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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番茄育种学》

内容概要

《中国番茄育种学(精)》(作者李景富等)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番茄在我国
蔬菜科研、生产中的地位。《中国番茄育种学(精)》全面论述了我国在番茄
分类、资源以及基础生物学研究，育种理论和方法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重点介绍了我国在番茄杂种一代优势利用中的雄性不育系选育与利用，以
及执病育种，品质育种、抗逆育种、丰产育种、生物技术育种等方面的成果
和创新技术。同时简要介绍了国外在番茄育种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与技术成
果。理论结合实际，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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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番茄加工制品主要有番茄酱、番茄汁和去皮整形番茄及番茄沙司、番茄酱、番茄饮料等。此外，
还有做其他食品罐头的配料。加工用的番茄品种对品质要求更高，并有一些不同于鲜食品种的独特要
求。除了抗病、高产、优质外，还必须具备优良的加工特性。　　（1）罐藏番茄品种必须抗裂，耐
运输。因为裂果具有较高的病菌负荷而难于洗涤干净，从而影响番茄制品的质量，容易导致番茄汁等
制品在贮运过程中发生平酸腐败，使内溶物的pH异常升高，不堪食用。也必然会增加整形番茄罐头原
料的消耗。有些抗裂品种生产lt去皮整形番茄只需1.2t原料，而有些品种则需要1.6t甚至更多的原料。　
　（2）番茄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高低是影响番茄酱、番茄汁等制品原料消耗定额的重要因素。
生产lt浓度为28％的番茄酱，品种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从4％提高到5％，原料消耗将降低25％。此外，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低，加热浓缩时间增长，容易发生糊锅，引起制品有糊焦味；维生素C会发生分解
聚合使产品褐变，色泽乌黑，失去光泽；胡萝卜素及番茄红素分解，降低产品的感官品质。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也是影响番茄及其制品风味的重要因素。一个优良的罐藏番茄品种，其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应
高于5.5％，与可滴定酸含量之比（糖酸比）应不低于8，否则会影响制品风味。　　（3）番茄红素也
是决定番茄罐头制品红色深浅的重要因素，是衡量一个罐头番茄品种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只有利用
番茄红素含量高的品种作原料，才能获得鲜红的高质量番茄制品。目前我国罐藏加工番茄品种番茄红
素含量一般为每100g鲜重9mg以上。　　必须指出，片面追求品种的高固形物含量，有可能降低成品
的番茄红素含量。因为在番茄红素含量相同的条件下，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越高的番茄品种，生产一定
浓度的番茄酱（汁）所需的原料越少，因而产品的番茄红素含量就越低。加工番茄品种的育种目标是
高可溶性固形物、高番茄红素，特别是高番茄红素的品种。对酱用品种来说，品种番茄红素的增加幅
度应大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增加的幅度。在生产浓度为28％的番茄酱、番茄红素含量要求每100g酱中
含42mg时，原料品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每增加1％，其番茄红素含量每100g相应的需增加1.5mg。　　
（4）pH也是罐藏番茄品种十分重要的质量指标。果实的pH影响加工产品需要的加工时间。当产品
的pH升高时，需要较长的加热时间。pH不能超过4.5以上。在糖和酸这两个因素中，酸含量与番茄风
味更为密切。研究表明，番茄的风味有49％的可能性由酸含量决定，只有25％的可能性由糖含量决定
。在pH高于4.5以上的情况下，番茄罐头制品容易发生平酸腐败，储藏的番茄汁的稠度会因酸度的下
降而降低。因此，要选择高酸度，即低pH的番茄品种作原料。　　（5）黏度（稠度）。对许多番茄
品种，黏度是规定等级和标准的重要参数，番茄酱、汁等产品的品种是受黏度影响的。果实中不溶性
固形物（蛋白质、果胶、纤维素和多糖组成）影响番茄加工品种的黏稠度。Stevens和Paulson指出多聚
半乳糖醛酸化合物（play-galactu ronides）是不溶性的影响黏度最重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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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总结科研经验、明确新的研究方向，更好解决番茄育种中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李景富等同志编
著了《中国番茄育种学(精)》，这本书不但全面系统总结和提炼他几十年来的番茄育种经验、研究成
果和我国番茄遗传育种主要成绩，而且翔实介绍了国外番茄育种研究新进展和新技术。该书重点阐述
了番茄抗病、抗逆、品质、早熟、高产的遗传机理与规律及育种技术方法，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该书
的出版，为番茄育种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源泉，对促进我国番茄育种和产业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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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没有仔细看，大概翻了下，感觉还好，感觉是一篇篇的论文，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有参考文献，
厚重的一本书
2、给老板买的，很不错的书
3、希望有更多的专家提供更多的专业书籍
4、原品正品，挺好的书，价格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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