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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理化指标和电子鼻的果园荔枝成熟度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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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理化指标和电子鼻识别２种方法分别对６个成熟度（ｐ１～ｐ６）的果园荔枝进行识别。理化指标采样数据

显示，荔枝果实直径、果核直径和果实净质量均随着果实的成熟而增大。ｐ１—ｐ４阶段，荔枝果皮绿色和黄色不断加

深，亮度不断增大。ｐ４—ｐ６阶段，荔枝果皮亮度先增大后减小，颜色迅速变红，黄色成分先增加后减少。提取特征

值后，采用主成分分析（ＰＣＡ）、线性判别分析（ＬＤＡ）、ＢＰ神经网络（ＢＰＮＮ）、简单相关分析（ＳＣＡ）、典型相关分析

（ＣＣＡ）进行数据处理。理化指标识别法结合 ＰＣＡ和 ＬＤＡ对果园荔枝成熟度识别的正确率均为１００％，能够较好地

进行识别。但 ＰＣＡ识别结果中 ｐ１、ｐ２和 ｐ３的距离较近，实际应用中易发生混淆。电子鼻识别法结合 ＰＣＡ和 ＬＤＡ

分析均无法较好地对果园荔枝成熟度进行识别，电子鼻识别法结合 ＢＰＮＮ对果园荔枝识别训练集的回判正确率为

１００％，测试集的识别正确率为 ９２％，识别效果较好。ＳＣＡ分析结果表明，在荔枝成熟过程中，除色差 Ｌ值外，其他

各项理化指标均与电子鼻部分传感器的响应信号显著相关。ＣＣＡ分析结果表明，电子鼻响应信号与理化指标整体

相关性显著，电子鼻整体信号与部分理化指标相关性显著。证明了理化指标和电子鼻均能有效地识别水果品质信

息变化，并为电子鼻替代理化指标识别法在水果品质信息监测上的应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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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不同成熟度的果园荔枝需要进行不同方式的管

理，如：在荔枝生理落果期及时清理地面落果，可减

小果园荔枝病虫害的发生率
［１］
；果园荔枝在不同成

熟度易发生的病虫害类型不同，需要有针对性地选

择农药进行杀虫
［２］
；在适合的荔枝成熟度对果园荔

枝进行采摘，不仅能保证荔枝的风味，还有利于提高

采后荔枝的耐贮运能力
［３］
。因此，准确地识别果园

荔枝成熟度具有重要意义，可为荔枝果园管理提供

科学指导，但目前尚未见相关报道。

理化指标识别法
［４－５］

是目前荔枝品质检测的主

要方法，通过获取荔枝的物理指标和化学指标，进而

对荔枝的品质特征进行综合评判。该方法是一种直

观、有效的检测方法，且在水果成熟度检测上已有一

定应用
［６－８］

。但理化指标识别法操作较繁琐，检测

速度较慢，且全程需要检测人员参与，无法满足智能

检测的需要。

电子鼻是一种模拟生物嗅觉系统，通过气敏传

感器阵列获取被测样本气体挥发物的“指纹”信息，

从而对被测目标进行综合评判
［９］
。如今，电子鼻在

水果的成熟度识别上已有一定研究
［１０－１４］

。电子鼻

识别法操作简单、识别速度较快，有效地克服了理化

指标识别法的缺点，且电子鼻便携化
［１５］
、远程可控

化
［１６］
等发展趋势符合果园荔枝成熟度实时监测的

需求。但电子鼻是否可以代替理化指标识别法对荔

枝品质信息进行检测需进一步探究。

本文对比理化识别法与电子鼻识别法对果园荔

枝成熟度进行分类识别的效果，并初步探究电子鼻

预测荔枝理化指标的可行性。获取不同成熟度果园

荔枝的理化指标和电子鼻数据后，采用主成分分析

（ＰＣＡ）、线性判别分析 （ＬＤＡ）和 ＢＰ神经网络
（ＢＰＮＮ）进行模式识别，采用简单相关分析（ＳＣＡ）
和典型相关分析（ＣＣＡ）分析荔枝成熟过程中理化
指标与电子鼻数据之间的关联，以期为果园水果成

熟度监测、水果理化指标检测方面的研究提供科学

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实验采用的荔枝品种为“尖叶”，均来自华南农

业大学校内荔枝果园。于荔枝挂果约 ２０ｄ左右，摘
取荔枝果实立即返回实验室进行实验。之后，每７ｄ
检测一次，共检测６次。每次检测摘取３０颗无损伤
荔枝果实，其中１０颗用于理化指标采样，剩余 ２０颗
用于电子鼻采样。本实验共获得 ６个成熟度，标记
为 ｐ１、ｐ２、ｐ３、ｐ４、ｐ５、ｐ６，分别为挂果约 ２０、２７、３４、
４１、４８、５５ｄ的荔枝果实。

因此，实验共获得不同成熟度的果园荔枝采样

数据１８０个，其中理化指标采样数据 ６０个（每次采
样１０颗、采样 ６次），电子鼻采样数据 １２０个（每次
采样２０颗、采样６次）。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色差值

采用日本美能达 ＣＲ－４００型全自动色差仪获
取荔枝果实的色差，包括 Ｌ值、ａ值和 ｂ值。其中
Ｌ值越大则果皮越亮，反之越暗，ａ值越大则果皮
越红，反之越绿，ｂ值越大则果皮越黄，反之越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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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荔枝果实的赤道两面各测 １次色差，取其平均值
作为该荔枝样本的色差值，每个样本重复检测３次。
１２２　果实大小

采用游标卡尺分别测量荔枝果实赤道位置的最

大直径，每个荔枝均重复测量３次，取其平均值作为
该荔枝的果实大小。

１２３　果核大小
采用游标卡尺分别测量荔枝果核赤道位置的最

大直径，每个荔枝果核均重复测量３次，取其平均值
作为该荔枝的果核大小。

１２４　果实净质量
荔枝果实净质量采用精度为 ００１ｇ的电子天

平获取。每个荔枝样本参数均重复测量 ３次，取其
平均值作为该荔枝的果实净质量。

１２５　电子鼻检测
实验采用 ＰＥＮ３电子鼻（ＡＩＲＳＥＮＳＥ公司）采集

不同成熟度果园荔枝的仿生嗅觉数据。该电子鼻主

要由采样及清洗通道、传感器阵列和模式识别子系

统构成，其中传感器阵列包含１０个对不同类型气体
挥发物敏感的金属氧化物气敏传感器，使得整个电

子鼻系统能够检测不同的气味。电子鼻采样前，每

颗荔枝样本均放置于２００ｍＬ烧杯中，用双层塑料膜
密封，静置０５ｈ后采用电子鼻对其顶空气体进行
进样。烧杯使用前均用超声波清洗仪洗净，放置阴

凉、无异味的室内环境晾干。

电子鼻的采样参数设置为：采样时间间隔 １ｓ，
传感器自动清洗时间 ６０ｓ，传感器归零时间１０ｓ，分
析采样时间 ８０ｓ，进样准备时间 ５ｓ，进样流量
３００ｍＬ／ｍｉｎ。
１３　特征值的提取
１３１　理化指标特征值

采用理化指标对果园荔枝成熟度进行识别时，

实验采用不同成熟阶段荔枝果实的色差值（Ｌ值、
ａ值和 ｂ值）、果实大小、果核大小和果实净质量
６项理化指标作为后续分析的特征值。

果园荔枝各成熟阶段６项理化指标变化如表 １
所示。其中果实直径、果核直径和果实净质量均随

着果实的成熟而增大。ｐ１—ｐ４阶段，Ｌ值与 ｂ值
逐渐增大，ａ值逐渐减小，说明荔枝果皮在该成熟
期间绿色和黄色不断加深，亮度不断增大。ｐ４—ｐ６
阶段，Ｌ值先减小再增大，ａ值迅速增大，ｂ值先增
大后减小，说明该成熟阶段，荔枝果皮亮度先增大后

减小，颜色迅速变红，黄色成分先增加后减少。

１３２　电子鼻特征值
ＰＥＮ３电子鼻是以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比值 Ｇ／Ｇ０

作为传感器输出值的。其中 Ｇ为传感器接触到样

品挥发物后的电阻量，Ｇ０为传感器在零气（经过标
准活性碳过滤后的气体）中的电阻量。

表 １　荔枝各成熟阶段的理化指标均值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ｌｉｔｃｈｉ’ｓ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ｔｕ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ｓ

编号
果实直径

／ｍｍ

果核直径

／ｍｍ

果实

净质量／ｇ
Ｌ值 ａ值 ｂ值

ｐ１ １１３７ ３７７ １３９ ３８７４ －９５０ ３０８９

ｐ２ ２０４４ １２４７ ４４８ ４４１４ －１０２０ ３３８９

ｐ３ ２４９９ １４５１ ７４４ ４８５４ －１４３０ ３９３９

ｐ４ ３０１４ １５４６ １３２１ ５１３８ －１５６５ ５３５１

ｐ５ ３２２８ １６８５ １６５７ ４６６４ ３８３６ ９８３５

ｐ６ ３５３４ １７１８ ２０６３ ５１１１ ３５８７ ４３４９

　　图１是电子鼻对荔枝气体挥发物的采样结果
图，Ｒ１～Ｒ１０分别代表电子鼻传感器阵列中的１０个
气敏传感器。采样开始时，电子鼻各传感器的输出

值均为１。进样后，随着荔枝气体挥发物在气敏传
感器上不断富集，各传感器的响应值逐渐增大，并在

５０ｓ附近达到最大值，随后趋于稳定状态。本实验
选择各传感器响应稳定时的输出值作为电子鼻各传

感器的特征值，即选择 ７５ｓ时刻的各传感器响应值
进行后续分析。

图 １　电子鼻对荔枝气味采样结果

Ｆｉｇ．１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ｉｔｃｈｉｂ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ｎｏｓｅ
　
１４　模式识别方法
１４１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ＰＣＡ）是一种常用的线性模式识别
方法，采用降维的方法使得新变量中的方差分配发

生变化，并选择其中占主要方差的一个或者几个成

分来代替原变量
［１７］
。

１４２　线性判别分析
线性判别分析（ＬＤＡ）也是一种运用降维进行模

式识别的线性识别方法。ＬＤＡ分析法关注的是类别
中的分布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距离，能从所有传感器

中收集数据信息，每一个类别通过一个特殊的向量化

变换得到，使得样本内凝聚而样本间疏远
［１８］
。

１４３　ＢＰ神经网络
ＢＰ神经网络（ＢＰＮＮ）是一种模仿动物神经网

络行为特征，进行分布式并行信息处理的非线性算

法数学模型。这种网络依靠系统的复杂程度，通过

８２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５年



调整内部大量节点之间的相互连接关系，从而达到

信息处理的目的。ＢＰ神经网络由输入层、隐含层和
输出层３层组成，其核心是通过一边向后传递误差，
一边修正误差的方法来不断调节网络参数的权值和

阈值，以实现或逼近所希望的输入、输出映射关

系
［１９］
。

１４４　简单相关分析
简单相关分析（ＳＣＡ）是研究变量之间关系紧密

程度的一种统计方法，它反映的是当控制其中一种

变量的取值后，另一种变量的变异程度，其主要目的

是研究变量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其显著特点是变

量不分主次，被置于同等的地位
［２０］
。

１４５　典型相关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ＣＣＡ）是研究２组变量之间相关关

系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其目的是识别并量化２组变
量之间的关系，方法是从每组变量原始数据阵的总变

差出发，分析构建每组变量的线性组合，从线性组合中

找出最相关的综合变量 （即典型变量），通过研究典型

变量的相关关系，揭示２组变量的相关性质［２１］
。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理化指标对果园荔枝成熟度的识别
２１１　ＰＣＡ分析

图２为理化指标对果园荔枝成熟度识别的 ＰＣＡ
分析结果。第 １主成分（ＰＣ１）的贡献率为 ７６５０％，
第２主成分（ＰＣ２）的贡献率为 １６１８％，第 １、２主成
分的总贡献率为９２６８％。由图可知，各成熟度的荔枝
样本数据点均无重叠现象，能够被区分，分类识别的正

确率为１００％。但成熟度ｐ１、ｐ２和 ｐ３之间样本数据点
距离较近，在实际应用中易发生混淆。ｐ３之后各成熟
度荔枝样本数据点距离较大，区分效果较好。

图 ２　理化指标对果园荔枝成熟度识别的 ＰＣＡ分析

Ｆｉｇ．２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ｆｏｒｌｉｔｃｈｉ’ｓ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ＣＡ
　

２１２　ＬＤＡ分析
图３为理化指标对果园荔枝成熟度识别的ＬＤＡ

分析结果。第 １线性判别因子（ＬＤ１）的贡献率为
６１９７％，第 ２线性判别因子（ＬＤ２）的贡献率为
２５４５％，第 １、２线性判别因子的总贡献率为

图 ３　理化指标对果园荔枝成熟度识别的 ＬＤＡ分析

Ｆｉｇ．３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ｆｏｒｌｉｔｃｈｉ’ｓ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ＤＡ
　
８７４２％。各成熟度的荔枝均能被较好地区分，分类
识别的正确率为１００％。
２２　电子鼻对果园荔枝成熟度的识别
２２１　ＰＣＡ分析

图 ４为电子鼻对果园荔枝成熟度识别的 ＰＣＡ
分析结果。第１主成分（ＰＣ１）的贡献率为９５７３％，
第２主成分（ＰＣ２）的贡献率为 ２９５％，第 １、２主成
分的总贡献率为 ９８６８％。各成熟度荔枝的样本数
据点均存在重叠现象，采用电子鼻结合 ＰＣＡ分析无
法较好地进行分类识别。

图 ４　电子鼻对果园荔枝成熟度识别的 ＰＣＡ分析

Ｆｉｇ．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ｎｏｓｅｆｏｒｌｉｔｃｈｉ’ｓｍａｔｕ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ＣＡ
　
２２２　ＬＤＡ分析

图 ５　电子鼻对果园荔枝成熟度识别的 ＬＤＡ分析

Ｆｉｇ．５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ｎｏｓｅｆｏｒｌｉｔｃｈｉ’ｓｍａｔｕ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ＤＡ

图５为电子鼻对果园荔枝成熟度识别的 ＬＤＡ
分析结果。第 １主成分的贡献率为 ４９０８％，第 ２
主成分的贡献率为 ３９４６％，第 １、２主成分的总贡
献率为 ８８５４％。成熟度 ｐ１、ｐ２、ｐ４荔枝样本数据
点之间无重叠，可以较好地进行分类识别。ｐ３和 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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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荔枝样本数据点均与 ｐ６的荔枝样本数据点有重
叠部分，采用电子鼻结合 ＬＤＡ分析也无法较好地对
果园荔枝成熟度进行区分。

２２３　ＢＰＮＮ分析
由于电子鼻结合 ２种线性分类识别方法 ＰＣＡ

和 ＬＤＡ对果园荔枝成熟度的识别效果均不佳，因
此，本文采用非线性识别方法 ＢＰＮＮ对果园荔枝成
熟度电子鼻采样数据进行进一步分类识别。实验共

包含６个荔枝成熟度，每个成熟度采样２０个荔枝样
本。从各成熟度中随机选择 １５个荔枝样本作为训
练集，剩下５个荔枝样本作为测试集。得到训练集
样本数为９０个，测试集样本数为 ３０个。输入层节
点数为 １０个，输出层节点数为 ６个，在分类过程中
设置期望输出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０，１），分别代表 ｐ１～ｐ６共 ６个荔枝成
熟度。经过反复实验，设定隐含层节点数为 ２１个，
学习因子和动态因子分别为 ０．０４５和 ０．９，最大训
练次数为２５０００次。采用训练样本集对上述网络
模型训练后，ＢＰＮＮ模型对果园荔枝成熟度（ｐ１～
ｐ６）测试集的正确识别样本个数分别为 ５、５、５、５、３、
５个。模型对训练的回判正确率为１００％，对测试集
的识别率为９２％。

２３　电子鼻数据与理化指标之间的关联

根据理化指标识别和电子鼻识别２种识别方法
对果园荔枝成熟度的分类识别结果可知，２种识别
方法都能够有效地对果园荔枝成熟度进行识别。但

理化指标识别法仅结合线性识别方法（ＰＣＡ和
ＬＤＡ）便能较好地对荔枝成熟度进行识别，而电子鼻
识别法结合线性识别方法（ＰＣＡ和 ＬＤＡ）对荔枝成
熟的识别效果不佳，结合非线性识别法 ＢＰＮＮ才能
较好地对荔枝成熟进行识别。因此，理化指标识别

法对荔枝成熟度的识别效果要优于电子鼻识别法，

理化指标在水果品质检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克服理化指标识别法操作繁琐、效率低、非智

能等缺点，同时最大限度保留理化指标识别法识别

效果佳的优点。本实验采用 ＳＣＡ和 ＣＣＡ２种分析
方法探究了电子鼻数据与理化指标之间的关联，为

基于电子鼻技术预测水果理化指标提供参考。

实验以 Ｙ１～Ｙ６分别代表果实大小、果核大小、

果实净质量、色差 Ｌ值、色差 ａ值、色差 ｂ值 ６项
理化指标，Ｒ１～Ｒ１０分别代表电子鼻传感器阵列中
的１０个气敏传感器。为使电子鼻信号数据阵列与
理化指标数据阵列样本数一致，从各成熟阶段的电

子鼻采样数据中随机选择１０个样本用于后续分析，
得到理化指标数据阵列样本数和电子鼻数据阵列样

本数均为６０个。
２３１　简单相关分析

实验采用 ＳＣＡ探究荔枝成熟过程中各理化指
标与电子鼻各传感器响应信号之间的关联，各传感

器响应信号与各项理化指标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ｒ如表２所示。
皮尔逊相关系数 ｒ的定义域为［－１，１］。正值

表示正相关，负值表示负相关。｜ｒ｜越接近 １，线性
相关越显著，越接近 ０，线性相关程度越低。通常，
０≤｜ｒ｜＜１时表示相关不显著，０４≤｜ｒ｜＜０７时表
示显著相关，０７≤｜ｒ｜≤１时表示极为显著相关［２２］

。

因此，荔枝成熟过程中，传感器 Ｒ３、Ｒ７的响应信号
与果实大小 Ｙ１显著相关；传感器 Ｒ１、Ｒ２、Ｒ９的响应
信号与果核大小 Ｙ２显著相关；传感器 Ｒ７的响应信
号与果实净质量 Ｙ３显著相关；各传感器响应信号与

色差 Ｌ值 Ｙ４的相关性均不显著；传感器 Ｒ３、Ｒ５、Ｒ９

和 Ｒ１０的响应信号与色差 ａ值 Ｙ５显著相关，传感

器 Ｒ７的响应信号与色差 ａ值 Ｙ５相关性极为显著；

传感器 Ｒ３、Ｒ５和 Ｒ６的响应信号与色差 ｂ值 Ｙ６显
著相关。ＳＣＡ分析结果证明了，在荔枝成熟过程中，
除色差 Ｌ值外，其他各项理化指标均与电子鼻部分
传感器的响应信号显著相关。

表 ２　各传感器响应信号与各项理化指标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Ｔａｂ．２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ａｃｈｓｅｎｓｏｒ’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ｅａｃｈ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

指标 Ｒ１ Ｒ２ Ｒ３ Ｒ４ Ｒ５ Ｒ６ Ｒ７ Ｒ８ Ｒ９ Ｒ１０

Ｙ１ ０２８７６ －０２３７８ ０４０３６ ０１２１２ ０３０６６ ００８９３ ０５１５３ ０１５９３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５３８

Ｙ２ ０５９２４ －０６２１０ ０３８７０ ００４２４ ０２３６５ ００４８６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５７７ －０４７１２ ０１９３５

Ｙ３ ０１０９６ ０００５０ ０３５９３ ０１０１９ ０２９４７ ００５７０ ０６９１０ ０１５４０ ０２１６０ －０１６５０

Ｙ４ ０３６２４ －０３９５５ ０２０６４ ０２４５５ ００７２５ ０３３０４ ０１５７５ ０３４２２ －０３４７２ ０２８４３

Ｙ５ －０１４１９ ０１９１８ ０４９５４ ００２５５ ０５６７０ －０２１３４ ０８８３４ －００５９２ ０５９６１ －０６５７４

Ｙ６ ０１２９８ －００７９９ ０４０７３ －０１３５３ ０４０１７ －０３０９３ ０４８３９ －０２９４２ ０２８２４ －０３３６０

２３２　典型相关分析
ＳＣＡ只能分析各理化指标与各电子鼻传感器之

间单独的向量关系，为探究荔枝成熟过程中理化指

标和电子鼻信号整体之间的相关性，实验采用 Ｃ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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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进一步分析。

根据荔枝成熟过程理化指标和电子鼻信号整体

ＣＣＡ结果得出，第 １典型相关系数为 ０９８３２（ａ＝
１５×１０－５３），第 ２典型相关系数为 ０９４５５（ａ＝
４４７２５５×１０－２５），第 ３典型相关系数为 ０８３８８
（ａ＝１８６８３×１０－１１），第４典型相关系数为０７５４１
（ａ＝７３２５９×１０－５），第５典型相关系数为 ０４３０４
（ａ＝０４３４９），第 ６典型相关系数为 ０１６９９（ａ＝
０８９５５）。其中，ａ为显著性分析系数，当 ａ＜０２时

表示相关性极为显著，０２≤ａ＜０５时表示相关性
显著，ａ≥０５时表示相关性不显著。因此，荔枝成
熟过程中理化指标和电子鼻信号的第 １～５典型相
关变量显著相关。

表３为各理化指标对电子鼻传感器整体信号的
典型相关系数 λ。由表３可知荔枝成熟过程中电子
鼻信号与色差 ａ值 Ｙ５、果实净质量 Ｙ３和果实大小
Ｙ１３项理化指标变化相关性显著 （｜λ｜＞０４），与其
他几种理化指标相关性较差。

表 ３　各理化指标与电子鼻整体信号的典型相关系数

Ｔａｂ．３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ａｃｈ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ｗｈｏｌ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相关向量编号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Ｙ５ Ｙ６
１ －０３１５０ ０２００６ －０５１８５ －００４２０ －０７０２８ －０２８１０

２ －０１９５８ ０３１４８ －０４０９３ ０１６６５ －０８１５７ －０３１８２

３ －０４６８７ ００３７７ －０６４６９ －０１９４４ －０７５５５ －０３４６８

４ －０４７９３ ００２８８ －０６５０４ －０１８２９ －０７８２０ －０３８１６

５ －０４７１９ ００３２４ －０６５７６ －０１７９１ －０７７３７ －０３０４２

６ －０４６９２ ００３９６ －０６４５４ －０１９０１ －０７７３７ －０３５１１

３　结论

（１）实验采用理化指标和电子鼻２种方法对果
园荔枝成熟度进行识别。理化指标（包括色差 Ｌ

值、色差 ａ值、色差 ｂ值、果实大小、果核大小和果
实净质量６项理化指标）采样数据显示，果实直径、
果核直径和果实净质量均随着果实的成熟而增大。

ｐ１—ｐ４阶段，荔枝果皮绿色和黄色不断加深，亮度
不断增大。ｐ４—ｐ６阶段，荔枝果皮亮度先增大后减
小，颜色迅速变红，黄色成分先增加后减少。

（２）理化指标对果园荔枝成熟度的识别效果优
于电子鼻识别。理化指标识别法结合 ＰＣＡ和 ＬＤＡ
分析均能较好地对果园荔枝成熟度进行识别，识别

正确率为 １００％。电子鼻识别法结合 ＰＣＡ和 ＬＤＡ
分析均无法较好地对果园荔枝成熟度进行识别，电

子鼻识别法结合 ＢＰＮＮ对果园荔枝识别训练集的回
判正确率为 １００％，测试集的识别正确率为 ９２％。
电子鼻识别法结合 ＢＰＮＮ能够较好地识别果园荔枝
　　

成熟度，是因为非线性识别方法 ＢＰＮＮ相对线性识
别方法 ＰＣＡ和 ＬＤＡ更适合解决果园荔枝成熟度识
别这类非线性识别问题。

（３）ＳＣＡ分析结果表明，在荔枝成熟过程中，
除色差 Ｌ值外，其他各项理化指标均与电子鼻部
分传感器的响应信号显著相关。传感器 Ｒ３、Ｒ７的
响应信号与果实大小 Ｙ１显著相关；传感器 Ｒ１、
Ｒ２、Ｒ９的响应信号与果核大小 Ｙ２显著相关；传感
器 Ｒ７的响应信号与果实净质量 Ｙ３显著相关；传

感器 Ｒ３、Ｒ５、Ｒ９和 Ｒ１０的响应信号与色差 ａ值
Ｙ５显著相关，传感器 Ｒ７的响应信号与色差 ａ

值

Ｙ５相关性极为显著；传感器 Ｒ３、Ｒ５和 Ｒ６的响应

信号与色差 ｂ值 Ｙ６显著相关。ＣＣＡ分析结果表
明，荔枝成熟过程中电子鼻响应信号和理化指标

的第 １～５典型相关变量显著相关。荔枝成熟过
程中电子鼻信号与色差 ａ值 Ｙ５、果实净质量 Ｙ３和
果实大小 Ｙ１相关性显著，与其他几种理化指标相
关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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