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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合介绍了果实套袋技术, 包括套袋材料、时期、套袋方法、套袋对果实内、外品质、贮藏性、农残、病虫害的影响及机理 , 并提出当
前套袋技术推广应用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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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实套袋是近年来在我国果树生产中推广应用的一项

重要栽培技术, 几乎所有果树都有应用, 在苹果、梨、桃、葡

萄、枇杷等果树上应用尤为广泛。对果树实施套袋栽培, 不

仅可以防止或减少裂果、减轻病虫为害, 使果实色泽艳丽及

减少机械损伤, 而且符合果树无公害优质高效栽培的要求 ,

是生产优质高档无公害果品、提高果实商品价值的有效途径

之一。

1  套袋材料

不同果树种类或品种可采用不同材料的果袋, 但生产中

应用最多的果袋主要是纸袋。一般要求纸质果袋具有较强

的抗水性、良好的透气性及较好的耐用性[ 1] 。目前, 使用的

果实纸袋除进口高品质水果纸袋外, 我国已能自行生产品质

优良的不同类型水果的专用袋。但生产中为了降低成本, 许

多果农往往使用牛皮纸、旧报纸自行制作的果袋。但与专用

果袋相比, 报纸袋遇雨后吸水变软、易烂, 增加病虫危害, 因

而病虫率较高[ 2] 。在制作果袋时要求在纸质果袋下边留一

开口或小孔 , 这样有利于果实透气, 可以避免天晴时袋内温

度过高 , 加速果实蒸腾, 失水萎蔫[ 3] 。除了纸袋外, 也有少数

使用塑料果袋。新红星苹果采用带孔塑料袋, 具有隔绝果

实、光照好、夜温低、湿度大等优点, 可以适度提高昼温, 降低

夜温, 增加湿度 , 保证良好的光照, 有利苹果品质形成[ 4] 。

2  套袋时期和方法

2 .1 套袋时期 套袋宜早不宜迟。应选择在苹果、梨、桃、

葡萄等果实生理落果后的4 月下旬～5 月下旬进行, 此时套

袋可避开果锈主要发生期, 套袋时间应选在晴天上午9 :00 ～

11 :00 和下午2 :00 ～6 :00 , 同时一个果园最好是所有果实全

部套袋, 以便管理。梨树在花后10 ～20 d 是幼果的气孔皮孔

化的关键时期, 为抑制果点和锈斑的发生与发展, 获得外观

好的果实 , 梨树宜在此期套袋。桃宜在硬核期开始前坐果稳

定后的5 月下旬～6 月上旬进行。葡萄一般在坐果后经过疏

粒后进行。一般在套袋前应进行疏果, 使果实能够获取足够

的同化产物进行生长发育; 同时还要进行喷药 , 以保证套袋

果实免受病虫危害, 否则套袋后, 袋内果实在微域环境中病

虫害更为严重。

2 .2 套袋方法 套袋前将整捆纸袋放在潮湿处, 使之返潮、

柔韧。套袋时将两底角的通气口张开 , 袋体膨起, 手执袋口

下2 ～3 c m 处, 套上果实后使果柄置于袋的开口基部, 然后袋

中从中间向两侧依次按“折扇”的方式折叠袋口, 于线口上方

从连续处撕开, 将捆扎丝反转90°, 沿袋口旋转1 周扎紧袋

口。注意将袋口尽量靠上, 使之接近果台位置, 让幼果在袋

内悬空, 以防止袋体摩擦果面。同时注意捆扎丝不要夹在果

柄上, 以防果柄受损。套袋顺序为先上后下, 先内后外。套

塑膜袋时应注意张开膜袋后将果实套入, 并保证幼果处于袋

体的中央以防止日灼。

2 .3 除袋时期及方法  果树除袋时期依套袋树种、品种、套

袋类型不同而有较大差别, 黄绿色品种的单层袋, 可在采收

时除袋 , 也可以不去袋, 如枇杷、梨等; 红色品种使用单层袋 ,

于采收前30 d 左右, 将袋体撕开呈伞状, 罩于果上防止日光

直射果面 ,7 ～10 d 后全袋除去, 以防止日灼 , 并加速着色; 红

色品种使用双层袋的, 在果实采收前30 ～40 d 先摘外袋, 外

袋除去后经过4 ～5 个晴天后再除去内袋。1 d 的适宜除袋

时间为上午9 :00～11 :00 , 下午3 :00 ～5 :00。上午除南侧的纸

袋, 一定要避开中午日光最强的时间, 以免果实受日灼。阴

天全天都可进行。葡萄可以不除袋采收, 也可以在采前10 d

左右除袋, 一般应根据品种、果穗着色程度而定, 除袋操作与

苹果、梨相同, 塑膜袋可以不摘除。

3  套袋对果实品质的影响

3 .1 外观品质 果实的外观主要包括大小和色泽。套袋对

果实大小有一定的影响 , 且在同一时间采收的情况下, 套袋

越早果实越小。原因可能是套袋后果实不见光照 , 袋内温度

有所降低, 果实光合作用强度减弱, 使果实的膨大期延长, 成

熟期相对推迟, 因而造成在同一时间采收的果实, 套袋越早

果实越小的现象[ 5] 。但也有研究认为, 套袋对果实大小无影

响[ 6] 。果实着色受自身遗传基因控制。着色是由叶绿素、类

胡萝卜素和花青苷三大类色素的含量及分布共同决定的, 其

中叶绿素呈绿色, 类胡萝卜素主要呈黄色, 花青苷则形成果

实的红色[ 1] 。套袋的富士苹果去袋后, 花青苷及其前体物质

的合成积累迅速增加, 果实迅速着红色 , 叶绿素合成相对缓

慢, 含量极显著低于未套袋果, 降低了对花青苷的屏蔽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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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改善了花青苷的显色背景, 使套袋果色泽鲜艳。研究表

明, 套袋能够促进花青苷合成。花青苷积累的多少及其分布

情况决定红色苹果果皮着色程度, 果皮内其他色素( 叶绿素、

类胡萝卜素等) 的含量与果皮的鲜艳程度有关。原永兵等认

为, 套袋对果实中花青苷合成的影响, 主要是通过调节一些

光诱导酶活性而起作用。果实生长期套袋可显著抑制果实

中苯丙氨酸解氨酶( PAL) 、查尔酮合成酶( CHS) 、类黄酮-3- O-

葡萄糖基转移酶( UFGT) 的活性, 摘袋后的果实中PAL、CHS

和UFGT 酶的活性迅速提高, 同时花青苷的合成量大量增

加[ 7] 。而对于梨来说, 套袋有使花青苷的合成减少的趋势 ,

但这种影响程度受套袋时期决定。同时, 套袋还影响叶绿素

和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变化, 从而影响套袋梨果的色泽[ 8] 。套

袋后果点明显变细小, 果面光滑清洁, 污染率很低, 大大提高

了梨果实的商品性。套袋时间越早果点越小越淡, 果皮越光

滑, 色斑果率越低。反之 , 果点越大越明显, 果皮越粗糙, 色

斑果率越高[ 9] 。枇杷套袋果实与对照果实颜色明显不同 ,

表现为橙黄色, 果实成熟一致, 质地细软可口 , 套袋后果实着

色程度明显好于不套袋果实。另外, 早套袋能使青枣皮色鲜

绿、荔枝着色均匀、色泽鲜艳[ 10 - 11] , 提高其外观品质。

3 .2 内在品质 果实品质与果实中的糖、酸、可溶性蛋白质

等物质的含量有关 , 糖酸比适当, 果实风味好。多数研究表

明, 果实套袋对可食率、种子重量影响不明显 , 但果实的风味

略有下降, 可溶性固形物略有下降, 可滴定酸含量略有增加 ,

而且与套袋早迟呈正相关。套袋果实含糖量降低的原因有2

个: 一是果实套袋后, 光照变弱 , 影响同化产物从源到库的运

输[ 12] ; 二是套袋后果实温度增高、过氧化物酶活性增强、呼吸

强度增大[ 13] 。通过叶面喷肥增加了叶面积、厚度、百叶重及

叶绿素含量 , 并提高了叶片的光合强度, 使其净光合速率值

增加, 同时也降低了套袋果实的过氧化物酶活性和呼吸强

度, 从而可以提高套袋果的含糖量, 提高糖酸比, 改善果实风

味, 达到优质果品要求[ 14] 。但也有研究表明 , 套袋有利于果

实内质 的提 高, 包括 糖、Vc 含 量的 增 加和 酸 含量 的 下

降[ 15 - 16] 。潘增光等认为套袋改善果实的风味品质与袋内昼

温的升高有关, 相对高的温度能增加果实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和转化, 有利于提高果实品质。除了果袋本身对果实内质有

影响外, 相同的纸袋因颜色不同, 对果实内质也有不同的影

响。枇杷套袋用绿色纸袋效果最佳, 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

可滴定酸、固酸比及Vc 的含量明显高于其他颜色纸袋处理 ,

黄色纸袋次之, 白色、蓝色纸袋较差。这可能是不同颜色纸

袋对太阳光的折射效应不同, 影响光合效率与内含物转化 ,

从而对果实的品质产生不同的影响。

4  套袋对果实贮藏特性的影响

套袋短枝红富士贮藏期间主要品质指标的变化与不套

袋果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贮藏后期套袋果较不套袋果可滴

定酸含量降低幅度小,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降低幅度稍大, 品

质好于不套袋果[ 17] 。“妃子笑”荔枝果实进行采前无纺布套

袋处理, 采后置于常温、无任何药剂处理和纸皮包装的条件

下, 其耐贮性明显优于无套袋对照, 坏果率较低、果皮失水较

慢、pH 值相对较低。套袋果实果皮的蛋白质含量增多, 过氧

化物酶( POD) 活性降低, 但多酚氧化酶( PPO) 活性无明显不

同; 果皮蜡质层较对照厚 , 海绵状组织有大型薄壁细胞分布。

套袋后的变化有利于增强果皮的保水能力和延迟衰老 , 从而

推迟失水褐变出现的时间, 延长果实的贮藏寿命[ 18] 。叶永

昌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 在30 ～35 ℃下采前套袋的荔枝果

实比未套袋的果实贮藏期至少延长1～2 d[ 11] 。

5  套袋对农药残留的影响

套袋能明显降低果实中农药的残留量, 这与果实套袋避

免了农药的直接接触有关。砀山酥梨2 个品种套袋的果实

果皮农药残留量为0 .12 mg/ kg 和0 .1 mg/ kg , 对照果实的果

皮农药含量为0 .77 mg/ kg , 分别是处理的6 .42 、5 .92 倍。2 个

品种对照果实的果肉农药含量为0 .09 mg/ kg , 是5 月10 ～13

日套袋果实果肉农药含量的3 倍, 是5 月20～23 日套袋果实

果肉农药含量的2 .25 倍。富士苹果不套袋果水胺硫磷的含

量为套袋果的5 .5 倍[ 19] 。

6  套袋对果实病虫害的影响

套袋能明显降低病、虫、鸟等对果实的危害。翠冠梨果

实套袋后, 未发现有虫、鸟危害果, 锈病率只有0 .21 % 。不套

袋翠冠梨果病、虫、鸟总危害率高达24 .2 % , 其中夜蛾危害率

为11 .4 % , 金龟子危害率为2 .9 % , 锈病危害率为0 .8 % , 疮痂

病危害率为1 .2 % , 害鸟危害率为7 .9 % 。另外, 梨果套袋还

可有效避免梨黑星病、轮纹病、梨木虱等病虫害的侵害。石

榴套袋后, 能有效地防止或减轻果实黑色锈斑的产生, 提高

果实的商品质量[ 20] 。早套袋能减轻青枣果皮的白粉病病

斑、红蜘蛛虫斑。套袋能有效地防止鸟害, 并可减少枇杷果

锈的发生 , 尤其是白肉枇杷。郑少泉等认为这与套袋后果实

外部环境产生变化,PAL、PPO 和POD 活性的增加有关。

但套袋也使得一些原本并不严重的病害发生概率增加。

套袋红富士苹果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套袋果面斑点问

题, 包括黑点、红点和黑斑, 一般受害率达20 % ～30 % , 严重

的年份和地区甚至超过50 % 。黑斑病可能是苦痘病的一种

表现 形式, 黑斑果实 钙含量 低于正 常套 袋果 实钙含 量

10 .4 % , 且果实味苦[ 21] 。而黑点和红点分别为斑点落叶病菌

和霉心病菌所致[ 22] 。此外, 轮纹病也是套袋苹果园发生的

主要侵染性病害之一。而在梨套袋果实中, 黑点病也是一种

主要病害。丰水梨套袋后, 从7 月上旬开始发生黑点病。轻

者每果有3 ～5 个斑点, 多出现在萼洼周围, 且发病率不超过

5 % ; 严重者会在梗洼周围出现病斑。缺钙可能是导致套袋

果实黑斑病的原因之一[ 22] 。套袋后果实蒸腾作用降低 , 影

响了果实对矿质元素尤其是钙的吸收。当果实中钙含量下

降到临界点以下时, 呼吸作用增强, 加速果实衰老, 细胞壁的

稳定性及膜完整性受到破坏, 使得区域化分布的PPO 与其底

物酚类物质接触, 加之果皮酚类物质含量高 PPO 活性较强 ,

促进了酶促氧化反应而使果皮组织变褐[ 23] 。补钙可能是防

治黑斑病的重要措施之一, 为防止黑点病发生, 套袋前应喷2

次钙。近年套袋丰水梨多有日灼病发生 , 日灼病与树势强

弱、施肥及套袋时间迟早、纸袋性能等有关[ 24] 。

套袋栽培中出现的许多果实伤害问题都有可能与特殊

的微域环境相关。依据套袋果实微域环境变化规律对症分

析, 有助于制定适宜的研究与预防策略[ 25] 。要确保套袋技

术达到预期目的, 不能仅靠单一措施, 必须加强果园综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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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其中周年药防是基础, 选择好果袋是关键, 对河滩洼地

更应注意解决好果园内通风透光问题, 并避免在阴雨天施行

套袋等[ 26] 。

7  结语

虽然套袋对于生产优质果品具有重要意义, 但目前果树

生产中套袋的推广应用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

套袋的果面质量还不太理想; 二是技术操作、喷施农药不规

范; 三是标准不统一、果袋质量差、不能满足生产的要求[ 27] 。

不少果农由于用了劣质袋或用袋不当, 加之操作不规范, 导

致收效差, 甚至失败, 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为了使果实

套袋健康发展, 必须迅速实现标准化生产, 如果树用袋类型

和质量标准化、全套袋果园喷药标准化和套袋操作标准化

等, 这是果农最为关心的问题, 也希望有关职能部门能尽快

出台一套科学且行之有效的标准化操作规程, 同时要坚决有

效地取缔和禁止劣质袋的生产。惟有如此, 套袋技术才会在

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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