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庆山主编



G也
孔庆山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葡萄志／孑L庆山主编．一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

术出版社，2004．7

IsBN 7．80167．637—8

I．中⋯ Ⅱ．孔⋯ Ⅲ．葡萄一植物志一中国

Ⅳ．Q94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5866号

责任编辑 鲁卫泉

彩页设计 马钢工作室

责任校对 马丽萍 贾晓红

出版发行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邮编：100081电话：010—62189012)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市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X l 230mm 1／16印张：36．75插页：80

印 数 1～1 500册 字数：1 060千字

版 次 2004年7月第1版，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0元



《中国葡萄志》编辑委员会

主编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君璞 罗国光 费开韦 贺普超 温树生 黎盛臣

主 编：孔庆山

副主编：(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林李世诚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丽雪 王思新

刘崇怀 李世诚

陈谦吴德玲

修德仁 晁无疾

编写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审 稿：

编委会

办公室：

资料提供：

文稿录入：

王丽雪

刘三军

杨承时

周秀琴

骆 军

徐桂珍

罗国光

晁无疾

刘崇怀

刘裕严

刘捍中

王保良

于大勇

王思新

刘崇怀

杨秀华

罗国光

骆强伟

徐海英

黎盛臣

修德仁

潘 兴

魏闻东

邵纪元

孙海生

杨承时 吴德玲 修德仁 晁无疾

孔庆山

严大义

周秀琴

徐海英

孔庆山

李世诚

杨美容

金佩芳

修德仁

曹孜义

吴德玲

杨美容

刘三军

潘 兴

范邦文

叶金伟

沈育杰

赵胜建

魏文娜

叶金伟

李晓宁

宋润刚

赵胜建

郭修武

温秀云

贺普超

徐海英

樊秀彩

张维昌

朱 林

杨承时

施安华

朱 林

严大义

陈 谦

赵淑兰

晁无疾

温树生

陈 策

金佩芳

郭景南

游 泳

刘 俊

杨美容

骆强伟

刘 俊

沈育杰

吴德玲

施安华

徐卫东

魏文娜

李世诚

郭修武

王玉环

程百岗



编写说明

《中国葡萄志》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主持，组织全国30多位专家、学者编

撰而成。
’

《中国葡萄志》共分9章，前8章为总论部分，第9章为各论部分，即品种。第一章为

绪言，简述了葡萄的经济价值、我国葡萄的生产进程以及我国葡萄科研所取得的成果。第二

章记述了我国葡萄的栽培历史，重点论述了我国葡萄栽培的起始与近代栽培史。第三章较为

全面地概述了我国葡萄属植物分类研究简史与研究进展，详细地记述了中国葡萄属植物的分

类和种类及其地理分布，共记述葡萄属植物39个种，其中原产我国的有38个种、1个亚种、

13个变种，指出我国有着最为丰富的葡萄属植物资源，是世界葡萄属植物的原始起源中心

之一。第四章对我国葡萄种质资源和育种研究工作及其成就作了历史性的总结，概述了种质

资源研究的调查、收集、保存、鉴评、利用、创新等方面的成就与进展，系统总结了我国葡

萄引种及育种的成就。第五章记述了我国葡萄区划研究的历史及现状，肯定了现有研究成

果，并提出了我国葡萄区划，依据已有研究结果将我国葡萄产区划分为7个产区，并从生态

条件、栽培历史、现状进行了分述。第六章简要描述了葡萄的植物学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第

七章是对葡萄栽培技术演变及其科技成就的全面总结，涉及苗木繁殖、栽培技术、病虫害及

其防治等方面内容。苗木繁殖方面，简要记述了育苗方法及演变；栽培技术方面，主要从建

园、栽培架式、整形修剪、土肥水管理、化学调控、优质高效、设施及特殊栽培诸方面总结

了我国葡萄栽培技术的变革；病虫害及其防治方面，概述了我国葡萄病虫害的发生与防治概

况，对主要葡萄病虫害做了简要记述。第八章简述了我国葡萄贮藏与加工的历史与现状。第

九章为各论部分，即品种，主要记述各品种的起源、发展与分布、主要特征特性及综合评

价。入卷品种有642个，包括砧木品种和栽培品种，均由长期从事葡萄品种研究的科技人员

撰写，有些品种的撰写人即是育种人，所记述的资料极具权威性。

葡萄品种名称的中文名称后紧随汉语拼音名，拼音字母字首大写，不按词义分节。如，

郑州早红(Zhengzhouzaohong)、大无核白(Dawuhebai)。入卷品种所用名称，一般采用。七

五。期间所建国家数据库中所用名称；某些在文革中被改名的著名品种恢复原有名称，如

。雷斯林”恢复为“雷司令”，。意斯林”恢复为。贵人香”；原产我国品种，原则上采用传统

名称和育种者的命名；国外品种，原则上取用没有异议的国内最先译名，如。契奥尼克”应

为。巧尼克。；个别新品种选用已为广大葡萄种植者所认可的名称，如无核白鸡心；凡有据

可查的原名，一律改为原产国所用名称，如。雷司令。的原名为we收r Reisling。

《中国葡萄志》中所涉及的我国地名，一律采用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规定的地名。所记事件发生地的地名已变更的仍写原名，但在地名前加。原”字。所涉及到

的单位名称一律用全称，已不复存在或名称已变的单位，仍写原单位名称，但在单位名称前

加‘原’字。卷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一般用汉语译名，后加圆括号，其

内附原名。涉及到的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和表述方式按国家规定标准。卷中所记述的事实和

引用的资料均截止到2000年底o

《中国葡萄志》是我国第一部葡萄学科领域的志书，是对我国葡萄产业的发展、科研和

生产的一次历史性总结，是我国葡萄学界乃至果树学界的一项重要工程。参与此志书编撰的

人员，都是我国从事葡萄科研和教学的知名专家、学者，他们的许多科研成果也包含在此志

书之中。

由于编著者的业务水平和掌握的资料所限，本志书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希读者不

吝赐正，以便今后补充和修订o ．

<中国葡萄志>编委会
200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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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是起源最古老的植物之一，在数百万年前已遍布北半球，由于大陆分离和冰河时期

的影响，发展成了多个种。葡萄还是栽培历史最悠久的植物之一，在5 000。7 000年前，埃

及和地中海沿岸就已经开始栽培葡萄并酿制葡萄酒。随着栽培范围扩展，品种不断增加，又

形成了诸多各具地区特色的品种群。

据考证，葡萄之称可能来源于波斯语budawa。在我国古籍《史记》中称为“蒲陶”，《汉

书》中称“蒲桃”，《后汉书》中为“蒲萄”，后逐渐演变为至今仍通称的“葡萄”。

葡萄在世界果树生产中占据重要位置，其栽培面积和产量曾长期位居世界水果生产首

位，20世纪90年代后让位于柑橘，退居第二。在我国，葡萄也是重要的果树树种。就全世

界而言，80％的葡萄用于加工，20％用于鲜食，我国则以鲜食为主，占80％以上。鲜食葡萄

生产是我国葡萄产业的主体。

第一节 葡萄生产的经济意义

葡萄鲜果是一种外观与风味俱佳、营养丰富的果品。同时，葡萄可加工成葡萄酒、葡萄

汁和葡萄干等多种制品。葡萄及其制品又具有医疗保健功效，深受广大消费者所青睐。

成熟的葡萄浆果一般含有15％一25％的葡萄糖和果糖及少量的蔗糖，0．5％～1．5％的苹

果酸、酒石酸及少量的柠檬酸、琥珀酸、没食子酸、草酸、水杨酸等有机酸，0．15％。

0．9％的蛋白质，0．3％一1％的果胶，0．3％一0．5％的钾、钙、钠、磷、锰等无机盐类。还含

有维生素A、维生素Bl、B2、‰、B12、维生素C、维生素P、维生素PP(烟酸)、肌醇和人

体所必需的精氨酸、色氨酸等10余种氨基酸。日食lOOg鲜葡萄，可满足人体1昼夜需要钙

量的4％，镁量的1．6％，磷量的0．12％，铁量的16．4％，铜量的2．7％和锰量的16．6％。

1 L葡萄汁相当于1．7L牛奶，或6509牛肉、1 l【g鱼、3009奶酪、5009面包、3—5个鸡

蛋、1．2kg马铃薯、3．5kg番茄、1．5ks苹果或梨、桃产生的热量。葡萄干含有65％一77％的

葡萄糖和果糖，每1kg葡萄干的热量达13 598．14 225．6J。用葡萄酿造的各种葡萄酒和白兰

地，含有多种维生素、有机酸及对人体有益的无机盐类。

因葡萄鲜果及其制品中富含多种维生素，特别是维生素B12、维生素PP、肌醇，有益于

防治贫血等疾病，并具有降低血脂、软化血管的功效。近期研究表明，在含白芦藜醇的已知

植物中，葡萄的含量最为丰富，对皮肤癌等因环氧合酶及过氧化氢酶催化合成产物所诱导的

癌症有抑制作用，又因可调节胆固醇和抗血小板凝聚而对心血管病具有明显的预防作用和辅

’助疗效。此外，葡萄鲜果及其制品还具有抑制病毒活性的能力。我国新疆所产的索索葡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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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麻疹有促发作用。

葡萄是一种藤本蔓生果树，易于整形。其品种颇多，叶片、尤其是果穗、果粒形态差异

显著，极具观赏价值。葡萄具有适应性强、结果早、见效快的特点。实践证明，栽培葡萄可

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与其他果树相比，在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中，

葡萄有着较大的发展优势。

第二节 葡萄科学研究成果

一、中国葡萄栽培历史的追溯

关于我国葡萄栽培的历史，过去多据“史记”记载认为，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时将葡

萄引入我国，我国才有了葡萄栽培。后据新疆尼雅遗址的考古成果，我国开始栽培葡萄的时

间比张骞出使西域早，应是在2 300—2 500年之前。

二、种质资源研究

1．葡萄种质资源调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进行了果树资源调查。在20世纪50。60年代，初步查明

了我国东北山葡萄的资源和分布状况。70年代以后，通过全国范围的葡萄种质资源调查，

发现了葡萄属植物的一些新种和类型，初次了解到西藏高原野生葡萄的资源和分布，在新疆

发现有野生葡萄分布。

为查明我国葡萄野生种的分布，一些单位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归纳出我国葡萄属

植物的分布特点。科技工作者汇总以往的研究成果，较全面地阐述了我国葡萄属植物的种类

与分布，发表了多篇颇具见地的报告并出版了一些权威性的专著。近半个世纪的调查研究结

果充分显示，我国是世界葡萄属植物的重要起源地和分布中心之一，所拥有的葡萄属植物种

质资源极为丰富。

2．葡萄种质资源保存研究

保存是葡萄种质资源研究的前提。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部分科研单位即在收

集的基础上，着手建立葡萄原始材料圃，开始对引进的品种和采集到的野生材料进行异生境

地田间种植保存。随着国家对种质资源的重视，从70年代初一80年代末，我国相继建成16

个国家级果树种质资源圃。其中，有两个国家级葡萄种质资源圃(河南郑州、山西太谷)，

另外还有3个果树种质资源圃保存有葡萄种质资源。90年代，又增建了山葡萄的国家级果

树种质资源圃(吉林左家)。原西北农业大学建立了野生葡萄种质资源圃。同期，我国部分

省(市、区)的果树、葡萄研究及教学单位也相应建立了葡萄种质资源圃或葡萄品种资源

圃。全国各类圃地共保存葡萄种质资源1 500份左右。在异生境地田间种植保存的同时，我

国葡萄科技工作者还进行了试管保存、种子保存、花粉保存的研究和利用，并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和成果。

3．葡萄种质资源鉴评研究

鉴评是葡萄种质资源研究的重要内容。近50年来，我国葡萄科技工作者主要是在农艺

性状、抗逆性和加工适应性等方面对我国葡萄种质资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鉴定和评价，取得

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为了更有成效地进行葡萄种质资源

研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更加完善的葡萄种质资源研究技术路线，使葡萄种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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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研究更加科学化、系统化、标准化。“七五”至“九五”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均将葡萄

种质资源研究列为攻关内容，极大地提高了我国葡萄种质资源的研究水平。

4．葡萄种质资源利用研究

利用是葡萄种质资源研究的目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几代葡萄科技工作者为

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筛选出了一批具优异或特异性状的葡萄种质。不仅直接用于生产栽

培，还作为亲本材料培育新品种和创造新种质加以间接利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5．葡萄种质资源创新研究

创新是葡萄种质资源研究的创造性利用。葡萄种质资源创新研究首次被明确列入“九

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亦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三、品种引进与选育

1．品种引进

早在2 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从大宛国带回欧洲葡萄。19世纪中后期，欧美葡萄品

种传人我国。华侨张弼士为发展民族葡萄酒业，于1892年建立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从欧

洲大批量引进世界著名酿酒葡萄品种。

1892—1949年的50多年间，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中期，我国先后从西欧和日本

等国引入大量葡萄品种。此期，从国外引入的品种大多保存在科研单位。

1949年以后，葡萄科研与生产受到国家重视。此后50年，我国葡萄引种工作从无序引

进到趋于成熟，引种目标渐趋明确，注重引进良种。引种地最先主要以东欧各国和前苏联为

主，后渐转向东欧、西欧和日本，再转向以日本、美国和法国为主。鲜食品种主要引自日本

和美国，酿酒品种多从法国引进，引种量很大，先后引进约2 ooo+品种。

2．品种选育

(1)葡萄选种迄至20世纪前半期，我国各地栽培的常规品种多系经长期自然选择、

人工繁衍形成。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葡萄选种研究，历经半个世纪，选出了一批

品种，有些已在生产上发挥重要作用。

在鲜食葡萄选种方面，我国陆续选出100多个品种，其中有30个左右已推广应用。巨

峰品种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很快，遍及全国葡萄产区。红地球品种在20世纪末期推广面

积最大、范围最广。台湾经过半个世纪的选种，确定了主栽品种。优良品种的选出和推广，

对促进我国鲜食葡萄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加工葡萄选种方面，20世纪后50年，我国先后重复选出140多个较好的酿酒品种，

已应用于葡萄酒生产的世界名种有20多个，如赤霞珠、品丽珠、梅鹿辄、霞多内、雷司令、

贵人香等。同期，我国还选出一批制汁、制罐、制干葡萄品种。

在山葡萄选种方面，通过山葡萄野生资源普查，选出了珍稀的两性花单株及大花序型雌

能花单株。两性花植株的发现，为山葡萄杂交育种工作奠定了基础。

此外，我国葡萄科技工作者还开展了葡萄芽变选种，共选出12个芽变品种。

(2)葡萄育种 我国鲜食葡萄育种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育种的主攻方向开始多以

培育早熟无核和大粒具有香味的品种为主，共培育出50多个新品种。

我国酿酒葡萄育种工作，早期以培育红色、抗寒酿酒葡萄品种为主攻方向。1952—1992

年，我国共育出20多个新品种，对制汁葡萄育种研究较少，只选育出4个适于制汁的品种。

两性花山葡萄优良株系的选出，开创了我国两性花山葡萄种间杂交育种的新阶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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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内、种间杂交、优系回交，科研工作者在1975～1998年间育成4个山葡萄栽培品种。

我国葡萄人工诱变育种研究较少，在7射线辐射诱变育种方面，共培育出4个早熟、抗

病、优质和1个果穗、果粒均比亲本大、抗病、抗湿力较强的品种；在秋水仙素诱变育种方

面，1987年，诱导出长无核白葡萄多倍体植株；1990年，诱导获得四倍体玫瑰香株系。

(3)砧木育种上海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培育成功了我国第一个葡萄砧木专用品种。

四、区划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葡萄产业在2 000多年的葡萄栽培历程中，始终处于自发种

植状态。在5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了葡萄生产发展热潮，但区划问题未能受到重视，曾盲

目地引入和发展了某些品种，导致我国葡萄业的发展出现大起大落。80年代以来，开始对

我国葡萄区划进行研究。多年的研究与区划栽培实践，使大家对生态区划的主要气候指标、

特别是酒用葡萄的气候指标，以及在生态区划、品种区划与种植区划的有机结合方面逐渐取

得了共识。

五、标准制定

性状观察记载项目及评价标准是科学地进行葡萄种质资源鉴评的基础。1963年，在河

北昌黎果树研究所召开的全国葡萄会议上，首次制定了《葡萄品种观察记载项目、标准和方

法(草案)》(附录I)，统一了我国葡萄品种观察记载项目、标准和方法，推动了我国葡萄

品种学的研究。随着国内外葡萄品种学研究的发展，为了与国际上原IBPGR的Descriptors for

Grape(葡萄描述符)接轨，1987年12月，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园艺学会理事会上，提出制定

我国的《果树种质资源描述符》。会议委托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制定葡萄种质资

源记载项目及评价标准。1990年，《果树种质资源描述符——记载项目及评价标准》正式出

版。书中，葡萄种质资源记载项目及评价标准(附录Ⅱ)主要依据原IBPGR的葡萄描述符，

同时又结合我国葡萄种质资源研究工作的实际情况，增加了部分我国自定的记载项目及评价

标准，使我国葡萄种质资源的观察、记载和分析评价有了更为统一规范的标准，从观察记载

和分析评价的标准化上推动了我国葡萄种质资源研究的统一和深化。

为了提高我国葡萄苗木及葡萄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在葡萄产业领域尽快与国际接轨，农

业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着手组织制定葡萄的相关标准。1997年，农业部科学技术与质量

标准司下达了制定“葡萄苗木”标准和“葡萄无毒母本树和苗木的检疫规程”的任务。2000

年，又下达了部重点项目“葡萄新品种DUS测试技术及标准”。同年，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

息司还下达了农业行业标准的制定项目，涉及葡萄的标准有“葡萄(鲜食葡萄、加工葡萄)”

和“葡萄苗木”两项。上述各项任务均交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承担，至2000

年底，除“葡萄新品种DUS测试技术及标准”外，其余标准已定稿，并送农业部待审。

六、苗木繁育八、田不累再

扦插育苗是广泛采用的葡萄苗木繁育方法。利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插条，促使生根、

提高成活率，我国于1937年即开始试用此项技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应用，70一90年

代在全国普及。80年代，中国林业科学院创制了ABT系列生根粉，其中Am"2号应用于葡

萄扦插育苗，有效地提高了扦插成活率。

葡萄单芽扦插营养钵育苗技术在苗木生产上已普遍应用，并发展到营养钵育苗工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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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方法育苗，可做到当年定植、当年成园、翌年投产。

20世纪50年代，我国研究成功绿枝扦插育苗技术。至80年代，这一技术迅速普及。山

葡萄硬枝扦插不易生根，采用绿枝扦插则容易成活，绿枝扦插育苗技术已广泛用于繁育山葡

萄优良品种苗木，对加速山葡萄家植化起到重要作用。

嫁接是葡萄育苗的一种常用方法。我国利用贝达、山葡萄作抗寒砧木，推动了寒地葡萄

生产的发展。80年代以来，我国从国J'b弓l进葡萄专用砧木，一些科研单位开展了砧木利用

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

为大批量生产硬枝嫁接苗木，我国东北地区果农发明了“愈合槽”，用于促进愈合和催

根处理。70年代末，我国又研制成功葡萄绿枝嫁接育苗新技术，采用绿枝插皮接等，有效

地提高了成活率。目前，绿枝嫁接已成为我国繁殖葡萄苗木的主要方法之一．用于新品种快

速繁育。还研究成功了绿枝砧嫁接硬枝芽的葡萄苗木繁育方法。此外，绿枝接穗劈接于砧木

嫩枝上的研究成果，也已成功地应用于杂交苗的培育。

我国于70年代末期开始葡萄组织培养育苗研究。80年代开始脱病毒(广义称为无病

毒)苗木繁育研究。

七、栽培技术

近50年来，我国葡萄科技工作者与广大葡萄种植者研制和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栽培

技术。

1952年，旅大地区创造的双壁篱架，获得显著增产效果。后经改进，双篱架得到较广

泛应用。我国葡萄科技工作者和种植者成功地将宣化传统的漏斗架改造成棚篱架，提出了适

合于广东葡萄栽培的“双垂帘高丁字架”。在不埋土栽培区，发展了多种改良式单篱架，形

成适于“高宽垂”栽培的架式。近年来，南方产区试用日本网式水平棚架等。在南方及黄河

故道等地，由于“高宽垂”栽培模式的发展，已开始变矮主干或无主干株形为多种高主干整

形修剪方式。注重整形修剪与综合栽培技术措施的联系，特别是架式及土肥水管理条件。整

形修剪充分考虑品种特性和适应科学栽培的要求，在逐步规范化、模式化。疏花、疏果、套

袋是大粒鲜食葡萄优质栽培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施，我国大部分产区已采用。环剥技术也开始

用于无核葡萄栽培。摘除老叶是我国近年来开始采用的又一项提高葡萄品质的技术措施。从

20世纪60年代开始用于生产的多次结实技术，已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不断完善。

直插建园是70年代后兴起的栽植新技术，在东部沿海和南方高温多雨地区应用较为普

及。90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营养袋苗栽植新技术。

精耕细作是我国葡萄园管理的重要特点。从70年代开始，各地葡萄园，尤其是幼树园

试验并推广树盘覆盖地膜的方法。近年来，各种有色地膜开始应用于葡萄园树盘覆盖。近半

个世纪以来，我国葡萄园施肥已由经验施肥转变到科学施肥，根据葡萄对矿质元素的需要、

物候期、土壤肥力状况，科学合理确定施肥期、施肥种类和施肥量的阶段。一些地区已开始

采用叶分析法和叶柄分析法指导施肥。在灌溉方面，因地制宜地创造了不同的节水灌溉方

法。一些地区将主、干渠道改成管道或暗管，在华北、西北一些干旱地区采用穴灌法。70

年代开始，我国部分葡萄园已开始推广应用滴灌。近年来，滴灌设备和方法已有多方面的改

善与提高，滴灌现已成为葡萄园中最重要的一种节水灌溉方法。在我国西北甘肃、宁夏等干

旱地区。果农在实践中创造出一种简单易行的“土法滴灌”。福建、湖南、浙江、云南等南

方葡萄产区，采用在水田中建高垄，垄上栽葡萄，垄间设置排水沟的方法，排水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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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地区在葡萄园地下埋设有孔管道，实行暗管排水。

葡萄是我国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最普遍、最成功的果树之一，已有多种生长调节物质在

葡萄生产中得到应用。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用生长素类化合物促进葡萄苗木生根的研

究，现已成为苗木生产中的一项常规技术。GA3已被广泛用于增大无核品种果粒、提高有核

葡萄坐果、增大果粒和改善品质及诱导部分品种成为无核葡萄。随着葡萄设施栽培的兴起，

利用石灰氮和氰氨打破休眠、促进萌芽已成为促成栽培的重要措施。随着绿色安全食品日益

受到市场的重视，完善和制定植物生长调节剂在葡萄上使用的国家或地方标准，实施相关的

生产许可和检测制度，已在我国受到充分重视。

在葡萄优质高效栽培方面，通过单项或配套技术措施，使我国葡萄产业已从数量型向质

量型转化。主要技术措施有：选用优良品种，选择适宜的产区和园地，采用适宜架式及株

形，明确品质要求，制定适度的丰产指标，不盲目追求高产，合理进行修剪和疏穗、疏花、

疏果，实施科学的土肥水管理制度，果实套袋，适时采收，及时防治病虫害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设施农业的发展，葡萄设施栽培发展十分迅速。北方的

日光温室和大棚促成栽培和延迟栽培、南方的促成和避雨栽培正在蓬勃发展，葡萄设施栽培

已成为我国鲜食葡萄栽培中一个新的组成部分。

50年来，我国葡萄病虫害防治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目前，主要真菌性和细菌性葡

萄病害及葡萄虫害均有行之有效的防治方法。葡萄病毒病的研究起步较晚，现已鉴定出我国

葡萄上存在的几种主要病毒，如葡萄扇叶病毒、卷叶病毒、栓皮病毒、茎痘病毒等现已开始

利用组织培养结合热处理脱毒培育无病毒苗与检测工作，针对传毒媒介，对葡萄根线虫进行

了研究。

八、贮藏和加工

在贮藏保鲜方面，我国早在南北朝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一书中就已有葡萄贮藏的记

载。直至20世纪70年代，我国葡萄贮藏仍基本停留在传统的贮藏方法上，如筐藏、沟藏、

阴房挂藏、窑洞或土窑贮藏等。

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葡萄贮藏。贮藏设施为自然通风

窑，即在土窑基础上通过设施改进，加速冷热空气对流和较快地降低窑温。中国农业科学院

果树研究所对硫磺熏蒸杀菌的使用量、间隔时间等进行了研究，运用多次熏硫实现杀菌、抑

菌。该项技术在辽宁、河北、宁夏等地得到了推广。80年代末期，总贮量达15 000t。与此

同时，辽宁省化工研究院、天津化工研究院、天津市林业果树研究所开始了以亚硫酸盐为主

料的保鲜片剂的研制。以氨制冷的机械冷库为贮藏设施、亚硫酸盐片为防腐保鲜剂、塑料薄

膜为保湿包装材料的现代贮藏方法逐渐替代了各类土窑贮藏，但用于贮藏的品种仍然是以龙

眼、牛奶、玫瑰香为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巨峰品种成为我国鲜食葡萄的主栽品种。原天津市农产品保鲜研

究中心研究了巨峰葡萄的采后生理特点，针对性地提出了快速预冷，研制了专用防腐保鲜剂

及气调保鲜膜，研制了适合农户使用的自动控温微型节能冷库。对红地球、无核白、瑞必

尔、牛奶等品种在贮藏期间的s02抗性机理、采后生理进行研究，国家农产品保鲜工程技术

中心研制出两段释放和复合型防腐保鲜剂，推动了相关品种贮运保鲜产业的发展。同期，新

疆、陕西等有关果品保鲜企业从意大利等国引进502发生装置，用于红地球等品种的贮藏保

鲜，获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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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前，葡萄的贮运包装以筐装或木板箱为主。20世纪80年代开始，包

装箱逐渐向小型化、多样化方向发展。目前，各类包装箱容量均已下降到5 kg左右。据研

究，板条箱、塑料箱、纸箱适合贮藏保鲜中使用，而聚苯板塑料箱更适合运输保鲜中使用。

具有制冷设施的汽车、火车、轮船、飞机运输，在葡萄长途运输和出口中得到运用。采收后

先经过产地冷库预冷，并使用防腐保鲜剂、气调保鲜膜，以普通汽车用简易的设备(棉被

等)保温运输，已在中长途运输保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葡萄酿酒方面，我国生产葡萄酒已有2 000多年的历史。从汉代起，历代均有葡萄酒

生产。到唐代，葡萄酿酒业进入兴盛发展时期。唐以后，我国的葡萄种植业迅猛发展，从而

为葡萄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1892年以前，我国葡萄酒生产采用手工方式。1892年，著名爱国华侨张弼士投资创办

了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规模较大的现代化葡萄酒厂。1915年，张裕葡

萄酒公司的白兰地、红葡萄酒、雷司令、琼瑶浆在美国旧金山市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

博览会”上一举荣获金质奖章和最优等奖状，中国人第一次拥有了举世公认的葡萄酒。

在张裕公司之后，相继建立了一些葡萄酒厂，这些厂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我国葡萄酒工

业已初步形成。由于历史原因，属于民族工业的葡萄酒厂从建立起到解放前夕，一直处于奄

奄一息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葡萄酒业获得了新生，在原有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历经解放

初期的恢复、中期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的健康发展三个阶段。原轻工业部曾在20世纪

60～80年代下大力量在葡萄酿酒的研究和技术方面作了深入的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葡萄酒的种类进一步丰富，葡萄酿酒

新设备、新技术层出不穷。新中国葡萄酿酒工业成就成绩斐然，主要表现在，葡萄酒产品质

量达到国际水平，质量标准与国际接轨，生产技术符合国际规范，规模化大型企业已经形

成，产品结构趋向合理，采用世界著名葡萄品种为原料，并相应地建立了各种酒葡萄原料生

产基地。特别是在激烈的产品竞争中，国产葡萄酒赢得了市场，占据了销售主渠道，发展前

景广阔。

第三节 葡萄生产发展进程

中国栽培欧亚种葡萄的历史已有2 000多年。19世纪中后期，随着天主教、基督教的传

播和西方文化的输入，欧美葡萄品种和葡萄酒酿造技术传人我国，促进了我国葡萄栽培及酿

酒业的发展。1892年，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近代葡萄栽培及酿酒业的

开始。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我国劳动人民在葡萄的栽培和加工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

是我国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历史上不少农学家对此作过科学的总结。

我国葡萄栽培历史虽然悠久，但基于历史等原因，1949年以前，我国葡萄栽培及酿酒

业的规模不大，水平不高。1949年以后，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葡萄产业总体一直处于发

展之中，特别是鲜食葡萄产业始终呈持续增长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生产受到重视，得以恢复和发展，特别是鲜食葡萄产业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掀起了第一次葡萄发展高潮，鲜食葡萄品种以玫瑰

香、龙眼为主，酿酒品种主要来自前苏联和东欧，形成了黄河故道等葡萄产区。

50年代末和70年代末，原北京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从日本引人巨峰和黑奥林、



8 中国葡萄志

红富士、乍娜等品种，经全国各地试种，至80年代中期，在全国广泛推广和栽培，形成了

以鲜食葡萄巨峰系和欧亚种大粒品种为主的第二次发展高潮。在酿酒品种方面，由于白葡萄

酒的热销，我国出现了以世界著名白葡萄酒用品种为主的酿酒葡萄发展高潮。此期，全国葡

萄栽培面积迅速扩大，南方葡萄产区形成。

80年代末期，沈阳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等单位相继从美国引人

一批优质的欧亚种葡萄品种。9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了以红地球(红提)为代表的晚熟鲜

食葡萄品种的第三次发展高潮。同期，因红葡萄酒的畅销，我国再次出现以世界著名红葡萄

酒用品种为主的酿酒葡萄发展高潮。

由于我国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种植葡萄的经济效益较高且稳定，葡萄栽培

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的提高、保鲜技术和保护地栽培技术的进步，因而葡萄种植迅猛增

加。最近几年，我国鲜食葡萄种植面积最大年增近20 00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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