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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彭力行

陕西是一个果业大省，葡萄作为果业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受到

广大果农和消费者的分外青睐，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目前全省已有

主栽品种红地球、户太八号以及搭配品种维多利亚、京玉、夏黑等。栽

培遍布渭北旱塬、秦岭北麓、陕北丘陵、汉中盆地，总面积达四千多亩，

发展势头方兴未艾。

葡萄自张骞从西域带回后，首先在我省种植，距今已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可以说我省关中地区是我国葡萄种植最为悠久的地域。在

漫长的引种驯化过程中，葡萄品种在不断丰富，栽培技术在不断提高，

葡萄酿酒加工等技术也应运而生。到今天已形成了一个覆盖面广泛，

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显著的产业。

近年来，我省葡萄培育技术提高很快，我省自育的户太八号、引进

美国的红地球等品种商品性状优良，面积不断扩大。栽培方面，探索

出了旱地节水灌溉，生态环保栽培，无核化处理，地膜覆盖，设施栽培，

各种新架形、新技术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陕西省果协葡萄分会的组织下，果农学科学、用技术的热情十

分高涨，涌现出不少技术带头人和丰产增收的典型: 礼泉、合阳等地红

提葡萄大面积丰产丰收，西安市户县和灞桥区户太八号葡萄多次创优

获奖，临渭区葡萄产业园的成功创建，宝鸡市陈仓区巨峰系无核化技

术的普及和推广，洋县洋林公司在秦岭南麓建立的高标准葡萄庄园，

这些成功的事例都发挥了极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同时也说明广大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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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

陕西省果业协会葡萄分会去年曾号召广大会员对自己的经验和

成功做法加以总结提高，写出文章以便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交流。经过

一年多的努力，已收到文章 40 余篇，从中筛选出 34 篇，经分会主要领

导讨论修改，编撰成《陕西葡萄生产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为了帮助会

员扩大眼界、丰富知识，书中还收集了一些国内外的有关科研资料和

有关技术规范。由于水平和时间所限，这本小册子还存在许多不尽如

人意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2011 年全国葡萄年会将在我省召开，我们谨以此书作为向年会的

献礼!

本书编印过程中，得到了全国葡萄病虫害协作网及一些农资企

业的支持，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2011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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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葡萄产业的现状与发展
王 华 彭力行 邵金奎

陕西省鲜食葡萄栽培面积已达 43 万亩，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

以红地球为主栽品种的鲜食葡萄生产，主要在渭北黄土高原 13 县
( 区) ，约 25 万亩;以户太 8 号为主栽品种的鲜食葡萄生产主要分布在

沿秦岭北麓渭河南岸东西 9 县( 区) 约 14 万亩，其中包括部分中早熟

品种;在延安、汉中、大荔等地有设施栽培葡萄约 5000 多亩;陕西省酿

酒葡萄生产主要集中在关中泾阳县，种植面积约 4 万亩。在杨凌、丹

凤，酿酒葡萄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

一、科技优先，协调管理

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全国农学会葡萄分会、全国

葡萄病虫害防治协作网和规范技术的正确引导，充分发挥陕西省果业

协会葡萄分会在生产技术、物资供应、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协调作用，促

进了陕西省葡萄产业的发展。陕西省果业协会葡萄分会组建 23 个重

点种植区县的生产专业合作社、协会 130 多个，技术指导工作站 43

个，现有中、高级职称的技术员 240 名，每年对种植户进行 3 次技术培

训。果农种植葡萄的热情空前高涨，葡萄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幅上升，

平均每亩鲜食葡萄产量达 1． 5 吨，农民每亩纯收入在 5000 元以上。

但是，在陕西栽植鲜食葡萄的面积迅速扩大的情况下，也出现了越来

越多单纯追求产量的地区，渭南市临渭区下吉镇周边十几个村葡萄种

植面积达 1． 5 万多亩，亩产每年高达 2． 5 吨，导致了产量高而品质差，

资源消耗大的问题。陕西省果业协会葡萄分会立即组织全省副会长、

常务理事进行商讨。在 2009 年工作计划和任务中，要求规范生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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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五个方面转变。并且按照各县( 区) 的生态环境和实际，确定了具体

的实施方法和示范点。五个方面转变为:

1．由产量增加型向品牌效益型转变。

2．由单纯生产型向生产旅游观光结合型转变。

3．由单一鲜食型向鲜食酿酒榨汁加工结合型转变。

4．由露地栽培型向设施栽培型转变。

5．由传统生产型向生态环保型转变。

通过两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主要实例有:

控产提质的典型示范园如合阳县东澳公司、泾阳县三渠镇红地球

葡萄基地等，规范执行协会的栽培技术，亩产 1． 5 吨，每吨 8400 元果

园批价，实现每亩纯收入 8600 元的好收成，为农业企业化管理、市场

化经营作出了榜样。

县级协会、合作社模式管理典型如礼泉秦星合作社、临渭区下吉

葡萄协会、蒲城太睦葡萄专业合作社、眉县宏祥专业合作社、户县协会

都引导会员规范栽培技术，丰产提质，价格上扬，每公斤葡萄均超过 8

元，小农户平均每亩纯收入均在 1 万元以上，为农民增收创出了一条

新路子。

二、利用优势，多元发展

第一，由露地栽培向设施栽培、工厂化生产转变。为了满足市场

需求，提高葡萄品质，降低化肥农药施量，陕西省鲜食葡萄的设施栽培

已成规模，包括大棚栽培、温室栽培、避雨栽培等，取得了显著效益。

大荔县、合阳县东澳公司采用日光温室促成晚熟品种红地球的栽培，

其果实穗形适中，粒重 15 克，色泽鲜红，含糖固形物 18%。通过 8 年

的生产实践已经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栽培管理方案。同时，大荔县

马公利采用日光温室栽培早熟葡萄品种，也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设

施栽培市场前景广阔，为陕西省葡萄产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增收途

径。从 2009 年至今两年时间，推广大棚等设施栽培葡萄 5000 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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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设在汉中、洋县、大荔县、华阴农场、临渭区示范园、合阳、泾阳、礼

泉、灞桥、长安、户县、安塞等县( 区) ，现均已取得良好的收益。

第二，葡萄生产由单一生产型向旅游观光、休闲综合型转变。西

安市周边的灞桥区、长安区、户县、周至县等在秦岭北麓自然保护区周

边沿环山公路，建立了集观光、旅游、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鲜食葡萄生

产园 5000 多亩。根据当地的自然气候特点，主栽户太 8 号葡萄品种，

并且解决和攻克了其坐果差、易掉粒的技术难题。批发价格由过去的

每市斤 0． 5 元提高至 5 ～ 15 元人民币，每亩纯收入人均达 15000 元。

2010 年 8 月份，西安南郊环山公路边小轿车、旅游大中巴排成长龙，游

客争相采购，场面热闹非凡。

陕西省果业协会葡萄分会副会长郭缠俊在西安灞桥区白鹿塬新

建 800 亩观光园，由原来的每亩收入 5000 元一跃升至 15000 元。临渭

区下吉镇在区政府支持下，建立了 10000 亩的集生产、旅游观光、加工

于一体的葡萄示范园，总投资 2． 3 亿元人民币。第一期工程 5000 亩

已经施工结束，为果农增产增收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第三，葡萄生产由鲜食葡萄生产逐渐向优质鲜食酿酒、榨汁相结

合方向转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研究成果“我国葡萄酒技

术体系研究与产业化开发”于 2008 年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葡

萄酒学院建立了我国符合国际标准的葡萄酒质量控制与工艺体系，成

功开发出符合国际标准的系列葡萄酒，直接促进了我国第一个葡萄酒

国家标准的产生，改写了我国葡萄酒的概念。利用系统工程理论与方

法，创立了我国葡萄气候区划新指标体系和葡萄酒地理标志及其保护

体系。该成果引导了我国葡萄酒产业向最佳产区发展。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已经在合阳县建立了优质酿酒葡萄试验示范站。

酿酒葡萄生产在泾阳县的种植面积已达 2 万亩。在杨凌、丹凤，酿酒

葡萄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由葡萄酒学院王华院长等承担制定的户

县冰葡萄酒生产标准已于 2009 年由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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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发展陕西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建议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09

年，我国葡萄栽培面积近 700 万亩，位列世界第五位;年产葡萄 700 多

万吨，位列世界第二位( FAO) ，仅次于意大利。其中，全国酿酒葡萄种

植面积超过 90 万亩。2009 年我国葡萄酒产量达到 96 万千升。特别

是近几年，我国正处于葡萄酒消费的快速增长期，已连续几年增长超

过两位数。随着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葡萄作

为健康果品、葡萄酒作为健康饮品的价值会被广泛认同，葡萄与葡萄

酒产量会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在国际市场上有巨大的潜力。

我国西北地区多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光照充足，土地资源丰

富，是生产优质鲜食葡萄及优质葡萄酒原料的最佳生态区。随着葡萄

与葡萄酒产业的快速发展，干旱、半干旱地区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葡

萄与葡萄酒产区之一。陕西省渭北旱塬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域处于

重要位置，是我国生产优质葡萄酒原料的最佳生态区之一，具有发展

优质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自然潜力。但是，由于我省缺乏葡萄酒的自

有品牌，缺乏高水平、上规模的葡萄与葡萄酒生产龙头企业的带动和

示范，导致陕西省的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长期以来徘徊不前。因此，加

速我省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打造陕西省葡萄酒的自有品牌，充

分发挥渭北旱塬优质葡萄酒原料的最佳生态区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

益，并在蓬勃发展的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与国际

葡萄酒市场接轨，是我省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所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重要

任务。对陕西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第一，启动陕西省渭北旱塬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规划。

为了充分挖掘我省渭北旱塬农业资源潜力，发展新型农业产业，

科学定位指导旱腰带区域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建议制定《陕西省

渭北旱塬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规划》。

第二，实施“葡萄小酒庄、大产业”的葡萄酒产业发展战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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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我省在葡萄酒产业发展上占有一席之地，带动渭北旱塬葡

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建议省上出台支持葡萄酒庄发展的相关政策，

建立葡萄酒庄产业集群，实现葡萄小酒庄、大产业的发展目标。

第三，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中提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坚持走中国特

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发

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

安全、附加值高、吸收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议》中还提

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面对

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

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业部《农业

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坚持“自主创新，加速转化，提升产

业，率先跨越”的农业科技工作指导方针。《规划》要求“围绕粮食等

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农民持续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科技需

求，以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着力加快技术路径变革、服务方

式变革和组织管理变革，优化农业生产技术结构，提升农业科技服务

水平，提高农业科技管理效能，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努力

走中国特色农业科技进步之路，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

我们要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实现陕西省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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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酿酒葡萄气候区划指标及气候分区
李 华 孟 军 王 华

陕西省葡萄栽培历史悠久，栽培区域遍布全省，近年来，葡萄的栽

培面积和产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而葡萄的主要种植区集中在渭北高

原、关中及延安、榆林地区。葡萄区划是生产优质葡萄与葡萄酒，实现

产业化的关键环节。陕西位于我国中西部，丰富的气候资源为酿酒葡

萄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但是关于酿酒葡萄的气候区域化尚无系

统研究。因此，有必要对陕西省的气候特点作一详细的分析，为陕西

省酿酒葡萄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依据。

一、确定陕西省酿酒葡萄适宜栽培区的指标体系

1．热量指标确定陕西省酿酒葡萄栽培的北界

适宜的温度是植物生存的必要条件。葡萄是喜温植物，对热量的

要求高。温度不但决定葡萄各物候期的长短及通过某一物候期的速

度，并在影响葡萄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品质的综合因子中起主导作用，

而且也是决定葡萄加工方向的重要条件。

通过计算陕西省北部地区的六个热量指标的结果( 表 1 ) 可以看

出，限制陕西省北部地区酿酒葡萄栽培的主要因素是频繁的霜冻，定

边、靖边、吴旗和志丹这四个地区活动积温、有效积温、最热月平均温、

光热系数、光热指数和温度 －纬度指数都满足酿酒葡萄生长所需，但

在 20 年中无霜期 ＜ 150 天的次数中最少的靖边地区也达到了两次，对

酿酒葡萄的栽培会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受季风的影响，日较差和年较

差大，霜冻成了陕西省部分地区酿酒葡萄经济栽培的限制性因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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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选用无霜期作为衡量陕西省各地区是否能经济栽培酿酒葡萄的热

量指标。

葡萄的正常生长期至少需 150 天左右，晚熟品种所需生长天数更

长，因此将平均无霜期≥160 天，且 20 年中无霜期小于 150 天的次数

不超过两次作为热量指标的最低限。

2．水分指标确定陕西省酿酒葡萄栽培的南界

除了热量条件外，水分因子对葡萄生长和成熟的影响也很大。葡

萄的生长需要一定的水分供应和合理的水分分布，适宜的土壤含水量

和空气湿度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和浆果的成熟。在生长初期，葡萄对水

分的需求最多，快开花时需水量减少，花期要求适当干燥。花期降水

过多，土壤湿度过大，影响受精;浆果绿果期，对水分的需求较高;浆果

成熟期，对水分的需求降低，此时多雨则浆果含糖量降低、质量差、病

害重，并且还易裂果、腐烂，新梢也不能充分成熟。

衡量一个地区的干湿状况，应该从水分平衡出发。作为酿酒葡萄

区划的水分指标，要按酿酒葡萄正常生长发育所需水分进行确定，需

考虑葡萄实际所能利用的水分，即全面衡量一个地区的实际水分收支

情况。因此，选用能综合表征一个地区干湿程度、反映水分实际收支

情况的指标是必要的。

陕西省具有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雨热同季，降水主要集中在

夏季，米脂、清涧、宜川、洛川、大荔、乾县、户县、勉县、紫阳和镇巴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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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气候带，统计分析这十个地区不同时间段的降水量和蒸散量
( 表 2) ，酿酒葡萄的蒸散量可以看做它的实际需水量。干燥度指标实
际上是衡量一个地区的降水量是否满足酿酒葡萄生长所需。干燥度
等于 1 表示水分盈余为零，降水量与酿酒葡萄生长所需水分持平，干
燥度越大则表明越干燥。

陕西省南部地区全年降水量偏大，属于湿润气候区，勉县、紫阳和
镇巴生长季干燥度均小于 1 ( 表 2) ，限制酿酒葡萄生长的主要因素是
生长季过于湿润，导致病虫害流行，因此不适合酿酒葡萄栽培;而大荔
和乾县整个生长季干燥度大于 1． 6，处于相对干燥的状态，非常适合酿
酒葡萄栽培，这与陕西省葡萄栽培实际一致。因此选用生长季干燥度
可以确定陕西省酿酒葡萄栽培的南界，结合无霜期就可以确定陕西省
酿酒葡萄的适宜栽培区和不适宜栽培区。

3．埋土防寒线
葡萄植株是否需要埋土才能安全过冬，是影响葡萄园收益和葡萄

栽培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葡萄气候区划中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葡萄
是喜温植物，在北方冬季休眠期间，欧亚种品种的成熟枝芽一般只能
忍受约 － 15℃的低温，根系只能抵抗 － 6℃左右的低温; 在抗寒力上，

欧洲种的葡萄，芽刚萌动时能忍受 － 1℃ ～ － 2℃的低温，但在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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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时发生冻害。

欧亚种葡萄在我国可以不埋土栽培的界限，在年极端最低平均气
温约为 － 14℃ ～ －15℃的地区，如果某个地区每 5 ～ 10 年中出现一次
－ 15℃或更低的温度时，则需要埋土防寒。

这一界限横跨陕西省的彬县、旬邑、黄陵、洛川、黄龙和宜川，这些
地区及以北的地区如果种植酿酒葡萄冬季均需要进行埋土防寒。

二、成熟季降水量确定陕西省酿酒葡萄适栽度
陕西省年降水量的分布是南多北少，由南向北递减，受山地地形

影响比较显著。年降水量陕北 400 ～ 600 毫米，关中 500 ～ 700 毫米，

陕南 700 ～ 900 毫米，其中陕南的米仓山、大巴山和秦岭山地中、西部
高山地区，年降水量多达 900 ～ 1250 毫米。陕西省各地降水量的季节
变化明显，夏季降水最多，占全年的 39% ～64%。

根据水热系数理论，在葡萄成熟期，即采收前一个月内降水量不
大于 100 毫米，成熟前两个月内的 K 值小于 1． 5 时，可酿制品质极好
的葡萄酒; K值在 1． 5 ～ 2． 0 之间时，可酿制优良的葡萄酒; K值在 2． 1
～ 2． 5 时，可进行一般葡萄酒的酿制。成熟期的 K ＜ 1． 5 是世界上著
名葡萄酒产区的特点。

陕西省渭北旱塬地区是公认的酿酒葡萄优质产区，对比分析蒲
城、大荔、泾阳等优质葡萄产区与西安、宝鸡等地的成熟季各月降水量
与水热系数，除宝鸡市，其余地区 8、9 两个月水热系数均小于 1． 5 ( 图
1) ，按照达塔维雅理论这些地区均能获得极好的葡萄品质，而实际上，

西安市、宝鸡市、武功县等地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7、8、9 三个月的降
水量较多( 图 1) ，影响了酿酒葡萄品质，这三个地区的葡萄品质明显
不如蒲城等优质葡萄栽培区，因此水热系数不能很好地区分陕西省酿
酒葡萄的适栽度。

不同的土壤含水量影响葡萄的质量并且潜在地反映了葡萄酒的
质量。一般认为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年降雨量在 600 ～ 800 毫米是
较适合葡萄生长发育的。李伟英等研究认为，果实成熟前一个月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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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超过 80 毫米，就会影响葡萄的品质; 相关研究表明，如果在采收
前两个月的雨水过多，那么葡萄就会继续旺盛的营养生长，浆果的含
糖量降低、风味淡、着色差，并且会增加 pH值和 K +浓度;另外，过多的
雨水会导致裂果和菌类的感染，因此，葡萄采收前一个月的降水量不
宜过多，最好不超过 50 毫米，否则容易感病，葡萄的风味变淡。据观
察显示，在温暖而不是经常干旱的地区，葡萄成熟期适当的水分胁迫
有利于形成葡萄酒的特殊香气，同时适时适量的供水量决定了葡萄的
潜在质量。

根据世界名酒产区波尔多多年成熟期( 7 ～ 9 月) 降水状况，结合

酿酒葡萄的质量要求，本文采用成熟期降水量小于 280 毫米、280 ～

380 毫米大于 380 毫米区划指标，由图 2 可以看出 7 ～ 9 月份的降水量

对不同地区葡萄适栽度的区分效果较好。蒲城、大荔、泾阳等地区 7 ～

9 月降水量都小于 280 毫米，有利于酿酒葡萄糖分和芳香物质的积累，

可以获得良好的葡萄品质。

在最终确定各地区酿酒葡萄适栽度时，还要结合无霜期、生长季

干燥度和埋土防寒线，酿酒葡萄的最佳栽培区不但成熟季降水量适

合，还要有适宜的热量和生长季相对干燥的气候条件。

三、陕西省酿酒葡萄气候区划结果

采用无霜期( F) 作为一级指标，生长季干燥度 ( DI) 作为二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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