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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商品化处理促进提质增效

李秀琴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果技术指导站，广西南宁  530000

1  我国水果存在的问题

根据观研报告网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水果

种植面积约 12962 千公顷，总产量为 29611 万吨额，同

年我国水果需求量为 29912 万吨，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水

果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水果消费国，但是我国水果商品

化处理较低，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1  部分水果商品化处理率低

因为我国地理位置的原因，四季交替明显，因此我

国种植的水果种类繁多，其中冬春熟水果以柑橘、苹果、

香蕉为主，数量庞大。夏秋熟果包括桃、李、枇杷、杨梅、

荔枝、龙眼、芒果等，品类较多。夏秋水果便于销售但

是本身不易储存，且由于自身特点如没有果皮等原因，

加上一些果品种类的处理技术尚未集成配套，商品化处

理率低，影响销售。

1.2  部分果品品质低下导致处理价值下降

总体而言，我国水果的品质在不断提高，但在一些

领域，过度依赖化肥来提高产量，使得我国土壤品质急

剧下降，再考虑到某些果园的品种已经过于落后，与目

前优秀品种间的差距较大，再加上种植户本身技术水平

较低，生产技术落后，我国水果口感风味有所下降，这

不仅影响采后的贮藏效果，也降低了果品商品化处理的

增值空间，进而陷于质低——贱卖——粗管——质低的

恶性循环。

1.3  部分水果采后商品化处理技术较低，设施不完善，

设备陈旧落后

部分水果采后商品处理设施与技术水平较低，设备

陈旧落后，处理效率低，难以满足果业发展需要。我国

陕西、山东等先进省份水果采后处理率预计 60% 左右，

但是发达国家达 90% 以上。据调查了解到我国先进采后

商品化处理生产设备不多，香蕉通过采后商品处理量较

大，但大部分地方水果使用的设备（设施）很简陋，而

且配套不全，因此采后商品化质量不高。

1.4  水果商品化处理意识有待提高

水果生产以千家万户种植为主，果农对采后处理意

识不强，大多数没有进行采后处理，而是销售散装“统果”，

直接影响果品在市场上的形象，加上龙头带动作用不足，

技术推广缓慢，采后处理设施建设滞后，造成果农在市

场竞争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很多种植户缺乏商业化的概

念，只会将精力放在水果的种植和生产上，对水果采摘

后的上商品化处理缺乏概念，没有培育出高档的水果，

只能依靠薄利多销获得收益，缺乏高档次品牌，利用率

不高。

2  水果商品化处理的重要性

如果我国的水果市场没有开放，即便问题较多，依

旧能勉强适应我国市场，但我国已经加入 WTO 多年，国

外的优秀水果品牌严重冲击了我国的水果市场，本身品

质低下的国产水果在全球化市场中完全失去了竞争力。

仅靠薄利多销完全无法让我国水果品牌得到发展，因此，

为了应对国际水果品牌的冲击，提升我国水果的市场竞

争力，加强水果采摘后的商品化处理，提高水果品质，

是我国水果产业发展的必要举措。

3  水果商品化处理的流程

水果商品化处理是为了保持和改善商品质量并将其

从农产品转化为商品过程中采取的各项措施的总称。

流程主要包括：无伤采收——初选——清洗与

杀菌——入贮保鲜——分级——催熟或脱涩（根据需

要）——涂蜡或单果包（根据树种需要）——出库发送，

或无伤采收——初选——清洗与杀菌——催熟或脱涩（根

据需要）——涂蜡或单果包（根据树种需要）——暂存——

出库发送。

【摘要】随着我国种植业的不断发展，我国水果的年产量逐年增加，水果行业的产值也在不断提升，水果自身不易储藏

的特点使得新鲜水果如不经过适当处理很难投入到市场进行销售，因此衍生了配套的水果商品化处理技术。本文将讲述水果

商品化处理对水果进入市场销售带来的正面作用，并根据我国目前水果商品化处理现状提出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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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体的操作进行解释：

(1) 挑选：对产品进行初步筛选，受伤、畸形、严重

虫害的水果被剔除。(2) 喷淋：通过冲洗的方式去除水果

表面的污垢和农药残留。(3) 熏蒸：主要应对苹果等易发

生虫害的水果，通过用二硫化碳熏蒸进行杀虫驱虫。(4)

涂膜：在水果的表面打蜡，能有效防止水分流失的同时，

保障水果外观完好。(5) 催熟：水果的运输需要较长的时

间，通常在采摘水果时提前采摘，然后在水果快运输到

目的地时，采用化学药剂或成熟水果催促水果成熟。(6)

脱涩：将可溶性单宁物质转化为不溶的单宁物质。(7) 分

级：将品质、大小、成熟度接近的水果划分在同一级别，

方便运输和管理，不同等级的水果价格也不相同。

4  水果商品化处理的发展趋势

4.1  标准化 

由于商品化本身对处理环节和上下游管理有一定的

技术要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水果生产过程特别

是后熟阶段的品质管理，对后续销售也有一定的要求或

说明，从而在整个流程变相提升了我国水果的品质和市

场竞争力。

4.2  组织化 

我国的种植业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状态，农户各自为

政，缺乏沟通，只负责照顾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与

国外先进的大田技术相比，落后太多，这不符合当今社

会农业发展的新要求。而商品化处理有利于集中产品，

统一标准要求或者统一对外发售，从而将零散的农户统

一起来，建立合作社，将土地串联，规模化种植，机械

化处理，集约化经营，再用同一级标准规范水果品质，

提高产量与品质的同时，提高商品的市场竞争力。

4.3  自动化 

当水果商品化处理以规模呈现时，自动化设备就会

被应用在各个处理环节，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

术的不断发展，商品化处理自动化进程不断加深，节约

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但自动化处理也有他的

弊端，全程机械化处理容易对水果造成机械损伤，影响

品质。

4.4  一体化 

规模化种植出现后，后续的采摘运输与贮藏都作为

伴生产业迅速地发展起来，形成全流程的一体化，机械

的分拣机器、智能的分级设备、打包装卸机器、冷藏库

与低温运输车，相应的设备一应俱全，提高效率，保障

产品品质。

5  水果产品化处理的意义

5.1  美化外观，促进消费

通过对水果商品化处理，包括挑选熏蒸图涂抹等措

施，美化水果外观，让水果的外观看起来诱人可口，能

够吸引更多消费者的青睐，同时这类处理可以部分程度

避免水果外观被破坏，也能稳定水果品质。

5.2  方便运销，加快营销

水果经过处理后以及用特殊的低温冷藏车运输后，

在运输途中不必担心因为运输车的问题出现水果变质的

现象，分级处理的操作让水果的大小一致，便于包装，

也方便了运输，商品化的包装不仅是装饰和附加值的提

高，更是商品的保护手段。

5.3  延长货架期，减少损耗

提前采摘和打蜡等手段，让商品延长了在市面销售

的时间，低温冷藏贮藏库让商品得到了更长的保质期，

对于夏季水果而言，解决了不易贮藏的问题，就代表减

少了商品的损耗，而且延长了在售时间，能赚取更多的

收益。

5.4  错峰上市，创造增值

不同水果在不同季节有自己的售卖高峰期，因此，

为了让自家水果有更好的销路，我们要避开与其他种类

水果的直接竞争，因此，可以通过商品化处理的手段，

提高或者延后水果的，在售时间避开其他种类水果的销

售高峰期，可以让自家水果的销量得到提高，从而谋取

更多的收益。

5.5  提高观念，增强品牌竞争力

我国部分地区果农采后技术落后，观念意识差，可

通过加强果农的技术培训，更新其思想观念 , 提高对水

果采后商品化处理和产地预冷保鲜的认识，同时，增强

了果农的品牌意识，发挥品牌效应，推进我国采后商品

化处理设施及产地预冷保鲜建设进程，提高果品市场竞

争力。

5.6  综合增值

不同等级价格累计，减去处理包装成本，通常有额

外增值。灵宝市作为我国苹果之乡，2021 年不同包装的

价格不同，5 斤苹果普通包装为 60 元，精装苹果的价格

为80元/盒，重量甚至不足5斤。以广西本土火龙果为例，

市面上普通无包装火龙果单个价格不足 3 元，但是精装

的火龙果单个价格可提升至 8 ～ 10 元。增值利益由实施

主体享有，包括生产方和营销方。

6  水果商品化处理效果的影响因素与风险承担

6.1  水果品种的特性，不同品种处理成本与耐贮性不同

不同水果的特性不同，而且商品化处理的方式也不

同，以苹果为例，苹果本身耐储性较高，而且随着储存

时间越长，苹果自身糖分含量会慢慢增加，直到后期才

会慢慢减弱，因此，苹果有非常良好的耐贮性，此外，

苹果采收通常是提前采收，运输到目的地后，再利用催

熟的手段，催促苹果成熟，苹果的商品化处理成本在众

多水果中处于较低的水平。处理成本较高的水果，车厘

子是一大代表，车厘子本身从生产国到我国就经过了长

途跋涉的海运，海上高湿、高温以及海运的不稳定本身

就极易产生损伤，到达国内，国内再通过运输，商品又

经过一层损害。荔枝，耐储性就不如当季其他水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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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商刚开始采用泡沫箱加冰的荔枝贮运保鲜技术，荔枝

经３昼夜运输后，仍保持原来的鲜红色，风味不变，这

种技术操作简单、成本低，大部分荔枝经销商还沿用至今,

但是要销售到更远区域例如国外，需要保鲜的时间更长

和技术要求更高，目前还没有研究出对荔枝类水果进行

长期保鲜且安全有效的商品化处理技术，同时也要考虑

成本的增加。

6.2  生产过程导致的品质差异

施肥不同不仅导致品质不同也造成耐贮性不同，以

肥料而言，如果在水果生长过程中施加氮肥的量过多，

会导致水果的过数，而且品质较差，这种水果在储藏过

程中其损坏而有机肥料栽培的水果，因为有机肥的综合

性较强，所以，水果生产形势较好，自身品质过硬，能

够经历长时间的储存，此外，在生长后期遭遇病虫害的

时候，会导致自身品质的下降，不宜储存。在果实结出时，

以我国的水果主要是夏秋果，秋天极易遭受伤冻，夏天

容易被暴晒形成晒伤，这些水果受伤的部位在后期储存

中，都容易二次受伤。

6.3  采收技能影响

在采收过程中，随着机械化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采

收机器被应用在水果采收中，但是不同水果的柔软度不

同，在机械碰撞后极易出现机械损伤，这些伤口在贮藏

中容易发生养护，品质会下降，影响出售。

6.4  商品化过程处理方式带来的影响

在冲洗过程中的不完善，导致水果表面有农药残留，

这在后期的质量检查时，会被划分为不合格产品，其次，

在进行保鲜时，对温度湿度把控得不合格，通风得不及

时等，都容易让贮藏的水果产生霉变最后腐烂。水果的

包装也是一个隐藏的因素，对于容易被挤压破损的水果，

包装上一定要注意用结实的材料避免运输储存中水果受

到伤害，如果依旧用较软的材料包装，则会出现破损，

其次，根据水果自身是否需要透气，在进行包装时一定

要谨慎处理，避免操作时对水果品质造成影响。

6.5  风险责任划分问题

原则上商品化处理的风险由处理方承揽。生产方承

担等于后果自负，如果由营销方承担，也会给生产方造

成信誉、断购和压价损害，引发的纠纷案例不少。

7  商品化处理避险增效的对策思考

7.1  注重品种的耐贮性能

要根据种植户所在地区的气候特点选择适宜本地区

种植的作物，同时要兼顾考虑作物自身的耐储性和运输

性，进行最佳选择，既要丰产优质，又要耐贮便卖。同

时整体上注意品种搭配，错开销售高峰淡季上市，谋求

利益最大化。

7.2  加强生产管理

推行有机绿色生产，减少化肥用量，防止病害发生。

要谨慎使用 N 肥，过少容易发育不良，过多则晚熟，而

且容易遭受病虫侵害，要多使用有机肥料，在结果后，

进行防害措施，避免因为天气原因造成损耗。

7.3  加强采收技能操作

培训采果工人，聘用专业采果队伍，实行规范操作等，

特别注意避免设备造成机械损伤，实现无伤采收。在生

产源头减少损耗。

7.4  推行采标操作

果品生产越来越强调标准化和规范化 , 在生产中各

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标准和技术规程 , 使果品的商品流通

在各项标准控制下执行。这样就有助于提高果品的商品

质量 , 使同一品牌、规格的果品质量完全一致。因此尽

快完善制定我国大宗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及产地预冷保

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操作规程 , 强化流通中的果品商品

的质量管理 , 由行业协会或者政府出面根据不同品种、

不同处理设备、不同贮存方式，实行有标采标、无标志标，

使商品化处理全流程实现规范操作，并将规范应用在全

行业，并作为评价水果品质高低的标准。

7.5  推进产销双方的风险约束机制

产销双方建议长期合作同盟关系，用利益联结促使

生产方自律，降低品质风险。要求生产方提供生产档案，

实行质量追溯。买卖双方订立契约，对能查明的不同环

节的质量风险问题分头负责，减少纷争，增强互信，实

现长期互利，最大程度发挥商品化处理的提质增效功能。

7.6  加强政策支持，龙头带动作用

政府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创建以政府投入为引导、

企业和果农投入为主体的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投融

资体系。加大培育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为主体，发挥龙

头企业、合作社带动作用，提高果业集约化程度。积极

扶持一批水果业的龙头企业，培育扶持一批农村合作社、

水果专业协会和家庭农场等，提升水果经营主体的规模

化，特别是提升采后处理和冷藏保鲜生产能力，达到以

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为杻带，将分散的千家万户联合成

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

接，提升我国果业市场竞争力。

8  结束语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水果商品市场必将呈现百

家争鸣的局面，商品化处理已经成为水果采摘后的必要

措施，只有做好水果的商品处理化，才能提高水果的品质，

才能提高市场的竞争力，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占得一席地

位，我国的水果产才能更高更持久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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