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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袋和摘除花瓣对西葫芦果实发育及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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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以早青一代西葫芦品种为材料, 研究了套袋及摘除雌花花瓣对果实发育和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

套袋对西葫芦的瓜形、瓜色无不良影响, 套袋瓜新鲜度好, 质地脆嫩, 感官品质提高, 蛋白质含量稍有增加, 但套袋

对坐瓜率、果实发育、商品瓜产量以及果实中维生素 C、可溶性糖和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均有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套袋结合摘除花瓣可以消除或降低套袋对坐瓜、果实发育和商品瓜产量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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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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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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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 但有关套袋在蔬菜上的

应用研究鲜为报道。西葫芦是广泛栽培的喜温夏菜,

普遍采用拱棚覆盖栽培, 叶部病虫害较多, 病虫害防

治带来的产品污染问题也比较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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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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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本研究以西葫芦为试

验材料, 分析了套袋对果实发育及营养品质的影响,

以期为生产上采取果实套袋措施生产无公害蔬菜提

供理论和技术依据。

西葫芦果大、花大、雌花瓣大[6 ] , 果实易感染灰

霉病, 雌花花瓣常是灰霉病浸染的主要部位。为了避

免果实套袋可能增加果实病害, 在套袋的基础上, 本

研究还比较了摘除雌花花瓣对果实发育和果实营养

品质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　料

　　试验于 2003204～ 06 在陕西杨凌五星村西葫芦

生产田进行。供试西葫芦品种为早青一代, 套袋用普

通无色塑料食品袋。

1. 2　试验处理

试验为果实套袋和摘除雌花花瓣 2 因子 2 水平

试验。套袋处理以不套袋为对照, 摘除花瓣处理以保

留花瓣为对照。试验处理时在供试田间随机选取当

日开放、大小一致的正常雌花, 人工辅助授粉后立即

进行套袋或不套袋、摘除花瓣或不摘除花瓣处理, 每

处理选 10 朵雌花。处理后第 7 天对照 50% 果实达

商品成熟时统一采收, 测定果实大小和品质。

1. 3　测定方法

果实大小用游标卡尺测量, 坐瓜情况用坐瓜率

表示。

坐瓜率 (% ) = (商品瓜数ö总雌花数)×100%。

果实营养品质测定采用新鲜果实, 取果实中部

的食用部分测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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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离氨基酸含

量用茚三酮比色法测定,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用考马

斯亮蓝 G2250 染色法测定, 果实叶绿素含量用丙酮

提取, 比色法测定。具体测定方法参照高俊凤[7 ]《植

物生理学实验技术》进行。果实感官品质的评价由专

业人员组成小组进行定性评价。

2　结果与分析
2. 1　套袋及摘除花瓣对西葫芦坐瓜和产量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 套袋对西葫芦坐瓜和果实发

育都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但影响程度取决于是否去

除花瓣。在保留花瓣的情况下, 套袋比不套袋的坐瓜

率降低 30% , 瓜长、瓜粗和单瓜重分别降低 6. 7% ,

5. 8% 和 12. 7% , 商品瓜产量降低 41. 9%。摘除花瓣

可以消除或减少套袋对坐瓜和果实发育的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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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套袋与不套袋的坐瓜率相同, 套袋的瓜长、瓜粗

和单瓜重比未套袋的分别仅低 0. 8% , 3. 8% 和

13. 4% , 商品瓜产量仅低 13. 4%。也就是说, 套袋结

合摘除花瓣可以挽回 28. 5% 的套袋产量损失, 但仍

比人工授粉后不套袋也不摘除花瓣的产量低

21. 0%。
表 1　套袋及摘除花瓣对西葫芦坐瓜率、果实发育和产量的影响

T able 1　 Impacts of bagging young fru it and removal of peta ls on fru it set t ing, fru it grow th and yield

处理 T reatm en t

总雌花数
N o. of
fem ale
flow er

坐瓜数
N o. of

fru it
set

坐瓜率ö%
F ru it
seting
rate

瓜长öcm
F ru it
length

瓜粗öcm
F ru it

th ickness

单瓜重ög
F ru it

w eigh t

产量ög
Yield

套袋
Bagging

摘除花瓣
Removal of petals

10 8 80 24. 7 25. 4 719 5 750

保留花瓣 Keep ing petals 10 6 60 23. 6 24. 4 705 4 230

不套袋
N o bagging

摘除花瓣
Removal of petals 10 8 80 24. 9 26. 4 830 6 640

保留花瓣 Keep ing petals 10 9 90 25. 3 25. 9 808 7 275

　　注: 瓜粗用果实腰部周长表示。

N o te: T he th ickness of fru it w as indicated in girth of the fru it w aist.

2. 2　套袋及摘除花瓣对西葫芦果实营养品质的影

响

由表 2 可以看出, 套袋对西葫芦果实营养成分

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但影响程度取决于是否摘除花

瓣。在保留花瓣的情况下, 套袋比不套袋果实的维生

素 C、可溶性糖和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分别降低了

14. 7% , 6. 5% 和 14. 9% , 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增加

了 31. 2%。在摘除花瓣的情况下, 套袋比不套袋果

实的维生素C、可溶性糖和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分别

降低了 28. 1% , 5. 5% 和 16. 3% ,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增加了 4. 5%。

表 2　套袋及摘除花瓣对西葫芦果实营养成分的影响

T able 2　 Impacts of bagging young fru it and removal of peta ls on nu trien t con ten t in fru it

处理 T reatm en t
维生素Cö
(m g·g- 1)
V itam in C

可溶性糖ö
(m g·g- 1)

So lub le sugar

游离氨基酸
F ree am ino acid

可溶性蛋白质ö
(m g·g- 1)

So lub le p ro tein

套袋
Bagging

摘除花瓣 Removal of petals 0. 115 52. 8 0. 205 1. 40

保留花瓣 Keep ing petals 0. 145 54. 4 0. 223 1. 81

不套袋
N o bagging

摘除花瓣 Removal of petals 0. 160 55. 9 0. 245 1. 34

保留花瓣 Keep ing petals 0. 170 58. 2 0. 262 1. 38

　　注: 游离氨基酸含量用氨态氮含量的吸光度值表示。

N o te: T he free am ino acid con ten t w as indicated in the abso rp tion of am ino fo rm nitrogen.

2. 3　套袋及摘除花瓣对西葫芦果实感官品质的影

响

由表 3 可以看出, 套袋及摘除花瓣对西葫芦果

实形状无明显影响, 各处理及其对照的果实均正常,

无畸形瓜。套袋后果皮中叶绿素含量降低 13. 2%～

36. 0% , 色泽变淡; 在套袋情况下, 摘除花瓣加大了

套袋对果色的影响。套袋瓜新鲜度好, 外皮脆嫩, 质

地细嫩, 感官品质提高。
表 3　套袋及摘除花瓣对西葫芦感官品质的影响

T able 3　 Impacts of bagging young fru it and removal of peta ls on sense quality of fru it

处理 T reatm en t
瓜形
F ru it
shape

叶绿素ö
(m g·g- 1)

Ch lo rophyll
con ten t

新鲜度
F reshness

质　地
T exstu re

套袋
Bagging

摘除花瓣
Removal of patals

正常
N o rm al 0. 247 新鲜

F resh
外皮脆嫩, 肉质细嫩
T ender in bo th sk in and flesh

保留花瓣
Keep ing petals

正常
N o rm al 0. 336 新鲜

F resh
外皮脆嫩, 肉质细嫩
T ender in bo th sk in and flesh

不套袋
N o gagging

摘除花瓣
Removal of petals

正常
N o rm al

0. 386 一般
F resh

外皮较硬, 肉质细嫩
H arder sk in and tender flesh

保留花瓣
Keep ing petals

正常
N o rm al

0. 387 一般
F resh

外皮较硬, 肉质细嫩
H arder sk in and tender fl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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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小结

本研究结果表明, 套袋对西葫芦坐瓜率、瓜长、

瓜粗、单瓜重、商品瓜产量, 果实中维生素C、可溶性

糖和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均有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但可提高果实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和感官品质。在套

袋情况下, 摘除花瓣可以消除或降低套袋对坐瓜、果

实发育和商品瓜产量的不利影响, 在挽回产量损失

28. 5% 的情况下, 获得果实感官品质的提高。

有关套袋降低果实农药残留效果, 以及套袋后

果实病害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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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pacts of bagg ing young fru it and rem oval of peta ls on

fru it g row th and qua lity in summ er squash

M ENG Huan -wen , CHENG Zh i-hui, HUANG Hua-n ing, ZHANG Zhong-x in ,

CHENG X iao- j in ,YANG Y u-m e i,L IU Tao
(Colleg e of H orticu ltu re,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T he experim en t w as conducted to invest iga te the impacts of bagging young fru it w ith p last ic

f ilm bag and removal of peta ls on fru it grow th and quality in summ er squash (Cucu rbita p ep o L. ) cv. Zao2
qing Y idai.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bagging young fru it had no bad effects on shape and co lo r, bu t im 2
p roved the freshness and tex tu re of the m arketab le fru its. T he con ten t of so lub le p ro tein in fru it w as also

increased. How ever, bagging young fru it reduced fru it set t ing, decreased the grow th, the m arketab le yield,

and the con ten ts of vitam in C, so lub le sugar and free am ino acids in fru it. R emoval of the peta ls of the

young fru it cou ld elim inate o r decrease the bad effects of bagging fru it on the fru it set t ing, fru it grow th and

m arketab le yield.

Key words: summ er squash (Cucu rbita p ep o L. ) ; bagging fru it; removal of peta l; fru it grow th; fru i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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