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苹果梨(pyrus pingguoli)属于白梨系统，是中

国优良品种梨之一，产于吉林省延边，栽培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其果形扁圆，果面带有点状红晕，

酷似苹果，故名苹果梨。苹果梨具有抗寒丰产、果
实爽口甜美、品质优良、贮藏性强的特点，很受人

们的青睐，素有“北方梨中之秀”的美称，目前在黑

龙江南部、辽宁北部、河北北部、内蒙、甘肃、新疆

均有种植，已成为许多地区农村支柱产业。
水果套袋起源于日本，最初是防治食心虫，后

逐渐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生产技术，用于提高果实

外观品质和实现无公害生产。我国于80年代中期引

进此项技术，多年的生产实践证明，采用该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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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具有十分明显的经济效益，很值得在苹果梨生

产中推广应用。目前市场销售的果袋多种多样，为

了筛选适合苹果梨应用的果袋，进一步提高苹果

梨质量，为优质苹果梨生产提供参考，开展了本项

试验。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试验选用辽宁省苏家屯区苹果梨实验场 12
年生苹果梨树为材料，其株行距 2 m×4 m，果园

表 1 6 种 果 袋 的 厂 商、编 号、构 造、规 格

厂 商 编 号 构 造 规 格(mm)
山东果树所 D- 1 外灰里红双层袋 149×178

大连久松纸袋厂 D- 2 复合内红双层袋 170×200
大连久松纸袋厂 D- 3 复合单层袋 170×200
山东小林纸袋厂 D- 4 1- W(外黄油里黄)双层袋 150×180
山东小林纸袋厂 D- 5 1- LP(外灰里红)双层袋 160×190
山东小林纸袋厂 D- 6 1- KK(外黄油里黄)双层袋 16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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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果袋对苹果梨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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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择 6 种不同类型的果袋对苹果梨果实进行套袋处理，研究了套袋对果实品质的影响。结果表

明，套袋改善苹果梨果实外观品质，果面光亮、洁净、着色好、果点变小且不明显;但套袋也会使苹果梨果实的内

在品质有所降低，果实硬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可溶性总糖含量、Vc 含量降低。在 6 种果袋类型中，编号为

D- 1 和 D- 5 果袋处理的果实综合品质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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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agging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Bags on Fruit Quality of
‘Pingguoli’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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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s of bagging with 6 different types of bags on fruit quality 'Pingguoli' pear were
studie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xternal fruit quality was effectively improved by bagging with
different bag types. The bagged fruit skin gloss, cleanness and color were better than CK and the fruit
spots were obviously less than CK. It is suggested that bagging could also decrease the internal fruit
quality. The flesh firmness, soluble solids, total solub1e solid and Vitamin C were less in bagging
treatments. The quality of the fruit bagged with D- 1 and D- 2 among the 6 types of bag was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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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 同 果 袋 套 袋 对 苹 果 梨 外 观 品 质 的 影 响

处理 果面 果点 单果重(g)
D- 1 洁净，光亮，着色较好 小，不明显 240
D- 2 洁净，光亮，着色好 小，不明显 261
D- 3 洁净，光亮，着色好 小，不明显 254
D- 4 洁净，光亮，着色较好 小，不明显 291
D- 5 洁净，光亮，着色最好 小，不明显 272
D- 6 洁净，光亮，着色好 小，不明显 281
CK 有药渍、轻微擦痕且发暗，着色差 大，明显 267

表 3 不 同 果 袋 套 袋 对 苹 果 梨 内 在 品 质 的 影 响

处理 硬度(kg/cm2) 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总糖(%) 可滴定酸(%) Vc(mg/100g)
D- 1 7.76 12.50 7.823 0.218 13.987
D- 2 10.84 11.50 7.388 0.290 10.713
D- 3 10.52 10.90 6.820 0.218 11.308
D- 4 7.98 11.50 6.527 0.218 12.201
D- 5 9.60 12.90 8.122 0.254 11.904
D- 6 8.08 11.50 7.337 0.218 14.070
CK 10.74 13.20 8.184 0.218 14.284

通风透光条件良好，果园土质为沙壤土，园内行间

生草，栽培管理水平较好。果袋来自于目前市场上

常用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果袋种类，各种袋型的

基本介绍见表 1。
1.2 方法

于花后 50 d，选择晴朗无风天气喷布吡虫啉

可湿性粉剂(8 g/ 袋)和 50%代森锰锌(稀释 1 000
倍)，待药液干后，选取树冠外围集中于距地 1~2
m 处的果实进行套袋，每袋型套果 50 个。采收前

20d 摘袋，9 月 28 日采 收 6 种果袋的 果实各 20
个，对照 20 个，带回实验室测量。

去皮硬度用 GY- 1 型果实硬度计测定；可溶性

固形物用 WYT- 4 型手持折光仪测定；可溶性糖采

用改良 DNS 法测定；可滴定酸采用碱式滴定法测

定，Vc 含量的测定用 2，6- 二氯酚靛酚滴定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套袋对苹果梨果实外观品质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6 种不同类型的果袋套袋的苹

果梨果实外观品质，均比对照有较大程度的改善。
套袋果果面光亮、洁净、着色好、果点变小且不明

显，而对照果果皮较粗糙、有药渍、发暗、着色差、
果点大而多且明显。不同类型的果袋对果实着色

和单果重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表 2)，在 6 种果袋

中，D- 5 最能提高 苹果梨果面 着色，D- 1 和 D- 4
着色较好；D- 4、D- 5、D- 6 能提 高单果质量 ，而

D- 1、D- 2、D- 3 降低单果质量。
苹果梨果实套袋可显著提高果实的 外观品

质，分析认为，这是由于袋内的弱光能够提高果面

的光洁度，而袋内的高湿环境使果实水分交换率

降低，同时套袋使果实避免了风、雨、药剂和一些

机械摩擦等因素对果皮的刺激与损害，使果皮能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微环境中正常良好地发育。
2.2 不同果袋套袋对果实内在品质的影响

2.2.1 对梨果实硬度的影响

不同果袋套袋果的硬度大多数低于对照，只

有 D- 2 的处理比对照果实的硬度略高 (表 3)。从

本试验可以看出，不同果袋套袋，可以降低或提高

苹果梨的去皮硬度，这与郭永臣等 [1]的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王少敏等 [2]通过测定不同种类纸袋套

袋的绿宝石梨果实硬度后认为，套袋果实硬度大

小与纸袋的遮光性强弱呈正相关，纸袋遮光性越

强，果实硬度越高。

2.2.2 对梨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与可溶性总糖

含量的影响

6 种不同果袋套袋果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可溶性总糖含量均低于对照 (表 3)。这与张振铭
[3- 5]的研究结果一致。6 种果袋套袋果的可溶性总

糖含量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与对照 (CK) 相比，

D- 1 和 D- 5 的含量下降很 少，D- 2、D- 3、D- 4 和

D- 6 的含量下降较多。
Hong 等 [6]研究发现，套袋微环境中的弱光因

子导致果实果皮叶绿素含量显著减少，光合作用

能力几乎丧失，向果肉输送的果皮同化产物几乎

为零；而且果皮所需的光合产物全部由叶供应，加

剧了果实库之间对叶同化产物的竞争，使分配到

果肉的光合产物占整个果实的百分比下降，导致套

袋果的可溶性总糖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降低。
2.2.3 对梨果实可滴定酸含量的影响

从表 3 可以看出，套袋有利于保持或提高苹

果梨果实的可滴定酸含量。本试验中，D- 1、D- 3、
D- 4 和 D- 6 4 种果袋对可滴定酸含量没有影响，

D- 2 和 D- 5 果袋提高了可滴定酸含量。6 种不同

果袋套袋果的可滴定酸含量都等于或高于对照

果，与多数的研究结果一致 [5，7- 8]。吴友根等 [9]研究

认为，套袋对梨果实发育成熟有一定延缓作用，同

时套袋也可以改善梨果实内的营养转化，进而提

高果实内的可滴定酸含量。
2.2.4 对果实 Vc 含量的影响 （下转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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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种套袋果实的 Vc 含量与对照相比均有不

同 程 度 的 降 低 ，D- 1 和 D- 6 降 低 的 很 少 ，D- 3、
D- 4 和 D- 5 降低的较大，D- 2 降低的最多，比对

照降低了 25%。
不论哪种果袋，套袋果实 Vc 含量比对照略有

下降。张红菊等[10]认为，这是果实长期处在遮光条

件下生长，光合作用受到一定程度限制，Vc 合成

受到影响的缘故。

3 结 论

3.1 苹果梨果实套袋可提高果实的外观品质，本

试验所用的 6 种果袋，均使苹果梨果实的果皮光

洁度得到改善，着色好，果点减少，但不同质地的

果袋对单果质量影响不同，有的提高，有的降低。
3.2 苹果梨果实套袋能降低果实的内在品质，本

试验所用的 6 种果袋，有 5 种果袋的果实硬度降

低，6 种果袋果实的可溶性总糖、可溶性固形物和

Vc 含量都下降，只有可滴定酸含量与不套袋果相

同或略有提高。
3.3 本试验采用的 6 种果袋，经过综合分析认

为，D- 1 (山东果树所产外灰里红双层袋) 和 D- 5

(山东小林纸袋厂产外灰里红双层袋) 给苹果梨果

实套袋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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