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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分析 7 种不同果袋
、

3 次不同摘袋时间对北暗 447 锦橙
、

尤力克柠檬
、

12 32 播橙果实品质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

套袋对果实内在品质的影响因不同的果袋类型
、

不同的柑擂品种而有所不同
.

一般而言
,

套袋减级果实的生

长发育
,

平均单果重减少 巧 ~ 30 9 左右
、

可溶性固形物 (T Ss) 降低或上 升 0
.

5 个单位左右
;
对于维生索 C 含t

,

北暗 4 4 7 锦橙降低或上升 4 ~ 8 m g / 10 0 m L
,

而尤力克柠橄
、

12 32 擂橙降低或上升 1 ~ 3 m g / 1 0 0 m L ; 固酸比有升

有降
,

北暗 447 锦橙降低或上升 0
.

5 ~ 1
.

5 个单位
,

尤力克柠, 墓本不变
,

而 12 3 2 播橙降低或上 升 4 ~ 6 个单位
.

采前摘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套袋果实的平均单果重
,

提高果实维生家 C 的含t 和固酸比
,

降低果实可滴定酸

的含t
.

遮光性强的果袋对果实的品质的不利影响大于遮光性弱的果袋
.

关 扭 词
:

柑播果实 ; 套袋 ; 摘袋 ; 内在品质

中圈分类号 : S6 “ 文傲坛识码
: A

果实套袋能够改善果实的外观和内在品质
,

大幅度降低果实的农药残 留量
.

因此
,

套袋栽培技术已为

广大果树生产者所接受
,

目前已广泛用 于苹果 [lj
、

梨阁
、

批把 [s:
、

桃[4j
、

柑橘〔5们 等
,

套袋果实也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
.

套袋可以明显地改善果实的外观品质 (尤其果实色泽
、

光滑程度 )
,

但果实内在品质难以形成统

一的认识
,

即内在品质 (可溶性 固形物
、

可滴定酸
、

维生素 C )有升有降
.

分析用 7 种不 同纸袋
、

3 次不同摘

袋时间对北暗 44 7 锦橙
、

尤力克柠檬
、

1 2 3 2 橘橙果实品质的影响
,

从而为柑橘果实套袋生产提供一定的理

论
、

技术指导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脸材料

试验于 2 0 0 5 年 7 月 ~ 12 月在重庆市北暗区歇马镇进行
.

植株选 自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品种资

源研究室和栽培研究室试验园
、

北磅区歇马镇重庆绿康果业有限公司柠檬园和北暗区歇马镇人和村板栗湾

组北猪 4 47 锦橙 园
,

供试果园均按本试验制定的统一管理技术进行 田间栽培管理
.

供试植株均 为 15 年生积

砧树
,

生长结果正常
;
供试品种为 3 个果面色泽具有代表性的柑橘品种

:

橙红色果皮
:
1 2 3 2 橘橙 (1 2 3 2 ta , -

g e r in o r a n g e ,

C
.

s in e n sis c v
.

va le n c ia X C
.

r e t ie u la t a c v
.

J ia n g n a n g a n + Zh
u sh a g a n )

,

橙色果皮
:

北暗 4 4 7

锦橙 (b e ib e i 4 4 7 jin c h e n g o r a n g e )
,

黄色果皮
:

尤力克柠橄 (E u r ie k a le m o n )
.

所有果园土壤均为紫色页岩
.

试验选用果树栽培上已有使用的 7 种果袋进行试验
:

外黄内白双层果袋 (代号
:

W )
、

外黄内黄双层果

袋 (代号
:

Y )
、

外黄内黑双层果袋 (代号
:
D )

、

黄色单层果袋 (代号
:
S Y )

、

外灰 内红双层果袋 (代号
:
R )

、

红

色单层果袋 (代号
:
S R )

、

白色单层果袋 (代号
:

SW ) (SW 袋购 自广州珠海盛大果袋有限公 司
,

其余 6 种果

袋购 自山东省爱农果袋有限公司)
.

不同类型果袋在 1 10 0 L x
自然光照强度下的透光率见表 1

.

收稿日期
: 2 0 0 7 一 0 3 一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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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不同类型果袋扭光率和光谁类型的分析

波长 (n m )
果袋类型

SR R SW W SY Y D
平均

U V 0
.

586 0
.

0 64 0
.

694 0
.

2 45 0
.

4 92 0
.

0 2 9 0
.

0 3 1 0
.

268

PA R 0
.

3 8 1 0
.

0 4 5 0
.

755 0
.

2 37 0
.

352 0
.

20 1 0
.

0 1 1 0
.

2 48

40 0 ~ 50 0 0
.

0 98 0
.

03 7 0
.

4 98 0
.

12 6 0
.

2 42 0
.

10 1 0
.

0 10 0
.

13 9

500 ~ 6 00 0
.

4 99 0
.

0 53 0
.

546 0
.

20 2 0
.

38 1 0
.

16 4 0
.

0 44 0
.

236

600 ~ 70 0 0
.

7 0 1 0
.

0 78 0
.

797 0
.

34 3 0
.

4 8 1 0
.

37 1 0
.

0 35 0
.

3 5 1

730 0
.

7 98 0
.

14 8 0
.

785 0
.

33 7 0
.

4 86 0
.

44 8 0
.

0 7 1 0
.

3 84

IR 0
.

786 0
.

0 99 0
.

632 0
.

3 25 0
.

589 0
.

4 3 5 0
.

0 18 0
.

3 6 1

平均 0
.

5 59 0
.

0 76 0
.

694 0
.

26 1 0
.

4 53 0
.

25 3 0
.

0 3 1 一

注
: U V 表示紫外线

、

PA R 表示有光合有效辐射
、

IR 表示红外线
.

1
.

2 试脸处理

本试验方案是在 2 0 0 4 年预备试验探索的基础上制定的
.

于柑橘第二次生理落果结束后
,

7 月上旬
,

对

3 个供试品种进行 7 种纸袋套袋处理
,

并设对照(空 白)
.

套袋前 7~ 10 天对柑橘园喷雾一次杀菌剂
、

杀蜻剂

和杀虫剂
,

选用的药剂有 80 %大生 M 一
45

,

果圣
,

45 %杀扑磷
.

在套袋当天再喷雾一次
,

待果面干后立 即

套袋
.

每品种每种果袋处理 2 株树
,

从每株树四周各随机选择大小基本一致
、

无病虫害的 50 个果实进行套

袋
,

重复 4 次
,

每品种每种果袋合计处理 400 个果实
.

尤力克柠檬
、

12 3 2 橘橙 于 7 月 13 日套袋 (由于其他

实验的需要
,

只用 SW
、

SY
、

S R
、

D 4 种果袋 )
,

北猪 4 47 锦橙于 7 月 19 日套袋
.

采收时间分别为北暗 447

锦橙 1 1 月 3 0 日
,

尤力克柠橄 1 2 月 l 日
,

12 3 2 橘橙 12 月 1 6 日
.

1
.

3 果实生长动态侧定及采收前不同时间摘袋处理

于 7 月 19 日对每种果袋处理的北磅 4 47 锦橙随机选择 20 个套袋果挂牌标记
,

并随机测定挂牌果实的

横
、

纵径作为果实生长基点
,

于 7 月 30 日第二次测定果实的横
、

纵径
,

每间隔 15 天用游标卡尺侧定其纵

径
、

横径 (测t 果实赤道线处 )
.

于 n 月 1 日
、

n 月 9 日
、

n 月 21 日对每种套袋处理摘除 20 个果实所套果

袋
,

以不摘除果袋为对照
.

1
.

4 果实理化性状侧定

按照《出口柑橘鲜果检验方法 》(G B 8 2 1 0一87 )测定果实的平均单果重
、

果实纵横径
、

果皮厚度
、

可溶性

固形物(T Ss)
、

可滴定酸
、

维生素 C (V 。)及固酸 比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不同果袋类型遮光率比较

从表 1 能够看出不同果袋类型对自然光的遮光性是明显的不 同
.

7 种不 同果袋主要吸收了波长在 400

~ 5 0 0 n m 这部分紫光
一
靛蓝

一
蓝光

,

其中波长为 470 ~ 500
n m (靛蓝光)

,

4 20 ~ 4 70 n m (蓝光 )大部分被吸收
,

而波长在 3 8 0一 4 2 0 n m 的紫光吸收了很大一部分
.

因而在 4 00 ~ 500
n m 波段果袋遮光性较强

,

透光率在所

侧得波段中最小
,

平均透光率仅为 0
.

13 9
.

而对于波长 6 30 ~ 780
n m 的红光中的 730

n m 波段吸收较弱
,

透

过率最大 0
.

38 4
.

不同果袋平均遮光性强弱顺序为
: D > R > Y > W > SY > S R > SW

.

不同果袋吸收波段强

弱顺序为
:
4 0 0 ~ 5 0 0 > 5 0 0 ~ 6 0 0 > PA R > U V > 6 0 0 ~ 7 0 0 > IR > 7 3 0

.

7 种不同果袋对光合有效辐射(PA R )

吸收强弱顺序为
:
D > R > Y > w > S Y > S R > Sw

,

说明 D
,

果袋内果实果皮可利用的光照最少
,

Sw 果袋内

果袋果皮可利用的光照最多
.

2
.

2 套袋对北磅 4 4 7 铆植果实纵徽径生长的影晌

从图 l 可以看出
,

北磅 447 锦橙套袋处理至 7 月 31 日之间
,

即套袋后 15 d 左右
,

套袋果实的横
、

纵径

生长明显减缓
, 7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之间

,

果实出现一个快速生长阶段
,

果实横
、

纵径生长加快
;
此后

,

果

实横
、

纵径生长减缓
; 10 月 16 日至采收期

,

果实横
、

纵径生长进一步减弱
.

说明果实经套袋处理以后
,

果

径生长均在短时间内即受到明显抑制
,

均小于对照
.

此后
,

因不同果袋类型
,

套袋果实的纵
、

横径生长速度

呈现出不同的生长速度
:

遮光性弱的 SW 对果径影响最小 , 遮光性强的 D 对果实横
、

纵径影响较大
.

采收

时不同果袋对果实纵横径的影响墓本与果袋吸收 PA R 强弱相反
,

纵径
:

D < W < Y < S R < S Y < R < S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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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果袋处理对不同柑橘果实可滴定酸的影响是不同的
.

遮光性强的果袋可以提高尤力克柠橄
、

12 3 2 播橙果

实的含酸t
,

对北暗 4 47 锦橙却是降低果实可滴定酸的含盘
.

衰 2 不同类型果袋处理采收时柑福果实内在品质的影晌

可溶性固形物 可滴定酸 固酸比 维生家 C

果袋 北砖 尤力克 一2 52 北砖 尤力克 12 52 北磅 尤力克 12 32 北磅 尤力克 125 2

447 娜橙 柠橄 摘橙 447 锦橙 柠橄 擂橙 4 47 锦橙 柠橄 擂橙 447 锦橙 柠, 栩橙

Y 9
.

50 7
.

50 一 0
.

79 6
.

22 一 11
.

9 9 1
.

2 1 一 3 7
.

91 3 8
.

99 一

W 9
.

00
.

7
.

50 一 0
.

79 5
.

97 一 11
.

3 6 1
.

2 6 一 3 5
.

29 3 7
.

11 一

R 9
.

00 7
.

20 一 0
.

70 6
.

10 一 13
.

9 8 1
.

18 一 3 3
.

12 3 5
.

2 2 一

D 8
.

50 7
.

00 9
‘

80 0
.

73 6
.

16 0
.

84 11
.

6 2 1
.

14 1 1
.

6 9 4 8
.

37 4 1
.

51 48
.

41

SW 9
.

50 7
.

00 10
.

20 0
.

9 1 5
.

67 0
.

67 9
.

3 0 1
.

2 3 1 5
.

2 1 4 8
.

37 3 3
.

96 4 8
.

41

SR g
,

00 7
.

20 10
.

50 0
.

85 5
.

97 0
.

78 10
.

5 5 1
.

2 1 1 3
.

5 1 4 4
.

59 3 6
.

48 5 2
.

23

SY 9
.

50 7
.

50 9
.

90 0
.

76 6
.

10 0
.

79 1 2
.

4 7 1
.

2 3 12
.

4 9 4 0
.

76 3 8
.

99 44
.

59

CK 9
.

90 7
.

50 10
.

50 0
.

8 0 6
.

10 0
.

6 1 1 1
.

4 2 1
.

2 3 1 7
.

2 3 3 9
.

92 3 7
.

74 5 0
.

96

2
.

4
.

3 不 同类型果袋对果实维生素 C( V c )的影响

套袋对柑擂果实维生素 C 的影响与可滴定酸的影响相类似(表 2)
.

对北磅 447 锦橙
,

D
、

sw
、

SR
、

sy

果袋处理使果实 V e
含 t 比对照 (3 9

.

9 2 m g / 10 0 m L )分别提高 21
.

2 %
,

2 1
.

2 %
,

1 1
.

7 %和 1
.

9 %
.

Y
、

w
、

R

处理却比对照分别降低 5 %
,

n
.

6%和 17
.

0 % , 尤力克柠像
,

Sw 果袋处理
,

果实 v 。
含 t 由对照的 3?

.

74

m g八 0 0 m L 降低到 3 3
.

9 6 m g / 100 m L
,

降幅达 10
.

0 %
,

而 D 果袋处理却相反
,

果实 V c
含 t 由对照的

3 7
.

7 4 m g / 1 0 0 m L 上升到 4 1
.

5 1 m g / 10 0 m L
,

升幅达 9
.

9 9肠 , 其他果袋处理后 V e
含t 有升有降

; 1 23 2 播

橙
,

除T SR 果袋处理的果实 V C 含 t 比对照 (5 0
.

9 6 m g / 1 0 0 m L )上升T l
.

2 7 m g / loo m L
,

升幅 2
.

5 %以

外
,

其余 D
、

SW
、

SY 果袋处理均使果实 V 。
含 t 较对照降低

.

2
.

4
.

4 套袋对柑橘果 实固故比的影响

不同类型果袋对不同柑擂品种果实 T S S
、

可滴定酸有不同影响
,

因此套袋处理也对果实固酸比呈现出

不同的影响(表 2)
.

遮光性强的果袋有降低尤力克柠橄果实固酸比
,

提高北暗 4 47 锦橙果实固酸比的趋势 ;

套袋处理均降低 1 2 3 2 擂橙果实固酸比
.

2
.

5 采前摘袋对果实品质的影晌

2
.

5
.

1 不 同摘袋时间对果 实单果重的影响

于 n 月 1 日(第一次摘袋 )
、

n 月 9 日(第二次摘袋 )和 n 月 21 日(第三次摘袋 )进行摘除果袋处理
,

总体上粉提前摘袋比不摘除果袋有增加平均单果重的趋势
,

尤以第一次摘袋(n 月 1 日 )处理平均单果 ! 较

明显
.

虽采前不同时间摘袋比连袋采收略为增加平均单果重
,

但二者之间没有差异性
.

采前不同时间摘袋

对北砖 447 锦橙
、

尤力克柠檬
、

1 2 3 2 橘橙果实单果重的影响与北暗 44 7 锦橙相类似
.

衰 3 采前不同摘袋时间对柑拐果实 TS S 含, 的影晌

品种 果袋
第一次

摘袋

第二次

摘袋

第三次
摘袋

未摘袋 品种
第一次
摘袋

第二次

摘袋

第三次

摘袋
未摘袋

50000020502050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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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力克

柠橄

7
,

7
.

7
.

7
.

7
.

7
.

7
.

7
.

7
.

50

0
�U0nU000,105000500050008040508.9.9.9.9.10. 9.9.100O0C甘0009已JU。0工JJ�匕比�0月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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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且,l

YDSwwRsRsY

北暗 4 4 7

娜桩

1 232 万W 1 0
.

吕0 10
.

8 0 1 0
.

6 0 1 0
.

2 0 S Y 1 1
.

5 0 1 1
.

1 0 1 0
.

5 0 9
.

9 0

树橙 平均 10
,

9 5 10
.

75 10
.

5 5 10
.

20 一

CK 10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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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

套袋对三类柑橘果实内在品 质的影响 1 1 5

2
.

5
.

2 采前不 同摘 袋时间对果实 T S S 含黄的影响

根据对北暗 4 4 7 锦橙
、

尤力克柠檬和 1 2 3 2 橘橙 1 1 月 1 日
、

1 1 月 9 日和 1 1 月 2 1 日 3 次摘袋试验
.

北

错 44 7 锦橙套袋果实平均 T S S 含量为 9
.

n %
,

而 n 月 l 日
、

n 月 9 日和 n 月 21 日提前摘袋后的平均

T S S 含量分别提高到 9
.

6 9 %
,

9
.

4 0 %和 9
.

14 %
,

但均低于未套袋果实的 T Ss (9
.

9 0 % )(表 3 ) ; 1 2 3 2 橘橙 3

次提前摘袋处理使平均果实 T SS 含量从不摘袋的 10
.

10 %分别提高到 10
.

98 %
,

10
.

78 %和 10
.

35 %
,

但均

高于未套袋果实的 T SS( 10
.

50 % ) ;
尤力克柠檬 3 次提前摘袋处理则使 T SS 含量从不摘袋的 7

.

27 %分别提

高到 7
.

4 9 %
,

7
.

4 6 %和 7
.

26 %
,

基本接近未套袋果实的 T ss (7
.

50 % )
.

结果表明
,

在采收 以前提前摘袋增

加光照比不提前摘袋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果实 T SS 含量
,

而且 因品种不 同提前摘袋的效应还有所差异
,

越

晚摘袋提高果实 T S S 的作用越小
.

因此柑橘套袋果实可以在采前 30 天左右摘除果袋增加光照
,

可在一定
。
范围内恢复套袋果实 T SS 的含盆

.

3 讨 论

3
.

1 套袋对果实内在品质的影晌

光照可直接和间接影响果实品质川
,

江爱良认为 9一 10 月的 日照多少与柑橘品质有关 [s]
,

柑橘果实膨

大期和成熟期光照充足品质好闭
.

柑橘果皮具有一定的光合作用能力
,

在果实发育前期果皮所豁的营养物

质较多部分是来自于 自身的光合产物
,

可维持果 实本身呼 吸作用的消耗 [l0 〕
,

对 叶片的依赖程度相对较

低[sj
.

从分析结果看
,

套袋总体上均会降低了柑橘果实平均单果重
、

T SS 含量
,

且这一影响因不同类型果

袋
、

不同柑橘品种而有所差异
,

一般来说
,

遮光性强的果袋 (D )最显著地降低了各品种的果实 T S S 含t
,

这可能是果袋内可以用的 PA R 较少
,

绿色果皮可以自身合成的光合产物较少
,

只能依靠叶片的光合产物
,

这必然会减少果实内光合产物的积累 [e. 川
.

7 种不同果袋主要吸收了波长在 4 00 ~ 500
n m 这部分紫光 一靛

蓝一蓝光
,

其中波长为 4 7 0 ~ 5 0 0 n m (靛蓝光 )
,

4 2 0 ~ 4 7 0 n m (蓝光 )大部分被吸收
,

而波长在 3 8 0 ~ 4 2 0 n m

的紫光吸收了很大一部分
,

所 以透光率最小 ; 对于波长 6 30 ~ 780
n m 的红光及远红光波段 吸收较弱

,

透光

率最大
.

这意味着柑橘绿色果皮的光合作用光谱集中在了红光及远红光 区
,

缺少另外一个光合作用光谱蓝

紫光区 (4 30 ~ 45 0 n m )
,

光合产物的合成就减少 了一部分
.

这可能是套袋果实平均单果重减轻
,

T S S 降低

的一个原因
.

其次生长季节果袋内微环境的高温会促进果实同化产物的代谢
、

运转和酶的活性
,

导致套袋

果的库强相对降低仁‘2〕
.

套袋对柑橘果实的果实可滴定酸含量影响因果袋类型和品种的不 同而有所差异
.

1 2 3 2 橘橙经过套袋处理
,

果实可滴定酸都有不 同程度增加
,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

3
.

2 提前摘袋对果实品质的影响

由于果袋套袋会改变果实生长环境因子
,

特别是减弱光照强度
,

不利于果实 自身的光合作用和碳水化

合物积累
.

在采收期前 30 d
,

20 d 和 10 d 提前摘袋处理
,

其结果是提前摘袋有提高果实可溶溶性固形物含

t 的作用
,

摘袋越晚提高可溶性 固形物的作用越小
.

这可能与提前摘除果袋后
,

果实可以得到一定时间的

良好光照
,

有利于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提高(提升幅度有限 )和果面色泽改进
,

柑橘果实膨大期和成熟期

光照充足品质好川
.

橙色
、

橙红色果皮 的柑橘品种
,

经不同时期摘袋处理后
,

果实总糖
、

总酸
、

v C 含t 等

较对照都有一定提高 , 具黄色果皮柠檬在 3 个不同时间摘袋处理中并没有显著提高果 实可溶性 固形物含

t
.

为了兼顾保持果实黄色性状
,

可以将果袋一直留在果实上
,

最后连袋采收
.

在柑擂果实套袋栽培 中
,

为

了恢复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

最好提前 30 d 以上摘袋
.

也有报道认为
,

纽荷尔脐橙[13 〕和苹果〔’们 的套

袋栽培
,

都需要在采前大约 20 d 以前摘去果袋
,

以利于果实内在品质的恢复
.

4 结 论

4
.

1 黄色柑橘品种 (柠檬
、

抽子等 )使用遮光性强的果袋 (黑色
、

红色双层果袋 )较好
,

既可保证果实具有优

良的内在品质
,

又可兼顾鲜亮的黄色外观
;
橙色

、

橙红色柑橘品种最好选用遮光性弱 的果袋较好 (如 白色
、

红色单层果袋)
,

可避免果实平均单果重
、

T S S
、

可滴定酸
、

V 。的减少趋势
,

又可保证果实色泽的发育
.

4. 2 提前摘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果实的内在品质 (T SS
、

可滴定酸
、

V 。 、

固酸比 )
.

对橙色
、

橙红色柑

橱品种可提前 30 天左右摘除果袋
,

增加光照有利于果实品质的发育
.

对 于黄色品种柑橘 (柠檬
、

袖子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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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果实色泽明亮的黄色
,

可连袋采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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