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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压处理对不同果蔬结构和性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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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超高压处理用于提高食品的安全性和贮藏性已被广泛用于果蔬制品,但主要限于流

态食品,原因是超高压处理可能会影响到固态食品的结构。为了探究超高压处理对不同品种

的果蔬结构和性质的影响,选择了5种具有不同的密度、含水量、微观结构和质构特性的果蔬,
采用不同的超高压处理条件,分析在不同压力大小和保压时间条件下,果蔬结构和性质的变化

情况。结果表明:果蔬的质地会影响其耐压特性,当果蔬质地柔软、空泡结构较少时,耐压性较

好;反之,果蔬的体积容易被压缩,由于组织结构的差异,不同果蔬受压时体积变化差异很大;
密度大、初始硬度大的果蔬受超高压处理后硬度等质构指标下降幅度更大。保压时间的延长

会进一步破坏果蔬的质构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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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高压对食品的处理是等静压加工,具有各向均匀性的特点,使被加工原料处于受力平衡状态,只
要食品原料具有一定的弹性,体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伸缩,就适合采用超高压处理[1-2]。由于一般超高

压采用的压力较高(100~600MPa),同时果蔬的组织一般较软[3],经超高压处理后,固体形式的果蔬组

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导致细胞壁和中胶层的结构以及胞内生物大分子的组成和数量发生变

化[4-5],造成果蔬的体积、质量、色泽和质构方面的变化[6-8]。目前有关超高压对果蔬结构和性质变化的

研究多集中在细胞壁果胶变化及影响其变化的相关内源酶上,主要取决于细胞膜、细胞壁和细胞间隙的

完整性[9]。Basak等[10]研究了不同压力大小及保压时间对苹果、梨、橙子、胡萝卜、芹菜、青椒和红椒的

硬度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压力的增加,硬度会迅速降低,而在保压期间,硬度会进一步降低或逐渐恢

复,并认为果胶甲酯酶活性是硬度增加的主要原因。Deroeck等[11]研究发现,相比于热处理,高压协同

高温处理的胡萝卜的果胶甲酯化程度显着降低,质构显示出最小的软化现象,且细胞间的粘附变化很

小。Tangwongchai等[12]研究了高压处理(200~600MPa、20min)对樱桃番茄的结构和关键软化酶(果
胶甲酯酶和聚半乳糖醛酸酶)的影响,认为由压力引起的樱桃番茄的结构变化涉及至少两个相关现象,
与液固组分相比,气相(空气)的压缩性更大,施加压力可以使其产生紧凑的结构;当压力解除时,组织中

溶解和压缩的气体将在大气压下重新快速膨胀形成气泡,导致细胞膜渗透性增加,从而促进水分的渗出

和增强酶作用,细胞区室化消失,组织变形软化,而参与进一步软化的酶主要是聚半乳糖醛酸酶,其在

500MPa及以上压力条件下失活。前者主要指压力导致的(细胞和组织)结构变化,后者指结构变化导

致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后者的变化又会加剧前者的变化,但前者的变化(结构的受损)程度决定了后者的

变化;前者的变化程度不仅取决于处理的压力,还受果蔬的种类和特性影响。目前关于超高压处理对液

体介质下不同果蔬受超高压处理后结构及品质变化研究较少[13],而且多以研究单一品种的果蔬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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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横向对比,较少探讨和比较不同果蔬在超高压处理后的不同变化。
不同品种的果蔬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所以超高压对其质构等品质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

本研究分析了不同超高压处理条件对果肉结构和性质的影响,同时比较了不同果蔬在相同条件下进行

超高压处理受到影响的差异,以推动高静压技术在果蔬加工中的应用并为开发果蔬罐头或含果肉饮料

新型工艺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设备

  原料:包括荔枝、提子、胡萝卜、梨、苹果5种果蔬。均选用市售新鲜产品,选择相似的外观、成熟度

和大小尺寸,其中成熟度主要以硬度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确定指标。荔枝为“桂味”品种,广东本地

产;提子为青提,产地智利;胡萝卜为广东本地产;梨为皇冠梨,产地河北;苹果为红富士,产地山东烟台。
白砂糖,食品级。

试验仪器与设备:uuPF/5L/800MPa超高静压处理设备(包头科发新型高技术食品机械有限公

司),Dz-280/2SD真空封口机(东莞市金桥科技有限公司),DHG-9070A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海培因

实验仪器有限公司),TA-XT2质构仪(StableMicroSystemsLtd,England),PL203电子天平(梅特勒

-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FR-600多功能自动薄膜封口机(上海申原包装机械厂),EVO18
SpecialEdition扫描电镜(SEM/EDS)(德国卡尔蔡司有限公司),Alphal-4Lplus真空冷冻干燥机(德国

Christ公司),WYZ阿贝折光仪(上海仪电物理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验方法

1.2.1 原料处理

图1 样品处理示意图

Fig.1 Schematicrepresentationoftreatedsamples

  选择5种果蔬作为实验原料:荔枝、提子、胡萝

卜、梨和苹果。处理时将鲜荔枝去壳去皮后,沿径向

方向将荔枝果肉制成直径10mm、高5mm的圆柱

形样品;将提子和胡萝卜切去两头后,沿中心取样,
制成直径10mm、高5mm的圆柱形样品,其中提

子制样时选择大小相似、质量相近(±1g)的样品,
取样时避免取到果皮;梨和苹果沿轴向取样,避免取

到果心和果核,制成直径10mm、高5mm的圆柱

形样品。随后将样品装入密封袋中,密封袋采用聚

乙烯塑料袋(10cm×13cm)两层密封(不留顶隙),
随后加入糖液,用密封机将密封袋封口,随后进行超

高压处理。样品处理示意图如图1所示,经过压力

处理后,果蔬的形态会发生变化,果蔬内部物质会与

液体介质直接发生交换。
样品选用不同的糖液作为介质,调配时使用蒸

馏水和蔗糖(食品级)作为原料,根据果蔬本身的糖度作为糖液的糖度进行调配,以减小由于果肉及糖液

的糖度差异而造成的渗透作用影响。其中荔枝18.34°Brix,提子为14.05°Brix,胡萝卜糖度为7.47°Brix,梨
为10.52°Brix,苹果为12.79°Brix。

常见的果蔬处理压力为300~500MPa,同时由于设备能力限制,本研究选择的最高压力为500MPa。
探究压力大小对果蔬的影响时,选择压力分别为200、300、400和500MPa,保压时间为5min作为处理条

件;探究保压时间对果蔬影响时,选择5、10、15和20min,处理压力为400MPa作为处理条件,果蔬样品选

择成熟度相近,大小尺寸相似,果蔬样品的质量为(50±3)g,果蔬与糖液的质量比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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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体积变化率

  采用排水法测定果蔬处理前后的体积,每个样品测定3次(误差小于0.1mL),每组样品做3次平

行,以新鲜果蔬作为对照样,计算体积变化率[14]

ΔV=V1-V0

V0
×100% (1)

式中:ΔV 表示体积变化率,%;V0 表示高压处理前果蔬的体积,mL;V1 表示高压处理后果蔬的体积,mL。

1.2.3 质量变化率

  用吸水纸将处理完成的样品完全吸干表面水分,用天平称量其质量,每个样品测定3次(误差小于

0.01g),每组样品做3次平行,以新鲜果蔬作为对照样,计算质量变化率[14]

ΔM=M1-M0

M0
×100% (2)

式中:ΔM 表示质量变化率,%;M0 表示高压处理前果蔬的质量,g;M1 表示高压处理后果蔬的质量,g。

1.2.4 质构分析

  测定时试样置于TA.XT2i质构仪P/36R探头下做压缩试验。参数设置为:预压速度1.0mm/s,
下压速度0.5mm/s,压后上行速度10.0mm/s,压缩率40%。选择硬度和回复性作为反映果蔬质构特

性的2个指标[15]。为了方便比较,以未经超高压处理的果蔬作为对照样,将果蔬的硬度和回复性2个

指标均换算为百分数。

1.2.5 微观结构

  采用真空冷冻干燥机对经超高压处理后的果蔬样品进行干燥,用刀片将样品切成5mm×5mm×1mm
的长方体,在SEM样品台上涂上一层导电胶,将切好的样品粘于此胶上,对样品横断面喷金后采用扫描

电镜拍摄仪进行测试。加速电压为10kV,选择放大200倍拍摄显微照片[16]。

1.2.6 数据分析

  方差分析和显著性分析应用SPSS21.0和Excel2010进行数据分析,其中采用新复极差分析法

Duncan进行显著性分析,置信区间取95%。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果蔬的结构与性质

  5种果蔬的密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为:荔枝、提子、胡萝卜、梨和苹果,它们还具有不同水分含量和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5种果蔬的性质和质构指标如表1所示,微观结构如图2所示。

表1 5种果蔬的性质与质构指标

Table1 Propertiesandtexturevaluesof5kindsoffruitsandvegetables

Density/(g·mL-1) Watercontent/% Solublesolids/°Brix Hardness/g Resilience
Litchi 1.063±0.005a 82.004±0.037a 18.34±0.21a 1193.8±40.15a 0.124±0.015a

Grape 1.038±0.021b 84.641±0.015b 14.05±0.35b 204.02±15.45b 0.037±0.005b

Carrot 1.028±0.017b 88.490±0.012c 7.47±0.13c 13737.24±375.72c 0.457±0.037c

Pear 0.986±0.007c 88.672±0.028c 10.52±0.26d 2470.24±54.28d 0.077±0.016d

Apple 0.861±0.012d 82.703±0.027d 12.79±0.33e 3151.40±85.47e 0.161±0.024e

   Note:Superscriptlettersineachcolumnindicatestatisticallysignificantdifference(P<0.05).
果蔬的质构主要由细胞壁和胞间层的结构决定,细胞壁主要由纤维素、半纤维素、果胶质、木质素等

聚合物构成,果胶质在中胶层中起粘连相邻细胞的作用[17]。不同品种的果蔬在细胞壁和胞间层的结构

上并不一致,核果类的荔枝和浆果类的提子纤维素含量低于0.5%,细胞壁的机械强度较弱,属于质地

柔软型果蔬;而根菜类的胡萝卜、仁果类的梨和苹果纤维素含量高于2.0%,细胞壁的硬度较大,属于质

地硬脆型果蔬[3]。结合表1和图2,可以发现,这5种果蔬的密度和硬度等指标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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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和提子的密度较大,但硬度较小,原因是它们属于柔软型果蔬,且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较高、组织结构

较为紧密。如图2,提子的孔洞少且小,荔枝截面光滑,基本无孔隙,存在的空泡结构较少因而密度较

大;梨和苹果的微观结构存在很多的空泡结构,孔隙较大,因此它们的密度也最低;胡萝卜具有密集的空

泡结构,组织网络交错,层次丰富,密度较大,因而胡萝卜的硬度很大。

图2 5种果蔬的微观结构

Fig.2 Microstructureof5kindsoffruitsandvegetables

  选择这5种具有不同密度、水分含量、可溶性固形物、质构特性和微观结构的果蔬作为实验对象,可
以更好地横向比较具有不同组织结构的果蔬受超高压处理后的变化情况,了解不同果蔬的受压特性。

2.2 压力大小对果蔬结构和性质的影响

  一般认为,压力越大,果蔬受压缩的程度也越大,形变也越大,结构因此也会受到更大的破坏。采用

不同的压力处理荔枝、提子、胡萝卜、梨和苹果5种果蔬,探究其结构变化情况。
图3、图4分别表示采用200~500MPa处理这5种果蔬后体积和质量的变化情况,具有不同上标

者表示差异显著(P<0.05)。

图3 不同果蔬受压力处理后体积变化

Fig.3 Volumechangeofdifferentfruits
andvegetablesafterHPP

图4 不同果蔬受压力处理后质量变化

Fig.4 Weightchangesofdifferentfruits
andvegetablesafterH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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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发现,经过超高压处理后,质地柔软的荔枝和提子会出现体积和质量增加的现象,但其变化规

律不一致。荔枝在200~300MPa处理后,质量和体积基本不发生变化,说明在此压力下,果肉结构基

本上不受超高压的影响,出现了轻微的压缩,说明荔枝的耐压能力较强。在400~500MPa时,荔枝的

体积随着压力的增大而增大,质量则先增大后减小,说明加压降压过程使荔枝结构的气体重新分配,细
胞空隙增大,细胞膜通透性改变,细胞内可溶性物质和液体介质均会进入荔枝细胞空隙,使体积膨

胀[18-19],而内溶物的加剧流出又会造成了荔枝质量的下降。提子在200~300MPa处理后体积出现增

大,质量增加,说明液体介质也会进入提子细胞间隙的空泡结构并使其体积膨胀;而在400~500MPa
下,提子结构无法耐受高压,组织发生坍缩,原本体积膨胀的提子体积变为压缩,导致果肉的质量和体积

减小。质地硬脆的胡萝卜、梨和苹果的体积均被压缩,质量下降,但变化率差别较大,说明它们的结构受

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随着压力的增大,梨的体积缩小程度越来越大,最大超过30%,说明梨的空泡结

构很多,组织结构承压性弱,受压时形变量最大,最容易被压缩;苹果的密度最小,空泡结构也较多,但在

不同压力下体积变化不大,这可能是因为其耐压性很弱,在200MPa时结构已被完全破坏,随着压力的

增大变化不明显;胡萝卜的体积随着压力的增大而逐渐被压缩,到400MPa以上体积基本不变,说明

400MPa时胡萝卜的结构被完全破坏。

  果蔬的体积和质量发生变化是因为果蔬细胞内部可溶性物质、气体与液体介质之间发生了物质交

换[7],但由于果蔬本身组织特性的差异,其细胞结构被破环的程度不一致,物质交换程度也不一样。质

地柔软的提子和荔枝在超高压处理时会出现体积和质量增大的情况,说明两种果肉结构具有一定的弹

性,受压会发生膨胀;而质地硬脆的胡萝卜、梨和苹果在超高压处理时体积和质量只会减少,说明这3种

果肉结构因含较多空泡,超高压处理后,细胞形态发生皱缩。
不同压力处理对5种果蔬的硬度的影响如图5所示,图中具有不同上标者表示差异显著(P<0.05)。

从图5可以看出,质地柔软的荔枝和提子在200MPa时硬度下降程度最大,随着压力的增大,它们的硬度

呈现逐渐回升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于细胞膜破裂,细胞内外压力差减小,细胞形态得以恢复和细胞壁果

胶酯化度的下降引起的[20]。而质地硬脆的胡萝卜、梨和苹果硬度的变化规律不一致。苹果的硬度随着

压力的增大变化不大,胡萝卜的硬度随着压力的增大而逐渐减小,但当压力大于400MPa后,胡萝卜的

硬度不再继续下降。

图5 不同压力大小对果蔬硬度的影响

Fig.5 Effectsofdifferentpressureonhardnessoffruitsandvegetables

  Trejo等[21]认为植物承压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压力临界值,当压力大于该值后,植物组织将不再被

压缩。说明在本实验条件下,苹果组织中的空气在200MPa压力作用下全部排出,而在200MPa压力

以上时,组织不再被压缩,即表现为硬度不会进一步下降[22],而胡萝卜的压力临界值为400MPa。梨随

着压力的增大,硬度也呈现逐渐回升的情况,原因是相比于胡萝卜和苹果,梨的体积下降的更为明显,并
随着压力的增大,其体积越被压缩,组织更为紧密,从而使硬度增加;当压力增加到500MPa时,细胞结

构受损严重,又表现为硬度的下降。果蔬的硬度变化与自身的密度呈现一定的关联,荔枝、提子和胡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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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3种密度较大的果蔬硬度受超高压处理影响而下降的程度明显要大于密度小的果蔬,硬度的变化与

果蔬的含水量则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与此同时,果蔬的初始硬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初始硬度最大的胡

萝卜在不同压力处理后,硬度降低了40%~70%,下降幅度明显高于其他4种水果。
很多研究表明,果蔬制品的硬度会随着压力的增大而逐渐降低,因为压力的增大,破坏了细胞膜、细

胞壁等结构,使果蔬细胞结构变形或破裂,从而影响果蔬的质构[23];但当果蔬的结构破坏到一定程度,
果胶甲酯酶(PME)从细胞中释放并与底物充分接触,使高甲酯化果胶去甲基而形成低甲酯化果胶,低
甲酯化果胶通过共价键与金属离子结合,增大果蔬的硬度[12,24-25]。另一方面,超高压处理后的果蔬,细
胞间结合更加紧实[26],从而有可能使硬度等质构指标增大。同时,本研究的果蔬则是在高糖度、高酸性

的液体环境中,这种液体环境也可能在高的压力条件下对果肉的质构起增强作用[27]。
图6表示不同压力对果蔬回复性的影响,图中具有不同上标者表示差异显著(P<0.05)。可以看

出,超高压处理对质地柔软的荔枝和提子回复性的影响规律不一致。对荔枝来说,随着压力的增大,回
复性逐渐回升,到500MPa时出现最大值,高于对照样;对于提子来说,随着压力的增大,回复性逐渐增

强,且增强幅度很大。这也表明荔枝和提子的结构具有一定的弹性,尤其是提子,在超高压处理后还能

增强其回复性。超高压处理对质地硬脆的果蔬回复性起负面影响,但其作用较小。超高压处理对梨的

回复性影响不大,但会使苹果和胡萝卜的回复性下降,且压力越高,下降幅度越大。

图6 不同压力大小对果蔬回复性的影响

Fig.6 Effectsofdifferentpressureonresilienceoffruitsandvegetables

  图7表示不同压力大小对5种果蔬处理5min后的微观结构,不同的果蔬在超高压处理后微观结

构出现不同的变化:荔枝在200MPa下孔隙开始增大增多,随着压力增大,果肉片状裂纹增多,果肉组

织被破坏程度逐渐加深[28];提子在200MPa的条件下微观结构变化不大,而在300和400MPa的情况

下果肉的孔隙则变得越来越大,说明压力的增大对提子的结构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胡萝卜随着压力的增

大,其多孔网络结构被打破,出现裂痕和更大的破损,因而其硬度等指标也随之出现了下降;梨在压力逐

渐增大的情况下,孔隙增大增多,但结构同时被压缩而变得扁平,部分组织更为紧密,从而出现硬度先降

低后升高的现象;苹果在200MPa时结构变化不明显,随着压力的增大,苹果的孔隙增大,到400MPa
时,结构已经完全被破坏,结构被压缩而变得扁平。

综上所述,果蔬的质地会影响其耐压特性[21]。结合5种果蔬的体积变化可以看出,质地柔软、截面

空泡孔隙结构较少的荔枝和提子具有更好的耐压特性,经200~300MPa的超高压处理后体积和质量

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400~500MPa下荔枝果肉体积才开始发生变化,体积增大;提子是随着压力的

增大体积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而质地硬脆、孔隙较多的胡萝卜、梨和苹果在不同压力处理下均呈

现体积减小的趋势,且由于其组织结构的不同,梨的果肉最易被压缩,苹果耐压性弱,但果肉不易被压

缩,胡萝卜组织结构致密,具有一定的耐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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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压力对5种果蔬处理5min后的微观结构

Fig.7 Microstructureof5kindsoffruitsandvegetablestreatedfor5minunderdifferentpressures

2.3 保压时间对果蔬结构和性质的影响

  实验中发现不同的压力处理时间对果蔬的体积和质量影响较小,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数据

未列出),说明相同压力下处理时间的长短对于果蔬的体积和质量影响不大,造成果蔬质构指标降低的

主要的原因是长时间的压力处理对于果肉本身结构的破坏加剧而造成的。

400MPa下对5种果蔬分别处理5、10、15和20min后果蔬的硬度和回复性的变化情况如图8、
图9所示,图中具有不同上标者表示差异显著(P<0.05)。

图8 400MPa下不同保压时间对果蔬硬度的影响

Fig.8 Effectsofdifferentholdingtimesonhardnessoffruitsandvegetablesunder40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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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400MPa下不同保压时间对果蔬回复性的影响

Fig.9 Effectsofdifferentholdingtimesonresilienceoffruitsandvegetablesunder400MPa

  由图8可以看出,梨和荔枝的硬度随着保压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小,苹果、提子和胡萝卜受保压时

间的影响较小,随着保压时间的延长,硬度变化不大。
由图9看出,保压时间对果蔬的回复性影响不大,但整体来说还是随着时间的延长果蔬的回复性逐渐减小。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随着保压时间的延长,除胡萝卜的质构受保压时间的影响较小以外,其余4种

果蔬的硬度和回复性均呈现下降的趋势,结合图9可以看出,延长处理时间会进一步破坏果蔬的结构。
图10显示经400MPa处理、不同保压时间的5种果蔬的微观结构变化情况。

图10 400MPa下不同保压时间对5种果蔬的微观结构影响

Fig.10 Effectsofdifferentholdingtimesonmicrostructureof5kindsoffruitsandvegetablesunder40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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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保压时间的延长,5种果蔬的微观结构均出现了更严重的破坏,说明延长保压时间对果蔬的

结构会造成更大的破坏,主要表现为果肉裂纹和孔隙的增大和增多。但不同果蔬受到的影响程度不同,
其中,提子、梨和苹果受到的影响要小于荔枝和胡萝卜受到的影响,荔枝原本平整的结构经超高压处理

后出现片状的裂纹,随着保压时间的延长,裂纹开始出现断裂并逐渐扩大;胡萝卜原本致密的结构在超

高压处理后开始出现孔洞,保压时间越长,孔洞也越大;提子经超高压处理后,果肉的层次结构逐渐消

失,果肉表面变得粗糙;梨和苹果的结构随着保压时间的延长,原本的富有层次的结构消失,被压得扁

平,同时孔洞增多。因此,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在保证加工需要的情况下,应采用尽可能少的保压时间,
以减小果蔬结构受到的影响。

3 结 论

  选取密度、含水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微观结构以及硬度、回复性存在差异的梨、苹果、荔枝、提子、
胡萝卜这5种有代表性的果蔬作为实验对象,研究了不同压力大小和不同保压时间对果蔬结构和性质

的影响。
(1)果蔬的质地会影响其耐压特性。质地柔软、果肉截面孔隙和空泡较少的荔枝和提子具有一定

的耐压性,质地硬脆、孔隙和空泡结构较多的梨、苹果和胡萝卜受压时会被压缩。由于它们的组织结构

不同,耐压程度也不同,其中梨最容易被压缩,压缩率最高;苹果耐压性弱,低压时结构已被压缩,增压不

会引起其体积缩小;胡萝卜由于结构致密,具有一定的耐压性。从微观结构看,所有果蔬的果肉都会随

着压力的增大而变得孔隙增多增大。果蔬的密度和初始硬度这两种性质影响处理后的质构指标变化,
密度和初始硬度越大,处理后果蔬的硬度等指标下降幅度也越大。

(2)随着保压时间的延长,除胡萝卜的质构受保压时间的影响较小以外,其余4种果蔬的硬度、回
复性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延长处理时间会进一步破坏果蔬的结构。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针对包含果蔬固体和液体介质(糖液)的产品,超高压处理是一个可行的加工手

段。压力大小主要根据果蔬的耐受压力进行选择,在保证加工需要的情况下,应采用尽可能少的保压时

间,以减小果蔬结构受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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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HighPressureProcessingonTexture
andQualityofFruitsandVegetables

LIBiansheng1,2,3,SUFangping1,ZHUYuefu1,RUANZheng1,2,
LIDandan1,QIANJiang3,GAOYongyan3

(1.CollegeofFoodScienceandEngineering,SouthChinaUniversity
ofTechnology,Guangzhou510640,China;

2.GuangdongProvinceKeyLaboratoryforGreenProcessingofNaturalProducts
andProductSafety,Guangzhou510640,China;

3.ZhuhaiShitongHighPressureResearchandApplicationInstitute,Zhuhai519180,China)

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effectsofhighpressureonthetextureandqualityoffruitsand
vegetablesindifferentvarieties,weselected5kindsoffruitsandvegetableswithdifferentdensity,

watercontent,microstructureandtexturetoanalyzetheirdataunderdifferentconditionsofultrahigh
pressuretreatment.Theresultsshowedthatthetextureoffruitsandvegetablescouldaffecttheir
pressureresistance.Softertextureandlessvacuolarstructureexertedagoodinfluenceonpressure
resistancewhereasthevolumeoffruitsandvegetableswasapttobecompressedwithmorevacuolar
structureandhardertexture.Thereisgreatdifferenceinvolumevariationbecausefruitsandvegetableshave
differenttextures.Thetextureindexwoulddecreasemoreobviouslyafterhighpressuretreatment,whenthe
fruitsandvegetableshavehigherdensityandgreaterhardness.Theprolongationoftheholdingtimewill
furtherdamagethetextureandstructureoffruitsandvegetables.
Keywords:highpressure;fruitsandvegetables;textur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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