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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灾害作为葡萄生产中重要的逆境胁迫之一，直接影响到葡萄的生长发育，轻者造成减产，重者导致

死树毁园。近年来，葡萄自然灾害问题备受关注，其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笔者从各种葡萄自然灾害

成因、危害结果以及绿色应对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总结，同时还综述了一些能有效降低灾

害危害的生产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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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stress in grape production, natural disasters directly affect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grape. In recent years, grape natural disaster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its 
research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causes of grape natural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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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m results and the green countermeasures, and summarizes some production technical 
measures tha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isaster haz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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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葡萄栽培种隶属葡萄科(Vitacvae)葡萄属(Vitis)植物。本属有 70 多种，其中用于栽培的仅有 20 多种。

按产地地理分布与原产区的不同，区分为欧亚种群、北美种群和东亚种群。葡萄在世界各国广泛栽培，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生产葡萄的国家和地区 90 多个。研究表明葡萄在不同气候条件及栽培环

境下的抗逆性也存在差异，不同种、种内不同品种葡萄因其原始地理位置分布不同导致其抗寒能力存在

差异。此外，葡萄生长发育与天气息息相关，近年来极端(包括低温)天气时有发生，全国每年都有葡萄园

遭遇各种自然灾害，因气候异常、低温等极端天气的时常出现，给葡萄种植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葡

萄周年生产管理过程中，我们除了需要调控各种病虫危害以外，还要调控防范一些自然灾害的发生，比

如葡萄冻害、冷害和鸟灾、冰雹、日灼以及干热风等问题。 
笔者对葡萄自然灾害发生原因以及防范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在抵御自然灾害方面提出以下常用措

施，以期为今后葡萄自然灾害绿色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2. 葡萄冻害 

2.1. 基本情况 

根据文献记载[1]-[6]，葡萄冻害在世界中、高纬度区域发生的频率较高，我国受冻害影响最大的是幅

员辽阔的三北地区，越冬期冻害风险的时空分布，具有葡萄种植区的北部、偏东、偏西的地区冻害风险

较高的特征，北部出现冻害风险最高，由北到南冻害风险逐渐减少[7]。新疆主要发生在准噶尔盆地南缘

的天山北坡地域，由于天山坡地对南下冷空气的阻滞作用，常使冷空气堆积，导致较长时间气温偏低，

并伴有降雪、冻雨天气，使天山北坡的葡萄园容易遭受不同程度的冻害。 
为了低御冻害，我们应根据当地气温条件，选用葡萄抗寒品种，来确定不同葡萄品种的宜植北限和

海拔高度。防御冻害的栽培措施，包括春秋两季霜冻来临时适时浇水、熏烟、夏季适时摘心、秋季控制

水肥施用量、秋季合理修剪、选择安全适用的越冬覆盖措施，如埋土、覆盖棉被及设置防风障等，就能

够起到良好的防冻效果。 

2.2. 防控技术 

一旦发生了冻害，就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做好受冻葡萄树体的管理工作，加强肥水管理，做好枝

蔓果穗的清理绑扶工作；对受冻树体喷施植物营养剂、调节剂，如宝美灵、复硝酚纳等，以防止因树体

受冻和机械损伤造成的病菌感染，可根据冻害以及病菌侵染程度喷洒杀菌剂，来防治葡萄病害发生。应

当采取的技术措施：一是保花芽和果穗，争取尽快恢复树体生长势，确保当年的产量不至于下降；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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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枝蔓和潜伏芽，使枝蔓和新梢尽快恢复生长，促使潜伏芽萌发，形成一定的产量；三是保树体，恢复

树势适当疏花蔬果，促进来年坐果丰产；四是保根颈部，当花芽、果穗、枝蔓因受冻死亡以后，急需保

护好根颈部，待伤流期过后，重新对根颈部以上枝蔓平茬，促发新枝，力争来年再创高产。 

3. 葡萄冷害 

3.1. 冷害发生原因与危害 

新疆北疆沿天山一带常有“春季倒春寒”和秋季的“早霜”现象发生，这和新疆地区清明至谷雨、

中秋节前后的气候变化特点有关，与新疆天山北坡所处的地理气候环境而产生的一种貌似正常实际不正

常的现象，这种灾害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8] [9]。霜冻均是强冷空气活动造成地面强烈降温所致

[10]，受春秋季大风、寒潮的影响，短时间内气温急剧下降，地面水气凝结成霜冻，从而造成低温冷害。

遭受低温冷害严重情况与葡萄园所处的果园小气候，以及葡萄枝条成熟度、长势等成正相关。 
在低温冷害或霜冻情况发生时，冷风直接吹到的葡萄新梢叶片等部位，以及冷风容易集聚的低洼地

块，尤其是在空气流通不畅的地块，靠近地面的新梢和花果非常容易发生低温冷害。而发育健壮的主蔓，

以及在刚浇过水的空气相对湿度大的地块，包括果园避风处，低温冷害的危害发生程度相对较轻。 

3.2. 防控技术措施 

防范葡萄冷害的应对措施：一是培育葡萄的深根，促进主蔓健壮，修剪去因徒长形成的细弱枝，增

强葡萄树体的抗寒能力；二是提早采取防寒措施，向叶面和枝蔓上喷布防冻液，如多收液、PBO 等；冷

害霜冻来临前，在架面下灌水和新梢叶幕层面喷水，或加大设施大棚内湿度，可降低冷害的危害程度；

三是冷害到来前 1 至 2 小时，在果园采取加热增温措施，如点火熏烟、配备流动加湿和加热器等。 

4. 雹灾 

4.1. 冰雹造成的危害 

雹灾是葡萄受到冰雹危害的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11] [12] [13]，收到轻危害则削弱树势甚至减产，重

危害可能造成毁园。 

4.2. 防控技术措施 

4.2.1. 建设防雹网 
设置防雹网是有效减轻冰雹危害的一种重要措施，我们只要对防雹网稍加改造，即在防雹网四周边

缘向下垂落并压入地面下，就可同时起到防雹与防鸟的双重效用。 
防雹网建设方法：在葡萄园上空(离地面 2.0~2.6 m 高度)和周边架设专用的铅丝或尼龙网，阻拦并延

缓冰雹重力砸落架面，从而起到保护葡萄植株，不受到机械损伤的作用。目前各地生产实践中，已形成

了制作使用多种形式防雹网的技术措施，防雹网结构主要包括钢(铁)制支柱、铁丝和防雹合成网三部分。 
目前生产中应用的防雹网支柱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制作葡萄架桩时，将水泥架桩长度延长到 3.2~3.3 

m，在水泥桩顶端纵横方向预留两个直径 1.0~1.5 cm 的穿丝孔，或在架桩顶端预埋一个向外伸出长度

10~12 cm、粗度为 1.0~1.2 cm 的钢筋柱；第二种是在原葡萄支架上绑接 50~60 cm 长的木柱、角铁作为架

网支柱，以便设置架面铁丝。 
选用 8~10 号铅丝或钢丝，在葡萄园架桩上纵横拉成网格，再在栏桩顶端予以固定，随后在网格上每

隔 1.5~2.0 m 纵横增加多道网线，形成完整的网格状防雹网支撑网架。防雹网有两种，第一种是用强化尼

龙制成的网眼 1.2~1.5 cm 等规格的尼龙网，尼龙网一次性投资较少，但每年冬(春)季要取下(重新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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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工耗时；第二种就是用防锈处理的铁丝织成的网眼规格 1.2~1.5 cm 的铁丝网，铁丝网造价较尼龙网高，

一次性投入大，冬季不需取网，一次铺设能够使用 7~9 年；具体采用何种结构的防雹网可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灵活来确定。 
在水泥架面铁丝网上空铺好防雹网后，用铁丝或尼龙绳在支架防雹网上每隔 1~2 m 压网并进行绑缚

固定。防雹网建设完成后一般不再移动位置。 

4.2.2. 建设防虫网 
防雹网可与防鸟网一起建设，投入不比单独设置防雹网增加太多。防雹网与防鸟网结合设置时，应

注意在水平防雹网面下边，既葡萄园四周增设垂向地面的尼龙网，以防止飞鸟进入果园行间，因为大部

分鸟类对黑色反应迟钝，因此防鸟网最好采用白色尼龙网，禁止采用黑色的尼龙网。白色防鸟网垂向地

面部分应适当留少量可开启的工作人口处，其余部分则压埋固定于地下，严防大风将它刮起。 

5. 日灼 

日灼是葡萄受高温伤害的一种自然现象[14] [15] [16] [17]。夏秋季节，三北地区果园极易出现高温干

旱天气，裸露在太阳下的葡萄架面和果穗受到阳光照射，果实表面温度达到 40℃以上时，极易形成果面

的灼伤。 
日灼也称日烧，葡萄果实膨大期，因果实表面受到强光照而发生的灼伤，造成果粒干缩失去商品价

值。遭受日灼伤害的葡萄树皮，危害严重时使得树皮脱落、干枯开裂。葡萄果皮因日灼变白，后期出现

褐变。在干旱区出现持续高温，灌水不足，空气温度低于 50%，蒸腾作用减弱时，强光直射能够引起葡

萄叶片的灼伤[18]。 

5.1. 葡萄日灼症状 

高纬度地区的葡萄日灼，一般发生在六、七月份，鲜食葡萄品种几乎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日灼危害，

大粒鲜食葡萄品种发病比较严重，如红地球、红马奶等在果实第一次膨大期，日灼表现严重。近十年来，

西北地区的红地球，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日灼危害，2003 年新疆红地球葡萄园日灼危害的面积和产量均

超过 30% [19]。 

5.2. 防控技术措施 

棚架栽培可使葡萄树体及早成型，其结果部位多处于阴凉遮蔽处，避免了阳光直接照射果实，减缓

日灼危害程度，能够消除或降低日灼危害；在日灼高发季节，应当充分保证水分供给和营养均衡供应，

减弱叶、果水分分配的矛盾，提高葡萄园的空气湿度，降低果园空气温度；在幼果膨大期，尽量减少疏

穗、疏粒操作。在进行花果管理时要求：① 轻剪、少剪，剪口尽量少；② 12:00 至 16:00 期间，取消花

果管理操作；③ 花果管理操作时，忌徒手触碰果粒，避免蹭掉果粉、损伤果皮；④ 完成花果管理操作

后按果穗原始状态复原归位；优化肥水管理，偏施有机肥，增补钙、钾和微量元素。少施化肥；在日灼

宜发季节，多留果实周围的叶片、副梢，便利遮蔽果穗；正确运用套袋，有效的降低光照强度。根据实

验结果发现，自然光强度比袋内光照强度高出 3~10 倍。新疆 7 月的光照强度经常超过 10 万 LX，而同期

袋内光强，很少超过 1 万 LX。因此在葡萄套袋时，要注意保持袋内充分通气；实施覆(或生)草栽培。葡

萄行间播种早熟禾、黑麦草等牧草，可有效提升葡萄园空气湿度，降低气温，降低地面热辐射和光反射；

做好葡萄病虫害预防工作，防控日灼引发的病虫害；可通过夏季灌溉和保墒措施,增加葡萄枝叶量和水分

供应，亦可在葡萄果面喷洒波尔多液等。果园夏季修剪时，在树体的西南方向多留枝叶，也可减轻日灼

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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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干热风灾害 

干热风是一种极端气候事件，也是葡萄园的重大气象灾害[20]。干热风可引起数天的高温胁迫、伴有

低湿和一定风力袭击。它是一种较短时间尺度的天气灾害，一般 2~4 d，最长 7~9 d，主要的基本天气特

征表现为高温低湿。我国大范围的干热风主要出现在秦岭、淮河以北的三北地区，以西北地区乃至于新

疆地区表现较为频繁，该区域由于距离海洋遥远，气候干燥，加之沙漠、地势影响，干热风危害一般是

盆地重于山区。干热风形成的主要限制因素是最高气温，最高气温和相对湿度对于轻干热风的发生起主

要作用，高温胁迫对重干热风对发生则起着决定性作用，低湿条件使干热风胁迫加重，起辅助作用则是

风速[21]。由于夏季干热风灾害的危害，招致当地葡萄新梢叶片枯萎、甚至枯死，而且造成果面色泽一致

性下降，给葡萄生产带来严重威胁，给农业生产产量威胁很大，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应对干热风的防范技术配套措施，主要包括营造果园防护林带，搞好农田水利建设以便灌溉(浇灌、

喷灌)，以及施用肥料(磷酸二氢钾、硼、锌肥)等植物营养物质，可明显增强树体的抗逆性，对化解干热

风危害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7. 展望 

自然灾害绿色防控在葡萄上的研发应用已经开展很长时间，因其受地域和自然条件所限，防控覆盖

面以及防控效果仍不显著，各地各研发机构目前仍然在做持续研发推进。关于葡萄冻害，科研部门在探

索应用风机搅动近地面大气对流层，调控地面温度来抵御冷冻灾害，已经取得了进展；关于葡萄雹灾有

研发机构研发应用专利技术，来提升防雹防虫效果；利用植物激素等综合措施，防范干热风的作用效果

仍需进一步明确。关于防控葡萄自然灾害技术的研究应用多集中在其对生长发育的影响及其农艺措施方

面，较少集中在葡萄生理的研发层面。自然灾害对葡萄危害以及防控与栽培技术措施研究较多，但是在

对葡萄生理方面影响对研究较少，而且其研究更为复杂，在葡萄自然灾害绿色防控上对其生理影响与其

他农艺措施协同作用仍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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