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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氯液消毒青蔥冷藏期間之表面菌數比較 
Table 2. Effects of chlorinated water sanitization on the microbial population of water-soaked green onion in 

cold storage. 

zMeans with the same letter in each row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by t-test. 

討 論 

葉菜類貯存期間主要的品質劣變包含失重、機械損傷、呼吸速率過高、變黃與腐爛（Kitinoja and Kader, 

2003）。青蔥屬於易腐性蔬菜，新鮮青蔥貯存時間通常無法超過 2 星期（Kitinoja and Kader, 2003），截

切青蔥的貯存時間更短，約只能保存 6 天（Ibaraki et al., 2001）。爲了延長青蔥貯存時間，許多研究針

對包裝方式（Ibarakij et al., 1999; Ibarakij et al., 2000b）、包裝材質（Ibarakij et al., 1999; Ibarakij et al., 2000a; 

Ibarakij et al., 2000b）、冷藏溫度（Ibarakij et al., 1999; Ibarakij et al., 2001）、氣變處理（Ibarakij et al., 2000a; 

Hong et al., 2000）、溫水處理（Hong et al., 2000; Cantwell et al., 2001; Fallik, 2004; Kim et al., 2005）、γ

射線照射（Fan et al., 2003; Kim et al., 2005）、冰溫貯藏（何等 2012）等進行試驗。此外，青蔥也可以

進行低溫乾燥，加工成脫水青蔥，再以加工品的形式長期貯存（林等 2010）。 

除了貯存方式之外，消毒也可以影響蔬菜的保存時間。消毒除了能減少植物病原菌感染造成的損失

外，也能降低蔬菜成為傳播食品中毒病原菌的媒介。蔬菜消毒可使用氯液（次氯酸鈉或次氯酸鈣）、臭

氧、過氧化氫（雙氧水）或溫水等方式進行。使用的氯液濃度通常為 50-150 ppm （Bachmann and Earles, 

2000; Kitinoja and Kader, 2003），過氧化氫通常的使用濃度為 0.5% （Bachmann and Earles, 2000），溫

水溫度為 43-53℃之間（Fallik, 2004）。青蔥以 55℃溫水處理去根後的蔥白底部 5 cm 部份 2 min，可顯

著降低蔥白往根部方向抽長的現象（Hong et al., 2000）。在殺菌的效果方面，Cantwell 等（2001）曾比

較不清洗、20℃冷水與 52.5℃溫水清洗的效果及 0、50、100、200、400 ppm 氯液消毒的效果，清洗溫度

愈高植株生菌數含量越低，但經過 2 週儲藏之後抑菌的效果會消失，以溫水清洗的青蔥生菌數值反而較

高，而氯液消毒的部份則僅比較了儲藏前的結果，氯液處理最多可將菌數減少為處理前的十分之一。Kim

等人（2005）比較室溫與 50℃溫水消毒，與 Cantwell 等人（2001）得到類似的結果。 

本試驗比較青蔥浸水與否在冷藏期間顏色的變化，得到浸水青蔥顏色在第 16 天之後顯著劣變的結

果，決定將第 16 天之後的青蔥外觀作為消毒是否有效的客觀標準。原先以室溫至 60℃及 100 至 1,000 ppm

氯液進行消毒，發現 50℃以上及氯液 500 ppm 以上對青蔥組織有立即破壞的效果，因此將溫水條件與氯

液濃度分別設定為 40℃、45℃與 50℃及 100、200 與 500 ppm。在顏色變化部分，貯存 9 天之後，500 ppm

氯液消毒者開始出現萎凋狀況，而貯存 13 天之後，所有的處理都開始出現零星的黑色黴菌，貯存 16 天

則有許多外葉腐爛。在表面菌數部分，原料之表面菌數約每平方公分為 104 個，50℃溫水及 100、200

與 500 ppm 三種濃度的氯液浸泡 1 min 可顯著降低表面菌數。經避光冷藏 9 天後，200 ppm 氯液處理之

表面菌數顯著高過未處理之對照組，而其他處理（40℃、45℃、50℃、100 ppm、500 ppm）之菌數則均

未顯著比對照組高。推測 500 ppm 與 200 ppm 消毒試驗造成青蔥表面的細胞產生肉眼不可見的損傷，可

能導致細胞內液流出提供微生物生長的養分，500 ppm 氯液因殘留濃度仍具有液菌效果，故僅見到外觀

萎凋但表面菌數沒有對應增加，200 pm 則因為抑菌效果較差，可觀察到表面菌數增加。在貯存 16 天後，

包含對照組在內，所有處理之表面菌數均提高為貯存試驗開始時的 10 倍以上，但是由外觀照片及顏色變

Day after 
treatment 

Bacterial count (CFU/cm2)
Tap water 100 ppm 200 ppm 500 ppm 

0 1.70.1104 bz 8.31.1103 ab 6.81.3103 a 7.11.6103 a 
3 3.10.1104 d 2.00.3103 b 1.30.1103 a 4.21.1103 c 
6 1.20.1105 c 2.70.2103 a 3.81.2103 b 3.60.4103 b 
9 7.40.1104 b 6.40.6103 a 1.40.1105 c 9.11.9103 a 
16 2.50.6105 a 3.60.6105 ab 4.00.5105 b 2.50.0106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