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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种葡萄避雨栽培管理技术规程

为规范欧亚种葡萄避雨栽培管理技术，制定本规程。

1 品种选择

种植品种应是省级以上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登记的品种。无核品种主要有红宝石无核、黎

明无核、克伦森无核等。有核品种主要有红地球、美人指、维多利亚、夏至红、粉红亚都蜜、秋

红、比昂扣、红罗莎里奥、温可、玫瑰香等。

2 栽植

2.1 苗木选择

选择符合 NY/T469-2001相关要求，具有《苗木生产许可证》、《良种壮苗合格证》、《检疫合

格证》，适合南方气候条件的高抗砧木嫁接苗，宜推广脱毒容器苗。

2.2 苗木消毒

定植前应对苗木消毒，先用 50%辛硫磷 500~800倍液浸泡苗木根部 1~2分钟，晾干后用 5波

美度石硫合剂浸泡苗木上部枝蔓 1~2分钟。切勿浸泡根部。

2.3 栽植时间

每年 2~3月萌芽前，以 2月上旬为最佳。

2.4 栽植方法

2.4.1 确定定植点

苗木定植，要求横、直、斜成行。平地种植，根据规划的行距，先确定南北两头每行苗木定

植的中心点，再根据株距确定东西两边每株苗木定植的中心点，将南北两头每行苗木定植的中心

点和东西两边每株苗木定植的中心点用绳索拉直线，所拉南北与东西方向两条直线的交叉处为定

植点，放石灰或插杆标示。

2.4.2 定植

2.4.2.1 挖定植穴

根据葡萄苗木的大小和根系的长短，在定植点处挖长 40~60 厘米、宽 20~40 厘米、深

20~40 厘米，截面呈簸箕形的定植穴，穴的一侧呈 45°倾斜，以便使根系舒展。定植穴截面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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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定植穴截面示意图

2.4.2.2 栽植

按行距 2.5~2.8米，株距 1.5~1.8米进行栽植。栽植时根系在定植穴的斜面上均匀摆布，使其

舒展。靠近水泥柱的苗木栽植时，根系须摆布在靠近水泥柱的斜面上。填土 50%时轻轻提苗，填

土至与地面相平后踏实，最后对全园充分灌水，待土壤晒干后覆盖宽 1~1.2 米、厚 0.14~2.0毫米

黑色地膜，打孔将苗引出膜外，封紧出苗口。定植嫁接苗时需清除嫁接口的嫁接膜，定植深度以

苗木根部覆盖 2~3厘米厚的土为宜。

3 覆膜及维护

3.1 膜的选择

避雨膜有聚乙烯膜、聚氯乙烯膜和醋乙烯膜，但最好选用宽度 2.8~3米、厚度 0.4~0.6毫米的

长寿、耐高温、透光性好的葡萄专用醋乙烯膜与聚氯乙烯膜。

3.2 覆膜时间

对进入结果期的树，在萌芽后覆膜，一般在 3月底至 4月初完成。

3.3 覆膜方法

准备好覆膜所需的材料及工具，包括避雨膜、放膜架、梯子、剪刀、卡簧、绳子、螺帽（或

钥匙扣等）、压膜线等。

放膜时选择上风头顺风向顺行向放膜，将避雨膜用放膜架沿棚架沟顺行向拉膜，至棚架另一

端，两头各超过棚架长度 30厘米左右剪断；注意避雨膜均为双层，将双层膜展开，并让带字样的

一面朝上后覆于棚上；先将上风头第一棚拱用卡簧或拱形竹片将膜固定在棚架的拱形管上，再将

压膜线成“X”形反复用猪蹄结法系在棚拱管（竹片）和固定棚拱两边的铁丝上，不能将膜拉得过松

或过紧，过松易积雨，过紧易损坏避雨膜，直到拉至最后一根拱形管，再用卡簧或拱形竹片将膜

固定在棚架的拱形管上。

3.4 膜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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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膜的运输及覆膜操作过程中应防止对膜造成机械损伤。覆膜后，如有破损，应及时修补。

防止压膜线松散。一般避雨膜的使用年限为一年，每年应更换新膜。

4 生长期枝蔓管理

参照《欧亚种葡萄避雨栽培整形修剪技术规程》进行修剪。

5 花果管理

5.1 花序修整

根据品种特点与生长势，花序整形应在开花前 7天左右进行。比昂扣、粉红亚都蜜、维多利

亚等品种留 12~15个小穗轴，去掉副穗及花穗尖端。红地球、秋红、美人指等品种留 10~12个小

穗轴。修整后使小穗轴分布均匀。按每亩 1500~2000千克的产量，结合穗重来确定留穗量，一般

留 1800~3000个花穗。

5.2 果穗整形

落花后 7~10 天疏果，大粒品种如红地球留 60~80粒左右，每穗穗重 800~1000克；无核品种

留 100~120粒，每穗穗重 400~600克；每亩控产在 1500千克左右。

5.3 套袋

5.3.1 套袋前的准备

套袋前必须对果实喷洒杀菌剂，以防果穗带菌入袋。根据留果量与果穗大小确定果袋数并选

择适宜的纸袋。套袋材料宜用未经农药处理的葡萄专用白色木浆纸袋。

5.3.2 套袋时期

疏果定穗后，一般果实在花生米大小时进行果穗套袋，红宝石无核、红地球、美人指等易染

日灼病品种应适当推迟。套袋宜选择阴天（全天）或晴天（上午 10点以前和下午 4:00以后）进

行，南北行向的上午套西边下午套东边，中午高温及雨后 1~2个晴天内严禁套袋。

5.3.3 套袋方法

套袋时先将手伸入袋中，使袋口和整个纸袋充分伸展，使果袋下方的两个通气孔完全张开，

然后将果袋从果穗下端轻轻向上套，使果穗居于果袋中央，将果袋口两侧向中心位置收拢，再用

果袋一边的金属丝将果袋固定在穗轴上，只能转动金属丝，以免扭伤果柄。

5.3.4 套袋后的管理

果实套袋后，由于天气、肥水、病虫害的影响，每 2~3天，需要对套袋果实抽样检查。特别

当在袋上可见浸湿过的斑块时是酸腐病发生的前兆，须剪除并带出园区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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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收前一周除袋或把纸袋沿两条缝线向上折开成伞状，这样有利果实上色。黄、绿色的品

种，可不摘袋或撕袋，连袋采收装箱。

6 土肥水管理

6.1 土壤管理

6.1.1 生草栽培

可以在全园进行，也可在行间生草，行内清耕。所用的草种主要有：三叶草、野燕麦、紫云

英等。葡萄园生草后，宜及时进行施肥和浇水。当草生长至 20~30厘米时刈割。为满足葡萄生长

的需要，在每次割草后应增施氮肥（每亩 10千克左右）。在干旱地区，为增肥保水、改善土壤团

粒结构，应刈割绿肥覆盖地面并在其上培土。

6.1.2 覆盖

在未生草栽培的葡萄园，在梅雨期后，可在园地覆盖地膜、秸秆、稻草、山青等，同时覆盖

物经分解腐烂后成为有机肥料，可改良土壤。冬季翻耕时须清除地膜等杂物。

6.1.3 浅耕

早春葡萄萌发前，根系开始活动，结合施肥，视情况对全园未种绿肥的园地可进行浅翻垦，

每次漫灌后和每月需要浅耕一次，深度 5厘米。

6.2 施肥

6.2.1 幼树施肥

苗木生长至 8~10叶时开始追肥，宜逐渐提高所施肥料浓度。第 1次用 0.15%尿素加 5%液态

腐熟有机肥；第 2次用 0.2%尿素，液态腐熟有机肥浓度不变；第 3次用 0.25%尿素，10%液态腐

熟有机肥。当苗高 1米以上时，尿素浓度加到 0.3%~0.4%，液态腐熟有机肥 10%左右。当气温在

30℃以上时，尿素浓度应控制在 0.3%以内，液态腐熟有机肥控制在 10%以内，特别是在天气炎热

的上午 11点至下午 4点更应降低肥料的浓度。追肥每 7~10天追施 1次，每株树每次淋施肥水 3~5

千克。

7月下旬~8月中旬，离树 60厘米以外，沿行向两侧开 20厘米宽，30厘米深的沟，每亩施饼

肥 75~100千克，硫酸钾复合肥 15~25千克。

9月底~10月初施基肥，每亩施饼肥 300千克，磷肥 50千克，液态腐熟有机肥 2000千克。距

树 60厘米以外，沿行向两侧开 30厘米宽、40厘米深的沟。施肥后应灌水保湿 5~7天。

6.2.2 结果树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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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催芽肥

3月上中旬，结合浅耕，每亩淋施尿素 10千克，液态腐熟有机肥 100~200千克，或撒施 45%

硫酸钾复合肥 25千克左右。坐果率低、树势旺的品种本次不宜施肥。

6.2.2.2 壮果肥

开花后 5~10天，在离树 60厘米以外，沿行向两侧开沟，每亩施饼肥 100千克，50%硫酸钾

25千克，12%磷肥 50千克，46%尿素 10~15千克。

6.2.2.3 上色肥

果实上色前，每亩施 50%硫酸钾 20~30千克，12%磷肥 30千克。于采收前一个月完成。

6.2.2.4 还阳肥

宜对树势弱、挂果量过多的树施用，于采果后一周之内，每亩施尿素 10~15千克，50%硫酸

钾 10千克左右。对树势旺，挂果少的树不宜施还阳肥。

6.2.2.5 基肥

9月底~10月初施基肥，施肥量和施肥方法同定植当年。

6.3 水分管理

6.3.1 清沟排水

萌芽前必须清理好排水沟，以便雨季排水。

6.3.2 灌水

灌水可采取漫灌和滴灌的方式，最好采用滴灌的方式，滴灌的管道铺设及规格参照《欧亚种

葡萄避雨栽培建园技术规程》。

在全年的每次施肥之后必须灌足水，使土壤保持湿润 7~10天，以促进肥料的分解与吸收。在

萌芽期、新梢生长早期、果实膨大期、着色期、采收后如遇干旱必须及时灌溉，灌水应浸湿至地

面以下 40厘米深的土壤。气温高时白天严禁灌溉，于傍晚和晚上滴灌为宜。当气温超过 30℃时，

必须在上午 10:00以前或下午 5:00以后进行灌溉，以减轻日灼或气灼的发生。

7 防鸟

在浆果着色期至果实采收前，应在葡萄园四周及棚间等未覆避雨膜的地方铺设孔径 3×3厘米

的聚乙烯防鸟网。

8 果实采收

8.1 采收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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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前准备好剪刀、采果筐、包装箱、拖车等。

8.2 采收时间

当果实达到该品种固有的色香味时为最佳采收期。应选择天气晴朗、气温较低的早晨或傍晚

采收，阴雨天、大雾天均不宜采收，如遇雨天，须在停雨后两天方可采收。

8.3 采收方法

采收时，一手持果穗，一手握采果剪，在离果柄 3厘米左右处剪断，轻采轻放，尽量避免使

果实发生机械伤害。采收时切忌用手接触果面，应保护果粉。采装容器应清洁干燥，并垫纸或柔

软缓冲材料。将果穗平放在衬有 3~4层吸水纸的箱或筐中，容器宜浅而小，放置果穗不超过 3层，

以能放 10千克为宜。果穗装满后盖纸，经装箱员装箱分级后，装箱成件即上市或入库预冷。

果实随采随运，避免日晒雨淋。采后田间停留不超过 2小时，并加遮盖物，减少葡萄的田间

辐射热。

采收后及时入库或进行商品化处理。

9 质量安全控制

9.1 质量安全关键控制点

9.1.1 产地环境

产地环境应符合 NY/5087-2002的规定。

9.1.2 采后处理

采后处理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物质和包装材料，贮藏运输严防二次污染。

9.2 苗木安全档案

苗木引进应做好安全档案记载，记载方法、内容按附件表 1表执行。

9.3 田间档案

9.3.1 生产操作记载档案

欧亚种葡萄生产过程的各项农事操作均应逐项如实记载，及时检查实际效果、记载方法、内

容按附件表 2执行。

9.3.2 投入品使用档案

农药、化肥等投入品的使用，应做好简明记载。记载方法、内容按附件表 3执行。

9.3.3 物候期记载档案

对欧亚种葡萄全年各个物候期应详细记载。记载方法按附件表 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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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产量登记档案

对欧亚种葡萄的产量进行登记，登记方法按附件表 5执行。

10 引用文件及参考资料

NY/T 469-2001 葡萄苗木

NY/5086-2005 无公害食品 鲜食葡萄

NY/5087-2002 无公害食品 鲜食葡萄产地环境条件

NY/5088-2002 无公害食品 鲜食葡萄生产技术规程

NY/T496-2010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GB 4285-1989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编写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栽培室、湖南省葡萄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湖南农康葡萄专业合作社、湖南神州庄园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澧县

优质葡萄产业办公室、长沙市中崛果业有限公司。

编写人员：石雪晖、王先荣、刘昆玉、杨国顺、钟晓红、郭光银、彭佳、蔡尧平、徐丰、王

美军、倪建军、白描、尹银春、段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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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 1 苗木引进质量安全登记表

园地名称 面积(亩)

序号 品种
引进时期

(年、月、日)
苗木来源

苗木繁

殖方法

检疫

认证
记载人 备注

1

2

…

表 2 生产操作记载档案

园地名称 面积(亩) 品 种

序号 土壤种类、肥力状况
工作日期

(年、月、日)

工作内容与

方法
完成情况效果 记载人

1

2

…

表 3 投入品生产质量安全跟踪档案

园地名称 面积(亩) 品种

序号 品名
使用日期

(年、月、日)
剂型

生产

厂家
用量 施用方法 效果 记载人

1

2

…

注 1：根据投入品使用顺序逐项记载。

注 2：用量为每亩用量，化肥计量单位用公斤（kg)，农药计量单位用毫升（ml）或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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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葡萄物候期记载档案

记载人 观测地点

品 种 树 龄

物 候 期 日期（年、月、日）

伤流期
始 期

终 期

萌 芽 期

新梢
生长期

始 期

终 期

花
期

花 穗
出现期

第一花穗

第二花穗

第三花穗

花蕾分离期

始 花 期

盛 花 期

谢 花 期

生 理
落果期

第一次
落 果

始 期

终 期

第二次
落 果

始 期

终 期

果 实
成熟期

开始着色期

完全变软期

落 叶 期

表 5 产量登记表

园地名称 面积(亩

序号 品种
树龄
（年）

采收时期
(年、月、日)

亩产
(千克)

果品分
级（级）

商品果
率（%）

采收
人

记载
人

备注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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