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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袋及遮光对黄瓜果实发育及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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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以“津绿 3 号”黄瓜品种为试验材料 ,研究了不同套袋材料对套袋果实 (雌花) 袋内微环境、果实发

育及果实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 ,套袋处理均不同程度地使袋内温度升高、光照减弱 ,其中以黑膜袋处理的升温效

果最显著 ,纸袋处理的遮光效果最显著。与对照相比 ,各套袋处理的坐瓜率均下降 ,黑膜袋坐瓜率降低幅度最大 ;

但对已坐住的果实 ,除黑膜袋外 ,套袋果实较对照发育快。套袋果实的可溶性蛋白质、可溶性糖、游离氨基酸、维生

素 C 含量及果皮的叶绿素含量均不同程度低于对照 ,其中纸袋处理的瓜色最浅 ,叶绿素含量最低。套袋果实表面

洁净 ,无农药和尘埃污渍 ,果色鲜绿或白绿 ,感观好 ,但口味较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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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食品安全、卫生、营养

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自从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整

个生存环境受到的污染越来越严重 ,水体、土壤、空

气不同程度的污染 ,对蔬菜品质也产生了影响 ,但尤

以农药使用不当对蔬菜造成的污染最为突出。在蔬

菜生产上 ,农药喷洒部位一般难以避免食用部分 ,故

直接造成农药的污渍和残留。有资料[1 ]表明 ,20 世

纪 90 年代初有机磷农药在蔬菜中的施用十分普遍 ,

西安、宝鸡、铜川等地的黄瓜、甜椒、番茄有机磷农药

超标 54. 5 %。黄瓜是人们喜爱食用的重要果菜 ,而

无论是露地或保护地栽培 ,由于病虫害种类多 ,发生

频繁 ,一般都需要多次反复用药[2～4 ] ,这样造成瓜

条的农药直接污染和残留更多。但在目前栽培技术

条件下 ,如果不采用化学防治 ,蔬菜将减产 45 %～

98 %[5 ] ,所以绝对不允许使用农药是不现实的。

果实套袋是近年来应用于果树栽培上的一种改

善果实外观品质的措施 ,不但能有效降低农药残留 ,

防止果面锈斑 ,而且能减少病虫果率和裂果率 ,是目

前生产无公害葡萄、梨和苹果 ,提高其商品价值的一

项重要栽培措施[6～8 ] 。根据果树上应用套袋栽培

的实践可以推论 ,果实套袋可能也是减轻果菜农药

污染的有效途径之一 ,但果实套袋技术在蔬菜上能

否应用 ,首先取决于套袋对果实发育和果实营养品

质等的影响。迄今为止 ,有关套袋在蔬菜生产上的

应用报道较少[9 ,10 ] ,仅见于彩椒、番茄和茄子 ,而未

见黄瓜套袋生产的报道 ,更缺乏对蔬菜套袋生物学

及生理学效应的研究。

本试验旨在分析果实套袋对袋内微环境、果实

发育及果实品质的影响 ,以期评价套袋栽培技术在

黄瓜生产上的应用价值 ,并为进一步研究套袋对降

低黄瓜果实农药残留的效果提供参考。同时 ,本试

验选用不同袋材 ,旨在观察不同材料袋的效应及其

对果皮颜色的影响 ,探讨结合套袋技术同时改变瓜

色 ,丰富黄瓜产品的可行性。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以生产中的黄瓜主栽品种津绿 3 号为试验材

料 ,以黑塑料膜袋、白塑料膜食品袋、黑白两面的电

光纸为套袋材料。

1. 2 　试验处理

试验于 2003 年在陕西杨凌五星村黄瓜生产棚

内分两次 ( Ⅰ, Ⅱ)进行 ,第 Ⅰ次试验处理期间 (05210

～05220) 覆盖棚膜 ,第 Ⅱ次试验处理期间 (06201～

06209)已揭掉棚膜。每批试验时 ,在田间随机选取

植株生长势一致、节位相近、当日开放、大小一致的

雌花 ,人工授粉后套袋或标记。每处理重复 12～20

(雌花)瓜次。第 Ⅰ次试验设 3 个处理 ,分别为白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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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膜食品袋 (简称白膜袋) 、黑膜塑料袋 (简称黑膜

袋) 、黑面白里纸袋 (简称黑面纸袋) ,以不套袋为对

照 ;第 Ⅱ次试验设 2 个处理 ,分别为黑面白里纸袋

(简称黑面纸袋) 、白面黑里纸袋 (简称白面纸袋) ,以

不套袋为对照。试验田按常规生产进行管理。

1. 3 　测量指标和方法

1. 3. 1 　袋内微环境温度和光照度的测量 　试验期

间 ,每天中午 11 :00 分别用 7151 型半导体温度计和

ST292 型数字照度计 ,观测近黄瓜果面处的温度和

光照度 ,每处理随机取 3 点测定。

1. 3. 2 　瓜条长度、粗度、单瓜重的测量 　当对照中

发育正常果实的 50 %以上达商品成熟时 ,各处理统

一采收 ,将果实立即带回室内进行测量。瓜粗统一

取瓜条中部 ,用游标卡尺测量直径 ;瓜长用软尺测量

自然长度 ;单瓜重用天平称量。

1. 3. 3 　果实品质的测定 　营养品质的测定 :维生素

C 含量用钼蓝比色法测定 ;可溶性糖含量用蒽酮比

色法测定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用考马斯亮蓝 G2250

染色比色法测定 ;游离氨基酸总量用茚三酮比色法

测定。具体测定方法参照文献[ 11 ]进行。

感官品质的测定 :叶绿素含量用丙酮提取 ,比色

法测定。其他由 7 位专业人员组成品尝小组进行品

尝评定。

2 　结果与分析

2. 1 　套袋对袋内微环境的影响

　　套袋处理均不同程度地使黄瓜袋内温度升高 ,

光照减弱。白膜袋、黑面纸袋及黑膜袋分别较对照

温度升高 1. 9 ℃,2. 4～2. 6 ℃和 4. 4 ℃;白膜袋、黑

膜袋及纸袋 (黑面及白面) 的遮光度依次增加 ;黑面

纸袋与白面纸袋内的温度、遮光性基本一致 (表 1) 。

表 1 　套袋对袋内果实微环境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bagging on micro2environment of cucumber fruit in the bag

试验批次
Experiment

batch

处理
Treatment

温度 Temperature 光照度 Light intensity

平均温度/ ℃
Mean temperature

较对照增加
百分率比/ %
Increase to CK

平均光照度/ lx
Mean light
intensity

较对照增加
百分率比/ %
Increase CK

Ⅰ

对照 Control 26. 3 0 23 700 0

白膜袋 White film bagging 28. 2 + 7. 2 18 400 - 22. 4

黑面纸袋 Black paper bagging 28. 7 + 9. 1 2 - 100. 0

黑膜袋 Black film bagging 30. 7 + 16. 7 655 - 97. 2

Ⅱ

对照 Control 32. 0 0 55 500 0

黑面纸袋 Black paper bagging 34. 6 + 8. 1 3 - 100. 0

白面纸袋 White paper bagging 34. 0 + 6. 3 2 - 100. 0

2. 2 　套袋对果实发育的影响

由表 2 可以看出 ,套袋处理对黄瓜坐瓜有不同

程度的负影响 ,但却有利于果实发育。第 Ⅰ次试验

中 ,白膜袋、黑面纸袋及黑膜袋的坐瓜率依次较对照

降低 26. 7 % ,60. 1 %和 76. 7 % ,以套黑膜袋的坐瓜

效果最差。第 Ⅱ次试验中 ,白面纸袋和黑面纸袋的

坐果率均较对照降低 6. 7 % ,两种纸袋处理间无差

异。比较 2 次试验结果 ,说明套袋对坐瓜的不利影

响与套袋时期有关。

表 2 　套袋对果实发育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bagging on fruit development of cucumber

试验批次
Experiment

batch

处理
Treatment

处理雌花数
Number of
♀flower
treated

坐瓜数
Number
of fruit

set

坐瓜率/ %
Fruit
set

ratio

瓜粗/ cm
Fruit
width

瓜长/ cm
Fruit

length

单瓜重/ g
Fruit

weight

Ⅰ

对照 Control 12 11 91. 7 2. 63 26. 5 122. 08

白膜袋 White film bagging 20 13 65. 0 2. 41 26. 1 132. 14

黑面纸袋 Black paper bagging 19 6 31. 6 2. 95 25. 8 151. 99

黑膜袋 Black film bagging 20 3 15. 0 1. 54 19. 8 54. 23

Ⅱ

对照 Control 15 11 73. 3 2. 57 25. 5 114. 68

黑面纸袋 Black paper bagging 15 10 66. 7 2. 75 29. 3 149. 12

白面纸袋 White paper bagging 15 10 66. 7 2. 38 25. 4 121. 41

　　尽管套袋对坐瓜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但除黑膜

袋外 ,套袋对已坐住瓜的果实发育有不同程度的促

进作用 ,表现为瓜较长、较粗或较重。如第 Ⅰ次试验

中 ,白膜袋和黑面纸袋处理的单瓜重分别较对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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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8. 2 %和 24. 5 % ;第 Ⅱ次试验中 ,黑面纸袋和白面

纸袋处理的单瓜重分别较对照增加 30. 0 %和

5. 9 %。

2. 3 　套袋对黄瓜营养成分的影响

由表 3 可以看出 ,套袋果实的营养成分含量均

不同程度的低于对照。套白膜袋的维生素 C、游离

氨基酸、可溶性蛋白质、可溶性糖的含量分别较对照

低 32. 6 % ,46. 1 % ,19. 5 %和 45. 9 % ;套黑膜袋的上

述 4 个营养指标依次较对照低 35. 8 % , 27. 9 % ,

27. 7 % ,17. 9 % ;套黑面纸袋的上述 4 个营养指标依

次较对照低 32. 3 %～ 45. 1 % , 39. 4 %～ 46. 0 % ,

19. 1 %～32. 0 %和 14. 2 %～25. 9 % ;套白面纸袋的

4 个营养指标依次较对照低 36. 1 % , 45. 6 % ,

41. 7 % ,12. 9 % ,但两种纸袋间差异不大。
表 3 　套袋对黄瓜营养成分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bagging on content of nutrient elements in the cucumber fruit

试验批次
Experiment

batch

处理
Treatment

维生素 C/
(g·kg - 1)
Vitamin C

游离氨基酸/
(g·kg - 1)

Free amino acid

可溶性蛋白/
(g·kg - 1)

Soluble protein

可溶性糖/
(g·kg - 1)

Soluble sugar

Ⅰ

对照 Control 0. 268 8 0. 308 0 0. 968 66. 9

白膜袋 White film bagging 0. 181 3 0. 166 0 0. 779 36. 2

黑面纸袋 Black paper bagging 0. 147 5 0. 186 7 0. 783 49. 6

黑膜袋 Black film bagging 0. 172 5 0. 222 0 0. 700 54. 9

Ⅱ

对照 Control 0. 240 0 0. 278 0 1. 030 46. 6

黑面纸袋 Black paper bagging 0. 162 5 0. 150 0 0. 700 40. 0

白面纸袋 White paper bagging 0. 153 3 0. 151 3 0. 600 40. 6

2. 4 　套袋对黄瓜感观品质的影响

套袋处理均不同程度地降低了黄瓜果皮的叶绿

素含量 (表 4) ,其中以套黑面纸袋的果皮颜色最浅 ,

呈白绿色 ,可以生产白黄瓜 ;套白膜袋对果皮颜色影

响最小 ,果皮呈鲜绿色 ;套黑膜袋的果皮呈黄绿色。

表 4 　套袋对黄瓜感官品质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bagging on sensory quality of the cucumber fruit

试验批次
Experiment

batch

处理
Treatment

瓜皮叶绿素含量/
(mg·g - 1)

Chlorophyll
content

in fruit skin

口感
Taste

新鲜度
Freshness

感官综合评价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Ⅰ

对照 Control 1. 478 一般 Normal 一般 Normal 一般 Normal

白膜袋 White film bagging 1. 275 脆嫩、味稍淡
Crisp but less tasty 很新鲜 Very fresh 较好 Better

黑面纸袋
Black paper bagging 0. 051 脆嫩、味稍淡

Crisp but less tasty 新鲜 Fresh 较好 Better

黑膜袋 Black film bagging 0. 519 脆嫩、味稍淡
Crisp but less tasty 新鲜 Fresh 较好 Better

Ⅱ

对照 Control 1. 500 一般 Normal 一般 Normal 一般 Normal

黑面纸袋
Black paper bagging 0. 048 脆嫩、味稍淡

Crisp but less tasty 新鲜 Fresh 较好 Better

白面纸袋
White paper bagging 0. 104 脆嫩、味稍淡

Crisp but less tasty 新鲜 Fresh 较好 Better

　　套袋果实表面光洁 ,无农药污渍 ,果实鲜绿、黄

绿或白绿 ,视觉效果好 ,果实口感脆嫩 ,但口味淡 ,感

官综合评价较好。

3 　讨论和结论

试验表明 ,套袋处理均不同程度地使黄瓜袋内

温度升高、光照减弱 ,其中黑膜袋处理增温最显著 ,

纸袋处理遮光最明显。各种套袋处理的坐瓜率均有

所下降 ,黑膜袋处理坐瓜率最低 ,瓜的发育也最差 ;

白膜袋、黑面纸袋和白面纸袋处理的坐瓜率降低幅

度较小 ,但两种纸袋处理间的坐瓜率无差异。对果

实发育的影响 ,以黑面纸袋处理为优 ,在相同的生长

天数内单瓜重最大。套袋果实表面洁净 ,无农药和

尘埃污渍 ,果实视觉效果好 ,口感脆嫩 ,但营养成分

含量低 ,口味较淡。段正涛[9 ] 、陈汝果[10 ]等对套袋

彩椒、番茄和茄子的研究表明 ,套袋可以改进果实外

观商品价值。但是 ,有关套袋对果实营养品质和果

实微环境的影响 ,以及不同材料的套袋效果 ,在蔬菜

上还未见报道。

3. 1 　袋内微环境对坐瓜率及果实发育的影响

套袋黄瓜袋内微环境与对照不同 ,这可能是造

成套袋黄瓜坐瓜率低的主要原因。套袋处理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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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较高 ,其中以黑膜袋处理的增温效果最显著 ,但黑

膜袋内的光照度远比纸袋强 ,所以高温可能是导致

黑膜袋处理坐瓜率低和产量低的重要原因。但在第

Ⅱ次试验中 ,各处理温度普遍比第 Ⅰ次试验中黑膜

袋处理的温度高 ,但坐瓜率并不很低 ,说明温度并非

影响坐瓜率的唯一因素。

纸袋处理升温幅度小而遮光性强 ,所以光照可

能是造成纸袋处理坐瓜率降低的原因之一。然而 ,

白膜袋光照与对照差异不大 ,但坐瓜率同样较低 ,说

明光照也并非制约坐瓜率的唯一因素。

套袋不仅改变了坐瓜和果实发育的微环境如温

度和光照 ,同时也必然影响微环境的湿度和气体等

因子。由于试验工作量和条件的限制 ,本研究未对

微环境湿度和气体的变化进行观测 ,但进一步研究

这些因素的变化 ,对澄清套袋降低坐瓜率的原因十

分必要。在此基础上 ,筛选适宜的套袋材料、套袋方

式 ,创造适宜瓜条发育的微环境 ,是开发套袋技术的

关键。

3. 2 　套袋对黄瓜降低农药污染的影响

由于套袋避免了生产中喷洒的农药直接接触果

实 ,袋上农药污渍多 ,而袋内果实表面洁净 ,无农药

污渍。相反 ,对照果实直接接受农药喷洒 ,瓜条上农

药污渍明显可见。关于套袋对黄瓜果实农药残留的

影响 ,还有待进一步设计专门试验加以研究。

3. 3 　套袋时期对坐瓜及果实发育的影响

本研究中 ,第 Ⅰ次试验时纸袋处理的坐瓜率降

低幅度较大 ,第 Ⅱ次试验与第 Ⅰ次试验相比 ,对照的

坐瓜率降低 ,而纸袋处理坐瓜率降低幅度较小 ,原因

可能是第 Ⅰ次试验期间阴雨天气占瓜条生育期的一

半 ,同时覆盖着棚膜 ,而第 Ⅱ次试验期间阴雨天少 ,

且棚膜揭开 ,由这些导致的温度、光照、湿度、通风换

气、生长时期等的不同 ,而使第 Ⅰ次试验与第 Ⅱ次试

验的坐瓜率、产量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但每次试验中

各处理与对照之间差异的趋势是一致的。

3. 4 　果实套袋栽培与果实遮光栽培的可行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 ,果实套袋对黄瓜坐果有不利

影响 ,但对果实发育有促进作用 (除黑膜袋外) ;套袋

果实无农药直接污染 ,果面洁净 ,口感脆嫩 ,但营养

成分降低 ,口味较淡 ,说明套袋处理有双重效应。目

前 ,仅依据这些资料尚不能定论套袋栽培的可行性 ,

应该在进一步筛选适宜的套袋材料、研究套袋对降

低农药残留效果的基础上 ,再对套袋栽培的可行性

进行全面的评价。

本试验中 ,纸袋遮光对坐瓜的影响较小 ,最有利

于果实发育 ,且果实呈白绿色。结合套袋可以降低

黄瓜农药污染和残留的结论 ,在目前白黄瓜资源缺

乏的情况下 ,采用纸袋进行遮光栽培生产白黄瓜是

十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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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 on non2t ransgenic cotton , respectively ; and 13. 2 - 20. 6 d than the susceptible st rain fed on corn organ ,

respectively. Transgenic cotton was also found to cause a higher mortality and activity f requency of the bollworm

larvae ,lighter weight of pupae and lower pupation rate and emergence rate. The efficiency of high2dose/ refugy

strategy was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high level resistant st rain of H. arm igera ( Hübner) ; t ransgenic cotton ; development ; activity

f 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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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bagging and shading on growth

and quality of cucumber fruit

MENG Huan2wen ,CHENG Zhi2hui ,YANG Yu2mei , ZHANG Zhong2xin ,

CHENG Xiao2jin , HUANG Hua2ning ,L IU Tao
(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 Northwest A & F U niversity , Yangling , S haanxi 712100 , China)

Abstrac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bagging (female flower) with different

material bags on the micro2environment ,f ruit growth and fruit quality in cucumber cv. J inyou No. 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mperature was increased but light intensity decreased by different level corresponding with the

treatments. The black plastic film bagging increased temperature most and the paper bags decreased the light

intensity most .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all the bagging treatments lowered the fruit setting rate ,and the black

plastic film bagging treatment decreased it most . However ,all the bagging treatments ,except the black plastic

film bagging ,enhanced the set f ruit growth and the market f ruit weight . On the other hand ,bagging decreased

the contents of soluble protein ,soluble sugar ,f ree amino acids and vitamin C of the fruit ,and chlorophyll content

in the fruit skin. The paper bagging treatments produced the lightest color of f ruit . However , bagged fruit

appeared clean and free f rom the pollutants of pesticides ,fungicides ,and dust on the surface. Therefore ,it showed

better sensory quality ,but is less tasty.

Key words :cucumber ;f ruit bagging ;micro2environment ;f ruit growth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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