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农村农家书系

优质葡萄高效栽培新方法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昆　明·

孙允柱 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650034）

云南雅丰三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625  字数：42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3次印刷

印数：7001~14000册　　定价：9.8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质葡萄高效栽培新方法/孙允柱编著.  —昆明：云南
科技出版社，2008.9（2011.6重印）
（新农村农家书系）

  ISBN 978-7-5416-2861-0

  Ⅰ. 优…  Ⅱ. 孙…  Ⅲ. 葡萄栽培  Ⅳ. S6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0355号



总 顾 问：张田欣　高　峰

主　　编：张德文

执行主编：李静波

编　　委：谭敦寰　王超超　代孔利

　　　　　郑　波　孙　琳　程小兵

　　　　　何　萍　温　翔　王建明

　　　　　刘　康　袁　莎　李永丽

　　　　　吴　涯

本册编著：孙允柱

《新农村农家书系》编委会



�

序　言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符合国情、顺应潮流、深得

民心的历史选择，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部署，

是加强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重大举措。党的十六届五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

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党

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事关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

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中

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是对我省新农

村建设的具体指导。

　　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指出，要积极组织实施“农

家书屋”工程，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力量。目前，

“农家书屋”工程作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头号工程正紧密锣鼓地展

开，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已成为新闻出版服务农村工

作的一大亮点。为配合这项工程，云南省新闻出版局等部门按照

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部署和要求，紧密结合

我省农业发展实际，适应农民群众接受能力和水平，组织编写并

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新农村农家书系》，这是重视农业、支

持农村、服务农民，助力我省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行动，是推进新

农村建设的具体举措。目的是在新形势下让广大农民朋友成为有

序    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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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遵纪守法的新一代农民。

　　《新农村农家书系》是云南科技出版社继《云岭新农民素质

丛书》之后又一套服务于“三农”的农村图书。该书系第一辑由

84种图书组成。而这84种图书，又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劳动

力转移技能篇、卫生防疫医疗篇、实用技术养殖篇、实用技术种

植篇、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篇、新型农民素养篇。

　　本书系从云南实施“农家书屋”的实际出发，以贴近农村、

贴近农民而精心设计。充分发挥新闻出版行业优势，制定切实可

行的农民读书方案。注重持续发展，使“农家书屋”的图书让

农民看得懂、用得上、留得住；每年都有新品种持续出版。技

术内容突出农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的要求，图书在内容上本

土化、原创化。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稳。希

望社会各方面进一步关心、支持、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推进

“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步伐，使“农家书屋” 工程成为惠及广

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推动我省农村走生产发展、生态良好、

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前    言

    本书主要介绍了云南的气候特点与种植优质葡萄的关系，

全国葡萄栽培的概况，鲜食葡萄栽培适合云南气候多样性生态条

件，优质高效葡萄栽培在云南有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利用云南

葡萄架材丰富的优势，进行分批投资建园，实行滚动发展的方

式，适合云南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建立生态葡萄园经济适合发

展无公害安全食品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结合新农村建设工程的启

动，建设生态葡萄园经济有利于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是新农村

工程建设中比较好的产业结构调整模式之一。

    本书根据在昆明地区栽培的经验，结合云南省红河州、文山

州及大理市等地试验栽培研究成果，介绍适合云南气候的6个鲜

食葡萄品种，应用现代新技术、新成果，介绍了硬枝扦插直接建

园配套技术和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是农村科技人员和职业

技术学院师生、农村种植户适用的参考书。

    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如有错误或遗漏，请专家

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深表感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云南省光明园艺场领导和科技人员的

大力支持，在此谨致感谢。

                                                                                  编著者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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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葡萄栽培现状及云南葡萄栽培的优势

葡萄是世界三大水果（柑橘、香蕉、葡萄）之一，是人们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水果，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

的发展，证明了经常适量饮用葡萄酒，能预防心血管疾病，从葡

萄籽中提取的有效物质能治疗心血管疾病，以此为原料生产的胶

囊，其价格超过黄金，被称作“生物软黄金”。目前，世界葡萄

总产量占世界水果产量的13.2%，其中78.6%的葡萄为酿造、制

干等非鲜食葡萄，仅有21.4%的葡萄是鲜食葡萄。

图1  高畦浅沟篱棚栽培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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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生产的葡萄仅占世界葡萄的

8.4%，而1985年仅占0.8%。近20年来，我国每年以平均14.48%

的速度在增长，到2004年我国葡萄总产量已跃居世界第4位，葡

萄单产已超过世界平均产量，但鲜食葡萄进口量一直是世界第一

进口大国，而葡萄出口量一直较少，人均出口量更是少到无法比

较的地步。

云南省是植物王国，世界60%以上的植物在云南都有分布，

特殊的气候造成了云南植物的多样性，立体的气候有利于云南葡

萄的栽培，上百年的老葡萄树在云南各地数不胜数。20世纪末，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葡萄栽培及葡萄产业的

开发工作，首先在红河州建立了上万公顷的葡萄走廊，其他地州

市也随后建立了一定规模的葡萄栽培基地，葡萄的栽培为经营者

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但是，由于葡萄栽培技术性强，并且目前

普通的建园方式投资大、收效慢，这是产业经营的固有特性，与

云南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能有效对接，从而抑制了云南葡

萄的进一步发展。怎样通过技术革新和科技进步，高效的葡萄栽

培项目才能与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实现有效对接是摆在广大

科技人员面前的新课题、新任务。随着云南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开

展，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改善生态环境的任

务更显艰巨而紧迫。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战略目标是每个农业科技人员和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

云南是边疆少数民族省份，农民人口占80%，社会、经济尚

不发达，同发达省份相比，栽培葡萄的规模和技术远远落后。尽

管近年来云南省引进了不少优良的葡萄品种，但大多数都是酿造

等非鲜食品种，是生产葡萄酒的企业为确保自己的原料而组织生

产的，农民朋友的参与也是被动的，甚至是无奈之举，农民及农

村栽培葡萄的积极性不高。现实情况是云南拥有非常适宜，甚至

是世界最适宜的优质鲜食葡萄种植的土地，却无奈地进行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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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很低的其他农业生产。这种现状不仅是农民的可悲可叹更是

农业科技人员的可悲可叹！它就像带着浓厚辣椒水味的皮鞭不断

地抽打在云南农业科技人员身上，发出响亮的声音，也是内心痛

苦的悲叹声，这就是云南鲜食葡萄生产的现状。痛定思痛，而正

是云南葡萄生产的悲叹现状，有力地向人们展示了云南葡萄生产

的高效性及其优质高效生产的市场优势和气候优势，这应该是农

业科技工作者进行科技攻关的出发点和科技创新的动力源泉。

第二节  葡萄栽培技术的特点及市场需求规律

云南葡萄栽培技术区别于乔木及小乔木等落叶果树的栽培技

术，乔木及小乔木落叶果树栽培技术只需实施果树自体生长技术

便可，而葡萄栽培技术则是在不同架棚设计基础上的栽培技术，

同一个品种不同的架式栽培技术不同。其次，葡萄栽培技术是集

地形地貌利用技术、架材选用技术、地域文化发挥利用技术和果

图2  篱架栽培架面塑造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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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自身栽培技术组装的复合技术。另外，果穗是着生于新蔓——

从冬芽萌发抽生的新蔓上，每个结蔓上形成的果穗数及果穗状况

非得等到新蔓长出果穗时方可知道。一个品种在不同地域有不同

的结果习性，果实颜色和穗形都有较大改变，从省外引种时，曾

出现品种引错（同名异种）、品种混杂等现象。在生产技术方

面，从省外聘请的技术人员照搬当地经验，效果不理想。因此，

近20多年来，云南省虽然不断引进大粒型鲜食葡萄，但云南鲜食

葡萄一直发展缓慢。关于葡萄架式的选择和材料的采用要因地制

宜，结合本地架材资源和社会、经济水平，充分利用当地气候资

源，趋利避害才可取得好的经济效益。

葡萄是人们喜爱的高档水果，目前通过保鲜贮存及反季节栽

培已能做到周年供应，但中秋节、国庆节、元旦节、春节四大节

日仍然是消费的重要时段，节日型消费已逐渐成为世界葡萄消费

的另一大特点，高档宾馆酒店是优质葡萄日常消费的重要场所，

也是普通消费者招待亲朋、馈赠的佳品。

由于欧亚葡萄的生理原因，在南方多雨高湿条件下栽培病

害严重，防治成本不断提高。另外，对葡萄流行性病害的防治也

为葡萄的食品安全带来了一大课题。而云南春冬干旱、夏季雨过

天晴，下雨便是冬、日出见夏天的强日照的高海拔低纬度的气候

类型，为葡萄栽培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良气候条件。由于云南早

春气温回升快的特点，露地栽培早熟葡萄，具有设施栽培成本

低、品质优的优势。于是，便形成“北方葡萄才开花，云南葡萄

果飘香”的独特市场占有优势。再者，云南晚秋日照充足、早冬

温暖的气候特点，栽培晚熟葡萄，也形成“北方葡萄已入土（埋

蔓），云南葡萄树飘香”的延迟采摘的生物保鲜的市场优势。云

南葡萄栽培有采摘期长、栽培成本低的优点和节日成熟的特点，

可以在销售上做到南下热带亚热带地区作为时令新鲜水果，北上

可作为早熟新鲜水果上市，形成市场节令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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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葡萄栽培中存在的问题

云南葡萄栽培的品种除传统的水晶、玫瑰、龙眼葡萄外，大

多数是从外地引进的酿造品种，鲜食品种存在品种混乱、苗本质

量低劣等问题，给引进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云南科研

单位和大中型国有企业极少数已建立自己的品种圃，大型的、信

誉较高的苗木公司不多，这可能与地方政府的科研方向有一定关

系。其次，新优葡萄品种区域化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20世纪50

年代至今，尽管云南省光明园艺场经过几代技术人员的努力，基

本上解决了自己的品种更新和传统品种产品的升级优化问题，但

进行新优特品种贮备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优良品种苗本对外供

应能力受到一定限制。另外，葡萄栽培投资大、收效慢的矛盾仍

没有很好解决，单纯果品栽培思想理念制约着优质高效葡萄栽培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生态葡萄园建设速度进展缓慢。这些问题不

解决，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改善生态条件的

优质高效葡萄栽培项目便难以在云南实施。

第四节  优质鲜食葡萄栽培技术实现的途径

通过云南省光明园艺场等国有企业的实践，证明了栽培优

质鲜食葡萄每666.7平方米可获1万多元，人均劳动年产值可达3

万多元，个体农户种植虽然受农业基础建设的限制，但是666.7

平方米年均产值也在1万元以上，熟练劳动力年均产值已达2.6万

元多，并且建园投入也远远低于发达省份。分批投入、就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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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建园模式和主导产

品带动多种项目互动发

展的生态葡萄园经营模

式，已成为提高农民经

济收入、改善农村生活

条件、改善生态环境、

降低劳动强度的生产经

营项目。

目 前 ， 发 达 国 家 和

地区，栽培优质鲜食葡

萄，实行一次性投资并且费用巨大，1公顷均在15万元左右。云

南经济尚不发达，不适宜采取一次性投资过大的建设方式，而

应采取多次投资的方式。首次投资一般控制在1公顷5万元以下。

苗木应引进枝蔓健壮、品种纯正的插穗，这样引种成本低，并且

实行硬枝扦插直建园，生长快、结果早，杜绝因引进根苗带来的

根部外来病害。篱棚架建园可采用先建篱架、后建棚，实行分两

步走的方案，利用云南丰富的毛竹、杂木等建材，搭建简易葡萄

架，也可以自筹砂石、水泥、钢丝等，自己灌注轻便水泥桩等，

尽量降低建园成本，实行滚动发展、逐渐规范、发展规模、基本

建设项目组装的经济实用发展模式。

生态葡萄园建设有利于生产无公害有机优质安全的葡萄产

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和气候资源。云南山地多，为高原红壤

土，有机质含量偏低，应广开肥源就地取材，尽量多施有机肥培

肥土壤。利用云南雨热同季、年降雨大，各类杂草和人工牧草生

长量大的特点，进行舍养食草性动物养殖，利用过腹还田等生态

模式，发展葡萄园经济，利用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农忙农闲时段

分明的特点，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作用，降低因不断增长劳动

工资的原因提高的劳动力成本。另外，利用生态葡萄园建设的规

图3  套袋延迟采摘红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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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范性，适度使用小型农机具，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新技术、新

成果的应用，不断提高葡萄园经济的复合性和产品中的科技含

量，利用科技的力量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经济效益。

第五节  鲜食葡萄市场前景浅析

优质鲜食葡萄绝大部分是欧亚种，易感霜霉病，是南方多雨

高湿地区露地栽培的限制因子。常规技术栽培条件下，对霜霉病

防治成本较高。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治理，葡萄霜霉病化学

防治造成果品污染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葡萄进入市场也因农药

残留问题出现困难。因此，目前南方市场的红地球等鲜食葡萄，

主要靠国外进口和中国北方调入，销售成本偏高，市场售价也居

高不下。而云南省生产的晚熟鲜食葡萄成熟期正值中秋节、国庆

节期间，属典型的节日水果。此时，国外和中国北方栽培的葡萄

由于物候期的原因，不能大量上市，而市场需要量又很大。因

此，云南省所产葡萄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市场价格较高，栽培

经济效益较好。近几年

666.7平方米，效益均在

10000元以上，且产品供

不应求。

由 于 云 南 省 地 处 大

西南的云贵高原，地理

位置独特，交通方便、

运 输 成 本 低 ， 销 售 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昆

明地处高原，光辐射较

强，气候温暖，昼夜温

图4  红地球葡萄二次果现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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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大，果糖积累多，套

袋果穗色彩鲜艳，果穗

整齐，在市场中具有较

好的竞争力。因此，云

南省发展鲜食葡萄具有

很好的市场前景。

图5  葡萄果园通向外界的广阔生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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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食葡萄主要新优品种简介

第二章  鲜食葡萄主要新优品种简介

第一节  早熟鲜食品种

一、京  秀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

所育成。潘诺尼亚×60-33（玫

瑰香×红无籽露），1994年通

过品种鉴定。

植物学性状：嫩 梢 黄 绿

色，无绒毛。幼叶较薄，叶片

无 绒 毛 ， 幼 叶 表 面 略 呈 红 紫

色晕，有光泽。成龄叶片心脏

形，绿色，中等大，中厚，叶

缘锯齿较锐，叶5裂，上裂较

深 ， 下 裂 较 浅 。 叶 柄 较 中 脉

短，叶柄洼矢形或拱形，枝条

节间长，卷须间隔着生。秋叶有明显的红紫色或红褐色晕。一年

生成熟枝条为黄褐色，冬芽较大，两性花。

果实经济性状：果穗圆锥形，穗长18~24厘米，穗宽12.5~16

厘米，平均穗重400~500克，大的达1000克以上。果粒着生较紧

密，椭圆形，纵径2.3~2.6厘米，横径2.0~2.2厘米，平均粒重5~6

克，充分成熟时呈玫瑰红色或鲜紫红色，肉脆味甜，微有酸味，

图6  京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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