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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红双味葡萄负载量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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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棚红双味葡萄负载量试验结果表明 ,结果枝与营养枝的比例为 1∶1的处理 ,疏粒的平均

穗重 、粒重及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均最高 ,果穗着色好 ,果粉浓厚 ,有一定的品质优势 ,且产量较高;未

疏粒的穗重 、产量均最高 ,有一定的产量优势 ,但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最低 。结果枝与营养枝的比例

为 1∶1的处理 ,翌年萌芽率及果枝率均最高 ,而在新梢粗度 、节间长度 、新梢成熟度等方面与其他

处理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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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园艺产业已成为我国种植业的第一大产

业 ,产量 、产值(5亿余 t ,4 000余亿元),都超过了粮

食产业(4.6亿 t , 3000余亿元),而所用土地面积仅

为粮食用地的 1/5 ,并有极强的出口优势和效益 。

设施葡萄在节省土地 、节约水资源 、消化剩余劳动

力 、调节市场供应 、高效优质和保证食品安全等诸多

方面较露地葡萄均有巨大优势 ,是实现资源 、环境和

谐发展的重要途径。据李丽秀等
[ 1]
研究 ,塑料大棚 、

日光温室葡萄结合地膜覆盖可使用水量较露地下降

30%～ 50%,而效益却是露地葡萄的 2 ～ 5 倍(甘

肃)。面对巨大利益的引诱 ,人们往往会过分地追求

产量 ,进而导致各种不良后果的发生 ,如树势变弱 ,

抗性大大减弱 ,翌年春天植株黄化 ,病虫害大量发

生 ,产生大小年现象 ,果品质量下降等。所有这些都

与葡萄的合理负载量关系密切 。在葡萄负载量的研

究报道中 ,只有一些关于露地葡萄的报道[ 2 , 3] ,而设

施条件下葡萄负载量的报道很少。本试验旨在研究

设施条件下 ,不同负载量对葡萄生长和结果的影响 。

1　材料和方法

1.1　场地与材料

试验在河南省高新科技示范园六连栋大棚中进

行。地点在中牟县官渡镇 ,属于温室发展最适宜区 。

园地为平地 ,土质为砂壤土 ,土层厚度 30 ～ 40 cm ,

土壤肥力中等 , 地下水位较低。年平均气温

14.2 ℃,最冷月平均气温为 0.5℃,最热月平均气温

27.8 ℃,大于 10 ℃的有效积温 6 500 ～ 7000 ℃,并

且四季分明 ,光照充足 ,年平均日照时间为 2 366 h

以上 。全年农耕期为 309 d , 作物活跃生长期为

217d ,无霜期平均为 240 d ,冬季(10 ～ 翌年 3 月)日

照百分率为 46%～ 55%。选址周围 20km 内无污

染企业 ,地下水质量好 , 可保证生产的葡萄果实无

污染。

连栋大棚为装配式钢管结构 ,用聚乙烯无滴防

老化膜覆盖 ,大棚占地面积共计 2880m 2 。内有灌

溉设施 ,整个生长季土壤湿度保持在 60%～ 80%,

上一年果实采收后每株施有机肥 10kg 。

供试葡萄于 2001年 6月定植 ,品种为红双味。

架式为南北向拱形棚架 ,葡萄定植于拱架的两侧 ,行

距 6m ,株距 0.5m(即 3330株/hm
2
),枝蔓相互向

拱架中间引缚。采用独龙干整枝形式 , 每相隔

50 cm拉一道铁丝 ,安排一个结果部位 。冬季修剪

时 ,对结果母枝采用留 5 ～ 6 芽及 2 ～ 3 芽的长短梢

混合修剪方法 。每年 2月上旬开始升温 ,其他管理

同大棚葡萄常规管理。萌芽期 3月 14日 ,初花期 4

月 25日 ,果实成熟期 7月初 。

1.2　试验方法

1.2.1　处理设置　试验按结果枝与营养枝的比例

(简称为枝果比)设计 3个处理:处理 1 为 2∶1 ,处

理 2为 1∶1 ,处理 3为 1∶2。随机排列 ,3次重复 ,

共计 9 个小区 ,每小区 10 株树 ,每处理树势相同。

同时为提高浆果质量 ,又在不同枝果比的基础上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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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疏果 ,使每穗留果粒约 60粒 ,以不疏粒的果穗为

对照 。夏季修剪时每平方米架面留 12个新梢 。

1.2.2　调查测定项目　果实穗重 、粒重 、可溶性固

形物的含量 、果粉厚薄 、着色程度 、小青粒数 ,一年生

枝成熟度 、粗度 、节间长度 、萌芽率 、果枝率等 。每处

理抽取有代表性的两穗果实进行测量 ,穗重 、粒重用

托盘天平称量 ,果实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采用阿贝

折射仪测量。于休眠期测量第二道铁丝到第五道铁

丝间一年生枝的成熟度 、粗度 、节间长度;一年生枝

茎粗 ,调查其基部第二节中间部位粗度 。于翌年花

序露出后 ,调查萌芽率 、果枝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枝果比对果实经济性状的影响

2.1.1　未疏粒情况下不同枝果比对果实经济性状

的影响　分别于 2006年 7月 2日和 2007年 7月 5

日浆果成熟时 ,采收果穗进行测量 ,结果见表 1。

　　由表 1可以看出 ,未疏粒的情况下 ,在一株葡萄

表 1　不同枝果比红双味葡萄果实经济性状

处理编号 是否疏粒 粒数(粒)
穗重

(g)
平均粒重

(g)
株产量

(g)
折合公顷产量

(kg)
可溶性固形物

(%)
含青粒数

(个)

1 未疏粒 169 650.0 3.85 4766.7 15873.0 13.20 35

- 415.4 5.18 3185.1 10606.5 13.01 -

疏粒 59.8 350.5 5.85 2569.4 8556.0 14.90 0

2 未疏粒 196 1065.0 5.43 6745.0 22461.0 13.00 9

- 485.0 5.52 4365.2 14536.5 13.82 -

疏粒 61.2 393.8 6.44 2492.8 8301.0 15.30 0

3 未疏粒 159 870.0 5.47 2610.0 8691.0 14.00 12

- 475.8 5.53 1913.2 6370.5 13.84 -

疏粒 60.5 363.7 6.05 1091.0 3633.0 15.00 2

　注:每处理未疏粒项中上面一个数据为 2006年 7月 2日测量的结果 ,下面一个数据为 2007年 7月 5日测量的结果;疏粒项数据为 2006年

7月 2日测量的结果

树上如果结果枝占比率高时 ,虽产量较高 ,但果穗果

粒偏小 ,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降低 ,小青粒也随之增

多 ,使浆果质量明显下降。反之 ,如结果枝偏少 ,营

养枝偏多时 ,虽粒重 、穗重有所增加 ,可溶性固形物

的含量也有所提高 ,但产量却明显下降。两年调查

结果表明 ,当枝果比为 1∶1时产量最高 ,小青粒最

少 ,果粒较大。另外 ,葡萄成熟时还观察到 ,枝果比

为 1∶1时果穗着色好 ,果粉浓厚。

2.1.2　疏粒情况下不同枝果比对果实经济性状的

影响　由表 1可以看出 ,经疏粒的植株平均果粒重

均较不疏粒的大 ,而粒重又受枝果比制约 ,当枝果比

为 1∶1时 ,平均粒重最大(6.44g);经疏粒的植株

浆果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均较未疏粒的高 ,当枝果

比为 1 ∶1 时 , 浆果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最高

(15.30%);经疏粒的植株极少出现小青粒(仅处理

3有 2粒小青粒 ,估计是营养分配不匀所致);经疏

粒的植株株产量和折合产量较不疏粒的处理有所下

降 ,基本上是减少一半 ,其中以枝果比为 1∶1 时下

降最多;各处理疏粒后的穗重变化不大 。

可见 ,对果穗进行疏粒处理 ,可提高红双味葡萄

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 ,增加粒重 ,减少青粒 ,并以枝

果比为 1∶1时效果最好 。但疏粒处理会造成产量

下降。

2.2　不同枝果比对葡萄生长发育的影响

休眠期 、翌年萌芽期到花序露出期 ,调查葡萄树

体表现及其生产状况 ,结果见表 2。

表 2　不同枝果比对红双味葡萄生长发育的影响

处理

编号

成熟节所占

比例(%)
枝条粗度

(cm)
节间长度

(cm)
萌芽率

(%)
果枝率

(%)

1 82.21 1.03 7.05 63.75 93.46

2 83.13 0.99 6.76 68.26 96.75

3 83.68 1.01 6.42 66.03 96.38

　　从表 2可以看出 ,处理 3一年生枝成熟节所占比

例最高 ,处理 3到处理 1成熟节所占比例依次下降;

处理 1中一年生枝条最粗 ,处理 2最细 ,但枝条粗度

接近;处理3枝条节间 ,最短最充实 ,处理 3到处理 1

枝条节间长度依次增加。翌年调查萌芽率 ,处理 2的

最高 ,处理 1的最低;果枝率 ,处理 2的最高 ,处理 3

与之接近 ,处理 1的最低。

　　以上结果表明 ,随着负载量的增加 ,新梢成熟度

有下降的趋势。负载量对新梢粗度影响不大 ,但从处

理 3到处理 1枝条节间长度有增长 (下转第 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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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生活习性

主要寄主有松毛虫卵 。

5.4　发生程度

该虫在河南省苹果园发生数量少 ,对果园蛾类

幼虫自然控制能力较差。

6　土蜂科(Scoliidae)———日本土蜂(Scolia japoni-

ca Smith)

6.1　分类地位

日本土蜂属膜翅目(Hymenoptera)土蜂总科

(Sco lioidea)黑卵蜂科(Scoliidae)。

6.2　形态特征

雌:体长 20 ～ 26mm 。黑色 。复眼后缘的细线 、

前胸背板肩板 、后胸背板中部 、腹部第一背板的两个

小点 、第二 、三背板的两个小点 、第四背板细而窄的

点以及第五背板上的两个小点均为黄色 。胸部斑纹

与腹部第一背板的黄斑有时消失 ,其他黄斑也有些

消失 。第二至四背板后缘有白色毛 。生有灰黄色至

黑褐色的毛;腹端毛色较深或黑色 。翅黄褐色透明 。

唇基中间几乎平滑 ,前额区两边密布细刻点 ,中部较

平滑;前额缝到达单眼渐弱;额有粗刻点;中胸盾片

也有粗刻点 ,其中部较稀疏;小盾片具稀疏刻点 ,后

部平滑;中胸背板有相当粗的刻点;肩板刻点大而

密;后胸背板几乎平滑 。并胸腹节水平中区密布细

刻点 ,水平侧区有稀疏粗刻点。腹部背板有稀疏刻

点 ,第一背板两边有密刻点;腹板中间几乎平滑 ,两

边后部有粗刻点。雄:体长 18mm ,黑色。眼凹 ,复

眼后缘的细线 ,前胸背板肩板 ,小盾片的两个大斑 ,

后胸背板的中间 ,腹部 1 ～ 2背板两边的斑点 ,第三

至五背板的后缘均黄色;生有白色毛 ,最末腹板生有

黑色毛 。翅同雌虫 。唇基中间平滑 ,前额区两边有

刻点 ,中间平滑 ,前额缝弱 ,到达单眼前 ,额有稀疏刻

点 ,头顶前平滑后面有刻点 。前胸背板褐色 ,中胸盾

片密布均匀刻点;小盾片有稀疏刻点;中胸侧板上刻

点稀疏 ,前面和后面平滑;后胸背板几乎平滑 ,后胸

侧板平滑 ,仅上面和下面有刻点。并胸腹节水平中

区有密而相当细的刻点 ,水平侧区前面平滑 。腹部

背板有均匀的稀疏刻点 。

6.3　生活习性

主要寄主有油桐绿丽金龟。

6.4　发生程度

该虫在河南省苹果园发生数量少 ,对果园害虫

自然控制能力较差 。

(上接第 97页)　的趋势。负载量高时对萌芽及形

成果枝有不利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1)在疏粒的情况下 ,结果枝︰营养枝为 2∶1

时产量最高 ,有一定的产量优势和品质劣势;结果

枝︰营养枝为 1∶1时平均穗重 、粒重及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均最高 ,有一定的品质优势 ,其产量与处理 1

差别不大 。同时 ,结果枝︰营养枝为 1∶1时果穗着

色好 ,果粉浓厚 。

2)未疏粒的情况下 ,结果枝︰营养枝为 1∶1

时穗重 、产量均最高 ,有一定的产量优势 ,但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较低;结果枝︰营养枝为 1∶2时粒重及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较高 ,但产量太低;结果枝︰营养

枝为 2∶1时穗重及粒重均最小。

3)从不同枝果比对葡萄生长发育的影响来看 ,

结果枝︰营养枝为 1∶1时的萌芽率及果枝率均最

高 ,而在新梢粗度 、节间长度 、新梢成熟度等方面与

其他处理差别不大 。

4)综合来看 ,大棚红双味葡萄较适宜的结果枝

与营养枝的比例为 1∶1 。

虽然本试验结果表明结果枝与营养枝的比例为

1∶1时的负载量较适宜于连栋大棚红双味葡萄 ,但

并不代表任何树龄 、任何树势 、任何管理条件下这个

结论均能完全适用 ,应用时应再做试验。同时 ,不同

品种更应做适应性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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