，延长瓶插寿命和提高品质。

优点包括来源广泛、成本低、环境无污染和安全性高。

但需考虑其质量和效果的差异，应用范围和稳定性需

要进一步研究和开发。 

5  结语 

目前在切花月季保鲜技术方面存在以下几点主

要问题： 
1）保鲜剂的选择与使用。目前市场上的保鲜剂

种类较多，但可能存在一些对人体和环境不友好的化

学物质，例如一些杀菌剂可能对环境和人体有潜在负

面影响；保鲜剂的使用量和浓度需要严格控制，过量

或不当使用可能会影响切花的观赏效果或对植物造

成伤害。 
2）保鲜效果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一些保鲜剂可

能只能暂时延缓切花的衰老过程，无法长期保持切花

的新鲜和观赏性；不同的切花品种对保鲜剂的反应可

能存在差异，需要为不同的切花品种选择合适的保鲜

剂和处理方法。 
3）保鲜技术的成本与效率。一些高效的保鲜剂

或技术可能成本较高，难以在大规模的商业应用中推

广；目前的保鲜技术可能还存在效率不高、操作复杂

等问题。 
4）监管与标准化。保鲜剂的标准化和监管可能

还不够完善，可能存在市场上保鲜剂质量参差不齐的

问题；需要加强对保鲜技术和保鲜剂的研究、监管，

以及市场监管和信息公开工作。 
未来发展的方向有以下几点建议： 
1）优先研发对人体和环境友好、无毒无害的保

鲜剂和技术，如天然提取物质作为保鲜剂；优先研发

对人体和环境友好、无毒无害的保鲜剂和技术，如天

然提取物质作为保鲜剂。 
2）提高保鲜技术的效率和稳定性。通过技术创

新和优化，提高保鲜剂和保鲜技术的效率和稳定性，

确保能长期保持切花的新鲜和观赏性。 
3）降低保鲜技术的成本。通过技术优化和规模

化生产，降低保鲜剂和保鲜技术的成本，提高其在商

业应用中的可行性和经济效益。 
4）完善保鲜技术的标准化和监管。建立和完善

保鲜剂和保鲜技术的标准化体系和监管机制，确保市

场上保鲜剂和保鲜技术的质量和安全；建立和完善保

鲜剂和保鲜技术的标准化体系和监管机制，确保市场

上保鲜剂和保鲜技术的质量和安全。 
5）推广和应用新的保鲜技术。加强对新保鲜技

术的推广和应用，如小分子信号物质、天然提取物等

新型保鲜剂的应用，推动切花保鲜技术的进步和创

新。通过上述几方面的努力，可能有助于解决目前切

花月季保鲜技术面临的问题，推动切花保鲜技术的发

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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