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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来葡萄栽培有上千年历史，被国内外专家确认为世界最好的葡萄和葡萄酒

产区之一。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香槟法起泡葡萄酒、第

一瓶符合国际标准的白兰地，为中国赢得国际评酒会首枚奖牌，是名副其实的中

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

葡萄和葡萄酒产业作为怀来第一主导产业、最大的特色产业，是怀来县域经

济“2+5 发展战略”中五大产业之首，既富民，又强县；既有生态效益，又有文化

内涵；既能推动全县经济，又能提升人的素养，其重要位置无可替代。特别是在

我们大力倡导“产业发展生态化、生态建设产业化、生活方式低碳化”的背景下，

葡萄和葡萄酒产业因其独特的生产、生态和文化特性，在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新

农村建设、推进富民强县进程中彰显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国内外葡萄和葡萄酒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竞争日益激烈，葡萄酒市场

格局正面临着重新洗牌。怀来作为距离首都最近的葡萄和葡萄酒产区，除了拥有

很好的区位优势，还有便捷的交通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特别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葡萄和葡萄酒产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迎接挑战，

抢抓机遇，今后葡萄和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主导思想就是：以振兴中国葡萄酒民族

品牌为己任，以增强沙城产区核心竞争力为目标，着力提升种植和加工两个水平，

开拓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打响产区和产品两个品牌，内外兼修，标本兼治，凝

心聚力，奋进突破，努力打造“中国第一、世界知名”的国际葡萄和葡萄酒之都。

实现这一目标，当前要靠我们自己，靠全县人民，长远要靠科技，靠市场，最终

还要靠我们的广大青少年，他们才是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生力军。我相信，只要

我们同心协力，世代相传，我们的葡萄和葡萄酒产业就一定能够大放异彩，成为



传于祖辈、福泽后代的产业，成为传承千秋、惠及子孙的产业，成为古老而又年

轻的产业，真正让所有热爱葡萄和葡萄酒的人热爱怀来，让全世界都了解怀来、

走进怀来、建设怀来。

《醉美怀来——葡萄、葡萄酒知识入门》正是在我县葡萄和葡萄酒产业发展

的新阶段、新时期编写的。这本书介绍了产业历史、产业发展、产业文化等相关

知识，既能普及知识，又能宣传怀来，既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是一部值

得阅读的校本教材。

中共怀来县委书记 郭 英

2014 年 8 月



万亩标准化种植示范葡萄园

怀来县葡萄、葡萄酒产业概述

怀来县位于北纬 40°“怀涿盆地”，是葡萄种植黄金地带，全县年平均气温

8.9℃，年均降水量 400 毫米，具有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昼夜温差大

的气候特点，独特的区域性小气候，多样性地形地貌和多类型沙质土壤，十分适

宜葡萄的生长。怀来有上千年葡萄种

植历史，所产白牛奶、龙眼葡萄闻名

遐迩，暖泉的龙眼葡萄为历代宫廷贡

品和国宴佳品。被国内外专家确认为

中国最佳酿酒、鲜食葡萄栽培地区之

一，诞生了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

2000 年怀来县被国家林业局和中国经济林协会命名为“中国葡萄之乡”；2001 年

被中国特产推荐委员会命名为 “中国葡萄酒之乡”； 2006 年获得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沙城葡萄酒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2007 年通过了国家标准委

“全国葡萄标准化种植示范县”，成为全国第一个葡萄种植标准化示范县；2010

年荣获“河北省葡萄酒产业名县”称号；位于县城沙城的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

已发展成为全行业“三巨头”之一。

按照“怀来制造 世界味道”

的定位，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和

葡萄种植传统优势，全面推进葡萄

产业上档升级，实现规模、结构、

质量、效益的高度统一。以长城葡

萄酒公司为龙头，吸引了来自美、

英、法、比利时等国家和台湾等
葡萄园中甜蜜的采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地区的企业投资怀来葡萄产

业，实现了与世界的对标接轨，

形成了多元融合的葡萄文化。

目前，全县葡萄种植面积发展

到 27 万亩，葡萄种植涉及 16

个乡镇，4.2 万农户，品种有

150 多个，形成酿酒专用、鲜食专用、酿酒鲜食兼用三大系列，早、中、晚熟组合

配套的种植格局。“暖泉”牌白牛奶葡萄成为河北省名牌商标，“三道湾”葡萄

种子搭载“神舟八号”飞船成功进行了太空育种试验，盛唐酒庄应用以色列滴灌

技术和设备，在王家楼区域建设了 5000 亩冰葡萄酒生产基地，开创了沙城产区冰

酒生产历史。葡萄酒加工企业达到 35 家，全年葡萄酒产量达 7万吨，葡萄专业合

作社 50 多个，年创产值达 40 亿元，“沙城产区”50 多个品种的葡萄酒产量，占

据全国 16%的市场份额，远销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长城”葡萄酒成为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唯一指定用酒，并再次以国酒的身份作为 2014

年 APEC领导人晚宴欢庆之酒，葡萄和葡萄酒产业已成为立县富民的支柱产业。

葡萄和葡萄酒产业定位中国第一、世界知名，着力打造距首都最近的葡萄和

葡萄酒品游大区。坚持产区品牌与产品品牌并重，基地巩固提高与市场开拓营销

并举，不断做大做强。进一步调优种植

结构，完善产业链条，提升葡萄文化，

培强以长城葡萄酒为代表的葡萄酒企

业，启动使用“沙城葡萄酒”地理标识，

规范葡萄酒市场。借助与北京市延庆县

合办 2014 年世界葡萄大会、承办中国农

学会葡萄分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的东

风，加大宣传力度，使“沙城产区、长城品牌、怀来制造”在国内外盛名远播。

中国长城葡萄酒灌装流水线 孙慧军摄

中国“长城”品牌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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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葡 萄

第一节 一个古老而神奇的物种

一、葡萄名字的由来

葡萄，中国古代曾叫“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此外，在古汉

语中，“葡萄”也可以指“葡萄酒”。关于葡萄两个字的来历，李时珍在《本草

纲目》中写道：“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饮之，则醄然而醉，故

有是名”。

二、葡萄在中国的历史

中国最早有关葡萄的文字记载见于《诗经》。《诗·周南·蓼木》：“南有

蓼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诗·王风·葛藟》：“绵绵葛藟，

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诗·豳风·七月》：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从以上三首诗里，可以了解到在《诗经》所反映的殷商时代（公元前 17 世纪初~

约公元前 11 世纪），人们就已经知道采集并食用各种野生葡萄了。《周礼·地官

司徒》记载：“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

这句话译成现代文字就是：“场人，掌管廓门内的场圃，种植瓜果、葡萄、枇杷

等物，按时收敛贮藏”。由此可知，在约 3000 年前的周朝，中国已开始种植葡萄，

人们也已经知道怎样贮藏葡萄了。

据史料载：中国的欧亚种葡萄(即全世界广为种植的葡萄)是在汉武帝建元年

间，著名的大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时（公元前 138~前 119）从大宛（今中亚的塔

什干地区）带来的。《史记·大宛列传》：“宛左右以蒲桃为酒，富人藏酒至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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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石、久者数十年不败”。“汉使(指张骞)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桃”。

在引进葡萄的同时，还招来了酿酒艺人。据《太平御览》记载，汉武帝时期，“离

宫别观傍尽种蒲萄”，可见汉武帝对此事的重视，并且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

造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中国的葡萄栽培从西域引入后，先至新疆，经甘肃河西走廊至陕西西安，其

后传至华北、东北及其他地区。到了东汉末年，由于战乱和国力衰微，葡萄种植

业和葡萄酒业也极度困难，葡萄酒异常珍贵。《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中，裴

松子注引汉赵岐《三辅决录》：“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

孟佗是三国时期新城太守孟达的父亲，张让是汉灵帝时权重一时、善刮民财的大

宦官。孟佗仕途不通，就倾其家财结交张让的家奴和身边的人，并直接送给张让

一斛葡萄酒，以酒贿官，得凉州刺史之职。汉朝的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一

升约合现在的 200 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现在的 20 升。也就是说，孟佗拿 26

瓶葡萄酒换得凉州刺史之职，可见当时的葡萄酒身价之高。

第二节 葡萄栽培与管理技术

一、葡萄种植的环境条件

1. 葡萄是喜温植物。初春气温 10℃开始萌发，温度越高，发芽越快。开花期

以 25~30℃为宜，遇低温（15℃以下）、雨雾、旱风，则授粉不良，造成大量落花

落果。7~9 月为浆果成熟期，如温度不足，则浆果着色不良，含糖分降低，甚至不

能充分成熟。

2. 葡萄喜光性强。在光照充足的条件下，叶片厚而深绿，光合作用强，植株

生长壮实，花芽多，浆果含糖量高而甜美，产量高。

3. 湿度不易过大。如果开花前降雨多，则新梢生长过旺，会消耗植株贮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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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如果果实肥大期到成熟期多雨，会造成光线不足，糖度低下，着色不良，

品质低劣，且容易裂果。高温、多雨、潮湿也是葡萄病害增多的主要原因。

二、葡萄栽植方式

育苗后移植、扦插、压条和嫁接是葡萄常用的育苗方法。其中以扦插法最简

单，使用最普遍。

1. 小塑料袋扦插法。春季土温 10~15℃进行扦插时，将鸡粪、锯木屑、河沙、

菜园土按配比混合作培养土，装入底部有小孔的小塑料袋，使培养土高 15 厘米左

右，而后将三芽一段的葡萄枝条用清水浸泡一夜，轻轻插入培养土中，上端留一

芽在塑料袋外面。将塑料袋埋入土中，浇足水后，上面加盖薄膜，至成苗为止。

与露天扦插育苗相比，此法具有如下好处：成苗早，较露天扦插提早将近一个月；

成活率高，达 95%以上，而露天扦插成活率一般仅为 80%左右；节省浇水的劳力；

占地少。

2. 绿枝扦插。6月份从当年的新梢或副梢上截取半木质化的 2~3 节长的枝条，

进行绿枝扦插。除插条的顶端保留 1片绿叶（叶片较大可剪去一半）、其他节留 1

段叶柄外，扦插与管理均与硬枝扦插相同。

3. 水催根。6 月份，剪取当年生蔓（下端带一节或两节二年生蔓），插入盛

大半瓶水的罐头瓶中，取牛皮纸或塑料薄膜剪成瓶口大小的圆形，并剪一刀至圆

心，然后把葡萄蔓夹在剪口中间，再用胶布之类贴好。将插了葡萄蔓的瓶移入较

暖和的房间，15 天左右出根，便可移到肥沃疏松的土壤中。一般一年能催根 2~3

次，每次 15 天左右，一个罐头瓶能插 8~10 株苗。利用层架，一个房间可培育

2000~3000 瓶，可育苗 1.6~2 万株。

4. 当年扦插育苗、当年压枝以苗繁苗。这是提高葡萄繁殖系数的一项新技术。

扦插后加强肥水管理，使苗肥苗壮。当苗长到 50 厘米时，摘心壮株，促使副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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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每株保留 3~5 个副梢。7月中旬，待副梢长 10 厘米左右时，进行压枝，将主

梢压于土中 5~10 厘米，副梢直立在地面上生长。“白露”后至“秋分”前，再对

副梢进行摘心，集中养分养苗，至此，一枝副梢就长成一棵健壮的葡萄苗。也就

是说，一条插条当年就可以培育 3~5 条根系发达、枝条充实、芽眼饱满的葡萄苗，

而且繁殖系数比一般育苗法提高 4~5 倍。

5. 绿枝嫁接结合压条。此法当年便能获得大批良种的自根苗和插条。这种方

法是由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成功的。他们将葡萄的绿枝嫁接在葡萄平

茬老藤上，借助于老藤强大的根，促进良种接穗的新梢旺盛生长，然后在秋季将

新梢进行水平压条，长根后，当年即可起苗。这样一株成年葡萄一年可提供的自

根苗和插条，可栽植几十亩。起苗后，平茬老藤上保留一小段良种主梢仍可供次

年压条育苗或上架挂果。

6. 绿枝空中压条。此法简便，易于掌握，新苗移植时不需缓苗，大大提高成

活率。认真管理，次年即可结果。具体做法是：当年葡萄新梢迅速生长时期，从

基部数新梢第 4节茎部达半木质化时，使用 0.08 毫米厚、30 厘米×30 厘米聚乙烯

薄膜，包扎中性湿土，两端用细线绳捆扎紧，新梢前端保持向上（可用细绳绑在

葡萄架或母株上），一个新梢包扎 1 节，也可包扎 2节或多节。随后使用注射器

每隔 7~10 天向包扎袋内补充水分。1个月后，当透过薄膜袋发现生长出新生幼根

后，即可将包扎袋自下端从母株上剪下来，栽于葡萄园。

三、葡萄的整形与修剪

葡萄的整形与修剪，目的在于调节生长和结果之间的矛盾，在架面上合理配

置枝蔓，使管理方便，树势健壮，延长寿命，并为连年高产创造条件。

1. 整形方式。一是多主蔓整形，适于冬季埋土防寒的地区。定植当年发芽长

至 5~6 叶片时进行打顶，选留 3~4 个粗壮主蔓。二是主干整形，定植当年发芽后

只留一个新梢，培养直立生长的主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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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冬季修剪。葡萄冬季修剪，一般在秋季落叶后一个月左右到翌年萌发前 20

天左右进行。过早、过晚修剪都会造成树体严重损伤，损失养分，使株体生长衰

弱。根据树势强弱和结果母枝的长短，葡萄冬季修剪原则是：强蔓长留，弱蔓短

留；上部长留，下部短留。

四、肥水管理

葡萄是多年生植物，每年生长、结实，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大量的营养物质。

为使树势保持健壮生长和不断提高葡萄的产量、品质，必须注意合理施肥。根据

我国一些葡萄丰产园的测定，每增产 100 斤浆果，约需施氮 0.25~0.75 公斤、磷

0.2~0.75 公斤、钾 0.13~0.63 公斤。按施肥时期可分为基肥和追肥。基肥宜在果实

采收后至新梢充分成熟的 9月底 10 月初进行。花前、幼果期和浆果成熟期喷 1~3%

的过磷酸钙溶液，有增加产量和提高品质之效；花前喷 0.05~0.1%的硼酸溶液，能

提高坐果率；坐果期与果实生长期喷 0.02%的钾盐溶液，或 3%草木灰浸出液（喷

施前一天浸泡），能提高浆果含糖量和产量。根外喷施肥料，如遇干旱，要适当

降低浓度，以免发生烧叶。葡萄比较耐旱，但如能适期灌溉，产量可显著增加。

坐果后至果实着色前，正值高温，叶面蒸腾量大，需要大量水分，可根据天气每

隔 7~10 天浇一次水。果粒着色，开始变软后，除特别干旱年份浇水过多，果实含

糖量降低且不耐贮藏、容易裂果。休眠期间，土壤过干不利越冬，过湿易造成芽

眼霉烂，一般在采收后结合秋季施肥灌一次透水。

五、主要病、虫害及其防治

（一）病害防治

1. 葡萄黑痘病，主要危害葡萄绿色的幼嫩部分，嫩梢、

叶柄、卷须受害时有暗色长圆形病斑，严重时病斑相连而干

枯。果实着色后不再被害。该病常发生于高温高湿环境。

防治方法：及时剪除病枝、病叶、病果深埋并烧毁或减 葡萄黑痘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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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病源；生长期间（开花前和开花后各一次）喷波尔多液。

2. 葡萄霜霉病，主要危害叶片，以病部表面均匀长

出灰白色与霜一样的霉层为主要特征。多雨、多雾、多露

天气最易发病。

防治方法：雨季防治，从 7月份起喷 200 倍波尔多液

2~3 次。

3. 葡萄炭疽病，主要危害果

实，一般在 7月中旬，果实含糖量上升至果实成熟期间是

病害发生和流行的关键时段。

防治方法：及时剪除病枝，消灭病源；6月中旬以后

每隔半月喷一次 600~800 倍退菌特液。

4. 葡萄白粉病，危害葡萄所有绿色部分，如果

实、叶片、新梢等，发病部位表面形成灰白色粉层。

高温闷热天气容易发病。

防治方法：加强管理，保持架面通风透光；烧

毁剪下的病枝和病叶；萌芽前喷石硫合剂，5月中

旬喷一次 0.2~0.3 度石硫合剂。

（二）虫害防治

1. 葡萄二星叶蝉，头顶上有两个明显的圆形黑斑，

成虫体长 3.5 毫米，全身淡黄白色，幼虫体长约 2 毫

米。对整个葡萄生长期均能产生危害，被害叶片出现

许多小白点，严重时叶色苍白，致使叶片早落。

防治方法：喷 50%敌敌畏、90%敌百虫或 40%乐

葡萄霜霉病

葡萄炭疽病

葡萄白粉病

葡萄二星叶蝉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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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800~1000 倍液均有效。

2. 葡萄红蜘蛛。防治方法：冬季剥去枝条上的老皮烧毁，以消灭越冬成虫；

喷石硫合剂，萌芽时 3度，生长季节喷 0.2~0.3

度即可。

波尔多液、石硫合剂是葡萄防治病虫害常

用药物，两者不能混合使用，喷石硫合剂后须

间隔 10~15 天后再喷波尔多液。而喷波尔多液

后再喷石硫合剂，其中须间隔 30 天。

第三节 葡萄果实包装

一、包装的作用

葡萄含水量高，保护组织差，容易受到机械损伤和病原微生物的侵染，因此，

葡萄采后如果没有良好的包装，极容易腐烂，从而降低商品价值和食用品质。

良好的包装可以保证产品的安全运输和贮藏，可以使葡萄在流通中保持良好

的稳定性，提高商品率和保证卫生质量。标准化包装有利于仓储机械化操作，能

充分利用仓储空间和合理堆码。

二、包装种类

目前，葡萄包装种类很多，主要有四种。

1. 泡沫箱 近几年我国刚刚兴起的葡萄包装形式，具有保温性能好和缓冲性

能好的特性，比较适合于运输保鲜。另外，由于其美观大方，在消费者心目中定

为高档果的包装容器。缺点是葡萄预冷不彻底，贮藏过程中易出现箱中果温高的

现象，因此贮藏不宜用泡沫箱。此外，泡沫箱用后应妥善处理，否则易对环境造

成污染。

葡萄红蜘蛛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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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木条箱及塑料箱 这两种包装箱均具有耐压力强、透气性好的特点，但由

于它们缓冲性能差，在运输或搬运过程中易使葡萄发生机械损伤。另外，木箱不

够美观，这种包装只适合于低档果和保鲜库贮藏。

3. 纸箱 具有其他包装所没有的优点——可以折叠，在仓库中便于管理，也

便于运输。纸箱还具有一定的缓冲性，有抵抗外来冲击、保护葡萄的作用。另外

还可以印刷标志，可起到广告宣传的作用。但纸箱的抗压力不如木箱和塑料箱，

冷库贮藏应设支架，运输中也要注意塌垛问题。

三、包装方法

采后的葡萄应立即装箱。集中装箱应在冷凉的环境下进行，避免风吹、日晒、

雨淋。装箱时葡萄在箱内应该有一定的排列形式，防止它们在箱内晃动和相互挤

压，既能通风透气，又充分利用容器的空间。

葡萄装箱目前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穗轴朝上，每穗葡萄按顺序轻轻摆放在

箱内，这种方式操作方便。第二种是整穗葡萄平放在箱内。第三种是穗轴朝下摆

放。这种方式从箱的上部看时，看不到穗轴和大量果梗，摆放美观。但是，从箱

中取出葡萄时操作麻烦，易造成脱粒。

葡萄销售小包装可在批发或零售环节中进行。包装时要剔除腐烂及受伤的果

粒。销售小包装应根据当地的消费需要，选择透明塑料薄膜袋、带孔塑料袋，也

可放在塑料托盘或纸托盘上，再用透明塑料薄膜包裹。销售包装应标明重量、品

名、价格和日期。销售小包装应美观、吸引顾客、便于携带，并起到延长货架期

的作用。

第四节 葡萄果实预冷及方式

葡萄采后必须快速预冷，预冷可以有效而迅速地降低果穗呼吸强度，大大延

缓贮藏中病菌的危害与繁殖，还可以防止果梗干枯、失水，防止果粒失水萎蔫和

落粒，从而达到保持葡萄品质的目的。适合葡萄的预冷方式主要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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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制冷风预冷

在预冷库内设冷墙，冷墙上开风孔，将装果实的容器码于远离预冷风孔两侧

或面对风孔的地方，堵塞除容器气眼以外的一切气路，用鼓风机推动冷墙内的冷

空气，在容器两侧造成压力差，强迫冷空气经容器气眼通过果实，迅速带走果实

携带的热量，达到预冷的目的。此方法投资费用高，在我国只有少量应用。

二、冷库预冷

在 0℃冷库内堆码垛实，冷却时间 10~72 小时。预冷库空气流量须每分钟

60~120 立方米。此法冷却速度慢，但是具有操作方便，葡萄预冷包装和贮藏包装

可通用的优点，是葡萄预冷较好的一种方式。

三、自然预冷

利用夜间低温来降低葡萄体温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葡萄简易贮藏中普遍

采用。

葡萄入库时塑料袋和包装箱上口敞开，直接放在低温预冷库预冷，在 24 小时

内使果实温度降到 3~5℃，快速降低田间果实热量，这是葡萄贮藏必不可少的一道

工序。

第五节 葡萄贮藏保鲜

葡萄在贮藏过程中，仍然是活的有机体，继续进行着呼吸作用。通过降低葡

萄的呼吸强度，可达到延缓衰老、延长葡萄保质期的目的。

一、影响贮藏的主要因素

1. 品种和栽培条件对贮藏的影响 品种之间的耐贮性差异较大，一般而言，

晚熟品种比中熟品种耐贮藏。近年来，市场销售看好的红地球的耐贮性相当好，

在贮藏过程中，即使穗轴干枯，果粒仍然紧密地着生在果柄上。耐贮性较好的品

种还有：龙眼、巨峰、玫瑰香、意大利、红意大利、新玫瑰、秋红、摩尔多瓦等。

施肥条件对葡萄的贮藏性也有影响，过多施用氮肥，果实着色差，质地松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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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贮藏中易发生生理性病害和真菌性病害，而导致浆果过早腐烂；适量施钾肥，

浆果质地致密，色艳味浓，耐贮性较好；增施钙肥、硼肥，抑制呼吸作用，防止

某些生理性病害的发生，可提高果品的品质及耐贮性。

成熟度好的葡萄，含糖量高，比成熟度低、含糖量低的葡萄耐贮。旱地产的

葡萄比湿地产的葡萄耐贮，采前控水比采前灌水的葡萄耐贮。葡萄在树上的着生

部位与树龄对耐贮性也有一定的影响，葡萄的果穗着生在蔓的中部和梢部比基部

的耐贮，壮年盛产园采收的葡萄比老年低产园采收的葡萄耐贮藏。

2. 温度对贮藏的影响 在贮藏过程中，温度对葡萄的影响很大。浆果的呼吸

强度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强，使果实提前进入衰老的过程。对一般水果而言，

温度每升高 10℃，呼吸强度就增加 1倍，温度超过 35~40℃时，呼吸强度反而下

降，如果继续升高温度，果实中的酶就会被破坏，呼吸作用会停止，许多烂果病

容易发生。若温度过低，果粒内部结冰，严重影响贮藏质量。所以，在一定的温

度范围内，呼吸强度是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减弱，降低温度可以延迟呼吸高峰的出

现，延长果实的贮藏期限。同时，低温抑制致病微生物的生长发育，也有利于延

长贮藏期。

3. 相对湿度对贮藏的影响 相对湿度表示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空气中水蒸

气的饱和度。葡萄果实在贮藏过程中，浆果仍然在不断地进行水分蒸发，如果果

实得不到足够量的水分补充，浆果会因失水过多而出现萎蔫。在葡萄失水 1~2%时，

在外观上几乎看不出来，但当果实损失其原有水分的 5%时，浆果表面就明显地出

现皱缩。果实失水不仅重量减轻，商品价值降低，而且浆果的呼吸作用也受到了

影响，果肉内部酶的活性趋向于水解作用，从而影响贮藏果实的抗病性和耐贮性。

浆果内部的相对湿度最少是 99%，因此，当果实贮藏在相对湿度低于 99%时，果

实内部的水分就会蒸发到贮藏环境中去。所以，贮藏环境越干燥，水分蒸发越快，

果实失水的速度也越快，越容易使果实萎蔫。

4. 化学试剂对贮藏的影响 据试验表明，在葡萄采收之前 3~5 天用 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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