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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袋型及套袋和摘袋时间对红星梨果实品质的影响

阮班录1．刘建海1。冯月秀2

(1．成阳职业技术学院，陕西咸阳 712000；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果树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5)

摘 要：套袋均可极显著减少果镑、减少病虫危害，着色良好；套纸袋还可以增加果实硬度，但可溶性固形物有

所下降。套纸袋过早，单果重减少明显，果锈、日烧发生均极显著增加，光泽度极显著下降，着色显著下降，其

中日烧以双黑袋最重。套袋过晚果锈和病虫害增加，特别是塑膜袋果锈较其它果袋极显著增加。套纸袋。摘

袋过早果锈显著增加，病虫害、日烧极显著增加，但着色和光泽好，摘袋过晚着色和光泽极显著下降。综合比

较，以5月23日(盛花后40 d)套条黑袋，7月10日摘袋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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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皮梨根据着色的迟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

是果实生长中后期成熟时开始着色，目前的红梨

多数属于此类，如满天红、美人酥、八月红、红香酥

等；另一类是座果后，果实幼小时就有色泽，最有

代表性的是西洋梨系统的红梨品种，如红考密斯、

红星等。这两类梨的着色机理不同[1]。套袋在满

天红、日面红、红香酥等品种上，可以明显改善梨

果实外观品质[2．8]，但在红考密斯、红星等梨上的

应用效果未见报道。红星梨最近几年在陕西各地

发展看好，为此，我们在2009年开展了不同袋型

及套袋和摘袋时间对红星梨果实品质的影响的研

究，旨在为提高该品种的外在品质提供理论依据，

也为不同着色机理的红梨套袋研究积累经验。

1 材料与方法
一

1．1材料

试验设在陕西省三原县城关镇解里村，该地

东经108．9。、北纬34．6。，海拔440 Ill，年平均气

温13．4℃，平均无霜期215 d，太阳总辐射475

KJ／cm2，年降雨量520 mm。试验园面积0．67

hm2，树龄6年生，主栽品种为红星，授粉品种为

红丝绸和八月红，树形纺锤形，株行距为4 m×2

In，树势中庸。园地黄绵土，有灌溉条件，其它管

理水平较好。育果袋共有四种(见表1)，．1号、2

号、3号是陕西礼泉“金果”牌纸袋，4号是四川“惠

阳”牌膜袋。

表1试验所采用的果袋

1．2 处理

选树相一致、生长良好、结果基本一致的红星

梨作为试验树．单株小区，重复3次。每次套袋均

在9．00—11．OO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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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不同袋型与套袋时间试验 四种果袋分

别进行三次套袋，第一次套袋在5月8日(盛花后

25d)、第二次套袋在5月23日(盛花后40d)和第

三次套袋在6月2日(盛花后50d)。7月10日一

次性摘袋(膜袋未脱)，7月22日统一采收。以不

套袋为对照。

1．2．2 不同摘袋时间试验 2号和3号果袋分

别在5月23日(盛花后40d)套袋。7月2日、7

月10 El和7月15日分三次摘袋，7月22日统一

采收。以套膜袋不摘袋为对照。

1．3测定项目和方法

采收时每个处理在树冠不同方位共选30个

果实调查果锈、病虫害、日烧、着色和光泽情况，计

算出相关指数，并在树冠南侧中部枝龄相当的母

枝上随机采10个果实在实验室中测定平均单果

重、果实硬度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果实品质分

级标准如表2。

裹2果实外观品质分级标准

果锈、病虫害、日烧、着色、光泽指数分别按表

1调查，然后计算，公式为：(各级果实数×级数)／

(调查果实总数×最高级数)×100。果实硬度用

FHM一5型果实硬度计测定(使用圆柱形尖头，

为去皮硬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用“POCKET—

PAL一1液体浓度计”测定，每处理三果、每果测

定果实胴部两侧取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袋型与套袋时间对果实品质的影响

从表3中可以看出：单果重，除第1次套袋的

1、2、3号袋极显著较小外，其他处理间的差异均

未达到显著水平。果锈指数，以对照最高，与其他

处理的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同期套袋的以4号

袋最高，与其他处理的差异也均达极显著水平，4

号袋不同期套袋间差异不显著；不同时期套袋．1、

2、3号袋均为第3次套袋>第1次套袋>第2次

套袋，第1次套袋和第3次套袋间差异达显著水

平，均与第2次套袋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病虫

指数，以对照最高，与其他处理的差异均达极显著

水平；第1次套袋和第2次套袋均无病虫；第3次

套袋果袋间的差异不显著。日烧指数，对照和第

3次套袋均无发生，同种果袋第1次套袋>第2

次套袋，不同果袋间1号袋>2号袋>3号袋>4

号袋；第1次套袋1号袋最高．与其他所有处理差

异均达极显著水平，2、3号袋间差异不显著．但与

其他处理差异也达极显著水平；第2次套袋。1、2、

3号袋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着色指数，以对照

和4号袋最高。对照及不同套袋时期4号袋问差

异不显著，但与其他处理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同

期套袋的1、2、3号袋差异不显著；不同时期套袋，

以第1次套袋最低。与第2、3次套袋差异达到显

著水平，第2、3次套袋间差异不显著。光泽指数，

以对照最高，与其他处理的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同期套袋的以4号袋最高，与其他处理的差异也

均达极显著水平．其他果袋间差异不显著；不同时

期套袋的4号袋间差异不显著，1、2、3号袋均为

第3次套袋>第2次套袋>第1次套袋，第1次

套袋和第2、3次套袋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均与

第2次套袋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第2、3次套袋

间差异达显著水平。硬度．同一套袋时期l、2、3

号袋均大于4号袋和对照，差异达到极湿著水平，

1、2、3号袋间差异不显著；不同时期套袋除4号

袋差异均不显著外，1、2、3号袋第1次套袋和第

2、3次套袋差异均达显著水平，第2、3次套袋间

差异不显著。可溶性同形物，4号袋及对照最高，

4号袋间及与对照差异不显著#同期套袋的1、2、3

号袋差异不显著，不同期套袋的第3次套袋>第

2次套袋>第1次套袋，第1次套袋与第2、3次

套袋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第2、3次套袋间差异

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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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袋型及套袋时间对品质的影响

时间与袋型 苫果锈撇病虫指数日烧撇着色撇光泽微。，g姒／cmleg／cm。，丢翥竺Y夏o(g) 【 ‘J 彤物‘ ，

5月

8日

5月

23日

6月

2日

1

2

3

4

132．3 bB 6．34 dC 0．00 cC 10．91 aA 55．89 cB 11．25 eD 3．60 aA 13．23 cC

135．3 bB 5．72 dC 0．00 cC 7．23 bB 56．05 cB 9．86 eD 3．57 aA 13．78 cC

134．0 bB 6．21 dC 0．00 cC 6．70 bB 55．02 cB 10．23 eD 3．88 aA 13．55 cC

143．6 aA 18．63 bB 0．00 cC 0．85 dC 85．59 aA 62．59 cB 2．62 cB 15．10 aA

140．0 aA

141．7 aA

143．3 aA

143．7 aA

140．5 aA

143．0 aA

143．5 aA

144．7 aA

3．67 eD

3．52 eD

4．01 eD

18．25 bB

8．14 cC

7．93．cC

8．61 cC

17．52 bB

O．OO cC

O．OO cC

0．OO cC

0．OO cC

2．35 bB

2．68 bB

2．03 bB

2．42 bB

CK 144．2 aA 30．26 aA 6．56 aA

1．26 dC 70．21 bB 19．68 cC 3．02 bA 15．58 bB

0．00 eD 71．06 bB 21．35 cC 3．12 bA 16．05 bB

0．00 eD 72．13 bB 20．26 cC 3．05 bA 16．03 bB

o·oo eD 83·83 aA 70·83 bB 2·68 cB 15·131aA

0．00 eD 86．41 aA 80．41 aA 2．75 cB 15．25 aA

注：同一栏内有不同英文字母的表示差异显著(小写表示P<O．05。大写表示P<O．01)，下表同。

2．2不同摘袋时间对果实品质的影响 摘袋>第2次摘袋>第3次摘袋；第1、2次摘袋

从表4可以看出：所有品质指标，同期摘袋的 问差异达到显著水平，与第3次摘袋差异均达到

两种果袋间差异不显著。单果重，不同摘袋时间 极显著水平。着色指数，对照>第1次摘袋>第

及与对照差异不显著。果锈指数和光泽指数一 2次摘袋>第3次摘袋；对照与第1次摘袋差异

致，以对照最高，与其他处理的差异均达极显著水 不显著，与第2次摘袋差异显著，与第3次摘袋差

平；不同时期摘袋，第1、2次>第3次，第1、2次 异极显著；第2、3次摘袋间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摘袋间差异不显著，与第3次摘袋差异达到显著 硬度，以对照最小，与其他处理差异显著；不同摘

水平。病虫指数，以第1次摘袋最高，与其他处理 袋时期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可溶性固形物，以

及对照差异极显著；第2、第3次摘袋及对照均为 对照最高，与其他所有处理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

零，无病虫害发生。日烧指数，对照为零，第1次 平；不同摘袋时期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衰4不同袋型及摘袋时间对品质的影响

时间与袋型
单果重

(g)
果镑指数 病虫指数 日烧指数 着色指数 光泽指数 硬度． 可溶性，

(kg／cm2) 形物(％)

7月

2日

7月

10日

7月

15日

2

3

141．9 aA

143．1 aA

141．7 aA

143．3 aA

142．9 aA

143．5 aA

4．12 bB

4．36 bB

3．52 bB

4．01 bB

3．05 cB

3．2l cB

O．92 aA

0．84 aA

1．55 aA 80．95 aA 15．92 bB 3．12 aA 14．51 bB

1．42 aA 79．02 aA 15．78 bB 3．06 aA 14．62 bB

0．00 bB 1．06 bA 68．34 bA 15．94 bB 3．08 aA 14．60 bB

0．00 bB 0．95 bA 65．26 bA 15．69 bB 3．18 aA 14．47 bB

O．00 bB

0．00 bB

0．30 cB 60．06 cB 14．35 cB 3．15 aA 14．52 bB

0．16 cB 60．25 cB 14．23 cB 3．14 aA 14．53 bB+

CK 143．7 aA 18．25 A 0．00 bB 0．00 dC 82．59 aA 63．59 A 2．51 B 15．16 A

3 小结

套袋均可极显著减少果锈、减少病虫危害，着

色良好；套纸袋还可以增加果实硬度，但可溶性固

型物有所下降。套纸袋过早，单果重减少明显．果

锈、日烧发生均极显著增加，光泽度极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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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色显著下降，其中日烧以双黑袋最重。套袋过

晚果锈和病虫害增加，特别是塑膜袋果锈较其它

果袋极显著增加。综合比较，以5月23日(盛花

后40 d)套条黑袋和三色袋效果最好，但三色袋果

袋单价是条黑袋的近2倍，成本较高，因此还是套

条黑袋比较经济。

套纸袋。摘袋过早果锈显著增加，病虫害、日

烧极显著增加，但着色和光泽好；摘袋过晚着色和

光泽极显著下降。综合比较，以7月10日摘袋比

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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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耐抽薹性

对各参试品种抽薹情况的调查结果(表1)表

明，参试的41个品种。有28个品种未抽薹。13个

品种抽薹。其中，抽薹严重的有奥春、捷如玉和捷

如美4个品种抽薹率达100％，天禧2号抽薹率

达89．4％，LB63抽薹率54．1％，天山雪抽薹率

24．1％，白长龙抽薹率22．6％，秀绿抽薹率

18．8％，世友长白美、芸春白、特新白玉2号、汉白

春和LB69抽薹率均在10％以内。

2．4商品性
’

通过对参试品种的畸形根率调查(表1)，除

去抽薹的品种，商品性较好的品种有J4～07、青

研萝卜2号、亚美冠春、YR光大、凌玉、春翡翠、

YR白天使、LB72、YR新春、赛雪303、LB70、亚

美自春、凌翠、剑春、YR白春、久留米、大韩白春、

景福、世友青光、LB66等19个品种，这些参试品

种的畸形根率均在10％以内。

2．5抗病性

对各品种主要病害病毒病、霜霉病和黑腐病

的抗性调查结果(表1)，结果表明，抗病毒病的品

种有大韩白春、赛雪303、亚美白春、亚美冠春、凌

玉、剑春、春之光、世友青光、景福和春翡翠等10

个品种，芸春白不抗病毒病，其它20个品种对病

毒病表现中抗。经调查参试的41个品种，对霜霉

102．

阮班录，刘建海．邦俊炜．冯月秀．张林森，程琪．不

同摘袋时间对满天红梨果实品质及贮藏性的影响

[J1．安徽农业科学，2008，36(27)：11 705—11 706，11

724．

郭俊炜，阮班录．刘建海。冯月秀，君广仁，程琪，刘

海龙．袋型与套袋时间对日面红梨果实品质及贮藏

性的影响F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32)：15 800-

15 803．

刘建海，阮班录，郭俊炜，君广仁，程琪．不同育果袋

在红丝绸梨上的应用研究口]．北方园艺，2009。(2)：

86-87．

李亚绒，阮班录，郛傻炜，刘建海，冯月秀．不同摘袋

时间对日面红梨果实品质及贮藏性的影响[J]．北方

园艺，2009，(6)：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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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品质的影响FJ]．北方果树，2007，(3)：12—13．

病均表现抗病。世友长白美、特新白玉2号、凌

玉、捷如玉、J4—07、芸春白、LB77、LB68、LB70、

世友青光、赛雪303、春之光、YR光大、大韩白春、

捷如美、LB93、亚美冠春、奥春、LB69、YR新春和

春翡翠等21个品种对黑腐病表现抗病，凌翠、

LB66、LB63、秀绿、天禧2号、天山雪、YR白天

使、剑春、景福、LB72、白长龙、青研萝卜2号、汉

白春、亚美白春、LB76、久留米、雪单1号、LB84、

YR白春和万德秋等20个品种对黑腐病表现

中抗。

3 小结

(1)综合考虑产量、耐抽薹性、抗病性以及商

品性等因素，YR白春、亚美白春、亚美冠春、YR

白天使、春之光、凌翠、YR新春、LB93、久留米、剑

春、春翡翠、景福、世友青光等13个品种具有整齐

一致，根形美观，大小适中，歧根、裂根少。根皮光

滑，耐抽薹性好，产量高，抗病性强等优点．商品性

状符合当地市场需求，适合在太白高山地区推广

栽培。

(2)由于时间播种时间较迟的关系，再加上

2011年5—6月期间当地气温回升较稳，采收时

一些品种未出现抽薹现象，应有待进一步试验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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