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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葡萄是我国主要果树之一，其营养价值丰富，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随着避雨技术、打破休眠等

技术的推广应用，葡萄种植已从传统产区北方逐渐扩展到南方。广东地区通过设施种植葡萄，有效克服了气候

条件的短板，具有见效快、收益高等特点，该模式逐渐成为广东农业发展的新亮点。为了解广东葡萄设施栽培

状况，从葡萄设施栽培的国内外现状、广东概况、模式、类型、品种、技术、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等方面进行

全面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广东葡萄设施栽培面积和产量持续上升，栽培模式和标准化栽培技术方面取

得较大发展，但仍存在品种结构单一、设施栽培标准化和规模化程度不高、市场竞争力弱、栽培设施不合理等

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重点需要进一步加强适宜广东气候条件下种植的葡萄新品种选育，

提高设施栽培标准化和智能化水平，开发适合广东地区葡萄栽培的抗台风、避高温的避雨设施，注重品牌发展，

实现三产融合，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充分发挥地域优势，推进葡萄生产由“数量型效益”向“质量型效益”

转变，推动广东葡萄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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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Grape 

Protected Cultiv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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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pe is one of the main types of fruit trees in China, which is rich in nutritional value and loved by 

consumer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rain-shelter cultivation technology and dormancy release technology, grape planting has 

been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the traditional producing northern areas to the southern areas. Grapes protected cultivation 

in Guangdong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climatic conditions, an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uick effects 

and high returns. This model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bright spot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grape protected cultivation in Guangdong,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was 

made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ape protected cultiv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models, 

types, varieties an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grape protected cultivation in Guangdong. Besid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rea and yield of grape protected cultivation 

in Guangdong continued to increase, and remarkable progress was achieved in the cultivation mode and standardize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However, there we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grape protected cultivation in Guangdong, such as 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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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是世界四大果树之一，葡萄果实营养价

值丰富，果实多汁、美味可口，富含多种营养物质、

维生素及矿物质，具有助消化、软化血管、抗衰

老等作用，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据国际葡萄与

葡萄酒组织（OIV）年度报告，2020 年全球葡萄

种植面积达 740 万 hm2［1］，栽培面积较为稳定，

约占世界水果总面积的 10% 以上［2］。葡萄除鲜

食外，近 64% 的果品用于加工成葡萄酒、葡萄干、

葡萄汁等产品［1］，产业链比较完善，市场需求量

巨大。我国是世界葡萄主要生产大国之一，2019

年我国葡萄栽培面积 72.62 万 hm2、位居世界第二，

产量 1 419.5 万 t、位居世界第一［3］。近年来，我

国葡萄产业发展迅猛，尤其是设施避雨栽培、设

施促早栽培、设施延迟栽培模式成功应用后，设

施葡萄已成为各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休闲农业

发展的优势产业，在我国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葡萄设施栽培是指利用温室、

塑料大棚、避雨棚等保护设施，通过控制或改善

葡萄生长环境条件（包括温度、光照、水分、土

壤条件等）实现果品生产目标人为调节，是露地

自然栽培的一种特殊形式［4-6］。与露地栽培相比，

设施栽培不仅可以人为创造适宜葡萄生长的环境

条件，扩大栽植范围和品种适应性，而且还可以

提早或推迟果实成熟，延长葡萄供应周期。

广东地处中国大陆南部，纬度低，光、热、

水资源丰富，自北向南分为中亚热带、南亚热带

和热带气候，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冬暖积温

高等气候优势突出，适合设施葡萄生长。广东

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 20~22℃，年平均降水量 

1 300~2 500 mm， 年 平 均 日 照 时 数 1 500~2 300 

h，尤其是广东大于 10℃年有效积温高达 7 000~ 

8 000 ℃，中晚熟品种巨峰葡萄生长期需要有效积

温约 3 000 ℃［7］。因此，利用广东丰富的光热资源，

可开展促早（春果）、正茬（秋果）、延后（冬果）

及一年两收结果（夏秋两季、夏冬两季、秋冬两

季）等多种形式的熟期调控。近年来，随着葡萄

设施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广东葡萄设施栽培面

积增长迅速，成为广东水果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但随着产业规模扩大，品种单一、品质良莠不齐、

成熟期过于集中等问题凸显。本文总结了国内外

葡萄设施栽培概况，系统分析了广东葡萄设施栽

培现状及存在问题，据此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

广东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助力广东葡

萄产业兴旺。

1　国内外葡萄设施栽培现状

1.1　国外葡萄设施栽培现状

17 世纪末法国开始进行果树设施栽培，当时

主要栽培柑橘等热带果树，之后逐渐扩大到葡萄

及其他树种。葡萄设施栽培最早起源于中世纪英

国宫廷内的温室栽培。1882 年日本冈山县开始小

规模利用温室生产葡萄［8］。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西欧国家葡萄设施栽培

发展迅速；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葡萄设施栽培

已初具规模，基本实现光、温、水、气、肥的自

动化控制。目前，世界设施栽培果树以葡萄为主，

如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鲜食葡萄大都采用

温室栽培。日本是亚洲最早开始葡萄设施栽培的

国家，1980 年日本的葡萄设施栽培总面积达 4 000  

hm2，日本葡萄设施栽培优势突出，2009 年日本

设施葡萄栽培面积约占葡萄总面积的 70%［9］。

世界葡萄设施栽培主要以日本、中国、西班牙、

意大利、荷兰及东欧国家为主，随着葡萄设施栽

培技术的不断完善、生产面积的不断扩大，设施

栽培将成为今后葡萄栽培的主要发展趋势。

葡萄设施栽培技术在各国都有研究，日本是

亚洲葡萄栽培设施最发达的国家，其设施栽培水

平位居世界前列，设施覆盖材料经济耐用，设施

variety structure, low standardization and scale of grape protected cultivation, weak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unreasonable 

cultivation facilities.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he key points 

were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breeding of new grape varieties,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level of protected 

cultivation, and develop suitable anti-typhoon and high-temperature shelter facilities for grape cultivation in Guangdong region, 

pay attention to brand development,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s, improve economic 

benefits, give full play to the regional advantage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pe production from “quantitative benefit” 

to “quality benefit”,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grape industry.

Key words: Guangdong; grape; protected cultiv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quality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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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基本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设施温室环境调

控技术先进，在环境调控、设施栽培、病虫害防

治等方面均有成功经验。荷兰是世界上玻璃温室

最多、最先进的国家，智能环境调控等技术已经

广泛应用；荷兰研发的葡萄自动采摘机能自动结

合产量进行采摘，成为世界自动采摘仪器公司的

标杆。以色列的设施材料、滴灌技术等在世界享

有很高盛誉。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葡萄机械

化生产技术已相当成熟，美国具有较完备的葡萄

机械化生产系统，基本实现标准化、机械化和智

能化［8］。近年来世界葡萄生产大国的设施栽培技

术发展迅速、生产水平大大提高，已实现使用计

算机调控温室内的环境因子，实现自动化管理，

并逐渐做到生产机械化、工厂化，使葡萄生产不

再受自然环境天气的限制，实现鲜食葡萄周年生

产，填补了市场空档。随着现代无线传感器网络

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葡萄设施栽培

技术正向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

1.2　我国葡萄设施栽培发展概况

我国葡萄设施栽培起步晚，在 20 世纪 60 年

代以前，通过温室生产葡萄仅用作观赏或科研。

1979 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园艺试验站利用日光

温室种植葡萄获得成功，开创了我国葡萄设施栽

培的先河［10］，而后天津、北京、辽宁、山东等

地均成功种植。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塑料薄膜、

日光温室的广泛应用以及人们对高品质果品的需

求增加，我国北方开始推广葡萄设施栽培，获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6］。2000 年后，避雨栽培技

术在南方地区快速发展，使得南方地区从葡萄非

适宜区逐渐发展成为设施栽培特色产区，大大改

变了全国葡萄生产布局，延长了鲜果采摘周期。

葡萄已成为我国设施栽培面积最大、技术最成熟

的果树品种，截至 2016 年底，我国葡萄设施栽

培面积达 23.07 万 hm2，占葡萄栽培总面积 26.6% 

（表 1）［6］。

目前我国葡萄生产基本形成黄土高原干旱半

干旱产区、西北干旱新疆产区、西南产区、环渤

海湾产区、黄河中下游产区、南方产区及以吉林

长白山为核心的山葡萄产区等 7 个集中栽培区，

我国葡萄栽培的主要发展趋势逐渐在南移、西迁，

栽培模式也已从传统的露地栽培模式发展为避雨

栽培、一年两收栽培、促早栽培、延迟栽培、休

闲观光高效栽培等多种模式。

2　广东葡萄设施栽培现状

2.1　广东葡萄设施栽培概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浙江、湖南、广西等

地的葡萄设施栽培迅速发展，当时广东也兴起葡

萄种植热潮，但由于广东地区高温多雨的气候条

件，造成葡萄枝条徒长、果园郁蔽，导致葡萄病

虫害发生严重，果品安全难以保证。由于缺乏抗

病优质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导致葡萄果品产量

低、品质劣、经济效益差，影响果农种植的积极性。

加上当时荔枝、龙眼等水果发展迅速，果农对葡

萄栽培十分生疏，缺乏栽培经验和技术基础，导

致葡萄产业基本不成规模，也未得以推广。随后

20 多年，广东葡萄产业近乎可以忽略，国内葡萄

产业数据统计中一直没有广东数据。2010 年后，

随着避雨栽培技术、单氰胺打破休眠技术的不断

发展以及抗病优质品种的推广应用，广东葡萄种

植规模迅速发展。据广东省园艺学会葡萄分会不

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广东葡萄栽培面积 4 000 

hm2，主要以设施观光采摘模式为主［11］，广州、

深圳、河源、韶关、佛山、肇庆、东莞等地建有

规模较大的设施葡萄栽培基地。其中，广州增城

区石滩镇花果小镇葡萄产业园阳光玫瑰葡萄种植

面积 40 hm2，广州增城区荔城街道特色水果产业

园、惠州惠城马安镇神农兰香谷农场葡萄种植面

积均突破 13.3 hm2，深圳鹏城农夫葡萄园、顺德

太子农庄葡萄种植面积约达 6.7 hm2。

表 1　2018—2019 年我国葡萄主产区的葡萄种植面积与产量［3］

Table 1　Area and yield of grape cultivation in major 
　　　　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from 2018 to 2019

产区
Region

面积
Area（×104 hm2）

产量
Yield（×104 t）

2018 2019 2018 2019

新疆 Xinjiang 14.29 14.06 293.5  313.2

陕西 Shaanxi 4.67 4.70 72.8 　76.7

河北 Hebei 4.18 4.39 113.4  118.8

云南 Yunan 4.10 3.95 101.3 　95.1

江苏 Jiangsu 3.99 3.48 67.1 　65.2

河南 Henan 3.90 4.20 77.0 　83.2

山东 Shandong 3.62 3.65 109.4  112.5

广西 Guangxi 3.35 3.28 55.9 　60.1

辽宁 Liaoning 3.27 3.23 76.2 　78.2

浙江 Zhejiang 3.26 3.28 76.8 　77.0

全国 National 72.51 72.62 1366.7 1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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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葡萄设施栽培模式

2.2.1　避雨栽培模式　南方地区春夏高温多雨，

病虫害发生严重，露地栽培葡萄病害较多，存在

安全性差、品质低劣、产量低等问题，尤其是抗

病性较差的欧亚种葡萄难以种植。葡萄避雨栽培

是通过覆盖天膜，改变生长小环境，使其适合葡

萄生长，是介于露地栽培和温室栽培之间的特殊

模式，是我国南方葡萄设施栽培的主要形式，其

做法是在葡萄树冠上方搭建防雨棚，将薄膜覆盖

其上，四周通风。该方式可以减少病害发生概率，

具有设施简单、投资少、防病效果好、成本较低

等特点，在云南、广西、湖南、福建、浙江、湖北、

广东等地葡萄产区广泛使用［12-13］，也是粤东西

北地区葡萄生产园及珠三角地区部分采摘园的主

要栽培模式。

2.2.2　促早栽培模式　葡萄促早栽培是根据葡萄

开花习性及环境因素，采用修剪、化学药剂处理、

加温、加湿等措施，人为创造适合葡萄生长条件

的栽培模式［8］。一般利用棚膜的增温、保温，辅

以温、湿度控制，创造葡萄生长发育的适宜条件，

在特定时期促进或抑制枝蔓生长发育，人为控制

花芽分化，可以使葡萄成熟期提前 30~60 d，填

补水果市场空缺，显著提高果品价格和经济效益。

促早栽培分为人工加温和无加温两种形式。加温

促早栽培采用暖风机、热水送热、煤油炉等方法

实现提早成熟，但加温成本高，目前南方使用并

不多。无加温促早方式则是采用光照、覆膜等措

施提高大棚设施温度，实现葡萄提早开花，在广

东一般在 11 月至翌年 1 月开始修剪，通过催芽、

覆膜保温、喷水加湿等措施，使葡萄果实成熟期

提早至 3—6 月，种植效益大幅增加。2019 年，

东莞道滘盛夏生态农场通过 12 月初对阳光玫瑰葡

萄进行点芽破眠，12 月中旬枝梢开始萌芽，1 月

下旬开花，4 月底果实成熟，成功实现“五一”

节前广东阳光玫瑰成熟上市；2021 年，惠州葡之

梦生态农场通过对巨峰葡萄进行促早调控，使其

上市时间提早至 5 月初。

2.2.3　延迟栽培模式　延迟栽培是主要通过棚膜

覆盖防寒、延迟修剪、延迟催芽等措施实现果实

成熟期推迟的一种栽培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一种葡萄设施栽培模式［10,14］。与促早栽培模式相

反，延迟栽培通过延迟果实成熟时间，果实采摘

后即进入市场，无需贮藏保鲜，可以满足冬春季

水果市场的需求，填补水果市场空缺。在广东，

一般采用延迟修剪和延迟催芽等技术，将阳光玫

瑰等葡萄品种延迟至翌年 1—2 月成熟，成熟季节

正好处于元旦、春节等消费高峰期间，果品采摘

与休闲观光效益大幅提高。目前，延迟栽培模式

已在广东推广应用，2020 年广州白云区益丰采摘

园、东莞企石镇“我的农场”、东莞虎门镇又爽

又甜葡萄园等利用延迟栽培模式，阳光玫瑰冬果

年前地头包园价高达 100~160 元 /kg。

2.2.4　“一年两收”栽培模式　“一年两收”栽

培模式是充分利用热带、亚热带地区有效积温高、

秋冬光热资源丰富等有利气候优势，在夏熟葡萄

的基础上，通过促进葡萄二次花芽分化等措施，

实现葡萄一年收获两季［15］。一年两收栽培模式

具有提高土地利用率、延长鲜果销售期、第 2 造

果实内含物更为丰富、成熟周期短等优点，目前

该技术已较为成熟、应用较为广泛。广东地区主

要采用夏果、冬果“一年两收”栽培模式，适宜

选择易成花的早中熟品种，如夏黑、阳光玫瑰、

巨峰、巨玫瑰、春光、密光、瑞都科美、瑞都红

玉等。另一种方法主要是采用夏果、秋冬果“一

年两收”（两代同堂）栽培模式，适宜选择花芽

分化容易但成熟期晚的品种，如温克、玫瑰香等。

2.3　葡萄设施栽培类型

2.3.1　简易避雨棚　通常采用单行简易避雨棚，

一般以水泥架为主，小拱棚搭建成“V”形架，

南北行向，水泥柱间距 4.5~6.0 m，株距 1.5~3.0 m、

行距 2.0~3.0 m；柱上 1.3 m 和 1.5 m 处分别扎上

60 cm 和 100 cm 长的横梁。立柱离地 80 cm 处和

两端均拉一道铁丝，形成“V”型 5 道铁丝的架

式，仅在植株生长的上方覆盖薄膜。简易避雨棚

每 667 m2 投资约 0.8 万元，使用期限 5~10 年，该

类型搭建及种植方式主要借鉴广西兴安地区，具

有设施简单、投资小、见效快等优点，也通常存

在不易控水排水、叶片及幼果易受日灼气灼、果

面着色及果实成熟不均匀、雨天不便操作等缺点。

2.3.2　塑料大棚　目前推广应用最多的塑料大棚

是装配式镀锌薄壁钢管型（简称钢管大棚）。与

温室相比，塑料大棚造价低，每 667 m2 造价 2 万

~4 万元，使用期限 10 年以上，该类型搭建及种

植方式主要借鉴浙江地区，具有投资少、组装简

便、可用于促早增温、保湿调控等特点，也存在

抵抗台风和飓风风险能力差、架面较低不利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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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业等缺点。

2.3.3　薄膜温室　主要采用钢架结构，结合薄膜

覆盖，结构形式有单栋和连栋，可承受 9~10 级风。

薄膜温室顶部可以为小齿型和单拱型，一般单栋

跨度 6.0~8.0 m、开间 4.0 m、肩高 3.0~4.5 m，可

以添加部分功能设施和环控设施［16］。薄膜温室

每 667 m2 造价 5 万 ~8 万元，使用期限 10 年以上，

该类型是广东目前主要推广类型，具有抗台风、

光照充足、棚间利用率高、可结合都市休闲观光

农业等特点，也存在造价高、棚内散热效果差等

缺点。

2.3.4　玻璃温室　主要采用钢架结构，表面保护

材料为玻璃，具有较好的透光性和耐用性，能承

受恶劣天气，适用于强台风地区，合理结构可承

受 12 级风。玻璃温室美观、结构多变，可以建设

为观光生态温室，温室顶部可分为单脊、双脊等，

一般单栋跨度 12 m、开间 6 m、肩高 6 m［16］，具

有较强的支撑结构，可以添加更多功能设施和环

控设施（如水帘、风机）。玻璃温室冬季保温能

力强，适合进行葡萄冬季生产，但造价较高，一

般每 667 m2 造价为 8 万 ~20 万元，可以观光采摘，

适合农业产业园及科研院所科普展示，存在造价

极高、透光率低、耗能大、维护成本高等缺点。

2.4　葡萄设施栽培适合品种

广东地区葡萄设施栽培以鲜食葡萄为主，如

阳光玫瑰、夏黑、巨峰、巨玫瑰、甬优 1 号、户

太 8 号、早甜等欧美种群品种；也有玫瑰香、温克、

美人指、黑巴拉多、紫甜无核等欧亚种群品种。

近年发展较快的品种有早夏黑、瑞都科美、瑞都

红玉、巨玫瑰、温克、阳光玫瑰、金手指、葡之

梦等。酿酒葡萄以刺葡萄、桂葡一号、桂葡三号

等为主［16-17］。

2.5　葡萄设施栽培关键技术

广东葡萄设施栽培技术研究起步较晚，大多

借鉴广西栽培经验，经过近年摸索，在打破休眠、

水肥一体化、树体管理和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方面，

取得较大进展。

2.5.1　破眠技术　广东地处我国亚热带和热带，

冬季低温持续时间短，难以满足葡萄冬芽自然休

眠的需求。低温不足成为广东葡萄生产中面临的

重大挑战，常导致葡萄休眠期延长、葡萄萌芽不

整齐、发芽势弱等突出问题。在生产上，通常应

用单氰胺、石灰氮等破眠剂打破葡萄自然休眠，

促进葡萄提早萌芽及发芽整齐。已有学者利用不

同破眠剂来解除葡萄休眠的相关研究报道［18-19］，

破眠技术已成为广东特殊气候条件下葡萄设施栽

培的必备技术。

2.5.2　水肥一体化技术　为了提高肥水利用率，

在节水灌溉技术方面通常采用滴灌和微喷灌结合

的水肥一体化方式，显著提高了肥水利用率。上

海交通大学王世平课题组经过多年系统研究，提

出葡萄限根栽培模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葡萄限

根栽培技术体系［20-22］，大幅提高了葡萄肥水利

用率，相关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5.3　树体管理技术　在高光效省力化树形与叶

幕形研究上，从设施环境、光合特性、果实品质

和成熟特性等方面研究确定了设施葡萄高光效省

力化树形，如高光效省力化树形为单层“L”（独

龙干形）或“一”字形水平龙干树形配合水平 /

飞鸟叶幕、“H”水平龙干树形配合水平 / 飞鸟叶幕、

“V”字篱架树形配合 V 形叶幕等。

2.5.4　病虫害防控技术　病虫害防控重点在萌芽

前期、开花前期、果实膨大期、果实成熟期、采

果后期 6 个时期。（1）萌芽前期重点防治地下害虫、

蚧壳虫、越冬病菌。萌芽前可选用 5 波美度石硫

合剂清园，萌芽后可选用 47% 烯酰·唑嘧菌胺悬

浮剂 2 500 倍、45% 烯酰·吡唑酯悬浮剂 2 000 倍、

40% 烯酰·嘧菌酯悬浮剂 2 000 倍喷洒。（2）开

花前期重点防治白粉病、灰霉病、霜霉病、穗轴

褐枯病、蓟马、绿盲蝽、蚧壳虫。可使用 42.4%

唑醚·氟酰胺悬浮剂 4 000 倍或 43% 氟菌·肟菌

酯悬浮剂 4 000 倍，搭配 25% 噻虫嗪水分散粒剂

5 000 倍或 22% 氟啶虫胺腈悬浮剂 5 000 倍。（3）

果实膨大期重点防治灰霉病、霜霉病、炭疽病、

白粉病、蓟马、叶螨、斜纹夜蛾、丽金龟等。本

阶段是防治灰霉病、白粉病等侵染的关键时期，

可在套袋前使用 30% 吡唑醚菌酯·乙嘧酚悬浮剂

1 500 倍，或 1.5% 苦参碱水剂 3 000 倍，或 22%

氟啶虫胺腈悬浮剂 2 000 倍，或 50% 唑醚·丙森

锌水分散粒剂 2 000 倍。（4）果实成熟期重点

防治蓟马、叶螨以及白粉病、穗轴褐枯病等。可

使用 60% 吡醚·代森联水分散粒剂 2 000 倍，或

40% 苯甲·吡唑酯悬浮剂 2 000 倍，或 40% 嘧霉·异

菌脲悬浮剂 2 000 倍。（5）冬季采果后，可使用

78% 波尔·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 倍或 5 波美度石

硫合剂进行全面清园。该时期重点防治残留的病



46

菌虫卵、病菌、害虫。清园时及时剥除老翘皮，

彻底清理老叶、多余侧枝，使用涂白剂加入 5 波

美度石硫合剂喷洒。

3　广东葡萄设施栽培存在问题

3.1　设施结构设计与构造不合理，夏季降温困难

广东葡萄设施栽培的设施类型，生产上大多

采用简易避雨棚，该方法虽然成本低，但广东地

区 6—9 月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频发，简易设施通

常易被风吹破，抗台风、防雨效果有限。塑料大

棚大多参考北方蔬菜大棚结构，夏季棚内散热差、

温度过高，容易造成叶片和果实灼伤，影响葡萄

生长和发育。

3.2　品种结构不合理，设施栽培新品种缺乏

在葡萄新品种种植区划方面未开展系统研

究，缺乏具有高瞻远瞩的产业规划和布局，广东

各地葡萄产业发展具有很大盲目性，存在葡萄种

植品种单一、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尤其是各地盲

目大面积种植阳光玫瑰等对精细化管理要求较高

的品种，技术、人工及管理水平滞后。本课题组

于 2020 年底在粤北几个产区调研发现，企业投资

数千万建设几百亩连片连栋大棚种植阳光玫瑰，

单一园区由于管理粗放、产能过剩，已经陷入入

不敷出、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的境地。

广东目前葡萄设施栽培品种多以阳光玫瑰和

夏黑为主，品种单一，且缺乏自主选育品种，主

栽品种仍以国外品种为主，导致葡萄成熟期集中

上市，造成市场价格不稳定。有些品种并不适合

在弱光设施环境下栽培，种植后产量不高、品质

参差不齐，制约葡萄产业可持续发展。

3.3　栽培技术标准化、机械化程度不高，产业效

益有待提升

广东葡萄设施栽培标准化程度总体较低，许

多产区未建立统一规范的生产技术规程，果园生

产管理多凭种植户经验，不合理施用化肥、农药

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现象非常突出，不仅造成果

品质量参差不齐、均一化程度低，而且危害树势、

破坏土壤环境、影响果品安全。此外，生产中有

些园区片面追求高产和大果，忽视果品质量，导

致果实糖度不高、着色不均、果实商品率低，严

重影响种植效益。

随着劳动力紧缺和生产成本的增加，机械化

生产越来越迫切。目前葡萄园整体建设规划不科

学，葡萄设施栽培配套的设施设备研制工作也相

对滞后，设施机械设备应用还未普及，导致广东

葡萄生产机械化程度低。

4　广东葡萄设施栽培发展对策

4.1　优化设施构造和覆膜材料，解决夏季高温和

弱光照问题

生产上需要针对华南夏季高温高湿、台风暴

雨频发的气候特点，采用合适的设施结构、覆膜

材料筛选等研究，解决夏季高温、抗台风等问题。

一是按照节能、环保、低成本目标，开展栽培设

施选型、设施构造研究，使栽培设施结构规范化、

实用化、节能化，研制新型覆盖材料，提高光照

利用率，降低成本。二是开展补光技术调节设施

葡萄生长发育的相关研究。运用人工光照调节植

物生长发育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外

已有学者利用 LED 补光技术对设施葡萄生长发育

的研究，通过有针对性地补光，提高植物光合效

率、改善品质、提高产量［23-25］。同时，研究配

套适宜树体综合管理技术措施，提高光照利用率。

4.2　加强葡萄设施栽培专用品种选育，促进品种

优良化、多元化发展

广东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高温湿热，需要根

据当地气候条件和市场需求选择适宜品种。本课

题组引种观察及调查表明，早熟品种可选夏黑、

黑巴拉多、瑞都红玉等，中熟品种可选阳光玫瑰、

巨峰、巨玫瑰、户太 8 号、春光、密光等，晚熟

品种可选温克、摩尔多瓦、玫瑰香等，以上品种

综合表现比较稳定，在广东地区可以适宜发展。

广东各地冬季气温高、需冷量不足，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葡萄花芽分化和萌芽率。因此，应继

续加强广东葡萄产业发展的市场调研，以市场为

导向，结合广东地区生态条件和区位优势，调整

品种结构，提高果品质量和效益。应选择需冷量

低、品质优良、早中晚熟合理搭配的优质新品种，

结合促早栽培、延迟栽培、一年两收栽培和休闲

观光高效栽培等多元化栽培模式，达到错峰上市，

延长鲜果供应期，实现葡萄种植效益最大化。

4.3　改革农艺技术，提高栽培技术标准化、机械

化、智能化水平

逐步建立葡萄标准化栽培管理体系，树立绿

色无公害、控产提质观念，针对主推葡萄品种，

从整形修剪、花果管理、土肥水管理、病虫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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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等方面形成标准化栽培技术规范，为葡萄优质、

高效、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是未来现代农业发展的

必由之路。目前，我国葡萄设施栽培投资成本高，

劳动力成本仅次于硬件设施投资成本，尤其是修

剪、花果管理等生产环节。改革农艺技术是提高

葡萄生产机械化水平的前提，注重轻简化栽培技

术的研发及示范推广，加大生产专用机械的开发。

只有通过农机农艺相结合的技术手段，针对用工

量大、强度高的生产环节，开发机械化和智能化

装备，提高生产环节机械化和智能化水平，进而

提升产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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