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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的葡萄产业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在宁夏老一辈葡萄专家

和许多葡萄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宁夏贺兰山东麓成为国内外

著名的葡萄产区，继山东烟台、河北昌黎后被国家质检总局确定为

中国第三个葡萄与葡萄酒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区。为了加快宁夏葡

萄和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做了重

要批示：“以非凡的毅力和决心把我区葡萄产业搞上去，不达到中

国第一，誓不罢休。”

2006年，“宁夏农垦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的“宁

夏国营黄羊滩农场”与“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发展 3万亩葡萄基地的协议。协议的签订成为宁夏葡萄产业发展

的新起点。基地投资模式、管理模式和建园模式的创新，为宁夏葡

萄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达到对葡萄基地的标准化、规范

化、制度化、程序化的集约化管理。2008年 5月，“宁夏农垦企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举行了 30万亩葡萄种植启动仪式。这对宁夏葡

萄产业的发展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酿酒葡萄种植已经成为宁夏

经济发展支柱产业之一，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在总结黄羊滩葡萄种植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宁夏的地理条件，综合

编 写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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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科研成果，编写了这本《酿酒葡萄栽培与管理》。本书着重就黄

羊滩农场葡萄基地经验做了具体的介绍，包括葡萄生产中关于葡

萄与气候的关系、品种选择、主要器官及生物学特性、葡萄园建立、

根据物候期相应葡萄管理要点及措施、病虫害防治等，力图使新建

葡萄园高产稳产，为果农带来更好的效益，供葡萄栽培管理技术人

员在建园及管理中参考。

本书介绍的一些具体操作方法，完全是黄羊滩农场葡萄基地

的实践经验，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不当乃至错误之处，望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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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概

论

第一节 世界葡萄栽培的历史与现状

一、历史渊源与传播

人类栽培葡萄的历史非常悠久。大量的考古研究证实，在

7000～5000年以前，古代的埃及就成为世界最早栽培葡萄和酿造

葡萄酒的地区之一。埃及地处非洲的干旱地区，终年降雨量稀少，

气候干燥，只有尼罗河两岸和下游靠近地中海的河谷地，才是古埃

及文明和农牧业发达的地区。那时，种植葡萄和酿酒已经具有相当

规模。这对埃及和地中海沿岸的人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在埃及美费斯城的普塔戈廷古墓中，有很多描绘公元前 2500

年人们收获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壁画。人们在古埃及第一、二王朝

的陵墓中发现了“王家葡萄园”的印章以及大量完整的或破碎的酒

具。在酒具的印记上，还标有“王家葡萄园”的名称和管理它们的官

吏称号。这证明古埃及在公元前 3000年～公元前 2700年，人们已

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了。这无疑反映了古埃及对葡萄栽培的重

视和葡萄种植、葡萄酿酒业的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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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葡萄栽培与 理管

世界最早的三大农业中心之一的西亚地区，也是栽培葡萄最

早的地区。西亚，西方人的习惯称之为近东或中东，包括中亚细亚

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伊朗、腓尼吉（现叙利亚、黎巴嫩

的沿海地区）。以航海和经商著称的腓尼基人，从古代科尔希达人

那里知道了葡萄，引种后腓尼基很快成为生产葡萄和葡萄酒的地

区，在腓尼基的贸易交往中，葡萄和葡萄酒起了很大作用。由于航

海和经商活动，腓尼基人把葡萄传到古希腊。

大约在公元前 10世纪，随着希腊帝国的对外扩张，葡萄和葡

萄酒传到古罗马，至此，葡萄和葡萄酒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家

园———欧洲。罗马人在欧洲的扩张，如果说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将

葡萄带到了法国（当时的高卢）。公元 5世纪，当罗马人从现在的法

国撤离时，已为现在法国最好的葡萄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

时，法国的葡萄产区纷纷建成，如罗纳河谷、勃艮地、卢瓦尔、香槟、

阿尔萨斯。而后葡萄种植和酿酒技术又传遍德国的莱茵河流域。在

欧洲，当时的葡萄酒生意相当红火。据意大利统计：占全国人口

80%的意大利人或多或少地以葡萄酒为生。15～16世纪，欧洲人才

将葡萄栽培和酿酒技术传到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墨西

哥、智利、阿根廷。

17世纪后期欧洲人发明了软木瓶塞，从而结束了从罗马时代

葡萄酒一直在酒桶中储存的历史，也大大改变了葡萄酒储存的质

量。软木塞是用栎树的树皮制作的，这种树集中生长在地中海西岸

的低洼地区。这种树皮只能在夏季进行剥落，而且第一次剥皮后，

树木必须再生长 20年后才能第二次剥皮，以后每隔 9～10年再剥

一次。软木塞可压缩、有弹性、耐磨、化学性质稳定，目前被世界瓶

装葡萄酒广泛使用，并成为保存高品位葡萄酒最理想的封瓶材

料。这种受益于瓶装的葡萄酒，便是 17世纪后期英国人开始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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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口味较烈的波特葡萄酒以及后来人们大量饮用的高档干葡

萄酒。葡萄牙栎树生长最多，他们生产的软木塞占世界软木塞总

产量的 54%。

18世纪末期，第一批酿酒葡萄从墨西哥传到美国的加利福尼

亚。19世纪前半叶，美国加利福尼亚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葡萄园，

并在 1860~1900年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20世纪初，葡萄和葡萄

酒已经在上述地区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规模。葡萄现已遍布世界六

大洲，成为世界栽培面积和产量最多的果树。

二、国际葡萄及葡萄酒组织（O.I.V）

为了规范和协调世界葡萄和葡萄酒的生产和贸易，早在 1924

年，西班牙、法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和突尼斯

等 8国在巴黎建立了一个政府间的组织，取名为“国际葡萄酒组

织”，缩写符号为 O.I.V。到了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参加该组织的

国家由 8个增加到 32个，包括南非、阿尔及利亚、德国、阿根廷、澳

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智利、塞浦路斯、丹麦、西班牙、

美国、法国、希腊、匈牙利、以色列、英国、意大利、卢森堡、摩洛哥、

墨西哥、荷兰、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士、叙利亚、前捷克斯洛伐克、

突尼斯、土耳其、前苏联、乌拉圭和南斯拉夫等国。他们代表了世界

96%的葡萄种植地区。该组织的使命由基本文件———1924年 11月

29日关于建立国际葡萄酒组织的协议所规定的，主要涉及葡萄

酒，后来又逐步扩展到葡萄及其所有产品（葡萄酒、葡萄汁、鲜葡萄

及葡萄干）。因此为了更好地适应其活动性，1958年该组织名称改

为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或称为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局，但它的缩

写 O.I.V仍然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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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V的作用是研究有关葡萄种植，以及葡萄酒、葡萄汁、食用

葡萄、葡萄干的生产、保存、销售及消费的全部科学、技术和经济问

题。同时 O.I.V还制定了《国际葡萄酿酒法规》。

在数万言的《国际葡萄酿酒法规》中，对涉及到葡萄和葡萄酒

方面的技术问题都作了全面细致的阐述，对每个技术细节都明确

了“定义”“目的”，并列出了有关的“规定”和“标准”以及 O.I.V的建

议。 本法规是一本咨询性质的技术参考资料，无论是政府或非政

府部门，本国机构或国际机构，遇到国际葡萄酒法规方面的问题

时，均以此作为基本依据，并使国际贸易有章可查，有据可循。

三、世界葡萄主产国葡萄栽培情况

自 1950年开始统计，前 30年世界葡萄栽培总面积一直呈上

升趋势，至 1980年突破 1000万公顷，之后开始衰退，至 1991年已

下降至 850万公顷。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2006 年统计，2005年世界葡萄收

获面积 732.6万公顷，年产量 6653.3万吨，近 5年来面积和年产

量保持稳定。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位居收获面积的前 3位；年产量

最大的 4个国家为意大利、法国、美国和西班牙。中国的葡萄面积

和年产量均列世界第 5位，成为葡萄生产大国。近 5年来，中国葡

萄面积增长最快，其次是澳大利亚、南非、智利；面积降幅最大的

国家是西班牙、罗马尼亚和意大利。葡萄年产量增长最大的国家是

中国，其次是澳大利亚、埃及、俄罗斯、智利 和南非；罗马尼亚、德

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年产量降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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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葡萄栽培的历史

一、中国葡萄和葡萄酒的萌芽时期

远古时期，中国就有野生葡萄，公元前 10 世纪著名民歌《诗

经·幽风》中，就有“葡萄生陇西五原敦煌山谷……状如五味子而甘

美，可作酒云”。在《救荒本草》中也载有“野葡萄俗名烟黑，生荒野

中，今处处有之，茎叶及实俱似家葡萄，但皆细小，采葡萄果紫熟者

食之，亦可酿酒饮。”在周朝，我国劳动人民已在庭院中栽培这些野

生葡萄。在《周礼》一书的《地官篇》中曾提到：“掌国之场圃而树之

果 珍异之物，以时敛藏之”，注曰：“珍果、枇杷、蒲陶之属。”葡萄

当时已列入皇家果园的珍异果品。

我国的栽培葡萄是汉朝由西域传来的，这在《汉书》上有确切

记载。张骞从西域将葡萄带回中国，乃是流传已久的史实。据《史

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 138年（西汉建元三年），张骞奉汉武帝

之命出使西域，当时“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

数十岁不败。”随后，“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

地……”。

张骞，陕西汉中固城县人，探险家，奉命进入人地生疏、语言不

通的西域时被扣押 13年，脱身回朝后，向汉武帝朝报了大宛国盛

产葡萄和葡萄酒。武帝喜，公元前 119年又派张骞去西域，“大宛不

予并诛使，武帝大怒，会兵伐之”，于是“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

入汉家”血战 4年，于公元前 116年才把大宛国的两种葡萄带回中

国，可见我国栽培葡萄来之不易。《齐民要术》描写了“汉武帝使张

骞至大宛，取葡萄于离宫别馆尽种之”的情景。大宛，今乌兹别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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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张骞再带回栽培种葡萄的同时，还找来了酿酒

艺人，开创了中国葡萄栽培和酿酒历史的先河。这比誉为世界葡萄

酒王国的法国早 200多年。

《史记·大宛列传》中“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寥寥数语，概括了大

宛及其东西地区都盛产葡萄和葡萄酒。可见，在张骞出使西域以

前，新疆地区同大宛等国一样早已在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从历

史文献和考古中发现，西汉时期的且末、焉耆、龟兹、于田等地都盛

产葡萄，《晋书载记第二十二·吕光》中记载了后凉主吕光（公元

386~399年）“又进攻龟兹城……入其城……家有蒲陶酒，或至千

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龟兹即今新疆南部库

车。这说明在公元 4世纪的东晋，葡萄已在新疆南部一带栽培。

二、唐朝的葡萄和葡萄酒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唐朝的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

几乎在所有科学文化领域都有重大成就。那时中国确实保持着让

西方人望尘莫及的水平。作为当时中国发达农业的组成部分———

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业水平得以迅速发展。在历代诗歌中描写葡

萄和葡萄酒的以唐朝为最多，其中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

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更是流

传千古的名佳。唐朝是我国古代葡萄栽培和葡萄酿酒业的兴盛时

期，同时发展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葡萄酒文化。但经宋、元、明、清

各历史朝代后，逐渐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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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朝以后的葡萄和葡萄酒

葡萄和葡萄酒自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后，直到唐朝才有了较

大的发展，而后又跌入低谷。其中影响我国葡萄酿酒业发展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社会的动乱、战争连绵不断，灾荒瘟疫频繁发生，使人

民不得温饱，葡萄作为一种果树，自然不可能大量种植，葡萄酒的

生产也就成了无米之炊。

到了元朝，统治者征服欧洲，受到各国葡萄酒文化的影响，因而

又对葡萄酒产生了偏爱。元朝曾出现过因粮食不足禁酒的法令，犯

者重罚，从抄家、配役直到处死。但由于葡萄酒不用粮食，所以不在

禁止之列。因此元朝的葡萄和葡萄酿酒业，曾有过一段发展时期。

我国葡萄种植和酿酒业，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曾在世界上

有过独领风骚的年代，但是后来的历史，特别是近 100年，用先进

设备和科学技术武装的欧洲葡萄酿酒工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

期。而与此同时，中国却选择了用谷物蒸馏生产高酒精度的白酒。

四、中国葡萄和葡萄酒的新崛起———张裕葡萄酿酒公
司诞生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是爱国华侨张弼士先生于 1892年独

资创办的。它的成立对振兴我国近代葡萄和葡萄酒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

张弼士先生是广东潮州人，光绪年间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

事馆领事。他在国外期间，喜好饮用洋酒，对葡萄酒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萌生了在国内建葡萄酒厂的想法。1891年，他回国后进行了

考察，于 1892年出资筹建了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并从法国、意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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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葡萄栽培与 理管

大利引进雷司令、贵人香、琼瑶浆、李将军、玛瑙红、蛇龙珠、梅鹿辄

等 120个品种，建立了 1200余亩葡萄园。张弼士筹资遍访欧洲葡

萄园，从国外购进设备，先后聘请奥地利、意大利等国酿酒师，精心

酿造出风格独特的名酒，风行全国，并远销海外。孙中山先生 1912

年 8月来烟台，视察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并亲笔题赠“品种醴泉”

予以赞扬。

烟台解放后，张裕公司迅速发展葡萄生产，推广优良品种和科

学的栽培技术，至 1987年在烟台已有 8万余亩葡萄园，生产优质

酿酒葡萄 5600万千克，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葡萄生产基地。张裕

公司对我国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业做出的贡献，为国内外所瞩目。

1987年，烟台被“国际葡萄及葡萄酒局”命名为“国际葡萄酒城”，

并成为国际葡萄酒局观察员，参加国际葡萄酒局的活动。改革开放

以后，一批中外合资葡萄酿酒公司相继成立，不断引进国外优良的

酿酒葡萄品种，先进的酿酒设备，科学的酿酒工艺，使得我国葡萄

种植业和葡萄酿酒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葡萄酒开

始走向世界，逐步形成了中国葡萄生产的 7大产区。它构筑了 21

世纪我国酿酒葡萄产地的基本框架。

目前我国葡萄栽培面积不断增加，产量稳步增长。近 20多年

来，葡萄栽培面积和产量迅速增长。1978年，全国葡萄栽培面积

38.3 万亩，葡萄总产量 17.5 万吨，葡萄酒产量 6.4 万吨，到 2006

年，葡萄栽培面积已达 628.05万亩，葡萄总产量达到 627.08万吨，

葡萄酒产量 49.51万吨，分别比 1978年增加了 16.4倍、35.83倍和

7.74倍。据世界葡萄、葡萄酒协会（O.I.V）2005年统计，在世界 58

个葡萄生产国中，我国葡萄栽培面积和产量已跃居第五位，尤其是

鲜食葡萄，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生产国。栽培区域不断扩大，栽

培方式多种多样。随着葡萄新品种选育和栽培技术的发展，葡萄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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