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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怀来产区西拉种植为例，从气候土壤条件、建园的需求、树体的管理、肥水杂草的管理、病虫害

防治、控产与采收、以及越冬管理等方面总结了酿酒葡萄西拉的标准化生产技术，以适应酿酒葡萄基地

化、规模化、现代化、标准化栽培技术的需求，为酿制葡萄酒提供优质原料而建立起基础方案，保障葡

萄酒产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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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Syrah planting in Chateau Sun God in Huailai as an example , this paper summa-
rizes the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wine grape from the aspects of climate characte-
ristics, garden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tree management, fertilizer, water and weed manage-
ment, pest control, harvesting and overwintering management,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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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scale, modern and standardize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of wine grape, and further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 for providing high-quality raw materials for wine brewing,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in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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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人口众多，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目前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当今世界上的葡萄

酒消费大国[1]。现在，“土地至餐桌”的绿色葡萄酒产业已成为长远的战略目标[2]，俗语中也体现了这

一目标“葡萄酒的质量，七分原料，三分酿造”[3]，因此实施酿酒葡萄的品种区域化、栽培规范化、管

理标准化已成为生产的关键理念。 
怀来产区葡萄栽培有 1000~1200 年的历史，在 1976 年就被定为国家葡萄酒原料基地，2001 年被农

业部命名为“中国葡萄酒之乡”，2006 年被授予“地理标志产品——沙城葡萄酒”，2007 年被授予“全

国葡萄种植标准示范县”[4]，怀来已成为全国主要葡萄酒生产基地之一。作为掀起“西拉热”[5]的酿酒

葡萄品种西拉，在消费者中广受欢迎，本文以怀来产区西拉为例总结了酿酒葡萄的标准化生产技术，其

中以桑干酒庄的种植模式最为典型，以西拉的种植技术结合桑干酒庄的种植要求，使酿酒葡萄的标准化

生产技术更为规范、实用。 

2. 气候土壤条件 

怀来位于北纬 40 度、东经 115 度，地处河北省西北部，是京津与西北地区的重要联系枢纽。燕山山

脉、太行山山脉勾勒轮廓，加之四周群山连绵起伏，桑干河、洋河、妫水河融会贯通，形成独特且唯一

的“怀涿盆地”小气候，海拔 490 米左右，处中温带半干旱冷凉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标准北方四

季分明，光照充足，年积温 3400~3800 摄氏度，年光照时间 3072 小时，昼夜温差适宜，无霜期 180-210
天，年平均降雨量 370 毫米，符合葡萄生长发育所需的自然条件，并达到绝佳水平[6]。 

受北半球地球自转偏向力影响，河流左岸泥沙逐年淤积，土层深厚，怀来产区以沙壤土和砂砾为主，

含有一定比例的褐壤土和黏土，土质优良，属 200 万年的泥河古化石土壤，适当的肥力与良好的排水性，

作为对气候土壤较为挑剔的酿酒葡萄红品种西拉，怀来产区的气候、土壤均完美的切合葡萄生长需求，

使得这里的西拉等酿酒葡萄以最自然舒展的姿态生长着。 

3. 葡萄园的建立 

3.1. 园地选择 

选择合规并适宜的园地建园是生产出优质西拉葡萄原料最关键的环节[7]。首先则是地理位置的考量

(如纬度、海拔高度、坡度坡向、土壤类型等)、以及气候的变化(光照、温度、积温、无霜期、降雨量、

自然灾害等)。其次，建园还必须考虑的具体因素主要有：① 土壤质地：酿酒葡萄西拉的葡萄根系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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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垂直根系可深入土壤 1~2 米，但大多分布于 60 厘米深的周边土层，因此建园要求土层厚度最低不

少于 80 厘米，最好为 100 厘米以上，西拉的适应性强，以有机质含量高、通气性好、导热性强、有一定

保水力的砾质土或沙壤土为适宜[8]。② 土壤酸碱度：葡萄园土壤 pH 值要求一般 PH 在 8.0 以下，呈中

性或偏酸性，土壤盐碱总含量 ≤ 0.4% [9]。③ 土壤质量：要求基地的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 GB15618-200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二级标准的要求。 

3.2. 苗木选择 

按苗木质量应符合 DB15/T 24-2019 的要求选择苗木。西拉一级苗的标准为：品种纯正，根系有 5 条

以上，侧根距基部 1.5 cm 处的粗度为 0.4 毫米以上，侧根基部至先端的长度 20 厘米以上，分布均匀且生

长状态舒展；枝干充分成熟达到木质化程度，根颈至剪口的枝条高度在 50 厘米以下，地上部分 5 cm 处(扦
插苗)或接口上 2 节中间处(嫁接苗)的粗度 0.4 厘米以上，嫁接高度不低于 20 厘米，绿枝嫁接需达到 60
厘米以上；接穗饱满芽 5 个以上，单株鲜重 50 克以上，无明显病虫害。 

3.3. 架材设置 

酿酒葡萄园架材一般有水泥杆、金属杆等。水泥柱成本较低，但是存在着易风化，且不耐撞击的特

点，适用于非机械化作业葡园；金属杆为镀合金工艺，耐腐蚀，耐撞击，但成本高，适用于机械化作业

葡园；木柱需进行防腐处理。现代化葡园现采用金属杆，长度要求 3 米，边杆为 3.2 米，地面外露 2.4 米，

埋入地下的部分为 0.6~0.8 米。拉线可选用 8~14 号镀锌钢丝、不锈钢丝或直径 3 毫米的塑钢丝等，共拉

4 道。第 1 道丝离地面 80 厘米单丝，为滴灌丝；第 2 道丝离地面 1 米单丝，为上架丝；第 3 道丝离上架

丝 50 厘米双丝，第 4 道丝同第三道双丝，为顶端丝，方便塞条、引绑。新定植苗木未达到上架丝高度的，

利用竹竿或钢筋进行引绑。 

3.4. 定植技术 

定植前 5~7 天全面灌水并平整土地，形成的坡降要求不大于 5‰。随后挖定植沟并进行施肥，定植

沟为倒梯形结构，上口宽为 60 厘米、底宽为 30 厘米、沟深 30 厘米左右，实行“三三制”[10]回填施肥，

回填表土至定植沟的标准，随后灌 1 次透水，待土壤沉实后，回土填平即可。行向最宜选用南北向，有

利于平衡光照时长，减少阴阳面，但怀来产区以正西风为主，对葡萄影响极大，则多选用东西向，当坡

度过大或其他原因，可以根据地形气候选择相应的行向。行距 2.8~3.0 米，株距 0.5 米。定植时期、定植

方法可参照赤霞珠葡萄的要求操作即可[11]。 

4. 树体的管理 

4.1. 整形 

酿酒葡萄的树体整形要根据不同品种的特性进行，西拉葡萄品种架式适宜采用单壁篱架或小棚架。

“厂”字形篱架，架形主要由 3 道铁丝完成架面，干高 1 米左右。第 1 道(即上架丝)距地面高 1 米，第 2
道(即绑缚丝)距地面高 1.5 米，第 3 道(即顶端丝)距地面高 2 米。枝条固定于第 1 道丝上，所以称之为上

架丝；新梢则依次绑缚于第 2、3 道丝上，所以称为绑缚丝和顶端丝。之后的 1 年则利用副梢修剪完成西

拉的树形培养。完成幼苗定植，当新梢长至 30~40 厘米时，选其中的 1 个较为强壮、健康的优质新梢，

利用竹竿或钢筋对其引缚上绑，使其呈同一角度(即 45 度角)直立生长。当新梢长至 1 米以上时，将其绑

缚于第 1 道铁丝上，并进行摘心作业，使其减少徒长，从而形成一个直立且粗壮的主干，随后任其自然

生长，直至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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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冬季修剪 

当葡萄进入自然落叶 2~3 周时开始冬剪，怀来产区秋季霜冻来临早，需在自然落叶前开始修剪，于

埋土前结束，以便及时埋土防寒[12]。西拉多采用中、短梢修剪，常用下列方法：方法一留预备梢：在结

果母枝发出的新梢中，保留先端的 2 个新梢做为结果梢，其余进行疏除，而预备梢则保留 2~3 芽进行短

截处理，留做第二年的结果母枝，便于选择优良结果枝，果实品质好。方法二不留预备梢：结果母枝只

取 1 个新梢作为其结果梢，其余疏除，该新梢则留 2~3 芽进行短截处理，能使结果部位保持均匀分布。

方法三结果梢变位：修剪时尽量多留优质的结果母枝，间距可缩小至 10 厘米，在主蔓上留不少于 5 个结

果母枝，一般以 5~8 个为宜，而每个结果母枝只保留 1 个新梢，则共留下 5~8 个新梢，较好为结果梢，

较差的为预备梢，使得结果梢年年发生位置更换，在保证产量的同时，使葡萄的品质稳定且处于上升态势。 

4.3. 夏季修剪 

引绑上架：保持枝条与地面形成一定角度而绑缚，怀来产区的西拉种植以夹角 45 度为标准引绑上架，

既有利于减缓枝条先端优势，均衡枝条上下长势，又适应怀来产区必须的工艺埋土防寒，可减少在埋土

防寒时枝条损伤。抹芽定梢：在嫩梢长至 5 厘米之前，将过密的芽、弱芽抹去，第一次抹芽要留出 30%
的备用芽，待新梢长到 10~20 厘米，展出 4~5 片叶，每 10~15 厘米左右留一个新梢[13]，最大限度保证

通风透光以及葡萄品质。摘心：由于西拉果穗较紧实，为保证酿酒风味在果实膨大期结束前不进行摘心

处理，以便于拉长果穗、使果粒稀疏，有利于提高酚类物质合成以及糖分积累，从而提高果实品质。副

梢处理：主枝条冬剪时控制 1 米长度，其余副梢需一律抹除。结果梢果穗以上的副梢留 3~5 片叶反复摘

心，到 8 月中旬以后改为留 1~2 片叶反复摘心：果穗以下及果穗上 2~3 片叶的副梢全部抹除，果穗充分

暴露在阳光下，使其尽量避免阴阳面的影响，从而成熟度一致，提高酚类物质的合成及糖分积累。 

5. 土、肥、水、杂草管理 

5.1. 土壤管理 

主要目的是使土壤保持良好的状态，从而保证根系的良好发展，能够增加土壤里面的有机质含量，

提高土壤的肥力以及能够去除杂草，从而达到增收、减灾和节支的目的[14]。深翻：建园时对定植穴内的

土层进行深翻改良，定植后应对定植沟外的生土层进行深翻熟化，北方冬季寒冷地区，以怀来为例，在

秋季落叶期前后深翻为宜。中耕：葡萄园在生长季节要进行多次中耕，适宜时间为发芽前、开花前、采

收后，一般中耕深度在 10 厘米，北方早春地温低，土壤湿度小的地区，需出土后立即灌溉，然后中耕，

雨水多时宜浅耕。 

5.2. 合理施肥 

早春催芽肥：在葡萄萌芽前，对树势较弱的施入氮肥，以农家肥、腐熟肥为主。夏季膨大肥：落花

后幼果开始生长，以氨肥为主，适当配合磷钾肥，为保证西拉果穗的稀疏，此时不追肥。采前催熟肥：

在浆果成熟前 20~30 天和果粒开始发软但尚未着色时，施入钾肥，提高果实抗性、改良着色及提高含糖

量。采后补养肥：葡萄采收后施肥，可促进恢复树势，提高花芽质量。秋季休眠肥：在葡萄休眠前施入，

以农家肥为主，可促进越冬时产生大量须根，以壮树势，利于安全越冬[15]。 

5.3. 葡萄园灌水 

正确的灌水时期要根据作物需水规律进行灌水，为提高浆果的含糖量和品质，要注意控水及排水。

催芽水：促进植株萌芽和花芽分化，有利于新梢早期迅速生长，在北方干早地区，发芽前后灌水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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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最适宜的田间持水量为 75%~85%。花期：一般不宜灌水，否则会加剧生理落果。催粒水：新梢生长

和幼果膨大期为葡萄需水的临界期。水分不足，则叶片夺去幼果的水分，使幼果皱缩而脱落，此时可适

当控水，保证西拉果穗的稀疏性。着色水：果实开始着色并迅速膨大时，为了促进浆果的生长，要供应

充足的水分，但要防止过多水分而造成新梢徒长，此期正值花芽分化，适当的干旱，有利花芽分化。但

如果此时水分含量较低时，果实生长发育迟缓，到成熟期遇大雨，易发生裂果现象[16]。熟前水：补充葡

萄生长后期的水分不足，提高果实品质，促进果穗成熟，并有效防止“软尖”现象的发生。养蔓水：采

收后至埋土防寒前，提高土壤墒情，促进根系生长发育，滋润枝蔓，防止越冬抽干。一般情况要实行调

亏灌溉，严格把控灌溉次数及灌溉量，以尊重风土、突显品种特点为理念，全年必须灌溉的仅有三次水，

催芽水、采收水、养蔓水，其他时期视情况灌溉，尽量控水，从而使果实更具有产区代表性，且提高酚

类物质。 

5.4. 杂草管理 

欧亚种酿酒葡萄园行间杂草建议采用自然生草、机械刈割、机械翻耕管理法。即春季对土壤进行 1~2 
次浅耕，葡萄坐果后行间开始生草，当杂草高度超过 40 厘米以上时保留草茬 10 厘米左右用割草机刈割，

碎草留在行间或覆盖到行内即可。架下草进行清除，宽度为 1 米，架两边均 50 厘米。葡萄采收后，结合

施肥对土壤再进行 1~2 次深耕。行内杂草可通过机械刈割。行间除自然生草外，也可播种多年生黑麦草、

紫花苜蓿、白三叶草等，利用行间生草可有效控制植株的生长势，显著降低萌芽率、坐果率和产量，降

低根系密度，并促进植株根系向深层土壤发展，有利于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17]。 

6. 病虫害防治 

6.1. 主要病虫害 

酿酒葡萄西拉的主要病害有：霜霉病、黑痘病、叶斑病、毛毡病、灰霉病、白腐病；主要虫害有：

叶蝉、金龟子、葡萄瘿螨等[18]，以及鸟害。 

6.2. 综合防治 

6.2.1. 检疫防治 
加强植物检疫是防止病虫害扩散传播的主要技术措施[19]。种植抗病虫害品种是防治病虫害最经济有

效的方法[20]。对优良葡萄种苗的引进，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坚决执行植物检疫制度，加强检疫，有效

制止或限制危险性有害生物的传播和扩散。 

6.2.2. 农业防治 
保持果园清洁，结合冬剪，随时清除被病虫危害的病枝、残叶、病果、病穗、卷须、僵芽、杂草，

集中深埋或烧毁，以减少病源。及时绑蔓、摘心、除副梢、改善架面通风透光条件，可减轻病害。加强

肥水管理，增强树势，可提高植株抵抗病虫害的能力，多施有机肥，增加磷、钾肥，少用化学氮肥[21]。
对于园区的鸟害，可铺设防鸟网进行防治。 

6.2.3. 生物防治 
通过使用植物源、微生物源、动物源、矿物源农药及放养敌等，开展病虫害防治。主要包括以虫治

虫、以菌治菌、以虫治菌等，另外，保护利用自然天敌控制害虫是当前不可忽视的生物防治措施[22]。 

6.2.4. 化学防治 
应用化学农药控制病虫害，是综合防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要统防统治，即统一地块、统一药剂、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2.121004


武慧 等 
 

 

DOI: 10.12677/hjas.2022.121004 32 农业科学 
 

统一喷药浓度、统一喷药时间，以提高防治效果，避免重复交叉感染。控制病源，早治早防，前期(4~6
月)主要防治毛毡病、黑痘病、霜霉病、灰霉病等越冬菌源，中后期(6~9 月)主要防治霜霉病、白腐病，

灰霉病，后期要防治根癌病。 

7. 确定产量与采收 

7.1. 产量调控 

不同酿酒葡萄品种的产量和品质对酒质的平衡潜力不同，可根据成熟时其糖度、酸度以及着色度是

否能达到该品种和酒种应达到的标准来判断产量是否合适。对于西拉来说，庄园酒要求 666.7 平方米产

量 350~500 千克，生产优质干酒要求 500~750 千克，佐餐酒要求 1000 千克。可通过修剪控制新梢数量、

疏穗控制新梢上的果穗数量，以调节产量，在上述内容中的操作可有利于疏果和拉长果穗。 

7.2. 果实采收期确定 

葡萄果实品质应符合 GB/T 15038 要求。特定品种从盛花期到成熟的天数不同年份差别不大，可预测

成熟期。进入品种成熟后期，定时测定糖酸含量，可根据浆果成熟期前含糖量的“跃变期”结束的时间

[23]，以及根据酿酒种类的要求确定采收时间。生产优质西拉葡萄酒的葡萄总糖含量(以葡萄糖计)不低于

190 克/升，可滴定酸(以酒石酸计)含量在 5.0~7.0 克/升。庄园酒需要酿酒师现场品尝，根据风味要求确定

采收时间。 

8. 越冬管理 

8.1. 采用抗寒砧木和抗寒品种 

怀来产区土壤最低温可达−28℃，自根系植株容易发生根系冻害及休眠期枝条抽干。目前生产上推广

应用的抗根瘤蚜砧木(简称抗性砧木)其抗寒水平均显著高于欧亚种栽培品种，其次考虑影响砧穗组合的其

他因素如盐碱和干旱等。怀来产区处于经常遭遇冬季冻害的地区，建议以越冬性好的欧亚种品种为主栽

品种，例如西拉，同时种植一定比例的优良抗寒种间杂种[24]。 

8.2. 埋土防寒 

埋土适宜时间在葡萄冬季修剪之后，到土壤封冻 15 天前进行。怀来产区大约在 10 月中旬开始，到

10 月末或 11 月初结束。埋土厚度等于当地历年地温稳定在－5 摄氏度土层深度[25]，怀来产区埋土厚度

为 50~60 厘米。埋土前 10 天左右灌封冻水，将葡萄下架按同一方向理顺枝蔓，用埋土机在距藤干 60 厘

米以外取土。 

9. 结论 

在当地气候与风土的基础上，研究不同酿酒葡萄品种的种植技术，对于该地区的酿酒葡萄品质发展

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以怀来产区西拉种植为例，从气候土壤条件、建园的需求、树体的管理、肥水杂

草的管理、病虫害防治、控产与采收、以及越冬管理等方面总结了酿酒葡萄西拉的标准化生产技术，根

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利用“三三制”回填技术，完成苗木定值，选取“厂”字形篱架模式，当新梢长至 30~40
厘米时进行整形修剪，种植过程实行调亏灌溉，以三次水为主，催芽水、采收水、养蔓水，尽量控水，

提高酚类物质合成，利用行间生草、铺设防鸟网等农业防治措施，改良土壤和减少病虫害发生，针对怀

来产区的气候特点，选用抗寒的砧木和品种，并在土壤封冻 15 天前完成埋土防寒作业。 
适宜的栽培技术为酿酒葡萄基地化、规模化、现代化、标准化栽培提供参考依据，为酿制葡萄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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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出优质原料制定基础方案而保驾护航，以此保障怀来产区葡萄酒产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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